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热力分公司办公楼屋面光伏发电试点项目是该油田首个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也
是样板工程，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并网发电。 截至今年 4 月 27 日，该项目累计发电超 88000 千瓦时，日均发电
600 千瓦时左右，预计每年可替代标煤 33.7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93.5 吨。 该项目验证了区域发展光伏的可行
性，为该油田开发太阳能积累了经验。 图为 4 月 27 日，该公司员工在办公楼顶巡视光伏单晶硅板。 陈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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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交易上线、开展仓单中远期挂牌交易

管管道道气气线线上上交交易易开开启启新新模模式式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渠渠沛沛然然

日前，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分公司、中
石油天然气销售北方分公司与上海石油天然
气交易中心共同推出的管道气预售交易上
线。 同日，中石油天然气销售南方分公司、中
石油天然气销售西部分公司顺利完成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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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为中石油充分发挥交易平台作用、加快探索
市场化交易新模式的重要举措。 此举也是重

庆交易中心积极参与油气体制改革、 聚焦市
场需求创新研发交易产品、 服务实体经济的
又一成果。

业内人士认为， 上述两种交易模式统筹
考虑了天然气资源配置和富余气量消化，是
我国天然气线上交易的新尝试， 顺应了我国
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趋势， 有利于稳妥推进天
然气线上交易，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并兼顾
上下游主体需要。

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分公司挂单上海
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交易，预售 6 月和 7 月
管道天然气，范围涵盖安徽、江苏、浙江、山东、
河南 5 个省份，以上海为基准点价格。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春
鹏表示，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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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参考。 ”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完成管道天

然气仓单注册， 每张仓单设定为 10000 立方
米， 按区域设置交割基准点， 并形成基准点
的交易价格。

业内人士表示， 此次交易可较好实现天然
气的二次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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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发现市场真实价格。同时
仓单二次转让交易采用线上交收线上结算方
式，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仓单交割快捷方便，
进入交割阶段，可以自主生成天然气购销合同，
不增加用户购气成本。

据了解， 中石油天然气销售分公司今年推
出的年度天然气购销合同， 明确约定合同量的
10%采取管道天然气中远期仓单交易方式。 通
过管道天然气中远期仓单交易， 可在较大程度
上解决合同偏差问题，提高合同履约水平，推进
天然气上下游协调、有序发展。

2020 年，国家管网公司启动了托
运商制度。 托运商是管道输送中天然
气资源的所有者，与管道公司签署管
道容量使用合同，将天然气输送至不
同的市场区域。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
此次交易模式创新也是托运商制度
执行的探索和实践。 通过交易平台实
现线上、线下互动式营销，可以给客
户带来更多元化的消费体验，也为满
足不同客户的采购诉求提供新的交
易途径。

据了解，通过交易中心这一公开

平台进行专场预售，能够适时预知市
场的真实需求。 同时 ，通过竞拍获悉
新增需求价格应该如何定价等信息，
为国内天然气行业长期以来由政府
出面提前组织保供沟通会、协调上下
游共同承担保供任务提供决策信息，
并随着市场化不断深入，促进把价格
交由市场决定的交易机制形成。

“市场化交易就是有涨有跌。价格
发现不仅仅要在保供阶段发挥作用，
淡季交易价格和交易规则同样需要被
关注和探索， 以保证价格在波动不大

的前提下适应市场化的配置方式。 ”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刘毅军表示。

“通过线上交易，价格具备市场信
号，政府才能更好地减少干预。 ” 刘毅
军补充说，“此前的天然气交易更强调
年度合同， 这次两个交易中心有了短
期的市场化配置， 交易方式和交易产
品不断趋于多样化。在此条件下，有助
于发现天然气真实价格， 促进资源合
理配置、价格及时传递，为天然气价格
市场化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总经
理助理陈刚指出，该交易中心基于管
道气预售交易，正在研发的国内管道
气价格指数能够真正反映国内市场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供需关系，有望为
行业提供价格发现功能。 若将管道气
价格指数的基准点提升为我国的天
然气市场中心，配合基差贸易，便可
辐射全国。 此外，如将此代表国内供
需关系的天然气标杆价格用于挂钩

进口天然气定价，天然气贸易中一直
存在的系统结构性问题更有望得到
彻底解决。“当然这个标杆要得到国际
卖方的认可，在透明度以及不可操控
性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油气市
场立体化建设的推进，以及国际参与
者的增多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
不同市场和产品之间套利交易为市
场注入充足流动性的同时，也将使市

场面临更大的波动性风险。 因此，强
化以联动为主的立体化市场监管成
为确保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刘毅军表示， 油气交易中心是天
然气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环, 有助于
推动天然气市场的良性竞争。“但目前
油气市场化改革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单
靠建立油气交易中心就能解决的，还
需要依靠政府和油气行业上下游企业
一起努力，共同破局。 ”

价格发现任重道远

淡季市场也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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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上下游共赢

核心阅读
在短期的市场化配置中，交易方式和交易产品不断趋于多样化，

有助于发现天然气真实价格，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价格及时传递，为
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中原原油油田田样样板板光光伏伏项项目目见见成成效效

本报讯 日前， 中国石化东胜气田
JPH—489 井试获无阻流量 105 万立方
米高产气流。 这是东胜气田勘探开发取
得的又一突破， 也标志着油田公司对低
压致密气藏的认识取得了重大进展。

JPH-489 井位于鄂尔多斯盆地，
是华北油气公司对标单井“百万方”产
量专项方案的重点井。 3 月 26 日，
JPH-489 井可溶桥塞分段压裂改造工
程顺利完工，该井在杭锦旗区块，首次
采用可变粘的一体化生物胶压裂液体
系进行混合压裂。 其压裂改造对完成
全年产量目标，实现“少井多产”开发
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 华北油气公司在鄂尔多
斯盆地有 60 多年的勘探开发历程，截
至 2020 年底，该公司年累计生产天然
气 47.44 亿立方米，再创历史新高。 其
在鄂尔多斯盆地先后建成了大牛地气
田和东胜气田，其中，大牛地气田历经
20 余年勘探开发， 面临剩余优质储量
减少，稳产难度增大等困难。 东胜气田

自 2015 年以后才开始进入规模开发，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成为中国石化重
要的天然气上产阵地之一。

东胜气田位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境内，矿权面积 9805 平方千米，是大牛
地气田面积的 4 倍，具备典型的致密岩
性气藏， 有效开发属世界级开发难题。
早在 1975 年， 原华北石油局三普勘探
大队就在鄂尔多斯杭锦旗区块内施工
的第一口探井———伊深 1 井，试获天然
气日产 1.59万立方米。 但由于气、水关
系复杂，没有形成规模化开发。 经过多
年研究，2011 年，华北油气分公司重启
东胜气田勘探开发。 2015年以来，在锦
58 井区部署的多口气井获得商业开发
气流，发现规模上产阵地。

近年来，东胜气田产量逐年上升，
年产气量从当初的不足 1 亿立方米，
快速提升至 2020 年的 15.78 亿立方
米， 成为鄂尔多斯盆缘高含水区首个
年产 15 亿立方米的大气田，计划今年
产气量将超过 20 亿立方米。 （黄明）

本报讯 国家管网集团生产经营本部
（油气调控中心） 总经理助理徐春野 4 月
27 日在 2021 年首期陆家嘴 “能源＋金融”
论坛上称，到 2025 年，国家管网集团的天
然气管道将形成“四大（进口）通道”和“五
纵五横”的干线管网格局。

徐春野介绍， 国家管网集团的天然气
基础设施规模目前居国内主导地位，“全国
一张网”架构已初步形成。

根据国家管网集团的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天然气管道总里程达 7.91 万公
里，已初步形成“四大（进口）通道”和“三纵
三横”的管网系统。 其中，由国家管网集团
运营的天然气管道为 4.92 万公里，占比超
六成。

此外， 在国内已建成的 14 座储气库
中，5 座划已转至国家管网集团旗下，有效
工作气量达 98 亿立方米。另有 7 座液化天
然气（LNG）接收站已划转至国家管网集
团，年周转能力为 3064 万吨。

徐春野表示， 国家管网集团将加速构
造全国油气管道一张网， 提高管网运行安
全性；构建多路径，提高管网运行可靠性，
增强市场供应稳定性； 同时为应急工况提
供多种运行方式，提高管网运行灵活性。到
2025 年，国家管网集团计划将国内天然气
主要资源全部纳入旗下， 实现输气干线全
互联的目标。

徐春野称，2020 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
为 3238 亿立方米， 同比增幅 5.5%。 根据

国家管网集团的预测，到 2025 年，国内天
然气需求约为 4000-4500 亿立方米。天然
气市场增长的重心将主要集中在东部区
域、包括环渤海、东南、中南及长三角四个
地区。

未来五年， 国家管网集团还将规划实
现区域用气负荷中心之间互联的干线管道
双向输送，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双气源双通
道供气， 以及百万人或年供气 3 亿方以上
地县级城市双通道供气。

2020年，中海油、中石油和中石化旗下
的相关管道资产， 陆续交由国家管网集团
接管。 截至今年 3月末，中国油气主干管网
资产整合全面完成， 实现了国内全部油气
主干管网并网运行。 （庄键）

国家管网规划建设“五纵五横”天然气干线网络

东胜气田试获百万立方米高产井

本报讯 日前，我国首台套天然气
长输管道国产 30 兆瓦级燃气轮机驱
动压缩机组（简称“燃驱压缩机组”）鉴
定验收会召开。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
机组性能完全满足我国天然气管道的
建设与运行要求，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 实现了我国能源装备领域的重大
突破。

通常情况下， 天然气长输管道每
间隔 150—200 公里设有一个由多台
压缩机组构成的增压站，通过增压，保
证天然气长距离输送。 大型天然气压
缩机组被誉为天然气长输管道的 “心
脏”，是保障天然气管网能源大动脉安
全可靠运行的核心装备。

燃驱压缩机组主要包括燃气轮机
和天然气压缩机两大关键设备，其中，
驱动压缩机用燃气轮机技术起点高，
研制难度大、制造周期长，是装备制造
业最高水平的重要体现， 是国家高技
术水平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

长期以来， 我国没有成熟的大功
率工业型燃气轮机产品， 国内天然气
长输管道燃驱压缩机组长期依赖进口，
设备采购和运行维护费用居高不下，国
家能源输送受制于人。

2009 年，相关研发单位以“西气东
输二线”工程建设为依托，采取“政产学
研用”联合攻关，大力推动天然气长输
管道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

在工业性考核期间， 该机组表现
出了良好的性能和运行可靠性， 其性
能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关
键生态指标———氮氧化物排放优于进
口现役机组。 在可靠性方面，“千小时
故障停机次数” 指标也优于进口机组
同期水平。 截至目前，机组已经稳定运
行超过 8200 小时。

30 兆瓦级燃驱压缩机组的研制成
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
空白， 对于实现能源核心装备自主可
控、 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王鹏）

30兆瓦级燃驱压缩机组国产化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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