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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述了国外和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分析了我国发展非常规油气存在的困难，提出了
加快发展我国非常规油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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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非常规油气资源主要包括煤层气、页岩气、致密

砂岩气、页岩油、超重油及油砂矿、天然气水合物等。
当前，非常规油气资源作为最现实的接替能源，在世
界能源结构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１］ 。 在我国，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能源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能
源供应安全及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日益突

出。 ２００９ 年，我国生产原油 １．８９ ×１０８ ｔ，进口原油
１．９９ ×１０８ ｔ，我国原油依存度 ５１．３ ％。 能源问题是
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破解这个难题，我国
要大力开展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利用。

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非常丰富。 国家在
２００８ 年对全国非常规油气资源进行了初步评价，结
果显示，全国煤层气可采资源量是 １０ 万亿 ｍ３ ；页岩
气资源量是 ２６ 万亿 ｍ３ ；估计致密砂岩气资源量是
１２ 万亿 ｍ３ ；页岩油资源量是 ４７６ ×１０８ ｔ；超重油和
油砂矿资源量超过 ５９．７ ×１０８ ｔ，天然气水合物 ７０ 万
亿 ｍ３。 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有着巨大的发展潜
力

［２］ 。 一些开发利用非常规油气资源比较好的国
家经验表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从思
路上转变观念，技术上搞好研发应用，实践上大胆尝
试探索

［ ３］ 。 我国的这些非常规油气能源如能得到
规模有效开发和利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
2　国外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以美国为代表的能源消费大国，十分重视非常
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 一般是采取超前室内研
究，现场技术试验，规模开发这样一套开发利用路
线。 在煤层气、致密砂岩气、页岩气开发利用方面都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　世界煤层气资源分布

世界煤层气资源储量为 ２５６．３ 万亿 ｍ３，约为常
规天然气资源量的 ５０ ％，主要分布在北美、俄罗斯／
中亚和中国等煤炭资源大国，其中北美地区占
３５ ％，俄罗斯／中亚 ３２ ％，亚太 ２１ ％（见表 １）。 美
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煤层气勘探开发最具代表性。

表 1　世界主要国家煤层气资源储量
Table 1　Coalbed metha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world

排位 国家
煤层气资

源量／万亿 ｍ３ 产量／×１０８ ｍ３

１ 俄罗斯 ６６．７２（１７ ～８０） 研发／试验
２ 美国 ４８．８７ ５００（２００７ 年）
３ 中国 ３６．８ ７．５（２００８ 年）
４ 加拿大 ２０（１７ ～８５） ３０（２００５ 年）
５ 澳大利亚 １４．１６ １１．８（２００４ 年）

美国的煤层气资源在 １６ 个盆地广泛分布，已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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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井近 ６ 万口，探明储量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１ ０４０ ×
１０８ ｍ３

提高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６ １９１ ×１０８ ｍ３ ，平均每年递
增 １１ ％；并且已在圣胡安、黑勇士、北阿帕拉契亚、
粉河、拉顿等多个盆地形成商业规模产能，煤层气产
量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２６ ×１０８ ｍ３ ，提高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９０ ×
１０８ ｍ３ ，平均每年递增近 １９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连续 ３
年保持在 ４９０ ×１０８ ｍ３

以上（见图 １）。 目前已钻煤
层气井 ６ 万余口，２００９ 年底，年煤层气产量已超过
５００ ×１０８ ｍ３ ，占全美天然气产量的近９ ％。

图 1　1989—2007年美国煤层气产量
Fig．1　Coalbed methane production

of USA in 1989—2007
加拿大煤层气资源主要分布在阿尔伯塔盆地，

２００１ 年阿尔伯塔省只有几口试验井，２００５ 年则已经
有 ３ ０００ 多口井连接到输气管线（见图 ２）。 到 ２００５
年底，阿尔伯塔省剩余探明煤层气储量估计为 ２０９
×１０８ ｍ３ 。 加拿大规划到 ２０１０ 年煤层气产量达到
１４０ ×１０８ ｍ３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２８０ ×１０８ ～３９０ ×１０８ ｍ３ ，
煤层气产量将占天然气产量的 １５ ％左右，形成与美
国规模相近的煤层气产业。

图 2　1989—2007年加拿大煤层气产量
Fig．2　Coalbed methane production of

Canada in 1989—2007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煤层气开发最

活跃的国家。 其煤层气开发潜在地区主要分布在东
部悉尼盆地、苏拉特盆地和鲍温三个含煤盆地。 澳
大利亚煤炭可采储量为 ３９９ ×１０８ ｔ，平均甲烷含量
为 ０．８ ～１６．８ ｍ３ ／ｔ，煤层埋深普遍小于 １ ０００ ｍ，渗

透率多分布在 １ ～５００ ＭＤ，煤层气资源量为 ８ ～１４
万亿 ｍ３ 。 煤层气勘探工作始于 １９７６ 年，１９９８ 年的
产量只有 ０．５６ ×１０８ ｍ３ ，２００４ 年煤层气产量占天然
气总产量的 ２５ ％，约为 １０ ×１０８ ｍ３，煤矿瓦斯抽采
达到 １５ ×１０８ ｍ３ ，与美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一样，
２００９ 年地面抽采煤层气产量已达到 ６０ ×１０８ ｍ３ ，目
前正处于煤层气产业飞速发展的时期。
2．2　页岩气的开发利用现状

页岩气是从页岩层中开采出来的天然气，往往
分布在盆地内厚度较大、分布广的页岩烃源岩地层
中。 由于页岩气开发具有开采寿命长和生产周期长
的优点，大部分产气页岩分布范围广、厚度大且普遍
含气，使得页岩气井能够长期地稳定产气，但页岩气
储集层渗透率低、开采难度较大。

按照 ２００７ 年美国枟油气杂志枠的数据，全球页
岩气资源量达 ４５６．２４ 万亿 ｍ３ 。 其中，油气地质研
究程度较高的北美地区 １０８．７９ 万亿 ｍ３ ，占２３．８ ％；
中亚和中国 ９９．９０ 万亿 ｍ３ ，占 ２１．９ ％；中东和经合
组织太平洋国家、拉丁美洲等 ３ 个地区依次为 ７２．
１５ 万亿 ｍ３ ，６５．５０ 万亿 ｍ３ ，５９．９５ 万亿 ｍ３ ，分别占
１５．８ ％，１４．４ ％，１３．１ ％。

全球对页岩气的开发并不普遍，仅美国和加拿
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其中，美国已进入页岩
气开发的快速发展阶段，加拿大商业开采还处于起
步阶段。 美国页岩气开发有 ８０ 多年的历史，参与的
石油企业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３ 家发展到 ２００７ 年的６４ 家。
２０００ 年美国页岩气年产量为 １２２ ×１０８ ｍ３，而 ２００９
年底，已钻页岩气井 ４ 万余口，页岩气产量接近 ９００
×１０８ ｍ３ ，占全美天然气总量的近 １５ ％。
2．3　致密砂岩气

全球致密砂岩气储量巨大，据估算，目前世界上
现今技术可采的致密砂岩气储量为 １０．５ ～
２４ 万亿 ｍ３。据统计，全球已发现或推测发育致密砂
岩气的盆地有 ７０ 个，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和亚太
地区。 美国 ９００ 个气田中致密砂岩气生产井超过
４０ ０００口，年产气量为 １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 ，占美国陆上除
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外天然气产量的 １３ ％。
2．4　页岩油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油页岩蕴藏资源量是巨大
的，估计有 １０ 万亿 ｔ，比煤资源量 ７ 万亿 ｔ 还多
４０ ％。全球油页岩广泛产于寒武系至第三系，主要
分布于美国、扎伊尔、巴西、意大利、摩洛哥、约旦、澳
大利亚、中国和加拿大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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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页岩油资源量约为 ４ ５３９ ×１０８ ｔ。 其中，美
国西部的绿河页岩油资源量约为 ２ ０５５ ×１０８ ｔ，仅科
罗拉多州页岩油就达 １ ３７０ ×１０８ ｔ，美国东部泥盆系
黑色页岩油约 ２５９ ×１０８ ｔ。 中国页岩油资源量为
４７６ ×１０８ ｔ。 此外俄罗斯、刚果（金）、巴西、意大利、
澳大利亚、爱沙尼亚也存在丰富的油页岩资源。

２０００ 年，世界页岩油产量为 ５０ ×１０４ ｔ；目前，全
球页岩油产量已超过 １００ ×１０４ ｔ。
2．5　超重油及油砂

目前，世界上超重油及油砂可采资源量分别约
为 ４ ３４０ （６９０ ×１０８ ｍ３ ） 亿桶和 ６ ５１０ （ １ ０３５．１
×１０８ ｍ３）亿桶，约占世界油气资源可采总量的
２１ ％，３２ ％（见图 ３）。 全球超重油和油砂资源分布
很不均衡，主要分布在北美洲、前苏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地区。 西半球油砂技术可采资源量占全球８２ ％。

图 3　世界石油资源分布图
Fig．3　Petroleum reserves distribution in world

世界油砂储量为 ４ ４８３ ×１０８ ｔ，剩余可采储量为
３３７ ×１０８ ｔ，截至 ２００５ 年底，累计采出 ６．９ ×１０８ ｔ。
油砂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其地
质储量分别为 ３ ２８３ ×１０８ ｔ，５７６ ×１０８ ｔ 和 ４７５ ×
１０８ ｔ，分别占世界的 ７３ ％，１３ ％，１１ ％。

最大的油砂矿位于加拿大的阿尔伯达，目前估
计有原地沥青资源 ２ ７００ ×１０８ ｍ３ （或相当于 １６ ９８０
亿桶）。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开采，已经有 ２７５ ×
１０８ ｍ３ （约合 １ ７３０ 亿桶）可回收的资源。 ２００１ 年，
加拿大从油砂中生产的石油产量首次超过常规油产

量；之后，油砂油产量持续增长。 ２００５ 年，油砂油的
产量接近常规油产量的两倍。 ２００７ 年，加拿大的油
砂油日产量为 １２０ 万桶，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将会达到
３５０ 万桶。 过去 １０ 年内，阿尔伯达的沥青原矿产量
比前 １０ 年增加两倍多，预计今后 １０ 年可以增产到
日产 ３００ 万桶以上。 ２００６ 年，原矿沥青和合成石油
的产量占该省原始沥青总产量的 ６２ ％，预计到
２０１６ 年，将会占到总产量的 ８６ ％。

世界超重油地质储量为 ３ ４０３ ×１０８ ｔ，剩余可采
储量为 ８２ ×１０８ ｔ，截至 ２００５ 年底，累计采出 ２２．５ ×
１０８ ｔ。 世界超重油主要分布在委内瑞拉，其地质储
量为 ３ ３５０ ×１０８ ｔ，占世界总量的 ９８．５ ％。
2．6　天然气水合物

天然气水合物也叫甲烷水合物、水合物气，是一种
由气体（主要是甲烷、乙烷、ＣＯ２，Ｈ２Ｓ等）和水组成的冰
状固态化合物，它是一种典型的笼形结构络合物。 可
以在低温高压条件下的自然界和人为环境中形成。

据美国和前苏联研究结果，世界陆地天然气水合
物资源为２ ８３０万亿ｍ３，海洋为８５ ０００万亿ｍ３，相当于
已探明化石燃料总含炭量的两倍，资源巨大。

目前陆地上发现的天然气水合物主要分布在北半

球永久冻土带的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极区地带，几乎
均是蕴藏在成岩的地层中，天然气水合物中的气源，主
要来自下伏常规油气层中的热解气。
3　中国非常规油气开发利用状况

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相当丰富。 针对非常规油
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引起了国家和企业层面的

重视，煤层气、致密砂岩气、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
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在起步；油砂油以及水合物
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基础研究工作也正逐步展开。
3．1　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正在稳步推进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继俄罗斯和加拿大之后
居世界第 ３ 位（见表 １）。 据最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
评价结果显示，我国 ４５ 个聚煤盆地埋深 ２ ０００ ｍ 以
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为 ３６．８ 万亿 ｍ３，其中 １ ５００ ｍ
以内煤层气可采资源量为 １０．９ 万亿 ｍ３。 按照煤层
气资源的地理分布特点可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南
方 ４ 个 大 区

［４］ ， 其 中 东 部 区 地 质 资 源 量
１１．３２ 万亿 ｍ３ ，可采资源量 ４．３２ 万亿 ｍ３，分别占全
国的３０．８ ％和３９．７ ％，是中国煤层气资源最为丰
富 的 大 区； 中 部 区 煤 层 气 地 质 资 源 量

１０．４７ 万亿 ｍ３ 、可采资源量 ２．００ 万亿 ｍ３，分别占全
国的 ２８．４ ％和 １８．４ ％；西部区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１０．３６ 万亿 ｍ３ 、可采资源量 ２．８６ 万亿 ｍ３，分别占全
国的 ２８．１ ％和 ２６．３ ％；南方区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４．６６ 万亿 ｍ３ 、可采资源量 １．７０ 万亿 ｍ３ ，分别占全
国的１２．３ ％和 １５．６ ％（见表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我国累计探明煤层气储量
１ ７００ ×１０８ ｍ３，资源探明率仅为 ０．３２ ％，主要分布
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和山西沁水盆地；全国共钻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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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气井 ３ ６００ 余口（探井 ５４０ 口，开发井 ２ ８６０ 口），
水平井 ８５ 口；投产 ７４５ 口，日产气 ２０４ ×１０４ ｍ３ ，年
产气能力 ７．５ ×１０８ ｍ３（见表 ３）。

表 2　我国煤层气资源量及
可采资源量分布状况表

Table 2　Coalbed methane distribution of
reserves and recoverable reserves

地区 盆地 面积／ｋｍ２ 资源量／
×１０８ ｍ３

可采资源

量／×１０８ ｍ３

东部 沁水 ２７ １３７ ３９ ５００ １１ ２１６
二连 ３４ ８５３ ２５ ８１６ ２１ ０２６
海拉尔 １２ ９８６ １５ ９５７ ４ ５０３
豫 西 ５ ９２３ ６ ７４４ １ １５４
徐淮 ３ ４９０ ５ ７８４ １ ４８２
宁武 １ ７１８ ３ ６４３ １ １２９

中部
鄂尔多

斯 Ｃ －Ｐ ３７ ５１５ ４５ ８５８ １１ ７０６
鄂尔多斯 Ｊ ７１ ３３０ ５２ ７７５ ６ １６４
四川 １９ ６８４ ６ ０４２ ２ １１０

西部 天山 １０ ５００ １６ ２６１ ６ ６７１
塔里木 ４０ ６３７ １９ ３３８ ６ ８６６
三塘湖 ２ ７６３ ５ ９４２ １ ７５２
准噶尔 ３４ ６０７ ３８ ２６８ ８ ０７７
吐哈 ９ ３９３ ２１ １９８ ４ １００

南方 川南黔北 １９ ４２８ ９ ６９３ ３ ０４５
滇东黔西 １６ ０５５ ３４ ７２３ １２ ８９２

其他 ２６ ５９０ ２０ ５６８ ４ ８０３
全国 ３７ ４６６５ ３６８ １１８ １０８ ７０４

表 3　我国近几年煤层气产量统计表
Table 3　Coalbed methane p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１０８ ｍ３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井下

抽采
９ １０ １２ １５ １９ ２３ ３２ ４４ ５７

地面

开发
０．３ １．３ ３．８ ７．５

预计 ２０１０ 年我国煤层气产量将达 １００ ×
１０８ ｍ３ ，其中地面抽采 ５０ ×１０８ ｍ３ ；２０２０ 年产量 ３００
×１０８ ｍ３；２０３０ 年产量 ５００ ×１０８ ｍ３ ，与美国现阶段
产量相当（见图 ４）。
3．2　页岩气的研究工作正在起步

多家机构和专家对我国页岩气资源进行了预测，
结果表明，我国页岩气资源潜力也十分巨大（见表 ４），
据统计页岩气的远景资源量可达到 ２６ 万亿 ｍ３。 初步
研究表明，中国南方地区，从震旦纪到中三叠世，页岩
层发育了广泛的海相沉积，分布面积达 ２００ ×１０４ ｋｍ２。
下寒武统、上奥陶—下志留统以及二叠系等地层分布
广泛、厚度大，有机质丰富、成熟度高，是南方地区区域
上的页岩气发育最有利层位，四川盆地、鄂东渝西及下

图 4　中国煤层气产量预测
Fig．4　Coalbed methane production

predication of China
扬子地区是平面上分布的有利区。 四川盆地下寒武和
下志留统已发现页岩气显示。

表 4　中国页岩气资源量预测表
Table 4　Shale gas reserves predication of China

范围
资源量

／万亿 ｍ３ 机构 年份

中国 １００ Ｒｏｇｎｅｒ １９９７
中亚和中国 ９９．９ Ｋａｗａｔａ ，Ｆｕｊｉｔａ ２００１

中国（主要地区） １５ ～３０ 科罗拉多矿业大学

（ Ｊｏｈｎ Ｂ．Ｃｕｒｔｉｓ） ２００２

中国 ３５ 中国石油勘探开

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２００８

鄂尔多斯、塔里木、吐哈等其他地区的页岩也具有
形成页岩气的基础与条件。 在华北—东北地区，页岩
气更可能发生在主力产油气层位的底部或下部，区域
上的古生界、鄂尔多斯盆地的中—古生界、松辽盆地的
中生界、渤海湾盆地埋藏较浅的古近系等，泥页岩累计
厚度介于 ５０ ～２ ０００ ｍ，平均有机碳含量为 １．０ ％ ～
２．０ ％，局部平均值可超过 ４．０ ％，有机质成熟度变化
较大。 尽管青藏地区的地表环境较差，但中—古生界
泥页岩地层厚度大，有机质含量高，有机质热演化程度
适中，也是页岩气发育的前景地区。
3．3　致密砂岩气勘探开发前景广阔

我国致密砂岩气资源量约为 １２ 万亿 ｍ３，部分
与常规气在资源量上存在着交叉。 中国致密砂岩气
藏勘探领域广阔，四川、鄂尔多斯、松辽、渤海湾、柴
达木、塔里木及准噶尔等十余个盆地都具有形成致
密砂岩气藏的有利地质条件。 其中四川和鄂尔多斯
盆地的致密砂岩气较为丰富。

四川盆地致密砂岩气勘探潜力大。 根据最新评
价结果，川西坳陷侏罗系与上三叠统天然气资源量
为 １８ ０００ ×１０８ ～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 ，而目前的探明储
量约为 ２ ２００ ×１０８ ｍ３ ，仅占资源量的 １０ ％左右。
在四川盆地已发现并开发中坝、平落坝、九龙山、合
兴场、新场、洛带、新都、邛西、马蓬等气田，但仍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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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资源有待发现。 川中地区遂南、南充、八角场气
田均在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藏生产工业天然气。

鄂尔多斯盆地致密砂岩气开发已具规模，在盆
地北部已发现了苏里格、榆林、长北、大牛地等致密
砂岩气田。 苏里格气田是近年来发现的大气田，探
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６ ０２５ ×１０８ ｍ３ ，为目前中国最大
的气田，具有极其广阔的开发潜力。
3．4　页岩油开发迈出关键性步伐

我国油页岩资源十分丰富，按已探明的油页岩
资源统计，全国油页岩资源储量为 ７ １９９．３７ ×１０８ ｔ，
技术可采资源储量为 ２ ４３２．３６ ×ｌ０８ ｔ；页岩油资源
储量为 ４７６．４４ ×１０８ ｔ，技术可采资源储量为 １５９．７２
×１０８ ｔ，可回收资源储量为 １１９．７９ ×１０８ ｔ。 我国储
量仅次于美国、巴西和爱沙尼亚，位居世界第 ４。 新
一轮全国油页岩资源评价结果表明，我国油页岩主
要分布在 ４７ 个盆地，主要分布在松辽盆地、华北盆
地、准噶尔盆地、鄂尔多斯盆地、茂名盆地、抚顺盆
地、依兰—伊通盆地等。 总体来看，我国油页岩资源
规模大、分布广、勘查程度低、含油率中等偏好。

在中国，油页岩的开发已迈出关键性的步伐，辽
宁省抚顺矿业集团 ２００５ 年产页岩油约 ２０ ×１０４ ｔ，
２００９ 年页岩油产量已近 ４０ ×ｌ０４ ｔ。
3．5　油砂与超重油

中国具有比较丰富的油砂资源，油砂资源量为
５９．７ ×１０８ ｔ，可采资源量超过 ３０ ×１０８ ｔ，重点分布在
准噶尔、柴达木、松辽、鄂尔多斯、塔里木、四川等大
盆地中（见图 ５）。 最近在松辽盆地的西坡距扎赉特
旗图牧吉镇 ２５ ｋｍ 的图牧吉农场发现了大面积的
“油砂”分布，油质好，埋藏浅，含油率高，具有极大
的开发潜力。 目前，我国油砂正处于规模化开发的
前期试验阶段。

图 5　我国油砂资源分布图
Fig．5　Oil sand resources distribution in China

我国重质油、沥青资源分布广泛、储量丰富，已
在 １５ 个大中型含油气盆地和地区发现了近百个重

质油油气藏，规模大且成带分布，年产量已达 ｌ ０００
×１０４ ｔ，预计我国的重质油、沥青资源量达 ８０ ×１０８

～３００ ×１０８ ｔ，其中渤海湾盆地重油沥青总资源量可
达 ４０ ×１０８ ｔ以上，准噶尔盆地西北缘资源量达 １０ ×
１０８ ｔ 以上。 我国重质油、沥青主要产于中、新生代
的陆相地层，少量产于古生代的海相地层。 总体上，
东部的第三系资源丰富，如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
扬子地台、南阳盆地、苏北盆地和江汉盆地等都是最
主要的分布区域，预计我国未发现的重质油资源约
为 ２５０ ×１０８ ｔ，沥青资源潜力更大。
3．6　天然气水合物

我国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巨大。 据估算，我国
东海冲绳海槽附近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中约含天然

气 ２ ４００ 万亿 ｍ３；南海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量为
７００ ×１０８ ｔ 油当量。 根据目前的调查表明，我国的
南海、东海和台湾以东的广大海域具备天然气水合
物的形成条件；南海的西沙海槽、台湾西南陆坡和台
西南盆地、笔架南盆地及其东缘增生楔、东沙群岛东
南坡和南部陆坡区、东海的冲绳海槽和台湾省东北
部是我国最有利的天然气水合分布带；南海西部陆
坡区、台湾东北部海域、青藏高原的冻土层也是值得
注意的找矿远景区。 只要加强研究和调查就会有大
发现，是我国天然气的后备超级资源库，会对我国
２１ 世纪能源产生重大的影响。
4　发展中国非常规油气的政策与建议

作为重要的接替能源，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
利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油气工业重心
向非常规油气转移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由于中国非
常规油气存在着地质条件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部
分开发技术适用性差、不成熟；低渗透储层单井产量
低，缺乏有效增产技术；综合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
严重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展我国非常规能源需要
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制订优于常规油
气的经济扶持政策，以增强非常规油气市场竞争能
力；加强非常规油气基础理论研究，寻找优质资源；
解放思想，开拓思路。 优化现有工艺技术，发展特色
技术，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加快页岩气、
天然气水合物综合评价工作。 发展综合利用技术，
缓解环境压力。 在开发非常规油气的同时，处理好
废水、废气、废渣，采用多种途径对其进行综合利用，
变废为宝，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下转 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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