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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液化天然氣的出口對亞洲天然氣市場之影響 
陳大科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 要 
目前全球天然氣市場出現一種很詭異的現象，當美國天然氣市場因頁

岩氣的成功開採，美國由以往的天然氣進口大國，目前慢慢轉為自給自足，

未來甚至成為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出口大國。此種轉變讓

歐美的管線天然氣市場形成供過於求局面，導致美國天然氣期貨價格創近

十年來新低 2.23US$/MMBtu。而亞洲的 LNG 市場卻因日本核災之故，需求

量大增，出現供應吃緊現象，在油價持續高漲與 LNG 運輸船短缺因素下，

不論是與油價掛鉤的長期合約或是視臨時需求的現貨市場，價格都是居高

不下，介於 15~20US$/MMBtu 之間，日本現貨價甚至出現 25US$/MMBtu
的天價。此種不合理的價差現象讓部分亞洲買家紛紛轉向美國市場，也讓

亞洲 LNG 市場的舊賣家出現洽約新思維，包括降低 LNG 與原油價格的關

聯係數及長短合約互通等機制，使原本僵硬的 LNG 市場出現較大的彈性空

間。不過未來 2~3 年，除非原油價格大跌，不然亞洲 LNG 的價格將持續在

高位，至於五年之後，當北美 LNG 實際且穩定供應亞洲市場，又有超過百

艘的新 LNG 運輸船加入運輸行列，屆時亞洲才會出現合理的 LNG 價格。 
關鍵字: 液化天然氣(LNG)，頁岩氣、天然氣價格 
 

一、前言 
美國是全球開發頁岩氣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國家，自從 1981 年第一口頁

岩氣井透過橫向井水壓裂技術成功開採後，頁岩氣的開採產業便進入一個

新的里程。在 2000 年美國頁岩氣的產量為 122 億立方公尺，而 2005 年為

195 億立方公尺，年平均成長率為 9.9%；到了 2010 年產量增加到 1376 億

立方公尺，接近 2005 年 7 倍之多，年平均成長率高達 47.7%，預估到 2035

年將成長至 3455 億立方公尺，約占美國天然氣產量的一半。美國大量開採

頁岩氣，除大大提高美國本身的能源自給率外，同時降低能源對外依賴度，

活絡美國經濟，並引起世界能源領域的一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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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由於受到 2010 年景氣復甦影響，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南韓及印

度的天然氣消耗均成長 20%以上。2011 年更因日本福島核電事故影響，使

日本的 LNG 消費成長 25%以上，造成亞洲 LNG 市場出現吃緊現象。 

在天然氣價格方面，亞洲市場之長期合約大多與原油價格掛鉤，目前

加 拿 大 及 美 國 的 氣 源 開 採 成 本 分 別 為 4.05US$/MMBtu 及

4.25US$/MMBtu，液化費用均為 1.75US$/MMBtu，運輸費用分別為

3.6US$/MMBtu 及 1.60US$/MMBtu，也就是說加拿大及美國的 LNG 銷售盈

虧兩平的成本分別為 9.40US$/MMBtu 及 7.60US$/MMBtu，相較於日本合約

價格 16.7US$/MMBtu，約有 7~9US$/MMBtu 的價差，對於天然氣的投資公

司來說，是一個極具開發的市場。 

本文將從美國的天然氣發展狀況談起，接著說明目前亞洲 LNG 市場供

需情形，最後評析美國未來 LNG 出口對亞洲市場之影響。 

 
二、美國天然氣發展 

圖 1 是美國近十年來天然氣生產與消費走勢圖，從 2000 年到 2005 年

美國傳統天然氣因可開採量逐漸減少，使得生產量每年平均減少 1.2%，到

了 2005 年因頁岩氣(非傳統天然氣之一種)橫向井與水壓裂開採技術突破，

開採數量快速增加，從 2005 年的 209 億立方公尺，占美國天然氣生產量的

4.1%，到 2010 年的 1359 億立方公尺，占全美天然氣產量的 23%，成長接

近七倍，而這個數字將會繼續攀升，根據美國 EIA 估計，到 2035 年美國頁

岩氣產量將占其天然氣生產的一半，如圖 2 所示。 
 

 

 
圖 1. 美國近十年來天然氣生產與消費走

勢圖[2] 
圖 2. 美國各種天然氣生產量

占比預估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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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價格方面，圖 3 是自 2000 年以來美國原油期貨與天然氣期貨價格

走勢圖。在 2006 年 1 月之前美國天然氣期貨價格與石油價格走勢一致且價

格相當，互有高低。到了 2006 年與 2009 年間其走勢仍然一致，但天然氣

價格低於原油價格，在 2008 年曾差到 12US$/MMBtu。可是從 2009 年起，

天然氣價格與原油價格分道揚鑣，原油價格持續飆漲，而天然氣價格卻穩

定且下滑，目前甚至降到 2.3US$/MMBtu 左右，可見在北美市場天然氣已

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 

 

 
圖 3. 美國原油期貨與天然氣期貨價格走勢圖[1] 

 

在美國頁岩氣發展銳不可擋之時。根據全球視點公司(HIS)的研究報告

指出，頁岩氣的成功開採將改變美國未來能源供應與石化行業的營運模

式，提高了美國化學工業的競爭力。 

讓美國能成為 LNG 出口國的原因不單是頁岩氣產量持續增加，價格上

的優勢才是吸引外國公司前來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國際 LNG 市場價

格大都在 10US$/MMBtu 以上，亞洲市場更高。美國本土低廉的天然氣價格

當然吸引生產商將天然氣液化後銷往世界其他地區，亞州市場是其首選。

根據美國 Cheniere 公司的估計[4]，從美國墨西哥灣將 LNG 運到亞洲市場的

航運成本是 2.8US$/MMBtu。如果韓國天然氣公司現在就從美國進口 LNG，

其總成本是 8.7US$/MMBtu。遠遠低於當前 16US$/MMBtu 的到岸合約價

格。如此有利的光明前景加上價差優勢，將造就美國於 2016 年成為 LNG

淨出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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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1]，美國在墨西哥灣地區的天然氣產量已達到 680 億立方公

尺，而美國頁岩氣儲量超過 136,487 億立方公尺，此一儲存量，若以現在的

開採量計算，可讓美國開採 100 年。因此，EIA 在報告中顯示，美國從加

拿大進口天然氣已經減少了 60%，將來還會更少。隨著頁岩氣產量不斷增

加，2016 年美國 LNG 的年出口量將達到 114 億立方公尺，而亞洲是其主要

市場。 

 

三、亞洲天然氣市場 

根據英國 BP 石油公司統計[2]，2010 年全亞洲共消費天然氣 5092 億立

方公尺，占全球天然氣總消耗量 16.1%，其中 LNG 進口量 1777 億立方公尺，

占亞洲總消費的 34.9%，卻占全球 LNG 市場的 59.7%。由此可見亞洲是全

球 LNG 的主要市場，更是 LNG 出口國的必爭之地。表 1 是 2000 年到 2010

年間亞洲各國天然氣逐年消費量一覽表，以下針對幾個在 LNG 市場上具有

舉足輕重的買家略作介紹，包括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及我國。 

 

表 1. 2000 年到 2010 年間亞洲各國天然氣逐年消費量一覽表[2] 

 

單位：10 億立方公尺 
 

1. 中國大陸 

自從 2009 年起，中國大陸超越日本成為亞洲消費天然氣最多的國

家，但其天然氣僅占初級能源 4%，主要來源除了自產外，2010 年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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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曼進口 35.5 億立方公尺的管線天然氣，從澳大利亞、印尼、馬來西亞、

卡達等國進口 128 億立方公尺的 LNG。預計到 2020 年天然氣的消費將

達初級能源的 8%。未來將會是僅次於日本的 LNG 進口國。 

2. 日本 

日本一直以來都是全球消費 LNG 最多的國家，2010 年共消費 1090

億立方公尺，2011 年因福島核災事故，日本陸續暫停所有核電廠，所需

能源缺口大都由化石能源來補足，其中天然氣成長至少 25%，更是造成

目前亞洲 LNG 市場吃緊的主要原因。因此日本核電廠的重啟與否，將會

是短期影響亞洲 LNG 市場供需鬆緊的重要因素。 

3. 南韓 

南韓雖然是半島型國家，有管線天然氣供給的條件，但由於受制於

北韓的地緣關係，目前天然氣的供應仍以 LNG 為主。2010 年南韓共消

費 429 億立方公尺的 LNG，是全球第二大 LNG 需求國，主要來源包括

卡達、印尼、馬來西亞。目前由於 LNG 價格居高不下，近年來積極與俄

羅斯商談路經北韓管線天然氣之可行性[5]，同時與中國大陸協商從東海

鋪設天然氣管線直接到南韓的可行性，可見南韓看好未來天然氣市場且

有長遠之佈局。 

4. 印度 

印度其實也是天然氣消費大國，2010 年共消費 619 億立方公尺的天

然氣，其中 509 億立方公尺為自產自銷，121 億立方公尺的 LNG 進口來

自卡達。去年印度已與美國簽署進口 LNG 協議。未來也將會是亞洲 LNG

市場大戶。 

5. 台灣 

我國與日本一樣，幾乎所有天然氣需求都來自於 LNG 市場，2010

年我國總共進口 LNG 149 億立方公尺，其中 81.9%來自於卡達(25.18%)、

馬來西亞(24.71%)、印尼(17.6%)、奈及利亞(7.32%)及澳洲(7.13%)等長期

合約供應，另外約 18%則靠短期現貨合約供應，供應國包括千里達、挪

威、蘇聯、阿曼等。 

圖 4 是我國 100 年各種能源發電機組容量與實際發電占比，其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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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占發電機組 36.7%，而實際發電占 29.2%。為因應非核家園的長遠目

標，短期天然氣發電占比目標為 40%。也就是說到 2020 年我國的 LNG

消費量至少達到 250 億立方公尺)。 

 

 
 

圖 4. 我國 100 年電力系統結構圖 

 

四、美國在亞洲 LNG 市場之發展現況與影響 

當生產過剩而價格屢創新低的北美天然氣市場碰上需求不斷增加且價

格居高不下的亞洲 LNG 市場，已開始產生火花。以下是目前美國在亞洲

LNG 市場上之發展與影響現況分析。 

1. 去年 2011 年美國 Cheniere 能源公司先後與英國、西班牙及印度等國達

成 130 億立方公尺(1050 萬噸)出口協議，今年又追加 25 億立方公尺(200

萬噸)，顯見看好後續市場。 

2. 今年 2012 年 1 月 30 日美國 Cheniere 能源公司與韓國天然氣公司

(KOGAS)簽署一項 20 年長期合約，自 2017 年開始每年將從德洲供應 44

億立方公尺的(350 萬噸)LNG 給南韓。 

3. 日本最近也積極與美國協議進口 LNG 相關事宜。 

4. 有鑒於亞洲 LNG 市場蓬勃發展，近年來澳洲與卡達都有倍增 LNG 產量

計畫，但由於美國的加入，將使澳洲部分 LNG 生產計畫喊停。 

5. 為因應美國 LNG 出口打亂亞洲市場，LNG 出口大國卡達以更靈活更具

有競爭力的 LNG 銷售戰略來挽住亞洲買家繼續簽署大規模供氣合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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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降低 LNG 與原油價格的關聯係數及長短合約互通等機制。這些措施將

擠壓澳洲與美國 LNG 的競爭空間。由於受到澳洲 LNG 開採成本上漲影

響，那些正在等待批准的 LNG 新產能將會找不到市場。 

6. LNG 運輸船在 LNG 市場上扮演相當重要角色，其運輸價格會隨市場供

需情況有大幅變動，目前 LNG 船運市場因供不應求，每日租金都在 15

萬美元以上(成本約 2 萬美元/日)，且短期內加入營運的新船又有限，故

市場自 2011 年起即持續維持在高檔。近期來新船的訂單每年 30~40 艘，

雖已大增，但這些訂單最快也要 2013 年中以後才能陸續交船，故 LNG

船供不應求的狀況要等到 2013 年以後才可望獲得紓解。 

 

五、結語 

1. 從美國穩定開採頁岩氣與陸續與印度、南韓、日本等亞洲國家洽談 LNG

出口協議來看，未來 2017 年以後美國將占有五分之一亞洲 LNG 市場。 

2. 二、三十年來亞洲 LNG 定價方式一直與油價掛鉤，將會因美國的加入而

產生變化，使市場競爭更加自由化，簽約條件更具彈性。 

3. 由於北美天然氣將大量轉進亞洲 LNG 市場，已造成舊有 LNG 市場賣方

緊張，尤其是有倍增產量計畫的卡達與澳洲，紛紛擬訂新對策，像卡達

就以降低 LNG 與原油價格的關聯係數及長短型合約互通等機制來因應。 

4. 中國大陸與印度的經濟高成長，對於天然氣需求與日俱增，是亞洲天然

氣市場的明日之星。特別是大陸頁岩氣發展的成功與否，將是十年後影

響亞洲市場的重要因素。 

5. 亞洲各國對於未來核電的去留，才是主導未來 LNG 市場交易量多寡的重

要因素，尤其日本與大陸的核能政策更是關鍵。 

6. 當美國成功打入亞洲 LNG 市場時，亞洲的 LNG 進口價格將會與亨利中

心的天然氣關聯，此時將鼓勵全球天然氣價格與原油價格脫鉤，使亞洲

LNG 價格偏離 JCC 油價，並給亞洲天然氣市場帶來降價的可能。 

7. LNG 船在 LNG 市場上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目前 LNG 船運市場因供不應

求，有短缺現象，且短期內加入營運的新船又有限，故市場自 2011 年起

即持續維持高檔。近期來新船的訂單每年 30~40 艘，雖已大增，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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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最快也要 2013 年中以後才能陸續交船，故 LNG 船供不應求的狀況

要等到 2013 年以後才可望獲得紓解。 

8. 未來 2~3 年，除非原油價格大跌，不然亞洲 LNG 的價格將持續在高位，

至於五年之後，當北美 LNG 實際且穩定供應亞洲市場，又有超過百艘的

新 LNG 運輸船加入運輸行列，屆時亞洲才會出現合理的 LNG 價格。 

9. 值此市場轉換契機，我國應思考未來如何佈局，期獲致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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