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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广西天然气开发利用的“一揽子”设想 
——“广西县县通天然气工程”系列思考之一

摘       要：  “缺煤少油无气”的能源困境长期制约着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随着西二线、中缅线、北

海LNG接收站项目陆续给广西供应天然气后，“广西县县通天然气工程”有了极为充足

的气源保障；但受制于管网建设及市场开发的严重滞后，广西过境天然气利用率极低。

在研究分析广西管网建设及市场开发现状后，提出要加快资金投入，各部门和各单位要

通力合作推进管网建设；政府要积极引导和采取激励，加快车船和工商业用气、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利用，加大技术支持，加快培育壮大广西天然气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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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天然气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一是本土自有自产天然气“极少”。“缺煤少油无

气”是广西的能源资源缺陷并长期制约着经济社会发

展，是造成广西长期落后于国内先进发达地区的原因

之一。广西辖区内仅有北部湾海域生产少量液化天然

气，田阳县有少量浅层“鸡窝气”，在西二线、中缅

线给广西通气之前，各城市天然气气源均为液化天然

气和压缩天然气，绝大部分需要从区外通过公路LNG

槽罐车运送购入。

二是气源“过饱和”。自2012年底西二线广州-

南宁支干线给广西通气后，2013年10月中缅线给广西

通气，2016年4月北海LNG接收站项目投产（当前设

计年接收量300万tLNG），广西已经具备极为充足的

天然气外部输入，具有西二线广南支干线、中缅天然

气管道广西支干线、北海LNG项目配套外输管道等3

条骨干管道，14条地区支线和专供、直供管道，各大

城市的气源显得“极其充足”。

三是天然气使用率严重落后。2013年以来，国

家陆续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

件。按照国务院《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 

2020年）》，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

重将提高到10%以上。当前广西没有任何城市达标，

要使广西天然气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由4%提升

到国家要求的10%，任重道远。

一边是“产能相对过剩”，一边是下游用气单位

“嗷嗷待哺”。一边是天然气能源资源充足，另一边

是使用率低下，矛盾凸显。需要加快广西天然气开发

利用及消费市场的开拓。

2     广西能源及天然气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广西自产能源先天不足，“缺煤少油无气”造成

的“北煤南运一度告急”、“用油荒”等严重制约着经

济社会和工业发展。从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来看，当

前广西能源消费存在能源消费增速过快、逼近国家节

能减排给广西的能源消费总量限额，供需长期失衡，

能源严重依赖外部、供应体系脆弱，能源消费结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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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清洁能源比重偏低，运行调控难度大等诸多问

题。虽然天然气来源已极为充足，但下游天然气基础

设施建设迟缓，天然气市场开发利用严重不足，极大

阻碍了自治区政府投资610亿元的重大项目“广西县

县通天然气工程”的推进，影响了大气污染防治和雾

霾治理的实施。

3     制约因素分析

暴雨、台风、水灾等恶劣天气固然影响管道施

工，耽误工期，导致各级管网建设进度迟缓，但是，

设计规划审批周期长、下游市场不确定性大、经费不

及时到位、工程技术研发支撑和保障不足等原因，都

导致原定2017年要实现的“广西县县通天然气工程”

的严重滞后。

（1）“上气不接下气”

严重的“上气不接下气”，即大量天然气“闲置”

而下游却“嗷嗷待哺”。致命因素出现在中间和下游

环节衔接不通。如，西二线广南支干线设计初衷是从

广东供气给广西使用，却因广西需求不足，变成由中

缅线经贵港末站逆输、反输到梧州站出境供给广东使

用；北海LNG项目也如此，下游市场开发不足，大量

气源转而供广东用。

（2）“头重脚轻、各自为政”

纵观国内各省市，广西是少数既有中石油、又有

中石化天然气管道的省份，而且具有3条国家级骨干管

道（跨省份）西二线、中缅线以及北海LNG接收站配套外

输天然气干线。但是，除了中石油两条管道在贵港枢纽

站互联互通之外，广西辖区内中石化的天然气管道并

没有跟中石油连通，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复建设，何不

用重复建设的资金去建设完善下游管网？此外，管道

连通后，如何优化供气和应急调峰，也要尽早部署。

（3）“断头气、最后一千米”

西二线、中缅天然气管道早已通到家门口，但是

过境地级市却迟迟没有开建天然气专供管道，“望气

兴叹”。还有柳州、河池、崇左等地市没有建成地区

支线管道和天然气专供管道。

（4）“迟迟不入户”

即使地区支线早已通到家门口，且城市天然气门

站也建好，却迟迟不接通落户。有些城市燃气公司更

是基于利润考虑，如之前使用LNG气化站供气到城市

管网，每立方天然气价格一度高至4.8元，远远高于

北方省份的2元多，此时利润稍高；如果用到地区支

线气源，气价要降到3元/m3多，此时利润相对降低。

（5）末端管网远未完善

只有末端管网建好了，天然气才能通达终端的千

家万户天然气用户，绝大部分县市和工业园区的管网远

未建设完善，城市老旧小区管网改扩建力度不够，居民

用气还有较大潜力未得到开发。严重制约“广西县县通

天然气工程”这项惠及民生的生态工程“落地生根”

（6）储气设施欠缺、应急调峰能力弱

目前，广西CNG（压缩天然气）储配站建成的只

有南宁两个，其余地市仍未开建或建成，大型储气库

也未建，地区性及全区性保障能力极其薄弱。一旦3

大骨干管道意外停输，原有的LNG气化站难以提供充

足保障

（7）用气设施少、用气能力弱

工业园区用气、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利用等用气

受到管网未到等原因制约，车船用气则因为加气站少

而被制约。要提高天然气使用比重，就要加快“煤改

气”、“油改气”、“气改气”等促进节能减排和大气

污染防治。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国家新常态下，很多用

气行业面临着效益下滑、产能过剩等问题，不仅投资

更换天然气设备存在困难，而且对用气成本的波动更

加敏感，加上油价下跌，液化石油气LPG价格下降，

导致用户“煤改气”、“油改气”的意愿大幅减弱，甚

至“逆替代”。天然气相对成品油的优势正在逐渐减

弱，又由于与煤炭的价差不断扩大，天然气在发电等

行业已完全丧失竞争力。

另外，用户和用气结构恶化导致峰谷差不断加

大，输气管道设施利用效率极低（输气量远未达到管

道设计年输量），出现经营者和消费者双输的恶性循

环。加上各种新能源的挤压，天然气将从卖方市场变

为买方市场，最大的矛盾不是有没有气，而是天然气

有没有市场。

4     加快广西天然气开发利用的系列设想

（1）加快管网建设和协调管理

虽然广西已成立统一的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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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投天然气公司，但管网建设远未完善，需要把

有限的资金优化使用于末端用气用户的管网建设，完

善工业园区管网和下游管网；需要加快资金投入，各

审批部门和建设单位通力合作，加快进度。天然气通

达了，才能激发天然气消费，促进精准扶贫、清洁乡

村、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2）加快车船交通工具的用气推广

随着2016年4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

签订，交通运输尾气排放将成为重点控制方向。各国

政府ECA（排放控制区、禁燃区）的划定，也促进天

然气大量应用于出租车、公交车、城际客车、重型卡

车以及船舶、火车，天然气将成为公共交通运输业具

有环保优势的燃料。

建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应积极发挥引导、

支撑和排障的作用，如在天然气车船生产、改装、零

部件生产、加气站优化布点建设、天然气车船购买和

气价等环节给予税收、资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例如

上海市政府对新增天然气公交车进行补贴，政府投资

进行加气站建设，委托企业经营等，都是行之有效的

措施，值得借鉴。

（3）加快配套完善加气站建设

要形成规模效应，应加快加气站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提高供气能力。利用广西天然气骨干管网充足的气

源，甚至可以先建好沿线城市足够的加气站，为推广

天然气车船提供气源保障。实际上，影响天然气车船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加气站网点太少。南宁在

推广天然气出租车和公交车过程中，就因受到加气站

太少和布点不合理的制约，导致推广迟缓。

（4）加快天然气工商业应用和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利用

工业和发电的天然气消费将快速增长，特别是在

发电的燃料结构中，天然气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发

电将成为天然气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未来世界天

然气30%～40%将用于发电。在工业领域，天然气作

为燃料替代的进程将全面加快，特别是在大气污染防

治中的燃煤锅炉改气，钢铁、石化、陶瓷等传统工业

的产业结构升级，将刺激天然气的替代应用。在天然

气发电领域，柳州、百色、钦州港等大气污染重点防

控区，应有序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优先发展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利用项目，但要科学布局供热市场、供

热距离和热力管网等，提高能源利用综合效率。要

因地制宜，鼓励工业园区、商业楼宇和居民小区多

种形式使用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5）加快做好北海LNG项目市场开发

北海LNG接收站进口的天然气是照付不议的贸易

协议，即便用不掉也要照单付款，需要及时精心落实

下游消费市场。进口气价格高，来气快，气量大，市

场承受难度非常大，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有效决策执

行，否则将蒙受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北海LNG项

目对于广西能源“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深

远影响。需要认真重视和积极规划市场开发利用，开

拓车辆、船舶等交通用气。

（6）尽早谋划南海可燃冰及北部湾区域天然气

开发

国家将于2017年在南海试开采可燃冰（天然气水

合物NGH），在广西家门口的北海涠洲岛油气田及周

边区域仍然有大量天然气可开采，应尽早规划“分一

杯羹”，规划铺设海底管道到北海给广西供气，或转

变成其他清洁能源（电能、氢能或其他储能形式）供

广西使用。

（7）加快构建广西新的千百亿元产业——天然

气产业

天然气是“蓝金”，是当前最现实可行的替代能

源，也是走向无碳能源的“桥梁”。按照3元/m3~4元/m3

天然气计算，加上管道建设运营维护及配套费用，

2020年广西将使用40亿元/m3~80亿元/m3天然气，天

然气产业将成为新的千百亿元产业。2015年11月出台

的天然气价改政策，意味着国家大力发展天然气的决

心，供给侧、需求侧的发展都将成为“十三五”的重

中之重。

（8）加强建设天然气领域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和

研发队伍

由于天然气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全国各

地时有发生泄漏、火灾爆炸等事故。“广西县县通天

然气工程”建设运营大量新建管道以及加气站，是

能源“生命线”，也是埋在地下的“隐形炸弹”，

要开展管道、地下综合管廊和加气站的安全研究，

构建科学、智慧的城市治理体系，为新型城镇化建

设以及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等提供天然气清洁能源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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