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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全球天然氣產業發展之現況與展望  

21 世紀以來，節能減碳是全球環保議題中最受矚目之項目，除再生能

源的技術與發展推陳出新外，過去主要推動經濟發展之石油與煤炭也逐漸

被碳排放較低之天然氣所取代，在全球天然氣產業快速發展的今日，瞭解該

產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十分重要，本文彙整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所發表之《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 Analysis and forecasts 

to 2023》期刊內容，以利掌握全球天然氣產業之現況與展望。 

一、中國大陸和新興亞洲國家將推動全球天然氣消費量成長 

2017 年全球天然氣需求成長 3%，遠高於近年平均 1.5%的成長幅度，

同時也是自 2010年以來單一年度最大之漲幅，其中，中國大陸天然氣消費

量急遽增加是推動全球天然氣消費量成長之主因，2017 年該國之天然氣需

求量成長幅度為 14.5%，約 310億立方公尺的增加量占 2017年全球天然氣

消費總增加量之 37%，主要係因為中國大陸極力推動「煤改氣」政策之故，

使該國住宅和工業部門大量改用天然氣，進而推升天然氣之需求量，為此，

中國大陸大量進口 LNG以供應國內所需，使中國大陸超越南韓，成為僅次

於日本之全球第 2大 LNG進口國。 

據 IEA預測，在 2017至 2023之間，全球天然氣需求將以每年 1.6%之

幅度成長，預計在 2022年時，全球天然氣需求將突破 4兆立方公尺。 

中國大陸在「十三五」計畫中將天然氣訂為該國未來經濟發展之主要能

源，在 IEA於 2017至 2023成長預測中，中國大陸每年天然氣需求成長率

高達 8%，且 IEA預估中國大陸天然氣進口量占比，將由目前之 39%成長至

2019年之 46%，由此可見，天然氣對於中國大陸未來經濟成長與發展之重

要性。 

其他包含非洲、新興亞洲國家、中東、北美與拉丁美洲地區，由於工業

發展以及燃氣發電的需求提升，上述地區天然氣之需求量預估將持續提升；

而在歐亞大陸與歐洲地區，由於當地之天然氣產業發展已成熟且經濟發展

放緩，天然氣需求呈現下滑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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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A，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圖 6 中國大陸與其他地區 2017年至 2023年需求預估成長量 

 

表 17 各地區天然氣預估需求量 

單位：Bcm 

 
資料來源：IEA，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二、全球工業部門之天然氣需求成長量將超越發電部門 

就消費用途而論，過去十餘年之間是由天然氣發電帶動全球天然氣需

求成長，發電部門天然氣消費成長量占天然氣消費總成長量的一半以上，然

而，IEA預測未來全球電力需求成長將放緩，主要在於再生能源之技術與發

電量迅速增加以及新興國家採用低成本之燃煤發電，使發電部門之天然氣

需求每年預估成長率下降至 1.1%。 

未來，工業部門將將取代發電部門成為驅動全球天然氣需求成長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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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根據 IEA預測，在 2017至 2023年之間，工業部門之天然氣需求每年

預估成長率達 2.81%，預估工業部門天然氣需求成長量將占天然氣消費總成

長量之 40%，工業天然氣主要做為石化產業之原料、化學品之原料(如化學

肥料)以及工業鍋爐之燃料等用途。 

天然氣需求成長反映了新興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此外，中國大陸的

「煤改氣」政策亦是推升工業部門天然氣需求之重要因素，預估到 2023年，

中國大陸工業部門天然氣需求將超越整個歐亞地區工業部門之需求量，逼

近歐洲地區工業部門的天然氣需求量(每年約 130億立方公尺)，而北美和中

東地區因為擁有豐富且低價的天然氣資源，IEA 預估這兩個地區工業部門

天然氣需求每年平均成長率將分別達到 2.2%和 2.8%。 

 

 
資料來源：IEA，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圖 7 全球各部門天然氣需求趨勢與各時期需求(預估)成長量 

 

三、美國為全球天然氣生產和出口量成長最快速之國家 

2017 年全球天然氣產量成長 4%，高於近年平均 2.2%的成長幅度，據

IEA預測，在 2017至 2023之間，全球天然氣產量將以每年 1.6%之幅度成

長，預計在 2023年時，全球天然氣產量將達到突破 4.1兆立方公尺。 

在 2017 至 2023 之間，天然氣產量成長主要來自於北美地區，該地區

天然氣產量成長量占全球天然氣產量總成長量之 45%，美國在該成長中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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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重要角色，2017 年美國天然氣產量較前一年成長 52 億立方公尺(增幅

0.7%)，目前頁岩氣約占美國天然氣總產量的三分之二，Appalachian 和

Permian頁岩層為美國頁岩氣的兩大產區，且此二區域之天然氣產量預估將

持續成長，目前美國將天然氣以 PNG出口至墨西哥，同時，美國國內尚有

多座 LNG液化出口廠正在興建中，因此預估未來美國天然氣出口量將持續

成長。 

除了美國之外，中國大陸亦是全球天然氣產量增加的關鍵，預估中國大

陸在 2017至 2023之間，天然氣產量每年平均將成長 5.5%，係全球天然氣

產量成長最快速之國家，而澳洲和俄羅斯天然氣產量成長雖不如美中兩國，

但澳洲和俄羅斯是未來天然氣出口量得以成長之主要貢獻者，相比之下，歐

洲地區隨著 North Sea地區以及 Groningen field的產量逐漸減少，天然氣供

應缺口將擴大，需要進口額外之 LNG與 PNG以彌補差距。 

 

 
資料來源：IEA，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圖 8 天然氣主要產區 2017年至 2023年供給預估成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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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各地區天然氣預估供給量 

單位：Bcm 

 
資料來源：IEA，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四、持續成長的 LNG市場，在 2023年將會出現供不應求之現象 

在過去的 15年間，全球天然氣交易量成長逾 40%，其中，LNG的交易

比重從 22%上升至 2017年的 34%，2017年全球 LNG交易量達 3,910億立

方公尺，較 2016年成長 380億立方公尺(增幅 11%)，IEA預測，在 2023年

LNG的交易比重將上升至 40%。 

2017年全球 LNG總液化能力約每年 4,990億立方公尺，在 2018年至

2023 年間，全球預計將增加每年 1,400 億立方公尺的液化能力，使全球產

能增加約 30%，主要集中在美國(超過 800 億立方公尺)、澳洲(約 300 億立

方公尺)與俄羅斯(約 150億立方公尺)，相較於 LNG市場之發展，PNG新增

的管道路線相對較少，主要在美國往墨西哥以及歐亞地區往歐洲與中國大

陸之管線。 

過去亞太國家進口 LNG 多以與油價連動之長約(long-term contract)為

主，此類合約期間長(20年以上)且多數帶有目的地條款(destination clauses)，

然而，近年成為 LNG 出口國的美國，其 LNG 交易合約多採無條件支付合

約條款(Take-or-Pay，TOP)且直接追蹤天然氣價格作為 LNG合約價格指標，

根據 IEA 預測，2023 年在 LNG 市場中將呈現美國、卡達與澳洲三強鼎立

的狀況，三國每年皆有出口 1,000億立方公尺 LNG之能力，美國 LNG出口

量迅速的成長，除了帶動全球 LNG 市場之發展外，亦可能為現行的 LNG

交易模式帶來新的轉變。 



6 
 

就目前全球預計興建的 LNG 液化廠來看，大多會在 2020 年前完工，

短期而言，全球 LNG 液化能力的快速上升可能會造成 LNG 市場中供過於

求，LNG 出口國與供應商之間的競爭相對激烈，然而，亞洲新興國家對於

天然氣需求之成長十分強勁，如果未來沒有新的 LNG液化廠投資計畫，於

2023年時，全球液化廠的平均利用率可能會回到 2017年的水準，屆時 LNG

市場可能會出現供不應求之現象。 

 

 
資料來源：IEA，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圖 9 近年全球 LNG液化能力(預估)增加量 

 

 
資料來源：IEA，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圖 10 美國、卡達與澳洲 LNG (預估)出口量與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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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A，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 

圖 11 近年全球 LNG液化廠(預估)產能與(預估)利用率 

 

五、結論與評析 

總結 IEA發表之《Market Report Series: Gas 2018》報告，未來全球天

然氣產業將持續成長，中國大陸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天然氣進口國，天然氣需

求量最大之國家仍是美國，而工業部門之天然氣需求成長量將超越發電部

門，成為驅動全球天然氣需求成長之主要因素，美國在天然氣生產和出口量

成長量持續保持全球第一之地位，此外，LNG 市場將持續成長，在未來 5

年會短暫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但長期而言 LNG市場依然供不應求。 

目前台灣天然氣進口依賴度約 99%，且在能源政策引導下，未來天然

氣在台灣能源的地位與影響將與日俱增，綜觀目前天然氣產業發展之趨勢，

台灣應該注意兩項事情：首先，工業部門是未來天然氣需求成長的主要來源，

且目前國內亦有推動將以往之燃油、燃煤工業鍋爐轉換為燃氣之工業鍋爐，

因此國內工業用氣之成長趨勢不容小覷；再者，目前對於依賴天然氣進口的

台灣而言是最好的簽約時機，在現今供過於求的 LNG市場中，較容易爭取

對買方有利的 LNG合約，但如果到 2023年後 LNG供需再次反轉之後，恐

不再能輕易取得條件好的合約，由此可見，台灣的天然氣進口業者，應該要

在未來的 5年內，積極地在 LNG市場中尋求簽屬長約的機會，才能極大化

國內天然氣進口業者之利益以及國內天然氣供應之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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