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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全球LNGLNG市场供给挑战犹存市场供给挑战犹存
■本报记者 王林

截至 9 月，全球范围内，液化天然气
（LNG）供货合同签署数量十分亮眼，有超
过去年全年数量的态势。近年来，在推动
能源转型大背景下，一系列地缘政治危机
引发国际能源格局变化，具备发电和低碳
属性的天然气和 LNG，逐渐成为能源供应
的中坚力量。

不过，随着美国年初宣布暂停审批
LNG 出口项目，澳大利亚收紧 LNG 出口
指标，LNG 供给侧面临挑战。在可预见的
未来，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对 LNG 需求料将
持续增长，当前 LNG 市场的平衡即将被打
破，供不应求的市场前景隐约可见。

●●大型交易重新占据主导

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指出，今年
前 3 个季度，大型交易再次占据 LNG 市场
主导地位，今年以来，签署的合同中有 60%
交易规模超过 200万吨/年。

国内市场，10 月 9 日，天津国际油气交
易中心“LNG 订单通”市场全新上线 9 个华
北区域 LNG 现货订单批次，此番增设后，

“LNG 订单通”市场将同时在线交易 12 个
LNG 商品批次，交易周期从两个月延长至
半年。值得一提的是，新上线的订单批次
还新增唐山迁安、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
县与兴和县作为交收资源地，进一步提升
客户资源交收的便捷性与灵活性。

10 月，道达尔能源与中国海油续签为
期 5 年的 LNG 购销协议，2034 年前每年向
中国交付 125万吨 LNG。

国外市场，虽然美国年初暂停 LNG 项
目审批，但该国 LNG 供应合同签署数量仍
保持在高位。根据伍德麦肯兹数据，今年
1—9 月 ，美 国 已 签 署 总 计 5800 万 吨 的
LNG 购销协议、产能协议和框架协议，而
2023 年全年美国签署了 9400 万吨的此类
协议。今年剩余的一个季度，美国还有望
再冲击一波新的出口协议，届时总量有望
超过去年水平。

与此同时，中东 LNG 销售也异常活
跃。伍德麦肯兹天然气和 LNG 高级研究

分析师克里斯蒂娜·果戈理表示，随着美国
暂停审批 LNG 出口项目，中东地区开始
抢占 LNG 市场份额，卡塔尔处于领先地
位。2 月，卡塔尔能源公司与印度大型天
然气进口商 Petronet 签署了一份为期 20
年的 LNG 协议，确保每年向印度供应 750
万吨 LNG。

研究与咨询公司“能源情报”指出，长
期来看，需求高涨将持续推动 LNG 出口项
目建设。

●●需求增长势头强劲

近年来，由于碳排放相对较低、储量丰
富、价格低廉，天然气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
迎。基于此，业内人士认为，全球 LNG 需
求将持续增长至 2040 年后，在 2030 年后需
要 增 加 3000 亿 立 方 米/年 的 LNG 产 能 。

大型石油贸易商贡沃尔联合创始人兼董事
长日前表示，随着消费持续走强，到 2040
年全球 LNG 需求将较当前水平激增 50%。

一方面，LNG 作为船用燃料颇具前
景，预计到 2040 年，作为船用燃料的 LNG
有望占船用燃料总量的 50%，这将进一步
带动 LNG 需求增长。据悉，卡塔尔于 2020
年启动了 LNG 运输船队扩张计划，今年 4
月和 9 月分别在中国订购 18 艘和 6 艘 LNG
运输船。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化
技术飞速发展，带动电力需求迅速增长，天
然气特别是 LNG 有望成为这场数智化浪
潮的大赢家。

伍德麦肯兹全球 LNG 研究总监丹尼
尔·托尔曼表示，天然气发电在许多亚洲
经济体的电力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同时
因保供和减排双重需求，新兴经济体数

据 中 心 更 倾 向 于 用 天 然 气 发 电 。 如 果
天然气能满足 40% 的电力需求，到 2030
年，日韩两国数据中心和半导体制造业
的 天 然 气 总 需 求 将 占 亚 洲 地 区 LNG 需
求的 3% 左右。

数据中心激增也在推高美国天然气用
量。高盛估计，到 2030 年，美国电力需求
每年将增长约 2.4%，其中数据中心约占
0.9%。同期，数据中心将占美国电力消耗
的 8%，而 2022 年为 3%。数据中心电力需
求增量将推动美国约 33 亿立方英尺/日的
天然气新需求。

●●产能增势放缓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4 年第一季
度，全球 LNG 供应增长约 4.5%，但是第二
季度供应同比小幅下降，导致今年上半年

的供应增长率仅为 2.3%。这表明，在 2025
年至 2029 年期间新一波液化产能上线前，
全球 LNG 市场平衡存在不确定性。

国 际 能 源 署 随 即 下 调 了 对 2025 年
LNG 产量增长预期，预计到 2025 年，全
球天然气产量将达到略低于 5800 亿立方
米水平，低于此前预测的超过 6000 亿立
方米。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
员伊拉·约瑟夫表示：“市场正试图在短时
间内建立前所未有的新产能，但并不容易
实现。”作为欧洲最大 LNG 供应国之一，美
国不太可能在目前已批准的项目基础上增
加更多出口设施；另一大 LNG 生产国卡塔
尔，计划到 2030 年将 LNG 出口量提高 80%
以上，但距离生产第一批额外供应还需要
几年时间。与此同时，一些较老的 LNG 生
产设施则面临产量下降问题。

道达尔能源天然气和电力供应主管马
克·西蒙斯表示：“我们还没有看到 LNG 供
应增长的迹象，但需求却一直在上升，市场
相当紧张。”

据了解，目前全球 LNG 供应端面临多
重挑战。在美国，那些未做出最终投资决
定的 LNG 项目面临风险，尽管 11 月总统
大选后“LNG 项目审批暂停”有望解除，但
监管框架仍需时间进行重新调整才能确保
未来项目过审顺利。同时，供应链和高成
本也影响项目进展，这些问题在疫后仍未
完全解决。佛罗里达州一个 LNG 项目因
这些问题被推迟 5年。

澳大利亚去年正式修订国内天然气安
全保障机制，强化其在国内天然气供应短
缺 时 发 布 LNG 出 口 限 制 的 规 定 。 随 着
LNG 需求激增，澳大利亚将更多天然气现
货用于出口的举措引发澳国内对本国市场
可能出现天然气供应短缺的担忧。目前，
澳大利亚正在运营的 LNG 项目共有 10
个，总产能约为 8860 万吨/年。

澳大利亚研究咨询公司MST Marquee
能源分析师 Saul Kavonic 表示：“如果天然
气需求继续增强，那么到 2027 年和 2028
年，供应过剩可能会完全消失。”

近日，全球矿业巨头力拓集团宣布，与美国阿
卡迪姆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最终协议，力拓将以
每股 5.85 美元的全现金交易收购阿卡迪姆锂业。
此次交易价格较阿卡迪姆锂业 10 月 4 日收盘价溢
价 90%，较阿卡迪姆锂业自 2024 年成立以来的成交
量加权平均价格溢价 39%，相当于阿卡迪姆稀释后
股本估值约 67亿美元。

力拓和阿卡迪姆资产合并后，有望推动力拓成
为全球第三大锂矿生产商。

加大锂业务布局

阿卡迪姆锂业是全球主要锂化学品生产商之
一，目前，该公司氢氧化锂和碳酸锂等一系列产品
的年产能为 7.5 万吨碳酸锂当量，计划在 2028 年底
前将产能扩大一倍以上。

通过此次收购，力拓将获得位于阿根廷和澳大
利亚的锂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有丰富的锂资源
储量，近年来，阿根廷锂产能快速增加。美国地质
调查局数据显示，2023 年，阿根廷锂产量为 5.07 万
吨，较 2022 年大幅增长 45.7%。力拓表示，其和阿卡
迪姆在阿根廷和加拿大魁北克拥有互补资源与丰
富经验，希望在那里建立世界级的锂中心。

事实上，尽管力拓在铁矿石、铝、铜等资源开采
方面有丰富经验，但在锂生产加工方面积累较少。
力拓首席执行官石道成表示：“收购阿卡迪姆锂业是
力拓长期战略重要一步，在现有铝和铜业务基础上，
再创造世界级锂业务，为能源转型提供所需材料。”

锂被誉为“白色石油”，是近年来发展电动汽
车、储能必不可少的关键矿产之一。在能源转型大
背景下，产业链相关企业纷纷加大对锂业务布局，
力拓也不例外。2021 年，力拓以 8.25 亿美元收购阿
根廷 Rincon 矿业公司项目。Rincon 锂矿是一个尚
未开发的大型卤水锂项目，位于阿根廷萨尔塔省锂
三角核心区域。2022 年 3 月，力拓完成 Rincon 锂矿
收购，目前正在 Rincon 锂盐湖附近建设 3000 吨/年
的电池级碳酸锂矿中试线，预计将于 2024 年年内投
产。同年，力拓还宣布投资 24 亿美元开发位于塞尔
维亚的贾达尔硼酸锂项目，这是世界上最大含锂矿
床之一。不过，该项目由于当地环保组织抗议，目
前未能启动开采活动。

惠誉旗下 CreditSights 分析师表示，对于力拓而
言，与在高风险司法管辖区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绿地
项目相比，并购可能是快速获得锂业务的更好方式。

力拓认为，阿卡迪姆锂业的一级资产在行业
周期中保持了高利润率，预计到 2028 年，其资源
基础将能支持力拓现有业务区域内约 130% 的产
能扩张。

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预计，收购完成后，到
2028 年锂业务将占力拓利润的 4% 左右。

“正确时机的逆周期收购”

事实上，受供过于求影响，当前现货锂价已较
峰值价格下跌超 80%。从全球范围来看，锂价持续
下跌导致锂矿厂商暂停高成本矿山开采。今年 1
月 ，澳 矿 率 先 启 动 减 产 计 划 。 澳 大 利 亚 锂 矿 商
Core Lithium 发布公告称，鉴于锂辉石精矿价格大
幅下降，公司决定，现有库存加工作业将继续进行，但
暂停位于北领地Finniss项目中Grants露天矿的开采。

阿卡迪姆锂业也在 9 月初宣布，将暂停位于西
澳大利亚 Mt Cattlin 矿场的第 4A 阶段废料剥离及
第 3 阶段扩产投资。该公司计划在 2025 年上半年
完成第 3 阶段采矿和矿石加工后，将 Mt Cattlin 矿场
转入养护状态。

在力拓看来，本次收购是正确时机的逆周期扩
张。“这符合力拓战略和严谨的资本配置框架，在周
期的正确时点增加我们对高增长、有前景市场的投
资。”石道成表示。

力拓对锂长期前景充满信心，强调此次逆周期
收购的资产长期向好，增长潜力大，市场结构极具
吸引力且国别风险可控。“预计到 2040 年，锂需求的
复合年增长率将超过 10%，并导致供应短缺。”

市场对锂资源热情不减

在业内人士看来，由于此前低价行情持续，部
分开采成本较高的矿山或将陆续暂停开采。短期
内，锂资源供大于求情况难有明显改善，预计年内
锂价或维持低位震荡。

不过，中信证券研报指出，此次力拓对阿卡迪
姆锂业的溢价收购显示出海外矿企对锂价的乐观
态度，这将给市场带来更多信心，锂资产并购也将
提升行业集中度，锂价向下空间有限。

长期看来，作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矿产，锂
资源战略性地位将日益提高，加大力度寻求获得
锂、镍、钴等矿产资源仍十分必要。国际能源署发
布的《2024 年全球关键矿产展望》指出，到 2040 年，
关键能源转型矿物的总市场规模将增加一倍以上，
达到 7700 亿美元。在全球大力推动实现气候目标
的情况下，到 2035 年，目前已宣布的项目仅够满足
50% 的锂需求。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世界对
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等技术的需求正在
快速增长，如果没有可靠和不断扩大的关键矿物供
应，我们就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矿业巨头大手矿业巨头大手笔布局锂业笔布局锂业
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锂矿生产商

■本报记者 杨梓

取出核燃料碎片是福岛第一核电站
退役的关键一环，这一工作本应于 2021
年完成，一再拖延下，核电站设备老化、
碎片可能导致的风险正逐渐累积。9 月，
福岛第一核电站 2 号机组首先开始核燃
料碎片取出工作，但从一开始的装置安
装错误、到近期装置摄像头出现故障，一
个月内工作反复中断，几乎没有进展。
东京电力近期宣布，将更换损坏部件，取
出作业中断或将进一步延长。有分析指
出，东京电力公司的应对机制缺乏灵活
性，难以事先预料到问题，核电站退役整
体方案应被重审。

●取出设备反复出现故障

由于核燃料碎片所在的福岛第一核
电站 2 号机组安全壳内辐射水平极高，人
员无法在其中停留和工作，因此取出碎
片的设备采用远程操作。取出工作原定
于今年 8 月开始，但由于装置安装出错而
推迟到 9月 10日。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一个管道状装
置伸入安全壳，将末端夹具通过缆绳悬
垂到底部，抓取并回收碎片。装置顶端
安装一个摄像头，用以检查夹具移动情
况和周围情况。据东京电力公司估计，
若进展顺利，约两周就可完成碎片取出。
但 9 月 17 日，装置出现问题，顶端两个摄
像头无法显示图像，作业被迫中断。东
京电力公司随后将装置从安全壳中取回
检查，花费几天时间也未能恢复摄像头。
近期，东京电力公司宣布放弃修复，准备
安装备用摄像头。

东京电力公司认为，故障原因在于
被关闭的摄像头在安全壳中停留数天，
受到辐射。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无论是日本还是国外的核
设施中，从未有过摄像头在高辐射环境
中待机的例子，很难事先预测设备究竟
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他还表示，从这次
故障中获得的经验是新知识，可用于今
后核电站的退役工作。

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居民对东京
电力公司表达了不信任，并对装置反复
出现问题、碎片取出工作进展缓慢表示
担忧，要求该公司进一步确保核电站作
业安全性。

●重启日期仍不确定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近期访问福岛第
一核电站，针对设备故障造成碎片取出中断，他敦
促东京电力公司以高度紧迫感开展工作，采取有力
措施，确保安全、稳定完成退役工作。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公开的视频，装置
故障前，摄像头拍到安全壳底部有直径从
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的石子状碎片，夹具
也接触并提取了一些碎片。该公司称，碎
片状况与预期相同，设备恢复后，会用同
样方式继续取出工作。

但工作何时重启仍不确定。尽管东
京电力公司已确认将更换摄像头，但更
换工作最早也将于月底开始，预计耗时
约两周。此外，由于装置整体仍在反应
堆内，更换摄像头工作需在高辐射环境
下进行，需要提前通过模拟演练确认安
全才能实施，因此作业中断或将进一步
延长。

日本原子能学会福岛第一核电站退
役研究委员会委员长宫野广指出：“东京
电力公司本应事先对设备进行测试评估，
模拟高辐射环境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同
时，结合相关负责人的经验，决定设备适
用范围。东京电力公司可能从一开始就
没有预料到设备可能出现的各类故障，机
组内部情况复杂，除辐射外，湿度、温度也
可能影响设备工作。当前，东京电力公司
应谨慎思考下一步行动，若仓促应对反而
可能导致更多故障。”

●缺乏灵活应对机制

尽管东京电力公司表示，作业现场并
未超过摄像头制造商所标注的辐射耐受
极限，但宫野广认为，确认辐射环境对设
备的影响，是作为使用方的东京电力公司
的责任。“福岛第一核电站先前使用过在
安全壳内工作的机器人，也是一开始就出
现问题。虽然这次面临的环境不一样，但
过去参与相关工作的人知道可能出现的
问题，很难说这次的团队在多大程度上掌
握这些情况。”他分析，东京电力公司决策
机制缺乏灵活性，公司高层决策没有充分
参考一线的经验和意见。

2011 年核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
司为福岛第一核电站退役制定了时间跨
度达 30 年至 40 年的“中长期路线图”。其
中，取出燃料碎片是第二阶段主要工作。
当前，由于设备老化，碎片可能导致的风
险正逐渐累积，1 至 3 号机组碎片取出、转
移和储存工作本应在 2021 年全部完成，
但实际作业却一再延期。如今，2 号机组

碎片取出“开局不顺”，面临长期中断的可能，其余
两机组的进展则更为缓慢。

宫野广指出，东京电力公司认定“如果按照步
骤，就会成功”，但实际上，按部就班的思维反而束
缚了核电站退役工作。他进一步指出，核电站整体
退役工作应跳出流程约束，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差
错、补救措施以及事先应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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