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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液化气行业定义 

    1.1 行业概述 

    液化气（Liquefied Petroleum Gas, 简称 LPG）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形

式，主要由丙烷（Propane, C3H8）和丁烷（Butane, C4H10）组成，有时也会含有

少量的乙烷和乙烯。这些气体在常温下通过加压转变为液体状态储存和运输，在使

用时通过减压变为气体。LPG 广泛应用于家庭、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如烹饪、

取暖、汽车燃料等。 

    1.2 全球市场规模 

    2022 年全球 LPG 市场规模：达到了约 3.5 亿吨，预计到 2027 年将达到近 4 亿

吨，期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2.5%。 

    亚洲地区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近 60%，其中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两个消

费国，两国合计占比超过 30%。 

    北美地区：由于页岩气革命的影响，成为全球最大的 LPG 生产地之一，2022

年产量达到约 7000万吨。 

    欧洲地区：尽管消费量相对较小，但仍然是重要的进口市场之一，2022 年进

口量约为 1500万吨。 

    1.3 主要应用领域 

    家用/商用：2022 年，全球约有 30%的 LPG 用于家庭烹饪和取暖，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高。 

    工业用途：包括化工原料、加热、发电等，约占全球消费量的 25%。 

    汽车燃料：随着环保意识增强和技术进步，LPG 作为汽车燃料的需求逐年增长，

2022年约占全球消费量的 15%。 

    农业用途：主要用于温室供暖、干燥谷物等，约占全球消费量的 10%。 

    1.4 主要生产国与出口国 

    美国：2022年产量达到约 700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 LPG生产国和出口国。 

    沙特阿拉伯：作为石油输出大国，同时也是重要的 LPG 生产国之一，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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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约为 2000万吨。 

    俄罗斯：随着天然气产量的增长，LPG 产量也在稳步上升，2022 年产量约为

1200万吨。 

    伊朗：虽然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但仍保持一定的 LPG 生产能力，2022 年产

量约为 900万吨。 

    1.5 行业发展趋势 

    环保要求提高：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提升，LPG 作为一种相对清洁

的能源，其需求将持续增长。 

    技术创新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降低 LPG的成本，并提高其在各个领域

的应用效率。 

    新兴市场需求增长：特别是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快速发展国家，随着生活水平

提高，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将显著增加。 

    根据博研咨询&市场调研在线网分析，液化气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着重要角

色，不仅满足了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还在工业、农业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技术进步和环保意识的增强，预计未来几年内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第二章、中国液化气行业发展现状 

    一、市场规模与增长 

    市场规模：截至 2022年底，中国液化石油气（LPG）市场规模达到约 4,500亿

元人民币，相较于 2021 年增长了 7.8%。 

    消费量：2022年中国 LPG消费总量约为 6,200 万吨，同比增长 6.2%。 

    进口量：2022年中国 LPG进口量达到 2,800 万吨，较 2021年增长 5.9%，占总

消费量的 45.2%。 

    二、产业链分析 

    上游供应：中国 LPG 主要来源于炼油厂副产品和天然气田伴生气。2022 年，

炼油厂副产品占比达到 60%，天然气田伴生气占比约为 40%。 

    中游加工：全国共有超过 1,500家 LPG加工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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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CNPC）等占据

了市场主导地位。 

    下游应用：2022 年，民用燃料领域消耗 LPG 约 2,200 万吨，占总消费量的

35.5%；工业用途（包括化工原料、汽车燃料等）消耗约 4,000 万吨，占比 64.5%。 

    三、区域分布 

    消费区域：华东地区是中国最大的 LPG 消费市场，2022 年消费量达到 1,800

万吨，占全国总消费量的 29%；华南地区，消费量约为 1,600万吨，占比 25.8%。 

    生产区域：东北地区是中国最大的 LPG生产基地之一，2022年产量达到 1,200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22%；华北地区，产量约为 1,000万吨，占比 19%。 

    四、竞争格局 

    市场份额：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CNPC）合计占据中国 LPG市场约 50%的份额。 

    新进入者：一些民营企业如浙江石化、恒力石化等也加大了在 LPG领域的投入，

市场份额逐渐提升。 

    五、政策环境 

    政府支持：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 LPG行业的健康发

展，包括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支持 LPG深加工项目等。 

    环保要求：随着环保法规的日益严格，LPG 作为一种相对清洁的能源，在替代

煤炭等高污染能源方面得到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六、发展趋势 

    需求增长：预计到 2025 年，中国 LPG 市场需求量将达到 6,800 万吨，年复合

增长率约为 3.5%。 

    技术创新：随着技术的进步，LPG 深加工项目如丙烷脱氢制丙烯等将成为新的

增长点。 

    国际化布局：中国 LPG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增强国

际竞争力。 

    中国液化气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技术不断进步，政

策环境友好，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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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液化气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概述 

    中国液化气（LPG）行业的产业链主要包括上游的开采与生产、中游的储存与

运输以及下游的应用与销售三个环节。 

    1. 上游：开采与生产 

    主要来源：国内液化气主要来源于石油炼制副产品和天然气田的伴生气。 

    产量数据：2022 年，中国液化气总产量达到约 4500 万吨，其中炼油厂贡献了

约 70%的产量，天然气田提供了剩余的 30%。 

    主要生产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CNPC）等大型国有企业是主要的液化气供应商。 

    2. 中游：储存与运输 

    储运设施：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共有超过 100 个液化气储罐，总储存能力超

过 1000 万立方米。 

    运输方式：公路运输占到总运输量的 60%，水路运输占比约为 30%，管道运输

则占据了剩余的 10%。 

    物流网络：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液化气物流体系，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和地

区。 

    3. 下游：应用与销售 

    消费结构：民用燃料占总消费量的 40%，工业用途约占 35%，汽车燃料和其他

用途分别占 15%和 10%。 

    终端用户：2022 年中国液化气消费总量达到约 4800 万吨，其中家庭用户消耗

了约 1920 万吨，工业用户消耗了约 1680万吨。 

    二、产业链特点与挑战 

    特点： 

    高度集中：上游生产和中游储运环节由少数几家大型国企主导。 

    市场需求稳定增长：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液化气作为清洁能源的需求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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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技术创新驱动：新技术如液化气汽车的推广使用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挑战： 

    环保压力增大：随着环保政策趋严，液化气行业面临更高的排放标准要求。 

    市场竞争加剧：国内外竞争对手增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供应链稳定性：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供应链稳定性面临挑战。 

    三、产业链发展趋势 

    上游：预计未来几年，随着国内油气资源开发力度加大，液化气产量将继续稳

步增长。 

    中游：储运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完善，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下游：随着清洁能源政策的推进，液化气在汽车燃料领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工业领域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通过对中国液化气行业产业链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该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面对日益严峻的环保要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不断创新，提高技术水

平和服务质量，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发展需求。 

第四章、中国液化气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行业背景概述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

工业化进程加速。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技术进步，清洁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

液化气（LPG）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形式，在中国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二、市场需求现状 

    2022 年总需求量：根据博研咨询&市场调研在线网分析，2022年中国液化气总

需求量达到了约 5,800 万吨，较 2021年增长了约 4%。 

    居民消费占比：2022 年，居民家庭使用液化气作为烹饪和取暖燃料的比例占

总需求的 30%，约为 1,740 万吨。 

    工业用途占比：工业领域（包括化工原料、制造业加热等）的液化气消费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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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需求的 45%，达到 2,610 万吨。 

    商业及其他用途：商业用途（如餐饮业、酒店业等）和其他特殊用途（如农业、

交通运输等）合计占比 25%，约为 1,450万吨。 

    三、地区分布特点 

    东部沿海省份：广东、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省份由于经济发达、人口密集，

液化气需求量较大，约占全国总需求的 40%。 

    中部及西部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液化气需求量也在

逐年上升，2022年分别占全国总需求的 25%和 35%。 

    四、消费趋势分析 

    环保政策推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政策，鼓励使用清洁能源，预计到

2025年，液化气在居民家庭中的普及率将进一步提升至 35%。 

    工业升级转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预计到 2025 年，工业领域对液化

气的需求量将增长至 2,900万吨左右。 

    技术创新驱动：新型液化气技术的应用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预计到 2025年，液化气在商业及其他领域的消费量将达到 1,600万吨左右。 

    五、未来展望 

    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液化气市场需求总量将达到约 6,200 万吨，年复合增长

率约为 2.5%。随着国家对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加大，以及消费者对环保意识的提

升，液化气作为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在未来的市场需求将持续稳定增长。 

    通过以上分析中国液化气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需求持续扩大，特别

是在环保政策的推动下，未来几年内有望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对于投资者而

言，关注该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把握好政策导向和技术革新带来的机遇，将是实

现投资回报的关键。 

第五章、中国液化气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一、行业概述 

    中国液化气（LPG）行业作为能源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年来经历了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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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液化气作为一种清洁、

高效的能源形式，在民用、工业用等多个领域的需求量逐年增加。本章节将从市场

份额、主要竞争者、行业集中度等方面深入分析当前中国液化气行业的市场竞争格

局。 

    二、市场份额分布 

    2022 年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企业：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石油）：占据约 25%的市场份额，凭借其

强大的资源背景和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在液化气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市场份额约为 20%，在炼油和化工

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也是液化气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3.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民营石化企业，其市场份额达到了

10%，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策略，在近几年实现了快速发展。 

    4.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市场份额约为 8%，依托海上油气资源开

发优势，在液化气进口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 

    5.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市场份额约为 7%，专注于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特

别是在城市燃气供应方面有着显著的市场份额。 

    三、行业集中度分析 

    行业集中度：根据 CR4（行业前四名企业的市场份额总和）计算，2022 年中国

液化气行业的 CR4 达到了 60%，表明市场集中度较高，头部企业占据了较大的市场

份额。 

    市场结构：中国液化气市场呈现出“两超多强”的竞争格局，即中石油和中石

化两大巨头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有多家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参与竞争。 

    四、竞争态势分析 

    价格竞争：由于液化气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价格成为各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的

主要手段之一。随着国际油价波动，国内液化气价格也随之起伏不定，加剧了市场

的价格竞争。 

    技术创新：为了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服务水平，部分企业加大了在液化气储存、

运输及应用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如采用更安全高效的储罐设计、智能配送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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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强自身竞争力。 

    市场拓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纷纷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

并购重组扩大规模，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的应用领域，如液化气汽车燃料市场等。 

    五、总结 

    中国液化气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国家政

策的支持和技术的进步，预计未来几年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对于投资

者而言，关注行业领先企业的也应留意那些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不断寻求突破

的新兴力量。 

    以上分析基于当前市场情况和相关数据，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中国液

化气行业市场竞争格局的视角。由于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上述数据可能会有所变

动，建议在进行具体投资决策时结合最新的市场信息进行综合考量。 

第六章、中国液化气行业 SWOT 分析（优势、劣势、机会、

威胁） 

    一、优势（Strengths） 

    1. 市场规模庞大：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气消费国之一，2022 年液化气消

费量达到约 5000万吨，占全球总消费量的近 20%。 

    2. 政策支持：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清洁能源使用，包括液化气在

内的清洁能源获得了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支持措施。 

    3. 基础设施完善：截至 2022年底，中国已建成超过 300个液化气接收站，总

接收能力超过每年 8000 万吨，为液化气的进口和分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 技术创新：国内企业在液化气储存、运输和应用技术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例如，某大型能源企业成功研发出新型高效液化气储罐，有效降低了储存成本。 

    二、劣势（Weaknesses） 

    1. 对外依存度高：中国液化气对外依存度高达 70%，2022 年进口量约为 3500

万吨，这使得国内市场容易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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