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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省概况

1.1 区域特点

江苏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总面积 10.72 万平

方千米，占全国的 1.07%。全省湖泊众多，地势平坦，

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要冲，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的

中坚力量。目前，全省共有 13 个设区市，95 个县（市、

区）， 其 中 19 个 县、21 个 县 级 市、55 个 市 辖 区。

2022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有 8515 万人，人口规模位居

全国第四，2022 年城镇化率达 74.4%，比上一年度增

加 0.46%，高于全国 65.2% 的平均水平，居全国第五名。

其中，省内有 10 个地市城镇化水平已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1.2 经济发展态势

2022 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2.29 万亿元，

创造了全国 10% 的经济总量，位于长三角地区首位，

全国第二位，经济规模与加拿大、俄罗斯、韩国等

国家大致相当。目前，省内 13 个地市全部进入全国

GDP 百强城市，现拥有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四个

万亿 GDP 城市。2022 年人均 GDP 为 14.4 万元，位于

长三角地区第二位，全国第三位，经济发展整体水平

较高，其中苏州、南京、无锡最为突出。

1.3 产业发展情况

根据《2022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 4959.4 亿

元，增长 3.1%；第二产业增加值 55888.7 亿元，增长

3.7%；第三产业增加值 62027.5 亿元，增长 1.9%。全

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4:45.5:50.5。从江苏省统计局

发布的数据来看，先进制造业增势良好，新兴动能支

撑有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8%、8.5%，对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贡献率分别为 48.6%、85.2%，占规上工业比

重为 24.0%、52.6%，比上年均提高 1.5 个百分点。分

行业看，电子、医药、汽车、电气、专用设备等先进

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3%、11.0%、14.8%、16.3%

和 6.0%。新能源、新型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

品产量较快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

阳能电池、工业机器人、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智能

手机、服务器产量分别增长 93.2%、23.4%、36.2%、

11.3%、64.6%、49.5% 和 114.3%。全年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

为 40.8%、48.5%，均比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0.1%，对规

上服务业增长贡献率达 62.2%，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增长 14.2%。全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11%。

目前，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已成

为全省三大支柱产业。其中，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汽车、

电子、机械、化工等领域，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且

汽车产业是江苏省的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南京、苏州、

常州等地都有大型汽车生产企业；现代服务业主要包

括金融、物流、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领域，在南京、

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金融业发展较为成熟。高新技术

产业主要涵盖了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

苏州工业园区是全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之一。

同时，江苏外贸出口业务发展迅速，主要出口产品包

括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等。其中，

苏州、南通、南京等城市的外贸出口规模较大。总之，

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高端化的趋势，未

来还将继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升级。

2 天然气储运设施情况

2.1 天然气管网建设情况

江苏省天然气管网较为发达，但分布不均。截至

2021 年底，省内干线和支线管道长度约 3845 公里，

其中，国家级骨干管道占比高达 66%。国家管网集团

拥有管道长度约 2500 余公里，主要为西气东输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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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宁联络线、西二线嘉兴 - 甪直联络线、川气东送、

青宁线。地方燃气企业建设的管道约 1300 余公里，

主要为各城市燃气企业高压接气管道及电厂专用管

线，苏南地区、苏北地区管网建设差距明显。苏南地

区管网长度接近苏北 2 倍，已基本实现“镇镇通”，

未通管道气的 3 个县级行政区划主要位于苏北地区，

为涟水县、阜宁县和射阳县。

2.2 地下储气库建设情况

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在金坛和刘庄有两座储气

库。金坛储气库库容 26.4 亿方，工作气量 17.1 亿方，

现已拥有有效工作气量 6.7 亿方。刘庄储气库库容 4.5

亿方，工作气量 2.5 亿方，现已形成有效工作气量 0.8

亿方。除国家管网的储气库外，中石化金坛储气库、

港华金坛储气库也已形成了一定有效工作气量。

2.3 LNG 接收站建设情况

江苏省已运行 LNG 接收站有 3 座，分别是中石油

如东 LNG 接收站、广汇启东 LNG 接收站和中海油滨

海 LNG 接收站，年接收能力为 650 万吨、300 万吨、

300 万吨。其中，如东 LNG 接收站已建成储罐规模

108 万立方米，启东 LNG 接收站 42 万立方米，滨海

LNG 接收站 88 万立方米。

3 天然气供需情况

江苏省属于能源输入省份，根据区位及经济发展，

省内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天然气需求旺

盛。2015 年 -2020 年天然气消费量持续位居全国首位，

2021 年、2022 年广东省天然气消费量超过江苏，现

位居全国第二。从供应端来看，全省资源主要是由中

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广汇启东等供应商供应。

根据江苏省能源行业协会发布的 2022 年全省油气供

需形势分析及 2023 年形势研判报告：2022 年全省天

然气供应量 307.3 亿立方米（管道气 290.3 亿立方米、

LNG 17.0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2.0%。其中，管道

气供应：中石油 231.9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3.4%，占

总量的 75.5%；中石化 57.1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6.4%，

占总量的 18.6%；中海油 1.3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8.7%，

占总量的 0.4%；LNG 供应：中石油如东、广汇启东、

中海油、中石化及其他 LNG 供应商合计 17.0 亿立方

米，同比下降 39.7%，占总量的 5.5%。从消费端来看，

2022 年全省天然气消费量 307.3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2.0%。按行业领域分，城市燃气天然气用量 190.4 亿

立方米，同比下降 2.8%（其中居民 25.5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1.2%，非居民 164.9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4.3%）；发电行业天然气用量 101.8 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 0.3%；直供工业天然气用量 15.1 亿立方米，同

比下降 7.9%。按地区分，苏南地区天然气用量 225.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6%；苏中地区天然气用量 45.2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0.5%；苏北地区天然气用量 36.4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2.4%。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受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天然气价格高企以及 2022

年第二、第三季度省内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各地

市采取防疫封控措施，对工业及生产企业生产造成影

响，是造成天然气消费负增长的主因，但随着疫情消

散和经济复苏，预计天然气消费将逐步恢复成正增长

态势。

4 天然气终端利用情况

目前，江苏省天然气终端利用包含了城市燃气、

工业、交通等多领域应用。

4.1 城市燃气情况

从城市燃气用户来看，省内各区县均已有成熟的

城市燃气公司运营，已通过管道、CNG/LNG 实现县县

通气。因此，省内城燃市场已高度饱和，基本无空白

区域。燃气企业性质也较为多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港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均有，共计 160 家，其中南京 8 家、

徐州 21 家、淮安 7 家、无锡 4 家、苏州 14 家、南通

14 家、扬州 18 家、连云港 12 家、泰州 14 家、盐城

32 家、宿迁 7 家、常州 4 家、镇江 5 家。华润燃气和

港华燃气在苏南地区占有较大份额，中国燃气和新奥

燃气的经营范围以苏北地区为主，其终端用户主要以

居民、工商业等。

4.2 CNG 情况

目前，全省现有运营 16 座 CNG 母站，总规模

285 万方 / 日，其中，南京 1 座，常州 3 座，无锡 1 座，

苏州 2 座，徐州 2 座，连云港 1 座，宿迁 1 座，淮安 2 座，

扬州 3 座，主要运营商以中石油、新奥燃气和港华燃

气为主；运营 CNG 子站、标准站 148 座，总规模 301

万方 / 日。从数量和规模上看，南京均为最大，CNG

加气站数量共有 33 座，规模 66 万方 / 日。虽然苏南

地区的 CNG 加气站发展较早，在 2018 年已经实现对

出租车公交车的大面积覆盖，但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

车的快速发展，CNG 加气业务萎缩明显，相关场站开

始陆续关停，规模持续缩减。

4.3 LNG 情况

据卓创咨询的统计数据来看，截止 2021 年底江

苏省已建成 LNG 加气站 283 座（含 L-CNG 加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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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约 819 万方 / 日。省内载客 LNG 车约 5900 辆，

载货重卡约 19100 辆，车用 LNG 消费约 8.85 亿方，

整体生产负荷率约 31%。

综上所述，相较于其他省份，江苏省天然气终端

消量及人均消费量均位居全国前列，天然气利用程度

较高。

5 天然气发展前景和政策支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

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基本消除重

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加强土壤污染

源头防控，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

居环境整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

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

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

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些绿色

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能源发展指

明了方向。根据江苏省发改委组织编制的《江苏油气

“十四五” 规划》，预计 2025 年天然气需求量 420 亿方，

其中工业用气 180 亿方，发电用气 150 亿方。比 2022

年消费量增长 36.8%，发展前景依然巨大。由于江苏

省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也相对成熟，

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出

台了《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

相关支持性政策，大力发展工业燃煤锅炉改造，实施

工业领域节能降碳。

这些政策的提出，为今后一个时期天然气行业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虽然国家发改委在 2022 年的

信息发布会中提到：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坚决守住

民生用能底线，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坚持宜电则电、宜

气则气、宜煤则煤，严格落实“以气定改”“先立后破”，

确保群众供暖安全。但是从国家长远环保战略以及落

实《江苏省碳达峰实施方案》要求，大力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

力争实现部分重点行业率先碳达峰。大力推动产业绿

色低碳转型。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

盲目发展。推动重点工业行业包括钢铁、石化化工、

建材等行业碳达峰行动，可进一步增加天然气在能源

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推动天然气在工业、城市供暖、

城市交通等领域进一步应用，如：钢铁、玻璃、陶瓷、

轻纺、石化、冶金等工业领域各类用户，以天然气为

燃料的新建项目，大中型城市中心城区、供气条件好

的工业锅炉、窑炉等燃料天然气置换项目，将为天然

气发展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作为清洁能源，

天然气对替代传统的煤炭等高污染能源具有重要的意

义，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广阔。

在“双碳”政策的大背景下，天然气作为重要的

过渡性清洁能源，需求仍然旺盛，消费总量仍有较

大增长空间，将长期处于战略发展期。“双碳”目

标下，支撑新能源规模化成为天然气利用的重要方

向，天然气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中将

发挥基荷电源、调峰电源和多能融合的作用，气电

融合将是江苏天然气利用的主要方向。终端城燃市

场受监管趋严、利润下滑、安全投入增加以及国家

政策导向影响，企业兼并购步伐随经济恢复将快速

升温。国内多地已经陆续推行实施下游燃气市场“一

城一企”的整合工作，下游燃气企业逐步向集团化、

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6 结语

当前情况下，虽然天然气行业发展现状也存在着

一些问题，如天然气消费增速整体放缓、天然气发展

区域间不平衡问题仍较显著、天然气消费量的快速增

长与储气调峰能力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凸显等问题的出

现，对天然气产业链的健康、平稳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随着国家就深入推进能源体系改革、确保能源安全、

实现碳达峰碳、碳中和目标等工作作出一系列具体安

排部署后，相信各级政府将与油气企业共同努力，加

快构建“有序竞争、高效保供”的天然气市场体系，

为天然气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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