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確保能源供給，將管制液化天然氣出口  

根據澳洲金融評論報（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2017年

4 月 27 日之報導，澳洲總理 Turnbull 召集澳洲液化天然氣（LNG）

外銷供應大廠，要求正視國內天然氣短缺致油價高漲問題，部分高

度依賴電力之業者甚至被迫關門等訴求無效後，澳洲聯邦政府頃宣

布自 2017年 7月 1日起採行「澳洲國內天然氣安全機制」（Australian 

Domestic Gas Security Mechanism） ，限制天然氣生產商出口量，以

解決東岸地區面臨之天然氣短缺危機，並確保供應足夠之天然氣滿

足國內市場需求。該機制不須提交國會審議，將要求天然氣公司在

未來三年須向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ACCC）申報其定價及供應

量明細。 

一、背景說明 

Santos 公司位於澳洲東岸昆士蘭州（Queensland）的 Gladstone 

LNG Project（GLNG），為一生產煤層氣（Coal Seam Gas），並將煤

層氣轉為液化天然氣之出口計畫，昆士蘭州亦為全球第一個將煤層

氣進行 LNG 出口之地區。GLNG 因與國外企業簽定天然氣供應合約，

惟氣源不足，為達成合約供應數量，向澳洲南部區域包括新南威爾

斯州（New South Wales）、南澳洲（South Australia）及維多利亞州

（Victoria）收購當地天然氣以進行天然氣液化出口。 

Santos 收購各地天然氣產量，確保國外液化天然氣出口來源，

卻間接影響澳洲東岸天然氣市場，原有國內天然氣消費需求因供應

氣源減少，面臨天然氣價格劇烈攀升，政府為因應炎熱高溫造成電

量需求大增，不得實施限電供應，以減少天然氣與煤炭的發電使用。

澳洲政府為正視國內天然氣供應問題，維持天然氣與電力穩定供應，

宣布施行「澳洲國內天然氣安全機制」此臨時性措施，將要求國內天

然氣企業於未來三年須向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ACCC）申報其



定價及供應量明細。 

澳洲總理 Turnbull 表示，盼藉由政府力量介入，提供家戶及業

者合理之電氣價格。此為澳洲首次發生政府干預天然氣市場之情形，

澳洲石油生產暨勘探協會（  Australian Petroleum Production and 

Exploration Association）強烈反對政府介入干預天然氣出口合約，認

為此舉將降低未來天然氣生產與供應計畫之投資意願，破壞澳洲天

然氣市場。 

二、澳洲天然氣議題分析 

澳洲昆士蘭州為煤層氣生產州，2008 年昆士蘭州煤層氣產量已

超越傳統天然氣產量，2008 年煤層氣產量約為 1,180 億立方英尺，

2016 年煤層氣已達至約 9,230 億立方英尺，將近 7 倍之年成長率，

煤層氣產量占總體天然氣產量約 96%，昆士蘭州煤層氣成長情形可

參閱下圖 1。 

單位 :十億立方英尺  

 
資料來源:昆士蘭州自然資源與礦產部（DNRM）2017。 

圖 1 昆士蘭州煤層氣與傳統天然氣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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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蘭州主要有 3 個煤層氣出口計畫，分別為 Santos 公司主導

的 Gladstone LNG（GLNG）；澳洲 Origin 公司與美國康菲公司

（ConocoPhillips）聯合主導的 Australia Pacific LNG（APLNG）；及

皇家荷蘭殼牌公司（Shell）主導之 Queensland Curtis LNG （QCLNG）。

此 3項出口計畫煤層氣來自昆士蘭州東南部 Surat和 Bowen盆地（詳

閱圖 2），煤層氣透過管線從盆地輸往東岸之煤層氣液化廠進行海外

出口，GLNG 出口產能為每年 700 萬噸，APLNG為每年 900 萬噸，

而 QCLNG每年出口產能為 850萬噸，此 3家每年合計出口 2,450萬

噸液化天然氣，為昆士蘭州 LNG出口主力。 

 
  資料來源:澳洲 Santos 公司官網。 

圖 2 昆士蘭州煤層氣生產區域 

亞洲液化天然氣需求為現行全球最大區域，昆士蘭州主要將煤

層氣液化後銷往亞洲市場，利用煤層氣進行海外出口獲取龐大利潤。

煤層氣不只創造大額海外收益，同時帶動昆士蘭州經濟發展並創造

大量就業機會，眾多民眾仰賴煤層氣開發與生產獲得收入。看似一



片前景的煤層氣卻同時產生令人不安之隱憂，大量的煤層氣未用於

澳洲東岸天然氣消費需求，多為銷售至海外，造成國內擁有豐天然

氣資源，民眾卻無法享受之弔詭情形。澳洲東岸發電燃料主要為天

然氣與煤炭，因天然氣供應之短缺，迫使天然氣價格逐漸攀升，導

致電力成本過高，政府為解決此情形，祭出限電供應措施以因應電

力短缺問題。 

澳洲擁有豐富天然氣資源，政府採取與國外大型能源企業合作

之模式，吸引外資企業投入國內自然資源開發，提供資金與技術進

行天然氣開發、生產與外銷作業。雖眾多澳洲本土企業亦投入國內

天然氣生產，惟外資持股比例過高，且多為國際石油與天然氣產業

巨頭，易影響天然氣廠商之營運決策，目前將澳洲天然氣銷往國際

市場為外資企業之投資重點，用於能源供給與作為化學產品之原料。 

以 Santos 公司為範例，GLNG 出口計畫本土企業除 Santos 公司

外，亦有 3 家國外企業投資，分別為韓國 KOGAS、法國達道爾

（Total）公司及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持股比例以

Santos 公司居冠，為 30%，外資企業持股比例分別為馬來西亞國家

石油公司 27.5%、達道爾公司 27.5%及 KOGAS 公司 15%。雖然

Santos本身持有最多股份，惟其餘公司持股比例僅微幅低於 Santos，

故GLNG之 LNG出口受限於外資企業之營運決策，各公司於計畫初

期即擬定未來天然氣出口數量與各公司所占份額，各 LNG 出口計畫

在外資企業強勢主導下，澳洲國內天然氣將大量銷往海外，將難以

兼顧國內天然氣消費需求。東岸各 LNG 出口計畫營運與股份結構可

參閱下表 1： 



表 1 澳洲東岸各出口計畫股權結構 

LNG出口計畫 澳洲本土企業 外資企業 

Gladstone LNG 

（GLNG） 
Santos （30%） 

達道爾（27.5%）、馬來西亞

國家石油公司（27.5%）、

Kogas（15%） 

Australia Pacific LNG 

（APLNG） 
Origin （37.5%） 

康菲（37.5%）、 

中石化（25%） 

Queensland Curtis LNG 

（QCLNG） 
無 

殼牌、中海油、 

東京瓦斯 

  註:QCLNG未有較詳細之股份比例，而殼牌公司 2016年收購 BG 集團 持有

股份。 

  資料來源:各公司官網，本研究整理。 

外資企業多為國際大型能源企業，亦包括液化天然氣需求龐大

的亞洲企業，例如中國大陸中石化與中海油公司，日本東京瓦斯公

司。現行 LNG出口計畫多採取承購合約（off-take contract），即天然

氣買方與賣方協議於未來時，買方將會購買一定比例之天然氣，一

般來說，買方會積極參與 LNG 出口計畫與工廠之投資與建設工程，

以確保天然氣未來能如期生產與出口，尤以 LNG 需求量龐大之國家。 

澳洲國內天然氣生產與出口仍由國外大型企業把持，雖可使澳

洲賺取龐大海外利潤，但卻造成國內天然氣供應不足之窘境，故澳

洲總理 Turnbull 於 2017 年 3~4 月期間，召集澳洲各大天然氣企業進

行協商會議，包括 Santos、艾克森美孚、殼牌與 Origin 等公司，會

談期間，Turnbull要求這些公司對國內天然氣供應短缺和尖峰時段的

價格上漲採取補救措施。Turnbull甚至喊出”Aussies first”（澳洲優先）

之口號，希望國內天然氣需求與價格不應被 LNG 出口所影響，確保

國民的天然氣使用權利。 

澳洲天然氣短缺之原因亦包含澳洲天然氣開採政策，澳洲除傳

統天然氣資源，亦含有豐富非傳統天然氣儲量，包括煤層氣與頁岩

氣，澳洲昆士蘭州、北領地、新南威爾斯州與維多利亞州均含有非

傳統天然氣資源（詳閱圖 3），惟頁岩氣與煤層氣開發需利用水力壓

裂技術提高開採效率，卻間接汙染當地土壤與水資源，破壞當地自



然環境，使居民受其影響。 

 

  資料來源: Australia's gas resources past production and remaining resources。 

圖 3 澳洲天然氣分布區域圖 

早於 2015年 11月，澳洲參議院批准成立「非常規天然氣開發專

業委員會」，主要職責是評估在當前立法、管理和政策框架下開採非

常規天然氣之可行性。除建議禁止水力壓裂作業外，委員會還建議

聯邦政府會同州和領地政府共同製定全國非常規氣發展戰略。其面

臨的最大阻擋者為澳大利亞石油勘探開發協會（APPEA），認為政府

無法明確提出水力壓裂對環境破壞的有力證據，認為政府此舉只會

影響投資人對天然氣開發之意願，減少國內外企業在澳洲天然氣之

投資。 

澳洲政府為維護國內自然環境，2016 年 9 月北領地政府即宣布

暫停水力壓裂開採，直到政府確定水力壓裂開採對社會與環境的衝

擊影響，才考慮將其解除。2017 年 3 月維多利亞州議會正式通過水

力壓裂禁止法案，該法案除禁止水力壓裂開採；至 2020 年 6 月前，

暫停所有陸域天然氣開採作業。預計於 2018~2020 年，澳洲將有可



能面臨天然氣短缺之問題，政府除考量管制 LNG 海外出口數量，亦

需考量天然氣開發與生產問題，才能解決國內天然氣供應之窘境，

與其所導致的天然氣價格上升與電力短缺之情形。 

三、澳洲出口管制對國際之影響 

澳洲係為現行國際第二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國，僅次於卡達，根

據國際天然氣組織（International Gas Union）2017年能源報告，澳洲

2016年共出口 4,430萬噸液化天然氣，占全球 LNG出口之 17.2%（詳

閱圖 4），足見澳洲對國際天然氣市場之影響力。澳洲於 2018~2020

年期間將完成多數液化出口廠新建與擴建計畫，屆時出口產能預估

將提升至每年 7000~8000 萬噸，將有望超越卡達，成為全球最大液

化天然氣供應者。 

 
  資料來源:2017 IGU World LNG Report 。 

圖 4 2016年國際液化天然氣出口資訊 



澳洲政府宣布於 2017 年 7 月 1 日採取「澳洲國內天然氣安全機

制」，限制天然氣生產商出口量，以解決東岸地區面臨之天然氣短缺

危機，並要求天然氣公司在未來 3 年須向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

（ACCC）申報其天然氣定價及供應量明細。政府宣布此為管制天然

氣出口以恢復國內天然氣穩定供應之暫時性措施，若未來澳洲國內

天然氣供應回歸正常，管制情形將可能解除。 

政府雖要求天然氣公司在未來三年須向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

會（ACCC）申報其定價及供應量細節，惟管制情形未明述是否針對

已簽定之合約，倘若管制包括已簽定合約，造成天然氣供應商無法

履約之情形，將影響國際總體 LNG 市場，屆時液化天然氣進口國有

可能面臨供應不足之情形，衍生能源安全問題，爰管制情形應僅針

對洽談中與新簽訂之合約。若澳洲後續達成國內天然氣穩定供應，

海外出口將有望解除限制，達到澳洲出口目標。 

澳洲國內天然氣供應若長期無法解決供應問題，將連帶影響

LNG 海外出口計畫，LNG 海外出口若持續管制，澳洲於國際天然氣

市場之影響將逐漸減弱。美國 LNG 之崛起，將為澳洲 LNG 出口之

最大競爭者。目前美國天然氣產量持續成長，且美國能源政策鼓勵

將天然氣進行海外出口獲取利潤，未來將瓜分原本由澳洲所主導的

亞太液化天然氣市場，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國家為日本、韓國及中

國大陸等與澳洲簽署天然氣合約之國家。屆時澳洲 LNG 出口之國際

地位將大幅下降，於 2018~2020 年能否成為全球 LNG 最大供應者將

產生莫大變數。 

臺灣天然氣仰賴自國外進口，98%天然氣供應來自液化天然氣，

目前臺灣自澳洲 LNG 進口量甚少，多為短約與現貨供給，主要供應

國依序為卡達、馬來西亞、印尼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台灣中油公司

與日本 INPEX 公司簽署天然氣合約，氣體來源由 Ichthys LNG 計畫

供應，預計於 2017年底或 2018年開始供應，每年約供應 175萬噸。



Ichthys LNG 計畫之天然氣田位於西澳洲北部外海，透過海底管線將

天然氣輸往北領地達爾文（Darwin）進行 LNG出口（詳閱圖 5）。澳

洲政府對於海域天然氣開發無太大管制，而出口點位於澳洲北部之

北領地（Northern Territory），非天然氣短缺之澳洲東岸，預估澳洲

天然氣出口管制，對臺灣天然氣供應將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資料來源:INPEX Ichthys 官網。 

圖 5 Ichthys LNG出口計畫地理位置圖 

四、結論 

澳洲政府為解決東岸天然氣短缺之問題，將施行「澳洲國內天然

氣安全機制」，以管制天然氣出口。澳洲國際貿易之獲利仰賴出口國

內自然資源，澳洲政府需兼顧賺取外匯與國內能源安全，規劃符合

國內情勢之最佳策略。由於國際天然氣消費需求日漸高漲，未來澳

洲天然氣出口情勢將持續受到國際市場關注，爰澳洲政府的一舉一

動將牽動全球天然氣供應情形。目前臺灣未大量自澳洲進口液化天



然氣，根據 Ichthys LNG計畫資訊內容，天然氣出口管制對臺灣天然

氣供給應不致造成太大影響，惟後續仍可持續觀察澳洲天然氣出口

動向，評估對臺灣天然氣供應可能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