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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美国内政部敲定一项新的
公共土地租赁规定，旨在提高油气公司在
公共土地进行油气开采活动需要承担的费
用，包括钻井特许权使用费率、废弃井清理
最低保证金、土地租赁费用、租赁权最低拍
卖价等。这是 100 多年来美国首次提高钻
井特许权使用费率、60 多年来首次提高废
弃井填埋及其相关清理费用的最低保证
金。美国舆论认为，这从侧面显示出大选
博弈的紧迫感。

■■ 联邦土地油气开采变难

4 月 12 日，美国内政部下属土地管理
局宣布，将提高油气公司向联邦政府支付
的钻井特许权使用费率，这是 1920 年以来

首次提高；还将提高废弃井填埋及其相关
清理费用的最低保证金，这是 1960 年以来
首次提高。

根据最新规定，钻井特许权使用费率
将 从 1920 年 至 今 未 变 的 12.5% 提 高 到
16.67%，废弃油井填埋和清理费用的最低
保证金则从 1960 年至今未变的 1 万美元
猛提至 15 万美元。这意味着，油气公司
在美国公共土地上进行油气开采活动的
成本将进一步增加，尤其必须提前支付高
额保证金，以确保可以覆盖未来废弃油井
清理费用。

美联社指出，2019 年以来，废弃井填
埋及其相关清理的保证金就已经不够了，
这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将相关费用转嫁至纳
税人身上。

美国内政部估计，在联邦土地上堵一
口井的成本在 2 万美元至 14 万美元之间。
油气公司通过破产逃避清理责任，导致美
国 联 邦 土 地 上 至 少 有 15000 口 废 弃 井 ，
2021 年曾获得 47 亿美元财政资金来清理
这些烂摊子，自那时起内政部已经向各州
支付了 10多亿美元。

此外，油气公司在油气拍卖中可以出
价的最低金额从 2 美元/英亩增加到 10 美
元/英亩，10 年期租金将在到期前两年增
加至 3 美元/英亩，之后将逐步调升至 15 美
元/英亩直至租期结束。同时，新规定还限
制了在敏感的野生动植物和文化区域的钻
探活动。

美国内政部长德布·哈兰表示：“这是
多年来对美国联邦土地油气开采活动展开

的最重要的一次改革，旨在减少投机行为，
增加公众回报，同时保护纳税人免于承担
过重的环境清理成本。”

美国土地管理局局长特雷西·斯通曼
宁则表示：“公共土地归所有美国人所有，
我们始终致力于以平衡、负责任的方式管
理这些土地，在保护纳税人的同时，为更好
实现能源转型提供基础。”

■■ 威胁本土能源供应安全

新规定的出台提升了在美国公共土地
上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成本，再度引起油
气行业的强烈反弹和指责。

美国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共
和党领袖约翰·巴拉索抨击美国联邦政府，
正竭尽所能使联邦土地油气生产活动在经
济上变得不可行。“（油气开采）活动减少意
味着工作岗位减少，经济效益下降。”

美国石油行业普遍表示将诉诸法律，
强调这些成本将迫使油企离开美国联邦土
地。美国石油协会在公众意见征询期间已
经对新规定提出反对意见，并公布了美国
联邦土地上石油开发的经济贡献数据，并
列举了 5个州约 17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石油协会表示，为确保美国联邦
政府履行对纳税人的责任，并促进公平、一
致地获得联邦资源，将认真审查新规定。

“随着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联邦土地上
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将成为维护能源安
全、为经济提供动力以及支持地方工作的
基础，联邦土地油气开采成本增加将加重
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美国石油协会上
游政策副总裁霍莉·霍普金斯表示，过于繁
琐的土地管理规定将使关键能源供应面临
风险。

■■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不过，非营利环保组织“生物多样性中
心”表示，新规定影响的只是少部分油气产
量。“虽然这些规定有帮助，但并不会在限
制油气开采方面产生多大水花。”美国倡导
组织“公共公民”主席罗伯特·韦斯曼坦言。

“生物多样性中心”的气候活动家格拉
迪斯·德尔加迪略表示：“我们可以（在限制
化石燃料方面）走得更远。在没有设定逐
步淘汰时间表的情况下更新联邦土地的石
油和天然气规则，是对气候变化的否认，应
该完全停止在联邦土地上的钻探活动。”

业界普遍认为，不管是提高公共土地
油气开采费用，还是收紧北极地区钻探活
动，或是无限期暂停 LNG 出口项目审批，
实际上都是美国两党围绕 11 月大选展开
的博弈。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内政部的新规定
只适用于美国联邦公共土地，而这些土地
生产的油气不足美国油气总产量的10%，因
此，新规定的象征意义明显大过实质意义。
美国舆论认为，美联邦政府此举无异于帮
助拜登赢得更多支持，为11月大选铺垫。

《金融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为在
大选前获得更多“绿色选票”，今年以来连
续采取行动针对油气行业。拜登的竞选承
诺是加速绿色转型，但其任期内原油和天
然气产量持续增长，美国去年油气产量位
居全球首位。

据了解，能源领域一直是美国两党博
弈的主阵地，民主党试图通过向油气行业
开刀以获得更多“绿色选票”，共和党则一
直鼓励大力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呼吁为油
气行业“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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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林

近日，哥伦比亚政府宣布，今
年下半年将开启第一轮地热能
项目招标，以进一步探索境内地
热资源开发潜力。无独有偶，萨
尔瓦多也在近期宣布，将加大地
热资源开发，推动本土地热能应
用。随着拉美各国能源系统脱
碳进程提速，低碳、稳定的地热
能吸引了大量关注，已成为该地
区开发清洁能源的最新“热点”。

■■ 多国启动地热开发

今年 1 月，哥伦比亚政府为
石油生产商 Parex　Resources 发放
了该国首个地热发电项目许可，
该项目产能将从此前预计的 15
—60 千瓦增长到 120 千瓦。随后
几个月，哥伦比亚政府多次表态，
将加大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根据
哥伦比亚地质服务局 SGC 发布
的数据，初步测定哥伦比亚境内
地热资源潜力可达到 1170 兆瓦。

为 扩 大 地 热 能 应 用 ，哥 伦
比 亚 国 家 碳 氢 化 学 物 管 理 署
ANH 近期表示，哥伦比亚将考
虑在该国火山地区开发地热资
源 ，确 认 有 足 够 的 资 源 潜 力 后
将推动商业化项目开发。

地热能作为低碳可再生能
源，在发电、供热等领域利用前景
巨大，近年来不断获得关注。不
仅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
哥斯达黎加等国地热能项目规模
也在不断增长。

今年 1 月，萨尔瓦多也宣布，将扩大地热
能项目开发。据萨尔瓦多水利部门消息，该
国目前计划在两个地热资源丰富的区域开启
项目建设，并将探索更多资源空间。墨西哥地
热能项目开发更是由来已久，据 BNAmericas
报道，截至今年4月，墨西哥地热开发总装机
容量达到 964 兆瓦，最大的地热能项目装机
量达到 720兆瓦。

市场研究机构睿咨得能源统计显示，目
前，拉丁美洲地区已探明的地热资源总量可达
33吉瓦，其中，墨西哥、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
三国资源总量占 75%，然而，各国已开发的项
目容量仅为2吉瓦，开发比例不足10%。

■■ 丰厚资源支撑产能增长

多家能源研究机构指出，随着各国能源
转型进程提速，拉美国家地热项目规模预计将
快速上涨。

据睿咨得能源预测，到 2027 年，拉丁美
洲地热领域投资将从目前的 5.7 亿美元飙升
至 13 亿美元，增幅超过 100%。随着投资落
地，该区域内地热发电装机容量有望快速增
长到 1.4吉瓦以上。

国际能源署在《拉丁美洲能源展望》报告
中也指出，拉美地区拥有庞大的可再生能源
发展机遇，不仅有丰厚的风光资源，在安第斯

山脉还有巨大的地热能开发潜
力。对拉美国家来说，开发地
热和水力发电资源并将其整合
入能源系统，将大幅降低这些
国家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提高能源自主水平，更能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拉
美各国地热能开发模式来看，
地热能项目不仅可提供热力能
源，更能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以最大化项目产值。以萨尔瓦
多为例，该国能源公司“火山能
源”和 Luxor 科技公司在去年底
宣布，将在火山熔岩附近收取
地热能资源 ，并为比特币“挖
矿”项目提供能源支持。

此外，地热能与锂资源的
协同开发同样获得关注。睿咨
得能源指出，在地热资源区开
发锂近期迎来了技术新突破，
这也意味着拥有地热资源的地
区将能以更高效的方式经营这
一丰厚的自然资源。在开发地
热 资 源 的 同 时 实 现 锂 资 源 开
采，对拉美国家来说也将是双
重收益。

■■ 呼吁多方协同加大投入

虽然地热能资源开发潜力
巨大，但睿咨得能源也指出，要
充分释放地热资源潜力，各国
不仅需要技术进步，更需要相

关规范框架以及市场支持，而前期高昂的成
本支出成为地热能项目发展的主要挑战。

业界认为，长期来看，地热资源所在地区
大多交通不便，连上电网基础设施相对困难，
投入将十分巨大。睿咨得能源高级分析师
Shruti Raghuram 指出，拉美地区地热能开发
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地热能项目正面临
来自风光等现有低成本可再生能源的竞争；
另一方面，还需要解决前期勘探和基础设施
建设过程中巨额初始投资挑战。

据 BNAmericas 网站报道，为获取更多资
金，墨西哥作为拉美地区地热开发的“先行
者”，已多次讨论为地热开发提供公共资金支
持。墨西哥地热协会也多番提议，希望从该
国石油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补助地热勘探开
发。墨西哥地热协会会长赫伯·迪兹·莱昂表
示，地热需要财政激励来促进勘探开发，这些
资金可来自石油工业和国家收入，墨西哥石
油公司和石油工业原则上可提供脱碳资金来
鼓励地热勘探。

在国际能源署看来，拉美地区拥有丰富
的化石燃料资源，对于化石燃料生产商来说，
推动海上风电、碳捕捉技术以及地热能等领
域的多元化开发，或是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手
段。该机构同时建议采取更广泛的行动，确
保资源开采行动为当地社区带来切实利益，
利用地热能电厂的废水生产锂便是一大协同
作用、扩大产值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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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通过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法案

欧盟电改瞄准稳电价
■本报记者　王林

4 月 11 日，欧洲议会以 433 票赞
成、140 票反对、15 票弃权的结果，通
过了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法案。该法
案将稳定电力市场和保护普通消费
者置于首要位置，并在此基础之上推
动可再生能源快速、大规模部署，同
时建立了新的市场机制以缓解能源
危机。

■■ 稳定电力市场

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法案凸显出欧
盟稳定电价的决心，寻求确保能源生
产商和消费者双方都可以从可预测的
价格中受益。值得关注的是，该法案
明确要求，电力供应商和客户发生纠
纷时不能自行切断电力供应，以此保
护消费者尤其是最弱势群体。

事实上，欧盟委员会去年就提出
重新设计电力市场运营规则，以此加
强欧盟对电力批发市场的保护。欧
盟委员会表示，改革是为了让欧盟能
源市场更具弹性，使欧洲消费者和企
业的能源账单更加独立于短期市场
电价。

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法案通过差价
合约稳定价格。根据差价合约条例，
在对低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
能）进行新投资时，欧盟成员国政府事
先同意电力生产商预先设定价格范
围，当市场价格高于商定价格范围时，
电力生产商必须偿还部分收入；当市
场价格低于价格范围时，监管机构可
以对电力生产商予以适当补偿。在不
适用差价合约的国家和地区，欧洲议
会鼓励推广购电协议。

油价网指出，欧盟电力改革法案
旨在降低电价对波动较大的化石燃料
价格的依赖，保护消费者免受价格飙
升影响，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

欧洲议会表示，电力市场改革是
为了帮助消费者获得更稳定、更长期
的合同，同时禁止电力供应商单方面
改变合同条款以及削减对弱势客户的
电力供应。

■■ 应对能源危机

除了差价合约条例，电价危机机
制也是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法案主推
的措施之一。电价危机机制是指在
电价被异常推高的情况下，欧盟可以
宣布区域性或欧盟范围内的电价危

机，允许成员国采取临时措施，为中
小型企业和能源密集型工业消费者设
定电价。

俄乌冲突爆发引发广泛能源危机
之后，欧盟一直寻求改革电力市场运
作方式，以避免重蹈覆辙。

为了尽可能从容应对能源供应危
机，欧盟电力市场改革法案还对化石
燃料发电宽容以对。该法案将发电站
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延长至 2028 年，相
当于允许成员国对煤电和天然气发电
予以补贴。不过，该法案仍要求行业
对甲烷排放进行控制。到 2027 年，欧
盟将禁止排放和燃烧甲烷。

此外，为了增加电力系统灵活性，
欧盟成员国必须评估供应商需求，为
非化石能源生产设定目标，并努力建
设储能系统。

■■ 电网升级刻不容缓

与电力市场改革并行的还有电网
升级。欧盟计划到 2030 年将可再生能
源发电占比提高至 42.5%，基于此，亟
需尽快升级和加强输电网络和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同时寻求内部电力市场
互联互通，确保可以在能源危机期间
实现稳定电力供应。

事实上，电网容量不足已经开始
威胁欧洲能源转型。独立能源智库
Ember 最新分析发现，许多欧洲国家
的电网规划无法匹配各自 2030 年风
能和太阳能发电目标，如果不尽快调
整和改善，将有大量“风光”电力“无处
安置”。

在 Ember 研 究 的 26 个 欧 洲 国 家
中，有 11 个国家的电网没有足够能力
承受预期中的“风光”电力并网，电网
升级已经刻不容缓。

2023 年 年 底 ，欧 盟 委 员 会 公 布
《电 网 行 动 计 划》，拟 投 入 5840 亿 欧
元，用于检修、改善和升级欧洲电网
及其相关设施。欧盟委员会表示，欧
洲电网面临新的重大挑战，为满足日
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电网全面整修势
在必行。

《电网行动计划》主要聚焦电网升
级，特别是跨境电网的升级，使其可
以更好整合不同国家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满足更多清洁电力入网需求。
同时，欧盟希望凭借该计划吸引更多
投资，实施更多电力电网项目、改善
电网项目融资渠道、保护电网供应链
等，以提高电网运营透明度并改善电
价。此外，欧盟希望进一步加快项目
审批进程，敦促欧洲投资银行等机构
提供新的融资工具，鼓励更高效运行
电网。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约 40% 的
配 电 网 已 经 使 用 超 过 40 年 ，到 2030
年，跨境输电容量将翻一番，欧洲境
内电网必须适应更加数字化、分散化
且更具灵活性的系统，跨境电网尤其
需要具备大量可再生电力传输能力。
为此，欧盟打算引入监管激励措施，
包括要求成员国分摊跨境电网项目
成本等。

据了解，《电网行动计划》首批 166
个跨境电网项目，将助力欧盟电网容
量到 2030 年增加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