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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政策正激励
中国煤层气产业迅猛发展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〇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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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要 点

中国煤层气产业政策的历史回顾

中国政府重视煤层气产业发展及
煤层气产业发展政策

中国煤层气产业发展展望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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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层气产业政策的历史回顾

CHINA CBM

中 联



4

中联公司成立之前

1995年以前，基本没有颁布实施
煤层气优惠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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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些煤层气优惠政策，
但对于煤层气起步阶段实际意义不是很大。

地勘费、资源补偿费倾斜政策。
增值税优惠。
进口煤层气项目所需物资免征进口关税

和进口环节税。
煤层气价格按市场经济原则等。

中联公司成立至2005年之前
CHINA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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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公司成立至2005年之前
中国政府相继颁布实施的法律和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1996年12月1
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7年1
月1日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
资源条例》（修改，2001年9月23日实施）。
2001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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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比较
到位的优惠扶持政策。（详见后）

2005年至今
CHINA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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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重视煤层气产业发展及
煤层气产业发展政策

政府关注煤层气产业发展

法规、条例及扶持政策

CHINA CBM

中 联



9

政府关注煤层气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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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煤层气作为一种新能源要进行产业化发展模式：煤层气作为一种新能源要进行产业化发展
手段：以科技促发展手段：以科技促发展
目的：造福人民目的：造福人民

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指明了我国发展煤层气的模式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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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国家政府
再次强调了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
“开发和利用煤层气既可治理瓦斯，又可利
用能源，一举两得，应该加大科研、勘探、
开发的力度。请发改委研究、制定规划和措
施。”

为我国煤层气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我国煤层气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既要开发新能源，又要兼顾瓦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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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审批标准产品分成合同。
大力支持和指导规范煤层气对外合作。全
部老项目（柳林项目、三交项目、晋城潘
河项目等）得以规范运做。
审批产品分成合同。已批准产品分成合同
28个。
积极支持项目运作。批准部分合同权益转
让。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
CHINA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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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
支持资源补偿费项目和地质大调查
项目。
开展了新一轮全国煤层气资源评

价，资源量为37万亿m3。
支持煤层气战略选区-多分支水平井

的前期试验。
积极支持和批准煤层气矿权。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
CHINA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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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
2005年2月17日国家发改委领导听取了中联公
司关于“煤层气开发利用情况及发展建议”的专
题汇报。
组织编制“十一五”煤层气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2006年3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同意成立煤层
气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批准煤层气开发利用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煤层气产业化政策支持。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
CHINA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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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部：
煤层气“九五”、“十五”科技攻关、“973”

等项目支持，拟将煤层气列入“十一五”
重大专项予以支持。

财政部、税务总局：
出台了更加适宜的煤层气税费政策。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
CHINA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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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条例及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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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与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及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
定：“煤层气（煤成气）资源属一独立的特殊矿种，实
行国家一级管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35条规定：“国家鼓励

煤矿企业开发利用煤层气”。
2001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开发煤层气资源”。
2006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加强煤矿瓦斯综合
治理,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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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与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
源条例》第30条规定：“对外合作开采煤层气
资源由中联公司实行专营，参照本条例执行”。
从引导投资方向、改善投资结构等目标入

手，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科技部一直把煤
层气的勘探开发纳入《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
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
《全国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一五”
规划》提出了煤层气开发利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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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与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
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
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煤炭和煤
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
按照“先采气，后采煤”的原则，对煤炭、
煤层气进行综合勘查、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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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

“十一五”期间，中联公司及其国内外合作者，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国内产品性能不能满足要
求，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作业的设备、仪器、
零附件、专用工具，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
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

售煤层气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先征后退
税款由企业专项用于煤层气技术的研究和扩大
再生产，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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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

对独立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购进的专
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
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帐征税的
煤层气抽采企业研究开发新技术、新工
艺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在按规定实行
100%扣除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
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
除。
对地面抽采煤层气暂不征收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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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

根据国务院1997年国办通〔1997〕8号文件，
煤层气价格按市场经济原则，由供需双方协商
决定，政府不限价。
企业开采的煤层气出售或自用作民用燃气、化

工原料等，中央财政按0.2元/立方米煤层气（折
纯）标准对煤层气开采企业进行补贴，在此基
础上，地方财政可根据当地煤层气开发利用情
况对煤层气开发利用给予适当补贴，具体标准
和补贴办法由地方财政部门自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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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

企业开采煤层气用于发电的部分，
不享受补贴政策，享受《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关于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
发电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的相
关政策。补贴电价标准为每千瓦时
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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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

目前中国已有的煤层气产业扶持
政策已基本达到美国煤层气产业发
展初期的鼓励政策。
目前扶持政策已基本到位，主要

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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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层气产业发展展望及建议

勘探开发进展
产业发展展望
产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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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开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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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摸清了全国的煤层气资源总量： 36.8万亿立方
米。
确定和筛选了重点有利的煤层气开发区：沁水盆地
南部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
基本掌握了煤层气评价选区的基本方法和勘探开发
的关键技术。
获取了大量的煤层气勘探开发的第一手资料。
建立了煤层气示范和开发项目，取得了煤层气商业
性开发的突破。
到2006年底，全国共投入煤层气勘探资金约35亿元
人民币。其中，国内自有资金投入约15亿元，中联
公司通过对外合作引进国外资金约20亿元人民币。

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成果
CHINA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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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层气钻井数（截止2006年底）

注：我国煤层气地面钻井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
2005年，全国煤层气钻井数是过去8年的总和，约为300口；
2006年，全国煤层气钻井数966口；其中中联公司钻井数395口；

中联公司通过自营和国际合作两种方式钻井总数约占全国58%。

全国煤层气钻井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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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层气储量汇总表

861.65420.56合 计

1130.29650.09总 计

75.06268.64229.53合 计

39.275.06191.3494.04阳泉煤业
集团

77.30135.49铁法煤业
集团

井下抽
放方式

107.2174.14

50.0176.13352.26182.22
中国石油

54.3218.38402.18164.20中联公司
地面开
发方式

采收率
（%）

可采储量
(亿立方米)

探明储量
(亿立方米)

探明面积
（平方公里）

单位开发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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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煤层气先导性试验井组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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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井组产能并实现利用的地区：
中联公司沁南枣园井组（15口井）
中联公司沁南潘河示范区（260口，其中
已完成40口井集输），产能1.5亿立方米

中联-美中能源潘庄试验区（150口垂直生产井和6口多
分支水平井）

——上述均已建压缩气站，成功实现产供销
辽宁阜新井组（14口井）
——实现就近管输

中石油樊庄开发区（200口井），产能1.3亿立方米

中国煤层气产能建设情况（截至2006年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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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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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全国将新增煤层气生产井超过1000
口，煤层气年产能将超过5亿立方米。
2010年，全国规划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
3000亿立方米，煤层气年产量实现100亿立方
米，其中地面钻井50亿立方米，井下抽采50亿
立方米。
国家十一五规划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都强调
煤层气的开发利用。
煤层气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将加快煤层气
科技研究成果的转化。

中国煤层气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将初具规模

中国煤层气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煤层气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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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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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煤层气产业宏观调控，
更加完善法规体系

健全煤层气开发利用的监管体系。
改革煤层气开发体制和机制。加快引进
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
改进矿权管理模式，建立煤层气勘查许
可新制度。
加强煤层气资源区块整体规划和协调开
发工作。
实施“先采气，后采煤”工程，实现煤矿
生产和煤层气开发利用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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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大型煤层气骨干企业，带动产业
发展。
加大科技投入，建立行业技术开发基
地，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煤层气产业。
建立煤层气产业知识人才库，保持煤
层气产业可持续发展。
统筹规划长输管网建设，大力培育煤
层气消费市场，建立和完善煤层气开
发利用市场机制。

培育骨干企业，加大科研投入、
人才培养，强化管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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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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