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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然气作为最清洁的化石能源，在人类生存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绿色、清洁能源的代表之一。在
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在

系统研究天然气全球资源分布特征、供需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的天然气资源分布、消费现状与趋势，并

针对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进口来源过于集中导致政治风险较大等问题，提出加强国内天然气资源挖

潜增储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气合作勘探和建设天然气资源安全监测与风险预

警平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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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天然气是一种多组分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

烷烃，其中甲烷的含量占９５％以上，燃烧后只有二
氧化碳和水。从气藏特征与成藏机理以及采用传统

开采技术能否获得经济产量的角度，天然气分为常

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两大类［１］，其中非常规天

然气包括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及天然气水合物

等；从运输方式的角度，天然气可分管道天然气

（ＰＮＧ）和液化天然气（ＬＮＧ）两大类。
天然气作为最清洁的化石能源，是一种高热值、

高效、清洁的气体，在人类生存生活中具有重要地

位。天然气的热值为３６ＭＪ／ｍ３，工作效率为９０％。
据测算，天然气燃烧所造成的污染仅为液化石油气

（石油提炼）的 １／４０，煤炭的 １／８００［２］。因此，天然
气被视为２１世纪满足能源需求、改善能源结构、保
护大气环境的主要清洁高效能源［３］。大气污染防

治和全球气候变暖为全球天然气发展创造了历史性

机遇［４－５］，天然气在能源革命中将起到重要的作

用［６－７］。分析全球天然气供需形势，对促进全球天

然气工业的发展和缓解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全球天然气资源分布特征

１．１　全球天然气资源分布
全球天然气储量分布相对集中。截至２０１８年

底，全球天然气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１９６．９万亿ｍ３，
约７２％分布在中东和独联体国家［８］（图１ａ）。探明剩
余可采储量前五名的国家分别为俄罗斯（３８．９万亿
ｍ３）、伊朗（３１．９万亿ｍ３）、卡塔尔（２４．７万亿ｍ３）、土
库曼斯坦（１９．５万亿 ｍ３）和美国（１１．９万亿 ｍ３），合
计占全球探明剩余可采储量的６４．５％。我国天然气
探明剩余可采储量６．１万亿ｍ３，占全球探明剩余可
采储量的３．１％，全球排名第七（图１ｂ）。

常规天然气主要集中分布在欧亚大陆和中东地

区，欧亚大陆和中东地区的常规天然气剩余技术可

采资源量分别为１３４万亿 ｍ３和１０３万亿 ｍ３，合计
占全球常规天然气剩余技术可采资源量的近一半

（表１）。非常规天然气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和亚洲地
区。亚太地区的致密气和煤层气剩余技术可采资源

量均为２１万亿 ｍ３，位居全球各大区首位。北美洲
和亚太地区的页岩气剩余技术可采资源量分别为

６１万亿ｍ３和５３万亿 ｍ３，合计占全球页岩气剩余
技术可采资源量的近一半［９］。

图１　全球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分布情况（ａ）和
全球前十名国家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ｂ）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ｖｅｎ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ａｎｄｐｒｏｖｅ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

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ｔｏｐ１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

　　各国人均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差距巨大。
卡塔尔、土库曼斯坦和文莱的人均天然气探明储量

位居前三，分别为８８７．９５万 ｍ３／人、３３３．２８万 ｍ３／
人和６９．９４万 ｍ３／人（图２ａ）。美国为３．６４万 ｍ３／
人，全球排名第２３位；我国为０．４４万 ｍ３／人，全球
排名仅第３８位；印度为０．１万 ｍ３／人，全球排名倒
数第一。单位国土面积上的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储

量高的国家大部分位于中东地区。卡塔尔、巴林、科

威特位居前三，分别为 ２２亿 ｍ３／ｋｍ２、２亿 ｍ３／ｋｍ２

和０．９４亿ｍ３／ｋｍ２（图２ｂ）。

表１　全球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剩余技术可采
资源量［９］ ／万亿ｍ３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ｕｎ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ｓ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地区
常规

天然气

非常规天然气

致密气 页岩气 煤层气

合计

资源量 探明储量

北美洲 ５１ １１ ６１ ７ １３０ １２
中南美洲 ２８ １５ ４１ ８４ ８
欧洲 １９ ５ １８ ５ ４７ ５
非洲 ５１ １０ ４０ ０ １０１ １７
中东 １０３ ９ １１ １２３ ８０

欧亚大陆 １３４ １０ １０ １７ １７２ ７４
亚太地区 ４５ ２１ ５３ ２１ １３９ ２０
世界 ４３２ ８２ ２３３ ５０ ７９６ ２１６

图２　全球前十名人均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国家和单位
国土面积上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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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主要天然气生产企业
探明储量和年产量是评价天然气生产企业规模

的重要指标。２０１８年，全球前十大石油天然气公司
的天然气产量达到１５０９５亿ｍ３，合计占全球总产量
的３９％。其中，中东占３席，亚洲占２席，欧洲占２
席，美国占１席，俄罗斯占１席，北非占１席（表２）。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探明剩余

可采储量，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卡塔尔石油总公司分

别位居第二、三名。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以３５６７１
万亿ｍ３天然气储量位居全球第八名。全球前十名
天然气公司共拥有１０２万亿ｍ３天然气储量，占全球
前５０大石油公司总储量的８２％［１１］。２０１８年，中国
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天然气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比上

年增长了１３．２％，其中页岩气产量达到了４２．６亿
ｍ３，比上年增长了４１．２％。

表２　２０１８年全球十大石油天然气公司的
天然气产量排名表［１１］

Ｔａｂｌｅ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ｏｉｌ
ａｎｄｇａ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２０１８

天然气

产量排名
公司

天然气产量

／（亿ｍ３·ａ－１）
占全球总

产量份额

１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４７４４ １２％
２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２２４３ ６％
３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１２８７ ３％
４ 卡塔尔石油总公司 １１９６ ３％
５ 沙特阿美国家石油公司 １１１４ ３％
６ 皇家荷兰／壳牌集团 １１０３ ３％
７ 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１０５５ ３％
８ 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 ８２９ ２％
９ 英国石油公司 ８００ ２％
１０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７２４ ２％
总计 １５０９５ ３９％

２　全球天然气供需情况

２．１　主要生产与出口国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球天然气产量３８６７９．６亿

ｍ３，比上年增加了５．２％，几乎是过去十年平均增速
２．３％的两倍。全球天然气产区主要集中在北美、独
联体和中东，三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天然

气产量（图 ３ａ）。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美国
（８３１８亿ｍ３）、俄罗斯（６６９５亿ｍ３）、伊朗（２２９５亿
ｍ３）、加拿大（１８４７亿ｍ３）和卡塔尔（１７５５亿ｍ３），
合计占全球总产量的５４．１％（图３ｂ）。我国排名第
六（１６１５亿ｍ３），占全球的４．２％。其中，美国的天

然气开采能力大幅提升，供应能力跃升为全球最大，

占全球天然气总产量的２１．５％。俄罗斯一方面千
方百计保有并扩大欧洲天然气市场占有率，另一方

面正在寻求通过新的出口基础设施使其出口渠道多

样化，其天然气产量增速达５．３％，占全球天然气总
产量的１７．３％。按人均产量计算，卡塔尔、文莱、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位居全球前三，分别为６．３１万 ｍ３／
人、２．９４万ｍ３／人和２．４５万ｍ３／人（图３ｃ），创造了
６５１５８．６美元（全球第７名）、２７６０１．２４美元（全球
第３３名）和１５０７６．５６美元（全球第５５名）的人均
ＧＤＰ。人均天然气产量排名前十的另７个国家中，
仅土库曼斯坦人均 ＧＤＰ较低，为６５８７．０９美元，其
它国家人均ＧＤＰ均较高。

图３　２０１８年全球天然气产量分布情况（ａ）、前十大
天然气生产国（ｂ）和前十大人均天然气生产国（ｃ）
Ｆｉｇ．３　Ｇｌｏｂａｌ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ｏｐ
１０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ｂ），ａｎｄｔｏｐ１０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ｃ）ｉｎ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全球ＰＮＧ出口总量８０５３．５亿 ｍ３，同
比增长８．７％。出口量位居前三名的国家为俄罗斯
（２２３０亿ｍ３）、挪威（１１４３亿 ｍ３）和加拿大（７７２亿
ｍ３），分别占总量的２７．７％、１４．２％和９．６％（图４）。
其中，俄罗斯的ＰＮＧ出口至欧洲地区（１９３８亿ｍ３）
和其他独联体国家（２９２亿ｍ３），同比增加７６亿ｍ３；
挪威的ＰＮＧ出口至英国（３２６亿 ｍ３）、德国（２４７亿
ｍ３）、荷兰（２０７亿 ｍ３）、法国（１９６亿 ｍ３）等欧洲国
家，同比增加５１亿ｍ３。设计输送能力３８０亿ｍ３的
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工程将于２０１９年底初步通气，
２０２３年全面建成，俄罗斯的 ＰＮＧ出口量有望进一
步增加。

２０１８年，全球ＬＮＧ出口总量４３０９．７亿ｍ３，同比
增长 ９．４％。出口量位居前三名的国家为卡塔尔
（１０４８亿ｍ３）、澳大利亚（９１８亿ｍ３）和马来西亚（３３０
亿ｍ３），分别占总量的２４．３％、２１．３％和７．７％（图４）。
卡塔尔的ＬＮＧ主要出口至韩国（１９５．７亿ｍ３）、日本
（１３５．１亿ｍ３）、中国（１２６．９亿 ｍ３）和印度（１４７．７亿
ｍ３），澳大利亚的 ＬＮＧ主要出口至日本（３９１．０亿
ｍ３）、中国（３２０．８亿ｍ３）和韩国（１０７．６亿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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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８年全球前十名管道天然气出口国和全球前十名ＬＮＧ天然气出口国
Ｆｉｇ．４　Ｔｏｐ１０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ｇａｓ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ｏｐ１０ＬＮＧ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ｉｎ２０１８

　　储产比是年底剩余可采数量与该年产量的比
值，是一个无量纲的参数，可反映某一地区、国家或

者含气盆地的未来供给能力［１２］。在全球天然气产

量前六的国家中，我国的天然气储产比（３７．６）大于
美国（１４．３）和加拿大（１０．０），但略低于俄罗斯
（５５），明显低于伊朗（１３３．３）和卡塔尔（１４０．７）（图
５）。伊朗、卡塔尔等中东、中亚地区具有高储量和
高储产比的天然气供给国更值得重点关注。

图５　全球前六大天然气产量国的储产比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ｔｏｐｓｉｘ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２　主要消费与进口国（地区）
北美洲、亚太、独联体为主要天然气消费地区。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球天然气消费量总计 ３８４８８．５
亿ｍ３，同比增长５．３％，增速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
平２．２％。２０１８年天然气消费量排名前三的地区为
北美洲、亚太、独联体，合计占全球天然气消费总量

的６４％（图６ａ）。其中，美国天然气总消费量达到
８１７１亿ｍ３，占全球总量的２１．２％，是最大的天然气
消费国（图６ｂ）。我国天然气总消费量达到 ２８３０
亿ｍ３，占全球市场份额的７．４％，同比增长１７．７％。
我国天然气需求激增成为拉动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

的最主要因素。从消费区域看，北美将由天然气进

口区域逐渐向天然气出口区域转变，欧洲天然气消

费区域稳定，增幅有限，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天然气

消费增长迅速。

图６　２０１８年全球天然气消费情况（ａ）和
前十大天然气消费国（ｂ）

Ｆｉｇ．６　Ｇｌｏｂａｌｇａｓ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ｔｏｐ
１０ｇａ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ｂ）ｉｎ２０１８

　　全球天然气消费主要用于工业领域、电力行业
和建筑行业。据 ＢＰ的数据［１３］，对比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７
年和２０４０年的预测数据，结果表明：随着电力需求
的增加（尤其在新兴亚洲国家／地区和非洲国家）和
持续的煤改气供暖发电（尤其在我国），电力用气所

占比重呈上升趋势；由于天然气化工用途较为单一

和新能源用于建筑行业的原因，工业用气和建筑用

气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图７）。

图７　全球天然气消费领域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欧洲和亚洲是天然气主要进口地区。２０１８年，
全球前十大进口国中，除中国、美国、墨西哥外，均为

欧洲国家。德国以１００８亿 ｍ３的进口量高居全球
第一，美国、意大利、中国和墨西哥分别以 ７７３亿
ｍ３、５６２亿ｍ３、４７９亿 ｍ３和４５８亿 ｍ３位居第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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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合计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４０．７％（图８ａ）。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加拿大西部天然气供应量大于消费

量，东部则需从美国进口天然气，因此美国 ＰＮＧ的
实际进口量为９７亿ｍ３。ＬＮＧ的前五大进口地区均
在亚洲，分别为日本、中国大陆、韩国、印度和中国台

湾，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６９．６％（图 ８ｂ）。日本
ＬＮＧ进口量１１３０亿ｍ３，同比减少０．９％；我国大陆
ＬＮＧ进口量７３５亿ｍ３，同比增长３８．８％；韩国 ＬＮＧ
进口量６０２亿ｍ３，同比增长１７．１％。三者占据全球
ＬＮＧ进口量的近一半，我国大陆和韩国ＬＮＧ进口量
增幅明显。

图８　２０１８年全球前十名ＰＮＧ进口地区和ＬＮＧ进口地区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ｔｏｐ１０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ｓｏｆ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ａｎｄＬＮＧｉｎ２０１８

３　我国天然气资源分布特征
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较大。经过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次油气资源评价［１０］，显示我国

常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为 ７８×１０１２ ｍ３，陆上占
５２％，海域占４８％，探明率整体较低。致密气地质
资源量为７８×１０１２ｍ３（致密气评价范围不包括济
阳、东濮、南襄、苏北等），页岩气地质资源量为

８０．２１×１０１２ｍ３，煤层气地质资源量为２９．８２×１０１２

ｍ３，天然气水合物地质资源量为 １５３．０６×１０１２

ｍ３［１４－１５］。
我国常规天然气富气盆地主要分布在中部、西

部和海域。中西部地区的富气盆地主要为克拉通盆

地和前陆盆地，普遍具有海陆相叠合和多期次构造

演化的特征，包括四川、鄂尔多斯和塔里木等盆地。

海域的富气盆地多为中新生界大陆边缘裂陷盆地，

包括莺歌海、琼东南等盆地。四川盆地纵向上发育

多套生烃层系，资源类型多，包括深层碳酸盐岩气藏

（灯影－龙王庙组和栖霞 －茅口组）、中浅层碳酸盐
岩气藏（长兴 －飞仙关组、雷口坡 －嘉陵江组）等，
具有多层系立体勘探优势。塔里木盆地为古生代海

相克拉通盆地与中新生代陆相前陆盆地组成的叠合

复合盆地，发育了多套主力烃源岩和区域储盖组合。

鄂尔多斯盆地是陆上第二大沉积盆地，发育上古生

界、下古生界两套含气层系。莺歌海 －琼东南盆地
为裂谷型含油气盆地，主要烃源岩是始新统的湖相

和渐新统崖城组海陆过渡相烃源岩，中央凹陷带峡

谷水道为深水区的重要储集层，是我国重要的深水

天然气产区。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９年２月中海油在
渤海湾盆地发现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１０００亿
ｍ３的渤中１９－６大型太古界低潜山圈闭群，说明富
油型盆地天然气勘探也大有潜力。

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分布相对广泛。致密气资源

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松辽盆地和塔

里木盆地，层系以上古生界最为丰富。页岩气资源

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及中 －下扬子
地区，层系以寒武系 －志留系为主。我国煤层气资
源主要集中在沁水盆地、二连盆地、鄂尔多斯盆地、

准噶尔盆地、吐哈－三塘湖盆地等中小型富含煤的
盆地。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主要分布在南海海域的新

近系［１６］。

４　我国天然气消费现状与趋势

４．１　我国天然气进口来源
我国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进口来源过

于集中。２０１８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１２１４亿 ｍ３，
ＰＮＧ和 ＬＮＧ分别占总进口量的 ４１．４４％ 和
５８．５６％。ＰＮＧ主要来自土库曼斯坦（３１７亿 ｍ３），
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２８．５９％（图９）；ＬＮＧ主要来
自澳大利亚（２３７亿ｍ３）和卡塔尔（１０３亿ｍ３），合计
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３３．９６％（图１０）。三个国家
合计占我国天然气进口总量一半以上，反映了我国

天然气进口来源过于集中。未来，随着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东线北段将于２０１９年底贯通和中俄北极
地区的亚马尔ＬＮＧ项目投产，这种供应国家过于集
中的情况有望得到改变。

图９　２０１８年中国进口ＰＮＧ来源结构
Ｆｉｇ．９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ｇａ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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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１８年中国进口ＬＮＧ来源结构
Ｆｉｇ．１０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Ｌ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２０１８

４．２　我国天然气主要消费领域
我国天然气的应用领域主要包括城镇燃气、天

然气发电、工业用气（含工业燃气和化工用气）［１７］，

其中工业燃气和城镇燃气对天然气消费的贡献较

大。２０１８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２８０３亿 ｍ３，同比
增长 １８．１％。工业燃气 １０８１．９６亿 ｍ３，占比
３８．６％，同比增长４８．８％；城镇燃气９５０．２２亿 ｍ３，
占比３３．９％，同比增长７．４％；发电用气４８４．９２亿
ｍ３，占比１７．３％，同比增长３．８％；化工用气２８５．９１
亿ｍ３，占比１０．２％，同比增长４．７％（图１１）。

图１１　２０１８年我国天然气各行业消费结构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８

４．３　我国天然气主要消费趋势
我国天然气需求增长迅猛，工业和电力需求将成

为主要驱动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环

保要求的不断提升，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然气

需求仍将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作为全球上最大的天

然气进口国，将引领国际天然气需求持续上涨。需要

指出的是，我国天然气国内自给能力明显不足，２０１８
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高达４５％。而利用系统
动力学对天然气需求进行预测，预测到２０３０年，我国
天然气需求量将达到３２６６．１６亿ｍ３，比２０００年增加
了３０２５．４４亿ｍ３，年均增长率９．０８％［１８］。

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主要结论
（１）全球天然气储量分布相对集中，常规天然

气主要集中分布在俄罗斯、中亚和中东地区，非常规

天然气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和亚洲地区。各国人均天

然气探明储量差距巨大，单位国土面积上的天然气

探明储量高的国家大部分位于中东地区。

（２）北美、独联体和中东地区为天然气主产区，
北美洲、亚太、独联体为主要天然气消费地区，欧洲

和亚洲为天然气主要进口地区。大部分人均天然气

产量高的国家也有着较高的人均ＧＤＰ。俄罗斯、挪威
和加拿大为ＰＮＧ出口大国；卡塔尔和澳大利亚为ＬＮＧ
出口大国，美国有望成为第三大ＬＮＧ出口国。全球天
然气消费主要用于工业领域、能源行业和建筑行业。

（３）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较大，非常规天然气
资源分布相对广泛，富气盆地主要分布在中部、西部

和海域。目前，我国天然气需求增长迅猛，进口来源

过于集中；主要消费领域为工业燃气和城镇燃气，工

业和电力需求将成为主要驱动力。

５．２　建议
当前，我国天然气供应风险主要表现在对外依

存度较高、进口来源过于集中等问题。针对上述问

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加强国内天然气资源挖潜增储与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对四川、塔里木、鄂尔多斯等陆上重要含

气盆地的深层－超深层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的风
险勘探，实现新区、新层系、新领域的突破。全面提

升国内天然气生产能力，实现长庆、塔里木、顺北、普

光、元坝、磨溪等常规天然气生产基地稳产增产。加

快推进涪陵、长宁－威远、鄂西页岩气资源基地的建
设和南海天然气水合物先导试验区生产试验性开

采。积极为沿海地区 ＬＮＧ接收站和地下储气库的
选址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２）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气合作勘
探。“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资源丰富，尤其是陆上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经过的中亚、中东和俄罗斯地区

天然气资源格外富集。国内油气勘探队伍应当把中

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和俄罗斯

放在天然气资源发展战略的首位；加强与中东地区

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伊朗等国的天然气勘

探合作；积极进入非洲地区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

国开展基础油气地质调查。

（３）建设天然气资源安全监测与风险预警平
台。依托大数据、云平台、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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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天然气供需的大背景下，综合天然气供给结构、

地缘政治、经济形势、进口路径、库存变化、气候变化

和人口规模等多种因素，及时发现、研判、预警风险，

构建基于资源、环境、经济技术、交通运输等为一体

的全球天然气资源治理体系辅助系统，有效规避天

然气供应安全风险。

附表１　２０１８年全球各个国家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和产量表及人均情况

序

号
国家

到２０１８年天然
气剩余可采

储量／万亿ｍ３
全球储量

份额／％
２０１８年天然气
产量／亿ｍ３

全球产量

份额／％

人均天然气

探明剩余

可采储量／
（万ｍ３·人－１

）

人均天然

气产量／
（万ｍ３·人－１

）

单位国土面积上

天然气探明剩

余可采储量／（亿
ｍ３·ｋｍ－２）

１ 俄罗斯 ３８．９ １９．８０ ６６９５ １７．３０ ２６．９２ ０．４６ ０．０２２８
２ 伊朗 ３１．９ １６．２０ ２３９５ ６．２０ ３９．００ ０．２９ ０．１９５３
３ 卡塔尔 ２４．７ １２．５０ １７５５ ４．５０ ８８７．９５ ６．３１ ２２．４５４５
４ 土库曼斯坦 １９．５ ９．９０ ６１５ １．６０ ３３３．２８ １．０５ ０．３９９６
５ 美国 １１．９ ６．００ ８３１８ ２１．５０ ３．６４ ０．２５ ０．０１２７
６ 委内瑞拉 ６．３ ３．２０ ３３２ ０．９０ ２１．８２ ０．１１ ０．０６９１
７ 中国 ６．１ ３．１０ １６１５ ４．２０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００６４
８ 阿联酋 ５．９ ３．００ ６４７ １．７０ ６１．２６ ０．６７ ０．７０２４
９ 沙特阿拉伯 ５．９ ３．００ １１２１ ２．９０ １７．５１ ０．３３ ０．０２７４
１０ 尼日利亚 ５．３ ２．７０ ４９２ １．３０ ２．７１ ０．０３ ０．０５７４
１１ 阿尔及利亚 ４．３ ２．２０ ９２３ ２．４０ １０．１８ ０．２２ ０．０１８１
１２ 伊拉克 ３．６ １．８０ １３０ ０．３０ ９．３７ ０．０３ ０．０８２２
１３ 印度尼西亚 ２．８ １．４０ ７３２ １．９０ １．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１４７
１４ 马来西亚 ２．４ １．２０ ７２５ １．９０ ７．６１ ０．２３ ０．０７２７
１５ 澳大利亚 ２．４ １．２０ １３０１ ３．４０ ９．６０ ０．５２ ０．００３１
１６ 埃及 ２．１ １．１０ ５８６ １．５０ ２．１３ ０．０６ ０．０２１０
１７ 阿塞拜疆 ２．１ １．１０ １８８ ０．５０ ２１．１２ ０．１９ ０．２４１４
１８ 加拿大 １．９ ０．９０ １８４７ ４．８０ ５．１３ ０．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１９ 科威特 １．７ ０．９０ １７５ ０．５０ ４１．０９ ０．４２ ０．９４４４
２０ 挪威 １．６ ０．８０ １２０６ ３．１０ ３０．１１ ２．２７ ０．０４９４
２１ 利比亚 １．４ ０．７０ ９８ ０．３０ ２０．９６ ０．１５ ０．００８０
２２ 印度 １．３ ０．７０ ２７５ ０．７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０
２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２ ０．６０ ５６６ １．５０ ３．６４ ０．１７ ０．０２６８
２４ 缅甸 １．２ ０．６０ １７８ ０．５０ ２．２３ ０．０３ ０．０１７７
２５ 乌克兰 １．１ ０．６０ １９９ ０．５０ ２．４７ ０．０４ ０．０１８２
２６ 哈萨克斯坦 １ ０．５０ ２４４ ０．６０ ６．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０３７
２７ 阿曼 ０．７ ０．３０ ３６０ ０．９０ ２０．７１ ０．７５ ０．０３３０
２８ 越南 ０．６ ０．３０ ９６ ０．２０ ０．７３ ０．０１ ０．０１８１
２９ 荷兰 ０．６ ０．３０ ３２３ ０．８０ ３．４８ ０．１９ ０．１４６３
３０ 以色列 ０．４ ０．２０ ６．７５ ０．１９０５
３１ 巴西 ０．４ ０．２０ ２５２ ０．７０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３２ 巴基斯坦 ０．４ ０．２０ ３４２ ０．９０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０５０
３３ 秘鲁 ０．４ ０．２０ １２８ ０．３０ １．２５ ０．０４ ０．００３１
３４ 阿根廷 ０．３ ０．２０ ３９４ １．００ ０．９０ ０．０９ ０．００１１
３５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０．３ ０．２０ ３４０ ０．９０ ２１．５８ ２．４５ ０．５８５０
３６ 玻利维亚 ０．３ ０．１０ １６０ ０．４０ ２．６４ ０．１４ ０．００２７
３７ 文莱 ０．３ ０．１０ １２６ ０．３０ ６９．９４ ２．９４ ０．５０００
３８ 叙利亚 ０．３ ０．１０ ３６ ０．１０ １．７７ ０．０２ ０．０１６２
３９ 也门 ０．３ ０．１０ ６ ？ １．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５７
４０ 泰国 ０．２ ０．１０ ３７７ １．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５ ０．００３９
４１ 英国 ０．２ ０．１０ ４０６ 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６ ０．００８２
４２ 墨西哥 ０．２ ０．１０ ３７４ １．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
４３ 巴林 ０．２ ０．１０ １４８ ０．４０ ０．１６ 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
４４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０．２ ０．１０ ２．３２ ０．００４３
４５ 孟加拉 ０．２ ０．１０ ２７５ ０．７０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１３９
４６ 哥伦比亚 ０．１ ０．１０ １２９ ０．３０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９
４７ 罗马尼亚 ０．１ ０．１０ ９５ ０．２０ ０．５１ ０．０５ ０．００４２
４８ 波兰 ０．１ ？ ４０ ０．１０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００３１
４９ 意大利 ＾ ？ ５２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０１
５０ 丹麦 ＾ ？ ４３ ０．１０ ０．０７
５１ 德国 ＾ ？ ５５ ０．１０ ０．０１
５２ 全球总计 １９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６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５３ 非经合组织 １７７．４ ９０．１０ ２４４５３ ６３．２０
５４ 经合组织 １９．４ ９．９０ １４２２５ ３６．８０
　　注：^低于０．０５；？低于０．５％；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ＢＰ世界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９年世界银行和２０１９年全球经济数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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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２０１８年全球主要地区管道天然气和ＬＮＧ进出口量表

排

名
地区

管道气

出口量

／（亿ｍ３）
排名 地区

ＬＮＧ
出口量

／（亿ｍ３）

增长

率／％

ＬＮＧ出口
量市场

份额／％

排

名
地区

管道气

进口量

／（亿ｍ３）

排

名
地区

ＬＮＧ
进口量

／（亿ｍ３）

增长

率／％

ＬＮＧ进口
量市场

份额／％
１ 俄罗斯 ２２３０ １ 卡塔尔 １０４８ ０．８０ ２４．３０ １ 德国 １００８ １ 日本 １１３０ －０．９０ ２６．２０
２ 挪威 １１４３ ２ 澳大利亚 ９１８ １９．９０ ２１．３０ ２ 美国 ７７３ ２ 中国大陆 ７３５ ３８．８０ １７．００
３ 加拿大 ７７２ ３ 马来西亚 ３３０ －８．５０ ７．７０ ３ 意大利 ５６２ ３ 韩国 ６０２ １７．１０ １４．００
４ 美国 ６７６ ４ 美国 ２８４ ６５．４０ ６．６０ ４ 中国 ４７９ ４ 印度 ３０６ １７．００ ７．１０
５ 阿尔及利亚 ３８９ ５ 尼日利亚 ２７８ －１．３０ ６．５０ ５ 墨西哥 ４５８ ５ 中国台湾 ２２８ ０．５０ ５．３０
６ 土库曼斯坦 ３５２ ６ 俄罗斯 ２４９ ６１．５０ ５．８０ ６ 英国 ４２８ ６ 西班牙 １５０ －９．２０ ３．５０
７ 荷兰 ３２５ ７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８ －４．１０ ４．８０ ７ 土耳其 ３７６ ７ 法国 １３１ ２０．８０ ３．１０
８ 哈萨克斯坦 ２５６ ８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１６８ ２５．００ ３．９０ ８ 法国 ３６８ ８ 土耳其 １１５ ６．１０ ２．７０
９ 卡塔尔 ２０２ ９ 阿曼 １３６ １９．００ ３．１０ ９ 荷兰 ３５６ ９ 巴基斯坦 ９４ ５４．２０ ２．２０
１０乌兹别克斯坦 １４０ １０ 阿尔及利亚 １３５ －１７．９０ ３．１０ １０ 俄罗斯 ２５２ １０ 意大利 ８０ －１．８０ １．９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ＢＰ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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