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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增加液化天然氣進口對我國的影響與因應策略 

台灣經濟研究院 趙文衡 

     2016 年 2 月 16 日，歐盟執行委員會發布一系列措施，防止天

然氣危機與確保歐盟國家在天然氣中斷時的協調與支援。歐盟委員會

建議要求各成員國建立專門主管機構，負責追蹤天然氣供應情況，評

估天然氣供應風險，並制訂明確、有效的因應短缺危機的計劃。除此

之外，尚要求在遭遇天然氣供應危機時各成員國能加強合作，共享天

然氣供應資訊和數據，通過歐盟天然氣協調小組處理危機等。   

    這些文件還包括歐盟與非歐盟國家間的能源政府協議，及強化

LNG 供給及天然氣儲存以提升能源安全的策略。歐盟強化 LNG 進口

的策略將會影響全球 LNG 市場的需求，我國為 LNG 主要進口國，此

一變動可能會牽動我國將來 LNG 的取得，故本文將分析歐盟 LNG 策

略及其影響。 

(一)歐盟 LNG 策略 

    歐盟發布的歐盟 LNG 與天然氣策略文件指出，LNG 未來幾年全

球供給量將大幅成長 50%，因大量供給而導致 LNG 價格低廉，為歐

盟的天然氣安全及彈性提供一個良機。特別是對一些重度依賴單一國

家管線天然氣來源的歐盟國家，更能藉此提升天然氣安全。進口 LNG

可以使進口天然氣來源多元化，同時也可強化歐盟天然氣市場的競爭

性。為了充分運用成長中的國際 LNG 市場的潛力，並提升 EU 進口

LNG 的能力，需先完成以下三項工作： 

1.改善基礎建設的不足：歐盟需要確保足夠的基礎建設，並使所有成

員國可以使用這些建設，而受惠於國際 LNG 市場。儘管現有與計畫

中的 LNG 接收設備足以因應增加的 LNG 進口，但這些設備並非均勻

的散布在歐洲各地，使得一些成員國無法進口 LNG。因而，每一個

LNG 接受站需要提供多於一國的 LNG 再汽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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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內部天然氣市場：歐盟必須從事內部天然氣市場的建構，確

保市場送出正確的價格訊號。根據市場訊號，吸引 LNG 供應者進入

歐盟市場，使 LNG 可以賣至真正需要的會員國，並吸引投資人投資

必要的基礎建設。要達此一目標，建立一個 LNG 交易中心為必要的

作法。 

3.融入國際 LNG 市場：歐盟應致力於與國際夥伴合作促進自由、流

動與透明的全球 LNG 市場。欲達此一目的，需強化與現有及未來供

應者對話，及與其他 LNG 消費國共同移除全球 LNG 市場交易障礙。 

(二)歐盟天然氣供需現況 

    上述歐盟 LNG 策略文件強調歐盟需降低對管道天然氣的依賴，

而將分散來源至 LNG。下圖為歐洲國家進口天然氣狀況。基本上，

近五年來，歐洲國家進口天然氣總量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管道天然

氣則在 2012 年及 2013 年進口數量增加，至 2014 年明顯下降。LNG

進口則是明顯呈現下降的趨勢，主要進口來源為卡達(45.2%)、阿爾

及利亞(28%)與奈及利亞(11%)。2014年LNG進口占整體進口的12.5%，

管道天然氣佔 87.5%。因此，以過去而言，歐洲國家仍然重度依賴管

道天然氣，並未分散來源至 LNG。 

圖 1: 歐洲進口天然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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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P    

    歐洲主要天然氣的進口來源為俄羅斯，而其進口方式為管道天然

氣。為打破俄羅斯在天然氣供應的壟斷地位，歐盟長久以來即尋求減

少自俄進口天然氣。2006 年及近來俄國與烏克蘭之衝突更使歐盟確

切感受到能源供應中斷的風險。儘管如此，近幾年來，歐洲對俄羅斯

天然氣供應的依賴卻有增無減，歐洲天然氣自俄羅斯進口比例由 2010

年的 27.7%增加至 2014 年的 35.7%(2015 年在歐盟制裁下，預料自俄

羅斯進口數量將會減少)。儘管在上述策略文件中，並未直接指出提

升 LNG 進口主要是針對俄羅斯，但文中多處警告有些歐盟國家以單

一國家為進口來源極具風險性，須以進口 LNG 來分散來源，可知降

低對俄羅斯的依賴為此一 LNG 策略的主要目的之一。 

圖 2 歐洲國家自俄羅斯進口天然氣之數量與所占比例 

資料來源：BP 

(三)對全球 LNG 市場的影響 

    未來歐盟是否會大量轉向 LNG 進口?若觀測目前歐盟國家 LNG

接收站的容量，可以發現，歐盟具有相當大的進口潛力。目前，歐盟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進
口
數
量

B
C

M
 



4 
 

國家現存的接收站，其接收能力達 195 BCM/年，尚有 23 BCM/年的

接收能力正在建構中。此外，計畫中建構的接收站若將來均興建完成，

將可提供額外的 213BCM/年的接收能力。儘管歐盟具強大接收能力，

但 2014 年僅進口 52 BCM 的 LNG，利用率僅 26%。顯示對於具有剩

餘 LNG 接收能力的國家，可以立即大量的增加 LNG 進口而無容量不

足的問題。這些國家主要包括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與英國。然而，

就如上述策略文件所言，歐盟進口 LNG 需要克服接收站過度集中在

幾個國家中，儘管總接收容量很大，但其他國家不一定可以進口，此

會限制 LNG 進口數量。 

    根據 IEA 預估，2020 年，全球 LNG 市場可達 473BCM，OECD

歐洲國家的全球 LNG 進口市占率可由 14%提升至 19%，亦即 2020

年進口量將達 90BCM，較 2014 年成長 76%。據此可知，歐洲國家在

2020 年 LNG 全球市占率擴大，將會排擠其他國家進口，對全球市場

造成影響。   

(四)對歐盟國際能源合作之影響 

    根據 IEA 預估，2020 年 OECD 歐洲國家的天然氣總需求量為

500BCM，其中 90BCM 為 LNG，占 18%，較 2014 年的 12.5%增加

5.5個百分點。相對的 2020年，管道天然氣占整體歐洲市場將由 87.5%

降至 82%。減少的部分很可能均為俄羅斯的進口。以 2014 年基準計

算，俄羅斯的天然氣占比將由 2014年的 35.7%降至 2020年的 30.2%。

此當然會衝擊俄羅斯的能源出口，歐盟減少與俄羅斯在天然氣的合作，

勢必迫使俄羅斯尋求與亞洲國家合作，特別是中國大陸、日本與韓

國。 

    另一方面，根據 IEA 的研究，未來全球 LNG 的新產能主要來自

澳洲與美國。在 2014 年至 2020 年，全球 90%LNG 新增出口將來自

上述兩國。故而歐盟欲尋求LNG進口最可能的對象國為澳洲與美國。

然而，澳洲天然氣價格較美國貴，與歐洲的距離又較美國遙遠，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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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歐洲進口 LNG 的國家為美國。故可預期的，歐盟國家若欲進口

LNG 將優先與美國合作。 

(五)對我國的影響與啟示 

    歐洲LNG策略文件鼓勵LNG進口，以及未來預估將增加地進口，

將會對我國帶來以下的影響與啟示： 

1.歐洲國家增加全球 LNG 進口份額，對我國 LNG 進口產生排擠 

    根據先前中油預估，未來我國 LNG需求將由 2014年 1320萬噸，

增加至 2030 年的 2000 萬噸，成長約 51%。至 2020 年需求約 1542

萬噸，約成長 16.8%。根據 IEA 預估，2020 年全球 LNG 出口將達

473BCM，較 2014 年的 333BCM 成長 42%。若我國需求依照中油預

估未變動，我國進口的 LNG 占全球市場份額將由 5.4%降至 4.5%，

亦即全球供給增加的速度比我國需求增加的速度為快。然而，由於歐

洲國家的 LNG 需求成長速度(76%)較全球增加的供給速度(42%)為快，

歐洲國家搶占市場份額亦將會對我國產生排擠作用。 

2.歐洲國家對我國的排擠以自美國進口的 LNG 最為嚴重，我國應強

化並加速與美國於 LNG 合作，確保我國 LNG 來源 

    根據上述分析，歐洲國家新進口的 LNG 將集中在美國，由於美

國進口 LNG 價格低廉，為各國新增進口的優先選項，對我國亦然。

故而，歐洲增加 LNG 進口不但對我國的 LNG 進口產生排擠作用，其

中以美國進口的 LNG 最為嚴重。為了因應與歐洲國家在美國 LNG 的

爭奪，我國可儘早捷足先登，強化與美國合作，與美簽訂 LNG 購買

合約，以確保我國 LNG 的進口來源。我國可基於目前我國與美國的

合作平台與架構下，尋求強化我國與美國在 LNG 合作。 

3.我國可強化與歐盟建立 LNG 消費國間合作，共同移除全球 LNG 交

易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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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盟 LNG 策略文件中，歐盟特別強調與 LNG 消費國合作共

同移除全球 LNG 交易障礙。我國為 LNG 主要消費國，消除交易障礙

有利我國 LNG 取得，故我國可尋求融入歐盟 LNG 國際合作架構中。

以多雙邊管道建立與歐盟的合作，包括爭取臺歐盟雙邊經貿諮商會議

納入 LNG 議程，及透過參與國際能源憲章與歐盟及其他 LNG 消費國

研商具體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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