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开局之年，油气产业
交出高分“答卷”。 在勘探开发、低
碳转型 、市场化改革 、产业结构优
化等方面取得一系列亮眼成绩，生
动诠释了何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
在自己手里”， 为确保国家能源安
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在“稳中求进”的发展背景下，
虽是传统能源，油气产业仍然大有
可为。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施增
储上产，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践行降
碳目标要求 、实施提质增效 ，深化
市场化改革、提升用户满意度等方
面都是摆在眼前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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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全年原油产量 1.99 亿吨、连续 3 年回
升，天然气产量约 2060 亿立方米、连续 5 年增产
超百亿立方米，页岩油产量 240 万吨、页岩气产量
230 亿立方米、 煤层气利用量 77 亿立方米。 ” 在
2021 年底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一连串数据显
示了 2021 年油气增储上产的丰硕成果。

这一年，“三桶油”海陆并举，大型油气资源
开发取得重大成果，新油气田密集发现，捷报
频传。

中石油经过六年集中勘探， 在塔克拉玛干沙
漠腹地、塔里木河南部一万平方公里的富满地区，
新增发现 10 亿吨级超深大油气区。预计“十四五”

期间将建成年产油气当量 500 万吨以上超
深大油田， 引领我国石油工业高效开发超

深复杂油气藏。
中石化全年新增石油探明储量

1.67 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 2681 亿
立方米； 超额完成 “七年行动计
划”年度目标任务，实现了“十四
五”开门红。在渤海湾、塔里木、四

川、鄂尔多斯、苏北等盆地取得一批重大勘探突
破，油气探明储量超计划运行。同时，持续推进涪
陵页岩气田立体开发，加强普光、元坝、大牛地、
松南等气田精细开发，天然气实现加快上产。

中海油则在海上“深挖掘”，油气增储上产同
样亮眼。 在渤海，千亿方大气田渤中 19-6 附近
再获重大发现———渤中 13-2， 探明地质储量亿
吨级油气当量；珠江口盆地获得惠州 26-6 油气
发现，探明地质储量 5000 万方油当量；山西临兴
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

常规油气捷报频传，非常规油气同样“不甘
落后”。 柴达木盆地页岩油勘探首获重大突破；
涪陵页岩气田白马区块页岩气探明储量新增
1048.83 亿立方米， 累计探明储量近 9000 亿立
方米。

这一年，油气生产运行持续优化。老油田有新
发现，重点项目产能建设加快。特别是“深海一号”
超深水大气田的投产, 标志着我国海洋油气勘探
开发实现了从 300 米水深向 1500 米水深的历史
性跨越。

这一年，为落实“七年行动计划”提升开发效
率，谋求更广阔发展空间，“三桶油”不仅各自加
大上游勘探投入，还积极加强合作。 中石油与中
石化在信息化与数字化等领域全面深化合作，共
同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油气的持续稳定增产， 大大增强了下游保
供信心。 今年供暖季， 各大气田开启高负荷生
产模式，全国天然气日供应量超 10 亿方，同比
增幅达 11%。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内油气勘探开
发必须实行绿色开发、绿色生产，不断降低碳排
放，这对油气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随着勘
探开发条件日益复杂，规模增储与持续上产难度
加大，受地方政策影响，征地难度加大、环评周期
延长、用地赔偿大增，勘探开发节奏受到较大影
响，制约着国内勘探开发进程。

未来油气勘探开发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还需利用技术、智能制造的秘钥，打好关键核心
技术攻坚战，继续获得油气勘探战略性突破和油
气大发现。 （渠沛然）

增储上产成果丰 全力保供勇担当

在降碳目标背景下，油气作为传统化石能源，面临不
小的转型压力。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以“三桶油”为代表
的大型石油央企下定决心，加速“绿化”。

“一方面充分利用天然气绿色低碳的属性，到 2025 年
实现天然气产量占比达 55%；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矿权范
围内的风光和地热等丰富资源， 实施风光电融合发展和
氢能产业化利用。 同时大力节能减排，推动公司向油气热
电氢综合性能源公司转型。 ”———这是中石油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制定的转型战略路径。

在中石油吉林油田，已陆续建成投产光伏发电、余热
利用、空气源热泵等清洁能源替代项目 6 个，形成年替代
能力 1.69 万吨标煤；在冀东油田，建设了曹妃甸新城地热
供暖项目和柳赞镇新农村地热供暖项目， 累计完钻地热
井 64 口，可满足 336 万平方米供暖需求、节约标煤 10.16
万吨……

2021 年底， 中石油三家新能源新材料研究院正式揭
牌， 将统筹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新能源新材料科技
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多元互补的绿色能
源供给体系。

与中石油相比， 中石化转型新能源的步伐迈得同样
很大。 中石化在 2021 年明确提出，要将氢能作为新能源
核心业务，并打造“中国第一大氢能公司”，计划“十四五”
期间建设 1000 座加氢站或油氢合建站，未来 5 年初步计
划总投资超过 300 亿元。 同时优化提升油品销售网络，发

展充换电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和服务，加快打造“油气氢电
非”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氢能之外，中石化坚持新能源多元化发展思路，大力
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其他新能源业务。 例如，在
太阳能方面，将开展千站光伏推广计划，争取“十四五”末
在全国 7000 座销售终端推广分布式光伏电站， 新增发电
装机 400 兆瓦。 2021 年，中石化加快光伏发电站点布局，
目前已建成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点 205 座 ， 规划建设的
1000 座销售终端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已基本完成选址。

中海油则将新能源业务重点落在“海上”，该公司首个海
上风电项目于 2020 年实现 57 台风机全部并网发电，接下来
将探索海上光伏发电模式、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模
式、海上氢能应用场景、海上风电或小型核电为油气生产供
能前景，并挖掘油气电氢等综合加注业务潜力。

大力布局新能源业务的同时，“三桶油” 同样聚焦油
气生产的节能减排，发力 CCUS 等绿色低碳技术。 2021 年
7 月 5 日，中国石化开启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建
设———齐鲁石化-胜利油田 CCUS 项目。 该项目涵盖碳捕
集、利用和封存 3 个环节，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大 CCUS
全产业链示范基地， 对有效提升我国碳减排能力、 搭建
“人工碳循环”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型能源央企，“三桶油”推动
绿色低碳转型蹄疾步稳，引领我国传统能源低碳转型，助
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李玲）

绿色转型步伐稳 清洁能源成“新宠”

如果说 2020 年国家管网完成对 “三桶油”旗
下主要管道资产的接收， 是我国油气行业市场化
改革“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2021 年以来多家省
级管网的陆续市场化融入、 配套管输价格管理办
法的出台以及下游天然气顺价机制的探索， 进一
步推动了我国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

在中游，“全国一张网”正全面铺开。 2021年 4
月 1 日， 国家管网正式接管中石油昆仑能源旗下
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和大连液化天然气有限
公司股权， 标志着我国油气主干管网资产整合全
面完成。 同时，省级管网也逐步融入，继 2020年广
东省天然气管网成为首个以市场化方式融入国家
管网的省级管网后，海南省网、湖北省网、湖南省
网、福建省网等也于 2021年陆续融入国家管网。

当前，国家管网已初步具备在全国范围内统
筹调配、输送和存储油气资源的核心能力，形成
了“全国一张网”，并定期向社会公开剩余管输和

储存能力，推动实现油气基础设施向第三方用户
公平开放。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5 日， 国家管网 4.82 万
公里天然气管道日输气量突破 8 亿方，约占全国
总供气量的 60%， 刷新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供气
新纪录，彰显了“全国一张网”的保供实力。

硬件基础之外， 配套政策也有新变化。 2021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
理办法（暂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
审办法（暂行）》，天然气管输价格由此前的“一企
一价”转变为“一区一价”，以充分适应“全国一张
网”下我国天然气市场新的发展需求。

在下游， 天然气价格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
2021 年国际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我国天然
气市场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不断抬高城燃企
业的气源成本。 受制于我国天然气价格体制，困
扰城燃企业的价格倒挂问题再次显现。 在此背景

下，多个省（区）探路天然气顺价机制，启动天然气
上下游价格联动。

以湖南省为例， 该省发改委于 2021 年 10 月
发文指出， 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波动达到 8%及以
上，或者连续两年波动达到 5%及以上，非居民用
气平均采购成本波动达到 5%及以上，将适时启动
气价联动机制，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同步同向调
整；山东省发改委也于当月发文指出，城燃企业合
同外购进的 LNG 从综合购进价中剥离，实行“购
进价+配气价”销售，高进高出、低进低出，不再计
入城燃企业天然气综合购进价。 种种举措背后，
是我国对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不懈探索。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油气市场化改革
稳步推进、成果丰硕。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按
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方向，我国油气
市场体系将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健康、高效的方
向发展。 （李玲）

“全国一张网”铺开 价格更加市场化

2021 年，油气市场开启强力监管。炼化领
域，外控成品油出口，内堵非标准油品入市，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城燃领域，乱收费行为屡
遭处罚， 多轮明察暗访聚焦燃气安全整顿，推
动我国油气市场向着更加健康、规范、高质量
方向发展。

针对炼化领域，在当前我国炼油产能持续过
剩的背景下，出口端政策收紧成为趋势，进一步
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2021 年 8 月，商务部发布第
二批成品油及低硫燃料油出口配额，成品油出口
配额大幅缩减。据统计，2021 年全年，我国成品油
出口配额总量同比减少约 36.25%。

出口配额收紧之外 ，2021 年多个部门联
合自上而下开展了一系列市场整顿行动 。 5
月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联合发文 ，
将进口环节的轻循环油、混和芳烃、稀释沥青
等调油组分纳入消费税征收目录。 随着非标

资源的减少， 我国汽柴油资源供应过剩的局
面有望得到缓解， 成品油市场秩序也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好转。

针对城燃领域， 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发布
的 《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
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燃气等公用事业开启清理不规
范收费大整顿。

比如，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于 2021 年 11
月发布典型问题通报， 点名安徽省淮南中燃城
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燃气有限
公司存在乱收费侵害群众权益的问题。 包括在
部分老旧小区改造安装燃气设备时， 向上千户
居民强制捆绑搭售燃气灶、物联网表、报警器等
配件， 违规将建筑区划红线外的市政管网相关
费用纳入总费用等行为。

除了整顿乱收费问题，燃气安全督察和整治

力度也是前所未有。 2021 年，我国发生
燃气较大事故 7 起，特别是辽宁、河北等
地连续发生燃气典型事故， 暴露出燃气
领域存在的安全短板。

在此背景下， 国务院安委会多次部署城燃
安全排查整治工作， 并派出多个工作组， 对东
北、 华北等地重点城市开展了燃气安全明察暗
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约谈了燃气事故多发的
湖北十堰、辽宁沈阳和大连等城市政府负责人，
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安全防范责任措施， 坚决遏
制燃气事故多发势头。 国务院安委会还印发工
作方案， 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城镇燃气安
全排查整治。

在一系列强力监管和整治下， 炼化企业、
城燃企业也开始自查自纠，查缺补漏，政府、企
业形成合力，一个更加健康、规范的油气市场
可期！ （李玲）

市场开启强监管 行业发展更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