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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革命与战略制高点 ： 美国的实践

胡菁菁

内容提要 ：
从天然气战略的成功实施 ，

到近来明确 的新能源战略 ， 美 国通过

政策引 导 ，
国 家鼓励 ，

地方推动 ，
社会响应 ，

凭借政府 、 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 的

密切配合 ，
使国 内全社会协调起来 ， 并利 用其在 国 际多 边组织 中的优势 ， 熟练运

用 国 际规则 维护本国 利益 。 美国将这些资源和手段有机结合在
一起 ，

稳扎稳打
，

长期积 累 ， 构成 了 实施本 国能源接替和发展的基础 ，
为 占据 国 际战略制 高点创造

了条件 。

关键词 ： 新能源 美 国 能源战略

为什么美国的一举一动如此受世人关注 ？ 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由

于美国拥有超强的实力 ，
其现行政策对当今世界的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 另

一方面 ， 在于美国超前的战略规划 ， 其动向及实施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意义重

大 。 远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世界政治经济体赛框架的设计 ， 近的如

冷战结束后实现新经济的繁荣 ， 都证明了美国提前抢占国际战略制高点的能力 。

2 0 1 0年美国在能源领域的重要动向是 3 月奥巴马总统宣布开发近海油气资源

的政策 ， 这原本是美国 2 0 多年实施近海石油开采禁令以来首次启 动系统性的开

发计划 ， 各大油气公司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
一

场 。 不料 ， 总统话音未落 ， 就发

生了史无前例的英国石油公司 （ ＢＰ ）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 这场事故不仅对 ＢＰ 公

司和周边生态是一场灾难 ，
而且迫使奥巴马政府暂停近海油气开发计划 ， 并颁布

深海钻探的临时禁令。 不过 ， 没到年底禁令就得以解除 。 在加强安全监管的基础

上
，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重启深海石油的开发作业。 这说明 ， 漏油事故从长远来看

胡菁菁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全球油气资源与战略研究所工程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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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只是一个插曲 ，
并不能改变大规模利用海洋 （特别是深漏油事故从长远

海 ） 油气资源的发展方向 。来看或许只是一个插

很多人都认识到美国长期封存近海油气资源的重要战略 曲 ，
并不能改变大规

意义 。 而对于此次解禁 ，

“

阴谋论
”

可以将之理解为美国意 模利用海洋 （ 特别是

图赶在新能源技术得以突破并大规模利用之前 ， 使用本国长 深海 ） 油气资源的发

期储备的传统能源资源 ，
充分释放其战略价值 。展方向 。

虽然新能源技术究竟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得以 突破还尚未

可知 ，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 ， 近几年来发展新能源已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并寻求力

拔头筹 、
一举占据国际战略制高点的重要 目标之一 。 本文主要试图 回答的问题

是
， 在这场竞争中 ， 美国是如何规划和实施新能源替代战略的 。

在这里 ，
新能源是个相对的概念 ， 主要相对于传统能源而言 ，

指尚未大规模

开发利用 ，
有些甚至还处于初期研发阶段的能源。

“

新能源
”

突出 的是
“

新
”

， 与
“

清洁能源
”

、

“

可再生能源
”

、

“

替代能源
”

和
“

非化石能源
”

等概念经常混用 ，

但相比而言 ， 字面所指又都各有侧重 。
一般来说 ，

太阳能 、 风能 、 生物质能 、 地

热能 、 海洋能 、 氢能 、 天然气水合物 （ 可燃冰 ） 等都属于新能源 ， 水能和核能在
一

些国家也被归人新能源之列 。

一

、 对内 ： 政策激励下的发展

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就提 出新能源计划 ， 其主要 目标包括 ：
1 0年内 投资

1 5 0 0亿美元 ， 创造 5 0 0 万个新能源就业机会 ； 在 2 0 1 5年之前将美国生产的混合动

力型汽车使用量提高到 1 〇〇万辆 ； 确保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到 2 0 1 2年达到总量

的 1 0％
， 2 0 2 5 年达到 2 5 ％

；
到 2 0 5 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8 0％。

1

在 2 0 1 1 年的

国情咨文中 ， 奥巴马又提出 了两项具体的指标 ： 到 2 0 1 5年
， 美国将成为全球第

一个拥有 1 0 0万辆电动车的国家 ； 到 2 0 3 5 年 ， 美国 8 0％ 的电力将来 自清洁能源 ，

包括风能 、 太阳能 、 核能 、 清洁煤和天然气 。

2

奥巴马就任后 ， 政府便开始制定和落实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 。 2 0 0 9 年

2 月颁布实施的经济刺激方案
——

《 2 0 0 9 年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 》
一汁划投人

总额为 7 8 7 0 亿美元的巨资促进经济复苏 ， 其中约有 5 0 0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

经济 ，
包括开发可再生能源 、 研究清洁能源技术 、 推进汽车和燃料技术以及建设

智能电网等 。

该计划被认为旨在
“
一石三鸟

”

： 既刺激经济增长 ，
也提高能源安全 ，

还能

1
＂

Ｂａ 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ａｎｄＪｏｅＢ ｉｄｅｎ ：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 ｉ ｃ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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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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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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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奥巴马政府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1

如果奥 巴马政府能够通过发展新能源

能 够通 过发展新能 掀起能源领域的革命 ， 使可再生的新型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

源 掀起能 源领域的 源的主导地位 ， 催生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转变 ， 就无疑会使

革命 ，
使可再生的新 美 国在全球产业升级和重组中 占据主导地位 ， 这将是美国继

型能源取代传统化石 上一个十年成功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之后 ， 再次

能源的主导地位 ，
催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制高点 。

生经济增长模式的重为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
经济刺激方案规定了各种

大转变
，
就无疑会使 优惠和激励措施 ，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美国在全球产业升级（

一

） 生产税收抵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ａｘＣｒｅｄ ｉｔ
－

ＰＴＣ） 。 2 〇 1 3

和重组中占据主导地 年 1 月 1 日前投产的风电 ，
2 0 1 4 年 1 月 1 日前投产的水电 、 地

位
，
再次在未来的国 热 、 生物质 、 沼气 、 城市垃圾 、 潮汐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可以

际竞争中占据战略制 享受长达 1 0年的税收减免 ， 标准为风电 2 ． 1 美分 ／千瓦时 ，

高点。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为 1 ． 0 美分 ／ 千瓦时 。

（ 二 ） 投资税收抵免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ａｘＣｒｅｄ ｉｔ
－

ＩＴＣ） 。 上述

符合生产税收抵免的可再生能源项 目也可以选择享受投资税收抵免优惠 ， 即联邦

政府在项 目建成后为其减免 3 0％ 的投资成本 。

（ 三 ） 财政补贴 。 财政部对 2 0 0 9年和 2 0 1 0年在建并即将投入运行的可再生

能源项 目提供取代税收抵免的
一

次性现金补贴 ， 对风能 、 生物质能 、 地热能和

太阳能补贴率可髙达投资成本的 3 0％
， 其他符合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率最高为

1 0％
， 这本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中为刺激经济发展采取的临时措施 ， 不过就在补贴

即将到期之际 ，
2 0 1 0年 1 2 月 美国议会决定将其延长

一

年 。

此外
，
联邦政府还设立了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 、 贷款担保和无息贷款鼓励生

产 ， 拨出研究和发展资金资助研发 ， 为政府机关和个人提供税收抵免优惠以鼓励

消费和使用清洁能源设备 。

2

太阳能技术虽然不能享受经济刺激方案中的生产税

收减免 ， 但 2 0 0 8 年 《能源改进和延长法 》 为其提供了有效期至 2 0 1 6 年的 3 0％ 投

资税收抵免优惠 ， 而 1 9 9 2年的 《能源政策法 》 还为太阳能规定了
1 0％ 的永久投

资税收抵免 。

除了联邦政府层面的推动 以外 ， 美国各州为促进新能源的发展也纷纷行动起

来 。 很多州政府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Ｐｏｒｔｆｏ ｌ ｉ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ＲＰＳ ） ， 要求本州 电力供应商所供电力必须有一定比例来 自于可再生能源 ，
通常

还对未达标者采取惩罚措施 。 有些州还随之建立 了可再生 电力证书 （ Ｒｅｎｅｗａｂ ｌｅ

1


“

奥巴马新能源政策面临诸多难题
”

，
《第一财经 曰报 》 ，

2 0 0 9年 6 月 2 3 日 ， 参见 ｈｔｔｐ ： ／／ｅｎｅ ｒ
ｇｙ

．

ｐ
ｅｏｐｌ

ｅ ．

ｃｏｍ ． ｃｎ／Ｇ Ｂ／ 9 5 2 1 8 7 4
． ｈｔｍ

ｌ 〇

2 美国联邦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激励措施参见 ：
Ｆｅｄｅｒａ ｌ

丨ｎｃｅｎｔ ｉｖｅｓ／Ｐｏｌ ｉｃｉｅｓ ｆｏ 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 ｌｅｓ ＆ Ｅｆｆｔｃｉｅｎｃｙ，

ＤＳ ＩＲ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Ｓｔａ ｔｅ Ｉｎ ｃｅｎｔ ｉｖｅｓ ｆｏｒＲｅｎｅｗａｂ ｌｅｓ＆Ｅ ｆｆ ｉ ｃ ｉｅｎｃ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ｄｓ ｉ ｒｅｕｓａ ． ｏｒ

ｇ
／ ｉｎｃ ｅｎｔ ｉｖｅｓ／

ｉ ｎｄｅｘ ．ｃｆｍ？ｓ ｔａｔｅ
＝
ｕｓ＆ｒｅ＝＃ｒｅ＃＆ＥＥ＝＃ｅｅ＃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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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 ｉｔｙ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ＲＥＣ ） 交易系统 ， 允许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在市场上交易 ，

电力供应商可以将多余的绿色电力转让给尚未达标的厂家 。

根据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统计 ， 截至 2 0 1 0年 8 月 ， 已有 3 9个州 以及哥

伦比亚特区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相关法令或形成初步的规划 目标 。 其

中 ，
3 0个州的政府明确制定具有约束力 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 ，

1 7个州规

定在 2 0 2 0
－

2 0 2 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 比例要达到 2 0％或 以上 。 这些规定的标准还

在不断提升中 ， 如特拉华州 ，
在 2 0 1 0 年 7 月 2 8 日将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从

2 0 1 9年 2 0％提高到 2 0 2 5 年实现 2 5 ％ 的 目标 ， 还将太阳能光伏发电比例从 2 0 1 9 年

达到 2 ％ 调整为 2 0 2 5 年 3 ． 5％。

1

从美国现有政策来看 ， 联邦政府为新能源的近期发展注从美国现有政策
入了动力

，
而地方政府则为新能源规划了远期发展 目标。 在 来看， 联邦政府为新

上述政策的激励下 ，
2 0 0 9年 ，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4 1 3 0能源＾近期发展注入

亿千瓦时 ， 占发电总量的 1 0 ． 4％
， 虽然美国当年发电总量比了动力

，
而地方

■

政府
上年下降 4％

， 但可再生能源发电上升了 8％。 2 0 1 0年 ， 美国 则为新能源规划了远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 2 0 0 9年增长 1 6 ． 5％
，
而实行可再生能源投 期发展目标。

资组合标准的 3 0个州增长率则为 1 8 ． 4％
，
其中俄勒冈州发展

最快 ， 增加 1 0 2 ． 6％ 。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ＩＡ ） 的预测 ， 美国 2 0 3 5 年将有 4 5％ 的新增电力来 自可再生能源 ， 而如果生产税

收减免政策在 2 0 1 3年后还能得以延续 ，
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6 1％

—

6 5％ 。

2

二 、 对外 ： 合作与竞争

在传统能源 日益减少 ， 环境保护得到越来越多重视的今天 ， 实际上各国都已

认识到发展新能源特别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对国家发展和战略竞争的重要性 。

推 出刺激和鼓励新能源发展政策的国家不在少数。 欧洲 2 0 0 9 年新增发电装机容

量中 6 0％来 自可再生能源 ， 中 国则是新能源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 ， 新增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为 3 7 吉瓦 ，
比 2 0 0 8年增长 1 6 ． 4％

， 约 占 当年全球新增总量的

4 6％ 。 2 0 0 9 年 ， 如果算上水电 ，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 水电 占一半以上 ）

排名世界第
一

， 其中太阳能热水器排名第
一

、 风能仅次于美 国 、 生物能排名第

四 。

3

 2 0 0 9年 ， 中国新能源投资规模居世界第
一

，
2 0 1 0 年中国风电装机总容量已

1Ｆｅｄｅｒａ ｌＥ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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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 2 0 0 9
，ｐ ． 2 3 0

；
Ｕ ．Ｓ ．Ｅｎｅｒ

ｇｙ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Ａｄｍ 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 ｉ ｏｎ ，

／Ａｎｎｕ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ｔ ／ｆｆｏｏ／ｃ  2 0 7 0

，ｐ．  3 ．

3 Ｒｅｎｅｗａｂ 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 ｉｃ
ｙ 
Ｎｅｔｗｏ ｒｋ ｆｏ ｒ ｔｈｅ 2 1 ｓｔ Ｃｅｎｔｕ ｒｙ（

ＲＥＮ 2 1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2 0 1 0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ｒｉｓ ： ＲＥＮ 2 1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ｐ
． 1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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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世界首位 。

面对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异军突起和激烈竞争 ， 美国政府和企业充分认识到

与中国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 2 0 0 9 年奥巴马首次访华 ， 中美签暑了
一

系列清洁能源

合作协议。 作为 《 中美联合声明 》 中关于推进清洁能源合作啤内容 ，
双方签署了

《中美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 、 《中美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伙

伴关系的合作备忘录 》 和 《关于中美能源合作项 目 的谅解备忘录 》 三项政府部门

间合作文件 ， 以及多项企业间协议。 当年
，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成立 ， 中

美双方共同筹资 1
． 5亿美元 ， 两国各出资

一半 ， 优先研究课题包括建筑能效 、 清

洁煤和清洁汽车 。 2 0 1 1 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 ， 中美两国政府和企业在清洁能源

领域共签署了总额超过 2 0 0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如美国杜克能源与中国新奥集团

在河北廊坊建设中国首个综合能效生态城 ， 美国电力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在燃煤

电厂节能降耗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方面合作 ， 美国通用能源与中 国神华集团共同

发展气化煤工业等 。

与此同时 ， 中美两国之间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与冲突也 日益凸显 ， 站在台前

的不是政府和企业 ， 而是美国的工会组织 。 2 0 1 0 年 1 0 月 ， 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

会投诉的推动下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决定对中 国政府有关
“

绿色技术贸易和投

资
”

政策展开 3 0 1 调查 。 3 0 1调查源 自美国 《 1 9 7 4 年贸易法 》 第 3 0 1条款 ， 主要

是针对外国
“

不公平
”

贸易政策进行调查 ， 采取相关措施以保护美国在国际贸易

中 的利益 。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全称是
“

钢铁工业 、 纸业和林业 、 橡胶工业 、 制

造业 、 能源相关工业与服务业工人国际联合会
”

， 在美国境内有 7 0 多万会员 ， 是

全美最大的制造业工会 。 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长达 5 8 0 0 页申请书 中 ， 它指控中

国采取不公平的政策措施 ， 保护和支持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 损害了美国相关

产业 。 该组织宣称 ， 中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定 ，
在对国内风能 、 太阳能 、 电池

及节能汽车等新能源产品提供了各种补贴和优惠的同时 ， 限制和歧视外国公司 ，

造成美国贸易赤字大幅上升 。 此举将耗费中 国政府和企业大量精力 ， 若最终诉诸

世界贸易组织诉讼 ， 将可能持续长达几年的时间 。

在推进新能源战略的过程中 ， 美国毫无疑问会面临来 自其他国家的竞争 。
一

方面 ， 在国 内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 ， 美国并非始终独 占鳌头 ； 另一方

面 ， 在企业竞争力和发展上 ， 美国也不可能一直占据全部优

势 。 但是 ， 美国既可以凭借政府 、 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密

切配合 ，
又能依靠国 内法律的保护 ，

还能利用其在国际多边

组织中的优势 ， 熟练运用国际规则 、 主动维护本国利益 。 这

些手段雜贿机结合在
－

起 ， 賊了美酿施相能源发

臟略贴纖＿1敲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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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来 ： 从天然气革命到新能源革命？

展望未来 ， 虽然新能源在现阶段确实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速度 ， 但人们仍

然在为新能源技术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忧虑 。 毕竟 ， 既有的发展速度是在激励

政策鼓舞之下所取得的 ，
目前尚不能判断未来这种发展是不是可持续 ， 是否能在

量变基础上达到质变 ， 使新能源真正有效替代
“

旧能源＇

新能源领域尚无令人振奋的消息 ，
而非常规天然气却已在美国异军突起 ， 掀

起了一场席卷世界的
“

革命
”

。 非常规天然气是相对于常规天然气而言 ， 与常规

天然气的聚集方式不同 ， 资源品味低 、 勘探开发难 ，
主要包括致密砂岩气 、 煤层

气和页岩气等 ， 由于技术难度大 、 开发成本高而不容易实现商业化生产 ， 但只要

开采出来 ， 就与常规天然气完全
一样

，
是较为清洁的能源 。 天然气比煤炭和石油

的碳排放都少 ，
据统计 ， 气电比煤电的二氧化碳排放少

一

半 ， 奥巴马在 2 〇 1 1 年

国情咨文中把天然气也归为清洁能源 。

近五年来 ， 美国的天然气在非常规天然气的带动下 ，

一举扭转了原先逐年下

降的颓势 ， 实现快速发展 。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 ， 美国 已超过俄罗斯成为

世界第
一大天然气生产国 。 2 0 〇 9 年美国天然气探明储量 （ 包括常规和非常规 ） 较

2 0 0 8 年上涨 1 1 ％
， 产量上涨 5％ 。 其中页岩气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 ， 在过去的十

年中产量增长了 1 4 倍 ，
2 0 0 9年储产量分别增长 7 6％ 和 4 7％。

1

美国能源部最新出

版的 《年度能源展望 2 0 1 1 》 预计美国页岩气远景储量高达 8 2 7 万亿立方英尺 ，
比

前
一

年的预测高出一倍还多 ， 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仅靠页岩气就能满足未来 3 6年

的天然气需求 。 美国非常规天然气储量的增长规模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

的最大
一

次能源资源储量变化 。

2

无独有偶 ， 美国
“

天然气革命
”

也可以回溯到当年美国实施的能源政策和整

体能源战略 。 1 9 7 8年 ， 美国 国内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 ， 当年底 ， 作为当时世界第

二大石油出 口 国的伊朗发生
“

伊斯兰革命
”

，
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随着石油

价格的攀升和油气供应安全形势的 日益严峻 ，

一方面 ， 美国颁布了 《天然气政策

法 》 ， 成立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取代联邦电力委员会 ，
逐步解除对天然气的价格

管制 ， 建立起天然气市场定价机制 ；
另一方面 ， 美国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开发非

常规资源 ， 试图通过寻找新的天然气来源 ， 缓解能源紧张 。 美国联邦政府出台 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 ，
鼓励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 。

1 9 8 0年 ， 美国颁布 《原油 意外获利税收法 》 （ ＣｒｕｄｅＯｉ ｌＷｉｎｄｆａｌｌＰｒｏｆｉｔＴａｘ

Ａｃｔ ） ， 对替代能源的生产实施税收抵免。 该法规定在 1 9 8 0年至 1 9 9 2年间 ， 对

1根据美 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换算而得 ， 参见ｈｔ ｔｐ： ／／ｗｗｗ．ｅｉ ａ．

ｇ
ｏｖ／ｄｎａｖ／ｎｇ／ｎｇ＿ｐ

ｒｏｄ＿ｓｕｍ＿ｄａｊＬＮＵＳ＿ａｈｔｍ。

2Ｕ ．Ｓ ． Ｅｎｅ ｒｇｙ
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Ａｄｍ ｉｎ ｉ ｓｔ ｒ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ｎｕａ

ｌ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2 0 1 1

，Ｅａｒ ｌ

ｙ 
Ｒｅ ｌｅａｓｅ Ｏｖｅｒｖ ｉｅｗ

， ｐ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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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泥盆系页岩 、 煤层和致密砂岩层等开采的非常规天然气实行 3 美元 ／桶油当量

（ 1 9 7 9 年价格 ） 的税额减免 。 对新钻气井的优惠虽然到 1 9 9 2年底就截止 ， 但从已

钻气井中生产的非常规天然气在 2 0 0 3 年前仍能享受这一政策优惠 。 当时全国平

均天然气井 口价在 1 ． 5
—

2 ． 5 美元 ／ 千立方英尺 ， 对致密气和页岩气的税额减免约

0 ． 5 0 美元 ／ 千立方英尺 ， 对煤层气的税额减免约 1
．
0 0美元 ／ 千立方英尺 。

联邦政府依据上述规定对非常规天然气实施了巨额补贴 ，
极大地促进了美国

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 〇1 9 8 0
－

1 9 9 0 年税收优惠额达 2 4亿美元。 在 1 9 9 2财年 ， 对天

然气 （ 主要针对非常规天然气 ） 的税收优惠达到 1 2 ． 1 5亿美元 ， 占联邦政府对各

种能源实行的税收优惠总额 5 6％ 。 而在 1 9 9 9财年 ， 对天然气的税收优惠为 1 0 ． 5

亿美元 ， 科研资助达 1 ． 1 5亿美元 ， 天然气行业可 以获得的补贴 占联邦政府补贴总

额的三成 ， 居各能源首位 。 据统计 ，
1 9 9 2 年 ， 有 7 8％ 的新建气井用以开采非常

规天然气 〇 1 9 8 9 年开采的煤层气为 9 1 0亿立方英尺 ， 到了 1 9 9 4 年 ， 煤层气产量上

升到 1 万亿立方英尺 。

1

与此同时 ， 州政府也开始鼓励非常规天然气的生产 。 如得克萨斯州 ，
自

1 9 9 0 年代初开始对致密气 、 页岩气的开发实行激励政策 。 该州对 1 9 8 9 年 5 月 至

1 9 9 6 年 9 月 开钻或完井免收开采税 ， 对 1 9 9 6年 9 月 以后的气井采取
一

定比例的退

税措施 ， 投产前 1 0年的开采税从 7 ．
5％ 降低到 2 ％（ 或者减免钻井和完井成本的

一半 ） 。

在多方政策的长期激励下 ， 美国 的致密气产量从 1 9 9 0年 6 0 0亿立方米增长到

2 0 0 9 年 2 0 0 0亿立方米 ， 占美国陆上天然气产量的 1 ／ 3
， 煤层气产量从 1 9 9 1 年 1 0 0

亿立方米到 2 0 0 9 年 5 7 6亿立方米 ， 占全球总产量的 7 8％
， 页岩气产量 2 0 0 3 年以

后以年均 6 0％ 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
，
从 1 9 9 7 年的 1 0 0亿立方米增长到 2 0 0 9 年 8 6 7

亿立方米 。

2

美国非常规天然气的成功离不开两大重要因素 。

一是政
气的成功离不开两大 府科研资助支持下的技术进步 ， 特别是在页岩气开发方面取
重要因素。

一是政府 得了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两项关键技术的突破 ， 另外则是早

科研资助支持下的技
期众多独立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在政府政策麵下的参与和

术进步
，
另外则是早 推动 ， 由于专业小公司机制灵活 、 决策快 、 成本低 、 技术运

期众 多独
ｔ
天然气 用务实 ， 它们充分利用政策支持 ， 高效地将最新技术运用到

勘探开发公司在政府 勘探开发实践中 。 2 0 0 9 年底 ， 埃克森美孚以 4 1 0亿美元收购
政策激励下的参与和 主要天然气公司克洛斯提柏石油公司 （ ＸＴ〇Ｅｎｅｒｇｙ

） 。 克洛

斯提柏石油公司在美国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先进的开发

1 Ｕ ．Ｓ ．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Ａｄｍ 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ｉｎ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1 9 9 9 ：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 1 9 9 9 ，

ｐ
． 6 ；ｐ

． 2 0 ．

2 潘涛 、 陈发晓 、 宋明信 ：

“

借鉴美国经验协调推进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发展
”

，
载《 国际石油经济 》 ， 2 0 1 0

年第 9 期 ， 第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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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这标志着主流国际油公司已经充分认识到天然气发展的重要性 ，

掀起抢购

美国国 内天然气资产热潮 。 目前 ， 包括中国石油公司在内 的主要能源公司都已开

始参与北美天然气开发 ， 并正在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开发北美 以外的非常规天然

气资源 。

总之 ， 通过回顾美国将非常规天然气逐步变为
“

常规
”

正是美国政府率

的历史 ，
我们可以发现 ，

正是美国政府率先制定激励政策 ， 先制定激励政策 ，
调

调动企业的开发热情 ， 在长期经验和技术积累的基础上 ， 最 动企业的开发热情 ，

终实现了整个行业的变革 ， 因此占据了战略制高点 。 这场 在长期经验和技术积
“

天然气革命
”

不仅使美国天然气储产量迅速增长 ， 进口 逐 累的基础上 ， 最终实

年下降 ， 已经让美国基本实现了天然气 自给 ， 并且还将继续 现了整个行业的变革
，

深刻影响美国的能源结构 ，
甚至可能带来世界能源供需和发 因此 占 据了 战 略 制

展形势的变革 。 许多人认为 ， 美国天然气发展的模式如果能 高点〇

够复制到其他地区 ， 那么天然气会是 1 0
—

2 0 年内全球最为

现实的大规模绿色接替能源 。

也有人担心天然气革命将
“

挤兑
”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空间 。 充足的天然气供

应将进一步提升美国天然气发电的竞争力 ， 目前美国天然气发电 已经超过煤电 ，

气电 占 比已从 2 0 0 8年的 2 0％ 上升到 2 0 0 9 年的 2 8％ 。

1

而相比之下 ， 风能 、 地热

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高 ，

一旦优惠政策变化 ， 将吓退很多投资商 。 不

过 ， 也有分析指 出 ， 天然气电成本的降低将促进可再生能源与燃气电厂混合发

电 ， 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新的动力 。 毕竟 ， 从长远来看 ， 若要实现从化石能源

向无碳排可再生能源的转变 ， 天然气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 ，
而是走向新能源的

一

种过渡方案 。

2

四 、 结语

在评估全球 2 0 2 5年趋势时
，
美国 国家情报委员会对新能源技术有

一段四平

八稳的预测 ： 到 2 0 2 5 年 ， 新能源技术可能还不能大批量生产或普及 ， 即使对生

物燃料 、 清洁煤或氢气实施鼓励政策 ，
提供经费 ， 向新燃料转型的步伐仍将是缓

慢的 。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2 0 2 5 年能源实现转型的可能性 ， 最有可能的是新一代

可再生能源 ， 如太阳能光伏和风能以及电池技术 。 但该委员会调查发现 ， 历史经

验说明主要技术都存在
“

应用时差
”

， 而在能源部门 ， 新生产技术平均需要 2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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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才能实现广泛应用 。

1

近来美国天然气大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 了这 2 5 年的时

差 ， 新能源技术是否能延续这种模式至今尚未可知 。

但无论技术上是否真能有突破性进展 ， 从美国天然气战略的成功实施 ，
到近

来明确的新能源战略 ，
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政策引导 ， 国家鼓励 ， 地方推动 ， 社会

响应 ， 然后国 内全社会协同起来与外国进行合作和竞争 ，
稳扎稳打 ，

长期积累 ，

为塑造国家竞争力 占据战略优势 ，
过去如此 ， 现在仍在继续 。

值得补充的是 ， 在制定政策规划时 ，
战略前瞻性极为重要 ， 如果没有美国联

邦政府早在 2 0世纪 8 0 年代就开始重视非常规资源的开发 ，
非常规天然气的大发

展现在或许就不会肇始于美国 。 而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生产税收抵免优惠政策早

在 2 0 世纪 9 0年代就已开始 ，
1 9 9 2年的 《能源政策法 》 中就规定了  1 ． 5美分 ／千瓦

时的税收抵免优惠 ， 用于鼓励风能和生物能的发展 。

中国在大力推进新能源发展方面也迈出了步伐 。

“

十二五
”

规划对能源发展

做出总体阐释 ，
指出要

“

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 ， 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

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

。 2 0 1 1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要求
“

加快发展新能源与可

＾
再生能源

”

， 到
“

十二五
”

规划结束之时 ， 争取非化石能源

对中国来说 ， 美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达到 1 1 ． 4％
， 实现 2 0 2 0年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 1 5％ 的 目标 。 中国政府不仅制定 了详细的发展

性的能源接替战略 ， 规划
， 也在加大财政投人 ， 出 台了税收优惠和激励政策 。 中

以及在战略实施阶段 国麵麵公司也在不断地发展 ，
并在加大对新能雛术的

全社会的综合协调 ， 投人 。 对中国来说 ， 美国具有前瞻性和长期性的能源接替战
或许是最可以借鉴的 略 ， 以及在战略实施阶段全社会的综合协调 ， 或许是最可以

借鉴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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