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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天寒地凍

的阿姆河右岸，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哈薩
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烏茲別克斯坦總
統卡里莫夫四國領導人的雙手被天然氣的紐帶
牽到了一起。隨㠥四人共同轉動管道啟動閥門，來自里海的天然氣終於通過中亞天然氣管道
到達了中國，並經西氣東輸二線西段工程、陝京線輸向中國政治中心北京。
2011年6月30日，西氣東輸二線幹線工程在穿越黃河、長江後終於抵達了中國經濟最為發達

的廣東省，接下來它還將穿越海底，來到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隨㠥西氣東輸二線1條幹線和8
條支幹線的相繼投產，將把氣源地中亞地區、塔里木氣田、準噶爾氣田、吐哈氣田、長慶氣
田等國內大氣田，與沿線中西部地區、華東、華南、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用氣市場相
連，構建成天然氣資
源的大型網絡和天然
氣供應保障新平台。
作為國家「十一五」

規劃確定的重大能源
項目，西氣東輸二線
創造了多項第一，
1,422億元的總投資是
新中國成立以來投資
規模最大的能源項
目，是中國第一條通
過陸上引進境外天然
氣資源的戰略性工
程，也是世界上距離
最長的天然氣管道工
程。
正因為西二線工程在中國能源佈局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中石油集團面臨㠥不小的壓力。在

中石油集團總經理蔣潔敏眼中，西氣東輸二線工程是中國能源建設的民生工程、戰略工程。

串起「經濟項鏈」
研究表明，作為當今五大運輸形式之一的管道運輸建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直接顯著。 據

介紹，西二線工程途經14個省市區，全長8,800多公里，總投資高達1,422億元人民幣，預計拉
動投資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整個西二線沿線受益人數將達到4億人。
寧夏發改委能源處處長馬堅透露，西氣東輸二線在寧夏境內約560公里，其總投資預計達到

100多億元，可以拉動寧夏相關行業的投資300億元到400億元。
西氣東輸工程不僅解了東部能源之「渴」，也把西部的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激活了沿

途省區鋼鐵、水泥、土建安裝和機械電子等企業的發展潛能，最終形成了一條新的經濟增長
帶。
更為重要的是，沿線民眾享受到了西二線通氣後的切實實惠。烏魯木齊市民瑪依努爾．阿

不拉說：「自從我家用上天然氣後，既清潔方便又安全，比過去用液化氣節省了2/3的開支。」

天然氣「挑大樑」
除價格優勢外，天然氣更是中國進行能源結構調整和綠色發展的重要戰略工程。中石油集

團副總經理廖永遠表示，西氣東輸二線建成全面投產以後，中國一次能源結構中的天然氣的
比例將提高一到二個百分點。
那麼天然氣的比重提高意味㠥什麼？據專家測算，西二線運送的天然氣每年可以替代7,680

萬噸標煤，相當於2009年煤炭大省新疆全年的煤炭產量；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3億噸，相當
於香港32個月的碳排放量，這對改善中國能源結構和環境質量地位舉足輕重。
蔣潔敏在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曾指出，目前國際能源結構中，石油天然氣加上可再生能源的

比例要佔到60%，而中國是70%靠煤炭，石油佔20%，天然氣只佔4%。天然氣是一次能源結構
中最為清潔的能源，採取熱、冷、電三聯供技術，熱效率可達到80%，並且污染很小。在當前
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56%的情況下，能源結構調整關乎整個經濟結構調整，而天然氣不論
在效能還是環保上均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因此「十二五」期間中國大力發展天然氣是最為現
實的選擇。
具體到中石油集團，天然氣業務則是實現綠色中石油戰略的重點。蔣潔敏在描繪中石油綠

色發展藍圖時說：「經過『十一五』的努力，天然氣業務比重已經超過30%，『十二五』期間
將重點抓好4個萬億方級規模儲量區建設，特別是建成四川、渤海灣兩個2,000萬噸規模油氣
區，力爭再用五年時間使天然氣比重達到50%。」

■為了最大限度保護好天山美景，中國石油採用隧道和溝
底走管線，圖為西氣東輸二線工程管道建設者在果子溝半
隧道施工中。 魯全國攝

■中石油集團總經理蔣潔敏深入到西二線九江盾構工地檢查指導工
作 李曉雲攝

一期建設規模350萬噸/年，年平均提供天然氣48

億立方米，計劃2011年投產；二期建設規模為650

萬噸/年，年平均提供天然氣87億立方米。氣源主

要來自卡塔爾、澳大利亞等國家。主要供應長三

角，通過輸氣幹線與西氣東輸管線、冀寧聯絡管線

聯網。

一期工程建設規模350萬噸/年，年供氣能力48億

立方米，2013年底投產；二期建設規模為650萬

噸，年供氣能力約90億立方米；遠期規模則為

1,000萬噸。氣源主要來自澳大利亞和卡塔爾，進

口LNG絕大部分氣化後進入與陝京管網補充京津冀

地區天然氣需求，小部分通過專業運輸車送到天然

氣管網未覆蓋的地區供應燃氣用戶。

一期建設規模300萬噸/年，年均供氣能力42億立

方米，最大年供氣能力為50億立方米。二期工程擴

建到600萬噸/年，設計供氣能力84億立方米/年，最

大年供氣能力為100億立方米。氣源主要來自澳大

利亞、卡塔爾等國家，主要為遼寧省及其他天然氣

用戶供氣，主幹線與規劃中的東北輸氣管網相連。

「除了腳印什麼都不要留下；除了記憶，什麼都不
要帶走。」建設者們這樣形容西二線的萬里長征。對
於一個長達8,800多公里的管道工程談何容易，然而
西二線的建設者們卻做到了。從2009年2月7日起，西
氣東輸二線東段工程主體幹道穿越了190條次長江、
黃河等大、中型河流，穿越了500多條公路，穿越了
100條鐵路，可是當你重走西二線修建的路線時，你
很難發現這裡曾經進行過管道施工。
參與西二線建設的一位工程師說：「 對一個生態

區，對於一個環境敏感點，最大的一個保護措施，就
是你不去通過它，這樣在我們的設計當中就存在一個
改線、避繞的方案。就是避繞的話，要比走直線長很
多，管線投資高出很多。」

不惜成本做環保
在天山後溝施工段，為了避開戈壁灘上的一片濕

地，西部管道繞行30多公里；在新疆哈密，為了繞開
一處雙峰駝的棲息地，管線改道100多公里。而那些無
法避讓的敏感地區，管道建設者在施工中嚴格各項保
護措施。有人計算，如果把西氣東輸二線節約的土地
折成1米寬的綠地，繞地球赤道一周之後還多出2,000多

公里。
「我們希望這個管道將來做完之後，他所擾動的地

形地貌是被你看不到的。就是他原來什麼樣，你看到
的還是什麼樣，最大程度地去恢復我們管道在建設過
程中和建設後期的生態，就是真正意義上，你看到的
真是一條綠色的帶子。」上述工程師說。

綠色施工橫穿古長城
在保護環境上，西二線的建設者們可謂不計成本。

為了保護古長城，西二線建設者全部採用頂管施工，
從地下深處穿越，每處增加近20萬元投入；在新疆4A
標段，為繞開一處墓地，管線增長1公里，增加投資
1,000萬元。管道施工盡量避開魚類產卵回游地、鳥
類棲息地，保護動物巢穴，避免干擾野生動物生活。
穿越農田時，建設者將作業帶從35米減少到26米，每
公里管道節約近10畝地，作業進度每天減少2公里，
但建設成本卻增加8萬元/公里左右。
中石油管道建設項目經理部副總經理陳向新說：

「我們就是選擇了這樣一些費時、費力，既不方便又
加大成本的『笨』辦法。但是我們認為，這樣的『一
減一加』，值得！」

西二線給沿線4億人生活帶來了重大改變的同時，對管線
安全運營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須確保天然氣供應萬無一
失。雖然中國與土庫曼斯坦等國簽訂的天然氣供應合同為30
年，但是俄羅斯對歐洲斷氣的前車之鑒告訴中國，西二線的
管道氣源必須依靠國內國外兩種資源。
西二線的主氣源來自中亞「天然氣王國」土庫曼斯坦。早

在2007年7月，中土兩國簽署天然氣產品分成合同與購銷協
議，約定在未來30年內，土庫曼斯坦向中國每年供應天然氣
300億立方米。隨後，中國還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等中亞天然氣生產大國簽署了資源合作協議。
與此同時，西二線還連接㠥塔里木氣田、準噶爾氣田、吐

哈氣田、長慶氣田，它們隨時向西氣東輸二線提供約150億
立方米的應急保安氣源，又與先前建成的西氣東輸管道、陝
京管道等聯成一張「網」，隨時可以調劑氣源。如此「多管
齊下」的多元化聯保方式，可以確保西氣東輸二線的資源無
憂，實現整體保障。

國內儲量豐富
從國內儲量來看，中國常規天然氣可採資源量為22萬億立

方米，到2009年底累計探明天然氣地質儲量6.32萬億立方
米，探明率只有21.1%，儲採比仍保持較高水平。據有關測
算，2015年如果中國天然氣佔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達到8%，

天然氣消費量將達到2,300億立方米。2010年中石油生產天然
氣725億立方米，天然氣業務發展空間巨大。
按照國際經驗，儲氣庫等調峰能力需佔天然氣消費量的

8%-12%，才能保證供氣安全。為增強西二線應對「天然氣
荒」的調峰能力，中國石油管道建設項目經理部總經理吳宏
透露，西二線工程還包括三座地下儲氣庫和深圳ＬＮＧ調峰
站的建設。三個儲氣庫分別是：平頂山儲氣庫、湘水儲氣
庫、江西儲氣庫。雖然這三座庫目前儲氣量並不大，但在不
久的將來，中國石油還將陸續建設十幾個地下儲氣庫與西二
線相連，進一步保證天然氣供應的穩定。

中國四大能源通道

西北通道

西南通道

東南海上LNG通道

西起哈薩克斯坦阿塔蘇，終點為新疆獨山子，全長1,200多公里。據統計，

2009年中國通過中哈原油管道進口石油773萬噸，進口量同比增長26%，3年

多來管道原油輸送量累計達到2,039萬噸，約佔中國原油年進口量的12%。

西起里海旁的土庫曼斯坦，穿過烏茲別克斯坦及哈薩克斯

坦，到達中國新疆的霍爾果斯，管道全長1,833公里，年

輸氣量約為400億立方米。該管道累計輸送進口天然氣

總量達13.54億標方，管道建成後將佔中國天然氣供

應總量的20%-30%。

東起俄羅斯遠東管道斯科沃羅

季諾分輸站，終點為黑龍江大

慶，管道全長999.04公里。該條

管線已於今年正式投產，

俄羅斯通過這條管道每

年向中國供應1,500萬

噸原油，合同期20

年。

中緬油氣管道將氣、油雙

線並行，從緬中邊境地區進

入中國的瑞麗，再延伸至昆明。

管道全長約1,100公里。管道初步設計輸油能力為每年

向中國輸送2,200萬噸原油、12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預計2013年投產。其中，原油主要來自中東和非洲地

區，天然氣則產自緬甸本國。

東北通道
2000多年前，雄才大略的

漢武帝開闢連接歐亞的絲綢之路，今天，沉寂多年的

古道因西氣東輸二線天然氣管線的投產而再現輝煌。這條總長相當於兩個萬里

長城的能源大動脈，每年輸送300億方中亞天然氣，減少碳排放1.3億噸，相當於

全香港32個月的碳排放總量。從今天起，不論天山南北還是維港兩岸，西二線綿

延8653公里土地上的4億民眾，都將享受天然氣這一清潔能源帶來的碧水藍

天。更為重要的是，這條橫跨四國的氣龍將與中緬油氣管道、中俄油

氣管道和海上LNG（液化天然氣）共同連成能源網

絡，成為中國經濟列車向前奔跑的動力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

在深港兩地海域，通往香港的天然氣海底管道正在
緊張的進行前期準備工作。隨㠥西氣東輸二線工程的
全線貫通，根據國家能源局安排，最遲到明年6月香
港民眾將享用到來自里海的天然氣，到2015年西二線
每年將向香港供氣10億方，為香港藍天打氣。
聽說西氣東輸二線工程會將中亞的天然氣資源送到

香港，香港人紀偉毅感慨萬千。身為南京港華燃氣公
司總經理，紀偉毅在內地從事燃氣工作十幾年，切身
感受到天然氣的方便和安全，他希望香港能夠早日享
受到來自西二線的「福氣」。
把西二線天然氣輸送到香港，是中央政府力挺香港

發展的重大決策。2008年8月28日香港特區政府與國
家能源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原則同意使用已規
劃的「西氣東輸二線」向香港供氣。香港特首曾蔭權
表示，內地同意向香港長期供應清潔的能源，大大減
低了在香港境內興建天然氣接收站的需要。

避讓中華白海豚棲息地
據悉，西二線輸往香港的海底管道全長29.3公里，

由兩段組成。由於施工段位於珠江口繁忙水域，海底
管道需要3次穿越現有航道，挖溝挖泥量巨大，施工
困難。尤其是5公里長的香港水域穿越，由於環保、
人員、設備和清關等方面的特殊要求，給項目實施增
加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2008年中華電力曾提議在香港海域邊緣的兩座小島

興建LNG(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因影響到中華白海豚
的棲息，而遭到環保人士的強烈反對，最終叫停了該
項目。西二線輸港直線在設計之初，就將中華白海豚
的保護列入其中，不惜成本在管道建設中盡量避讓白
海豚的棲息地。
紀偉毅說：「天然氣到香港是有兩大用途，一個是

作為城市燃氣，就直接家裡面用，一個是用來發電，
現在我們是煤發電跟天然氣發電，那麼天然氣的發電
呢，我們希望是份額越來越大。因為不僅整個天然氣
發電，對香港大氣污染還是起一個很好的作用。」

■焊接車經過之後，牧民照常放牧。
張玲玲、劉春濤 攝

2007年3月1日
西氣東輸二線工程正式開展可行性研究；

2007年10月
西氣東輸二線工程啟動初步設計；

2008年2月22日
西氣東輸二線（西段）工程正式開工建設；

2009年2月7日
西氣東輸二線（東段）工程正式開工建設；

2009年12月14日
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工程A線建成投產；

2009年12月31日
西氣東輸二線（西段）工程建成投產；

2010年10月26日
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工程B線建成投產；

2010年11月18日
西氣東輸二線（東段）工程幹線中衛—黃陂段建成
投產；

2010年12月8日
西氣東輸二線（東段）工程棗陽—十堰支幹線（棗
陽—襄樊段）建成投產；

2012年12月31日前
西氣東輸二線工程「一幹八支」全面建成投產。

西氣東輸二線建設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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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
市民瑪依努
爾．阿不拉
用上天然氣■天然氣管道■天然氣管道■天然氣管道■天然氣管道■天然氣管道■天然氣管道■天然氣管道■天然氣管道■天然氣管道■天然氣管道 ■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西二線東段施工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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