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页岩气资源勘查开采和监督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1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新疆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中国地质

调查局，武警黄金指挥部，各有关单位： 

  页岩气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资源。加强页岩气勘查、开采，对提高我国能

源资源保障能力，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我国页岩气勘查、开采尚处于起步阶段，为了加快推

进和规范管理页岩气勘查、开采，根据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稳妥推进页岩气勘查开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坚持“开放市场、有序竞争，加强调查、科技引领，政策支持、规范管理，创新

机制、协调联动”的原则，以机制创新为主线，以开放市场为核心，正确引导和

充分调动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勘查单位和资源所在地的积极性，加快推进、规范

管理页岩气勘查、开采活动，促进我国页岩气勘查开发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二、全面开展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调查评价我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落实资

源基础，优选页岩气远景区、有利目标区，提供勘查靶区，引导页岩气勘查、开

采。建立页岩气调查评价、勘查、开采和储量估算等规范、标准体系，规范页岩

气地质调查和勘查开采工作。 

  三、加强页岩气勘查开采科技攻关。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大技术攻关力度，

创建我国页岩气勘查、开采理论和技术体系。加强页岩气勘查、开采科学技术国

际合作，搭建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合作平台，快速提高我国页岩气勘查、

开采技术水平。 

  四、开展页岩气勘查开采示范。选择部分页岩气区块，充分发挥有关地方和

企业的积极性，建设页岩气勘查、开采示范基地和示范工程，引导页岩气勘查开

采，促进页岩气产能增长。 



  五、合理设置页岩气探矿权。国土资源部根据页岩气地质条件、资源潜力、

赋存状况等情况，划定重点勘查开采区，统筹部署页岩气勘查、开采工作，综合

考虑其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组织优选页岩气勘查区块并设置探矿权。 

  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向国土资源部提出页岩气探矿权设置的建议。 

  六、规范页岩气矿业权管理。国土资源部负责页岩气勘查、开采登记管理，

主要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出让探矿权。 

  从事页岩气地质调查，应当依法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办理地质调查证。任何单

位或个人不得以地质调查名义开展商业性页岩气勘查、开采活动。 

  七、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依法进入页岩气勘查开采领域。页岩气探矿权申

请人应当是独立企业法人，具有相应资金能力、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

申请人不具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的，可以与具有相应地质勘查资质

的勘查单位合作开展页岩气勘查、开采。关于资金能力和勘查资质等的具体要求，

在招标文件等竞争性出让文件中另行确定。 

  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投资勘查、开采页岩气。 

  鼓励拥有页岩气勘查、开采技术的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形式参与我国页岩

气勘查、开采。 

  八、鼓励开展石油天然气区块内的页岩气勘查开采。石油、天然气（含煤层

气，下同）矿业权人可在其矿业权范围内勘查、开采页岩气，但须依法办理矿业

权变更手续或增列勘查、开采矿种，并提交页岩气勘查实施方案或开发利用方案。 

  对具备页岩气资源潜力的石油、天然气勘查区块，其探矿权人不进行页岩气

勘查的，由国土资源部组织论证，在妥善衔接石油、天然气、页岩气勘查施工的

前提下，另行设置页岩气探矿权。 

  对石油、天然气勘查投入不足、勘查前景不明朗但具备页岩气资源潜力的区

块，现石油、天然气探矿权人不开展页岩气勘查的，应当退出石油、天然气区块，

由国土资源部依法设置页岩气探矿权。 

  已在石油、天然气矿业权区块内进行页岩气勘查、开采的矿业权人，应当在



本《通知》发布之日起 3个月内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变更矿业权或增列勘查、开采

矿种。 

  九、统筹协调页岩气与其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国土资源部统筹协调页岩气

与石油、天然气、煤层气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的矿业权布局。申请页岩气矿业权时，

对申请区块内已设置的固体矿产探矿权范围，申请人应当做出不进入其勘查范围

的承诺；确需进入的，应与固体矿产探矿权人签署协议，确保施工安全，并将协

议报国土资源部备案，抄报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有关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划和国土资源部的工作要求，负责具

体协调页岩气与固体矿产的勘查、开采时空关系，并对协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十、实行页岩气勘查承诺制。探矿权申请人在申请页岩气探矿权（含变更和

增列申请）时，应向国土资源部承诺勘查责任和义务，包括资金投入、实物工作

量、勘查进度、综合勘查、区块退出、违约和失信责任追究等。 

  十一、鼓励矿业权人加快页岩气勘查开采。页岩气勘查取得突破的，可以申

请扩大勘查面积，经国土资源部组织论证后，依法进行变更登记。页岩气勘查过

程中可以申请试采或部分区块转入开采，但应当依法申请试采或办理采矿权登记

手续。 

  十二、依法加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页岩气矿业权人在勘查、开采过程中，

应当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保护地下水、地表和大气环境，并确保

安全施工。在勘查、开采工作结束后，必须按规定进行土地复垦。 

  十三、促进资源地经济社会发展。页岩气勘查转入开采阶段的，页岩气矿业

权人应当采取在区块所在省（区、市）注册公司等方式，支持资源所在地经济社

会发展。 

  十四、依法减免页岩气矿业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页岩气矿业权人可

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减免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十五、保障页岩气勘查开采用地需求。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积极

支持页岩气勘查、开采，可以通过土地租赁试点等方式满足页岩气勘查、开采用



地需求。 

  十六、加强页岩气勘查开采监督管理。省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据法律

法规和矿业权人的勘查实施方案、开发利用方案、承诺书等，对页岩气区块的勘

查、开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完善页岩气监督管理体系，维

护页岩气勘查、开采秩序，保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 

  国土资源部负责页岩气勘查开采年度检查和督察工作，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页岩气勘查开采年度检查和督察实施具体工作。 

  十七、建立部省协调联动机制。通过部省合作等方式，共同推进页岩气调查

评价、勘查开采示范等有关工作，并为页岩气勘查、开采创造良好的环境。 

  十八、页岩气资源管理其他事项，参照石油天然气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九、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2012年 10月 26日 

  

 关于出台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的通知 

财建[2012]8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发展改革委： 

    为大力推动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增加天然气供应，缓解天然气供需矛盾，

调整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页岩气开发利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页岩气界定标准及补贴条件 

    页岩气是指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以吸附或游离态为主要存在

方式的非常规天然气。具体界定标准为： 



    （一）赋存于烃源岩内。具有较高的有机质含量（TOC>1.0％），吸附气含

量大于 20％。 

    （二）夹层及厚度。夹层粒度为粉砂岩以下（包括粉砂岩）或碳酸盐岩，单

层厚度不超过 1米。 

    （三）夹层比例。气井目的层夹层总厚度不超过气井目的层的 20％。 

    页岩气补贴条件为： 

    （一）已开发利用的页岩气； 

    （二）企业已安装可以准确计量页岩气开发利用的计量设备，并能准确提供

页岩气开发利用量。 

    二、补贴标准 

    中央财政对页岩气开采企业给予补贴，2012 年—2015 年的补贴标准为 0.4

元/立方米，补贴标准将根据页岩气产业发展情况予以调整。地方财政可根据当

地页岩气开发利用情况对页岩气开发利用给予适当补贴，具体标准和补贴办法由

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三、补贴金额 

    中央财政安排的页岩气补贴资金按以下方式计算： 

    补贴资金＝开发利用量×补贴标准 

    四、申请程序 

    （一）每年 1月底前，页岩气开发利用企业（包括中央直属企业）向项目所

在地财政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提出资金申请报告，并提供上年页岩气开发利用数

量，以及录井、岩心分析数据、测井、压裂施工数据、压后监测数据和试采数据

等勘探资料。 

    （二）企业的资金申请报告，由所在地财政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核实汇总后

上报省级财政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省级财政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于

2月底联合上报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 



    （三）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将组织专家对地方上报的资金申请报告和审核情

况进行复审，对符合补贴条件的项目在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网站上予以公示（公

示时间 1周），对无异议的下达补贴资金。 

    五、监督检查 

    申请中央财政补贴的页岩气开发企业，必须提供真实材料。各级财政部门和

能源主管部门应按有关政策要求，严格把关，认真审核，采取书面审查、现场审

核、专家审核、查阅原始凭证等方式，重点审核企业所提供的资料是否真实、开

发利用的页岩气是否符合政策规定等。对提供虚假材料、虚报冒领财政补贴资金

的，各级财政部门应扣回相关补贴资金，情节严重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号）规定，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六、本实施意见由财政部会同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 

    2012年 11月 1日 

  

 

美中联合声明 

二 OO 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 

五、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 

…… 

双方对近期举办的第四届美中能源政策对话和第九届美中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论

坛表示赞许，并对加速中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发展的美中页岩气资源合作倡议的

启动表示欢迎。双方对近期举办的第四届美中能源政策对话和第九届美中石油和

天然气产业论坛表示赞许，并对加速中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发展的美中页岩气资



源合作倡议的启动表示欢迎。该倡议旨在利用美国近期的经验，改善两国能源安

全，帮助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华盛顿 

      …… 

     37. 双方积极评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中美能

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和中美能源合作项目启动以来两国在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

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双方重申继续就能源政策进行交流，在石油、天然气（包

括页岩气）、民用核能、风能和太阳能、智能电网、先进生物燃料、清洁煤、能

效、电动汽车及清洁能源技术标准等领域进行合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 

                  2011年 3月 14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 

第十一章 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 

…… 

第一节 推进能源多元清洁发展 

有序开展煤制天然气、煤制液体燃料和煤基多联产研发示范，稳步推进产业化发

展。加大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稳定国内石油产量，促进天然气产量

快速增长，推进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9号 

第一类  鼓励类 

…… 

七、石油、天然气 

…… 

2、页岩气、油页岩、油砂、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资源勘探开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通知 

发改地区[2011]1124 号 

…… 

第六章 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 

第三节 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等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加快天然气、页岩气资

源勘探开发，推进大型气田建设，适度增加经济区天然气供应量。加强煤炭基地

建设，有序建设大中型现代化煤矿，强化煤层气抽采利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资源“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1]137 号 

…… 

第二章 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 

二、深入开展支撑找矿突破科技创新 



…… 

（六）新能源勘查科技创新 

 开展页岩气、煤层气、致密砂岩气、油页岩、油砂、幔源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

形成地质条件、成藏规律研究和勘查评价技术研究。开展陆相页岩气地质选区与

资源评价方法、低阶煤煤层气勘探技术研究，开展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实验测试技

术、钻完井、排采技术和大规模分段压裂、长距离水平井、环保型压裂液等勘探

开发关键技术工艺研究，选择重点有利地区开展示范工程，建立适合我国复杂地

质特征和赋存规律的理论和评价技术。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令第 12号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 

二、采矿业 

…… 

9. 页岩气、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限于合资、合

作）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2]19号 

…… 

三、重点领域 

…… 



（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重点领域。 

…… 

重点开发加压浸出、生物冶金、矿浆电解技术，提高从复杂难处理金属共生矿和

有色金属尾矿中提取铜、镍等国家紧缺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加强中低品位

铁矿、高磷铁矿、硼镁铁矿、锡铁矿等复杂共伴生黑色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高效

采选；推进煤系油母页岩等资源开发利用，提高页岩气和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水

平，发展油母页岩、油砂综合利用及高岭土、铝矾土等共伴生非金属矿产资源的

综合利用和深加工。 

 

国土资源部、全国工商联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土资源 

领域的意见  

国土资发[2012]100号 

…… 

三、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油气资源勘查开采 

（六）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查开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投资主

体依法开展页岩气、煤层气、油砂、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民间资

本投资主体无相应勘查资质的，可与符合资质条件的单位以合资、合作等形式，

参与竞争，获得非常规油气资源探矿权。 

 

国家能源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扩大能源领域投资的实施意见 

国能规划[2012]179号 

一、拓宽民间资本投资范围 

…… 

（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能源资源勘探开发。继续支持民间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



煤炭资源勘探、开采和煤矿经营，建设煤炭地下气化示范项目。支持民间资本进

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以多种形式投资

煤层气、页岩气、油页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项目，投资建设煤层气和煤

矿瓦斯抽采利用项目。 

…… 

（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和天然气管网建设。支持民间资本与国有石油企业

合作，投资建设跨境、跨区石油和天然气干线管道项目；以多种形式建设石油和

天然气支线管道、煤层气、煤制气和页岩气管道、区域性输配管网、液化天然气

（LNG）生产装置、天然气储存转运设施等，从事相关仓储和转运服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利用价格杠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 

发改价格[2012]1906号 

 一、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促进民间资本在资源能源领域投资发展 

…… 

（二）进一步理顺天然气价格。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天然气

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天然气价格，为民营资本参与天然气勘探开发业务创造

条件。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出厂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鼓励民营资本进

入非常规天然气生产领域。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2]28号 

…… 

三、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 



（五）新能源产业。 

…… 

加快发展技术成熟、市场竞争力强的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和热利用、页岩气、

生物质发电、地热和地温能、沼气等新能源，积极推进技术基本成熟、开发潜力

大的新型太阳能光伏和热发电、生物质气化、生物燃料、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技

术的产业化，实施新能源集成利用示范重大工程。到 2015 年，新能源占能源消

费总量的比例提高到 4.5%，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4亿吨以上。 

…… 

四、重大工程 

…… 

（十八）新能源集成应用工程。 

在风电、太阳能、海洋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集中区域，示范建设以智能

电网为载体、发输用一体化、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选择可再生能源资源

丰富、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在公共建筑、商业设施和工业园区推进太阳能、页

岩气、生物质能、地热和地温能等新能源技术的综合应用示范;开展绿色能源和

新能源区域应用示范建设，建成完善的县域绿色能源利用体系;在可再生能源丰

富和具备多元化利用条件的中小城市及偏远农牧区、海岛等，示范建设分布式光

伏发电、风力发电、沼气发电、小水电“多能互补”的新能源微电网系统。推进新

能源装备产业化。到 2015年，建成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2]40号 

…… 

三、主要任务 

（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 

——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促进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推进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

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加强油气战略进口通道、国内主干管网、城市配网和储备

库建设。结合产业布局调整，有序引导高耗能企业向能源产地适度集中，减少长

距离输煤输电。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

的基础上有序发展核电。加快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煤层气等清洁

能源商业化利用，加快分布式能源发展，提高电网对非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

的接纳能力。到 201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1.4%。 

 

国土资源部关于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154号 

…… 

一、突出重点，加大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力度 

（一）抓好重点领域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工作。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本

地区资源禀赋特点和开发利用现状，结合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和淘汰落后技术、产

能等工作，做好重点领域先进适用技术推广。重点推广高含水、低渗透、稠油等

主要类型油田和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高效开发技术；薄煤层机械

化开采、厚煤层一次采全高和充填开采、煤炭干选以及与煤共伴生资源的综合利

用技术；金属矿产充填开采、矿石超细碎、大型浮选等高效采选及矿山废弃物综

合利用等技术；非金属溶浸采矿、充填采矿等高效开采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