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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生产组织运行方式的探索与启示
—— 以川渝气区为例

钱治家　唐宗文　刘  巍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  

摘　要　加快天然气产业发展，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是我国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的

必由之路。当前，我国的油气企业在迎来天然气产业大发展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探索高效的生产

组织运行方式已迫在眉睫。为此，以具有天然气上中下游完整产业链的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为例，总结了天然气生产组织运行

方式的经验 ：①持续做好资源配置管理 ；②积极拓展天然气利用新空间 ；③推行产运储销一体化运行模式 ；④做到生产组织与经营

效益紧密结合。进而结合川渝气区天然气市场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做好天然气生产组织运行的建议 ：①资源准备充足、管网布局先

行是生产组织运行的基础条件 ；②产运储销一体化管理是生产组织运行的突出优势 ；③争取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是生产组织运行的

有效保障 ；④合作共赢的理念是市场化环境下生产组织运行所应遵循的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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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peed up natural ga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gas in the primary energy mix is the only 

access to the rapid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low-carbon, safe and high-efficiency energy system in China. At present, oil and gas op-

erators are facing up with suc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it is imminent to explore highly efficient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modes. In view of this, a case study was made in the PetroChina Gas & Oil Field Company with the integrated up, middle and 

down streams of natural gas industry and the following experiences were summarized: ongoing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ac-

tive expansion of natural gas utilization space; practicing an integrated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storage and marketing mode; and joint 

conne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On this basi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natural gas 

market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gas provinces, proposals were presented as follows: (1) Plenty resources and pipe grids layout first 

should be the basic condition; (2) An integrated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storage and marketing mode should be an outstanding advan-

tage; (3) Winning over government support policies should be an effective guarantee; and (4) Win-win cooperation should be a fundamen-

tum under a mark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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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的低碳能源，

是我国能源供应清洁化的最现实选择。加快天然气产

业发展，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是

我国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2016 年底发布的《天然

气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国内天然气产

量要从“十二五”末的 1 350×108 m3 提高到“十三五”

末的 2 070×108 m3，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

的比例从“十二五”末的 5.9% 提高到“十三五”末

的 8.3% ～ 10%[1]，重点要加强勘探开发，增加国内

资源供给，培育天然气市场并促进高效利用。2017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石

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完善并有

序地放开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改革油气管网运营体

制、深化下游竞争性环节改革、改革油气产品定价

机制等 8 个方面的重点改革任务 [2]。国内的油气企业

迎来了天然气产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

着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的挑战，探索高效的生产组织

运行方式迫在眉睫。为此，笔者以具有天然气上中

下游一体化完整产业链的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

（以下简称西南油气田）为例，总结了天然气生产组

织运行方式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天然气产业改革中

油气企业的管理运行提供参考。

1　川渝气区天然气产业发展现状

1.1　川渝气区天然气资源丰富、具备大幅增储上产

基础

川渝气区是我国最早进行天然气规模勘探开发

的气区，2009 年以前一直是国内最大的产气区。气

区内从事天然气勘探开发的主要是中石油和中石化

两家国有石油公司。近年来，随着勘探认识的不断

深化和工程技术的持续进步，川渝气区天然气储量

和产量快速增长，2005 年以来陆续发现储量超过

1 000×108 m3 的大型、特大型气田达 9 个，气区

天然气产量 2010 年突破 200×108 m3，2015 年超过

300×108 m3。根据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的规划，

到“十三五”末，气区总产量将达到 550×108 m3/a，
川渝气区有望再次成为中国最大的产气区 [3]。

1.2　川渝气区天然气市场成熟、发展潜力大，市场

竞争激烈

川渝气区有目前国内最完整的天然气产业链和

最成熟的天然气市场 [4]，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总

量中占比超过 13%[5-7]，远高于全国 5.9% 的平均水

平，但同世界 24% 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2016 年，西南油气田在川渝气区天然气销售量超过

200×108 m3，市场份额占比超过 75%，保持市场主

导地位。《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大

气污染治理气化工程、分布式能源工程、交通领域

气化工程将是川渝地区今后天然气利用的主要发展

方向。近年来，区内天然气市场资源供应商除了传

统的中石油、中石化之外，以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

限公司为代表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的混合所有

制企业也开始涉足该领域。区内天然气市场格局已

由以往的两家竞争向多元竞争转变，同时，竞争的

领域已从新增市场扩展到现有存量市场，天然气下

游市场公平开放竞争亦然显现。

2　天然气生产组织运行方式的探索

2.1　持续做好资源配置管理

持续稳定的天然气保供能力是市场开发的基础，

更是天然气供应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川渝气区

天然气勘探开发和市场开拓的引领者，西南油气田

承担着区域资源市场协调发展的责任，在生产组织

运行过程中核心工作就是做好资源的储备，以雄厚

的资源基础满足市场需求。

2.1.1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积极破除资源瓶颈

西南油气田通过实施勘探开发一体化，突出科

技攻关和技术创新，在常规、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

发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进一步加厚了资源基础。

在资源勘探方面，西南油气田发现了以安岳气田磨溪

区块龙王庙组气藏为代表的大型气藏，并在此基础

上通过评价勘探和甩开预探相结合，在四川盆地下

二叠统和震旦系—下古生界两大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在四川盆地上古生界勘探取得重要进展 [3] 后，西南

油气田通过川中地区多层系滚动勘探开发工程、川

西北地区深层海相碳酸盐岩气藏勘探开发示范工程、

川东地区寒武系盐下大型构造气藏探索与发现工程、

蜀南地区页岩气规模效益开发工程、川东北高含硫

气田合作开发工程等增储上产工程，为 2020 年建成

产能 300×108 m3、2030 年产气量 500×108 m3 的目

标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在气田开发方面，西南

油气田按照“三高”目标（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

高效建成了安岳气田磨溪区块龙王庙组气藏特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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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田 [8]，44 口生产井配套年产能 110×108 m3，实现

了气田开发少井高效；按照安全生产、清洁生产的要

求，实现了川东北高含硫项目罗家寨气田 30×108 m3

年产能的顺利投产；页岩气开发在历经引进、消化、

吸收、创新等一系列变化，突破了关键技术瓶颈，掌

握了 3 500 m 以浅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系列 [9-11]，长

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已建成 25×108 m3 年

产能，实现了规模建产、效益开发，具备了年产气

量 100×108 m3 并稳产 15 年的资源基础。

2.1.2　以效益为导向，统筹区域内外部资源配置

西南油气田现有自产气、威远—长宁区块页岩

气、对外合作项目购销气、中石化购进气、浙江油

田昭通页岩气购进气以及中贵线下载气等六大资源。

在生产组织运行中，西南油气田按照生产管理一盘棋

的思路和以效益优先、效率优先为原则，全力保障

页岩气生产，合理安排对外合作项目生产，按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的指令

接收中贵线下载气，按区域保供需求购进中石化气

源，在此基础上根据产销平衡提高公司自产气中生

产成本较低的安岳气田磨溪区块龙王庙组气藏产量，

有效提升了生产经营效益。

2.1.3　以互联互通为手段，应急调峰保障体系日趋

完善

西南油气田通过建设川渝管网与中石油大管网、

中石化管道互联互通工程，积极推进地下储气库建

设，应急保障和季节调峰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川渝

管网同中石油大管网互联互通点已有 7 个，同中石

化管道联络点已有 5 个，建设的西南地区首座地下

储气库 —— 相国寺储气库 [12] 已具备季节调峰采气

1 400×104 m3/d、应急采气 2 000×104 m3/d 的能力，

形成了不同资源间的互联互保格局。2016 年 7 月 21
日，西气东输二线中卫线下游管道因第三方施工被

迫停输，西南油气田应急协同，紧急接收中贵线下载

气 800×104 m3/d，有力地保障了中石油中亚进口气

的平稳接受，同时通过临时增供忠武线 400×104 m3/
d，有效弥补了华东和华南地区资源缺口。

2.2　积极拓展天然气利用新空间

尽管西南油气田在川渝气区天然气市场居主导

地位，但在区域业内竞争对手实力不断增强和竞争

对手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确保市场主导地位，西

南油气田在稳定存量市场的基础上，重点在 3 个领

域做好了增量市场开发。

2.2.1　以煤改气为主的大气污染治理工程

近年来，为减少大气污染，各级政府大力推进

天然气替代燃煤锅炉、工业窑炉、燃煤设施用煤的

工作。西南油气田积极响应四川省“建设美丽四川”

和重庆市“蓝天行动”的倡议，对“煤改气”工作进

行了专项研究，通过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深入市

场调研，编制专项规划，主动对接政府、客户，实

施优惠政策等多项措施，积极有效地发展了“煤改气”

和“二次煤改气”的客户。以乐山夹江县“煤改气”

工程为例，自 2016 年下半年启动以来，成效明显，

至 2017 年 5 月煤改气后天然气需求量已达 180×104 
m3/d，到 2017 年年底有望突破 200×104 m3/d。

2.2.2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作为能源高效利用项目，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属

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天然气利用领域。当前川渝地区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方兴未艾。针对分布式

能源用气规模大、供气压力要求高的特点，西南油

气田充分发挥自身在资源和管道上的优势，积极主

动进入该领域。目前，西南油气田已落实的分布式

能源项目已达 19 个，其中已建成投运的有 5 个，年

天然气需求量 8×108 m3 ；正在建设的 4 个，年天然

气需求量 3×108 m3 ；达成供气协议的 10 个，年天然

气利用规模 12.1×108 m3。

2.2.3　交通领域气化工程

《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积极支持天然气

汽车发展，特别是以 LNG 为燃料的运输车辆和运输

船舶。川渝地区作为天然气汽车利用最为广泛的区

域，市场潜力大。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物流配送车、

载货汽车、城市公交车将是川渝地区交通领域气化的

重点对象。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目前川渝地

区 LNG 市场发展总体较为缓慢。西南油气田通过积

极研究 LNG 市场及相关政策 [13]，主动与川渝地方政

府接洽，向政府建议出台扩大 LNG 下游市场的支持、

鼓励性政策，正逐步激活 LNG 产业链。目前，西南

油气田已发展 LNG 建设项目 6 个，天然气需求量达

700×104 m3/d，其中正建项目 2 个，年天然气需求量

5×108 m3，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4 个，年天然气需求

量 18.7×108 m3。

2.3　推行产运储销一体化运行模式

在川渝气区，西南油气田坚持和发展产运储销

一体化运行，着力发挥管网保供优势和推进营销新

策略，及时应对市场变化，天然气产运储销一体化

运行优势突出，实现了产运储销高效运行，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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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效益整体提升。

2.3.1　创新营销理念和管理方式

西南油气田在经营中结合川渝地区天然气供需

形势创新了营销思路和工作方法：①确定了“以效

定销、以销定产、稳固份额、创造需求、引领市场”

的工作思路，探索了团队营销的新做法：创新了“四

个一”（一周一信息、一月一对接、一季一回访、一

年一评估）的营销工作模式和“客户经理”负责制；

践行了“三不”（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量小而不为、

不以利小而不为）营销工作理念，有效提升了客户

忠诚度。②在精细营销管理上，按照“搞准一年、滚

动三年、规划五年”的理念做好了年度产销计划和五

年产销规划的编制；在市场开发中，按照“关注一批、

规划一批、成熟一批、发展一批”的思路提前做好

了谋划。③在业内竞争中，有效实施了市场竞合策略，

以“产业引导，地企互动，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

好地企关系，以“大有合作，小有竞争”的工作模式，

处理好与业内竞争对手的关系，以“抱团取暖，平

等互利，共谋发展”的思路处理好供用关系。

2.3.2　主动发挥季节性调峰作用

在季节性调峰方面，西南油气田严格执行集团

公司的生产调度指令，夏季限产促销，冬季限销保

供。2016 年夏季，为解决照付不议进口气的使用问题，

西南油气田按集团公司的统一要求，共计压减产量

8×108 m3 ；进入冬季高峰用气期后，主动控销工业

用气 500×104 m3/d。同时，在冬季保供期间，相国

寺储气库满负荷采气并全采全交，有力地保障了重

要区域的冬季天然气供应。

2.4　做到生产组织与经营效益紧密结合

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常的核心

战略目标，也是发展的基石。为实现这一目标，西

南油气田始终将开源节流、降本增效贯穿生产组织

运行的全过程。

2.4.1　按效排产

在持续做好气田开发效益评价的基础上，西南

油气田在日常生产组织中严格按照气田开发效益排

序，优先安排高效气田生产。2016 年安岳气田磨溪

区块龙王庙组气藏生产天然气 85.6×108 m3，占西南

油气田总产量的 40% 以上，单位操作成本和单位完

全成本实现了双降。

2.4.2　以效定销

根据国家关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市场化

改革的要求，西南油气田在对自身生产经营效益进行

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了对工业天然气客户执行天然气

销售淡旺季差异化价格政策的尝试，并取得了成效。

2016 年天然气销售淡季实行定向促销，实现增销天

然气 6×108 m3，增效 8.2 亿元；旺季天然气价格上浮，

增效 6.4 亿元。

2.4.3　优化结构

按照效益不达标不纳入投资计划的原则，西南

油气田终止、缓建工程 25 项，减少投资需求 4.5 亿元。

通过加强生产成本写实和单井效益评价，近 3 年关

闭无效气井 285 口，关停了低效高耗的净炼化厂 3 座，

累计关停净化、增压、脱水装置 16 套（座），每年

减少燃料气消耗 3 200×104 m3，节约装置运行成本

1 470 万元。同时，伴随数字化、自动化系统在生产

一线的大量应用，老区减少井站操作员工效果显著。

3　天然气生产组织运行的建议

川渝地区天然气供求形势和格局经历了多次逆

转和变化，西南油气田在生产过程不断探索，积极

调整，较好地适应了市场发展要求。笔者结合西南

油气田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做好天然气生产组织运

行的几点建议。

3.1　资源准备充足、管网布局先行是生产组织运行

的基础条件

目前，国内天然气市场处于低水平供应量过剩

阶段。其主要原因包括天然气产业利用政策滞后，国

内管网、调峰设施不完善等。因此，在生产组织运

行过程中，需要在两个方面提前布局：①要进一步

加大对上游业务的投入，实施创新驱动，实现更多

勘探发现，提供更多优质资源；②要遵循“市场开发、

管道先行”的原则，进一步加快管网布局，增强保

供和应急调峰能力，尤其在竞争区域，要利用已有

管网的优势，主动加快互联互通。

3.2　产运储销一体化管理是生产组织运行的突出优势

从西南油气田生产组织运行经验来看，天然气

产运储销一体化的运行模式优势突出，有利于在生

产组织运行全过程中统筹考虑资源配置、管网布局、

市场开发、竞争应对。一本账的系统谋划、一体化

的整体设计，可以助推天然气价值链各环节业务的

均衡发展，也为实现企业增储上产、扩销增效提供

了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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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争取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是生产组织运行的有

效保障

天然气要成为新能源体系中的主体能源，离不

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油气企业要大力宣传天

然气绿色低碳的特性，主动参与到各级政府部门的

天然气技术交流、标准制订、规划设计、政策设定、

行业协会、专业论坛等工作中，配合引导政府出台

城镇燃气、燃气发电、工业燃料、交通燃料升级等

方面的支持政策。在日常生产组织运行中，油气企

业应积极争取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扩大天然气利

用市场，推动天然气上中下游协同发展。

3.4　合作共赢的理念是市场化环境下生产组织运行

所应遵循的法则

随着我国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深化，天然气

上游环节将逐步形成以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为主导、多

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的勘探开发体系，天然气管道

将实现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天然气配售环

节将会面临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投资主体多元化、

利益格局多元化，共享多赢将成为市场开发、合资合

作的重要原则。油气企业在生产组织运行过程中要

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合作共赢的理念，尤其要加强

企业间的战略合作，实现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合

作开发产业市场，才能实现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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