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23年中国煤层气开发行业运营态势及投资
前景预测报告

报告大纲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homepage}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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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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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1我国煤层气资源量

我国是煤炭资源大国，煤层气资源也十分丰富，约占世界总量的14%。据国土资源部
煤层气资源评价结果，全国42个主要含气盆地埋深2000m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为36.81×1
012m3，与国内目前常规天然气的资源量38.04×1012m3基本相当。其中，1500m以浅煤层
气可采资源量为10.87×1012m3。

按区域划分，我国埋深2000m以浅煤层气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占总资源量的8
4.4%）。其中，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赋存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分别
占全国煤层气地质资源总量的56.3%、28.1%、14.3%、1.3%。

按埋藏深度划分，1000m以浅、1000m~1500m和1500m~2000m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分别占全国煤层气资源总量的38.8%、28.8%和32.4%。全国大于5000×108m3的含煤层
气盆地共有14个，其中含气量在5000×108m3~10000×108m3的有川南黔北、豫西、川渝、
三塘湖、徐淮等5个盆地，含气量大于10000×108m3的盆地有9个：依次为鄂尔多斯、沁水
、准格尔、滇黔贵、吐哈、二连、塔里木、海拉尔、伊梨盆地，9个主要盆地煤层气资源量
合计为29.9×1012m3，占全国煤层气资源量的81%。

        2我国煤层气开发与利用现状

        2.1煤层气开发现状

“十二五”期间，在国家支持和新技术的研发作用下，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迅速，煤层气
钻井数、储量、产量稳步增长。2010年全国煤层气钻井总数5426口，2011年和2012年每年
新钻煤层气井最高达到3145口和3976口，整个“十二五”期间新增煤层气钻井数量11300余口
。

“十二五”期间，在国家支持和新技术的研发作用下，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迅速。截止20
15年，全国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6292.69×108m3，整个“十二五”期间新增探明地质
储量3504.89×108m3，对比“十二五”规划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0000×108m3，完成率仅为35
%。2015年煤层气年产量增加到180×108m3，对比“十二五”规划产量目标300×108m3，完
成规划目标的60%；其中，地面产量44×108m3，仅为规划目标的27.5%；煤矿井下抽采量1
36×108m3，完成规划目标的97%，主要集中在山西、贵州、安徽和河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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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国煤层气历年抽采量统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我国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个上千亿立方米煤层气产业发展基地已基本建成

。“十二五”规划要求沁水和鄂东两大煤层气产业基地，前者产能130×108m3，产量104×108
m3，实际完成产能建设65×108m3，产量30.7×108m3；要求后者产能57×108m3，产量50
×108m3，实际完成产能建设25×108m3，产量9.9×108m3。同时，国内煤层气勘探开发逐
步由华北向西北和西南地区发展，从高阶煤向中低阶煤扩展。不仅成功开发了以保德区块为
代表的中煤阶和以延川南为代表的深层煤层气资源，而且以二连盆地吉尔格朗图地区和准噶
尔盆地南缘后峡区块为代表的低煤阶煤层气勘探成效也十分显著。

        2.2煤层气利用现状

由于我国煤层气抽采量逐年递增，但煤层气利用量增长速度却跟不上抽采量增长速度
，导致煤层气平均利用率一直较低，尤其是煤层气井下抽采利用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对比
“十二五”规划，要求地面煤层气产量利用率达到100%，井下抽采利用率60%以上的目标，
实际地面煤层气利用率一直保持在85%以上的较高水平，而井下抽采煤层气利用率仍较低，
平均只有32.6%。2015年，煤层气地面利用量38×108m3，井下利用量48×108m3，利用率
分别为86.4%和35.3%，相比2010年提高了6.4%和3.7%，但均远未达到“十二五”规划目标要
求。

图：我国煤层气历年抽采与利用量统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3我国煤层气产业的发展方向

由于受到我国煤层气地质条件、政府政策、科技水平、技术装备、经济投入、国际油
价以及我国煤层气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导致“十二五”期间，尤其是2012年后，我国
煤层气产业投资以及煤层气产量增幅减小，远未完成规划的煤层气产业目标。针对我国目前
煤层气勘探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明确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方向。

        （1）加强煤层气地质研究，健全煤层气基础理论。

地质因素，尤其是构造、储层参数、煤体结构以及水文条件等是影响煤层气产能的主
控因素，很多地区煤层气开发效果不好，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地质研究不完善，煤层气开发地
质条件认识不清楚，缺乏对有利区的优选。因此，应该加强煤层气地质研究，完善煤层气地
质评价和煤层气资源富集规律等基础理论研究，通过二维、三维精细化地震勘查、测井分析
、储层参数测试、煤体结构分析以及含水性分析等地质研究方法，充分认识煤层气开发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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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2）立足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煤层气科技保障能力。我国煤田地质构造复杂，
煤层气储层特征差异性大，针对不同盆地、不同地区、不同煤储层特征，煤层气开发技术适
应性差别较大。目前，针对我国中低阶煤层、碎软低渗煤层、云贵多层低渗煤层以及深部煤
系地层的煤层气开发技术，从理论和技术方面都存在许多关键性难题。因此，要立足科技创
新和技术进步，加强煤层气勘探开发基础理论、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设）备研究。形成
针对中国资源特色的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3）开拓煤层气产业基地建设，支持示范工程和先导性试验。我国已初步建成沁水和
鄂东两大煤层气产业基地。新的煤层气规划要求逐步开拓贵州毕水兴、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
等新的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并且在内蒙、四川等地建设煤层气开发试验区。同时，应根据我
国不同地区煤层气资源特点，分高、中、低，井上、井下等不同类型，加快煤层气示范工程
建设，开展资源保障与前瞻性技术研发和先导性试验。

（4）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煤层气体制改革。政策的扶持和税收政策的补贴是在煤
层气产业发展初期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重视煤层气产业发展，适度增加财
政补贴，吸引和激励社会投资煤层气开发的积极性，提升煤层气开发企业的竞争力。同时，
应不断促进煤层气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煤层气开发利用管理监督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制定严格的煤层气勘探开发标准。坚持国家统一规划、总体开发，从而实现我国煤层
气产业健康发展。

        4小结

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和发展，目前仍处于商业开发的起步阶段。与
此同时，“十二五”期间，我国煤层气探明储量的快速增加以及沁水和鄂东等产业基地的建设
，表明了我国煤层气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无论从节约能源资源、调整能源结构、保障煤矿安
全、促进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等任何意义上，都应坚持把煤层气产业发展提到能源发展
的战略地位，提到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的优先地位。

在此基础上，“十三五”提出了“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4200×108m3，煤层气产量达到
240×108m3，其中地面抽采100×108m3，利用率90%以上，煤矿井下抽采140×108m3，利
用率50%以上”新的煤层气产业发展目标。因此，针对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现状，应在加大
煤层气国家政策扶持力度的基础上，强化针对我国煤层气开发利用特征的基础理论、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装（设）备的研究，促进煤层气的体制改革，实现煤层气产业更加健康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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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煤层气开发行业运营态势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
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
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
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
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
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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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钻进技术适应性分析
（2）主要取心技术适应性分析
（3）主要完井技术适应性分析
（4）主要固井技术适应性分析
4.2.3主要煤层气钻探技术发展趋势
4.3煤层气开采技术分析
4.3.1煤层气开采技术现状
（1）排水采气工艺现状
（2）羽状水平井开采现状
4.3.2煤层气开采技术应用情况
（1）排水采气应用情况分析
（2）定向羽状水平井技术应用分析
4.3.3煤层气开采技术发展趋势
（1）排水采气技术发展趋势展望
（2）羽状分支水平井发展趋势展望
4.3.4煤层气采出水处理
4.4煤层气增产技术分析
4.4.1煤层气增产技术现状分析
4.4.2主要增产技术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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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层气压裂技术应用分析
（2）煤层气注气技术应用分析
（3）煤层气多分支井技术应用分析
4.4.3主要增产技术发展方向
4.5煤层气储集区开发方案设计
4.5.1适宜的煤层气开发技术
（1）钻井技术
（2）排采技术
（3）增产技术
4.5.2煤层气产能预测

第五章：中国煤层气开发现状分析
5.1煤层气开发现状分析
5.1.1地面开采现状及规划
（1）煤层气钻井规模
（2）煤层气地面开采规模
（3）煤层气地面开采项目
（4）煤层气地面开采规划
5.1.2井下抽采现状及规划
（1）煤层气井下抽采规模
（2）煤层气井下抽采项目
（3）煤层气井下抽采规划
5.2煤层气运输管道建设
5.2.1煤层气运输管道建设
5.2.2天然气管网利用分析
5.3煤层气利用情况分析
5.3.1煤层气利用量规模
5.3.2煤层气发电情况
（1）煤层气发电概况
（2）煤层气发电价格分析
5.3.3煤层气发电项目
5.3.4煤层气工业利用情况
5.3.5煤层气民用情况
5.4国际对中国煤层气的援助
5.4.1中欧能源环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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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全球环境基金项目
5.4.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
5.4.4美国环保局项目
5.4.5美国贸易发展署项目
5.4.6美国能源部项目
5.4.7绿色援助计划
5.4.8清洁发展机制

第六章：中国重点地区煤层气开发建设情况
6.1煤层气地面开采产业基地建设
6.1.1煤层气地面开采产业基地建设
（1）沁水盆地煤层气产业基地
1）沁水盆地煤层气资源
2）沁水盆地煤层气投资主体
3）沁水盆地煤层气投资规模
4）沁水盆地煤层气投资潜力
5）沁水盆地煤层气开发项目
6）沁水盆地煤层气开发规划
（2）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产业基地
1）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资源
2）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投资主体
3）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投资规模
4）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投资潜力
5）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开发项目
6）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开发规划
（3）其他地区煤层气开发
1）辽宁阜新煤层气开发建设情况
2）辽宁铁法矿区煤层气开发情况
3）河南焦作煤层气开发建设情况
4）河南平顶山煤层气开发建设情况
5）贵州织金-安顺煤层气开发建设情况
6.2煤层气井下抽采重点矿区及示范矿区建设
6.2.1煤矿瓦斯抽采利用规模化矿区建设
（1）山西规模化矿区建设情况
（2）辽宁规模化矿区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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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徽规模化矿区建设情况
（4）河南规模化矿区建设情况
（5）重庆规模化矿区建设情况
（6）四川规模化矿区建设情况
（7）贵州规模化矿区建设情况
6.2.2煤矿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建设
（1）黑龙江峻德矿示范矿井建设情况
（2）安徽潘一矿示范矿井建设情况

第七章：中国煤层气开发经济效益评价
7.1煤层气目标区经济评价体系
7.1.1煤层气目标区经济评价方法
7.1.2煤层气目标区经济评价参数
7.1.3煤层气目标区经济评价参数估算方法
7.1.4煤层气目标区经济评价基础数据
7.2煤层气主要目标区经济评价
7.2.1直井和多分支水平井经济性比较
7.2.2典型煤层气目标区经济评价
（1）韩城目标区经济评价
（2）其他目标区经济评价
7.3煤层气开发社会效益评价
7.3.1煤层气开发对煤矿安全生产的贡献
（1）降低煤矿瓦斯事故发生率
（2）对煤矿安全生产贡献的估算
7.3.2煤层气开发对环境保护的贡献
（1）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2）对环境保护贡献的估算
7.3.3煤层气开发对能源安全的贡献
（1）对中国能源安全的作用
（2）对中国能源安全贡献的估算

第八章：中国煤层气开发重点企业分析
8.1国际煤层气开发企业在华经营分析
8.1.1美国远东能源公司在华经营分析
（1）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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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中国煤层气开发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8.2.1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3中国煤层气开发技术服务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8.3.1北京奥瑞安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中国煤层气开发投融资前景分析
9.1煤层气开发投资分析
9.1.1煤层气开发投资规模分析
9.1.2煤层气利用潜力分析
（1）煤层气发电潜力分析
（2）煤层气民用燃料利用潜力分析
（3）煤层气化肥及化工原料利用潜力分析
（4）煤层气工业和运输燃料利用潜力分析
9.1.3煤层气开发投资前景分析
9.2煤层气开发融资分析
9.2.1煤层气开发融资渠道分析
（1）政府融资
（2）银行贷款
（3）外商投资
9.2.2煤层气开发项目融资渠道
（1）雏型碳基金
（2）全球环境基金
（3）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9.2.3煤层气开发融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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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煤层气开发信贷分析
9.3.1煤层气开发信贷风险分析
9.3.2煤层气开发信贷环境现状
9.3.3煤层气开发信贷环境趋势
9.3.4主要银行贷款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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