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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1日， 随着 20
万吨熔体直纺环保型短
纤项目的全面建成，中国
石化仪征化纤涤纶短纤
维年产能突破 100万吨，
成为产销量全球第一的
生产基地。涤纶短纤维是
棉花的替代产品，其百万
吨产能可替代 2000万亩
优质棉田的产量。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后， 仪征化纤涤纶短纤
维生产线达到 48 条，拥
有世界上最全的生产线
和产品品种， 替代的棉
花相当于可给全国人民
每人每年做 2 套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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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宁兰管道累计
输气突破 580亿方

本报讯 截至日前，涩宁兰管
道涩北压气首站安全向下游用
户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 580 亿立
方米。

涩宁兰管道工程是国家实施
西部大开发的首批重点工程之一，
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长距
离输气管道，全长近 1000 公里，途
经青海、甘肃两省。 涩北压气首站
是涩宁兰管道的龙头站，位于海拔
2750 米的柴达木盆地无人区，主
要负责从涩北气田接收来气，增压
后向下游管网输送。

近年来， 涩宁兰管道沿线天
然气需求不断增长， 对管道安全
高效运营管理有了更高要求。 涩
北压气首站不断夯实站场基础管
理水平， 积极深化设备完整性管
控， 持续推进应急处置能力以及
员工综合素质能力提升， 优化管
道运行和作业方案， 加强与上下
游及地方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及
时调整输气量， 全力保障管道安
全平稳运行， 保证下游用气平稳
可靠。 （董云龙）

山东部署油气管道
智能化六大任务

本报讯 为加快山东石油天然
气管道智能化建设，推动油气行业
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
省能源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石
油天然气管道智能化发展的意
见》， 提出建立健全油气管道智能
化发展的长效机制， 调动社会资
源，营造良好环境；整合优势资源，
提升油气管道智能化发展整体水
平，根据各类资源条件，因地制宜
实施油气管道智能化建设，有序推
进智能化发展。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初
步形成全省统一的数字化和智能
化标准体系。 新建管道全面实施
数字化交付， 在役管道逐步实现
数字化恢复。 推广一批先进的智
能化技术和装备， 建成一批不同
类型和规模的试点示范项目，培
育一批居于行业领域领先地位的
示范企业。

《意见》部署六大任务。 其中
提出，提升智能化技术装备水平。
加强油气管道智能化基础理论研
究， 支持建设油气管道智能化技
术创新研发平台， 加快智能化管
道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应用，
将智能化技术融入到管道设计、
建设、运行、改造、管理的全过程。
鼓励引进国际先进技术， 推动建
设自主可控可信技术和装备，重
点突破新型智能感知、 基于数字
孪生体的实时动态仿真、 故障预
测、生产运营数据挖掘、人工智能
综合决策和管道工业互联网技术
与装备。 制定智能化技术与装备
推广目录， 推动智能化技术与装
备的产业化应用。

此外，加快智能化改造应用。
加快在役管道线路、站场及附属
设施等数字化恢复，推进管道周
边环境的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安
全监测技术应用，提升管道的智
能感知能力及自动化水平，在运
营调度、隐患排查整治、巡护、应
急处置等环节进行功能完善和
优化 ， 推动在役管道智能化改
造。 推行新建管道数字化集成设
计、智能工程建设 ，加快构建管
道数字孪生体，创新智能化管理
模式，建设数据管理、运行管理、
完整性。 (经导 )

上海石化清洁汽油
组分装置建成投产

本报讯 日前， 中国石化上海
石化油品清洁化项目产出烷基化
油合格产品，实现新装置投料开车
一次成功的目标。

上海石化油品清洁化项目 40
万吨/年清洁汽油组分装置 自
2019 年 7 月开工建设， 主要包括
新建 1 套 40 万吨/年硫酸法烷基
化装置， 并配套建设 3.5 万吨/年
待生酸再生装置。 该项目既是中
国石化年度重点汽油提质升级工
程之一， 也是上海石化实现炼油
产品结构调整及油品质量升级重
要组成部分。 主要产品为烷基化
油， 是航空汽油和车用汽油的理
想调和组分，具有辛烷值高、不含
烯烃及芳烃、 敏感性小、 调和性
好、挥发性好和燃烧清洁等优点，
在油品质量升级过程中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 （胡拥军 李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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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与道达尔达成首单国际 LNG线上交易

LNG国际贸易拥抱数字化
■本报记者 渠沛然

8 月 28 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国际 LNG（液化天然气）线上交易系统开
始试运行。 中海油与道达尔在线上达成交
易，摘得首单。

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张
永祥表示，国际 LNG 交易业务上线，为国
内外 LNG 市场参与者搭建了合作平台，
也为深化国际合作、促进能源资源国内外
双循环提供了渠道，有利于形成数字经济
时代天然气贸易新规则。

交易再添新模式

据了解，石油公司、城市燃气企业等
国内买家只要符合买方条件、具备接收站
窗口期等条件， 均可申请参与线上交易。
试运行当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道
达尔嘉能可等企业参与报价， 中石化、中
海油分别成交 1 船 LNG 资源， 合计交易

量约 13 万吨。
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代表、执行董事

段彦修表示， 国际 LNG 线上交易业务是
我国天然气市场化进程中重要的一步。中
石化第一个注册成为国际 LNG 交易会
员，将充分利用 LNG 贸易数字化工具，逐
步把采购业务从线下转到线上。 在国际
LNG 线上交易平台上， 中石化可以更高
效、 快捷地接触到更多的国际资源商，更
顺畅地进行沟通 ， 获得更有竞争力的
LNG 资源。

“LNG 在我国天然气供应体系中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已从调峰气源转变为
主力气源之一。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推出国际 LNG 线上交易， 必将为国际
LNG 市场增添交易新模式、新动能，对中
国乃至全球天然气行业数字化发展都具有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 中海油气电集团董
事长武文来表示。

国际采购问题与机遇并存

中海气电集团贸易分公司副总经理

武洪昆表示， 我国天然气市场需求特点
要求进口 LNG 资源供给更加灵活，但现
阶段 LNG 国际采购在定价机制及资源
供应方面与国内天然气市场之间存在不
匹配问题， 给产业发展带来风险和不确
定性。

武洪昆指出， 一方面，LNG 中长期
合同资源价格与油价挂钩的定价机制与
我国相对稳定的价格机制完全脱钩，国
内 LNG 企业为此担负了巨大的经营风
险和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国际 LNG 价
格的剧烈波动也会挑战产业链下游市场
价格承受力，不利于 LNG 下游市场的培
育和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采购的 LNG
中现货资源占比 33% 左右，受当期市场
供求、价格波动频繁且难以预测。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线上竞卖的方式
将在线促成 LNG 资源商和国内买家，比线
下交易更透明、便捷、高效，有利于促进市
场充分竞争，活跃国际 LNG贸易。

“对于构建中国天然气价格指数，扩大
LNG 交易规模和主体，推进市场化和信息
化有积极意义。 ”武洪昆指出。

数字化融合是趋势

中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信息管理
部副总经理宫立新认为， 数字化可实现
最优策略，创造最大化经济效益，交易新
模式将以现实交易情况为基础， 优化交
易。利益关联的成员之间，在大数据分析
的引导下，沟通更加精准、沟通成本更低、
效益更好。

武洪昆指出，产业与数字化融合，可
根据买方需求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市场
需求的合同条款， 实现 LNG 国际采购
端与国内市场销售端的有效衔接，根据
淡旺季实际需求确定各月船期数量，降
低接收站生产运行风险和销售压力，减
少冬季现货采购的附加成本。

“线上交易和数字化让实体经济下的
产业集群逐步转移到线上， 参与者将更
加多元化，可共享客户资源、市场资源，
共同维护环境利益，实现业务合作共赢，
比外部同业者能获得更多利益、 降低更
多成本。 ” 宫立新指出。

内内河河 LLNNGG 接接收收站站建建设设困困局局待待解解
■■本报记者 渠沛然

《全国沿海与内河 LNG 码头布局方
案（2035 年）》已多次征求意见，意见稿中
提及，将重点研究接近长江中下游湖北（宜
昌三峡大坝以下）、湖南、江西、安徽、江苏
5 个省份沿江 LNG（液化天然气）码头布
局方案。 按照规划引导、规模适度、集约布
局的原则，长江 2838 千米通航里程的干线
航道上仅规划布局 6 处港址， 内河码头稀
缺性和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

江苏省在无锡（江阴港）、苏州港各布
局 1 处港址， 重点服务苏南地区液态及储
气调峰需要。 其中江阴 LNG 接收站位于
长江三角经济带，水陆交通便捷。 预计该
接收站年周转 LNG 约 200 万吨， 天然气
门站可输送 28 亿立方米方/年， 两个泊位
年通过能力 500 万吨， 承担无锡全年平均
3 天用气量的应急储备。

然而，作为“保护长江、绿色长江”的首
站和清洁能源集散中心， 江阴港 LNG 接
收站项目却“命运多舛”， 先后面临建设主
体濒临破产、外水外电工程和码头建设推
进停滞等问题。

民企建设 LNG 项目是否真的困难重
重？内河 LNG 是否面临发展困局？民企又
该如何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难”中取进？

明星项目一波三折

江阴 LNG 项目是江苏地方经济发展
的重大标志性项目，在工程已完成逾九成、
预计 2021 年投产使用时，投资主体—长春
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天能源）却
濒临破产。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布局油气全产业链
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天能源在国家金融政

策调整后，由于负债结构相对较高，其全资
子公司江阴 LNG 项目建设主体公司江苏
鸿海面临破产，中天能源股票亦面临停牌。
随后中国森田集团出资相救，挽救了江苏
泓海的财务恶化局面和破产危机。

就在中天能源以为项目可以继续推进
之时，却面临项目外水外电和相关码头建
设停滞的问题。 中天能源表示，当地政府
外水外电资金不到位和配套的 LNG 码头
批建滞后对 LNG 项目发展造成阻碍。

对此， 江阴市委宣传部和江阴临港经
济开发区在给记者的回复函中称，此前在
签订供电工程 EPC 框架协议后，由于鸿海
能源资金链问题未签订正式施工合同。
“今年 6 月，泓海能源向供电公司提出减容
申请，供电公司应企业申请正在调整方案。
项目供水方案泓海能源与江苏江南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也在进一步优化确认中。 8 月
24 日也与相关部门和企业召开了项目推
进会，该项目外水外电建设完成后，临港开
发区将按照工程造价审核后支付相应款
项，具体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确认。 ”

而对于 LNG 码头批建滞后的质疑，
相关部门表示，因政策变化码头项目报批
全面停止。

“2018 年出台的《江苏省国家级生态
保护红线规划》 将该项目拟新建 LNG 码
头 758 米岸线中的 600 米纳入国家级生态
红线保护区。 在严格遵守国家级生态红线
保护区的政策情况下， 新建 LNG 码头审
批全面停止，通过改造现有码头是唯一途
径， 临港开发区将加快协调推进 LNG 码
头的改造审批及建设，保障鸿海能源后续
投产运营。 ”回复函称。

某知情人士表示，目前来看，除武汉港
项目正由湖北民生石油有条不紊推进建设、
芜湖长江 LNG内河接收站项目获批使用港
口岸线外， 其他内河 LNG建设均面临或大
或小的问题。 “建设 LNG接收站就会面对耗
时长、投入高、政策变化和重重审批和重复建
设等问题。未来，LNG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政企应充分沟通，在政府和政策规范引导下，
企业协同合作共赢。 ”该人士说。

内河 LNG 项目喜忧参半

“民企普遍存在资金实力较弱的问题，
融资能力与国企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金融
政策向来是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因此
一旦资金出现问题，对民企来说是不小的
挑战。 ”上述知情人士说，“就外部风险来
看， 近年来 LNG 价格与原油挂钩并不稳
定，企业需要及时把握价格起伏做好预判
才能规避风险。 ”

除企业自身风险外， 内河 LNG 项目
发展还面临成本优势困境和终端市场布局
的问题。

就成本方面来看， 水运由于其规模经
济效应，运输成本低于陆运，这是内河接收
站的潜在优势。 以江苏为例，若常规 LNG
运输船直接从资源国海运进江接卸至码
头，其成本相对江苏沿海如东、启动等接收
站毫无竞争力。

而对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而
言，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桥高限制，仅允
许小型 LNG 运输船通航。 运输过程势必
会出现中转， 中转成本也会抬高 LNG 成
本。 “在此情况下，无论与沿海接收站槽车
运输还是与沿海接收站气化管输至内陆相
比，内河接收站的成本优势几乎消失。 ”上
述知情人说。

北京世创能源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杨
建红认为，“在国内天然气消费增速放缓、
供需矛盾明显缓解的背景下，如果气源端无明
显优势，又与内陆周边液厂、附近沿海接收站形
成直接竞争，拓展下游市场存在一定困难。 ”

不过，内河 LNG 接收站发展仍值得
期待。随着 LNG 进口接收站的建立和运
营向第三方放开， 国内接收站投建模式
不断革新。 除传统码头、设备、储罐等一
起全面投资外， 近年利用现有码头进行
扩容改造、内陆小型 LNG 接收站和租用
码头建设储罐等模式不断涌现。同时，作
为沿海接收站的有力补充， 内河接收站
仍具前景。

“作为投资建设主体，民企自身具备灵

活果断的决策机制，加之不用承担刚性进
口任务要求，更容易把握市场节奏，适时把
握商机，仍可有所作为。 ”清燃智库首席信
息官黄庆说。

预判风险找准“出路”

在黄庆看来， 缺乏投资可行性规划研
究和风险预判是民企容易陷入困境的主要
原因。

“投资建设 LNG 接收站和码头需要
庞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因此对风险的预
判和控制也要全面到位。 ”黄庆说，“不论
是央企还是外资，在建设项目之前都投入
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进行产业和市场调
研， 但部分民企驱逐利益忽视前期市场调
研，得不偿失。 ”

杨建红认为， 企业对风险有明确认识
的同时，打造“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最抗压。

此前，天然气需求旺盛，产业蛋糕很大，
企业纷纷抢滩 LNG建设， 随着国家政策放
开，竞争主体随之增加，气源选择增多。

“未来，LNG 建设其实无需区分国企
还是民企，不论哪个公司来做， ‘一体化’
和产业链捆绑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
式。 ” 杨建红说， “现在天然气市场已由卖
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像‘三桶油’这样的
一体化公司才能在需求放缓、竞争激烈的
产业环境中应对挑战。 ”

“不具备一体化产业链的企业，可以跟
上游勘探捆绑、中游管道捆绑，或者跟燃气
公司、下游销售捆绑，找到气源‘出口’，仅
依靠接收站很难盈利。 ”杨建红补充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尽管 2025 年前管
道气进口量将大幅增长， 但中长期来看，
2025 年之后，LNG 进口需求量将快速攀
升，LNG 接收站接受能力缺口仍将扩大，
已建、在建及拟建的接收站项目或不能满
足需求，我国仍需新建 LNG 接收站。 “希
望不论央企还是民企都能以更积极的态度
建设 LNG 接收站， 资源必将改变供应格
局，但目前很多接收站仍在进行前期工作，
说 LNG接收站建设过热为时尚早。 ”上述知
情人士说。

全全球球最最大大涤涤纶纶短短纤纤维维生生产产基基地地建建成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