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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东省供气资源

1.1 按供应商分类

目前，山东省资源供应商主要为三大油，省内利

用的天然气资源主要来自中石化的青岛 LNG 接收站、

胜利油田、天津 LNG 接收站，中石油的长庆气田、牙

哈气田、克拉 2 气田，塔里木气区吉拉克凝析气田、

中亚进口气、俄罗斯进口气等，中海油的渤南气田、

渤中 19-6 特大凝析油气田等。
表 1 山东省域气源构成

1 中石化
青岛 LNG 接收站、胜利油田、天津 LNG 接收

站等

2 中石油
长庆气田、牙哈气田、克拉 2 气田，塔里木气区
吉拉克凝析气田、中亚进口气、俄罗斯进口气等

3 中海油 渤南气田、渤中 19-6 特大凝析油气田等

1.2 按资源产地分类

山东省天然气按资源产地分类可以分为国内自产

气、陆上进口管道气、进口 LNG、陆上液厂 LNG，其

中自产气主要源自胜利油田和渤南、渤中气田，管道

气来源于中俄东线俄气和冀宁线中亚气，进口 LNG 主

要由天津 LNG 接收站、青岛 LNG 接收站、国网天津

LNG 接收站进行供应。以 2022 年为例，山东省天然

气供应量为 234 亿方（三大油供应 215.1 亿方、其他

供应 18.9 亿方），其中国内自产气为 117.6 亿方，占

比 50.3%；陆上进口管道气为 7.5 亿方占比 3.2%；进

口 LNG 资源为 90 亿方，占比 38.5%；陆上液厂 LNG

资源 18.9 亿方，占比 8.1%。

2 供气路径分析

目前，山东省已建省级干线、支线管道超过 7000

公里，其中国家管网与其他主体约各占一半。省内主

要干线管道为中俄东线、南干线、东干线南段、冀宁线、

安济线、天津 LNG 外输管道、济青二线、泰青威管道、

济青一线、山东 LNG 干线、青宁线、榆济线。省域内

主要通过 3 条供气通道来实现天然气资源的输送，用

以满足山东省实际用气需求。

2.1 供气通道

以泰青威和济青双线为主，打造输气内环。中石

油主要通过沧淄线、冀宁线、中俄东线和平泰线连接

省域输气内环管网实现供气，2022 年中石油对山东省

供气 97.3 亿方（占比 41.6%），其中沧淄线 3 亿方、

平泰线 34.7 亿方、中俄东线加冀宁线 59.6 亿方；中

石化则是通过天津和青岛 LNG 外输管道、榆济线和

安济线、中开线与泰青威以及济青二线相连通来对山

东省域进行供气，2022 年中石化对山东省供气 106.2

亿方（占比 45.4%），其中天津 LNG 外输加槽车运输

35.8 亿方、青岛 LNG 接收站 50.2 亿方、榆济线加安

济线 11 亿方、中开线 1.2 亿方、其余 8 亿方为胜利油

田供应。

2.2 供气通道

省域内第二条供气通道气源来自中海油渤南气田

和渤中 19-6 气田，其中渤南气田天然气主要由烟台

市中世管道外输，而渤中 19-6 凝析油气田资源则由

滨州登陆进入北海首站，通过中海油渤中滨州外输管

道，从银高阀室连接国网天津 LNG 专线向南联通至

济青二线供应山东中部地区，2024 年滨州终端外输

气量计划从 4 月 130 万方 / 天逐月增加日输气量至 12

月 290 万方 / 天，年底预计共输送海气约 5.7 亿方。

2022 年中海油山东省域供气 11.6 亿方（占比 5%），

其中渤南气田 6.6 亿方、国网天津 LNG 槽车运输 4 亿

方、管道代输 1 亿方。从省域内供应天然气资源情况

综合来看，2022 年三大油在山东省天然气供应总量达

215.1 亿方，其中中石化占比 45.4%（106.2 亿方）最高，

中石油占比 41.6%（97.3 亿方）次之，中海油占比 5%

（11.6 亿方）最低，其他供应（管道供应＋液态供应）

占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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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供气通道

第三条供气通道以省域天然气环网干线为主打造

输气外环。①从输气外环上行来看，山东管网北干线

建成后，国网天津 LNG 接收站和烟台西港区 LNG 接

收站均可通过各自 LNG 外输管道连接北干线来实现天

然气资源输送；②从输气外环下行来看，未来中石化

龙口 LNG 资源可就地供应东干线沿线市场，富裕资源

再通过山东管网东干线和南干线注入文 23 储气库或

向下通过青宁线南至川气东送管道进行跨省外输。此

外山东省在加快省域天然气外环管网建设的同时，同

步推进输气支线和省内联络线建设，加强互联互通，

逐步实现东部沿海 LNG 资源外输。

3 销售政策分析

3.1 中石油管道气近年销售政策

2022 年中石油的管道气政策方案按照非采暖季

（每年 4-10 月）和采暖季（每年 11 月 - 次年 3 月）

进行划分，非采暖季有管制气和非管制气两类，管制

气又分为居民和非居两种，非管制气分为三档（非管

制气资源多数按第三档价格实施）；采暖季实行均衡

一、均衡二及调峰气三类，其中均衡二和调峰气分三

档。用户存量核定标准上，2022 年采暖季存量气核定

标准为原则上不低于该用户上一年同期实际用气量的

90% 进行配置，2023 年采暖季与非采暖季则是按上一

年同期实际用气量 100% 进行配置。

今年 3 月 15 日，中石油出台了 2024-2025 年管

道气销售政策方案，对比上一合同年，主要变化有 : ①

取消居民气量标签，合并管制气中“居民气量”和“非

居民气量”，统称为管制气量，非管制气取消均衡量

的区分；②非采暖季管制气量由 70% 调整至 65%，

非管制气由 30% 调整至 35%; 采暖季管制气与非管制

气比例 55:45 不变 ; 三是非管制气中的浮动价格气量

由挂钩 JKM 改为与“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发布的

中国 LNG 综合进口到岸价格指数”相联动。

3.2 中石化管道气近年销售政策

中石化的管道气定价方案和中石油类似，按照淡

旺季用气需求制定不同价格，中石化的管道气定价方

案中分为合同量和额外量两种，合同量分为基础量（包

括居民非居民）、定价量、顺价量三类。2022 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的基础量及定价量核定标准按照 2021

年（基础量＋定价量）的 90% 签订，合同内资源配置

上基础量与定价量的比例为 8:2，而 2023 年 4 月至次

年 3 月则是按照 2022 年基础量和定价量总和的 90%

签订，其中基础量占比 70%，定价量占比 30%。

与上一合同年中石化销售政策相比较，其主要不

同之处为 : ①增加政府指导价气量比例及气价；②调

低基础量比例；③调高定价增量比例，定价增量气价

与 Brent 国际原油长协价格联动；④顺价增量参照上

海交易中心发布的中国进口现货 LNG 到岸价格指数，

按与其挂钩的送到价公式执行。此外，中石化还推

出中长期合同，合同期为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合同价格暂按中石化进口长协资源占比

60%、中石化自产资源占比 40% 配比，与布伦特油价

挂钩的送到价公式执行。

4 销售政策变动分析

4.1 中石油管道气价格影响

第一居民与非居民并轨导致居民用气在下游消费

结构中占比大的城燃企业采购成本上升。居民气量与

非居民气量并轨，管制气价格统一上浮 18.5%，在去

年定价方案中，管制气中居民用气上浮 15%，非居民

用气上浮 20%，新方案价阶合并后，居民用气在下游

消费结构中占比较大的城燃公司的气源采购成本将会

有所上升。同时在定价方面，非管制气价格在门站基

础上上浮 70%，较去年降低了 10%。非管制气占比的

提升体现了近年来国内非管制气供应增幅较大对资源

池整体价格的影响；从价格水平变化来看，在不考虑

3% 的浮动价格气量的基础上，居民气价淡旺季同比

均上涨 3.5%。非居民气价淡旺季同比下降约 1.5%。

由于价阶比例和居民并轨的调整，最终合同价格的涨

跌与城燃企业的用气结构关联较大。

第二，非管制气浮动气量价格挂靠国内 LNG 进口

到岸价格指数利于天然气价格链传导。今年浮动价格

气量比例同比持稳，气价调整为与上海石油天然气交

易中心发布的月度中国进口现货 LNG 到岸均价联动，

体现了中石油对国内天然气价格指数的关注度的进一

步增加，同时可以更为准确、真实地反映国内进口

LNG 价格成本，也利于国内天然气价格链的顺畅传导。

第三，管道气合同量淡旺季价差较往年收窄，储

备调峰气源旺季调峰销售压力可能增大。2024-2025

年新政策管制气与非管制气在采暖季与非采暖季价格

分别统一上浮 18.5% 和 70%，因此管道气合同量淡旺

季价差较往年（2022-2023 年）收窄，储备调峰气源

旺季调峰销售压力可能会增大；此外，城燃企业与其

他直供大用户气价统一，城燃企业气源价格优势减弱，

或推动管道气大用户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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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石化和中海油管道气价格影响

4.2.1 中石化管道气价格影响

对比中石化近两年管道气合同量价格变化来看，

浮动部分气价在国际油价及 LNG 现货价格均有下行预

期下，同比或下滑；固定部分气价，多数地区同比降

5% 左右。目前中石化已推出 2024-2025 年管道气年

度合同方案，分别为年度结构合同、一口价合同及三

年长期合同。其中，三年长期合同价格根据进口与国

产资源配比构成，进口资源价格挂靠中石化进口长协

定价，国产资源根据基准门站价格上浮定价；年度结

构合同 2022 年以及 2023 年山东地区分别执行 8:2 和

7:3 的合同量配比（基础量：定价量），2024 年山东

地区则是按新政策执行 3:2:4:1（政府指导价气量：基

础量：定价量：顺加量）的合同量配比。结合浮动和

固定部分气价情况，加之受政府指导价气量的新增以

及其气价 18% 同比往年基础量气价降低等多重因素叠

加影响，合同综合价格将同比走低。

4.2.2 中海油管道气价格影响

中海油则是电厂价格与 JKM 同步联动。例如，在

中海油 2024 年华南地区夏季合同价格方案中，电厂

价格均按热值 0.0385 吉焦 / 方折算至体积计价估算，

当 JKM 价格 8.05-10.05 美元 / 百万英热之间，电厂到

厂价折约 2.99 元 / 方、城燃 3 元 / 方；当 JKM 价格高

于 10.05 美元 / 百万英热，电厂到厂价上浮 5% 折约 3.14

元 / 方、城燃 3.15 元 / 方；当 JKM 价格低于 8.05 美元

/ 百万英热，电厂到厂价下浮 5% 折约 2.84 元 / 方、城

燃 2.85 元 / 方。

4.3 综合影响分析

第一，中石油定价政策有利于管道气市场化推进，

中石化不同合同类别为下游用气企业提供更多选择空

间。综合三大油管道气政策来看，中石油管道气价格

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逐步完善，上游定价政策更利于

管道气市场化推进。而中石化年度、一口价、长期三

类合同的推出，则是更利于下游企业自由选择合适自

身情况的合同，可单独签订常规年度合同，或与长期

合同并签。中海油南方电厂板块定价与 JKM 现货价格

密切联动，且有相当一部分资源以液态形式对外销售，

气态政策相对较少，目前暂未出台各地区管道气政策。

第二，国内管道气市场三大油与各资源方同步竞

争，合同内气量同比可能稳中有增，合同外增量价格或

同比降低。随着国家管网“X+1+X”政策的逐步推进，

三大油之间与其他资源方同步竞争的天然气市场化格局

愈发清晰，国内管道气市场已有趋向市场化发展的势头，

第三方企业管道气贸易在国内 LNG 接收站、主干管网

等基础设施开放利好下，快速发展。预计三大油 2024-

2025 合同年管道气合同量同比可能稳中有增，绝大部

分管道气存量市场仍将依赖于三大油供应，而管道气合

同量外增量市场预计竞争激烈，价格同比或明显下降。

第三，中石油和中石化部分气价与中国 LNG 进口

到岸价联动， 利于价值链传导及中国天然气价格指数

形成。三大油新销售政策中，中石油非管制气浮动气

量价格由去年与 JKM 联动改为与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

中心月度中国 LNG 进口到岸价联动，浮动气量价格挂

靠指数的调整更能真实地反映国内进口 LNG 的价格成

本，也利于天然气价格链的顺畅传导；中石化去年顺

价量与 JKM 联动、定价量联动进口资源综合成本，今

年顺价量改为参照中国 LNG 进口到岸价（与中石油非

管制气浮动气量价格挂靠指数一致），定价量与 Brent

长协联动；中海油则是电厂价格与 JKM 同步联动。综

合来看，中石化和中石油管道气定价从与国际市场原

油、天然气价格联动在逐步向能够实际体现国内 LNG

现货成本的上海交易中心指数进行转变，这也为未来

建立反映国内供需关系的中国价格指数打下基础。

第四，国内天然气市场正在从供不应求向供过于

求的局面逐步过渡，供过于求或将导致气价降低。从

2017 年起大规模推进“煤改气”到 2018 年其效应持

续释放使天然气需求短期内快速增加，再到 2019 年

其推行力度放缓，供不应求的市场矛盾有所缓解，此

后三年天然气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2022 年，受地缘

冲突影响国内天然气供应再现局部缺口，随着 2023

年市场回归常态化，从天然气供需数据来看（供需量

分别约 3900 亿和 3700 亿左右），去年国内天然气资

源偏充裕且处于供略过于求的市场状态。2024 年一

季度以来，国内管道气资源较为充裕，部分城市燃气

出现月内气量未完全消化的现象，导致管道气现货价

格呈现下滑走势。此外，LNG 市场也缺乏有效支撑使

之价格不断下探，但消费市场并未出现较大反应。这

些都表明上游供应资源对下游消费市场的覆盖过于充

足，加之上游竞争加剧和下游复苏乏力等叠加因素影

响，导致国内天然气市场逐步向买方市场过渡，供过

于求或将导致气价向走低趋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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