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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被称为 “海上
炼油工厂”的世界上最
大 、 最先进的 FPSO
（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
装置）在招商工业江苏
海门基地正式交付。

该装置最大原油
日处理能力 25 万桶 ，
储油能力 200 万桶，最
大排水量 46 万吨 ，是
业内已交付使用的同
类项目中最大吨位、最
大储油量的新型海上
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
为名副其实的“海上巨
无霸”。

该项目实现了高
端新型 FPSO 建造核
心技术的自主攻关，其
中海水提升 、 多点系
泊、 立管等关键系统
填补了国内空白 ，使
通用型的独创船型从
概念到实船建造成为
现实。 人民图片

虽然民企的入局为储气库建设主体
多元化释放出积极信号，但未来民企和合
资企业都需面对投资金额高、资源分布不
均和储气库商业运营模式不成熟的考验。

例如，港华金坛储气库是国内城镇燃
气首个大规模地下盐穴储气项目及商业
储气项目，总投资约 12亿元，几近其 2020
年净利润总和，给有意建设储气库的民企
和合资企业带来不小的资金压力。

“储气库初期投资建设成本和后期运
营维护成本巨大，现有储气库多为天然气
管网或 LNG接收站的一部分， 由管网运
营企业或 LNG接收站运营和管理。 这些

储气设施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不能单独
产生收益，也不对本企业外的其他企业开
放初期业务，因此将气价转移至下游终端
用户实现盈利不太可能。 ”郭焦锋说。

符合条件的储气库类型有三类，枯
竭油气藏储气库、 盐穴储气库和含水层
储气库。 虽然盐穴储气库因其灵活性而
愈发受到重视， 但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枯
竭油气藏储气库规模最大。

“目前对于枯竭油气藏等资源的所有
权问题尚无规范，既无强制退出机制也无
枯竭油气藏二级市场，使其丧失了作为资
产的融资功能。在此情况下，普遍由拥有资

源矿业权的上游油气开采企业掌控，目前
民营企业参与的盐穴储气库规模远无法
与之匹敌，制约了发展规模。 ”某不愿具名
储气库专家说。

有业内人士指出， 地下储气库作为
长输管网配套基础设施， 现有政策将地
下储气库天然气纳入管道气气价管理，
没有单独进行地下储气库核算， 投资通
过管输费进行回收， 其效益主要体现在
管道整体运行效益上，调峰责任不明、成
本回收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建设
调峰储气设施的积极性， 也不利于地下
储气库的持续建设和运营。

成本过高、资源受限

核心阅读

2014 年国家便发文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参与储气库设施投资建设
及运营，但目前来看，民企担当储气库建设主角的案例并不多。 投资成
本过高、储气库资源地域分配不均衡、产权界定不清晰等成为阻碍民企
参与储气库建设的主要原因。 专家认为，未来民企或多以合资形式参与
储气库建设。

日前，首华燃气发布公告称，该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与山西省临汾市永
和县人民政府签订 《天然气地下储气库
项目合作协议书》，双方在投资建设天然
气地下储气库项目上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 这是继港华燃气投资建设金坛储气
库后，又一民企成为储气库建设主体。

早在 2014年，国家就已提出“鼓励各种
所有制经济参与储气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

“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参与储气设施
投资、建设及运营”，以及“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油气储存设施建设运营，支持民营企业、地方
国有企业等参股建设地下储气库”。

受访人士均表示， 未来民企将多以合
资形式参与储气库建设， 储气库建设参与
主体将更加多元。 但受限于储气库地质条
件和企业资金能力， 民企或多以辅助角色
参与。

根据首华燃气公告， 上述储气库埋藏
深度为 2500 多米， 设计库容 10 亿-15 亿
立方米， 其中工作气量 6 亿-9 亿立方米，
总投资 15 亿元。 新建集注站 1 座、分输站
1 座、 综合管理站 1 座及站外管线与辅助
系统。 该项目落成后，将满足山西地区用
气季节调峰、事故应急供气等。

根据《关于加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善
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供
气企业 2020 年要拥有不低于年合同销售
量 10%的储气能力； 城燃企业形成不低于
年用气量 5%的储气能力；地方政府至少形
成日均 3 天需求量的储气能力。 此外，《国
务院关于建立健全能源安全储备制度的
指导意见》 和 《能源体制革命重点行动
2019—2020 年》， 均要求加快储备设施建
设、完善油气储备体系。

在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高级经
济师徐博看来， 天然气终端市场竞争激
烈，倒逼城燃企业上下游一体化发展。“像
首华燃气这样的城燃企业身负储气能力
建设和保供责任，积极布局地下储气库建
设并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利润，成为企业最
大动力。 ”

“但目前可用作地下储气库的地质资
源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手中，两家企业在
所在区块深耕多年， 不论是地质数据资料
还是技术储备都颇具优势。 从担负的责任
来讲， 通过建设储气库稳定天然气市场是
其责任所在， 民企或外企参与对鼓励多元
化投资主体具有积极意义， 但民企或将多
以合资的方式参与建设，大概率还是由‘三
桶油’主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说。

□主编：别凡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69�□邮箱：biefan8582@163.com

□ 2021 年 7 月 26 日

14 油气·观察

减碳目标倒逼化工园区加速“绿化”

又一民企加入建设大军

扫清障碍才能提速发展
欧美发达国家储气库工作气量基

本占当地全年天然气消费总量的 17%
-2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例仅为 4%。
根据储气库建设规划， 未来 10 年，我
国储气库建设速度将是过去 20 年的
3-5 倍，“十四五” 期间我国储气库调
峰需求将达到 300 亿立方米以上，储
气库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但目前， 我国储气库建设存在储气
库资源地域分配不均衡、 产权界定不清
晰、缺乏统一的储气标准规范、现行立法

没有明确规定保供义务等问题， 特别是
上游企业的保供义务不明、 天然气市场
化建设相对滞后， 天然气主干管道尚未
真正实现公平开放。

同时，我国天然气价格机制尚不完
善， 目前既有由政府定价的管道天然
气， 又有由市场定价的液化天然气，唯
独缺少调峰气价。 “由于各级管输储存
费用、用途等不同，各地区的天然气价
格不尽相同，价格体系复杂，调峰价格
将影响企业建设储气库的动力。 ”郭焦

锋说。
业内人士建议， 应统筹天然气开

发与地下储气库建设规划， 从全生命
周期考虑改建地下储气库可行性；促
进天然气储备调峰设施建设多元化发
展，因地制宜发展 LNG 储罐和地下储
气库； 同时优化大型天然气储备调峰
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发挥 LNG 供给调
峰和储气库周期储气的双重优势，打
造区域天然气战略储备基地， 维护天
然气市场供需稳定。

本报讯 记者仲蕊报道： 随着我国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明确，以及新发展格
局战略的提出，区域合作、绿色发展和科
技创新已成为当前石化和化工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化工园区加速高质量
发展。

以长三角为例， 该区域作为我国石
化和化工化工产业发展、集聚的高地，在
未来五年面临着绿色低碳的机遇与挑
战，肩负着探索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打
造行业高质量发展范本的使命。 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
会秘书长杨挺在日前举办的长三角化工
园区“十四五”高质量发展高层研讨会上
表示， 长三角化工园区将持续促进长三
角地区石化和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协同
发展， 打造全国先进的高质量发展示范
化工园区。

“长三角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龙
头， 也是我国石化和化工产业最为发达
和集聚度较高的区域， 化工园区的布局
和发展水平、管理水平都居全国前列。 ”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
升表示。

根据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数据和环境
统计数据测算，2020 年我国石化和化工行
业碳排放总量为 13.78 亿吨二氧化碳，占
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13.37%。

为解决石化和化工企业能源消耗和环
境排放较大等问题， 杨挺提出：“作为化学
工业主要载体的化工园区， 建设多能互补
集成工程，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供应体系， 对于实现能源的消费总量与
单位能耗双重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实现热力和电力的集中供应与多能互补有
利于降低能耗。 ”

在杨挺看来， 随着碳交易体系日趋成
熟， 在石化和化工行业推广碳减排及碳交
易势在必行。 化工园区作为石化和化工项
目集中布局的区域， 探索低碳发展模式是
适应能耗双控模式下的有效应对措施。

今年 6 月， 中国石化联合会化工园区
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化工园区“十四五”发
展指南及 2035 中长期发展展望》 提出，我
国化工园区“十四五”发展总体目标是由规
范化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跃升。这意味着，除
了绿色化建设，智慧化、标准化建设和高质
量发展示范也将是我国化工园区未来五年
的重要目标。

“化工园区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具有较
为完善的管理体系。 ”杨挺认为，对于化工
园区而言，并非公布了建立园区的文件、预
留土地、提供税收减免，就能招引到合适的
项目。完善的管理体系包括产业规划管理、

环境安全卫生、配套设施服务、人才金融支
持、科技发展创新、责任关怀与品牌体系建
设等。 除了关注产业基础配套硬件设施之
外， 更应注重服务保障和科技创新品牌等
软实力的建设。

“建立全覆盖的能源监测平台系统，有
利于一体化服务、监测、预警和治理，全方
位保障园区的安全生产。 同时也有利于园
区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 ”
杨挺表示。

除了管理体系的优化，高质量示范工
程的发展也尤为关键。 杨挺强调，我国化
工园区应以国内外产业基础和专业园区
发展经验为借鉴，制定支撑和保障园区高
质量发展的“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指导意
见”，重点突出创新，关注生态工业园区建
设，开展“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
试点。

民民企企参参建建储储气气库库的的角角色色之之困困
■本报记者 渠沛然

中海油旅大29-1
油田投产

本报讯 7 月 21 日， 中海油宣
布旅大 29-1 油田已投产。 资料显
示，旅大 29-1 油田位于渤海辽东
湾海域，平均水深约 32 米。 该油
田依托旅大 21-2/旅大 16-3 油
田现有设施进行开发， 另新建一
座井口平台， 计划投产开发井 7
口，其中生产井 4 口，注水井 2 口，
水源井 1 口。

据悉，该油田预计今年实现日
产原油高峰产量 4440 桶。 中海油
拥有旅大 29-1 油田 100%的权益，
并担任作业者。 （谭晶晶）

塔里木油田斩获
我国最大超深层油藏

本报讯 7 月中旬， 从塔里木
油田传出喜讯：上半年油气勘探成
果丰硕 ， 在主力产层普遍埋深
8000 米的富满油田， 找到我国最
大超深海相断控缝洞型碳酸盐岩
油藏， 新发现一个 10 亿吨级的石
油规模储量区， 为油田向深层、超
深层挺进增添了新动能。

富满油田是全球迄今为止发
现的埋藏最深、规模最大的碳酸盐
岩挥发性油藏，开采难度位居世界
前沿。 经过 6 年攻关，塔里木油田
攻克了高品质地震资料采集处理
技术和超深复杂碳酸盐岩布井技
术难题， 使新井成功率从 75%提升
到目前的 95%以上。 （受吉相）

西南油气上半年
累计产气量创新高

本报讯 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
近日透露， 该局上半年累计产气
38.2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9.5%，创
历史新高。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该局在
川南林滩场构造南翼页岩气勘探
取得重大突破，在川南资阳须五段
评价勘探取得重大进展，在川西高
庙子构造侏罗系 II-III 类储层等取
得新发现。 上半年，元坝气田日产
量持续保持在 1150 万立方米以上，
有 10 口产量超 10 亿立方米高产
井；中江气田首获百万立方米产量
井，川西陆相气田老井综合递减率
有效控制在 6%以内。 （杜成）

世世界界最最大大储储油油量量““海海上上炼炼油油工工厂厂””正正式式交交付付

增储上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