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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欧欧盟盟拟拟对对进进口口能能源源实实施施甲甲烷烷限限排排标标准准
■本报记者 王林

美两大油气巨头接连官宣大型收购案

油气业掀起新一轮“整合热”
■本报记者 王林

欧盟首个甲烷限排法规近日进入最后
立法阶段。其中，关于设定甲烷排放强度进
口标准的事宜终于提上日程， 此举旨在最
大程度降低进口能源的甲烷足迹。 综合外
媒消息， 欧盟委员会提议从 2030 年起，对
进口能源和燃料的甲烷排放强度实施测
量、 监管和限制， 旨在迫使主要油气供应
国、 化石燃料生产商进一步减少甲烷排放
和泄漏。

甲烷作为天然气的主要成分， 可以作
为高效燃料用于建筑供暖， 但也是仅次于
二氧化碳的强效温室气体。根据提案，欧盟
将要求外国天然气供应商控制油气基础设
施产生的甲烷排放， 并基于供应安全的考
量，对不遵守规定的企业实施惩罚。提案扩
大了适用范围， 最初主要关注欧洲油气生
产商， 这次纳入了占欧盟天然气供应 80%
的进口天然气。

■■■■ 寻求降低进口能源甲烷排放

根据提案，欧盟首先将在 2026 年前建
立一个甲烷透明度数据库或甲烷监测工
具， 以确保进口能源的甲烷排放量公开透
明， 为能源出口国如何测量和控制甲烷排
放提供依据。其次，欧盟有义务追踪进口能
源的甲烷排放量，并寻求到 2028 年确定甲
烷强度计算方法。届时，能源出口国有义务
证明自己采取了与欧盟同等的限排措施，
如果出现违规行为将被惩罚， 具体方法有
待进一步讨论。

欧盟委员会承诺， 将努力解决进口能
源的甲烷排放问题， 通过逐步实施相关规
定，2030 年前使进口能源和燃料达到“一定

水平的甲烷强度表现”。
与生产相关的甲烷排放量因可用技

术、维护、泄漏检测和维修等因素而异，这
些排放量与油气总产量之间的比率被称为
甲烷强度，单位油气甲烷排放量越大，甲烷
强度就越大。

路透社指出，目前，欧盟成员国正围绕
该提案进行讨论和谈判， 以决定是否对相
关进口产品进行限制、如何限制或罚款等。

事实上， 欧盟内部在是否对进口产品
甲烷排放进行监管问题上一直意见不一，
但在处理自身甲烷排放问题方面颇为积
极。 2020 年 11 月，欧盟公布首个限制甲烷
排放的纲要性政策《欧盟甲烷战略》，将能
源、 农业和废弃物处理列为甲烷减排的重
点对象， 尤其侧重能源领域甲烷排放和泄
漏问题。

今年 5 月， 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关于减
少能源领域甲烷排放的法规， 明确规定欧
盟能源领域 2030 年甲烷排放量较 2020 年
减少 58%，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生物甲烷
等行业的甲烷直接排放都被纳入管控。

■■■■ 将极大震动油气行业

作为全球最大油气进口地区， 欧盟正
努力推进甲烷限排法规落地， 以最大程度
减少自身油气生产带来的甲烷排放。然而，
考虑到欧盟 90%的天然气和 97%的石油依
赖进口， 实施进口能源甲烷限排标准无疑
将给全球油气行业带来震动。

路透社指出，过去两年，欧洲天然气供
应来源发生重大变化， 来自俄罗斯的天然
气供应已经被切断，美国、阿尔及利亚、挪

威等开始成为欧盟主要天然气供应国。 鉴
于挪威化石燃料生产的甲烷排放强度较
低， 欧盟对进口能源实施甲烷排放限制的
举措， 将主要影响美国等甲烷排放量较高
的国家。

美国环保组织清洁空气工作组指出，
欧盟对进口能源实施甲烷排放限制，将
给其 20 个“贸易密友”带来影响，美国首
当其冲。

欧盟议会负责进口能源甲烷排放限制
法案的首席谈判代表、德国议员尤塔·保卢
斯表示，推动该法案落地刻不容缓。

根据舆观调查最新调研，90%的欧洲受
访者呼吁对油气出口国制定进口产品排放

规则， 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家庭能源
成本，但仍有 67%的受访者予以强烈支持。

■■■■ 正式实施艰难但减排效益大

欧洲新闻网汇编数据显示， 欧盟天然
气进口量约占全球天然气产量 51%以上，
其中绝大部分产生的甲烷排放都发生在欧
盟之外，因此，限制进口天然气产生的甲烷
排放，可能对全球甲烷排放产生重大影响。

清洁空气工作组表示， 如果欧盟进口
能源甲烷限排标准基于 “每 100 万吨石油
当量油气产量的甲烷排放量为 1700 吨”的
假设，从能源安全角度，可以在石油和天然

气进口环节， 帮助欧盟减少 900 亿立方米
天然气损耗， 这几乎相当于欧盟最大天然
气消费国德国全年消费量。 从经济效益角
度， 节省的天然气将为出口国节省 540 亿
欧元， 为欧盟内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节
省 10 亿欧元。

基于上述假设， 欧盟一旦正式对进口
能源甲烷排放强度实施限制， 有望使全球
油气行业甲烷排放量减少 30%以上。 目前，
油气行业甲烷排放量占全球人为甲烷排放
量的 7%。

“考虑到气候危机和能源安全，欧盟不
能忽视这一标准的设定和衡量。 ”清洁空气
工作组欧盟政府事务主任 Alessia Virone 表
示。 清洁空气工作组甲烷污染预防全球总
监 Jonathan Banks 则认为，限制甲烷排放的
法规虽然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但将带来巨
大减排效益。

有研究指出，20 年时间里，甲烷导致的
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80 倍。 如果世界要
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
内，并避免最具破坏性的影响，2030 年前需
要迅速减少甲烷排放。

10 月底， 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
佛龙宣布， 斥资 530 亿美元全股收购
美油气生产商赫斯， 这是继美国最大
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 10 月中旬宣布斥
资 595 亿美元收购美页岩生产商先锋
自然资源之后，油气业界又一笔大型收
购交易。

一个月内，美国最大两家石油公司
先后官宣各自迄今最大收购案，让市场
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前景给予更多关
注。 业内人士认为，这两笔总价值超千
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案，预示着油气业即
将迎来新一轮整合。

■■�企业继续扩张油气版图

据了解，雪佛龙收购赫斯，包括后
者债务在内，收购交易价值达到 600 亿
美元，预计将于 2024 年上半年完成。 埃
克森美孚收购先锋自然资源，包括后者
债务在内，收购交易价值高达 640 亿美
元，同样有望在 2024 年上半年完成。

埃克森美孚通过收购先锋自然资
源进一步增强在美最大页岩产区二叠
纪盆地的存在，在该盆地油气产量将达
到 130 万桶石油当量。 雪佛龙则通过收
购赫斯进一步巩固在新兴产油国圭亚
那的存在，赫斯拥有圭亚那 Stabroek 海
上石油区块约 30%股权， 该区块面积
660 万英亩、油气储量约为 110 亿桶，同
时还拥有美北达科他州巴肯页岩区块
46.5 万英亩的勘探面积。 收购完成后，
雪佛龙油气产量将增加 10%以上。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2022
年，圭亚那油气产量从零一举飙升至日
均 26 万桶石油当量，预计 2024 年将接
近每日 48 万桶石油当量。 咨询机构伍
德麦肯兹预计，到 2033 年，圭亚那石油
日产量将达到 150 万桶，有望高于许多
欧佩克产油国。

伍德麦肯兹分析师 Alex Beeker 表
示，此前，雪佛龙石油资产主要集中在
二叠纪盆地，收购赫斯有助于实现其石
油资产组合多元化。 “与埃克森美孚和
欧洲能源公司相比，雪佛龙深水资产权
重偏低，一直寻求分散潜在风险。 ”

对于继续扩张油气业务版图，雪佛
龙首席执行官迈克·沃斯表示：“国际
能源署预计化石燃料需求将在 2030 年
达峰，但我们并不这样看。 我们会继续
为满足全球能源需求配置相关业务和
产品。 ”

■■�预期未来需求依然强劲

《金融时报》撰文指出，随着全球
加速绿色转型， 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正
不断降低，油气行业的不确定性增强。
即便如此， 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仍然
坚信中长期油气需求弹性犹存， 未来
几十年全球化石燃料需求仍将保持强
劲增长。

这与 bp、壳牌等欧洲能源巨头形成
鲜明对比，这些公司正在大幅增加绿色
能源和创新技术投资。 据美国 CNBC
新闻网报道， 相较于美国能源公司，欧
洲能源公司更容易受到欧盟日趋严苛
的排放法规约束，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加
大绿色能源业务布局。

根据欧佩克最新预测， 从现在到
2045 年期间， 全球石油需求将增长约
15%，达到每日 1.16 亿桶。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能源转
型倡议业务主管肖恩·希亚特认为，油
气需求不会骤降，特别是在人口数量呈
现阶梯式增长的非洲、亚洲。 事实上，虽
然欧洲和北美地区油气需求可能会减
少，但完全降至零不太现实。

“与清洁能源相比， 石油和天然气
相对便宜，易于运输和储存。 ”肖恩·希

亚特强调，“尽管电动汽车越来越受欢
迎， 但这只是交通运输领域的一部分，
更多还是依赖化石燃料， 比如航空、海
运，这些行业对化石燃料需求仍然居高
不下。 ”

非营利政策研究机构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高
级研究员本·卡希尔也认为，关于“石油
需求峰值”的争论一直存在，但截至目
前，全球石油消费量仍然“相当可观”。

■■�上游或迎整合浪潮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雪佛龙今年第
二笔令人瞩目的收购案。8 月，雪佛龙完
成对美页岩生产商 PDC Energy 的收
购，这笔价值 63 亿美元的收购交易，帮
助雪佛龙至少新增 10 亿桶石油当量的
油气探明储量。

对于今年接连重磅收购的举措，迈
克·沃斯直言， 石油行业正在进入新一
轮整合阶段。 “我们的行业，尤其是进入
页岩领域后， 应该进行一些整合。 ”他
称，“纵观整个行业，涉足上游的企业数
量太多了，是时候‘整理整理’。 ”

油价网指出，美国最大两家油气公
司不断扩张上游业务版图，标志着油气
行业正在掀起新一轮整合浪潮，在油价
高企、供给紧张的大环境下，将有越来
越多能源公司加紧争夺最佳油气资产，
以确保未来几十年稳定供应。

石油工业研究基金会前主席拉里·
戈德斯坦表示：“大公司认为短期内石
油需求不会下降， 至少未来 20 年、25
年，石油需求仍然强劲。 ”

有观点认为，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
开展大型收购，反映出能源市场正在进
入一个不确定性加强的新时代。 如果绿
色转型整体趋缓，以石油和天然气为首
的化石燃料，仍将在中长期内发挥关键
作用，这意味着谁拥有最快投产的油气
储量、谁能够实现油气低价量产，谁就
有能力和底气应对波动的能源市场，这
种运营的灵活性，在动荡的价格环境下
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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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国提出净零排放气
候目标，钢铁、水泥、化工、运
输等高碳排放行业纷纷开启减
碳之路。 除推动清洁能源利用
外，工业界对能效提升措施的
关注也越来越多。

实际上， 据行业研究机构
“能效行动”预测，如果工业界
能效水平提高一倍， 到 2030
年，全球每年将减少约 40 亿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 有望节省至
少 4370 亿美元开支。

■■�减排效果不容小觑

11 月首周， 美国邮轮公司
“嘉年华”宣布，将在旗下多个
品牌使用 ABB 集团的 Azipod
XO 电力推进系统， 并签署 15
年合作协议， 利用该系统对船
舶进行系统维护、 关键备件管
理以及状态检测。 该公司海洋
技术高级副总裁迈克尔·卡奇
马雷克表示，采用这一系统，与
传统船舶相比船舶燃油消耗量
有望下降 20%以上， 同时能提
高船舶操作效率、 整体提升船
舶能效。

“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只能提
供部分答案，能源效率的提升将
进一步加速能源转型。 ”路透社
援引 ABB执行委员会成员塔拉
克·梅塔的话称，“到 2050 年，能
效提升行动将在实现净零排放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

根据“能效行动”机构最新
发布的行业报告，虽然不同工业领域面临的
降碳挑战有所不同，但能效提升路径却可能
普遍适用。 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的手段有以下
措施：定期进行能源审计、审查工业资产和
过程、连接物理资产、安装高效率发动机、电
气化工业设备、确保高效热交换等。 该机构
测算显示，如果工业领域企业采取相应合适
的能效提升措施，全球工业界可实现的减排
量相当于减少全球现存 60%的内燃机车。

■■�设备、系统均不可少

“能效提升”机构指出，要实现企业能效
提升，第一步是“做好准备工作”，建立能效
管理系统以达成目标。 以定期能源审计这一
措施为例，该机构指出，通常情况下，企业存
在大量能源浪费现象，机器空转、设备搁置、
硬件设施维护不良等都可能导致企业产生
能源浪费。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正是随时进
行能源审计，利用相应能源检测设施对企业
能耗进行实时监控，并随时做出调整，节省
能源。 测算认为，如果企业能够合理适应能
源审计措施，有望在短期内降低至少 20%的
能耗。

“能效行动”机构提出的提
升能效措施中还有五项主要是
直接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更换
更加高效的设备，例如，选择高
热交换效率设备、使用热泵等。
除此以外，该机构还表示，可以
通过实时能耗检测确保上述能
效提升措施正确实施， 具体举
措可包括云储存数据、 智慧楼
宇管控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能效行
动”机构同时指出，全球工业界
正面临严峻的降碳挑战。 2021
年， 全球工业领域产生了超过
90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伴
随全球工业产品需求增长，到
2050 年， 全球粗钢需求可能增
长 30%以上，各国将很难达到净
零排放目标。 要在保障工业产
品需求的同时达成气候目标，
提高能效、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举措必不可少。

■■�需加速采取行动

国际能源署指出，近年来，
持续的能源危机和日益严重的
气候危机表明， 各国经济需要
增强抵御短期冲击的能力，确
保与长期经济、环境、气候变化
和社会目标保持一致。 2020 年
到 2030 年期间，能效提升举措
将变得至关重要。

尽管业界普遍认为采取能
效措施或能带来立竿见影的减
排效果，但从实际行动来看，各

国能效措施的推进却有所不足。
今年上半年，欧盟公布最新《能源效率

指导方案》，要求到 2030 年实现能耗降低至
少 11.7%的目标。 但截至目前，欧盟中有 16
个成员国都未按照欧盟委员会规定提交“国
家能源和气候计划”， 欧盟多国也并未制定
新的能效提升措施。

欧洲非盈利组织“节能联盟”指出，欧盟
成员国中仅有意大利、立陶宛、西班牙以及
卢森堡四国提交的节能计划基本契合气候
目标，其他提交计划的国家远无法达成欧盟
委员会计划预期，还有多国推迟提交能效提
升计划。

国际能源署表示，2015 年后， 全球能源
强度改善的步伐明显放缓，各国应在考虑不
同起点和国情的情况下积极采取措施，在可
能的情况下降低能源需求，以加速全球能效
措施应用的总体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