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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煤层气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煤层气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煤层气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煤层气行业的现状、中国煤层气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煤层气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煤层气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煤层气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煤层气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煤层气俗称&ldquo;瓦斯&rdquo;，是指储存在煤层中以甲烷为主要成分、以吸附在煤基质颗

粒表面为主、部分游离于煤孔隙中或溶解于煤层水中的烃类气体，是煤的伴生矿产资源，属

非常规天然气，是近一二十年在国际上崛起的洁净、优质能源和化工原料。

       煤层气可以用作民用燃料、工业燃料、发电燃料、汽车燃料和重要的化工原料，用途非常

广泛。每平方煤层气大约相当于9.5度电、3   m3水煤气、1L柴油、接近0.8kg液化石油气

、1.1-1.2L汽油，另外,煤层气燃烧后几乎没有污染物，因此它是相当便宜的清洁型能源。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居世界第三。每年在采煤的同时排放的煤层气在130亿立方米以上

，合理抽放的量应可达到35亿立方米左右，除去现已利用部分，每年仍有30亿立方米左右的

剩余量，加上地面钻井开采的煤层气50亿立方米，可利用的总量达80亿立方米，约折合标

煤1000万吨。如用于发电，每年可发电近300亿千瓦时。煤层气勘探开发是世界上发展较快的

非常规天然气产业。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煤层气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7年

我国煤层气产量达70.2亿立方米，累计增长8.2%。                                       指标             2017年12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0月             2017年9月             2017年8月             2017年7月                              

煤层气产量_当期值(亿立方米)             6.4             6.4             5.9             5.7             5.9             5.4                    

          煤层气产量_累计值(亿立方米)             70.2             63.9             57             51.1             44.6             38.7

                              煤层气产量_同比增长(%)             8.5             14.3             15.3             11.4             7.2            

-0.7                               煤层气产量_累计增长(%)             8.2             8.2             6.5             5.6             3.3           

 2.7

    全球埋深浅于2000米的煤层气资源约为240万亿立方米，是常规天然气探明储量的两倍多。

我国埋深浅于2000米的煤层气资源量为36.81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随着我国对地质规

律认识的提高和勘查及开采技术不断创新，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新增储量的勘探取得重

要的进展。&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煤层气累计新增探明地质储量3504.89亿方，

较&ldquo;十一五&rdquo;增加1844.80亿方，增长111.1%。随着煤层气开发技术的提高、民间资



本的进入、税收补贴的加大、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煤层气产业将获得较快发展。 

     近几年，国家出台了《煤层气地面开采安全规程（试行）》、《煤层气产业政策》、《关

于进一步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意见》等政策条例，对科学、规范地开发煤层

气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煤层气勘探开发和产业布局将进一步加快，实现技术突破，

提高产量并逐步实现煤层气与煤矿瓦斯共采格局。到2020年，国内将建成3-4个煤层气产业化

基地，新增探明煤层气地质储量1万亿立方米；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量力争达到400亿立

方米。从目前来看，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国家一系列鼓励煤层气（煤

矿瓦斯）抽采利用政策的落实到位，必将充分调动企业抽采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的积极

性，有力促进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和煤矿安全生产，煤层气开发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参与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公司包括国有企业、地方企业以及与国有企业和地 方

企业合作的外资企业。由于我国煤层气开发难度大，技术要求高，行业准入门槛较大。行 业

龙头公司包括晋煤集团山西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蓝焰公司）、中海油集团下属 中

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联公司）、中石油下属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北 油

田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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