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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征程中的一步”

“中国的确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中国此次成功
只是漫长征程中的一步。”BBC引用专家的话说，中
国让可燃冰的开采之路终于看到了光明，“但是，或
许最早也要到2025年我们才有可能见到其真正的商业
开发可能。”

要将实现可燃冰开采产业化，前方还有“巨大
的障碍”。“专家担心甲烷的泄露。甲烷可能造成的
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5 倍。而且，虽然天然气比
煤炭更清洁，但是依然会排放二氧化碳。”CNN 报
道指出，“成本过高、潜在的环境污染以及技术障碍
使得，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可燃冰能够商业化的可
能性极低。”

正如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报道指出的，这一
新型资源至今未实现商业性开发，开采仍停留在基础
研究层面。在受到扰动时，该物质反应极其敏感。如

果水分子形成的晶格结构被破坏，其中包含的甲烷极
易逸出。这种反应机制隐藏着风险。例如地质学家就
将 8000年前的一场毁灭性崩塌归因于天然气水合物。
当时，挪威海岸外出现了高达6米的海浪。研究人员
推测，甲烷气体在海底的爆炸性释放引发了这场史前
自然灾难。最近，材料科学家在专业期刊 《自然·通
讯》上撰文称，对可燃冰进行人为扰动也可能释放出
相似威力。

《日本经济新闻》 近日报道，日本原本希望在
2023 年至 2027 年间开始可燃冰商业化项目，但现在
看来还需要时间研发相应技术。日本资源能源厅石
油天然气课长定光裕树表示，由于日本开采试验没
有达到目标，可能不得不调整商业化的时间。

不过，无论如何，正如 BBC报道指出的，可燃冰有
望成为具有革命意义的能源，对于满足世界未来的能
源需求至关重要。可燃冰或许是地球上最后一种碳基
燃料，各国都在使出浑身解数使其开采变得既安全又
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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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巨大进步”

“与之前日本的研究成果相比，中国科学家成功
开采出更多的天然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
确实现了可燃冰开采的巨大进步。”英国广播公司引
用专家的话指出，“这是第一次，人们终于开始相信
大规模开采可燃冰前途光明。”

“中国首次在南海成功试采可燃冰。”包括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内的多家外媒对此事进行
了报道。CNN引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称，中国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将会推动整个世界能源利用格局的
改变”。《印度快报》网站则重点关注“中国在当前试采
阶段每日天然气开采量约为1.6万立方米”。

“人们距离开采一种储量明显超过常规石油和天
然气的资源更进一步。”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报
道称，天然气水合物也被称作可燃冰，因为这种冰雪
一样的块状物在室温条件下即可自燃。这种物质是水
和天然气的主要成分甲烷的混合物。在天然气水合物
中，水分子就像一种晶格包裹着承载能量的甲烷。该
物质结构仅在高压和低温条件下才是稳定的，因此天
然气水合物主要存在于海底沉淀物或北极永久冻土
层中。据估计，西藏高原的冻土层中也蕴藏着大量天
然气水合物。

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对进口
石油依赖度高。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 3
月，中国原油进口量升至近 920 万桶/日的纪录高
位，远超预期。这一数据已经超越美国，使中国成
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正如 《南德意志报》 网
站报道指出，“对中国而言，开采天然气水合物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在中国，对可燃冰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 20
年。”CNN 报道称。提及中国成功试采可燃冰以及
中国政府对该项目的大力支持时，摩根士丹利的分
析则指出：“可燃冰的开采在中国潜力巨大。”

下一场“页岩气革命”

“专家一致同意，对于能源行业而言，可燃冰战
略意义重大，其重要性可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相媲
美。”CNN 报道称。BBC 则引用专家的话指出，“保
守的估计，可燃冰中的天然气含量是页岩中的10倍”。

而且，可燃冰储量巨大，广泛分布于全球大洋海
底、陆地冻土层和极地之下。美国海事专业杂志《海
事执行》引用美国地质勘探局估测，全球可燃冰中蕴
藏着大约 280 万亿到 2800 万亿立方米甲烷。这意味
着，以目前的消费速度，可燃冰储量可以满足 80 至
800年的全球天然气需求。《南德意志报》报道，相比
之下，2015 年全球天然气开采量约为 35 亿立方米，
还不足天然气水合物储量的1‰。

“可燃冰储量究竟有多大，各方统计存在差异。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储量巨大，甚至可能超过了其
他所有已知化石燃料所含有的能源总量。”“石油价
格”网站如是说。

除中国外，美国、日本、印度、韩国和加拿大等
国也在实施可燃冰开采研究项目。今年5月似乎成为
可燃冰的热门月。除中国宣布在南海试采可燃冰成功

之外，美国、日本也宣布有关可燃冰开采的消息。
根据《海事执行》杂志报道，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

家能源技术实验室12日宣布，正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
汀分校等机构合作，于5月在墨西哥湾深水区开展可燃
冰开采研究，11日已经开始了一次钻探。事实上，美国
十分重视可燃冰研究，2000年曾通过《天然气水合物研
究与开发法案》。此后美国能源部多次拨款支持可燃冰
研究，最近一次是在 2016年 9月，宣布投入 380万美元
支持6个新的可燃冰研究项目。开展本次钻探的得克萨
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就是受支持的项目方之一。

日本是最早进行可燃冰开采的国家之一。根据路
透社的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 4 日宣布，
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成功从日本近海海
底埋藏的可燃冰中提取出甲烷。此次试验开采海域位
于爱知县和三重县附近的太平洋近海，估计该海域拥
有的可燃冰储量达 1.1 万亿立方米，是日本天然气年
消费量的约10倍。

这是日本第二次开采可燃冰。2013年，日本尝试
过开采海底可燃冰并提取了甲烷，但由于海底砂流入
开采井，试验仅6天就被迫中断。本次试验持续12天
后也因出砂问题中断，未能完成原计划连续三四周稳
定生产的目标，12天产气量只有3.5万立方米。

中国试采成功

可燃冰规模开采终现可燃冰规模开采终现““光明光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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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领共享经济的未来

◀共享汽车

◀共享单车

▶共享充电宝

海 外 之 声海 外 之 声

中国用户对苹果手机忠诚度减退

在中国，苹果手机缺少独特功能的情况似乎正
对该公司造成不利影响。投资银行奥本海默的分析
师安德鲁·乌克维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参加了一系列
会晤后得出结论，认为软硬件均缺乏引人注目的差
异性是造成苹果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继续流失的原
因。如今的智能手机往往拥有非常相似的功能，而
中国本地公司生产的手机要便宜很多。

与此同时，虽然苹果整体的生态系统是很多人
不放弃其苹果手机的原因，但这在中国没那么大的
影响。乌克维茨写道，在中国，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和其它本地互联网公司对手机用户体验的影响巨
大，这使苹果软件和服务作为关键的差异化特色基
本不起太大作用。

——美国《华尔街日报》

英国医学期刊 《柳叶刀》 的最新报告显示，从
1990年至 2015年，中国的医疗质量和普及指数上升
了24.7点，是全球进步最大的国家之一。

医疗质量和普及指数依据的是 32种疾病的死亡
率，包括肺结核、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以
及几种心脏疾病。这些疾病可以通过适当的医疗服
务避免或有效治疗。

1990 年，中国的医疗质量和普及指数为 49.5
点，截至 2015年，该指数上升至 74.2点，是仅次于
土耳其的第二大增幅。报告显示，中国医疗的最大
问题在于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的治
疗。同时，中国在阑尾炎、睾丸癌、股疝和腹部疝
气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治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在柏林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议上，中国不出意
外成为场中焦点。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
华重申了中国政府在巴黎协定框架下自主制定的减
排目标，包括在 2030 年使碳排放达到峰值。他说，
以 2016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看，中国将有
很大可能超额完成减排目标。

这番言论在现场获得不少赞许之声。好几国谈
判代表提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维护巴黎协定的坚定
立场显示出，即便美国退出，也不会出现“多米诺
式骨牌”式的倒退场景。几家国际媒体将解振华的
发言评价为“美国缺席，中国占据舞台中心”。

图为柏林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议外的标语。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走向气候治理的“舞台中心”

中国医疗质量和普及性显著改善

（（资料图资料图））

受访专家：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易宪容

共享经济目前在中国推进的速度非常快，最好的
例证就是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共享经济的核心理念
是整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互联网平台让整个社会受
益，这种理念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现在共享经济能够成为一种热潮的原因主要有以
下两点：首先，随着科技的发展，几乎人人都拥有一
部智能手机，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改进，使得移动支
付成为可能，这为共享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先决条件。
另外，中国有近14亿人口，市场的潜力十分巨大，创
业者只要找到一个好的切口，便有可能创业成功。就
目前而言，共享就是这个切口。虽然共享公司在成立
早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短时间内可能无法获得盈
利，但是通过向用户收取押金的方式，这些企业逐渐
积累了巨额资金，利用好这笔资金，企业便能获得巨
大收益。这也是吸引众多创业公司纷纷投身于共享行
业的另一大原因。

共享经济发展到现在，最大的阻碍就是政府目前
还欠缺一个公共的大数据平台。政府在城市的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做出的成绩十分显著，但是在建设智慧城
市、打造物联网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政府能
够在建设公共大数据平台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金，
并对不规范的共享经济行为通过法律及政策加以规范，
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共享经济未来的引领者。

（薛可炎采访整理）

借助移动应用程序共享各种资源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方式。数以百计提供各种共享服务的企业也因此应
运而生。共享交通、共享单车、共享房屋、共享物流、共享金
融等正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出现。

据西班牙 《发展报》 网站 5 月 20 日报道，除了共享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和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外，中国人又开发出其他
可以共享的服务，如篮球、手机充电宝和雨伞等。该报道以一
家名为“魔力伞”的共享雨伞互联网智能租借平台为例，展现
了共享雨伞是如何为使用者提供便利，使共享理念深入人心的
场景。

美国彭博社 5 月 18 日发表题为 《中国是共享经济的未来》
的分析文章。文章指出，发展共享模式在中国几乎比在世界任
何其他地方都要有前途。有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共享公司筹资
近250亿元美元 （约合1720亿元人民币），该行业的发展远远超
出了汽车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良好的氛围下，世界共享经济的
诸多创新可能开始出自中国，而不是美国的硅谷。没准中国会
教会世界如何共享。”文章称。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此前也报道称，共享单车热潮刚
刚在中国兴起，共享汽车又再次掀起了风潮。根据普华永道发
布的共享汽车分时租赁分析报告指出，以新能源车型为主的共
享汽车市场，在中国政府未来着重解决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
大背景下，预计将得到快速发展。该报告还指出，中国汽车分
时租赁市场在未来5年内还将以大约每年25%的速度增长。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5月9日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
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
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6.4%。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
心也预测，未来几年，共享经济将保持年均 40%左右的速度增
长，到2020年交易规模将占GDP比重的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