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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国首个海上储气库群项目在冀东油田堡古 2 平台正式开工。 项目投用后，可有效构建环渤海储气库群，大力提高
环渤海调峰保供能力，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也是我国首个油藏
改建储气库群。 中国石油/供图

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2021 年能源工作指导
意见》给今年的油气产业明确了目标：石油产量 1.96
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 2025 亿立方米左右，比去年
产量均有明显增长。

不仅是设置具体目标，国家能源局在“增强能
源安全保障能力”方面，对油气产业也着墨颇多。 不
管是加强能源预测预警，还是进一步提升能源储运
能力，抑或是强化能源供应保障基础，都对油气产
业做了多方面部署。 可见，油气产业增储上产、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仍是主要任务。

尽管近年来电动汽车发展迅猛 ， 并不时传出
禁售燃油车的讨论 ，引发业内对石油行业前景的

担忧。 但有专家预测，“十四五”期间，在国内炼化
产业规模继续增加及开工水平稳步提升的背景
下 ， 原油需求在临近峰值平台期前仍将继续攀
升 ，进口依存度或将升至 75%；同时 ，“十四五 ”期
间 ， 减煤控煤工作将驱动工业燃料用气需求增
加 ，清洁取暖中 “煤改气 ”和交通用气也将较快增
长 ，气电因其灵活调节的优势或迎来重要发展机
遇，这些都将推动天然气需求持续增长。

由此可见，油气行业仍需努力保障供应，增储
上产不可掉以轻心。

事实上，在能源转型以及去年“负油价”的倒逼
之下，包括我国“三桶油”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型油企

近期纷纷寻求转型。 开发氢能、建设智能充换电站、
布局海上风电光伏等成为国内油企近期登上热搜
的主要话题。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油企积极谋求转型
与增储上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不矛盾。 在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下，能源脱碳势在必行。 同时，“三桶
油”去年净利齐遭“腰斩”，也要求油企尽快找到新
的盈利支撑点。 但在持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风电
光伏成本偏高、 波动性问题尚无法有效解决的当
下，油气产业还须聚焦主业，不能削弱油气勘探开
发和储运能力提升，应主动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的大旗。

关注

核心阅读

目前我国已建立多家油气交易中心， 但交易主体数量和交易量并不

高，难以发挥其价格发现的功能，也难以促进市场价格的形成，亟待创新交
易模式，吸引更多主体参与。

应吸引更多主体参与

首个天然气仓单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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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油气气交交易易中中心心价价格格发发现现功功能能受受限限
■■本报记者 李玲

管道气预售交易
开创天然气交易新模式

本报讯 4 月 21 日， 我国管道气预售交
易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开启。 本次交
易顺应了我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趋势，订单
预售后可在满足管输条件的前提下进行转
让，价格由市场决定，为我国天然气市场参
与者提供了保供、稳价、锁量的交易新模式。

据了解，本次交易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天然气销售东部分公司挂单，预
售 2021 年 6 月及 7 月的管道天然气， 预售
范围涵盖了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南 5
个省份，以上海为基准点价格。

当前，我国油气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原有
的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被打破， 上中下游
“X+1+X”行业格局初见雏形。在此背景下，下
游企业需要分别向上游企业和国家管网公司
购买气源和管容，由此推动了“托运商”这一
承上启下新角色的出现。 托运商接受下游用
户的委托，采购气源并且协调管容。 本次管道
气预售正是中国石油顺应我国油气市场化改
革趋势，拓展托运商新角色的积极探索。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
春鹏表示， 本次交易开创了天然气保供、稳
价、锁量的交易新模式，可有效保障天然气
上下游企业的权益。 一方面，供应商可实现
以售定采、定产、定储、定运，有利于稳定天
然气销售价格，锁定收益；另一方面，采购方
通过长期的固定采购价格，有利于锁定成本
投入，从上游企业获得稳定的价格和资源供
应，防范零售端价格波动风险。 这一创新模
式顺应了天然气行业市场化改革趋势，有利
于推进天然气线上交易，完善天然气产供储
销体系，并为我国天然气市场价格提供了新
参考。 （王升 王海军）

交交易易量量和和交交易易主主体体过过少少——————

近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南方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
销售西部分公司顺利完成了在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管
道天然气仓单注册，并开展了仓单的中远期挂牌交易。 这也是
我国天然气仓单首次上线交易。

在业内人士看来， 天然气仓单交易有利于更加灵敏地发现
市场需求和价格，推进天然气上下游协调有序发展，对于发挥油
气交易平台作用、加快探索市场化交易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随着我国油气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近几年，上
海、重庆、深圳、浙江等地先后成立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期
间，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当
前油气交易中心参与主体数量远远不够，实现价格发现功能尚
待时日。

管道天然气中远期仓单交易，是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南方分公司、西部分公司、川渝
分公司以及相关省公司等共同研究，创新推出的一项组合交易
产品。

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南方分公司为例，本次中远期仓单
交易的管道天然气交割月份涵盖了 2021 年 6 月、7 月， 广州交
割基准点价格为 2.04 元/立方米，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西、
江西等 6 省的 119 家天然气用户会员参与了交易，共成交天然
气仓单 17148 张，合计约 1.7 亿立方米天然气。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方面称，4 月 22 日、23 日将继续
开展 2021 年 8 月、9 月、10 月、11 月，2022 年 2 月、3 月交割月
份天然气仓单，最终预计成交天然气仓单 9 万张，合计 9 亿立
方米天然气。

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西部分公司本次也成交了天然气仓
单 23161 万张，合计约 2.3 亿立方米天然气，最终预计成交天然
气仓单 5 万张，合计 5 亿立方米天然气。

据了解，该产品交易以仓单作为载体，一次交易完成后，用
户可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发起或响应参与仓单二
次转让交易。 此外，按区域设置交割基准点并形成基准点的交
易价格， 有利于用户在该基准点价格下进行二次转让交易，也
便于发现市场真实价格。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上线天然气仓单是一个创举，
有利于天然气交易的深度市场化和天然气价格的再发现，这一
模式值得推广。 ”国际清洁能源论坛（澳门）理事姜银涛表示。

除了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外，我国还
有多个油气交易中心。

早在 2016 年，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就正式运营，主要交易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
气。 2020 年，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天然气
双边交易量达到 811.48 亿立方米，保持亚洲最
大天然气现货交易平台的地位。 在深圳、浙江、
海南、厦门等地，也都建立了油气交易中心。 此
外，天津、成都正在筹备油气交易中心。

其中，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自成立
以来推出了多项创新，比如开展 LNG 预售
交易、管道气预售交易等，并定期发布中国
LNG 出厂价格指数、进口 LNG 到岸价格指
数等。

但在多位受访者看来，目前我国油气交易
中心的功能发挥有限。

“就价格发现功能来看， 目前油气交易中

心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交易主体、交
易量不是很多，在整个天然气市场中的占比也
不是很令人满意， 交易量和竞价交易偏少，很
难发挥其价格发现的功能，也难以促进市场价
格的形成。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陈新松指出。

姜银涛对此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如果只
有一小部分天然气入场交易，那这个市场资源
池太小。 资源少就流通不起来，无法充分挖掘
其发现价格的功能。 反过来，也会导致交易中
心的吸引力下降，进而挫伤天然气贸易商和燃
气公司参与的积极性。 ”

以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为例，其 2020
年天然气单边交易量为 210 亿方，而我国 2020
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 3259 亿立方米，也就是
说，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交易量只占天
然气表观消费总量的 6.44%。

随着国家管网集团的正式运营，我国油气
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管住中间，
放开两头”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未来石油天
然气交易中心将发挥更大作用。

“天然气交易中心是协调天然气生产、储
存、交易和运输的枢纽。 一方面在天然气系统
中连接天然气开采、液化厂、输气管道、储气设
施、LNG 接收站、 城市燃气等产业链上下游各
节点；另一方面通过竞争确定气价，形成区域
内定价主导权，以市场化平衡供需，维护能源
安全。 ”姜银涛指出。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
院研究员董秀成看来， 交易中心功能的发挥，
离不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 “如果没有市
场化改革，就谈不上建立交易中心。 但整体来

说，我国油气市场化程度以及市场的成熟度并
不高，国际影响力还较弱。 市场化程度越高，交
易平台的可信度才能越高，价格发现功能也才
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这都需要时间，取决于交
易规模和参与主体的数量。 ”

对此，姜银涛表示：“对于目前国内陆续成
立和将要成立的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想要充
分发挥其价值，就必须不断创新模式，比学赶
超， 通过积极创新交易模式来刺激更多的燃气
公司和天然气贸易商入场参与交易，共同把市
场做大做强做优。 ”

在陈新松看来，可以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
建设。 “比如强制性的进场交易，若真正要做到
价格发现、价格确认，还是需要进场交易、竞价
交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市场化价格。 ”

交易中心功能难发挥 关联阅读

一季度我国石油相关企业
注册量同比增长近三成

本报讯 尽管在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下国内石油产业
面临巨大转型压力，但石油相关企业数量却不降反增。 企
查查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共有 66.9 万家石油相关企业，
2021 年一季度新注册企业 2.7 万家，同比增长 29%。 从地
区分布来看，目前山东省以 6.8 万家企业位居第一，广东、
陕西分列二三位。

数据显示， 近 10 年我国石油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攀
升，2016 年首次突破 5 万家，2019 年首次突破 10 万家，
2020 年全年新注册企业 11.72 万家，同比增长 15%。

今年一季度共新增 2.7 万家石油相关企业，同比增长
29%。 其中，一月注册量达 8696 家，同比增长 30%。 二月注
册量为 5301 家，同比增长 78%。三月注册量达到 1.3 万家，
同比增长 15%。

从地区分布来看，企查查数据显示，山东省拥有的石
油相关企业数量最多，达 6.8 万家。 广东、陕西分别以 6.28
万家和 5.61 万家位列二三。此外 ，新疆、四川 、江苏、上海
等省份同样跻身前十。 （衣彩）

国内最大罐容 LNG项目
地下基础工程完工

本报讯 4 月 19 日，随着 4 个大区的承台混凝土浇筑
顺利完成，天津港保税区企业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油工程”）牵头总包的国家管网龙口 LNG 项
目一期工程地下基础工程顺利完工，为年底实现储罐升顶
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家管网龙口 LNG 项目建设的 22 万立方米 LNG 储
罐是国内在建罐容最大的 LNG 储罐，承台面积达 6800 多
平方米， 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承台最大厚度达 1.4
米，单罐承台混凝土浇筑量高达 8760 立方米。

据了解， 国家管网龙口 LNG 项目是国家产供储销及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 一期工程拟建设 6 座 22
万立方米 LNG 储罐和相应配套设施，以及 1 座 26.6 万立
方米 LNG 船舶专用码头，建设规模 500 万吨/年。 项目计
划于 2023 年建成投产，投产运营后可为山东、环渤海乃至
华北地区提供持续稳定清洁的天然气， 对调整能源结构、
保障民生用气和保卫碧水蓝天具有重要意义。

海油工程董事长于毅表示，近年来，海油工程积极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强化 LNG 工程技术和总包能力建
设，承揽的 LNG 储罐数量占国内行业在建数量的 50%
以上， 形成了单罐从 3 万立方米到 22 万立方米、 接收
站规模从 600 万吨/年到 2000 万吨/年的 LNG 工程总
包能力。 （赵颖妍）

我我国国首首个个海海上上储储气气库库群群项项目目开开工工

保障能源安全，油气产业要“扛起大旗”
■■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