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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常规油气的开发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预计到 2020 年,中国

石油缺口约 2. 8@ 108 t, 天然气缺口 800@ 108 m3。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煤层气、油砂、油页岩、

地热、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等已经在部分国家实现了有效开发。中国新能源资源丰富, 发展新能源对中国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分析了中国煤层气、油砂、油页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及地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基

础和进展;目前, 中国石油已经在煤层气、燃料乙醇、地热、油砂和油页岩等新能源方面积极开展工作,为下一步新

能源业务加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分析认为: 中国新能源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替代作用道路还很漫长,提出了

/ 建立新理论找到新资源0、/ 应用新技术取得新突破0等新能源发展建议。

  主题词  中国  全世界  新能源  非常规油气资源  可再生能源  现状  前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对能源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常规油气已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据专家预计, 2010年和 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分别为 47%和 60%。据中国工程院完成的5中国可

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6对中国油气供需态势的基

本估计: 2020年中国将消费石油( 4~ 5) @ 10
8
t , 中值

为 4. 5 @ 108 t ,中国 2020年年产石油约 1. 8 @ 108 t ,

供求矛盾长期存在; 2020年中国将消费天然气 2000

@ 10
8
m

3
, 而中国 2020 年年产天然气约 1200 @

10
8
m

3
,需进口 800 @ 10

8
m

3
。中国迫切需要新的能

源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新能源包括不

可再生能源中的煤层气(瓦斯)、油砂矿、油页岩、可

燃冰、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等和可再生能源中的地

热、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等。中国新能源资源十

分丰富,发展新能源对国家能源安全、环境改善、煤

炭安全生产、三农问题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国际新能源发展现状

  世界各国重视新能源业务的发展, 一些发达国

家新能源的发展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取得了重要的

成果, 国际大油公司的介入对新能源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部分新能源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商

业开发阶段。

  1.国际新能源业务发展迅速

  ( 1)煤层气资源丰富,产量快速增长

  全世界煤层气总资源量( 100~ 260) @ 1012 m3 ,

约为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的 50%; 其中俄、加、中、美、

澳 5国合计拥有煤层气资源量( 90~ 250) @ 1012 m3 ,

占全世界的 90%。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3国

已形成工业化规模生产
[ 1, 2]

, 2006 年产量分别达到

了 540 @ 10
8
m

3
、60 @ 10

8
m

3
和 18 @ 10

8
m

3
。

  ( 2)全世界油页岩资源丰富,储量大

  全世界油页岩资源十分丰富, 据不完全统计其

蕴藏资源量约有 10 @ 1012 t。页岩油是油页岩中赋存

的石油资源,世界页岩油资源量 4110 @ 108 t , 其中美

国、俄罗斯、巴西三国占 86% ; 美国占 69% [ 3, 4]。油

页岩开发利用速度加快, 形式多样。世界上油页岩

69%用于发电(含供热) , 25%用于提取页岩油, 6%

用于化工和其他用途。2000 年世界页岩油产量为

50 @ 104 t , 2006年世界产能已超过 100 @ 104 t, 主要

集中于巴西、爱沙尼亚、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国。2006

年世界油页岩作燃料发电的装机容量达 302 @

10
4
kW,爱沙尼亚为 296 @ 10

4
kW。

  ( 3)油砂在世界能源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世界油砂资源量巨大,可采资源量约为 1035. 1

@ 108 t, 占世界石油资源可采总量的 32%, 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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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有加拿大、前苏联、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和美

国。其中加拿大油砂资源最为丰富, 由于油砂资源

的加入使其石油储量由 50 @ 108 桶增至 1800 @ 108

桶,成为全球第二大储油国 [ 5]。加拿大是目前世界

上惟一实现油砂商业开采的国家, 2002 年从油砂矿

中采油 4800 @ 10
4
t ,产量占 Alberta 总供给的 48% ,

2005年采油 6170 @ 10
4
t , 2006年为 7280 @ 10

4
t。

  ( 4)地热得到广泛应用

  地热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资源,广泛用于供暖、

洗浴、养殖、种植和发电。到 2005年,世界地热直接

利用设备容量为 2. 8 @ 10
10

W, 总产量 7. 42 @ 10
13

W

# h;地热发电总装机容量 8. 9 @ 109 W,发电量 5. 68

@ 1013 W # h(见表 1) [ 6] 。

表 1 2005年世界地热利用统计表

地区

地热发电 直接利用

装机容量

( M W)

总产量

( G W/ a)

设备容量

( M W )

总产量

( GW/ a)

欧洲 1103 7028 12418 37197

美洲 3911 26717 8989 12119

亚洲 3311 19174 5811 21362

非洲 134 1088 190 763

大洋洲 441 2792 418 2793

总  计 8900 56799 27826 74234

  注:据中国地质调查局。

  ( 5)燃料乙醇已具规模

  2005 年全球燃料乙醇生产能力已达 2950 @

10
4
t ,预计 2010年将达到 5000 @ 10

4
t

[ 7]
。巴西是最

大的燃料乙醇生产国, 2005年产量 1350 @ 10
4
t ,占国

内汽油消费量的比例高达 40%, 是惟一不使用纯汽

油的国家;美国是燃料乙醇产业发展最迅速的国家,

产量由 2000年的 490 @ 104 t 上升到 2005 年的 1270

@ 10
4
t ,并在 41个州推广乙醇汽油, 现有生产厂 113

家,另有 84家在建或扩建; 印度燃料乙醇发展也十

分迅速,生产能力在 2 a 内已达到 80 @ 104 t , 2006年

在全国强制性使用 E5乙醇汽油(含乙醇 5% )。

  ( 6)生物柴油快速发展

  世界生物柴油产量 2005年达 400 @ 104 t, 比上

年增长 53. 8%, 欧盟是世界生物柴油主要生产区,

2005年产量 320 @ 104 t ,其中德国 160 @ 104 t[ 8]。

  2.国外新能源业务发展的启示

  随着油气价格的上涨,各国更加重视新能源业

务的发展, 国际大石油公司对新能源业务的投入不

断加大,积极研发新技术提高经济效益。煤层气、油

砂在美、加、澳等国家快速发展, 主要得益于国家产

业政策的支持、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市场需求的快

速增长;各国政府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发展生物能源,

因地制宜地选择原料路线,并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

发展生物能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地热资源利用

日益广泛, 主要得益于地热利用技术突破带来的规

模应用和效益。

二、中国新能源的资源基础及进展

  中国具备新能源开发的资源基础和技术储备,

在国家能源宏观政策指导下, 充分发挥资源、技术和

资金优势, 积极推进非常规油气资源规模开发,稳步

发展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的规模开发为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1.非常规油气资源

  ( 1)煤层气资源丰富,发展较快

  全国煤层气资源量 36. 8 @ 10
12

m
3
( 2000 m 以

浅) ,位居世界第三, 相当于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的

66%。中国石油、中联公司、晋煤集团及国外公司在

沁水盆地南部开始进行商业开发。煤层气开采分地

面开采和井下抽采两种方式, 2006 年已钻各类井

1368口,其中 2006年新钻井 770口, 地面开采近 2

@ 10
8
m

3
,以管汇车运输销售为主;井下抽采接近 20

@ 10
8
m

3
,大部分放空,少量民用和坑口发电。

  国家出台政策, 鼓励煤层气开发利用。国土资

源部等 5部委下发5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办法6, 将煤

层气列为国家一级管理的矿种; 煤层气已列入5当前
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6; 国务

院发布加快煤层气利用意见, 对煤层气抽采利用实

行税收优惠, 2020年前可减免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

费,项目建设用地予以优先安排; 国家发改委 2006

年颁布5全国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 十一五0

规划6,计划 2010年全国煤层气产量 100 @ 108 m3 ,其

中地面开采 50 @ 10
8
m

3
。

  ( 2)油砂勘探积极开展,工艺研究取得成效

  我国油砂资源丰富, 资源量为 59. 7 @ 108 t ,主要

分布在西部和东部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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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

主要盆地占全国地质资源量的 97. 6%, 可采资源量

的 97. 5%。中国石油已经在准噶尔、四川和二连等

盆地开展了大量的油砂资源勘探工作, 获得大量高

品质油砂资源。

  中国石油通过室内分析研究和现场放大试验研

究,将油砂分为水湿性油砂和干燥油砂,并针对不同

#150#

新  能  源               天  然  气  工  业                  2008 年 1 月



地区、不同性质油砂矿, 优选了分离方法, 摸索出了

适合我国油砂特点的有效分离方法 ) ) ) 干馏法、水

洗法(见表 2)。

表 2  不同地区油砂分离试验成功表

不同地区油砂 油砂性质 水洗效率 适用分离工艺

内蒙图牧吉油砂 水湿性油砂 高 热化学水洗

新疆红山嘴油砂 干燥细油砂 低 干馏法

新疆乌尔禾油砂 干燥细油砂 低 干馏法

新疆黑油山油砂 干燥粗油砂 低 干馏法

新疆白碱滩油砂 干燥粉细砂 低 干馏法

黑油山地下油砂 湿、粗油砂 高 热化学水洗

  ( 3)油页岩储量大,开发利用初具规模

  我国油页岩资源丰富, 探明资源量 315 @ 108 t ,

预测资源量 4520 @ 10
8
t, 其中所含页岩油资源量 476

@ 10
8
t ,排第二位( 2006 年) ,主要集中在东部区、青

藏区和中部区, 其中东部区页岩油资源量占全国的

35%。目前,页岩油探明储量 20 @ 10
8
t ,主要分布在

吉林省、广东省、辽宁省。我国页岩油年产量已超过

30 @ 10
4
t。正在进行油页岩开发利用的矿区有辽宁

省抚顺、广东省茂名、吉林省桦甸、汪清和甘肃省炭

山岭等。辽宁省抚顺矿业集团,年产页岩油近 30 @

104 t。茂名油页岩年发电量 9000 @ 104 kW # h。

  ( 4)深盆气和页岩气资源前景广阔

  中国有利于形成深盆气的领域广阔, 对鄂尔多

斯盆地、吐哈盆地等 10余个具备深盆气形成条件的

地域进行估算,远景资源量约为( 90~ 110) @ 1012 m3 ,

其中鄂尔多斯盆地远景资源量约为 50 @ 1012m3 [ 9]。

  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据统计我国页岩气的资

源量可达到 100 @ 1012 m3 , 与常规天然气量 2 倍相

当。四川、鄂尔多斯、渤海湾和准噶尔等盆地的边缘

斜坡部位具有很好的页岩气资源勘探前景[ 10]。

  ( 5)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大,调查初见成果

  我国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大,前景广阔, 其中

以南海海域资源潜力最大, 11个天然气水合物远景

分布区 BSR 有效分布面积约为 125833 km
2
。南海

的调查程度相对较高, 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

地球物理证据和一系列地质、地球化学异常标志,初

步圈定了天然气水合物的分布范围及其厚度。2007

年 4~ 6月,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南海北部神狐海

域钻遇水天然气合物。

  2.可再生能源

  ( 1)我国地热资源丰富,利用广泛

  据中国地调局统计, 2000 m 以浅可采热水量

68. 5 @ 10
8
m

3
/ a,折合标煤 3285 @ 10

4
t / a, 国土资源

部正式审批的地热田有 103个。到 2005 年, 直接利

用地热126 @ 1011W # h,设备容量3687 M W,分别居

世界第一和第三位, 主要用于供暖、洗浴、养殖、种植

等;地热发电装机容量 32 M W, 最大的地热发电厂

西藏羊八井装机容量 25 M W [ 6, 11]。

  ( 2)太阳能资源分布广泛, 直接利用为主

  全国 2/ 3地区日照小时数大于 2200 h/ a, 理论

储量折合标准煤达 17 @ 1011 t / a。丰富区位于吐哈、

柴达木、二连、银额盆地; 较丰富区位于塔里木、准噶

尔、鄂尔多斯、松辽及渤海湾盆地[ 11]。

  据国家规划,到 2020年全国太阳能光电系统装

机容量达到 1~ 2 GW, 但一些国内专家对中国太阳

能光伏市场的发展有着更为乐观的观点,他们认为

仅在 2020年一年新安装的光电系统容量就将达到

9. 8 GW, 累积的装机容量将达到 30 GW; 在太阳能

直接利用方面, 到 2010年太阳能热水器装机 1. 5 @

10
8
m

2
,相当于2000 @ 10

4
t标煤;到 2020年太阳能热

水器装机 3 @ 108m 2 ,相当于 4000 @ 104 t 标煤。

  ( 3)风能发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全国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

源总量为 10 @ 10
8
kW。其中陆地上离地 10 m高,可

开发和利用的风能储量有 2. 53 @ 108kW, 海上 7. 5

@ 10
8
kW。东南沿海、山东、辽宁沿海及其岛屿年平

均风速达到 6~ 9 m/ s;内陆地区如内蒙古北部, 甘

肃、新疆北部以及松花江下游也属于风资源丰富区。

截至 2005年底,国内共有 43个风电场,累计装机近

1300台, 容量达到 76. 4 @ 104kW。2006 年中国累计

风电机组 3311台, 装机容量 259. 9 @ 104 kW, 风电

场 91个,分布在 16 个省(市、区、特别行政区)。

  ( 4)燃料乙醇实现商业生产,已在全国推广

  目前已建成 4座燃料乙醇厂(见表 3) , 2005年

总能力达102 @ 104 t / a; 推广使用乙醇汽油,在黑龙

表 3 燃料乙醇厂基本情况表

企  业 所占股份比例
产能

( 104 t/ a)

吉林乙醇
中国石油 55% , 中粮集团 20%

吉粮集团 25%
30

黑龙江华润 中粮集团 100% 10

河南天冠 中国石化 15% , 其余股比复杂 30

安徽丰原 中粮集团 20. 74% ,中国石化 2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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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 5省, 及湖北、山东、河北、

江苏 4省 27个地市封闭运行; 截至 2006年底, 中国

石油、中国石化两大公司共建成调配中心 147座(中

国石油 88座) ,总投资 12. 1 @ 108 元, 累计销售乙醇

汽油达到 2000 @ 104 t 以上。

  ( 5)生物柴油:民营企业小规模生产,大型企业

积极发展

  目前我国生物柴油发展以民营企业为主,已经

建成了一些小型生产装置, 总产能 11 @ 10
4
t / a, 主要

以地沟油、植物油脚为原料。大型企业正积极扩大

生物柴油产能建设, 中粮集团/十一五0期间, 规划利

用地沟油、菜籽油等建设 10 套生物柴油生产装置,

总产能达 55 @ 10
4
t / a; 中国石化在石家庄炼厂已建

成 2 @ 103 t / a中试装置, 规划以黄连木为主要原料建

设 5 @ 104 t / a生物柴油生产装置; 中海油在印尼合作

建设以棕榈油为原料的生物柴油项目。

三、中国石油新能源业务发展

  发展新能源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项重要战

略举措,也是中国石油公司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

向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发展的需要。近年来, 中国

石油在煤层气、燃料乙醇、地热、油砂和油页岩等方

面积极开展工作, 为下一步新能源业务加快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1.煤层气经过多年努力取得突破进展

  在全国已登记的矿权区, 中国石油拥有煤层气

资源量 14. 3 @ 10
12

m
3
, 其中埋深 1000 m 以浅为 2. 8

@ 1012 m3 ,分别占全国的 60%和 38%; 截至 2006年

底,累计探明储量 352 @ 108m3、控制储量 1254 @

108m3、预测储量 690 @ 108m 3。

  沁水煤层气田探明储量 352 @ 10
8
m

3
, 樊庄开发

试验区距离西气东输管线 52 km; 2006年完成直井

228口, 压裂 63口,投产 60口;建成了一座 1. 2 M W

煤层气发电站。沁水煤层气田樊平 1-1 多分支水平

井钻井成功、排采顺利。2006 年 8 月 10 日开钻, 9

月 9日完井, 2个主支, 7个分支, 总进尺 6084 m ,煤

层段进尺 5158. 5 m, 煤层钻遇率 93. 5%。自 2006

年 9月 15日开始排采,目前液面已降至煤层以上 50

m,平均日产水 15 m3 ,日产气 1 @ 104 m3 以上。与相

邻地区水平井排采对比, 该井现处于产气上升阶段。

  2.油页岩资源勘探全面展开

  2006 年开展了油页岩资源评价, 钻浅井 60口,

其中柳树河盆地钻井 32口, 100 m 以浅油页岩面积

10 km 2 ,探明页岩油储量 296 @ 104 t ; 巴格毛德地区

钻井 6口,控制 200 m 以浅油页岩面积 40 km2 , 初步

控制页岩油储量 1. 6 @ 10
8
t。

  3.油砂勘探开发走在国内前列

  经初步评价,准噶尔、塔里木、柴达木及松辽等

盆地油砂油资源量为 44. 3 @ 108 t。中国石油在准噶

尔盆地西北缘进行了大量的油砂勘探工作,获得大

量优质油砂资源。2005年进行了水平式和立式干馏

炉提炼工艺试验, 2006年开展了水洗分离试验, 18 t

油砂可水洗分离 1 t 原油,为大规模商业开发提供了

参考。

  4.地热资源利用优势大,前景好

  中国石油登记探矿权内地热资源丰富,具有地

热开发的资源优势。2005年总有效井数 164076口,

报废井 76881口,占 32%,按照 20%转化为地热井,

预计将有 1. 5 @ 10
4
口地热井, 单井日产热水按照

100 m
3
计算,年产热水 5. 4 @ 10

8
m

3
。利用 5 e 的温

差,每年提取热量 3. 2 @ 10
9
kW # h。利用热泵技术,

提供能量4. 26 @ 109 kW # h,相当于486. 5 M W 的加

热能力。

  5.燃料乙醇形成规模生产

  建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吉林燃料乙醇厂。2003

年 10月,吉林 30 @ 104 t/ a燃料乙醇项目建成投产,

投资 20. 6 亿元。2006 年, 通过两次改造, 燃料乙醇

生产能力已达到 50 @ 104 t / a, 现正开展 0. 3 @ 104 t / a

玉米秸秆生产燃料乙醇试验。2006年生产燃料乙醇

37 @ 104 t , 副产蛋白饲料 31 @ 104 t , 玉米油 1. 5 @

104 t。

  配合国家完成了乙醇汽油推广工作。作为国家

推广乙醇汽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单位,中国石油

组织完成了东北三省等推广区的封闭销售。截至

2006年底,在推广示范区内共建成乙醇汽油调配中

心 88座,改造清洗加油站 5777 座, 累计销售乙醇汽

油 1100 @ 104 t(占全国的 55%)。

  6.生物柴油各项工作已经启动

  中国石油十分重视生物柴油的发展,目前已签

署了 4 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启动了南充炼油化工

总厂生物柴油中试基地建设项目和云南 4个膏桐苗

圃基地建设项目。

四、中国新能源发展建议

  新能源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替代作用道路还很

漫长, 需要在资源和生产技术上下大力气, 在国家对

能源需求日益增大的情况下, 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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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1.建立新理论找到新资源

  随着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成本的不断增加,全球

将更加重视新能源, 对新能源的投入不断加大。随

着理论认识的突破, 可供开发的新能源矿种越来越

多,如生物能、氢能将逐步得到重视。非常规油气资

源的查明程度越来越高, 页岩气、水合物逐步进行规

模开发。新能源的开发由大盆地向小盆地扩展, 由

浅层逐渐向深层扩展, 由易开发资源向难开发资源

扩展。

  2.应用新技术取得新突破

  非常规油气在我国受构造破坏的影响,存在点

多、面广、难度大的特点, 其评价方法、开采方式、应

用技术等方面, 与常规油气存在巨大差异; 部分可再

生资源能量转化效率低, 开发利用难度大, 经济效率

差,缺乏新思维、新技术。因此部分关键技术需要进

行攻关,如煤层气水平井压裂、排采技术, 纤维素生

产燃料乙醇技术, 地热发电技术, 油页岩、油砂提炼

技术等。生物柴油方面缺少行业标准和规范, 对生

产和销售具有一定的影响。

  3.改进现有工艺取得新效果

  优化技术实用性和经济性是今后新能源发展不

可逾越的阶段。目前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的部分技

术采用常规油气相应的技术, 但由于非常规油气的

成藏(矿)机理和赋存状态与常规油气存在着差异

性,导致非常规油气的评价结果和开发效果不理想。

因此,应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针对关键技术进行攻关

(包括可再生能源) , 解决新能源的勘探开发技术

瓶颈。

  4.扩大规模获得可观效益

  低效、低产、规模小这些特点制约了新能源业务
的发展。非常规油气一般是低渗或超低渗油气田,

单井产量低, 经济效益差。大多可再生能源也面临

能量密度低、转化率低等类似的问题。因此新能源

的开发利用, 在利用新技术、新设备的同时, 也要加

大投资力度, 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总产量, 这是新能

源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结  论

  ( 1)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走在

世界前列, 虽然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取

得了大量的成果,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还存

在一定的差距。

  ( 2)我国非常规油气和可再生能源丰富, 通过加

大投资,依靠科技, 使其得到有效开发, 才能满足我

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

  ( 3)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难度大, 经济效益偏低,

必须创新理论, 应用新技术、新设备进行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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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no t only w ill it be difficult to co nf irm the do mest ic gas consumptio n index but also the for ecast w ill be inaccessible.

T herefor e, this study applied t he econometr ics to ana lyze on the relevant data collected fro m city gas user s, then built up an e-

conomet ric analy sis model on a relationship betw een domestic gas consumption index and var ious influencing facto rs. W ith this

model, bo th t he status quo and futur e fo recast of city g as users co uld be w ell assessed. By use of sur vey data from cit y gas us-

er s in Shang hai, this mo del w as r egr essed, verified and dealt with to obtain a t ypical do mest ic g as index model on Shanghai city

gas user s. By this model, the domestic g as co nsumed in 2006 in Shang hai w as calculated out and that in 2010 and in 2015 re-

spect ively w ere also pr edicted as w ell, w hich w ould prov ide r eferences for city planner s t o hav e city g as engineer ing desig n and

long- term planning w ithin a certain time in near future in Shanghai.

SUBJECT HEADINGS: cit y gas, index of domestic g as, demand, index , mat hematical model, evaluatio n, for ecast, Shang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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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METHODS ON COST-DRIVEN FACTORSOF OIL AND GASOPERATINGCOST

LI Xiu-sheng, WANG Ling-bi ( China University o f Pet ro leum # Beijing ) . N AT UR. GAS IN D . v . 28,

no. 1, pp. 146-148, 1/ 25/ 2008. ( ISSN 1000-0976; In Chinese)

ABSTRACT: O il and gas operating co st is the direct embodiment of oil and g as pr oductio n conditio n. T raditional operating co st

classificatio n is made accor ding to financia l co st accounting elements. T he disadvantages of this method invo lves making the

manag eria l autho rity o nly car es fo r cost management after pro ductio n, no t easy to assign costs to var io us pro duct units cor re-

sponding ly , and diff icult to r eflect how t he amount of r eso ur ces used in the pr oductio n and ho w distinctive cost liability w as at

each w orking pr ocedure. T his is unfav orable to resources sav ing, liabilit y contro lling in the who le product ion pr ocess, and the

effective establishment o f co ntr olling and stimulating mechanism. T his paper carr ied o ut a study on cost dr iven factor s and a p-

plied it to analy ze cost composit ion scient ifically, w hich had a sig nificant meaning fo r pr oduction cost contr olling . Cost- dr iven

facto rs included operat ing costs by practical tact ics and those by speculative st rateg ies. T he essence o f the fo rmer was to find

the connect ion betw een co sts and operations thus to co nt ro l t he costs in the who le pr ocess; the latter w as to disco ver substantial

and lo ng- term impacts on o perat ion costs in or der to pro vide references fo r decision- makers in the lo ng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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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AND PROSPECTS ON NEW ENERGY 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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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WANG H o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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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 A O 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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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 fang Branch of Pet roChina Ex plo ration & Deve-l

o pm ent Research Institute; 2 Peking U niversity) . N A T UR . GAS IN D . v. 28, no. 1, pp. 149-153, 1/ 25/

2008. ( ISSN 1000-0976; In Chinese)

ABSTRACT: T he ex ploit ation of co nv entional o il and g as can not keep its pace up w ith the incr easing ly rapid dev elo pment o f

Chinese eco no my. It was predicted t hat by the year o f 2020, ther e wo uld be 280 millio n to ns of o il in sho rt, and 80 t cm o f g as

for lack. T her efo re, mo re and mor e co untr ies all o ver the wo rld have disco vered and ut ilized v arious new engr gy so urces, such

as coa-l bed met hane, oil shale, g eotherma l po wer, fuel ethano l, and bio- diesel, and so on. Since there ar e abundant new ener gy

so ur ces in China, to explore and take use of them by a ll means will be str ategically essent ial at pr esent. T his paper analyzed the

advantag es and r esear ch prog ress o n bo th unco nv entional ener gy sour ces like CBM , oi-l bearing sand, and oil shale, etc.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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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able energ y sources like g eothermal pow er and so lar ener gy . Petr oChina has carr ied out act ive studies and dev elopment

pr ojects o n many new energ y sources including CBM , fuel ethanol, geot her mal po wer, o il sand, oil shale, and so on, w hich

has paved a way for fur ther recov ery and development o f mor e new energ y sour ces in near futur e. T hro ug h analysis this paper

po inted out that there wo uld be a long w ay for new ener gy sour ces to be used in place of the conventio nal energ y, and sug gested

that new theor ies should be founded to discover mo re new energ y sources, and adv anced techniques should be applied to achiev e

in new br eakt hr 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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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SEARCHADVANCEMENT ON OFFSHORE EXPLORATION FOR NATURAL GASHYDRATES IN

CHINA

ZH ANG Shu-lin ( CNOOC Research Center ) . N AT UR. GA S IN D . v. 28, no. 1, pp. 154-158, 1/ 25/

2008. ( ISSN 1000-0976; In Chinese)

ABSTRACT: China has to face up w ith the increasing ly ser ious ener gy cr isis and natur al gas hydrate w ill be hopefully the mo st

po tential alternativ e energ y source in nea r futur e. Since t her e is rich nat ur al g as hy dr ate resource in China, seven aspects of a-

chievements hav e been obtained after 17 y ears o f r esear ches and develo pment on this new energ y, especially in M ay o f 2007, the

sedimentary sam ples o f natur al g as hy dr ate was acquir ed at the botto m o f Shenhu sea ar ea in So uth China Sea by Chinese G eo-

log ical Bureau, w hich w as an impo rtant breakthroug h in ex plor at ion histo ry of natural g as hydrate. Ho wev er, in this field o f

study in China ther e still ex ists fiv e points of issues as fo llo ws: ( 1) the for ecast of natur al gas hydrate resource at the sea is ex-

ag ger ated; ( 2) studies on hydrate reserv oir ing dynamics, reserv oiring system, and especially the hy dr ocarbon so ur ce ar e not e-

noug h as w ell; ( 3) r esear ch o n phy sical stratigr aphy o f hy dr ate sediment ary r eser vo ir ro cks is still blank; ( 4) the r elatio nships

among the BSR in the seismic pr ofile, blind zone of amplitude, and sedimentar y reserv oir a re still unknow n; ( 5) the explo ration

technical studies are not complete and sy st emat ic yet. In the end, this paper pointed out brig ht futur e for China to keep on its

fur ther ex plor ation and develo pment of natural gas hydr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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