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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可燃冰技术 中国的潜在得失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7年 5月 18日宣布，中国正在南海北部神狐岛海域进

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了在海域可燃冰试开采中获

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消息一经发出，立即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再次以惊人

的速度、骄人的成绩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然而，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

能源因与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而被各国普遍视为战略性资源。在举国上下一片

欢呼之余，应当冷静分析中国可燃冰技术革新所引发的经济政治影响，衡量中国可能的得

与失，采取应对之策，让技术进步真正造福人类和平与发展。

一、中国领跑可燃冰技术的潜在收益

1、引领世界可燃冰技术标准和话语权

可燃冰的学名为天然气水合物，20世纪 30年代，第一次在远东地区的天然气输送管

道内被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对可燃冰

进行勘探研究，在中国实现可燃冰试开采以前，美、日、德是世界可燃冰技术的引领者。

2013年，日本在世界上首次从可燃冰中分离提取甲烷气体，但在随后几年的试开采中，美、

日都因各种复杂因素，未实现试开采目标。此次中国试开采目标的实现，刷新了世界可燃

冰开采技术的记录，中国可燃冰开采技术从此由“跟跑”转向“领跑”，实现了中国能源

技术从被动跟随向自主创新的又一重大突破。最重要的是，此次试采是“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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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凝结而成的突出成就，实现了勘察开发理论、技术、工程、

装备的完全自主创新，并且监测结果所展示出的安全、友好、可控、环保的试采效果也大

大减少了对可燃冰开采的环保担忧。中国也将因此成为可燃冰技术标准的引领者，并在日

后的技术标准制定和技术合作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

2、助力中国能源革命

在全球气候变化约束以及美国“页岩气革命”带动下，世界范围内替代传统能源的技

术革命方兴未艾，中国能源领域也正在掀起一场以主动创新为动力的能源革命。中国《能

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将天然气水合物开采列入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中国

科学院能源领域战略研究组编制的《中国至 2050年能源科技发展路线图》曾对我国可燃冰

研究开发路线图做过如下阐述：2008至 2020年，完成对中国海域的可燃冰的勘探评估以

及开采技术等前期准备工作；2021至 2035年，进行海上商业化试采；2036至 2050年，

开展海上大规模商业化开采。此次可燃冰试开采实现稳定产气，为中国进行海上商业化试

采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中国继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技术实现突破以

后的又一次能源技术革新。中国能源供给侧革命将在持续的技术创新中阔步前行，继而引

领世界能源革命的浪潮。

3、助推中国能源结构转型 

在中国能源结构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天然气因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且兼具分布式

和集中式利用的双重优势，被广泛认为是最理想的过渡能源。然而，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

费结构中的比重依然严重偏低。相比于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 23.8%的占比，2016年

我国天然气仅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 6.2%。中国能源转型的中长期目标是，到 2030年，

天然气占比达到 15%左右。然而，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赋存导致国内气源不

足，国内天然气消费长期受制于国际供应和价格波动。2015年，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比重仅

为 5.9%，距离“十二五”规划的 6.3%的目标差了 0.4个百分点。近年来国际气价下跌，进

口来源增加，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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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勘测到的可燃冰的总资源量约 1000亿吨油当量，按当前的消耗水平，

可满足我国近 200年的能源需求。因此，技术创新是改善我国气源自主供应的现实路径。

可燃冰试采的成功，预示着中国距离实现商业化试采的目标更进一步，届时，将给中国能

源结构低碳化转型再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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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改变世界能源格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能源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能源生产中心呈现多极化，消费

中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化转型趋势明显。根据 BP公司的

预测，未来 20年，天然气将超越煤炭和石油，成为消费增速最快的化石燃料来源。可燃冰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储量巨大和分布广泛的特性，中国领跑世界可燃冰开采技术，对于世界

能源格局的转变具有多重意义。一是，中国可燃冰技术的突破预示着未来天然气自给能力

不断提升，进口能源需求随之下降，全球油气价格或将继续调低；二是，中国以能源生产

强国的身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国际能源话语权不断提升，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能源治理

格局；三是，中国在实现可燃冰的商业化开采以后，可通过国际技术合作和外溢效应，提

升世界其他地区可燃冰的开采能力，促进世界能源结构向低碳转型。全世界不仅将获得更

加充足、清洁的能源供应，也将因新一轮的技术扩散而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

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

二、中国领跑可燃冰技术潜在损失

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中国可燃冰开采技术的突破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各

国家行为体所赋予能源的战略特性，却意味着中国未来面临的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或将加剧，

也不可避免地招致更多的猜疑和遏制。

1、引发更激烈的技术竞赛

因为储量巨大，且尚未被开采，世界各国均将可燃冰视为战略性资源。对可燃冰开采

技术的研发也一直处于激烈的你追我赶之中，从各国政府制定的可燃冰相关的研究开发计

划及其进度安排上可见一斑。20世纪 90年代，美国、日本、印度、中国等国即纷纷对可

燃冰的研究与开发制定国家层面的计划；进入 21世纪，各国更是加紧开展可燃冰的样品提

取、勘探评估、开采技术研发、试开采。特别是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已经在中国之前开

展了对可燃冰的试采。日本分别在 2013年 3月和 2017年 4月进行了两次海上试采，虽均

因出砂问题而中止产气，但也足以证明其技术研发方面的先进性。中国试采成功的消息，

不但坚定了世界其他国家科研团队的信心，更激发了其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技术工艺的斗

志。未来在试开采、商业化开采等阶段的技术和时间角逐将更加激烈。

2、日美等国新一轮遏制或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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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政治经济博弈中，美、日一直在遏制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可燃冰开采

技术事关一国能源安全，也牵动着新一轮世界能源格局、进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调整，

世界各国对其技术创新尤为重视。美国政府顾问迈克尔•D•马克斯曾经预言，可燃冰将可

能改变现在的地缘政治模式，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可能实现能源自给，现存的世界能源

格局将可能被打破。在近年中美战略对话中，双方在新能源合作开发领域达成协议，但可

燃冰却始终被美国排除在外。日本更是将可燃冰视为摆脱“能源小国”地位，实现能源自

给，增加能源外交谈判筹码的希望之源。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松井英章就曾表

示：“供应手段的增多将有利于日本与能源资源大国的交涉。”在福岛核事故以后，国内

核电发展受挫，日本政府乃至国民都对可燃冰开采寄予厚望。此次中国以后来者居上之势，

抢占了可燃冰试采的头把交椅，美日等国心里的个中滋味，可想而知。面对技术引领地位

的丧失，这些国家难免会采取技术竞争以外的手段，比如插手中国地区事务、介入领土/海

争端、渲染中国威胁论等故技重施，拖缓中国可燃冰开采的步伐。对此，中方应当有所准

备和应对。

3、传统油气生产国将更加不安

可燃冰开采成功不仅关乎美日等发达国家领先地位和话语权的损失，也因对传统油气

市场产生新一轮冲击的可能性，而引发传统油气生产国的不安。美国“页岩气革命”下，

欧佩克产油国为维持市场份额的明争暗斗，已经导致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和产油国及其企

业的巨额损失。如若中国引领的可燃冰开采技术得以成功，将引发新一轮的“可燃冰革命”

，这对已遭受“页岩气革命”冲击下的各传统产油国，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传统油气

生产国的不安情绪可以理解。在传统油气资源面临日益枯竭的困境下，传统产油国可能更

加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单一的油气产业结构，建立更加完善的工业体系。从长

远来看，中国技术革命对这些国家的冲击，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中国可燃冰技术的突破是中国科研工作者历经磨难，在无数次失败之后，不懈努力的

结果。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合作已经在向世人证明，中国将以自身的繁荣与发展带

动世界其他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在可燃冰技术领域亦是如此，中国可燃冰开采技术的成熟

也终将通过技术合作的形式，惠及可燃冰矿藏区域经济体，最终为该地区乃至全球能源低

碳化转型带来新希望，造福人类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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