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页岩气开发的风险探讨 

栾政明 房立阳 

   页岩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资源，伴随着其在美国的重大

突破，立刻成为全球油气勘探开发的新亮点，同样，在我国，页岩气

也成为了矿业投资的热点领域。 2011年 12月 3日，国土资源部已

发布《新发现矿种公告》（2011年第 30 号），将页岩气作为独立矿种，

实行一级管理。于 5月 17日发布的《页岩气探矿权投标意向公告》

明确了页岩气探矿权投标主体的资格，门槛大大放宽。6月 5日，国

土资源部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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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参与和作为主体进入

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查开发领域，更是吸引了国内大量民营资本的

眼球，这也是民营资本第一次能够进入油气勘查开发领域。9月 10

日正式发布了第二次招标的招标公告。 

页岩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在储量和开发前景上拥有诸多优势，

但是页岩气投资作为一个财富宝藏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固有的风险,

本文就尝试对这一领域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初步探讨。 

一、法律风险； 

（一）矿权重叠：我国目前的矿权管理法律体系中，对于不同种矿物

的矿权空间上重叠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解决，实际操作中，如果同一

区域在不同深度埋藏了不同的矿物，那么矿权冲突就会成为矿权所有



 

人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目前国内解决矿权重叠主要是以协调程度较

低的协议互不干扰与一方退出模式为主。很多时候并不能达到共同开

发、资源利用最大化的目的。 

目前划定的页岩气勘查开发区块中，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中石

油、中石化的常规油气区域重叠，重叠部分的矿权如何设置？现行的

矿业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对矿权重叠这一大问题给出一个完整的行为

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只能够通过协商的形式寻求解决的途径，

甚至出现了利用政府权力强制要求另一方退出的情况。这一点为页岩

气勘探与开发的顺利进行埋下了隐患。 

同样属于非常规天然气，煤层气的开发制度或许可以为页岩气提

供参考。煤层气的矿权重叠对象主要是煤炭，这种情况下，现行法律

的规定是煤层气拥有相对优先的开发地位，在国土部《关于加强煤炭

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96号）

中，规定了“先采气后采煤”的原则，具体规定如下： 

（十一）新设立的煤炭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进入国家公告的特定煤层

气勘查、开采区域。 

（十二）各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按照本通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迅速组织对本辖区内煤层气探矿权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于今年

7月底前将检查情况向国土资源部报告。未达到最低勘查投入的，由

国土资源部依法缩减勘查区块面积或不予延续。情节严重的，依法吊

销勘查许可证。 



 

（十三）本通知下发前已取得煤炭、煤层气探矿权或采矿权的矿业权

人，应按本通知要求做好以下工作： 

1.已依法取得煤炭或煤层气勘查许可证的探矿权人，应对勘查区

块范围内的煤层气或煤炭资源进行综合勘查、评价，提交煤层气和煤

炭综合勘查报告，并按有关程序进行储量评审（估）、备案。 

2.已依法取得煤炭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人，在本矿区范围内以地

面抽采方式开采煤层气的，应依法补办煤层气采矿许可证；进行井下

煤层气回收利用的，不再另行办理煤层气采矿许可证，但应切实采取

措施，不断提高煤层气回收利用水平。 

（十四）在本通知下发前，煤炭、煤层气企业已经以协议方式，在相

同区块范围分别持煤炭、煤层气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进行煤炭、

煤层气勘查开采的，双方应严格遵守协议，加强合作，实现煤炭、煤

层气资源的综合勘查、评价和回收利用。 

（十五）在本通知下发前，煤炭和煤层气探矿权、采矿权发生重叠且

未签订协议的，由双方协商开展合作或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按照“先

采气，后采煤”的原则，对煤炭、煤层气进行综合勘查、开采。本通

知下发后 6个月内，双方无法签订合作协议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

照有关规定和勘查开采实物工作量已投入等情况进行调解。同意调解

的，扣除重叠部分的区块，并由当事人一方对被扣除区块一方已投入

部分进行补偿。调解不成的，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据《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对矿产资源开发进行整合意见的通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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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2006〕108 号）精神，按照采煤采气一体化、采气采煤相互兼

顾的原则，支持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内的煤炭生产企业综合勘查开采煤

层气资源。” 

上述两方面规定，一方面是从油气能源开发的迫切性需求的角度

出发，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思考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安全性。在煤层

气和煤炭矿权重叠的区域，如果先开采煤碳或者同时开采的话，则会

容易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相较于煤层气，页岩气与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同时进行的安全隐患

相对可能较小，但是这一问题的空间范围却更大，如果处理不当，则

页岩气的开发很难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国土资源部进行的页岩气招标是针对页岩气探矿权的

招标，中国现在的矿产资源法中，对于探矿权转采矿权的规定是探矿

权人有优先权，但是对于探矿权人的优先权的解释，地方政府的具体

做法存在差异。某些地方政府甚至会要求已探明储量的区块在转采的

时候仍然需要重新进行招拍挂，探矿权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同等

条件优先权，这种情况下对于探矿权人利益的保障就很有限了。页岩

气开发投资大风险高，如果不能对探转采予以保证，对于探矿权人来

说，法律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二、经济风险； 

（一）页岩气资本需求量大： 

相对于常规油气田而言，页岩油气是在生油岩里自生自储的油



 

气，而前者经过了运移和富集的过程。常规油气田是富矿，圈闭储层

里资源的丰度很高，找到一个大型常规油气田我们常说找到了个“大

金娃娃”，像大庆胜利油田那样。而页岩气则是“贫矿”，单位体积

的资源丰度很低，由于是贫矿，开发页岩气要钻大量的井，美国一年

投入页岩气钻井压裂的资金超过 1000亿美元。据了解，现在在中国

进行页岩气的勘探和开发，3000米范围，1000米深度的水平井的钻

井成本约为 8000 万至 1亿元，单独的直井每千米需要 1000 万元，即

使是较为便宜的参数井，每百米的深度也需要 100万元以上的投资。 

美国有数千家石油公司参与页岩气开发，巨额费用分摊到这数千

家公司头上就不算太多了。更重要的是可持续的投入，页岩气井的生

产递减很快，头一年就下降 60%至 70%，要维持产量必须有足够的持

续投入。在天然气价格并不是很高的现在，如何维持页岩气开发长久

的良性利益循环也是非常困难的。 

同时，和所有其他的地质勘探一样，页岩气的勘探也具有非常大

的风险，虽然现在世界上的普遍观点是我国页岩气储量丰富，可采的

经济储量约为 25-36万亿立方米，但是现阶段地质勘查程度很低，具

体开采过程中的结果很难保证。根据国土资源部官方的报道：目前我

国已在页岩气开发实验区钻井 62口，其中 24口井获得工业气流。但

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信息数据可能有误，所以我们认为需要保持警

惕。 

三、技术风险； 



 

中国开发页岩气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尤其是在钻井领域，页岩

气的开发与传统油气领域的技术有很大的不同。美国页岩气开发的突

破得益于其余上世纪 90年代水平井和水力压裂法的突破，但是目前

来说，中国企业普遍不具备这样的技术实力，且短时间内很难有重大

突破。 

针对这一状况，中国很多企业选择的方式是走出去，积极寻求

合作，2012年 3月 20日，中石油与壳牌签署了首份产品分成合同，

在四川盆地的富顺-永川区块进行页岩气勘探、开发与生产。就在

2012年初中石化以 24.4亿收购了美国戴文能源公司(Devon Energy 

Corp)5 个页岩油气项目 33.3%的权益。此前，英国 BP和美国雪佛龙

分别宣布，已与中国公司签署合作或者合资协议，将在中国进行页

岩气勘探或开发。“现阶段不具备大规模开采的条件，没有技术，

与外资合作是绕不过去的。”相关领域专家表示，如果与外资合

作，进展不会很慢，因为美国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但是这其中如何

去合作，美国是否让中国如此顺利地拿到现金技术都是有待观察

的。 

四、地质风险； 

中国对于页岩气开发的热情很大程度上市源自于美国页岩气开

发成功的经历，据了解：美国拥有丰富的页岩气，但是他们的页岩气

储藏特点是以页岩为主。我国以泥岩为主，但页岩不多，所以我称之

为泥页岩油气。泥页岩油气首先层系多，从震旦系一直到老第三系，

http://www.in-en.com/keylist.asp?topic=油气


 

十一个层系，基本上每层都有，同时泥页岩层段的厚度，也比较厚;

其次，泥页岩分布广，基本在各大盆地，包括中小盆地，都可以找到;

第三，海相、陆相并存;第四，油气并存。泥页岩油气的潜力巨大，

结合这几年国土部牵头各单位包括各企业的研究结果，据我估算，泥

页岩天然气资源量约为 60-80万亿方，可采储量大概在 10-15万亿方。

就目前而言，泥页岩石油还没有一个统一计算的方法，资源量暂时无

法估算。具体来说，地质埋藏方面的困难如下： 

首先，我国泥页岩油气埋藏深，美国页岩气普遍在 3000米以内，

很多在 1000-2000米。我国泥页岩油气埋藏基本都在 3000米以上(从

3000米到 6000米)。 

其次，的地质层位是海相沉积，连续性非常好。而我国海相沉积

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地理环境是山区，人口密度也较高。 

第三，我国地质构造条件比较复杂，存在多期的构造运动，多组

断裂，给勘探开发带来了困难。 

最后，页岩气现在的开发技术主要以水力压裂法为主，这种相对

传统的开采技术一方面是大量消耗水资源，无法达成水资源的重复利

用，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地下水污染，这一点会在后文详细

论述。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国的页岩气开发区域大多为水资

源非常充足的盆地、河流流域内。且美国人口密度低，水资源压力相

对要小很多。但是对比下，国土部现在已经公布的几个页岩气开发区

块中，虽然多数都处在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域，但是人口密度也较大，



 

很多地方甚至是传统的农业产区，在这些地域开展页岩气的勘探和开

发工作必然会引起一些列的针对于水资源的矛盾。 

  总的来说，我国的泥页岩油气资源潜力巨大，但勘探开发的

难度也比较大，在技术和经验上都无法直接套用外国已经成型的开发

方法。 

五、环境风险； 

环保问题是页岩气开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详细来说，现阶段对

页岩气的开发主要方法是水力压裂法，水力压裂可以使储层产生密集

的裂缝网络, 进而提高储层渗透率, 使地层中的天然气更容易流入

井筒。这一过程中，涉及到四方面的环境风险。 

首先，是水污染的风险，一方面，水力压裂开采法需要消耗大量

的水, 每次压力需要消耗( 200~ 400) � 104 t 水, 另一方面，水

力压裂法的水不是纯水，并且通常在注入的压裂液中会加入化学试剂, 

废水与压裂液可能污染地下水源或发生泄漏相较于美国水资源丰富

人口密度低，中国的现实国情是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匀，有些区块在

西北地区则水资源严重不足，游戏区域在东南部，则虽然有着丰富的

水资源，但是当地的人口密度大，农业对水资源要求也高，所以，无

论是哪里，水资源的保护都是页岩气开发的第一个难题。 

其次，是空气污染的问题，页岩气开发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甲

烷以及各种温室气体，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根本无法阻止。 

第三，地质构造破坏，与常规油气的勘探与开采相比，页岩气的



 

勘探与开采需要打更多的井，对地表地貌和地质构造都会造成很大的

破坏。据介绍由于开发页岩气，美国中部地区的地震频率比开发页岩

气前高出了两倍，中国西部地区本来地质活动就较频繁，大规模开采

页岩气会不会在这方面造成一定的风险？现阶段是一个疑问。 

最后，是开发过程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问题。据美国自然资源保护

委员会对中国页岩气领域的调查，我国的页岩构造还含有达到有害浓

度水平(1%或更多)的硫化氢(H2S)。硫化氢是一种可燃的毒性气体。

四川盆地的威远页岩气区块所含硫化氢浓度在 0.8%到 1.4%之间，而

川东北区块所含硫化氢浓度高达 15%。调查显示，页岩气在开采过程

中还会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并导致地面臭氧的产生，长期接触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会导致皮肤不适、头痛以及生殖系统紊乱。 

六、基础设施建设风险； 

相较于美国完善的天然气管道，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一方面铺设

密度较低，非常不完善，另一方面，很多管道是属于中石油、中石

化等国有垄断企业的专属管道，其使用权限在之前都是专属的。所

以很多民企即使能够成功进入页岩气的勘探领域，并成功勘探到了

优质的气田并进行开发，但是开发之后如何运输依然是一个难以解

决的大问题，这个状况在中国的煤层气开采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2006年，中国煤层气借优惠政策东风开始商业化之路。2011 年，中

国煤层气产量 106亿立方米，远未完成“十一五”目标。其中，地

面开采 21亿立方米，没有完成 50亿立方米的计划量，且煤层气经营



 

者绝大部分亏损。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梁先生介绍，一些煤层气抽采

出来后，进不了管网，只能就近局部区域使用，这也是中国煤层气

利用率低的原因。中石油目前持有全国 80%以上的天然气管网，垄断

的经营模式，且中石油自身也经营煤层气，都不利于煤层气进入现

有管网。页岩气与煤层气同属非常规天然气，两者在生产、销售、

商业环境等各方面有诸多类似的地方。煤层气所遇到的这一问题，

也可能在页岩气上出现。 

七、总结 

总的来说，美国从 50年代中期开始扩大页岩气开发的范围，1976

年。美国能源部东部天然气页岩研究项目启动，基于此项研究，至

80年代，对美国泥盆地系和密西西比系页岩中天然气潜力进行了比

较完整的评价；至此，再经历 80年代政策的大力推动，大量资本得

意进入；90年代技术突破，页岩气开发变得真正具有商业价值；到

2008年之后，页岩气产量终于实现飞跃，推动了美国天然气产量以

48%的年增长率突飞猛进，终于实现了从天然气进口到出口的扭转，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历经半个世纪的页岩气革命终于取得骄人的

成绩。 

相比之下，中国的页岩气的勘探与开发始于 21世纪初，并且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勘探开发的范围都局限于中石油、中石化等少

数几家具有油气开发资质的垄断企业进行的小规模探索性勘探开发，

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直至美国页岩气革命成功后，中国政府和



 

社会大力推动页岩气开发，并将其作为第 172个独立矿种进行单独管

理，全社会范围内对于页岩气关注的热潮才开始兴起。现实的技术、

设备、地质勘探程度等发展条件比起美国来差距非常大，这其中必然

不可能一帆风顺，可能会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投资者在进行选择的时

候，必须保持冷静的判断。 

八、法律建议 

针对页岩气勘探开发存在的风险，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矿产能

源部建议： 

1、面对过热的页岩气勘探开发热潮，公司高层切勿盲目跟风，

需做好公司发展规划，确信拟将能源的发展作为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之

一时再行考虑。 

2、在页岩气招标竞争惨烈的情况下，可考虑迂回战术。 

3、充分考虑和估计到页岩气勘查开发作为风险勘查和新矿种两

个特点下的特殊性，合理评估成本和机遇。 

4、如决定介入，务必做好资源勘查开发方案。 

收益永远伴随着风险，企业决策过程中，任何对风险的疏忽都可

能导致最终投资结果的不如意，本文所论及风险均为对我国页岩气行

业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期望

能够为企业的投资有所帮助。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