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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非常规能源开发对世界能源

格局的影响

张季风

摘 要:“页岩油气革命”以及可燃冰等非常规能源的突飞猛进对全球天然气市场、能源供应格局、地缘政治等

产生重大影响，自然也会对日本和中国的能源战略产生重大影响。“页岩油气革命”增强了美国在能源外交、应对

气候变化等方面的主导权。中东地区原计划出口美国的天然气转向了欧洲和亚太市场。俄罗斯不得不调整对欧

洲和中国的能源策略。可燃冰的开发经验和开发技术也可能成为日本安全和能源外交的一枚筹码，很值得关注。

日本积极参与北美页岩气开发，以及日本政府和企业一体化联合开发可燃冰的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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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习惯将源自美国的页岩气成功开发称为

“页岩油气革命”。其实，这种革命，只是开采技术上

的创新和革命，其诱因主要是国际油价的暴涨，亦即

石油价格的上涨激发了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突破。
提到“能源革命”，会使人们联想到“煤 炭 革

命”和“石油革命”。很显然，所谓“页岩油气革命”
与前两次革命有很大不同。其一，前两次革命在能

源品种上发生了变化，煤炭与石油是完全不同的两

种能源，即主要能源由低能量的煤炭变成了高能量

的石油。而页岩油气就其构成来看，仍然是化石能

源中的石油和天然气。其二，“煤炭革命”与以蒸汽

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相对应，而“石油革命”
与以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相对应。这

两次革命的影响，从时间来看都是以百年为单位，

而“页岩油气革命”并没有诱发新的产业革命，从时

间上看也只是刚刚开始。其三，从空间范围看，“煤

炭革命”和“石油革命”属于全球性的，波及世界几

乎所有角落，而这次“页岩油气革命”还主要局限于

北美，特别是美国，能否扩展到全球范围还有待观

察。另外，非常规能源的另一个主要成员天然气水

合物( 俗称“可燃冰”) 的开发尚在逐步推进当中，

还未被称为“革命”。

尽管如此，页岩油气、可燃冰等非常规能源突飞

猛进的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亦不可小觑。其最大

意义在于，所谓“化石燃料资源枯竭论”因此不攻自

破。由于埋藏在地层深处的页岩油和页岩气数量极

大，如果能够将这些资源成功开发，石油探明可开采

储量将从 40 年延长到 100 年，天然气将从 60 年延

长到 200 年。①诚然，化石燃料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

但在时间上的大幅度延长，会给人类发现新能源或

替代能源留出更长的时间窗口。近年来，虽然国际

油价暴跌，但这未必成为常态。世界经济或政治形

势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影响石油价格，例如沙特等国

与伊朗断交就对国际油价产生了影响。今后世界经

济一旦复苏也可能拉动油价上升。因此，非常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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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开发与进展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不可小觑，

毫无疑问，也会对日本能源战略转型产生重大影响。

一、非常规能源的基本划分及分布

关于非常规能源，现在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

般来说，能源可分为常规能源和新能源两大类。常

规能源是指技术上比较成熟且已被大规模利用的能

源，而新能源通常是指尚未大规模利用、正处于积极

研究开发的可再生能源。页岩气与可燃冰并不符合

可再生的条件，将其算作新能源似乎有些勉强，但由

于其开采技术难度、成本以及对环境可能带来的影

响与常规能源有很大不同，因此，一般将其称为非常

规能源，以区别于可再生能源。当然，非常规能源开

发是一个“过程性概念”。特别是当技术成熟后，

“非常规能源”可转化为“常规能源”开发。
具体 来 看，非 常 规 能 源 包 括 煤 层 气、页 岩 气

( 油) 、致密砂岩气、天然气水合物( 俗称可燃冰) 等

能源。页岩气与可燃冰等非常规油、气资源比常规

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层要深，而且勘探和开采难度

要比常规能源大。页岩气开采技术，主要包括水平

井技术和多层压裂技术、清水压裂技术、重复压裂

技术及最新的同步压裂技术，由于技术的不断进

步，也使页岩气井产量不断提高。另外，现有开采

情况显示，开采页岩气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也非常

大。正因为这一点，许多有识之士对页岩气的开采

表示担忧。
目前已经发现的非常规能源在地球上储量巨

大。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评估表明，截至 2013
年 6 月，全 球 页 岩 油 技 术 可 采 储 量 约 为 3450 亿

桶，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为 7299tcf，①主要分布在

美国、中国、阿根廷、加拿大、墨西哥、南非、澳大利亚

等国家( 参见表 1) 。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页岩气的国家，目前无

论从勘探技术还是生产技术上看都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瑞典、波兰

等 30 多个国家也开始了页岩气或页岩油的研究和

勘探开发。日本的地质年代比较新，页岩气的商业

化生产几乎不可期待。但是，由于日本能源匮乏，能

源是关乎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命脉，更是重要的战略

物资，所以即使自身没有页岩气( 油) ，日本也不甘

寂寞，紧紧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例如，

2011 年 5 月，三菱商事主导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科尔多瓦堆积盆地的页岩气开发计划，住友商

社也积极参与北美的页岩气合作项目，中部电力公

司、JOGMEC、东京煤气公司、大阪煤气公司也参与

了共同开发。

在可燃冰方面，据美国、日本等国研究，全球陆

地可燃 冰 资 源 总 量 为 2830 万 亿 立 方 米，海 洋 为

85000 万亿立方米，相当于已探明化石燃料含碳总

量的两倍多，储藏量巨大。目前，全球有 30 多个国

家都在研究可燃冰的开采和利用等相关问题( 参见

图 1) ，但只有日本和俄罗斯在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

上取得了一定进展。②

表 1 页岩油、气储量及其分布( 前 10 位)

位次 页岩油( 10 亿桶) 页岩气( tcf)

1 俄罗斯 75 美国 1161

2 美国 58 中国 1115

3 中国 32 阿根廷 802

4 阿根廷 27 阿尔及利亚 707

5 利比亚 26 加拿大 573

6 委内瑞拉 13 墨西哥 545

7 墨西哥 13 澳大利亚 437

8 巴基斯坦 9 南非 390

9 加拿大 9 俄罗斯 285

10 印度尼西亚 8 巴西 245

全球 345 全球 7299

资料来源: 美国 EIA 资料，转引自［日］十市勉:『シェー

ル革命と日本のエネルギー』、日本電気協会新聞部 2013 年

版、第 35 頁。

由于非常规能源开发突飞猛进，使天然气开

采年限大大延长。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

里，非常规能源完全有可能弥补常规能源供应的

缺口。而且，非常规能源由于在化学结构上与常

规能源有较大区别，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环

境保护十分有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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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 为天然气单位，1 万亿立方英尺( tcf) = 283． 17 亿立方米。
王淑玲、张炜、张桂平、孙张涛:《非常规能源开发利用现状及趋势》，《中国矿业》2013 年第 2 期。
田学科:《非常规能源将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带来冲击》，《科技日报》2012 年 3 月 1 日。



图 1 天然气水合物( 可燃冰) 的全球分布

资料来源: National Energy Technology Laboratory。

二、美国“页岩油气革命”

近年来美国在页岩气勘探开发方面取得突破，

产量快速增长，因而被称为“页岩油气革命”。掀起

“页岩油气革命”的契机是国际原油价格的暴涨，使

得页岩油气开发有利可图。当然，这里还隐含着美

国旨在实现“能源独立”的战略意图。
页岩层是犹如岩石般坚硬的地层，位于地下

2000 多米。其实，在那里含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

气，早就为人所知。但由于在技术上还有难度、开采

成本太高，从经济性考虑并不划算，因此页岩气开采

迟迟没有进展。但是，进入 2000 年以后国际原油价

格暴涨，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再加上技术革

新突飞猛进，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在页岩层

开采出天然气和石油。
页岩油气在美国分布很广，技术可采储量为

1161 tcf，约占全球总量的七分之一。页岩油气开采

的关键技术中的突破与率先应用大多源于美国。围

绕页岩油、气的开采，美国形成了一个技术创新特征

十分显著的新兴产业，带动了就业和税收，并已开始

向全球进行技术和装备出口。目前，美国页岩气开

采主要采取水平钻井与压裂增产技术相结合的综合

应用方式。

美国的天然气产量从 2008 年开始增加，原油产

量从 2009 年开始增加。2007 年美国天然气月产量

为 1． 6 tcf，而 2011 年以后达到 2． 0 tcf，增加了两到

三成，原油产量也从 2008 年的日产 500 万桶增加到

2013 年的 750 万桶，增加了四成多。① 特别是 2011

年中期以后美国的天然气和原油产量发生革命性变

化。2012 年，美国天然气销量更达到 7160 亿立方

米，比 6 年前的 2006 年增加 30%。仅从页岩气来

看，到 2010 年，美国的总产量突破千亿立方米，达到

1379． 2 亿立方米，近年来一直超过中国产天然气的

年产量，并已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

产国。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2000 年页岩气产量不

足美国天然气供应的 1． 7%，而 2014 年已经占到

44%，而且份额还在上升。②

由于页岩气的大量生产，使美国的天然气价格

大幅度下降，2008 年 6 月天然气价格每百万 BTU

为 13 美元。③ 此后由于天然气的增产缓和了供需

关系，天然气价格虽然随经济景气状况出现一些

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到 2012 年 4 月降至 2 美

元以下。④ 天然气价格的下降，自然会使大量使用

天然气及其副产品做原材料的制造业成本下降，金

属工业、材料工业也因为天然气价格的下降而得到

很多实惠。

大量生产页岩气，不仅使美国减少进口国外天

然气，甚至会向国外出口液化天然气( LNG) ，还会

减少石油的进口。也就是说，原来从海外进口的石

油可以用美国自产的页岩气或页岩油来替代，这等

于减少了对进口的支付，意味着减少了收入向海外

的流出，这样就能大大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和经常

收支。将美国能源部编写的《年度能源展望》(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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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美国能源部资料。转引自［日］芥田知至:『シェール革命のマクロ経済的な考察』、三菱 UFJリサーチ＆コンサルディング

調査レポート、2013 年 11 月 14 日。
《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原因分析》，聚首·石油网，2014 年 11 月 17 日。http: / /www． geo － show． com /ChannelHY /SY /Content /
201411 /35677． shtml．
BTU 为英国热力单位。单位英热为每升高 1 磅水( 0． 454kg) 1 华氏度( ℉) 所需要的能量，或是接近 39． 2 ℉所需能量数。
燃料的平均英热含量是指从燃料样本中测试得来的一个数量单位的燃料的热值。1Btu = 1055． 05585 焦耳≈ 1． 06 千焦，

在北美区域，BTU 常常被用来描述燃料的热值，制冷 /制热系统的制热量。其本质是每小时的制冷量，即 BTU /hr。
［日］芥田知至:『シェール革命のマクロ経済的な考察』、三菱 UFJリサーチ＆コンサルディング調査レポート、2013 年 11
月 14 日。



nul Energy Outlook”) 2006 年版和 2013 年版中对能

源贸易的长期预测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到 2030 年能

源贸易收支的改善效果将达到 7400 亿美元左右

( 参见图 2) 。事实上，2012 年美国的经常收支逆差

减少为 4404 亿美元，可见“页岩油气革命”已经使

美国贸易收支得到改善。由于“页岩油气革命”带

来了增加收入的效果，与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以

国内消费为中心的自律性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将进

一步得到提高。

图 2“页岩油气革命”对美国贸易收支的改善

资料来源: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Annul En-

ergy Outlook，2006＆2013．

如果“页岩油气革命”能顺利前行，预计未来

几十年内美国将不再需要从国外进口天然气，甚

至还能对外出口天然气，同时天然气在发电、交通

领域的大量应用也会相应减少美国本土石油和煤

炭的 消 费。据 美 国 能 源 信 息 署 ( EIA ) 预 计，到

2035 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将占到本国天然气总产

量的 45% ，在未来能源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

越重要。① 到 2040 年，美国的页岩气生产将超过本

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50% 以上，届时将真正实现“能

源独立”的战略目标。

三、日本可燃冰开发进展

可燃冰是仅次于页岩油气吸引人眼球的非常规

能源。亚洲东北部海域是可燃冰的重要富集区之

一。日本的可燃冰储量也极为丰富，主要分布在本

州、四国和九州面向太平洋的近海地区。早在 1996

年，日本就估算出可燃冰储藏量折算成天然气约为

7． 35 万亿立方米，据称可供日本使用 96 年。日本

不具备页岩油气的自然禀赋，但可燃冰的储量丰富，

这给日本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带来了希望。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有关机构就在日

本周边海域进行了勘探和钻探，获取了可燃冰广泛

分布的重大发现。1992 年美国能源部表示，日本南

海海槽的 BSＲ 分布面积约有 3． 5 万平方千米，这预

示着该海域可燃冰资源量十分丰富。在这一发现的

影响下，当时的日本通产省( 现经济产业省) 、科技

界及企业界开始关注推动可燃冰的勘探研究。2000

年 6 月，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直接推动并制定

具体计划推动可燃冰的综合研究与开发。

日本对可燃冰的研究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01 ～ 2008 年) ，主要是探明日本周

边海域的可燃冰蕴藏状况和分布特征，预测可能海

域的可燃冰资源量，在可能海域优选可燃冰气田并

研讨开采的经济性。

第二阶段( 2009 ～ 2015 年) ，主要是对优选的可

燃冰气田进行生产试验。

第三阶段( 2015 ～ 2018 年) ，主要是完善可燃冰

的商业生产技术、建立环保的开发体系。

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成果颇丰。目前，正处

于第二阶段收尾和第三阶段的初始期。2013 年 3

月，日本首次取得海洋可燃冰生产先导试验的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对可燃冰开发研究的投资

力度非常大，仅 2009 年至 2011 年就达到 180 亿日

元，而在 2013 年更是一年就增加到 150 亿日元。

2013 年 3 月，日本可燃冰开发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日本经济产业省、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

源机构( JOGMEC) 和日本石油资源开发株式会社联

合体，于 2012 年 2 月开始在渥美半岛和志摩半岛东

部海域地层开展全球首次海上可燃冰试验开采，

2013 年 3 月 12 日用减压法从可燃冰层中成功分离

出甲烷气流，这是世界上首次成功在海上开采可燃

冰资源。虽然本次试生产只是实验性质并未获得商

业气流，但仍标志着可燃冰开采研发的一个重大突

破，因为从本次试验中获得了可采海底可燃冰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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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分离过程等重要数据，以及周围环境对分离过程

影响，对未来进行商业开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①

在成功分离可燃冰之后，日本又明确提出将在 2018
年实现商业化开采。

日本对可燃冰的研究开发虽然取得了巨大进

展，但能否实现美国“页岩油气革命”那样的影响

还很难说，2018 年要实现商业生产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可燃冰虽然储量丰富，但若将其经济地开

采出来，绝非易事，特别是实现商业化开采还需要

很长的路要走。

四、非常规能源开发对国际能源格局及

地缘政治的影响

( 一) 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影响

第一，“页岩油气革命”使北美成为最大赢家。
收获页岩革命果实的美国，将减少对中东的能源依

赖。预计至 2018 年，美国将成为天然气的净出口

国，同时也加速其由燃煤发电向天然气发电转移的

趋势。由此，美国将扩大对欧洲的煤炭出口，欧洲对

燃煤发电的依存度正不断加深。北美大陆国际能源

供给结构的独立自主化趋势，可能促使相邻的南美

大陆加速对非常规能源在内的石油和燃气的开发，

由此预计西半球将脱离以中东地区为中心的化石燃

料供给体制，朝着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
第二，中东地区的能源中心地位将有所下降。

“页岩油气革命”的发生使世界各国增加了能源来

源地的选择机会，加上世界经济减速、能源需求总量

减少，容易引起能源价格下跌。2014 年下半年以来

国际油价下跌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美国减少对中

东天然气或石油的进口，可能使中东地区进一步扩

大对需求旺盛的亚洲地区的能源供给，最终过度依

赖中东地区石油供给的亚洲，对该地区的依存度可

能会进一步加深。
第三，“页岩油气革命”削弱了俄罗斯在能源领

域特别是天然气领域的优势。为了防止因价格因素

而导致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的市场份额进一步降

低，俄罗斯也开始改变拒绝向欧洲购买商提供价格

优惠的强硬态度，使俄罗斯主导欧洲天然气市场定

价权的局面受到严重冲击，手中的“能源牌”效力明

显变弱。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俄罗斯只好放下身段，

进一步开拓中韩能源市场。2014 年中俄天然气合

作 4000 亿美元大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签署的。
第四，对全球 LNG 贸易市场的影响。页岩气不

仅让美国国内市场发生了变化，而且使国际 LNG 出

口目标发生转移。北美地区由于页岩油气的大量开

发，发展 LNG 的空间相对变小，势必迫使一些 LNG
出口商将目标从美国转向欧洲和亚太市场。这将会

造成 LNG 现货价格降低和长期合同发生变化。
第五，在北美开始的“页岩油气革命”，导致以

天然气为中心的能源价格在国际地区之间产生较大

差距，这可能对各国的产业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国

际天然气价格主要受原油价格影响，而美国的天然

气价格却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与国际天然

气价格市场全然不同的天然气市场。国际能源署

( IEA) 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 2013》指出，美国国内

天然气价格低于欧洲的四分之一、日本的六分之一

( 2012 年平均值) 。假设地区间能源价差持续扩大，

那么就占全球产业部门能源使用量 70% 的能源集

约型产业( 化学、铝、水泥、钢铁、造纸、玻璃、炼油)

而言，在日本、美国、EU 三方进行互比时，只有美国

的产业扩大，日本和 EU 合计将损失三分之一的出

口份额。据此，能源成本的国际地区差距不仅影响

能源领域，同时对包含石油化学产业在内的产业活

动将带来很大变化，还可能给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

造成重大影响。
( 二) 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页岩油气革命”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在一定意义上讲，“页岩油气革命”增强了美国的

世界霸 权 地 位，增 强 了 其 到 处 指 手 画 脚 的 底 气。
正因为如此，在乌克兰事件后，美国才肆无忌惮地

“制裁俄罗斯”。
随着页岩油气产量的增加，俄罗斯将失去在欧

洲天然气市场的定价权和部分市场份额。如果波兰

成功开发页岩气，欧洲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局面将

被改变。另外，亚太地区天然气供应呈现多元格局，

使亚太地区原本负载的油、气地缘竞争更加扑朔迷

离。俄罗斯的份额在欧洲被挤占后，开发亚洲市场

的意愿更加强烈。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环境持续向好。全球天然气

供应商自然会将中国视为未来管道输气和 LNG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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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潜力最大的国家。
由上可知，美国因成功开发页岩油、气而形成的

主导优势已经在开展能源外交和巩固政治霸权方面

有所体现，可进一步通过争夺天然气贸易伙伴而达

到排挤俄罗斯在亚欧大陆天然气供应垄断地位的目

的。中国将成为美、俄等资源国家出口资源与技术

的重要目标。① 中俄天然气合作长达 20 多年的博

弈，历时 10 年的谈判，能在 2014 年修成正果，也证

明了这一点。
另外，日本成功分离可燃冰并计划将其进行商

业生产，虽然商业化道路依旧漫长，但一旦成功，世

界能源格局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页岩油气革

命”后，世界能源格局已经从中东向北美倾斜。如

果未来日本可燃冰商业开采成功，能源格局将重新

洗牌，能源生产也将更为分散。②

五、非常规能源开发对日本能源战略的

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核能发电在日本电力供

应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导

致福岛核泄漏事故，此后日本国内的核电站曾全部

停运，日本能源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美国

“页岩油气革命”等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日本在能

源战略上作了很大调整。
第一个调整表现为进一步从生产者向进口者倾

斜。2011 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日本中止了所

拥有的 50 多座核电反应堆的运行，不得不大幅增加

天然气、石油、煤炭的进口。日本作为化石能源进口

者的色彩趋浓。第二个调整是能源结构进一步向天

然气倾斜。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日本已是世界

最大的 LNG 进口国。事故发生后，日本将天然气作

为进口能源的首选。东日本大地震之前的 2010 年

日本进口 LNG7056． 2 万吨，而大地震以后的 2012
年进口量增加到 8686． 5 万吨，增幅高达 23． 1%。③

由于日本能源结构的变化，使得日本进口天然

气，特别是进口 LNG 的需求进一步增大。总体来

看，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对日本能源战略的影响基

本是正向的。

一是增 加 了 日 本 进 口 LNG 的 选 择 地。2013

年，日本天然气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 20． 9% ) 、

卡塔 尔 ( 18． 4% ) 、马 来 西 亚 ( 17． 1% ) 、俄 罗 斯

( 9． 8% ) 、印度尼西亚( 7． 5% ) 、阿联酋( 6． 0% ) 、文
莱( 5． 4% ) 、阿曼( 4． 8% ) 、尼日利亚( 4． 4% ) 以及其

他国家( 5． 7% ) 。④随着美国页岩气产量的增加，日

本可以增加来自美国的天然气进口，将使其天然

气进口供应更加稳定。另外，进口油气的来源逐

渐从中东向北美和澳洲倾斜，其能源运输的重点

途径逐渐向太平洋航线倾斜，这也有利于日本能

源供给运输安全。

二是有可能压低日本天然气进口价格。目前，

日本进口的天然气价格约为欧洲的 1． 5 倍，美国的

3． 75 倍( 参见图 4 ) 。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

进展，廉价的页岩气占天然气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

的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倘若日本能增加美国页岩

气的进口，会比目前从亚洲进口天然气价格低得多。

事实上，日本已与美国达成在 2017 年进口美国天然

气的协议。⑤

图 4 美国、欧洲与日本天然气价格之差

资料来源: Bloomberg，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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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燃冰的成功提取更为日本注入了一剂

强心剂。日本政府在 2013 年 4 月公布的《海洋基本

计划》中明确提出，“今后将用约三年时间调查并掌

握新一代能源可燃冰的储量”，并计划在 2018 年度

实现可燃冰的商业化开采。由此可见，在发生核泄

漏事故以后，日本积极调整能源战略，在加强与美国

能源合作的同时，加快了可燃冰的开发步伐。

由于可燃冰储量大，能够超过 100 年长期稳定

供给，而且分布广，若实现商业开采，将使资源稀缺

的日本能源自给率明显提高，说不定还能摘掉资源

小国的帽子。由于日本是最大的 LNG 进口国，如果

能够首先实现可燃冰商业开采，将对全球 LNG 贸易

产生重要影响，使供应进一步宽松，价格下降，扭转

LNG 价格上升趋势，亚洲地区天然气成本有望与美

洲逐渐接近。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取得了技术上的进步，但可

燃冰的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仍然面临着种种困难，

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关于可燃冰商业开采的前景

谁也没有时间表，何时能有大的突破也是未知的。

从目前来看，日本作为能源进口国的地位，以及石油

进口依赖中东，天然气进口依赖澳洲、卡塔尔、印度

尼西亚和中长期向美国页岩气倾斜的能源战略暂时

都不会发生改变。

日本期待实现一场“可燃冰革命”，特别是日本

将可燃冰的研究作为保障未来国内天然气供应的重

要能源战略之一，通过制定周密的计划，循序渐进地

对可燃冰进行研究开发，以及政府对其勘探开发技

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和组织方式，颇值得我国借鉴。

六、结 语

近年来，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取得了巨大进步。

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页岩气开发给全球能源注入

了新的活力，增加了全球能源贸易数量。日本的可

燃冰开发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给世界能源带来

了新的希望。世界能源格局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

化，这些变化也对日本能源战略产生重要影响。能

源是经济发展的必备因素，在陆地石油、煤炭、天然

气等常规能源日渐衰竭的今天，开发利用非常规能

源，抓住能源革命的先机，对掌控经济发展方向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对于中国来说既有机遇又有

挑战。美国页岩气的成功开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有益的借鉴。这就使得我国在进行页岩气开发时有

了一定的后发优势，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实现

页岩气的跨越式发展。同样，日本可燃冰技术是中

国进行可燃冰开发的技术先导，能够为我国开采

可燃冰形成技术借鉴。一旦日本可燃冰商业开发

成功，也有利于我国的能源进口和推动我国的可

燃冰开发。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页岩油气革命”只是开采

技术上的革命，而且其诱因是国际油价的暴涨。近

期国际油价暴跌，有可能对页岩气的开发产生影响。

国际油价从 2014 年下半年开始下降，从 100 美元 /

桶跌破 50 美元 /桶，2016 年初又跌至 30 多美元 /桶
以下。尽管如此，以沙特为代表的欧佩克国家仍表

示不会减产。油价下降将会持续多久还很难预测，

新兴经济体的未来需求具有不确定性。许多欧佩克

国家现在面临一个困境: 他们需要高油价来平衡预

算，但持续的高油价将鼓励非欧佩克国家和地区扩

大石油生产，最终破坏需求。这可能导致未来油价

波动，并对生产国的政治稳定构成潜在的破坏。

很显然，这次油价暴跌，单纯用供需结构变化来

解释似乎已经很难说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恐怕就是石油资源国针对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

所采取的自卫行动。欧佩克试图通过降低石油价

格，使油价长期保持低于页岩气生产成本的水平，最

终迫使美国页岩气难以维持生产，将其“革命”扼杀

于摇篮之中。而美国为了削弱俄罗斯能源的优势地

位，甘愿承受原油降价、“页岩油气革命”受损风险，

而不对沙特采取措施。现在是比耐力的时候，其结

果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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