
 

 

 

  全球商品研究·焦煤焦炭 

兴证期货.研发产品系列 
2018年冬季“气荒”对焦化限产

的影响 

2018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二 

内容提要 

2018 年中国天然气需求将快速增加。根据预测，我

国今年天然气供需关系将会延续紧平衡状态，供给仅比

需求多 45 亿立方米左右。由于天然气在冬季供暖中发

挥巨大作用，季节性供需矛盾的产生是必然的。 

个人判断今冬的“气荒”问题并不会导致焦化限产

放松。原因可概括为： 

首先，对比今年环保政策与去年环保政策，可以发

现去年对于焦化企业限产的规定是“一刀切”的，要求

全部延长出焦 36 小时至 48 小时（限产 30%-50%），在

“气荒”产生后，政府又连续发文放宽环保达标企业的

限产程度，甚至可以满产，这与今年环保政策是吻合的。

今年环保限产要求严禁“一刀切”，对于环保达标的 A

类企业可不予限产，从政策一开始就已经放宽了对该类

企业的限产程度，因此在没有出现较去年更为严重的

“气荒”情况下，应当不会另外为保证民生放宽限产要

求。 

其次，去年在放宽对环保达标焦化企业限产的同时，

也规定了限产中的特殊情况，即长治市“十项措施”文

件中要求针对重污染天气，全部延长出焦 72%（限产

70%），限产力度并不低。今年大气污染防治文件（如汾

渭平原地区）中也指出在橙色预警重污染天气中，所有

企业（包括环保达标企业）直接限产 50%。从两年文件

中可以看出冬季限产治理环境污染是主线，保证民生是

辅线，一旦今年冬天空气质量形势差于去年，限产力度

上肯定不会松懈。 

再次，焦炉煤气制造 LNG 只占全部气源的 13%，

对于天然气供应的边际影响是非常小的。独立焦化厂生

产的一半煤气用于本厂利用外，其他一半用于制造 LNG，

但也只能供应工厂所在城市的用气需求，对于整个冬天

全国性的天然气缺口作用微乎其微，要解决冬天“气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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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天然气供应以及储气方面的问

题。 

最后，今年天然气供应较去年有了很大改善。首先

管道铺设加快，各地管网互联互通进程正在加速。例如，

天津 LNG 与蒙西煤制气外输管道联通，将每天为华北

地区增加 800 万立方米天然气，管道增加能够提高气源

多样性，避免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气源不稳、供应紧张

的情况。其次，今年新开工储气项目近 100 个，预计可

形成储气能力约 160 亿立方米，储气方面较去年有了一

定的改善。 

为避免去年用气窘迫的境况，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

今年提前开始布局冬季用气计划。10 月 24 日上午，发

改委表示今年冬天居民用气可以全额保障，各省已经完

成供暖季供气合同签订，“气荒”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缓解。

30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称“已落实全年天然气供

应资源量超过去年消费量 250 亿立方米，重点增供京津

冀及周边和汾渭平原地区。” 

综上所述，在供给增速不及需求增速的情况下，今

年冬天“气荒“问题是仍然严峻且必将出现的，但由于

限产政策完善、天然气设施改善以及国家提前布局能源

规划，“气荒”并不会影响目前我们对于环保限产预期的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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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煤改气”政策 

2016 年底，我国的“煤改气”政策拉开帷幕。发改委制定了《北方地

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计划中指出，我国北方取暖能源中

清洁能源占比非常少，大部分为燃煤取暖。2016 年底我国北方燃煤取暖面

积约占总取暖面积的 83%，我国北方地区天然气供暖面积约 22 亿平方米，

占总取暖面积 11%，电供暖面积约 4 亿平方米，占比 2%，可再生能源合

计供暖面积约 8 亿平方米，占比 4%。规划预计到 2019 年北方地区清洁

取暖率达到 50%，2021 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70%。 

图 1：我国取暖能源来源 

 

数据来源：《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兴证期货研

发部 

之后为配合三年规划，政府又出台文件《北方重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煤改气”气源保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具体实施期为 2017-

2021 年。文件中指出，2016 年底，六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

西、河南）天然气取暖面积约 14 亿平方米，天然气用量 185 亿立方米，占

六省市天然气消费量的 36%。“2+26”重点城市天然气取暖面积共约 12.4 亿

平方米，天然气用量 160 亿立方米，占“2+26”重点城市天然气消费量的

38%。在重点领域天然气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不到一半，大量燃煤取暖对重点

地区的环境污染是具有非常大危害的。 

方案计划到 2021 年，通过气源多样性建设，力争将供气量提升 1240

亿立方米/年。在采暖季期间，三家石油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向六省市供气量要达到 593 亿立方米。同时要配备良好的储气设施，到 2021

年，六省市需具备的城市应急储气量分别为：北京 1 亿立方米、天津 1.2 亿

立方米、河北 2.1 亿立方米、山东 2.3 亿立方米、河南 1.6 亿立方米、山西

83%

11%

2%

4%

燃煤供暖 天然气供暖 电供暖 可再生能源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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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亿立方米。 

表 1：《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目标整理 

北方目标 2+26 城市 从城市到农村 

2019 年，北方地区清洁

取暖率达到 50%。 

2019 年，“2+26”重点城

市城区清洁取暖率要达

到 90%以上，县城和城

乡结合部达到 70%以

上，农村地区达到 40%

以上。 

城市城区 2019 年，清洁

取暖率达到 60%以上；

2021 年，清洁取暖率达

到 80%以上，20 蒸吨以

下燃煤锅炉全部拆除。

新增清洁取暖“煤改气”

需求主要集中在城镇地

区，新增 146 亿立方米，

占比 63%； 

县城和城乡结合部 2019 

年，清洁取暖率达到 

50%以上；2021 年，清

洁取暖率 达到 70%以

上，10 蒸吨以下燃煤锅

炉全部拆除。 

2021 年，北方地区清洁

取暖率达到 70%。 

“2+26”城市 2017-2021 

年累计新增天然气供暖

面积 18 亿平方米，新增

用气 230 亿立方米。其

中燃气热电联产新建/改

造规模 1100 万千瓦，新

增用气 75 亿立方米；燃

气锅炉新建/改造 5 万蒸

吨，新增用气 56 亿立方

米；“煤改气”壁挂炉用

户增加 1200 万户，新增

用气 90 亿立方米；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增加 120 

万千瓦，新增用气 9 亿

立方米。 

农村地区 2019 年，清洁

取暖率达到 20%以上；

2021 年，清洁取暖率达

到 40%以上。农村地区

新增 85亿立方米，占比

37%。 

 

数据来源：《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兴证期货研发

部 

2. 天然气供给来源及需求流向分析 

2.1 天然气供给端描述 

我国天然气供给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国内天然气供给，包括陆上

气，其中常规天然气来自于气田，而非常规天然气来自于煤层气、煤制气、

页岩气，我们所说的通过煤干馏法焦化得到的气体称为焦炉煤气，属于中

热值煤气，可供城市作民用燃料。国内天然气供给还包括来源于近海的海

上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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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进口天然气：包括进口管道气，多来源于中亚、俄罗斯等，由于

中俄东线管道于 2019 年才投产，今年没有新增管道，因此进口管道气今年

进口量较为稳定。进口天然气还包括进口 LNG，目前澳大利亚是中国 LNG

进口最大气源国，全年进口 237 亿立方米，其次是卡塔尔，全年进口 103 亿

立方米 LNG。 

最后是调峰储气库。地下储气库可用于季节性调配以及突发性调配，

目前我国拥有气藏和盐穴两种储气库，截至 2017 年我国共建成地下调峰库

25 座，工作气量达 162 亿立方米，调峰能力 80 亿立方米。一般来说，地下

储气库工作气量的红线为天然气总消费量的 10%，2017 年我国储气量只有

6.8%。今年根据发改委的计划，新开工储气项目近 100 个，预计可形成储

气能力约160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约35亿立方米，储气量依然不足10%，

我国储气库缺口依旧非常大。 

2.2 天然气消费需求流向 

天然气终端消费有四个流向，分别是城市燃气（包括生活供暖等）、工

业燃料、化工用气和发电用气等。8 月，由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和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

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 2018》中指出，2018 年工业燃料与城

市燃气用气占比将增速发展，分别占比 38.7%、33.2%，发电领域用气也发

展较快，占比达 18%，而化工领域发展较为缓慢，占比仅为 9.6%。 

图 2：我国天然气需求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 2018》，兴证期货研发部 

自 2007 年起，我国天然气市场产销开始失衡，并且这种供给缺口逐渐

扩大，至 2016 年，我国天然气产量为 1480.3 亿立方米，而消费量则达到

2078 亿立方米。2017 年是我国进行“煤改气”政策元年，继《北方地区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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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北方重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煤改气”

气源保障总体方案》颁布后，我国空气质量水平得到显著改善，与此同时

天然气供需矛盾也成为“煤改气”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国石油

经研院发布的《2017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中显示，2017 年我国各

行业用气大幅增加，其中城市燃气消费量 885 亿立方米，增速 14.2%；工业

燃料消费量 727 亿立方米，增速 20.2%；发电用气消费量 467 亿立方米，

增速 22.9%；化工用气消费量 273 亿立方米，增速 9.2%。2017 年我国天然

气总消费量达 2386 亿立方米，进口量为 955.47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高

达 40.6%。 

图 3：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 4：我国天然气供需缺口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2.3 天然气供需矛盾 

2017 年全国共完成“煤改气”、“煤改电”578 万户，其中仅京津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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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 28 个城市就完成 394 万户，因此 2017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用户量

有了较快增长，对天然气的需求也随之上升。2017 年全年天然气消费量为

238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4.8%，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 7.3%，

同比提高 0.9 个百分点。根据《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

年我国用气量超过 100 亿立方米的省份有江苏、广东、四川、新疆、北京、

山东。 

2017 年我国天然气供应增速 8.5%，而需求增速高达 14.8%，供给没有

跟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全国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气荒”，冬季天然气保供

压力最大的河北省曾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天然气供需缺口达到 10%-20%，

拉响全省天然气供应橙色预警。 

在“煤改气”政策超预期进度下，冬季“气荒”瞬间推高了天然气价

格。“煤改气”之前天然气价格一直不温不火地在 4000 元左右上下波动，

而 2017 年冬季，天然气一度价格翻倍至 10000 元附近，可见天然气供给短

缺程度。 

图 5：天然气出厂价格（以延长集团为例）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兴证期货研发部 

除了“煤改气”政策加快天然气需求，叠加天然气季节性需求外，我国

天然气运输和存储配套设施不足也是造成“气荒”主要原因。 

首先，天然气区域分布不平衡，天然气产出与消费区域不重叠，因此

天然气依赖于跨区域运输，受外部条件限制较多；其次，我国管道运输设

施以及储气设施尚不完善。据了解，我国燃气企业很少配备储气设施，受

市场限制较大，储气量处于世界平均红线之下，一旦出现上游供给不足的

情况，企业将没气可用。（2018 年 3 月，发改委提出“要建立 2 亿方左右的

调峰机制，力争在短时间内做到各地都有 10 天左右的储气能力，供气企业

和产气企业也要保证有 3 到 5 天的储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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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焦炉煤气与 LNG 冶炼 

焦炉煤气是煤炭焦化过程中产生的附加产品。作为原料气，经过脱水、

脱汞等工艺，最后经过液化过程转化为 LNG，存储在 LNG 储气罐中。根

据卓创资讯统计，2016 年我国 LNG 气源 73%来自于常规管道气，非常规

管道气中焦炉煤气占比 48%左右，占总气源的 13%。焦炉煤气主要来源于

钢厂焦化厂以及独立焦化厂，其中钢厂附带焦化企业生产的焦炉煤气均用

于自身炉体加热以及轧钢等工艺中，而独立焦化厂生产炉气中有约 48%用

于自身加热，剩余 52%的焦炉煤气中大部分属于可延伸加工气体。目前有

不到四十家 LNG 工厂采用焦炉煤气来炼制，产能约为 1500 万立方米/日。 

图 6：天然气气源构成图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兴证期货研发部 

4. 2018 年天然气供需情况分析 

从供给方面来看，我国常规天然气增速较为缓慢，新增气田不多，1-8

月份国产天然气产量增速 6%，预计今年将保持这个速度。非常规天然气中，

我国页岩气储量较为丰富且发展迅速，2018 年中石油计划在四川页岩气气

田中建成生产页岩气产能规模 60 亿立方米左右的产能。 

对于天然气区域调动以及进口天然气来讲，2018 年及 2019 年我国有

许多管道和 LNG 接收站建成计划，如：广西 LNG 接收站与中缅管道联通

计划、蒙西煤制气管道天津段铺设，新奥舟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道等。此

外，通过储气装备的不断完善，一定程度上也支撑了我国天然气供给量及

供给速度。据《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8）》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全

国已建成投产天然气长输管道 7.4 万千米，干线管网总输气能力达 3100 亿

立方米/年；累计建成投产地下储气库 25 座；已投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18

座，总接收能力 5960 万吨/年。据发改委统计，1-8 月份进口管道气增速为

20.7%，增速较为稳定。进口 LNG 今年有新投产，预计增加产能 8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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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2017 年产能为 5030 万吨，所以预计增速位于 16%-20%之间。 

表 2：部分新建天然气运输及 LNG 接受站项目 

部分新增项目 建设年份 

中俄管道线（东、西） 2019 

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 2022 

广西 LNG 接收站与中缅联通 2018 

蒙西煤制气管道天津段 2018 

鄂安沧管道沧州-石家庄段 2018 

新奥舟山 LNG 接受站 2018 

广汇启动 LNG 2019 

中天江阴、潮州 LNG 2019 

中海油 LNG 2019 
 

数据来源：兴证期货研发部 

从需求方面来看，首先环保部部长李干杰在 2018 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

上表示，2018 年，北方地区清洁能源改造工作预计将完成“煤改气”、“煤

改电”400 万户。由于居民用天然气价相比电价，成本较低，因此完成煤改

后，大部分用户会选择用天然气替代能源，因此预计 2018 年我国城市燃气

量将有大量增长。 

工业燃气增长量将来自于环保方面淘汰锅炉。2017 年我国淘汰了 5.5

万蒸吨锅炉，环保部表示加快淘汰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全面启动城

市建成区 35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工作，计划 2018 年将继续淘汰 1.6 万

蒸吨的燃煤锅炉锅炉。 

发电和化工领域运用较少，发展也较为缓慢，但由于天然气的清洁性

已经得到了重视，并且在化工方面的高回报高收益，未来将会更多地运用

到这两个领域当中去。 

因此 2018 年中国天然气需求仍将快速增加，《2018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

见》中指出要将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 7.5%左右（消费增速约 9%，2017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比重为 7%），但根据今年新增煤改气 400 万户，淘汰锅

炉 1.6 万蒸吨，加上根据《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2020 年天然气发

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1.1 亿千瓦以上，占发电总装机比例超过 5%，燃气发电

业务大有可为。因此预计今年天然气需求增速将超过 9%，达到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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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8 年我国天然气供需平衡大致预测 

    
（亿立

方米） 
2017 

同比增

长 

2018 

1-8

月 

同比增

长 
预测 2018 

供给 

国 产

天 然

气 

常规天

然气 
1487  8.50% 1036 6.00% 1562.652 

非常规

天然气 

进 口

天 然

气 

进口管

道气 
427  

27.60% 789 38.60% 1069.89 
进 口

LNG 
499 

总 供

给 
  2413   1825 

  
2632.542 

需求 

城市   885  

15.30% 1804 18.20% 2587.2 

工业   727  

发电   467  

化工   273  

总 需

求 
  2352  

缺口     61       45.342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天然气运行报告，兴证期货研发部 

2018 年中国天然气需求将快速增加。根据预测，我国今年天然气供需

关系将会延续紧平衡状态，供给仅比需求多 45 亿立方米左右。由于天然气

在冬季供暖中发挥巨大作用，季节性供需矛盾的产生是必然的。 

5. “气荒”对焦化厂限产的影响 

5.1 去年焦化限产形势 

如果焦化企业承担了当地冬季供暖的功能，那限产的前提应该是充分

保障了民生供暖，在今年出台的《汾渭平原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中也点明了“对涉及重大民生保障

不予错峰生产”这一点。 

据了解，生产 1 吨 LNG 消耗焦炉气约 0.38—0.45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

气的密度是 0.45 吨/立方左右，意味着每生产 1 立方米 LNG 需要消耗焦炉

煤气约 0.17-0.2 万立方米，而每吨焦炭能够生产 444 立方米焦炉煤气，因

此每生产 1 立方米 LNG 需要焦化厂生产焦炭 7.64-9 吨。因此如果产生“气

荒”现象，限产政策将会放开一些，焦化厂也会提高开工率，从而造成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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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增加的局面。 

2017 年我国严重“气荒”情况下，山西地区焦化企业环保限产力度确

实有所放松。山西省政府曾召开过焦化企业满负荷生产保民生用气会议，

要求达到环保标准的焦化企业原则上可以满产保障民生用气需求。在临汾

市对山西焦化冬季限产与保障用气的差异化政策中提到，为保用气供应，

“原则准予公司焦炉结焦时间延长到 30 小时，但应严格执行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相关要求。”而在重污染天气中，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重污染天气应

对工作的“十项措施”，所有焦化企业结焦时间一律延长至 72 小时。 

5.2 今冬关于焦化限产与气荒的判断 

个人判断今冬的“气荒”问题并不会导致焦化限产放松。原因可概括

为： 

首先，对比今年环保政策与去年环保政策，可以发现去年对于焦化企

业限产的规定是“一刀切”的，要求全部延长出焦 36 小时至 48 小时（限

产 30%-50%），在“气荒”产生后，政府又连续发文放宽环保达标企业的限

产程度，甚至可以满产，这与今年环保政策是吻合的。今年环保限产要求

严禁“一刀切”，对于环保达标的 A 类企业可不予限产，从政策一开始就已

经放宽了对该类企业的限产程度，因此在没有出现较去年更为严重的“气

荒”情况下，应当不会另外为保证民生放宽限产要求。 

其次，去年在放宽对环保达标焦化企业限产的同时，也规定了限产中

的特殊情况，即长治市“十项措施”文件中要求针对重污染天气，全部延长

出焦 72%（限产 70%），限产力度并不低。今年大气污染防治文件（如汾渭

平原地区）中也指出在橙色预警重污染天气中，所有企业（包括环保达标

企业）直接限产 50%。从两年文件中可以看出冬季限产治理环境污染是主

线，保证民生是辅线，一旦今年冬天空气质量形势差于去年，限产力度上

肯定不会松懈。 

再次，焦炉煤气制造 LNG 只占全部气源的 13%，对于天然气供应的边

际影响是非常小的。独立焦化厂生产的一半煤气用于本厂利用外，其他一

半用于制造 LNG，但也只能供应工厂所在城市的用气需求，对于整个冬天

全国性的天然气缺口作用微乎其微，要解决冬天“气荒”问题，必须从根本

上解决天然气供应以及储气方面的问题。 

最后，今年天然气供应较去年有了很大改善。首先管道铺设加快，各

地管网互联互通进程正在加速。例如，天津 LNG 与蒙西煤制气外输管道联

通，将每天为华北地区增加 800 万立方米天然气，管道增加能够提高气源

多样性，避免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气源不稳、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次，今年

新开工储气项目近 100 个，预计可形成储气能力约 160 亿立方米，储气方

面较去年有了一定的改善。 

为避免去年用气窘迫的境况，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今年提前开始布局

冬季用气计划。10 月 24 日上午，发改委表示今年冬天居民用气可以全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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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各省已经完成供暖季供气合同签订，“气荒”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缓解。

30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称“已落实全年天然气供应资源量超过去年

消费量 250 亿立方米，重点增供京津冀及周边和汾渭平原地区。” 

综上所述，在供给增速不及需求增速的情况下，今年冬天“气荒“问题

是仍然严峻且必将出现的，但由于限产政策完善、天然气设施改善以及国

家提前布局能源规划，“气荒”并不会影响目前我们对于环保限产预期的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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