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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成昆

记者近日获悉，我国页岩气“十二五”规划编制完成，已经
上报国务院。据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介绍，“十二五”规
划对页岩气产量并没有硬性要求，主要是为“十三五”商业化
生产奠定基础。

中国页岩气资源情况尚不明确，目前对外公布的数据并
未经过技术评价，我国将在“十二五”期间摸清页岩气家底，进
行技术攻关，奠定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十二五”期间对页岩气
的开发主要放在技术攻关上。但业界也有传言认为到“十二
五”末，我国页岩气年产量将达到 200亿立方米。

中海油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卫东告诉记者，页岩气商业
开发成功的只有美国和加拿大，美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页岩气开发主体基本上是中小企业，像雪佛龙、德士古等大企
业作用有限。我国要尽早实现商业化开采，应该放宽准入限
制，加大中小企业进入的力度。

重要补充气源

页岩气是藏于页岩层中的天然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
天然气资源。页岩气的形成和富集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往往
分布在盆地内厚度较大、分布较广的页岩烃源岩地层中。

我国页岩气储量丰富，初步评价表明，我国页岩气资源量
高达 100万亿立方米，约为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的 2倍，折合原
油近 1000亿吨，可采储量 30万亿立方米左右。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规定，在“十二五”末，我国将天
然气使用量由现在的 4%提到 8%，达到 2600亿立方米，而到
2015年，中国常规天然气生产量只能达到 1700亿立方米，相
比 2600亿立方米的需求，缺口高达 900亿立方米。而目前我
国页岩气储量丰富，居世界第三位，是填补天然气缺口最有效
的能源形式。

与常规天然气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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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页岩气井能够长期地以稳定的速率产气。

美国是商业化开采页岩气最成功的国家，过去 10年，美
国页岩气产量逐年增加，在 2010年达到 1000亿立方米。使其
摆脱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并使国际天然气价格下降，我国与
美国储量相当，页岩气发展前景较为广阔。

7月初，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副司长陈先达在接受采
访时曾表示，全国初步划了 87万平方公里符合页岩气生成条
件的页岩，其中没有石油、天然气登记矿权的新区有 26万平
方公里，完全可以新设矿权，鼓励商业型公司来进行勘察。

我国页岩气储量多以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江汉盆地、
四川盆地、柴达木盆地等为主要分布地区。有丰富的储量，有
迫切的需要，我国已开始重视页岩气的开发工作。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在页岩气
“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会议上也指出，“十二五”是夯实页
岩气产业发展基础的关键时期，重在为实现页岩气“十三
五”跨越式发展提供支撑，现在正处于摸清家底和发展开发
科技的阶段。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教授认为，我国天然
气要摆脱对外依存，页岩气是很重要的补充气源。这个时间点
也很重要，规划对能不能实现页岩气商业开发很关键，规划的
可操作性一定要强，如果太虚的话，开发时间就会很久。我国
目前可用的资源不多，对外合作也要留有空间，个人比较倾向
于把市场让出去，采取合作开发的形式，速度上可能会快一
些。

煤层气之鉴

页岩气开发虽然前景广阔，但有业内专家担心会出现企
业开发积极性不高，产能发展缓慢的局面，最终重蹈煤层气的
覆辙。
“十一五”期间，我国规划煤层气年开采 100亿立方米，而

到去年我国煤层气产量也不过 20亿立方米，没有达到规划中
一年的产量。

中海油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卫东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
原因是非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扼杀了行业活力，如严格的准入
制度使得有开采积极性的企业无法进入，而掌握开采权的企
业如中联煤、中石油等因煤层气开采成本较高，赢利前景不明
朗而积极性不大。

以中联煤层气公司为例，陈卫东指出，我国借鉴中海油对
外开放招商的成功经验，建立中联煤层气公司，赋予中联煤对
外合作专营权。但因我国管道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无法到达
消费终端等原因，中标的外企没有投资的积极性，煤层气规划
几乎完全落空。因此，我国在开发页岩气上需要找到一条新路。

曾兴球说：“技术攻关是目前商业化开采的最大障碍，我
担心‘十三五’都不一定能够商业化开采，目前我国还处于摸
清家底的阶段，同时要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形成系列先进技
术。同时要培育市场，完善气价，完善管网。拿出页岩气、天然
气混输计价的解决方案。” （下转第二版）

页岩气开发
重蹈煤层气覆辙？追问吉祥航空“拒让门”

史无前例的在建高铁安全大检
查对拟建铁路项目的影响开始显现。
“本来计划这个月开征地拆迁动

员大会，但是现在推迟了。”海南省跨
海工程筹建办公室（以下简称“海南
跨海办”）有关人士8月26日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由于赶上了目前的
铁路安全大检查形势，海南西环高铁
的开工建设不得不延后。

铁路行业人士预计，此次高铁大
检查结束后，铁道部、发改委将组织
对拟建项目的安全评估，而此前批准
但未开工铁路项目的线路等级、设计
时速等技术标准将面临一些调整，同
时不排除部分项目被取消。

8月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对已经批准但尚未开工的铁路建设
项目，重新组织系统的安全评估。暂
停审批新的铁路建设项目，并对已受
理的项目进行深入论证，合理确定项
目的技术标准、建设方案。

据悉，国务院派往10个铁路局的
12个检查组正在对在建的49个高铁
项目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按照计
划，检查将于9月中旬结束。
拟建铁路开工延期

事实上，这已经是海南西环高铁
年内第二次面临项目搁浅的危险。

第一次发生在年初的拟建铁路
项目清理行动中。当时，因为不是国
家重大的、关键的“卡脖子”路段，西
环高铁面临被清理的危险。在关键时
刻，海南省委、省政府积极努力，西环
高铁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充分认
可和大力支持。7月6日，国家发改委
主任会议通过了西环高铁可行性研
究报告。

然而，出乎海南省的意料，17天
后发生了“7·23”高铁追尾事故，西环
高铁又一次走到悬崖边上。目前西环
高铁的初步设计还没有通过铁道部
的批复，就又要重新进行系统的安全
评估。

与海南西环高铁一样，今年6月
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国家发改委批
复的九景衢铁路、敦煌至格尔木铁路
的开工时间也处在待定之中。据中华
铁道网统计，受到影响的至少有十几
个拟建铁路项目。

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关人士
表示，九景衢铁路的项目前期工作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正对项目初步
设计进行修订和完善，争取尽早报批
开工建设。
“对于已经批准但尚未开工的项

目，应着重评估其路网地位、建设标
准、设计规范、施工企业资质、项目经
验及业绩等，以决定其是否开工与何
时开工。”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
院教授帅斌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

这一点也符合铁道部年初制定
的“保在建、上必需、重配套”原则。

根据铁道部的解释，“上必需”，
就是分清轻重缓急，分类推进建设，
科学合理安排建设时序，优先安排开

工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项目
以及路网干线缺失路段、通道卡脖子
路段、路网布局断头路段项目。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已经通过发改委的批复，并且地方已
经着手进行了线路走向、站点选址等
大量前期工作。”上述业内人士认为，
已经获得批准的项目开工只是时间
早晚的问题，流产的可能性不大。

铁路项目基本上都要历经报批
立项、正编可研、报批可研（审批、核
准、备案）、工程设计、施工准备、开工
在建等阶段。
记者了解到，海南、浙江方面都

在积极争取项目年内开工。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对拟建项目

的重新评估要等到此次大检查结束
以后。“根据大检查中查找出来的问
题对拟建的项目进行系统的安全评
估。”

技术标准生变？

当记者问及海南西环高铁设计
时速会不会有所调整时，海南跨海办
人士以“要开会”为由拒绝了记者的
采访要求。

伴随铁路建设与运行速度的降
温，围绕着铁路项目等级、线路设计、
速度等技术标准调整与否的讨论甚
嚣尘上。

甚至有业内人士大胆猜测，由此
可能带来我国铁路建设项目技术标
准的全面调整。

铁路技术标准主要包括线路等
级、正线数目、设计行车速度、限制
坡度、最小曲线半径等，其中线路
等级、设计时速是比较核心的指
标。不同技术标准的项目对应的投
资建设成本与建成后运行、维护、
保养费用不同。

帅斌告诉记者，设计时速由200
至250公里提高至300公里以上，铁路
项目建设成本大约增加10%左右，运
营维护费用的增加一般在这个数值
以上。

同样，如果设计时速调低的话，
建设费用及运营成本自然也会减少。

一直坚持降低在建铁路设计速
度目标值的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赵坚认为，片面追求高速度
是高铁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和票价居
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他主张降低高速
客运专线的设计速度目标值, 从而降
低工程造价。
“目前在建的兰州至乌鲁木齐、

贵阳至广州的高铁,设计时速高达350
公里,经济上并不可行,事实上也无必
要。”赵坚认为, 应尽快把这些项目的
设计时速降至200公里以下。

而帅斌则持不同观点。“300公里
的速度标准，在世界上技术已经非常

成熟。”他表示，对于我国来说，主要
干线采用300公里速度目标值是比较
明智之举，技术经济效益会比较高，
低于此标准，高铁将达不到最佳吸引
力，同时将降低其同城化效用。
“如果几年以后要提速，又得改

造，又得换动车，还不如一步到位。”
在铁路专业论坛上，不少网友对此也
表示支持。

据悉，郑州至徐州铁路客运专线
的全线速度目标值250公里/小时，同
时预留了350公里/小时提速条件。

同时，线路走向、站点设置也至
关重要，这些直接关系到工程造价、
运行成本、安全运行等问题。近日经
媒体曝光而引起民众热议的“浙江在
建高铁与高速公路最近距离仅5.8米”
即是典型案例。

对此，帅斌认为，铁路线路的规
划设计需要在整个交通体系中整合
考虑。“应该从综合运输的角度，对所
有交通方式的布局和基础设施的规
划进行统筹考虑，才能达到社会资源
的最优利用和安全可靠。”他说，铁路
部门的政企合一以及各种运输部门
管理的条块分割是根源。

帅斌还告诉记者，目前，项目规
划、拆迁、建设、运营等环节在归口、
执行层面有所脱节，发改委应该统筹
这些环节和严格审批控制此类规划
和设计。

铁路技术标准或全面调整

（内容详见第二版）

争执背后谁在说谎？飞行安全怎样确保？

安全监管如何完善？身份歧视何时终结？

页岩气开发虽然前景广阔，但业内专
家担心会出现企业开发积极性不高、产能发
展缓慢的局面，最终重蹈煤层气开发的覆
辙。“十一五”期间，我国规划煤层气年开采100亿立方米，而到去年煤层气产量也不过20亿立方米，远未达到规划中的年产量。

此次高铁安全大检查结束后，铁道部、发改委将组织对拟建项目的安全评
估，而此前批准但未开工铁路项目的线路等级、设计时速等技术标准将面临一
些调整，同时不排除部分项目被取消。 CNS供图

本报记者李志豹

伴随铁路建设与运行速度的降温，围绕着铁路项目等级、线路设计、速度
等技术标准调整与否的讨论甚嚣尘上，由此可能带来我国铁路建设项目技术
标准的全面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