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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页岩气勘探已在四川、鄂尔多斯等盆地及重庆、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区获得发现，证实具有良
好资源前景。 依据最新资料，落实了稳定区面积、集中段厚度、可采资源丰度、含气量等资源评价关键参数，采
用 ３种方法预测了我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及分布。 借鉴美国典型页岩气区发展经验，采用多种方法预测了我
国页岩气未来达到的产量规模和发展路线图，明确提出了页岩气在我国未来天然气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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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石油与天然气供给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攀

升。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
统计，２０１１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了 ５６ ％，天
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例也接近 ５ ％，其
对外依存度已上升到了 ２４ ％。 当前，中国正在采取
有效措施，加快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以进
一步遏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进口。

页岩气是一种清洁、优质的化石能源，产自富有
机质页岩为主的沉积岩系。 北美对页岩气的开采利
用已经改变了北美区域能源供给格局，并正对全球
能源结构产生着重大影响

［１ ］ 。 ２００５ 年以来，中国相
继开展了页岩气形成条件与富集规律、资源潜力与
有利区带评价等前期研究，并在四川盆地、渤海湾盆
地等广泛进行了资源调查和工业化勘探开发先导性

试验
［２］ 。 目前，已经在古生界海相、中新生代陆相

页岩地层中发现了工业性页岩气流，成为全球除北
美以外地区率先实现页岩气工业突破的国家，标志
着中国在页岩气资源开发利用上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未来将进入关键发展期。
据中国工程院、国土资源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简称中国石油）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中国石化）等机构预测，中国页岩气资源有
着较为良好的发展前景，有效勘探开发页岩气将会
加快提高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

重，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供给，改善中国能源结构。 为
此，探索中国页岩气资源潜力与未来发展地位具有
重要意义。
2　中国页岩气资源基础
2．1　形成领域广、类型丰富

中国大陆处于太平洋、印度和西伯利亚等板块
交汇处，成盆演化体系复杂，早古生代发育海相地层
沉积，晚古生代—中生代发育过渡相与湖相煤系页
岩沉积，同时中新生代还发育湖相页岩沉积 ［３］ 。 上
述 ３ 种环境下发育的富有机质页岩沉积共同构成了
页岩气资源形成的基本地质条件。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１ 年“中国页岩气和致密气资源潜力与开发利用
战略研究”项目成果认为，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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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广泛，但不同地质发展演化阶段、不同类型沉积盆
地不仅直接控制了富有机质页岩的发育与分布，也
直接影响着页岩气资源潜力。

中国海相页岩主要发育在前古生代及早古生

代，分布于华北、南方、塔里木和青藏 ４ 个地区。 早
古生代形成了多套海相富有机质页岩，如南方地区
古生代海相富有机质页岩有（见图 １） ［２ ～９］ ：下寒武

统的筇竹寺组页岩（∈１ ｑ）、中—上奥陶统的大乘
寺—五峰组页岩（Ｏ２ －３ ｄ －ｗ）、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
岩（Ｓ １ ｌ）、中—上泥盆统印堂—罗富组（Ｄ２ －３ ｙ －ｌ）页
岩和下石炭统旧司组（Ｃ１ ｊ）页岩。 中国海相页岩分
布范围广，厚度大，高总有机碳（ ｔｏ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ＯＣ）含量页岩段发育，热成熟度高，微—纳米级孔
隙丰富，脆性矿物含量高，页岩气成藏条件优越。

图 1　中国南方地区下古生界页岩地层对比图
Fig．1　Strata correlation of the lower Palaeozoic shale form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海陆过渡相—煤系页岩在中国南方、陕甘宁、西
北等地区广泛发育

［８，９］ 。 研究表明，四川盆地的上
三叠统须家河组和二叠系、南方地区的上二叠统龙
潭组、渤海湾和鄂尔多斯盆地的石炭—二叠系、西北
地区的侏罗系等海陆过渡相与陆相煤系页岩面积

大、有机碳含量高、有机质类型以 ＩＩＩ型干酪根为主，
热演化程度适中，R ｏ （镜质体反射率）为 ０．６ ％ ～
２．５ ％，处于生气阶段，部分处于生气高峰期。 因
此，煤系页岩可能成为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的重要
领域。

中国中新生代盆地多为陆相沉积，深湖和半深
湖相形成了丰富的富有机质泥页岩，成为盆地的主
力烃源岩

［８，９］ 。 现阶段多数湖相泥页岩正处于大量
生油期，仅在埋深较大的凹陷内部进入生气阶段。
因此，湖相泥页岩中页岩油和页岩气并存，纵向上具
有“上油下气”、横向上具有“边油中气”展布特点。
渤海湾盆地沙河街组、松辽盆地的青山口组、鄂尔多
斯盆地延长统、四川盆地侏罗系可能具备形成一定

规模湖相页岩气的地质条件。
综上所述，中国陆上富有机质页岩类型多，时代

广，分布范围大，具备页岩气形成的良好物质基础。
页岩气勘探开发领域广泛，只要成气地质条件合适，
未来勘探发现潜力也会比常规油气更大。
2．2　页岩气资源丰富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国就在四川盆地发现
了页岩气

［３，７］ 。 随着北美地区页岩气资源的大规模
开发利用，页岩气资源已得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
度重视，不仅开展了广泛的形成与富集理论研究和
全国性的资源战略调查与评价，也在不同地区进行
着资源勘探开发先导性试验和关键技术攻关。 ２０１０
年中国页岩气勘探在南方古生界海相页岩中率先实

现突破，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陆相页岩中获得
重要发现，证实了页岩气资源广泛存在，显示出良好
的发展前景。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许多学者与机构从不同角度对
中国页岩气资源开展了预测（见表 １）。 结果表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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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页岩气资源丰富，其地质资源量为 ３０ 万亿 ～１６６
万亿 ｍ ３ ，技术可采资源量为 ７ 万亿 ～４５ 万亿 ｍ ３ 。

该预测结果反映中国页岩气发展具有较好的资源

基础。
　　 表1　中国陆上页岩气资源量预测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list of resources prediction of onshore shale gas in China

年份 机构与专家 范围

预测结果／（万亿 ｍ３ ）
地质资源量 技术可采资源量

区间值 期望值 区间值 期望值

２００９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董大忠 、程克明等 全国陆上 ８６ ～１６６ １００ １５ ～３２ ２０．０
２０１０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李建忠 、王社教等 全国陆上 — — １５．１ ～３３．７ ２４．５
２０１０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邹才能等 全国陆上 — — １５ ～２０ —
２０１０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刘洪林等 全国陆上 — — ２１．４ ～４５ ３０．７
２０１０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张金川等 全国陆上 — — １５ ～３０ ２６．５
２０１０ 中国工程院邱中建等 全国陆上 — — １８ ～２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国土资源部油气战略中心张大伟 、李玉喜等 全国陆上 — — — ３１．０
２０１１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董大忠 、王社教等 全国陆上 — — １２ ～１８ １５．０
２０１１ 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分公司赵文智等 全国陆上 — — ７ ～１０ —
２０１１ 中国工程院邱中建等 全国陆上 — — ９ ～１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１ 美国能源局（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ｎｃｙ， ＥＩＡ ） 四川、塔里木 — １４４．４ — ３６．１
２０１２ 国土资源部油气战略中心 全国陆上 — １３４．４ — ２５．１

2．3　页岩气资源主体在海相
２０１１ 年中国工程院开展的“中国非常规天然气

开发利用战略研究”重大咨询研究项目进一步加强
了我国海相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 通过中美页岩气
地质与勘探开发条件类比，厘定了中国页岩气形成
与富集条件；通过富有机质页岩基础图件编制，落实
有利页岩气与核心区分布范围；把有限的单井资料
与地质分区结合，实现了由点到面／由点到类的总体
评价，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做好与美国产气页岩的类
比，保证评价数量级的准确性。 按表 ２ 所列的条件
与标准，系统落实了有利海相页岩气区范围（稳定
区面积与深度）、富有机质（ ＴＯＣ ＞２ ％）页岩厚度
（集中段厚度与连续分布范围）、成熟度、页岩含气
量地层压力系数等关键参数，采用专家问卷调查法、
类比法、含气量法等多种方法重点评价了海相页岩
气，概略评价了海陆过渡相—煤系和湖相页岩气，并
对预测结果进行特尔菲法综合，获得较为客观、准确
的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

专家问卷调查法中，共获得了 １９ 位中国油气行
业及近年来对中国页岩气做了大量研究的专家的预

测（见表 ３）。 对 １９ 位专家的预测结果经加权计算
得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为 ８．３ 万亿 ～１６．１ 万亿ｍ ３，
期望值为１０．５万亿ｍ３ 。类比法中，页岩气资源丰

表 2 　中国页岩气形成与富集有利区
评价条件与标准

Table 2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and standard
of shale gas formation and enrichment in China

评价条件 有利区标准 意义

富有机质页岩面积／ｋｍ２

有机碳 （ ＴＯＣ） ／％
成熟度 （ R ｏ） ／％

＞５０
＞２．０
＞１．１

烃源岩质量与

有效范围

石英等脆性矿物量／％
粘土矿物含量／％

＞４０
＜３０ 储层质量

孔隙度／％
页岩含气量／（ ｍ３ · ｔ －１ ）

＞２
＞２ 潜力与前景

地层压力

富有机质页岩连续厚度／ｍ
页岩埋深（H ）／ｍ
保存条件

地表条件

超压或常压

＞３０
８００ ＜H ＜４ ５００
改造程度低

有利

生产方式

与产能

度既参 考了 美国 页岩 气可 采资 源丰 度 （ ０．３２
亿 ｍ３ ／ｋｍ２ ，ＥＩＡ，２０１１） ［１ ，１０，１１］ ，也研究了四川盆地蜀
南地区页岩气资源丰度（０．３０ 亿 ｍ３ ／ｋｍ ２ ）。 类比法
预测中国海相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为 ７ 万亿 ～８ 万
亿 ｍ３ ，期望值为 ７．５ 万亿 ｍ３ 。 含气量法中，页岩含
气量取值依据四川盆地及周边井下岩芯实测数据，
剔除构造影响，按分布频率综合确定。 筇竹寺组页
岩含气量主体为 １．５ ～３．５ ｍ３ ／ｔ，龙马溪组页岩含气
量主 体 为 ２．０ ～４．０ ｍ３ ／ｔ， 含 气 量综 合 取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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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ｍ３ ／ｔ，由此预测的海相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为
９ 万亿 ～１１ 万亿 ｍ ３ ，期望值为 １０ 万亿 ｍ ３ 。

表 3　中国油气专家对中国页岩气资源预测结果表
Table 3　Prediction list of shale gas resources in

China made by Chinese experts
万亿 ｍ３

序号
预测

专家

地质资源量 技术可采资源量

区间值 期望值 区间值 期望值

１ 胡见义 — — — ８
２ 翟光明 — — ８ ～１５ １０
３ 康玉柱 — １００ — —
４ 邱中建 — — ９ ～１２ １０
５ 高瑞祺 ２５ ～６０ ４３ ５ ～１２ ８．５
６ 查全衡 ４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４ ～１２ １０
７ 顾家裕 — ５０ ５ ～１５ １０
８ 宋建国 — ５０ — ５
９ 王庭斌 — — ５ ～１５ ７．５
１０ 赵文智 — — ８ ～１５ １０
１１ 马新华 ２０ ～３０ — ４ ～６ —
１２ 邹才能 — — １５ ～２０ —
１３ 龙胜祥 ６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 ～３０ ２０
１４ 乔德武 ５０ ～１２０ — — —
１５ 吴国干 ５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６ ～３０ ２０
１６ 李建忠 ５５ ～８０ ６０ ８ ～１４ １０
１７ 潘仁芳 ３０ ～８０ ６０ １０ ～２０ １５
１８ 张国生 — — ６ ～１１ ８
１９ 王社教 — — ８ ～１５ １２
加权综合 ４５ ～８０ ６０ ８．３ ～１６．１ １０．５

对上述预测结果进行蒙特卡洛概率综合（见表
４），中国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为 ９．２ 万亿 ～１１．８
万亿 ｍ ３ ，期望值为 １０ 万亿 ｍ ３ 。 其中海相页岩气技
术可采资源量为 ７．５ 万亿 ｍ３ ，煤系页岩气技术可采
资源量为 ２．２ 万亿 ｍ３ ，湖相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
为 ０．３ 万亿 ｍ ３ 。 中国页岩气资源以海相为主（主要

分布在南方地区），占 ７５ ％；煤系和湖相页岩气资
源（以上扬子、华北地区为主）仅占 ２５ ％（见图 ２）。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对中国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的预

测，除考虑技术条件外，还考虑了部分经济因素，因
此，为介于技术资源与经济资源间的一个预测结果。

表 4　中国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总量测算表
Table 4　Prediction list of technical recoverable

resources of shale gas in China
万亿 ｍ３

序号 预测方法 预测范围
技术可采资源量

区间值 期望值

１ 特尔菲法 全国陆上 ８．３ ～１６．１ １０．５
２ 类比法 海相页岩为主 ７ ～８ ７．５
３ 含气量法 海相页岩为主 ９ ～１１ １０
４ 蒙特卡洛

综合结果
全国陆上 ９．２ ～１１．８ １０

综上所述，中国页岩气资源与煤层气、致密气等
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大体相当。 海相页岩厚度大、分
布面积广、有机质丰度高、有机质类型好，先导性试
验已有多口井在四川盆地及周缘下古生界海相页岩

层系获得工业气流，显示出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研究也发现海相页岩热演化程度高，在盆地内部埋
深较大，经济成本及工程工艺技术的适应性将是海
相页岩气有效勘探开发的重要因素；在盆地以外地
区，海相页岩受多期构造活动的叠加改造，断裂发育
程度、构造复杂程度与页岩气保存条件的有效性会
成为海相页岩气富集的关键因素。

图 2　中国页岩气资源构成图
Fig．2　Constitute map of the shale gas resources in China

3　中国页岩气未来发展前景
3．1　发展刚刚起步，具有快速发展的潜力和良好前景
　　美国天然气的利用经历了先常规气、后非常规
气的发展历程。 美国的页岩气早在 １８２１ 年就已发

现，但直到 ２０００ 年页岩气产量才突破 １００ 亿 ｍ ３ （实
际为 １１２ 亿 ｍ３ ） 。 ２１ 世纪初以来，随着水平井钻探
及分段多级压裂技术的进步，美国页岩气勘探开发
取得突破性进展，产量大幅度快速增长。 ２０１０ 年页
岩气产量达到了 １ ３７８ 亿 ｍ ３ ，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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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２３ ％［１ ，１２］ 。 加上致密气和煤层气产量，２０１０ 年
美国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已占总产量的６０ ％，助推美
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气国，改变了美国天然气供应
格局，对世界油气供应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美
国页岩气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全球掀起了一场“页
岩气革命”，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瑞典、奥地利
与波兰，亚洲的中国与印度，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
西兰，非洲的南非等国家开始对本国页岩气资源进
行前期研究与评价，其中中国、印度、新西兰已经取
得了单井突破并进入试验性开采阶段。

同北美相比，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仅处于起步
阶段。 但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已进行了广泛的前期
地质条件评价与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并在多
个地区不同类型页岩地层中进行了页岩气勘探开发

先导试验。 ２００９ 年中国石油与壳牌（ Ｓｈｅｌｌ）在四川
盆地富顺—永川区块启动了中国第一个页岩气国际
合作勘探开发项目，在四川盆地威远—长宁、云南昭
通等地区率先开展了页岩气工业生产先导试验区建

设。 ２０１０ 年中国石化与英国石油公司（ ＢＰ）合作开
展贵州凯里、苏北黄桥等地区的页岩气前期评价。
与此同时，国土资源部、石油企业及相关科研院校开
展了中国扬子地区页岩气资源调查与选区评价示范

区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见图 ３），至 ２０１１ 年中国已
在四川、鄂尔多斯、渤海湾、沁水、泌阳等盆地，云南
昭通、贵州大方、建南、铜仁等地区开展了页岩气钻
探与水力压裂试气，完钻页岩气井 ３５ 口（水平井 ５
口） ，水力压裂试气井 １４ 口（水平井 ２ 口），获工业
气（油）流井 １１ 口（水平井 １ 口），初产过万立方米
气井 ７ 口，尤其是阳 １０１ 井（直井），其初始日产量
达 ６ 万 ｍ３ ，在四川盆地、云南昭通实现了古生界海
相页岩气突破，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实现了陆
相页岩气突破，在泌阳盆地实现了陆相页岩油突破。
总之，借鉴北美页岩气勘探开发经验，开展广泛国际
交流与合作，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已见到好苗头，相
信在国家政策扶持下，通过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和
工程技术攻关，加大勘探开发先导试验，中国页岩气
会得到更大发展，从而增强中国天然气开发利用规
模，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环境质量改善。
3．2　未来发展产量规模预测

页岩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前景日益凸显，已引起
人们的广泛关注，有效利用页岩气资源可以在较大
程度上满足未来能源需求。 据预测，未来全球页岩
气产量将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如美国预测页岩气产

图 3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形势图
Fig．3　Situation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in China

量将在 ２０３５ 年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 ４５ ％以上［ １］ 。
关于中国页岩气未来发展规模，依据中国页岩

气资源潜力，已有机构预测 ２０１５ 年页岩气产量规模
有望达到 ６５ 亿 ｍ３ ，２０２０ 年有望实现 ８００ 亿 ｍ ３ 。 研
究中，按照美国页岩气前 ２０ 年（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平
均年新增产量 ５ 亿 ｍ ３ ，后 １０ 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平
均年新增产量 ９０ 亿 ｍ ３

的综合发展趋势，如果中国
页岩气产量按稳产 ２０ 年，采用 Ｐａｄ 井场，每个井场
钻 ６ 口水平井，可控制面积３ ｋｍ ２ ，在不同单井产量
规模下，核心区面积估算为：单井初始产量为 １０
万 ｍ３ ／ｄ，最小页岩气核心区面积为 ０．７７ 万 ｋｍ ２ ；单
井初始产量为 ８ 万 ｍ ３ ／ｄ，最小页岩气核心区面积为
０．９６ 万 ｋｍ ２ ；单井初始产量为 ６ 万 ｍ３ ／ｄ，最小页岩
气核心区面积为 １．２８ 万 ｋｍ ２ ；单井初始产量为
５ 万 ｍ ３ ／ｄ，最小页岩气核心区面积为 １．５３ 万 ｋｍ２ 。
中国页岩气有利区面积为 ２５ 万 ～３０ 万 ｋｍ２ ，预计可
以满足产量目标，即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１００ 亿 ｍ３ 、２０３０ 年
达到 ６００ 亿 ｍ ３ 。
3．3　发展节奏预测

页岩气为典型的非常规气藏，要实现有效动用，
工程工艺技术和规模化生产是关键。 美国经过多年
攻关，探索出一套先进的页岩气开采技术，主要有微
地震监测技术、水平井 ＋多段压裂技术、清水压裂技
术和近期出现的最新压裂技术———同步压裂技术。
这些先进技术的规模推广应用不但大幅提高了页岩

气单井产能，而且延长了页岩气井开采期限；规模化
生产（即“井工厂” ）方式的采用，缩短了钻井和压裂
周期，有效降低了页岩气开采成本。 中国页岩气勘
探开发尚为起步阶段，发展基础与北美页岩气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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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比有较大差距。 因此，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不
会一蹴而就，需要一定时间的探索与实践。 未来中
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应采取“三步走”的发展思路，通
过加强工程技术攻关和先导试验、引入市场机制和
扶持政策等措施，扎实推进，尽早实现工业突破和大
规模开发利用。 第一步，“十二五”期间以四川盆地
海相页岩气为重点，开辟若干先导试验区，初步形成
适合中国特点的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和经济有效开发

方式，同时加强全国资源落实和有利区优选，２０１５
年形成 １０ 亿 ｍ３

左右工业产量，实现工业化生产起
步。 第二步，“十三五”期间全面突破南方海相页岩
气，落实核心开发区，形成先进适用的勘探开发配套
技术与装备，实现规模开发利用的起步，并探索陆相
和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开发技术，２０２０ 年产量达到
１００ 亿 ｍ３ 。 第三步，２０２０ 年以后形成便捷、高效、低
成本和环境友好的勘探开发配套技术，产量快速增
长，２０３０ 年产量达到 ６００ 亿 ｍ ３

左右。
4　页岩气在未来天然气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4．1　页岩气发展将有效改善中国天然气利用比例

过低的状况

　　页岩气成分以甲烷为主，不含硫化氢，相比其他
天然气气质更好。 众所周知，同等条件下，天然气排
放的 ＣＯ２ 为石油的 ６７ ％，为煤的 ４４ ％；与煤排放
的污染物相比，灰分为 １ ︰ １４８，ＳＯ２ 为 １ ︰ ２ ７００，
ＮＯx 为 １ ︰２９。 若考虑到煤炭开发利用的外部成
本，页岩气将比煤炭更具竞争力。

未来发展中，随着勘探开发理论与技术突破，中
国页岩气产量将快速增长，推动天然气消费量整体
快速上升。 ２０１１ 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四大天然气
消费国，但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仍
然不足 ５ ％，与世界平均水平 ２３．８ ％相差较大，与
亚太地区 １１．２ ％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也非常明显，
具有进一步加大天然气消费量、提升消费比例的空
间。 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必将能够促进中国天
然气的大发展。
4．2　中国天然气需求旺盛，页岩气有望实现快速

发展

　　２００９ 年来美国天然气年产量突破 ６ ０００ 亿 ｍ ３ ，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基本实现自给，主
要得益于页岩气的快速开发。 自 １９９３ 年中国成为
石油净进口国之后，２０１１ 年对外依存度达到 ５６ ％
以上。 中国天然气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２００５ 年也开

始进口。 尽管中国天然气产量大幅度提高，但是需
求量加大、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２０１１ 年对外存度
超过了 ２０ ％，预计将很快超过 ３０ ％。 因此，中国的
能源安全问题十分严峻，积极开发中国天然气后备
资源是当务之急。 我国未来页岩气发展应以海相页
岩气为重点，创新管理体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大
力加强工业化先导试验，用 ５ ～１０ 年时间，突破关键
工程技术，实现规模开发利用。
5　结语

１）中国发育海相、海陆过渡相和陆相三类富有
机质 页岩， 页岩气 技术 可采 资源量 为 ９ 亿 ～
１２ 亿 ｍ３ ，其中海相页岩气最现实，煤系页岩气存在
很大不确定性，湖相页岩气可能具有一定的资源
潜力。

２）中国页岩气基础研究与勘探开发先导试验
刚刚起步，已见到好苗头，但大规模开发利用需要加
强技术攻关和准备。 预计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将是我国
页岩气发展的关键期，将进入技术试验、准备与工业
化应用阶段，初步形成适合我国地质特点、低成本的
页岩气开发技术，形成较为完善的有效开发方式。

３）预计 ２０２０ 年前后我国页岩气年产量为 １００
亿 ｍ３

左右，实现工业化起步；之后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２０３０ 年有望达到 ６００ 亿 ｍ３ 。

４）页岩气的发展将有效助推我国天然气的快
速发展，提升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对改
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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