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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載列若干資料及數據摘錄自不同政府資料或刊物、市場數據供應商及獨
立第三方來源。本集團相信，本節資料來源乃該等資料之適當來源，且於摘錄及轉
載該等資料時已合理審慎行事。本集團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為不實或具誤導性
或遺漏任何部份致使該等資料不實或具誤導性。該等資料並未經本集團、獨家保薦
人、[編纂]、[編纂]、[編纂]及[編纂]、彼等各自的董事、高級職員、代表、聯屬人
士或其他顧問或任何參與[編纂]的其他人士獨立核實，概無就其準確性發表任何聲
明。因此，閣下不應過份依賴該等資料。概不就中能網訊報告的準確性作出任何聲
明。董事確認，經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後，有關市場資料自中能網訊編製報告日期
以來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無不利變動。我們以總價人民幣354,100元聘請中能
網訊準備了中能網訊報告。

信息來源

中能網訊1994年成立於北京，是獨立的能源信息與研究諮詢服務提供商。中能
網訊做了大量的研究，成為能源業內公認的具有獨立思維的「能源智庫」。

在編製中能網訊報告時，中能網訊進行了初步市場研究和二次市場研究，包括：
(i)案頭研究(ii)實地調研了本集團(iii)對中國燃氣協會、中國道路運輸協會、太倉市公共
事業管理處的相關專家和官員進行訪談。據中能網訊介紹，所收集的信息均經過了交
叉引用以確保準確性，收集的情報均採用中能網訊內部分析模型和技巧進行了分析、
評估和驗證。

中能網訊的報告採用了以下假設：

－ 假設預測期內本集團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供需穩定，沒有短缺；
－ 假設預測期內全球市場沒有金融危機或自然災害等外部衝擊來影響本集團

的產品和服務的供需；

於編製中能網訊報告時，中能網訊已考慮最新可得市場資料及天然氣行業的出版
物及參考資料，資料主要來自BP世界能源統計數據；《2013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
告》；國土部油氣戰略研究中心；國家統計局；國家發改委網站；太倉市政府網站；太
倉市統計局、江蘇省統計局、太倉市公共事業管理處及《中國天然氣汽車》網站。

中能網訊進行市場需求評估和模型預測工作中會考慮以下參數：

－ 2013年江蘇省和太倉市工業生產總值和工業投資總額；
－ 2010-2013年國家與地方管道及燃氣政策；

中能網訊進行的搜索可能受假設準確性和上述參數選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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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能源行業概覽

1.1 綜述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主要能源消費國，根據BP世界能源統計數據，2013年中國能
源消費量約為40.7億噸標準煤1，比2012年上升4.7%，繼續居世界第一位。從能源消
費結構來看，煤炭佔比為67.5%，石油和天然氣佔比僅為17.8%和5.1%。2013年中國
一次能源消費結構如下圖所示：

67.5%

17.8%

7.2%
5.1% 1.5% 0.9%

煤炭 石油 水電 天然氣 可再生資源 核能

圖1 2013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

資料來源： 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

注： 此處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能

隨着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能源需求預期將不斷攀升，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溫室
氣體排放國家，使得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污染氣體排放等方面面臨極大的國內
國際壓力。目前中國政府已經向世界承諾到2020年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
放強度要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戰略目標，且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明確了
2015年比2010年碳排放強度下降17%的發展目標。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十二五」期
間及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中國必須調整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大力發展天然氣、水
電、可再生能源等清潔能源。

1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8.5億噸油當量，此處按1噸油當量=1.4286噸標準煤進行換
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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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然氣

天然氣是一種清潔的化石能源，主要成分是烷烴，其中甲烷佔絕大多數，另有少
量的乙烷、丙烷和丁烷。它主要存在於油田、氣田、煤層和頁岩層。非常規天然氣主
要有頁岩氣、煤層氣、致密氣和天然氣水合物等。根據2014版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鑑，
截止2013年底中國天然氣探明儲量為3.3萬億立方米，佔全球天然氣儲量的1.8%，儲
採比為28.0年。2013年中國天然氣消費雖然在本國能源消費結構中佔比只有5.1%，但
是從絕對值來看仍排在世界第四，2013年中國天然氣消費達1616億立方米，比2012
年增長10.8%。

2. 中國天然氣行業概覽

2.1 我國天然氣消費現狀分析

我國天然氣消費快速增長，於2013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天然氣消費國。
從2013年的消費結構看，城市燃氣用氣量達到687億立方米，年增19.8%，佔消費總
量的比重超過40.0%；工業燃料用氣為469億立方米，年增13.1%，佔比為28.0%；
發電用氣302億立方米，年增9.1%，佔比為18.0%；化工用氣218億立方米，年增
5.8%，佔比為13.0%。城市燃氣用氣比例上漲最快，從2010年佔比17.6%迅速上升到
2013年的41.0%。

表1 2010年和2013年中國天然氣消費結構變化

發電 化工 城市燃氣 工業燃料用氣

2010 4.1% 37.1% 17.6% 41.2%
2013 18.0% 13.0% 41.0% 28.0%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

2.2 中國天然氣行業的主要推動因素

(1) 天然氣加快發展具有良好的政策環境

作為能源消費大國，中國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天然氣發展是實現能源清潔化的
重要選擇之一。中國政府計劃2015年將天然氣在整體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從2012年的
4%提升至2015年的8%，2020年提升至10%。2012年，國家能源局發佈了《天然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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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十二五」規劃》，明確了天然氣發展的目標和六大重點任務。2012年10月，國家發
改委發佈新的《天然氣利用政策》，文件指出，天然氣作為低碳能源，對優化國家能源
結構、促進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具有戰略意義。2014年，國家又密集出台一系列
關於天然氣的政策法規，如《油氣管網設施公平開放監管辦法（試行）》、《天然氣基礎
設施建設及運營管理辦法》、《能源行業加強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將對今後天
然氣行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環保問題使天然氣的需求進一步增加。

(2) 環保問題使天然氣的需求進一步增加

近年來，我國大氣污染加劇，灰霾天氣的影響範圍進一步擴大，國家和地方政府
推出相關政策優化能源結構，包括工業領域的「煤改氣」、交通運輸行業的「油改氣」、
天然氣分佈式能源等。2014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在《關於建立保障天然氣穩定供
應長效機制的若干意見》中提及，到2020年，中國的天然氣供應能力達到4000億立
方米，力爭達到4200億立方米。預計中國天然氣需求將隨着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工
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而快速增長。根據中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的一項預測，基準情景
中，2015年、2020年和2030年天然氣需求總量分別為2200億立方米、3500億立方米
和5000億立方米，佔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分別為7%、10%和12%。

2.3 天然氣行業的進入門檻

江蘇省的管道天然氣分銷及銷售市場大體上由當地市內或本地區的天然氣公司主
導，這些公司通常取得有關地方政府授出的特許經營權或取得天然氣市場的壟斷（或
接近壟斷）地位。由於中國監管當局嚴密控制天然氣管道的開發，為防止重複投資和
不符合經濟效益地運用資源，燃氣公司不會建設覆蓋同樣區域和客戶的天然氣管道。

3. 中國天然氣管道及城市燃氣行業發展

3.1 中國天然氣基干管網建設情況

利用天然氣管道輸送天然氣，是陸地上大量輸送天然氣的主要方式。近年來，我
國天然氣產量快速增長，基礎設施快速發展，全國天然氣管網已逐步完善。2013年，
我國新建天然氣管道5795公里，累計建成天然氣幹線、支幹線管道6萬公里。同時，
川渝地區、華北地區、長三角等地區均已形成了相對完善的區域性管網。

3.2 城市燃氣行業發展情況

隨着中國經濟政策的不斷完善，促進了中國燃氣行業的快速發展。2013年，全
國城市燃氣中天然氣用氣人口由2012年的2.1億增長至2.4億，城鎮氣化率達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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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2年底，江蘇省用氣人口已達到4590.3萬人，其中城市（含縣城）用氣人
口為3293.6萬人，天然氣氣化率為98.9%；隨着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推進，鄉鎮及農村
地區燃氣設施建設事業也得到長足發展，鄉鎮用氣人口為1296.7萬人，燃氣氣化率為
86.0%。江蘇城鎮用氣普及率、天然氣利用量均處在全國領先地位。2012年，江蘇省
天然氣供應量131億立方米，同比增長24%，供應總量躍居全國各省市之首，遠高於
長三角其他省市。

從終端用戶氣價方面看，政府對居民和公共服務用氣價格嚴格管制，採用成本加
成的原則，終端用戶價格調整需召開聽證會。2010年9月江蘇省《天然氣價格管理暫行
辦法》實施後，江蘇省終端用戶價格在全國處於中間水平。2013年7月，國家發改委發
佈《關於調整天然氣價格的通知》，規定江蘇最高門站價格為人民幣2.42元╱立方米，
本次調價居民用氣門站價格並無調整。

近年來太倉市建成了天然氣接收門站、多座高中壓調壓站、天然氣調度指揮中
心、壓縮天然氣母站，並於2005年11月實現供氣。截至2012年，已建成高壓管道約
130千米、2座天然氣門站及1座壓縮天然氣母站，日壓縮能力可達到30萬立方米，供
氣管道長度達到1061公里，供氣總量21460萬立方米3。

3.3 江蘇省管道天然氣供應與消費

（一） 江蘇省天然氣供應

根據江蘇省發改委數據，2013年江蘇天然氣供應量139.5億立方米，同比增長
6.5%或8.5億立方米。2014年，江蘇省天然氣月供應量持續增加，到4月份達到13.3億
立方米，進入5至6月，供應量開始下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今年全國範圍內氣
源增長乏力，各省普遍面臨天然氣供應不足的狀況；二是由於面臨大氣污染防治的壓
力，2013年北方大範圍的「煤改氣」，使得天然氣資源大量向北方傾斜；三是價格調整
導致氣價上漲，影響了天然氣用戶的用氣積極性。

（二） 江蘇省天然氣消費

2013年，江蘇省城市燃氣和工業燃料共消耗80.6億立方米，佔全省消費量比例
為57.8%。2014年上半年江蘇全省天然氣消費量為71.0億立方米，較2013年同期增長
4.0%。其中，2014年1至6月份，江蘇省城市燃氣和工業燃料共消耗天然氣45.0億立

3 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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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佔比63.0%，較2013年同期增長4.0%。各地區用氣比例方面，2013年全年蘇
南地區共消費天然氣108.5億立方米，佔全省消費比重為78.0%；蘇中地區17.0億立方
米，佔比12.0%；蘇北地區14.0億立方米，佔比10.0%。

（三） 天然氣的歷史價格趨勢

有關我們的主要原材料天然氣的歷史價格趨勢資料，請參閱本[編纂]「業務－我
們的管道天然氣銷售及輸送業務－天然氣定價」一節。

（四） 江蘇省天然氣供給預測

從管線建設方面看，江蘇省天然氣供應將得到保障。經過江蘇省境內的管線主要
是西氣東輸二線和川氣東送天然氣管線。為了能獲得更多的增量氣源，江蘇省正積極
加強與中石油、中石化等資源企業的協調，同時規劃建設管網。「十二五」期間，天然
氣在江蘇全省能源消耗中佔比要從目前的5%提高到10%，天然氣年需求量由170億立
方米增至約300億立方米。

3.4 全國及江蘇省城市燃氣企業競爭格局

（一） 國內主要城市燃氣企業競爭現狀

現階段我國城市燃氣行業正處於行業發展的成長期，並且具有需求穩定、波動
小、贏利穩定、風險小和自然壟斷性等特點，吸引着眾多投資商進入燃氣行業，現有
的大型燃氣企業也着力擴大經營領域和規模。隨着國內各省市各項鼓勵城市燃氣行業
發展的政策出台，使得城市燃氣市場呈現明顯的地域特徵和競爭激烈的格局。2013
年，全國城市燃氣企業已經超過800多家。

（二） 江蘇省城市燃氣行業競爭格局分析

江蘇政府通過氣源分配，價格核准，新建項目核准和特許經營權制度等方式對燃
氣管道建設進行監督，使得新投資者難以進行跨區域經營。該行業的壟斷特性、資源
的稀缺性和市場飽和度導致先期進入的企業基本通過併購參股等方式跑馬圈地，也決
定了業內參與者大多通過併購和合作經營等方式進入新的區域。透過自行建立的方式
將較難進入該行業。自2003年經營體制改革以來，競爭格局逐漸由地方壟斷轉向跨區
域的市場競爭與合作。民營資本及外資等紛紛進入城市燃氣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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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競爭優勢

有關我們的競爭優勢，請參閱本[編纂]「業務－我們的優勢」一節。

3.5 太倉市概覽

太倉市與中國東部富裕的城市如蘇州、昆山、常熟和上海等相毗連，也是江蘇省
主要的縣級工業城市之一。根據太倉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3年12月31日，太倉市常
住人口數為70.70萬人，其中47.44萬人為城市人口。淨工業總產值和工業投資額分別
為人民幣2564億元和人民幣259億元。

太倉市燃氣管道現狀

2004年開始，本公司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太倉市天然氣公司開始針對西氣東輸，
往昆山方向鋪設管道，歷時近10年，投入人民幣4至5億元，建設高中壓管網近600公
里，總共八個站，六個調壓站，兩個門站。（未包括合作公司昆侖蘇創燃氣建設部分）
目前太倉市天然氣管網相當發達，已經實現了「鎮鎮通」天然氣。我們的經營範圍佔太
倉市總面積超過74%。

4. 天然氣在交通領域的應用

4.1 政策導向及關鍵驅動因素分析

（一） 政策導向

2014年以來相關政策的陸續出台，如下文所載，顯示出中國政府對天然氣汽車
發展的支持：

2014年1月，全國能源工作會議出台全面深化能源改革方案。該方案明確提出要
推進LNG市場的開放，並確保公平放開油氣管網，適時推進燃氣管網的獨立；推動天
然氣流向高附加值的車用領域。3月，國家發改委發佈的《天然氣基礎設施建設與運營
管理辦法》明確支持、鼓勵各類資本參與和投資建設包括車用加氣站等在內的納入統
一規劃的天然氣基礎設施。4月，國家發改委發佈的《關於建立保障天然氣穩定供應長
效機制若干意見》提出保障民生用氣。基本滿足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居民用氣、集
中供熱用氣，以及公交車、出租車用氣等民生用氣需求。

2012年，交通運輸部還制定了多個文件鼓勵應用天然氣汽車，其中《建設低碳交
通運輸體系指導意見》和《公路水路交通運輸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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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使用天然氣車輛」列入「節能推廣工程」；在有條件的地區鼓勵道路運輸企業使用
天然氣、混合動力等燃料類型的營運車輛，鼓勵在幹線公路沿線建設天然氣加氣站；
逐步提高城市公交、出租汽車中天然氣車輛的比重，在城市物流配送、城際客貨運輸
車輛中積極開展試點推廣工作，以天然氣車輛代替淘汰的老舊車輛。

（二） 關鍵驅動因素

(1) 環保驅動

環保壓力是天然氣在交通領域加大利用的最大驅動因素。與傳統汽車相比，天然
氣汽車的排放物中一氧化碳減少97%，碳氫化合物減少72%，氮氧化物減少39%，粉
塵減少100%。推廣使用天然氣汽車，對飽受霧霾困擾的中國各地城市而言，無疑是減
少尾氣污染的有效途徑。《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
重點區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業煙粉塵排放量將分別下降12%、13%、10%；
2013年9月，國務院制定《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全國主要城市可吸入顆粒物
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規劃明確提出大力推廣新能源汽車。

(2) 經濟性驅動

車用天然氣相對於汽柴油的燃料價格優勢是用戶購買天然氣汽車的另一個重要
驅動因素。根據中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的一項研究，按等熱值比較，車用壓縮天然氣
價格與汽油、柴油的平均比價2分別為0.48及0.52；車用液化天然氣價格由於增加了液
化成本比車用壓縮天然氣價格更高，與柴油的平均比價為0.65。據測算，液化天然氣
公交車相對於柴油車節省22%的燃料費用，液化天然氣重型卡車相對於柴油重卡節省
15%的燃料費用。

4.2 天然氣汽車發展動態

（一） 天然氣汽車產業鏈已經形成

根據中國道路運輸協會統計，截至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天然氣生產、運輸、加
注和天然氣汽車整車及零部件研發、製造及推廣使用的技術標準體系和產業鏈。天然
氣汽車及配套裝備不僅滿足了國內市場需求，而且批量出口海外。

2 價格比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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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壓縮天然氣/液化天然氣汽車保有量增長迅猛

壓縮天然氣車在中國推廣得較早，在中國城市公交及出租車中已經有比較成熟的
應用，市場保有量已經達到一定規模。液化天然氣汽車主要適用於長途運輸特別是貨
運，正日漸增加其市場份額。經《中國天然氣汽車》對2013年5月至2014年5月期間天
然氣汽車的最新統計，全國天然氣汽車保有量新增155.7萬輛，實際保有量達到305.1
萬輛，增幅約93%。在305.1萬輛天然氣汽車的總保有量中，液化天然氣商用車（含改
裝車）已經達到16.9萬輛，主要是液化天然氣載貨卡車和大巴車。壓縮天然氣汽車仍
佔我國天然氣汽車保有量的94%以上。

4.3 天然氣加氣站的特許經營權和審批

（一） 市場准入

在市場准入問題上，2002年，建設部下發了《關於加快市政公用事業市場化進程
的意見》，拉開了城市燃氣市場化改革的序幕。國家開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與外資以
獨資、合作、聯營、參股和特許經營權等方式參與城市燃氣基礎設施建設和經營。隨
着燃氣行業下游市場逐步開放，港資、民資、國際跨國公司以及改制後壯大的原國有
燃氣公司等各路資本競相湧入。

（二） 特許經營權與審批

在加氣站建設和運營方面，天然氣加氣站不同於一般的普通建築，其建設和運營
需要政府的特許經營權。2004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頒佈《市政公用事業特許
經營管理辦法》該辦法自2004年5月起施行，規定政府通過向社會公開招標的方式選擇
投資者和經營者，授予其在一定時間和範圍內對燃氣產品和服務進行經營的權利（即
特許經營權），使得燃氣行業的跨區域整合成為可能，燃氣分銷領域的競爭格局逐漸由
地方壟斷轉向跨區域的市場競爭。

目前已有針對太倉地區天然氣管道建設的特許經營權管理辦法，而汽車加氣站建
設相關管理辦法尚未出台。目前，太倉地區加氣站的建設和運營由蘇州中石油昆侖蘇
創燃氣有限公司和蘇州中石油昆侖蘇創天然氣利用有限公司負責。



行業概覽

– 63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尚未完整並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

4.4 江蘇省或太倉市週邊天然氣加氣站規劃建設和發展前景

根據《江蘇省城鎮燃氣「十二五」規劃》，十一五期間，江蘇全省共建成78座加氣
站，其中，蘇南地區44座，蘇中地區8座，蘇北地區26座。截至2012年底，江蘇省全
省已建加氣站156座，並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到2015年年末，建成壓縮天然氣加氣母
站42座，子站350座，液化天然氣加氣站50座左右。到2014年6月，江蘇省已建成壓
縮天然氣加氣站約有300座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