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经济纵横CHINA STATE FINANCE

新能源发展面临挑战
朱敏

开发前景也吸引了国际能源企业的目

光。2012 年 12 月，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宣

布斥巨资收购美国弗吉尼亚和俄亥俄

州附近的页岩气储备土地。而此前，中

海油、澳洲必和必拓等企业也纷纷以直

接收购页岩气油田或者购买美国页岩

气开发企业股份的方式，参与到美国页

岩气开发之中。然而，在页岩气开发方

面也面临许多挑战，目前，北美地区已

经钻探出大约 3 万个页岩气井，但一些

基础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阻止了将其

潜能发挥到最大化，目前在开采过程中

只 有 25% 的页岩气被采收，另有 75%

的页岩气则无法采收。从商业化角度而

言也是步履维艰，页岩气产量的跃升带

来的却是天然气价格的持续走低，数据

表明，页岩气的开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

1.5 倍左右，一些大型油企因此出现了

亏损或利润下滑，而开采页岩油与页岩

气的设备和技术基本一样，目前多数各

公司都逐渐将开发重心转移到开采页

岩油产品之上，以谋求更高利润。尽管

天然气的运用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但是

与风能、太阳能等相比，页岩油气从本

质上而言不能算是绿色能源。这跟奥巴

马政府推行的新能源战略，特别是推广

清洁能源的初衷相去甚远。尽管美国给

予绿色能源企业补贴，但是传统化石能

源目前在盈利率上更具优势，因此奥巴

马的新能源战略在短期内恐难有大的

进展。

二、页岩油开发存在较大争议

相比美国在页岩气领域的一枝独

秀，俄罗斯更青睐于开发另一种页岩资

源——页岩油，他们提出，开发页岩资

源要一步步来，可先开发页岩油，然后

再开发页岩气。目前，俄罗斯天然气公

司在西西伯利亚萨勒目油区向地下钻入

2000 米进行开采。俄气麾下的石油子公

司俄气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将组建各拥

有 50% 股份的合资企业来开发西西伯利

亚汉特—曼西自治区的页岩油，并计划

到 2021 年前步入大量开采阶段。俄罗斯

新能源在缓解传统能源供给不足、

减少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有

着传统能源无法比拟的优势，目前越来

越多的国家致力于发展新能源，并将新

能源的发展与恢复经济、提振信心紧密

结合起来，积极发展清洁、高效、可持

续的“绿色能源”。然而，在现有技术水

平和资源条件下，新能源要实现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存在很大难度，短期内

难以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主体地

位构成实质性威胁。

一、页岩气开发战略推进艰难

过去几年世界各国尤其是北美地

区的页岩气革命已经呈现出超乎预料

的发展规模和重要性，美国在页岩气开

发领域无疑是领头羊。美国的页岩气资

源非常丰富，48 个州都拥有页岩气资

源，页岩气的开发也有 40 多年的历史。

美国页岩气产量占天然气总产量的比

重达到 23%，而到 2035 年，这一数字有

望达到 49%。美国丰富的页岩气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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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表示，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俄

罗斯将对页岩油开发实施税收减免，这

将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鼓励

致密油（即低密度的非常规石油）开发

的国家。虽有政府支持、政策鼓励，但

页岩油的开发在俄罗斯国内存在较大

争议，许多人认为，页岩油开发这一革

命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无法重演，地质条

件、自由调节、地下矿藏私有制、低息

贷款、工艺和密集的基础设施等因素的

适当配合，只存在于北美洲。

三、可燃冰开发尚存诸多不确

定因素

可燃冰也是许多国家重点开发的新

能源。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供给朝

多样化发展。受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的

刺激，日本把目光投向了自身蕴藏丰富

的海洋资源，可燃冰正是其中最被看好

的“拳头”资源。仅在爱知县东部海槽一

地就可能存在相当于 2011 年日本天然

气进口量 11 倍的可燃冰，日本由此掀起

新一轮“海洋热”。2013 年 3 月，日本经

济产业省公布，从近海地层的可燃冰中

分离出天然气的试验取得成功，这是世

界上首次成功从海底采集天然气。随后

不久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公司宣

布“争取在 2019 年 3 月前将可燃冰技术

投入使用”。如果可燃冰尽早投入商用，

势必将推动技术进步以带动其产业发

展，并最终促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过，由于技术水平的制约，可燃冰开

发尚存多项不确定因素，能否真正达到

日本政府的预期尚不明朗。可燃冰的利

用须攻克多重难关，首先是可能造成地

质变化、海底滑坡等灾害，如果开采中

天然气泄漏到大气中还会产生强烈的温

室效应。其次，日本采用的“减压法”尚

不成熟，此次开采中就出现过被迫中断

的情况。第三，开采出的天然气需要通

过管道或液化运到地面，而日本是多地

震等自然灾害的国家，运输存在不少风

险。至于商业化利用，还需要综合考虑

成本因素，而相比于现有传统能源，可

燃冰并没有优势。

四、人造地热能必须克服很多

技术障碍

传统的地热发电主要是利用来自

于地表附近的间歇喷泉和温泉的热能

进行发电，而目前人造地热能技术已作

为一种主要的清洁能源形式在世界很

多地方得到采用。该项技术是以高压方

式将水倾注到深井（注水井），使其足

以裂解地表下 4 公里到 6 公里深处的高

温花岗岩和其他岩石。这种裂解方式提

高了岩石的渗透率，并建立人工储热

层，冷水经过热储层渗进岩石的缝隙吸

收热量，然后再通过另一口深井（生产

井）将水蒸气输送到地表，用水蒸气驱

动涡轮机进行发电，这种发电方式不会

排放温室气体。而水蒸气最终经过冷却

后，可以被再次注入地下，并再次循环

到地表。据估计，在美国大陆上可利用

人造地热资源的地域大约为 2%，如果

能得到全部开发利用，其发电量大约相

当于全美年消耗能量的 2600 多倍。但

是利用人造地热能必须克服很多障碍，

其中就包括采用水裂压力技术所引发

的 小 型 地 震。2005 年，瑞 典 巴 塞 尔 地

区曾引发了一次震级为 3.4 级的小型地

震，由于当地居民受到惊吓，有关部门

被迫停止了一项人造地热能计划，这一

事件阻碍了世界各地人造地热能计划

实施。

五、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

展速度放缓

欧洲是目前风电、太阳能等新能

源应用规模最大、比重最高的地区，为

了实现 2020 年占能源总消耗量 20% 的

清洁能源发展目标，欧盟各国纷纷慷慨

解囊补贴新能源发展。但随着债务危机

的长期发酵，许多国家把注意力从气候

变化转移到拯救经济上，欧洲的能源

转型脚步放缓。风能是欧洲新能源的

“龙头”，原本计划到 2020 年，风力海上

发电量达 1400 亿千瓦时，陆上发电量

3540 亿千瓦时，然而根据欧盟委员会

2013 年 3 月底公布的报告，目前各国投

入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迟缓，按照这一

趋势，预计到 2020 年海上发电量只有

430 亿千瓦时，陆上发电仅 2100 亿千瓦

时。与风能不同，欧洲的光伏发电发展

速度远超预期，目前拥有全球太阳能光

伏能源装机总量的 3/4。此前，各国普遍

采用“上网电价”的激励政策，即电力公

司以高于常规的价格收购光伏电能，国

家对此部分给予补偿，而最终补偿金由

普通用户分担。但随着光伏组件价格的

大跌，各国挥刀大减补贴，欧委会报告

预测，光伏发电 2020 年可能略低于预

期。“看天吃饭”的风能和太阳能稳定性

不高，为了实现转型，欧盟各国纷纷把

希望寄托在能源“鼻祖”木材身上，木材

约占欧洲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

欧洲在 2012 年消耗了 1300 万吨木屑颗

粒，到 2020 年欧洲对木材的年需求将增

至 2500 万到 3000 万吨。市场预期推动

了木材价格的上涨，给家具制造业、造

纸业、建筑业等同样使用木材的行业重

压。与此同时，传统能源企业转型的压

力也在减小。欧盟在 2005 年建立“碳排

放交易系统”，为发电厂分配排放量，超

排者需掏钱购买额度。欧盟打算借此提

高碳排放成本，迫使企业转向使用新能

源，但碳排放配额交易价格太低，不足

以弥补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为了拯救这

一系统，欧委会制订了“限量保价”的计

划，建议冻结 2013 年至 2015 年间欧盟

境内可供交易的 9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配

额，以此来人为提高碳排放的成本，但

计划遭到了欧洲议会的反对，如今“碳

排放交易系统”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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