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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冰试采成功的影响与建议

近日，中国在南海神狐海域成功试采可燃冰，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鉴于可燃冰的清洁性和大储量的特征，一旦实现商业化开采，将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颠覆

性影响，且长期困扰中国的能源供应瓶颈问题将迎刃而解。中国应以本次成功试采为契机，

将可燃冰勘探开发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加大自主知识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推进国内天然气

市场机制建设，提升中国在天然气领域的议价权和影响力。

一、 试采成功将催生“可燃冰革命”时代加速来临

相对于石油、煤炭等其他化石能源，可燃冰具有清洁性和大储量两个优点。第一，能

效高、清洁度高。可燃冰的天然气含量约为 80%-99%，比常规天然气纯净度高出约 10%，在

同等条件下燃烧释放出的能量比石油、煤要高出数十倍，而且，燃烧过程中不产生粉尘、

毒气污染，基本不含铅尘、硫化物和 PM2.5 等有害物质。第二，储量巨大，广泛分布于全

球大洋海底、陆地冻土层和极地之下。可燃冰总储量约相当于全世界已知煤、石油和天然

气总量的两倍，以目前消费水平计算，可满足人类社会数百年的需求。然而，可燃冰开采

长期面临着技术障碍、潜在的环境污染、开采和运输成本过高等挑战，未取得明显突破。

本次试采成功打破了我国在可燃冰勘查开发领域长期跟跑的局面，实现了理论、技术、

工程和装备的完全自主创新，推动可燃冰的地质勘探、钻井、开采工艺、试采平台等 20 余

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为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要实现

2030 年可燃冰商业开采的目标，中国还有一段很长路要走，除完善开采技术和设备、缓解

矿藏周边环境影响外，还要大幅降低开采和运输成本，建设天然气运输的管网设施。

可燃冰广阔的发展前景，已引起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韩国、印度、比利时等

国的高度重视，纷纷将其勘探开发列入国家发展战略，陆续开展了资源勘查和试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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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西伯利亚麦索雅哈气田、加拿大马更些三角洲、美国阿拉斯加北部斜坡永久冻土带、

日本爱知县东南部的南海海槽、美国墨西哥湾等地，均早于神狐海域开展了可燃冰试采试

验。受“页岩气革命”驱动，美国对可燃冰商业化开发抱有高度热情，阿拉斯加北坡冻土

区的可燃冰很可能率先实现商业化生产。日本曾于 2013 年、2017 年成功地从海底可燃冰

中提取甲烷，但因出砂问题中断。中国可燃冰试采的成功，必将鼓励国际社会加大对可燃

冰勘探开采技术的投入力度，激发各国之间的技术竞争，而国际社会在可燃冰领域的技术

竞争、交流与合作，将显著促进可燃冰技术工艺的进步和开采运输成本的下降，从而，

“可燃冰革命”时代将加速来临。

二、 可燃冰试采成功的潜在影响

鉴于可燃冰的清洁性和大储量特点，中国可燃冰试采成功对于全球能源格局和中国能

源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若可燃冰革命得以顺利实现，全球能源供给将显著宽松，天

然气将大幅超越石油成为首要化石能源，中国能源的困境和安全问题将得到明显纾解。但

与此同时，中国在南海、东海海洋资源主权权益维护上面临的压力可能有所上升。

    首先，可燃冰革命将对全球能源和天然气供需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能源价格将长期

处于低位。目前，美国页岩气革命已导致全球天然气供给大幅上升，天然气供给较为宽松。

未来，可燃冰革命将会带来海量的清洁天然气供应，对全球能源和天然气供需格局产生颠

覆性影响，天然气将会大幅超越石油成为首要化石能源，能源供应压力将显著松缓，能源

大宗商品价格将长期处于低位。鉴于可燃冰主要储藏于海洋而不是陆地，液化天然气

（LNG）将取代管道天然气成为主要的天然气品种，这将有利于在全球形成一个统一的

LNG市场和价格，有助于消除东亚天然气价格长期高于欧洲、美国的“亚洲溢价”现象。

同时，可燃冰革命不可避免地在能源供应国和需求国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OPEC、俄罗斯

等传统能源输出国的地位将有所下降，能源出口收入相对受损，而日本、中国、印度等主

要能源需求国的地位将有所上升，能源进口成本相对下降。

其次，可燃冰革命将显著纾解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困境，促进中国的能源消费转型，

缓解空气污染问题，有助于中国提升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的地位。体现在：一是国内天然

气生产和供应将大幅增加，将有力地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

源禀赋状况导致国内油气消费高度依赖进口，且进口油气运输通道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

致使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困境。2017 年 3月，中国原油进口量升至近

920 万桶/日的纪录高位，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

60%以上。近年来随着国际天然气价格的下跌和能源转型的推进，中国天然气进口需求大

幅上升，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攀升至 30%以上，中国能源安全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

加深。中国勘测的可燃冰储量约 1000 亿吨油当量，可满足中国 200 年的能源需求，这将极

大地缓解中国能源供应瓶颈制约，提升中国能源供应安全度。二是加速中国能源消费转型，

缓解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整体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天然气消费比重过低。2016 年，

中国的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仅为 6.2%，远低于 23.8%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能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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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目标是天然气消费比重在 2030 年升至 15%。显然，可燃冰革命将会加速中国能源转型进

程，显著缓解因燃煤过量所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三是可燃冰革命将导致全球天然气供给

显著宽松，将提升中国在天然气市场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在天然气供给过剩的环境下，

各产气国势必激烈竞争市场份额，天然气交易话语权向中国等买方市场倾斜，中国作为潜

在的天然气最大需求者，必然会受到供给方的追逐。从而，中国可利用自己在需求端的体

量优势作为筹码，谈判进口天然气的定价方式和条件，可为消除“亚洲溢价”、人民币计价

和结算天然气创造条件。

最后，中国面临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将趋于复杂化甚至激化。中国可燃冰资源的

80%分布于南海海域，且相当一部分位于主权存在争议的海域。这将激励越南、菲律宾、印

尼和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与中国争夺海岛主权和海底可燃冰资源。一个例证是，南海岛屿

主权纠纷近年来的明显升温，与南海勘探出丰富的油气资源密切相关。不过，与常规油气

不同的是，可燃冰勘探开发技术的门槛高，周边国家难以掌握，中国可利用掌握可燃冰开

发核心技术的优势，劝导其与我合作，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同时，中国利用可燃冰革命有

效化解能源供应短缺问题，并引起全球能源格局的颠覆性变化，显然不符合美国、日本以

及能源丰裕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战略利益。为延缓和阻止中国大规模商业化开

采南海可燃冰资源，削弱中国在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和遏制中国崛起，美国、日本及其盟国

必将频繁地介入南海事务，暗中鼓动周边国家出来生事，甚至会从幕后走向前台，这对中

国勘探开采南海可燃冰资源、维护海洋主权权益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另外，钓鱼岛海域也

拥有丰富的可燃冰储藏。这也将为中日双方争夺钓鱼岛主权增添了筹码和动力。因此，中

国南海、东海的海岛主权纷争在长期内维持一定热度，难以平息。

三、对策建议

中国应以神狐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为契机，将可燃冰资源勘探开发纳入国家战略规划，

作为扭转中国能源供应短缺局面的突破口，加大对可燃冰开发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加强

天然气市场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升中国在全球油气治理领域

的议价权和影响力。

首先，中国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大对可燃冰勘探开发研究的投入力度，将可燃冰作

为中国改变能源供给困境的关键突破口。进一步确立可燃冰在我国能源战略中的关键突破

口地位，优先编制可燃冰开发中长期规划，加大可燃冰勘探开发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力度。

坚持海陆域可燃冰勘查开发并举的战略规划，加强可燃冰开采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

快海陆域可燃冰的试采试验，促进海陆域可燃冰商业开发经验和技术的相互借鉴。总结本

次可燃冰试采经验，优化试采技术工艺，汲取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建立健全适合我国资源

特点的技术标准和技术体系。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提升可燃

冰勘探开发和深海科技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

    其次，坚决捍卫海洋能源资源权益，拓展可燃冰勘探开发的国际合作空间。海洋蕴藏

着巨额战略能源资源，在保障中国能源资源供给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现，中国应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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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和域外国家对我国海洋资源的侵占行为，全力维护海洋主权权益。同时，利用在可燃

冰勘探开发上的技术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发合作，以惠及

可燃冰资源储藏国，为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做出贡献。泥质粉砂型储层可燃冰矿

藏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广泛分布，中国先进的可燃冰勘探开发技术可在这些海域复制

应用，这将有利于解决沿线国家的能源问题，推动各国经济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利用技术

优势，与相关东盟国家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可燃冰开发合作，共同利用南海丰富的海洋能

源。同时，中国应积极参与北极冻土区可燃冰资源勘探开发的国际合作，造福人类社会。

最后，以可燃冰成功试采为契机，加强天然气市场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抢占天然气

领域话语权。加快天然气领域的体制改革，按照“打破行政垄断、管住自然垄断、放开竞

争环节”的原则，推动国有油气公司的改革，降低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推动中游天然气

跨省管道和液态天然气接收站将跟上游资源分离。充分利用上海期货交易中心，推出天然

气期货交易，发行天然气债券，推动形成中国天然气市场基准价格，并形成以人民币计价

的贸易机制，推动天然气交易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利用全球天然气市场向需求方倾斜

的契机，与中日韩三国加强协调沟通与务实合作，提升东北亚需求方的话语权，尽快消除

天然气的“亚洲溢价”现象。应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为契机，与俄罗斯、中亚、

中东、东南亚、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协调合作，在油气管道和液化气接收站等油气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以强化中国在亚洲的油气供应枢纽地位，化解中国能源供

应的“马六甲困境”，维护中国能源供应的安全，提升中国在全球油气治理领域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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