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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油气资源潜力大，开发利用前景广，

油气产供储销全产业链基本完善，紧邻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

区位优势突出。科学谋划“十四五”期间内蒙古油气产业发展，

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维护边疆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

程的重要机遇期，也是内蒙古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

关键时期。编制好《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油气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油气体制改革

要求，全面推进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规划依据国家《油气发展“十四五”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明确了全区油气发展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涵盖

了上游资源勘探开发、中游基础设施建设、下游油气利用全产业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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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基础

（一）发展成就

油气产量稳定。“十三五”期间，全区不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

力度，有效促进稳产增产。河套盆地及外围地区石油勘探开发加

速，海拉尔油田、二连油田、科尔沁油田 “控递减”成效明显，

全区原油年产量稳定在 100万吨以上。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气田、

大牛地气田、东胜气田等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大，全区天然气

产量稳定在 250亿立方米以上，为国内天然气供应提供有力保障。

油气输送能力显著提高。“十三五”期间，全区新增油气管道

里程 2099.6公里，新增原油年输送能力 1500万吨，新增成品油年

输送能力 191万吨，新增天然气年输送能力 532.5亿立方米、新增

11个旗（县、区）通管道天然气。截至 2020年底，全区已建成油

气长输管道 40条，区内里程 6796.5公里，其中原油管道 5条，区

内里程 1243.2公里，年输送能力 3705万吨。成品油管道 2条，区

内里程 495.5公里，年输送能力 391.0万吨，天然气（煤制气）管

道 33条，区内里程 5057.8公里，年输送能力 909.7亿立方米。管

道气已覆盖 8个盟市、40个旗（县、区）。

储气能力初步形成。建立地方政府、城燃企业等各负其责的多

层次天然气储气调峰体系，调峰能力不断提高。按照国家有关要

求和自治区储气设施建设规划目标，主要采取租赁 LNG储气罐的

方式完成储气任务。截至 2020年底，全区储气能力达到 2.4亿立

方米，其中地方政府日均 3天消费量储气能力完成 0.8亿立方米；

城镇燃气企业年用气量 5%储气能力完成 1.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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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油气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十三五”期间，成品油消费增速放

缓，从 2015年的 760.7万吨，到 2020年 791.2万吨，年均增速 0.8%。

天然气用气量较快增长，从 2015年的 51.4亿立方米，增长到 2020

年 91.8 亿立方米，年均增速 12.3%。天然气消费在能源消费结构

占比从 2015年 2.1%提高到 2020年 2.2%。

表 1 “十三五”时期油气行业发展成就

介质 指标 2015年 2020年 “十三五”年均增速
(%)

天

然

气

天然气产量（亿立方米） 237.9 277.4 3.1

煤制气产量（亿立方米） 9.0 17.1 13.7

管道天然气用气量（亿立方米） 51.4 91.8 12.3

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 2.1 2.2 -

天然气管道里程（公里） 3370.9 5057.8 8.5

管道一次输送能力（亿立方米） 377.0 909.7 19.3

天然气管网旗县覆盖率（%） 30.0 38.0 -

原

油

、

成

品

油

原油产量（万吨） 167.0 119.3 -6.5

煤制油产量（万吨） 77.0 79.1 0.5

原油消费量（万吨） 369.0 405.5 1.9

成品油消费量（万吨） 760.7 791.2 0.8

原油管道里程（公里） 1108.2 1243.2 2.3

原油管道一次输送能力（万吨） 2205.0 3705.0 10.9

成品油管道里程（公里） 277.5 495.5 12.3

成品油管道一次输送能力（万吨） 200.0 391.0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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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管道设施建设成就

序号 项目名称
区内长度

（公里）

管径

（毫米）

设计输量

（万吨/年、

亿立方米/年）

设计压力

（兆帕）

投产

时间

一 原油管道

（一） “十三五”前建成原油管道

1 阿尔善—赛汉塔拉原油管道 364.2 273.0 105.0 6.3 1989年

2 长庆油田—呼和浩特石化原油管

道
520.0 457.0 500.0 6.3 2012年

3 中俄原油管道 135.0 813.0 1500.0 8～10 2011年
4 苏一联至嵯岗原油管道 89.0 219.0 100.0 6.3 2009年

小计 1108.2
（二） “十三五”建成原油管道

5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 135.0 813.0 1500.0 9.5～
11.5

2018年

小计 135.0
原油管道合计 1243.2 3705.0

二 成品油管道

（一） “十三五”前建成成品油管道

6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成品

油管道
277.5 355.6 200.0 10.0 2014年

小计 277.5
（二） “十三五”建成成品油管道

7 宁夏石化成品油外输管道 218.0 273.1 191.0 6.3 2016年
小计 218.0
成品油管道合计 495.5 391.0

三 天然气管道

（一） “十三五”前建成天然气管道

8 长宁输气管道 72.0 426.0 4.0 6.4 1998年
9 兰州—银川输气管道 155.0 610.0 35.0 10.0 2007年
10 克什克腾旗—北京煤制气管道 108.0 914.0 40.0 7.8 2013年
11 陕京二线天然气管道 24.0 1016.0 170.0 10.0 2005年
12 长庆气田—呼和浩特输气管道 583.4 457.0 13.0 6.3 2003年

13 长庆气田—呼和浩特天然气输气

管道复线
509.5 864.0 40.0 6.3 2012年

14 大牛地—杭锦旗输气管道 138.0 159.0 2.0 6.3 2003年

15 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天然气气

化工程长输管道
31.0 355.0 5.0 6.3 2019年

16 陶利—嘎鲁图输气管道 23.9 323.9 8.0 4.0 2005年

17 长庆气田—乌审召化工园输气管

道
119.2 406.0 10.0 6.3 2007年

18 马莲湖—中卫输气管道 25.0 219.0 2.5 6.3 2009年
19 厢根达来—巴彦浩特输气管道 60.0 273.0 0.6 4.0 2010年
20 长蒙输气管道 217.0 508.0 15.0 6.3 2008年

21 长庆气田—乌海—临河天然气输

气管道
426.0 355.6 4.3 6.3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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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苏—东—准天然气输气管道 415.0 660.0 4.8 6.4 2012年
23 宁东—上海庙输气管道 0.7 159.0 0.1 4.0 2011年
24 东胜—杭锦旗输气管道 61.5 159.0 1.0 6.3 2012年

25 赤峰民禾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输气管道
13.9 273.0 0.9 10.0 2013年

26 双胜—通辽天然气管道 218.0 508.0 18.0 6.3 2015年

27 长呼复线赛罕末站—沙尔沁新区

输气管道
9.0 559.0 15.0 6.3 2016年

28 玛拉迪—上海庙天然气管道 153.0 508.0 4.7 6.3 2012年
29 森泰天然气有限公司供气工程 7.6 355.6 2.5 4.0 2015年

小计 3370.7
（二） “十三五”建成天然气管道

30 陕京四线输气管道 727.0 1219.0 250.0 12.0 2017年

31 呼和浩特-张家口-延庆输气管道

（内蒙古段）
156.8 660.0 4.9 6.3 2018年

32 通辽—霍林郭勒天然气长输管道 310.0 508.0 14.0 6.3 2019年

33 图克镇天然气门站至图克镇工业

项目区天然气输气管线
17.8 219.0 0.5 6.3 2017年

34 杭锦旗至银川天然气管道联络线

内蒙古自治区段
191.0 700.0 5.0 6.3 2019年

35
内蒙古洁源燃气有限公司乌兰察

布首站—马厂末站输气管道
61.0 406.4 10.0 6.3

2018年
部分投

产

36 内蒙古兴洁天然气有限公司兴和

县输气管道
10.5 323.9 6.9 6.3 2019年

37 中石化 58号井区集中处理厂至派

思 LNG液化天然气工厂输气管道
25.0 273.0 4.0 6.3 2019年

38 锡尼镇至独贵塔拉镇输气管道 36.0 273.0 5.0 6.3 2019年
39 大东天然气管道 108.5 711.0 10.0 6.3 2019年
40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43.5 1422.0 258.0 10.0 2020年

小计 1687.1
天然气管道合计 5057.8 909.7
油气管道合计 6796.5

（二）发展形势

1.发展机遇

双循环发展格局对能源安全提出新要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能源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我国石油

对外依存度从 2015年 60%上升到 2020年 73%，天然气对外依存

度从 2015年 30%上升到 2020年 43%，油气进口量对外依存度持

续攀升，加大油气增储上产提升自给率，是保障能源安全重要举

措。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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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新发展格局，内蒙古作为我国主要天然气生产基地之一，应

充分发挥全区油气资源优势，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全力

保障我国油气供应安全。

绿色低碳发展要求推动天然气加快发展。在坚定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的背景下，天然气作为清

洁能源，提升天然气消费占比，是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举措。应积极促进天然气

消费，优化能源结构，为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增添“底气”。

油气体制改革深化促进油气高效发展。在“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框架下，要求全面贯彻国家油气体制改

革部署，加快油气领域市场化进程。推进油气矿业权市场化竞争

出让，推动勘查开采市场开放；支持管网运营机制改革，完善管

输定价体系；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有序竞争、有效监管的油气

体制机制，促进油气高效发展。

现代能源经济建设促进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油气产

业基本形成了集“上游生产、中游储运、下游利用”为一体的产

业体系。随着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建设的推进，区位优势更加凸

显，能源战略保障地位更加突出，势必带动油气勘探开发加快、

基础设施完善，有效支撑消费市场，实现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2.面临挑战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油气产业发展。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

高，在全球化重构、贸易保护的国际市场环境下，油气进口风险

和难度增大。国际油价大幅波动，油气产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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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引发对天然气和成品油的替代，

未来传统油气产业发展将面临压力。

油气产业链面临挑战。自治区油气上中下游发展面临诸多挑

战。上游方面，基于地质评价，油气资源储藏量大幅增加相对困

难，难动用储量占比增加，勘探开发稳产增产难度大，影响油气

增储上产。中游方面，自治区东西跨度大、气源集中，蒙东地区

天然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下游方面，随着区内替代

能源增加、油气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加大等影响，油气需求不稳定。

受“三区三线”等环境敏感区域限制，产业链开发、建设难度增

大。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迟缓。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发挥不够，企业

作为科研创新主体投入力度不足，创新内容以应用层面为主，企

业与科研机构、高校协同创新意识不强，联合攻关实现重大突破

的成果较少。深层页岩气、煤层气等勘探开发技术与世界先进水

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三）油气供需预测

1．石油供需预测

根据“十三五”期间成品油实际消费量，综合内蒙古地区宏

观经济指标与成品油消费的相关关系，结合天然气、电力、生物

燃料（含燃料乙醇）、氢能等替代能源因素，预测到 2025年自治

区成品油消费量约 893.7万吨，年均增速为 2.6%，其中汽油 417.1

万吨、柴油 476.6万吨。

“十四五”期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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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简称“呼炼”）所需原油主要通过长庆油田-呼和浩特石化

原油管道供应，呼炼原油加工能力 500万吨/年，成品油年供应量

约 300万吨。需从区外调入成品油约 600 万吨，满足自治区成品

油需求量。

表 3“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石油供需情况（万吨）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供应量

原油供应量 125.7 131.7 137.8 144.3 150.0

呼和浩特炼厂成

品油产量
315.0 310.0 305.0 300.0 295.0

煤制油产量 79.1 79.1 79.1 79.1 210.0

需求量

成品油消费量 804.7 820.9 843.7 867.2 893.7

其中 柴油 422.3 430.3 444.0 458.9 476.6

汽油 382.4 390.5 399.6 408.3 417.1

2．天然气供需预测

根据“十三五”期间天然气实际消费量，天然气需求预测将

天然气用户分为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发电用气、化工原料及 LNG

工厂五类。预测内蒙古 2025年天然气需求量约 120亿立方米，年

均增速 5.5%。

“十四五”期间，常规天然气供应仍主要来自鄂尔多斯盆地

苏里格气田、大牛地气田、东胜气田等。常规气、煤制气、煤层

气 2025年供应量约 393.8亿立方米，自治区内需求量约 120亿立

方米，自治区天然气作为国内天然气供应资源外输省份，调出量

约为 273.8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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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十四五”期间内蒙古天然气供需情况（亿立方米）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供应量

常规气产量 281.4 293.5 306.1 319.3 330.0

煤制气产量 17.3 17.3 40.8 40.8 60.8

非常规气产量 3.0

合计 298.7 310.8 346.9 360.1 393.8

需求量

城燃 31.5 34.0 36.5 39.0 41.5

其中居民生活和民生

（含交通用气）
17.8 19.0 20.3 21.5 22.3

公服、供暖 13.8 15.0 16.2 17.5 19.2

发电 0.3 2.0 5.0 7.0 9.0

工业 4.0 5.3 7.0 8.7 10.5

化工 17.5 19.0 21.0 22.0 23.0

LNG工厂 44.6 42.5 40.0 38.0 36.0

合计 97.9 102.8 109.5 114.7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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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

战略，围绕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大力提升油气资

源勘探开发力度，加快完善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促进油气高

效利用产业体系建设。按照油气体制改革总体部署，扎实推动油

气产供储销高质量、协调发展，着力构建结构合理、供需协调、

开放竞争、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更好服务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高效发展。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加强科技攻关，增

加储量，提高产量，提升油气田采收水平。优化天然气消费结构，

推动天然气合理利用，提高油气管网负荷。

2.坚持开放发展。推进油气勘探主体多元化，塑造开放竞争的

油气市场新格局。推进管网互联互通，促进油气基础设施公平开

放。推进多种能源融合发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

3.坚持协调发展。加强油气全产业链纵向协调发展，注重产供

储销可持续发展。强化油气产业与相关行业横向协调发展，油气

资源开发利用与国土空间、环境保护、城乡建设等相关规划统筹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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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创新发展。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开

展储层改造等勘探开发关键技术攻关。加强智慧油气体系建设，

促进油气产业链的智能化和大数据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加强机制

创新，开展管输成本、储气服务、油气市场定价等管理机制创新。

5.坚持安全发展。作为全国主要油气资源地，全力做到油气安

全稳定供应，强化安全储备能力建设，提升油气供应保障能力。

加强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和安全监管，确保安全稳定运行。

（三）发展目标

1.产量目标。到 2025年，天然气年产量达到 333亿立方米，

较“十三五”末增长 20.0%，原油年产量达到 150万吨，较“十三

五”末增长 25.7%。

2.基础设施。到 2025年，油气管网里程达到 9649公里，区内

天然气管道纳入“全国一张网”，储气能力达到 2.8亿立方米，管

道天然气覆盖 66%以上旗（县、区）。

3.市场发展。到 2025年，管道天然气年用气量达到 120亿立

方米，较“十三五”末增长 30.7%，成品油年消费量达到 894万吨，

较“十三五”末增长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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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十四五”期间内蒙古油气产业发展主要指标

介质 指标 2020年 2025年 年均增速

（%）
属性

天

然

气

天然气产量（亿立方米） 277.4 333.0 3.7 预期性

煤制气产量（亿立方米） 17.1 60.8 28.9 预期性

管道天然气用气量（亿立方米） 91.8 120.0 5.5 预期性

管道里程（公里） 5057.8 7909.9 9.36 预期性

管道一次输送能力（亿立方米） 909.7 928.5 0.4 预期性

天然气管网覆盖率（%） 38.0 66.0 11.7 预期性

原

油

、

成

品

油

原油产量（万吨） 119.3 150.0 4.7 预期性

煤制油产量（万吨） 79.1 210.0 21.6 预期性

原油消费量（万吨） 405.5 480.0 3.4 预期性

成品油消费量（万吨） 791.2 893.7 2.5 预期性

区内原油管道里程（公里） 1243.2 1243.2 持平 预期性

原油管道一次输送能力（万吨） 3705.0 3705.0 持平 预期性

区内成品油管道里程（公里） 495.5 495.5 持平 预期性

成品油管道一次输送能力（万吨） 391.0 391.0 持平 预期性

三、重点任务

（一）推动油气增储上产，提高油气供应能力

积极落实国家油气勘探开发“七年行动计划”和《内蒙古自

治区“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常规、非常规并举，加快增储上

产，全面提升油气资源供应能力。

1.加大油气勘探力度。重点加强含油气盆地的地质勘查，加强

老油气区的深度挖潜，以鄂尔多斯盆地、河套盆地及外围勘探为

重点，促进常规油气储量稳步提升；全面开展非常规能源资源摸

底，拓展新区新领域，重点加大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

的勘探力度，形成良性资源接替。

2.提高油气生产能力。在确保自治区油气生产基地稳定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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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大力推进油气产能建设，推进二连、海拉尔等油田“控

递减”和“提高采收率”工程，吉兰泰油田“增产”工程，苏里

格、大牛地、东胜等气田稳产上产工程，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

盟煤层气开发利用工程，鄂尔多斯市页岩气示范工程，确保区内

油气产量稳定增长。

3.稳步推进煤制油气建设。以增强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和推动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为导向，落实国家建立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

要求，稳步推进煤制油、煤制气试点示范升级。重点推进汇能、

大唐煤制气项目续建工程。结合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条件，有序

推进已核准的伊泰煤制油、北控煤制气项目建设。合理规划和布

局配套建设条件好、前期研究工作有深度的神华煤直接液化、华

星煤制气、国储煤制气等煤制油气项目，稳步推进煤制油气产业

健康发展，为自治区油气供应提供战略保障能力。

专栏 1 重点项目建设清单

石油：二连油田、海拉尔油田、吉兰泰油田产能建设；

天然气：苏格里气田、大牛地气田、东胜气田产能建设；

煤层气：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煤层气产能建设；

页岩气：鄂尔多斯市页岩气产能建设；

煤制油：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2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神华煤

直接液化项目一期工程第二、三条生产线；

煤制气：内蒙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6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内蒙古大唐

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40亿立方米/年煤制天然气示范项目，内蒙古北控京泰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40亿立方米/年煤制天然气项目，内蒙古华星新能源有限公司 40亿立方米

/年煤制气示范项目、内蒙古国储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0亿立方米/年煤制天然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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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管网设施建设，提高管网输送能力

根据国家推动形成“X+1+X”油气市场体系、实现天然气管

输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全国一张网”的总体要求，统筹规划建

设自治区天然气管网，完善自治区东西部管网，加快推进国家（跨

省市）、自治区（跨盟市）以及盟市（不跨盟市）管网逐级互联互

通。对于边远地区，鼓励通过煤层气、LNG（CNG）等多气源保

障管道气未覆盖区域用气需求。

1.支持国家油气战略通道建设。支持建设陕京四线黄河穿越备

用管道工程等国家油气干线管道建设，增强油气管网输送保障能

力。

2.推进管网互联互通。加快推进区内互联互通管道建设，实

现陕京四线与长呼线、长呼复线等区内管道互联互通，节约管网

资源，充分利用现有管网体系供气，提高管网系统的运行调节能

力，实现气源互补，提升区内应急调峰能力。

3.推进蒙东“市市通”。蒙东区域充分利用中俄东线、大唐煤

制气、秦皇岛－沈阳输气管道等气源，加快朝阳建平－赤峰输气

管道建成投产，积极推进松原－白城－乌兰浩特天然气管道、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呼伦贝尔支线、通辽科尔沁区-赤峰克什克腾旗

输气管道、克什克腾旗－锡林浩特煤制气管道等天然气管道建设，

覆盖蒙东地区主要城市，力争实现自治区所有盟市全部通管道气。

4.推进蒙西“县县通”。加快推进包头－临河天然气管道、固

阳－白云鄂博输气管道、察右前旗－化德输气管道、察右后旗－

察右中旗－四子王旗输气管道、四子王旗－武川输气管道等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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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道建设，覆盖蒙西地区除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以

外所有旗县，实现蒙西 “县县通”，促进“气化内蒙古”战略实

施。

专栏 2 长输管道重点项目

国家干线管道：

陕京四线黄河穿越备用管道工程。

互联互通工程：

长呼复线（长庆气田－呼和浩特）－陕京四线、呼张延管道－陕京四线、长呼复

线－大东管道、长乌临管道－长蒙线、中俄东线－双通线(双胜－通辽)等供气管道互

联互通项目，管道里程 60.5公里。

蒙东“市市通”工程：

朝阳建平－赤峰天然气管道、甘旗卡-义隆永输气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呼伦

贝尔支线、松原—白城—乌兰浩特天然气管道、通辽科尔沁区-赤峰克什克腾旗输气管

道、克什克腾旗－锡林浩特煤制气管道、多伦县供气管道，管道里程 1727公里。

蒙西“县县通”工程：

包头－临河输气管道、杭锦后旗-乌拉特后旗输气管道、苏米图额尔和图嘎查-乌

兰镇输气管道、五原县—乌拉特中旗输气管道、固阳－白云鄂博输气管道、察右前旗

－化德输气管道、察右后旗－察右中旗－四子王旗输气管道、四子王旗－武川输气管

道、卓资－凉城输气管道，管道里程 1014公里。

5、加强项目储备。按照“规划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

储备一批”的原则，加强项目储备。

专栏 3 储备项目

蒙东地区储备工程：通辽奈曼旗-赤峰红山区输气管道、通辽—兴安盟输气管道、

兴安盟—呼伦贝尔输气管道、舍伯吐—保康输气管道、松山区—翁牛特旗输气管道、

霍林郭勒-西乌珠穆沁旗-锡林浩特输气管道，管道里程 1235.0公里。

蒙西地区储备工程：乌兰察布（化德县）－锡林郭勒（正镶白旗）输气管道、化

德-镶黄旗输气管道、多伦-正蓝旗-正镶白旗输气管道、张家口-太仆寺旗-锡林浩特输

气管道，管道里程 78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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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储气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应急调峰能力

以管网互联互通为支撑，加大储气设施建设力度，以 LNG 储

罐设施为主，以气田调峰等其他调节手段为补充，打造多层次应

急调峰系统，构建与消费规模、管网规模等相匹配的规模化储气

设施和调峰体系，提升全区天然气应急调峰能力。

1.探索地下储气库建设。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利用

具备条件的枯竭油气藏、盐穴等地质构造建设地下储气库。按照

合作互利、共建共享的原则探索采取出资、租赁共享储气库库容

等储气模式。

2.加快建设 LNG 调峰储气设施。以布局 LNG储罐设施为主，

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鼓励城市群合建共用较大规模 LNG储罐设

施，形成区域性调峰中心。发挥 LNG储罐宜储宜运、调运灵活的

特点，多措并举提高储气能力。规划在呼包鄂乌（乌兰察布）地

区统筹建设 LNG 储罐。争取沿海地区异地建设 LNG储备能力，

通过“全国一张网”进行调节，保障自治区天然气稳定运行。

3.加快建立储气服务机制。结合资源条件、用气消费特征、管

网布局，完善政府与企业责权明确、多方共担、多种方式互补的

储备与应急体系协调机制，鼓励储气服务企业与城燃企业等用户

共建储气设施、共享储气服务。推行储气设施独立运营模式，健

全投资回报价格机制，完善终端销售价格疏导渠道，充分调动储

气设施建设积极性。引导天然气用户自主参与调峰、错峰，提升

需求侧响应能力，健全天然气负荷可中断、可调节管理体系，挖

掘需求侧潜力，提高全区储气调峰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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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理引导消费需求，提升油气高效利用水平

坚持以落实天然气资源量为前提，实施城镇燃气、工业燃料升

级，试行气电与新能源融合，引导合理性需求，推进“气化内蒙

古”战略实施。

1.实施城镇燃气工程。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供气

支线管网、城镇燃气管网建设，提升旗（县、区）管道气覆盖范

围，提高城镇居民燃气供应水平和气化率。坚持“以气定改”“先

立后破”原则，严格执行“煤改气”政策，推进冬季清洁采暖，

按照“以气定改”的原则扩大天然气采暖面积，促进大气环境质

量改善。支持偏远地区使用天然气，打通天然气利用“最后一公

里”。因地制宜利用 LNG、CNG等非管道方式供应天然气。

2.实施工业燃料升级工程。科学引导天然气在工业燃料等领域

高效、科学利用。按照“以气定改”的原则，稳步推进管网覆盖

范围内工业锅炉、工业窑炉等天然气替代燃煤。强化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引导园区内各企业自主选择气源和供气路径，降低园区

用户用气成本。

3.试行气电与新能源融合工程。在具备冷热电需求的商业中

心、工业园区、物流中心等地区，探索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结合气电清洁高效、灵活调峰等特性，探索天然气与光伏、风电、

氢能等新能源协同融合发展，减少弃风弃光现象，提高新能源发

电效率。

（五）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提高油气发展能力

坚持需求导向，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形成以规划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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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为主体，以重大科技专项为载体，以工程实践应用为目标，

多方协同参与的科技创新体系。科技进步带动油气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自治区油气产业创新能力。

1.加强勘探开发技术创新。鼓励油气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实施，

重点在突破油气地质新理论，提升高效勘探新层系、新领域、新

区域精细预测，提升物探精细化表征、油气层保护技术、储层高

效大规模改造、低效油井改造上产、开发井型设计水平，优化低

压短距离集输、页岩气、页岩油等资源经济高效开发技术等方面，

开展科技创新攻关。

2.推进油气产业智能化。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数字化、大数据

与油气高效开发利用的融合技术，加快发展智慧能源技术。支持

油气企业制定智能化发展实施方案，助力油气产业数字化、自动

化、智能化、协同化发展，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有效降低单

位生产成本，形成智能化管理模式。构建自治区油气管道综合管

理与各企业专业管理有机融合的智能化管理平台，提升油气产业

安全保障调控能力。

四、环境影响与保护措施

（一）环境影响分析

自治区稳油增气的战略，使得天然气应用更广泛，天然气作

为清洁燃料使用对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大气质量、提高人民生活

和健康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期间随着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天然气占能

源消费的比重将提高，可有效降低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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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规划自治区天然气消费达到 120亿方，相当于替代 2411

万吨标煤，节约 923万吨标煤，减排 CO2为 4462万吨，减排 SO2

为 31万吨。

为执行“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方针，加强建设项目

环境管理，严格控制新的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油气产业链上

新建、扩建和技改工程需从项目实施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

境、固体废物、生态等方面进行环境影响分析。

（二）环境保护措施

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项目环保评估和审查。

加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或生态脆弱区等生态保护重点地区环境

监管力度。全面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意见，严格

执行优先、重点、一般三类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强化生

态环境源头防控。加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落地

应用，坚决制止违反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规定的生产建设行为及活

动，用严格的环境准入推动全行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加强油气

清洁绿色开发科技攻关，优化调整油气田勘探开发，推进绿色油

田建设，优化油气基础设施布局，推广油气清洁利用，将生态环

境保护理念贯穿油气勘探、开发、储运、利用全过程。

油气资源开发生产方面。环境与油气资源作为一种现实的约

束条件，要实现油气田开发、自然资源、环境的互动，重点在于

水资源、自然植被、地质、大气等生态环境的修复和区域的可持

续发展。一是加强集约化开发力度，尽量减少耕地占用，施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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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应及时组织土地复垦，降低对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等造

成的不良影响。二是完善油气田安全开发技术和生产管理，加强

环境监测和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三是大力推广油田伴

生气和气田试采气回收技术、天然气开发节能技术等。

油气设施建设运营方面。油气管道属于线性工程，管道沿线

经过多个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部分区段生态环境脆弱。一

是在管道选线、选站场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

的破坏，防止水土流失，注意有利于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恢复，

保护沿线人文景观，绕避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地及其它环境敏感

区，减少施工时可能造成的生态破坏并采取生态恢复措施，使线

路工程与自然环境、城市生态协调；油气属易燃易爆物品，发生

泄漏事故对周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要有油气事故防范及应急响

应措施。二是优化储运工艺，加强油气泄漏检测，配备先进的监

控和应急设备，制定应急预案，严格监控突发风险事故，降低事

故影响。油气基础设施应选用低噪音设备，必要时进行降噪隔声

处理，加强噪音监测。油气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要集中收集，

交由资质单位处理。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策引导

严格执行国家油气产业发展、环境保护法规政策。鼓励符合

准入要求的市场主体参与油气勘探开发，引导形成以大型国有油

气公司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的勘探开发体系。推动建

立健全非常规天然气管理体系，培育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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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煤改气、气代油、管网建设、储气设施建设等方面研究制

定鼓励性政策。

（二）深化机制改革

紧跟国家政策积极推进油气市场化改革，形成公平开放、竞

争有序的油气市场化体系。推动落实国家油气矿业权改革、管网

运营机制及价格政策改革。油气企业提质增效，加大勘探开发力

度，稳步推进增储上产。强化国家管网与自治区管网协调融合，

完善自治区管网运输成本核算及储气设施成本终端价格疏导机

制，着力推进建立天然气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三）严格规划落实

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强化组织协调，统筹油气产业链

各环节紧密协作，加强油气规划与生态保护、国土空间、城乡规

划等相协调。建立规划滚动调整机制，开展规划实施年度监测、

中期评估，对规划适时调整。对产业发展及规划中重大问题开展

研究论证，为产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四）强化安全监管

构建油气长输管道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落实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进油气长输管道完

整性管理，加强油气长输管道高后果区安全风险管控，推进油气

长输管道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

信息化平台，提升油气长输管道保护工作水平。

附件：“十四五”天然气管道工程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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