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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分析：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仍在“稳中向好”的过程中 
 但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中国能

源消费总量增长越来越缓慢，逐渐接近“达峰” 来源：国家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China5e 



■宏观形势分析：二季度 

来源：国家统计局,China5e 

 二季度GDP超预期；各经济指标表现不一 
 上半年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增长8.1% 



■宏观形势分析：能源政策 

 一季度“十三五”
规划密集出台后，
二季度规划实施相
关文件陆续出台 
 

 重点： 
1）天然气行业改革
继续深化，下游用户
迎来利好（如配气价
格加强监管：全投资
税后内部收益率不超
过7%） 
 
2）政府通过补贴退
坡、示范项目等措施
继续引导光伏、风电
降低发电成本 



 全球需求疲软，不支撑油价快速反弹。 
 欧佩克依靠延长冻产协议提振油价的期望落空；美国石油生产复苏迹象明显。 
 预计布伦特油价的主要波动区间是2017年45~55美元/桶、2018年55~60美元/桶。 

■石油行业分析：国际油价走势 

半
年 

两年3个月 一年半 
 触底反弹已一年半，

但向上动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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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和上次不一样，这一次更漫长...... 

布伦特油价十年走势及预测 

国际机构纷纷下调预测值 来源：新浪财经,China5e 



■石油行业分析：原油 

 2017年原油产量继续同比下降（降幅收窄）；预计全年原油产量在1.9亿吨左右。（2016年1.98亿吨） 
 原油进口依然保持较高水平；粗略估算，2017年上半年原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9%（2016年为65.4%） 
 原油加工量自2017年1月以来增长呈现疲态（右图绿线） 

来源：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国家统计局，海关，China5e 



■石油行业分析：原油 

《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上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 
 
 完善并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提升资源接续保障能力。 

 
 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制度和更加严格的区块退出机制， 

 
 加强安全、环保等资质管理，在保护性开发的前提下，允许符合准入要求并获得资质的市场主体参

与常规油气勘查开采， 
 

 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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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开采体系。 
 

上游改革是拉升上游油气投资的积极信号，但在当前油价低迷的形势下，非传统油气企业以及民营油气
企业进军上游的动力不足。 
 
 国土资源部官网7月公布数据，2016年我国油气资源勘查开采投资和实物工作量大幅下滑。全国油气

勘查、开采投资分别为527.5亿元和1333.4亿元，同比下降12.1%和29.6%，比2007年还分别下降了
14.4亿元和197.4亿元，回到了10年前的水平。 



■石油行业分析：成品油 

 
 成品油消费量平稳增长，预计2017年全年成品油消费量同比增长≤5%（2016年为5.0%）。 
 为消纳过剩产能，成品油出口增速曾远高于产量、消费量增速，但受出口配额收紧等因素

影响，二季度大幅回落。 
 企业加工贸易出口方式受限，可以看出政府不鼓励大量进口原油用于加工出口。 

来源：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海关,China5e 



■更多竞争者使得成品油需求难以大幅增长 

 普通电动汽车/共享电动汽车 

 低速电动车 

 LNG重卡 

 共享单车 

2017年1-6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21.2万辆（19.7%↑）
和19.5万辆（14.4%↑）。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
万辆（30.4%↑）和16万辆
（26.2%↑） 

2017年以来LNG重卡销
量复苏：1-4月LNG重
卡产销量已赶超去年
全年总量 

井喷式发展，已扩展
至二三线城市 



■天然气行业分析 

 受经济好转、煤改气政策、点供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2017年以来，天然气产量、消
费量、进口量同比均有大幅攀升，前5月对外依存度略高于2016年，超过35% 

 根据中石油专家数据，2017年上半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1160亿立方米，同比增加
13.5%；二季度消费量同比增加19.4%；预计下半年增长势头会小幅放缓 

来源：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国家统计局，海关，China5e 



■天然气行业分析 

6月2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十三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
见》的通知 
 
 打通天然气利用“最后一公里”。 
 
开展天然气下乡试点，鼓励多种主体参与，宜管则管、宜罐则罐，采用管道气、压缩天然气
（CNG）、液化天然气（LNG）、液化石油气（LPG）储配站等多种形式，提高偏远及农村地区
天然气通达能力。  
 
 减少供气中间环节。 
 
天然气主干管网可以实现供气的区域和用户，不得以统购统销等名义，增设供气输配环节，提
高供气成本。对没有实质性管网投入或不需要提供输配服务的加价，要立即取消。 
 
“减少供气中间环节”对降低下游用户成本意义重大，业界呼声强烈，如果能够落实，天然气
利用必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天然气行业分析：LNG进口专题 

来源：海关,China5e 

 2017年1-5月，来自美国的LNG已占我国LNG进口总量的3%，居第6位; 
 除卡塔尔气外，其他来源国价格普遍低于国内炼厂价格。按美元人

民币6.78的汇率换算，月均到岸价范围：卡塔尔：2787~3515；澳
大利亚：2265~2409；马来西亚：2075~2477;印尼：2280~2558；美
国：2294~2990。单位（元/吨） 

 国内进口方面，广东一枝独秀，山东、河北其次。除东南沿海地区
外，北方京津冀鲁控煤地区成为进口LNG的重要市场，未来这一地
区市场需求料将继续扩大 



■从搜索热度看能源热点 

页岩气VS煤层气 

 页岩气关注度一直高于煤层气，页岩气在2012、2013、2014年关注度较高，2015年以后关注度逐渐
降低，而煤层气却一直保持不温不火状态。 

时间区间：2011年1月至今* 



■关注页岩气的主要地区 

 北京、广东、上海、四川为最关注页岩气的省份/直辖市，页岩气是投资机构、研究机构普遍关
心的重点。 



■页岩气需求图谱 

 可以看出，页岩气是股市投资者眼中重要的“概念”，而且发展到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对页岩气
革命的质疑 



■电力行业分析 

 二季度发电形势依然向好，略弱于一
季度。 

 1-5月全口径发电小时数同比微降，主
要是水电下降，火电已实现正增长。 

 预计全年，全口径发电小时数不会低
于去年。 

 从装机结构和发电量结构的差异可以
看出，我国弃风、弃光、弃水现象还
比较严重。 



■从搜索热度看能源热点 

*说明1：百度指数工具尚未收录“天然气分布式”词条，故用“天然气发电”作
为比较对象。*说明2：因PC端和移动端统计开始时间不一致，本区间选择为两种
统计均开始以后的区间。 

分布式光伏发电 VS 天然气发电* 

 分布式光伏现状远低于发展目标，发展潜力巨大。分布式光伏发
电关注度一直高于天然气发电。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报送可再生能源“十三五”发展规划年
度建设规模方案的通知》：分布式光伏发电不受各地区年度新增
建设规模之限制 

时间区间：2013年6月至今* 



■关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主要地区1 

 北京、江苏、浙江、广东为最关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省份/直辖市 



■关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主要地区2 

 华东区域为关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第一大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 



■分布式光伏发电需求图谱 

 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方案”和“成本”是主要的关注点。 
 同时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光伏发电还存在一些质疑。 



■关注天然气发电的主要地区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为最关注天然气发电的省份（直辖市） 



■天然气发电需求图谱 

 对于天然气发电来说，“天然气发电成本”和“天然气发电机组”是主要的关注点。 



■从搜索热度看能源投资热点 

*说明1：百度指数是从2014年7月底开始统计“储能”，因此统计区间选择从2014年7月以后开始。 

储能 

 从上图可以看出，对储能的关注度整体较高，并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时间区间：2014年7月至今* 



■关注储能的主要地区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为最关注储能的省份（直辖市） 



■储能需求图谱 

 对于储能，“储能技术”、“储能电池”和“储能公司”是主要的关注点。 



■从搜索热度看能源投资热点 

电动汽车 

时间区间：2011年至今* 

 电动汽车2014年以来受到关注度明显上升。 



■关注电动汽车的主要地区 

 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为最关注电动汽车的省份（直辖市） 



■电动汽车需求图谱 

 对于电动汽车，电动汽车“排名”、“价格”是主要的关注点。 



■煤炭行业分析 

 2017年以来（尤其是二季度），煤炭产量已经开始大幅反弹。《关于做好2017年迎峰度夏期间煤
电油气运保障工作的通知》：加快推进煤炭优质产能释放。目的之一是为了平抑煤炭价格、降低
发电企业压力。预计全年煤炭产量不会低于去年。 

 随着国内煤炭产量的增加，煤炭进口涨幅相比去年末今年初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高位。 

来源：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国家统计局，海关，China5e。说明：部分经济运行调节局公布的2017年煤炭同比数据同历史数据有出
入，此处采用其最新公布的数据。 



■煤炭行业分析 

 煤炭价格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飙升
之后，目前已稳定在600元/吨（环
渤海动力煤）以下。 
 

 利空价格因素：由于在政策引导下，
煤炭产量反弹，煤炭价格失去了继
续大幅上涨的动力。 
 

 利好价格因素：从2017年7月开始，
我国禁止省级政府批准的二类口岸
经营煤炭进口业务。这利好国内煤
炭企业及煤炭价格，但预计力度有
限。 



■总结：不同能源品种消费增速对比分析 

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能源消费同比增速出现分化，呈现出“煤炭与天然
气齐飞”的现象，但预计煤炭消费反弹不会长久持续。 



关注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电动汽车 >> 页岩气  >  分布式光伏发电  >  储能  ≈  煤层气  >  天然气发电 

■总结：各能源热点关注度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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