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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非常规能源规划与开发利用政策研究
邓 旭 1，姚亚明 2

（1.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金融风险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2.中控国际资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06）

摘 要：为鼓励更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能源企业积极进入非常规能源领域，特需要制定一系列综

合配套扶持政策，从而达到三个一体化——地质理论、工艺技术、资金支持一体化，勘探、开发、利用一体

化，人才培养、科学管理、政策扶持一体化。在研究中，从对国内外非常规能源成功与受挫的方面来研

究，指出资源基础、开采技术、政策扶持三大因素应有机统一；从对新疆非常规能源现状、问题及未来发

展趋势情况来研究，将非常规能源纳入新兴战略产业、增加对新能源的投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非常规能源；开发利用；政策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8）12-18-6
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18.12.003
Study on the Policy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Unconventional

Energy in Xinjiang
Deng Xu1, Yao Yaming2

(1.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Risk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eijing 100871;
2. China-ZK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Investment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06)

Abstract: In order to encourage mor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and
energy companies to actively enter the field of unconventional energy,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a series of com⁃
prehensive supporting policies,so as to achieve three integrations—— integration of geological theory,technolo⁃
gy and capital support,integration of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and Integration of personnel train⁃
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support,In the study,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uccess and frustration
of unconventional energy at home and abroad,the three factors of resource base,mining technology and policy
support were pointed out to be unified,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unconven⁃
tional energy in Xinjiang were studied,and unconventional energy was included in the newly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ies,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new energy,and implement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Key word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Xinjiang; unconventional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oli⁃
cy

新疆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枢纽，作为常规

能源、新能源特别是未来非常规能源大区，迎来了千载难

逢的又一重要发展机遇。加快新疆非常规能源勘查、开发

及利用步伐，对不断改善能源结构，提高新型能源利用程

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促进非常规能源领域如何

快速发展，可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成功经验：全面放开

市场，鼓励个人、私企、地方经济积极介入，充分发挥他们

在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上的优势以及灵活性，进军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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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能源的勘探、开发、利用领域，以加速我国非常规能源的

发展。该朝阳产业能在新疆解决较大数量各民族人员就

业问题，促进新疆经济健康、持续和较高速度增长，提高各

族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建设大美新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添油加气。

围绕着新疆非常规能源机构、政策、资金、人才、技术、

勘探、开发、利用方面，着重开展以下任务。其一，政策。

制定自治区非常规能源战略，编制规划方案，出台相关鼓

励、优惠和帮扶政策；其二，技术。成立机构，组织、引导、

联络区内外相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能源企业，开展非常

规能源勘探开发利用技术研究、研发、转化、应用；其三，经

济。设立协会，组织非常规能源的专项发展基金，银行无

息贷款、社会资金入股、发行非常规能源债券，从资金上保

证非常规能源研究在疆内的全面铺开。

调查分析新疆非常规能源种类（以煤层气、页岩气、油

页岩为主）、分布（以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哈盆地为

重点）、资源规模、地质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勘探开发利

用的技术问题（埋藏较深的长距离段水平井钻井工艺、大

型水平分段压裂技术、地下进行油页岩开采工艺等）。在

上述情况下，预测分析非常规油气产量、投入情况、回收周

期、投入产出比等，预测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油价、测算经济

效益、分析社会效益，以及对配套辅助产业、解决就业情

况、地方经济带动效益等进行分析。为此，制定科学、合

理、长期的非常规能源发展战略，打破垄断，积极鼓励各类

企业进入，多种渠道募集资金，先期进行全方位补贴等。

非常规能源是我国新疆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满足能源需求、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讲，新疆的非常规

能源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有许多制约非常规能源开发

利用的瓶颈需要突破。例如，缺乏完善的、促进非常规能

源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支持体系，既缺乏战略意义上非

常规能源发展规划，也缺乏支持非常规能源发展的政策

支持体系；非常规能源科学研究滞后，技术创新薄弱；资

金短缺，融资能力薄弱；非常规能源产业化和商业化程度

低等。针对这些问题，新疆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推进非

常规能源的发展［1-3］。

1 新疆非常规能源研究的意义

只有当国家和自治区针对非常规能源的特殊性——

重要而复杂，制定出相应的一系列特殊政策，鼓励人们积

极地投身到这个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新兴行业之

中，才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才、技术、资金，其意义在于不仅

可以创造经济效益，还会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主要表

现如下。

1.1 新丝绸之路新亮点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中亚，提出建设新丝

绸之路经济带，加深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新疆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重要枢纽，作为常规能源、新能源特别是未来非常规

能源大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又一重要发展机遇。加快

新疆非常规能源勘查、开发及利用步伐，对不断改善能源

结构，提高新型能源利用程度，建设美丽新疆，造福新疆

各族人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第一，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第二，改

善投资环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第三，循环综合利用，实

现低碳绿色发展；第四，有利于疆内能源地质与工程技术

人才培养；第五，能提供各层次大批就业岗位。

1.3 产业带动效应显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炼制、利

用以及理论、方法、技术三创新综合配套示范工程，与战

略性新兴产业关系密切，成功实施将带动新疆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有效调整产业结构［4-5］。

2 新疆非常规能源产业现状

2.1 非常规能源资源基础

非常规能源是相对于常规能源来说的。常规能源和

非常规能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都产自沉积盆地

中。可以说没有沉积盆地就没有这些能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全国常规能源大区（煤炭、石

油、天然气），相应地，非常规油气资源亦十分丰富。新疆

不仅盛产丰富的油气、煤等常规能源，有 1.6万亿吨煤、

200～400亿吨石油（含天然气），而且还蕴藏有资源潜力

巨大的页岩气、煤层气、油页岩等非常规能源。

①新疆页岩气预测资源量超过26万亿立方米，占我

国页岩气资源量的20%以上。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的

海相页岩、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海陆过渡相页岩、

准噶尔盆地和吐哈盆地的陆相页岩层中。

②新疆煤层气资源量达9.5万亿立方米，占全国煤层

埋藏深度 2 000m以浅的煤层气总资源量 36.81万亿立方

米的21.7%。主要分布在三大盆地和伊犁等中小型盆地。

③新疆油页岩资源潜力十分巨大，达1 200亿吨。其

中，作为全国三大含油页岩盆地之一的准噶尔盆地，仅其

东南缘油页岩资源就达548亿吨［5-7，22］。

2.2 新疆非常规能源开发利用现状

2.2.1 煤层气。①“十二五”工作成效显著，为“十三

五”奠定坚实基础。新疆煤炭资源十分丰富，高居我国首

位，相应地煤层气资源也十分可观。从各省的资源分布

来看，我国有煤层气资源的省区市按照资源量大小排序

为：新、晋、陕、冀、豫、皖、辽、吉、黑、蒙、云、贵、川、渝、湘、

赣、鄂、甘、宁、青、苏、浙、鲁、桂等。其中，新疆煤层气资

源量位于全国第一位。

新疆非常规能源规划与开发利用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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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扬起院士研究结果表明，预测埋深2 000
米以浅的煤层气总资源量达9.5×1012m3。其中，准噶尔盆

地 3.542 8×1012m3，吐哈盆地 2.625 6×1012m3，三塘湖盆地

1.37×1012m3，伊犁盆地 1.219 1×1012m3，塔里木盆地 0.43×
1012m3，焉耆盆地0.41×1012m3。新疆煤层气勘探开发起步

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新疆在

煤层气资源勘察、前期规划、行业规范、配套设施等方面

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完善。

2015年，新疆完成重点地区煤层气资源潜力调查与

评价，优选一批煤层气开发有利目标区和远景区，启动

1～2个开发示范工程。到2020年，基本完成煤层气资源

潜力调查与评价，新增探明地质储量800亿立方米。

②新疆低煤阶煤层气开展显现出非常好的发展势

头。低煤阶煤层气资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望成

为新的研究热点和煤层气勘探开发新领域。新疆煤炭资

源占全国 40%，且都是中低煤阶，特别是以低煤阶为主，

这就为下步新疆全面开发利用煤层气提供了理论依据和

实际示范。

2013年，新疆科技厅组织启动实施了自治区“十二

五”重大科技专项“新疆阜康低阶煤煤层气开发关键技术

研发与应用示范”。2013年 3月成功点火采气的参数及

生产试验井CSD01单井日产量由 2 500多立方米到 2014
年6月最高日产量17 000立方米，而且继续呈平稳态势，

有望创造全国定向立井单井产量最高纪录［12-16］。

2.2.2 页岩气。通过“新疆页岩气资源评价、目标选

区、开发利用综合物探、（水平）钻井、压裂配套应用技术

开发及示范”项目的开展，初步搞清新疆海相、海陆过渡、

陆相三套页岩的沉积时代、分布范围，认真分析页岩矿物

组成、有机碳含量、有机质热演化以及页岩厚度、连续性

等，预测页岩中纳米级孔隙、裂缝分布与定量分析技术，

探讨页岩气吸附、游离、解析扩散、富集机理与评价方法，

制定页岩气测井、地震岩石物理响应与检测技术标准，仔

细研究页岩气形成条件、分布规律、资源预测、有利区块

评价、开采目标优选。与此同时，开展页岩气水平井、压

裂、完井等一体化井筒技术应用，进行井网密度优化与单

井最大采出量分析，制定新疆埋深条件下页岩气评价工

业标准、储量规范等。

①项目实施地点。主要包括三大盆地和三塘湖、焉

耆、伊犁等产油气（或有油气显示）的中小型盆地。

②主要任务目标。查明页岩发育及分布：重点对上

述三大、三小 6个含油气盆地，进行地层展布、沉积相带

的分析，查明 3个相带（海相、海陆交互相、陆相）页岩的

发育及分布情况；开展资源评价：分析页岩生、储烃参数，

研究页岩气形成条件、富集情况，搞清资源潜力、分布规

律；进行区块优选：综合多种地质因素并结合工程条件，

综合进行排队、评价、分析，开展区块优选；钻探获得突

破：打井获取参数、深化研究认识，钻井、射孔、压裂，获取

产量、产能数据；编制开发方案：根据试采情况，分析产能

及其寿命，科学制定合理开发方案；全面投入生产：按照

开发方案，钻探生产井组，规模压裂改造，科学进行生

产［17-19］。

2.2.3 油页岩。①准噶尔盆地。2012—2013年中国

地质调查局开展了“新疆博格达山北麓油页岩重点远景

区”调查项目，初步查明了该区油页岩的成矿条件、分布

和富集规律，初步预测了全区油页岩的远景区，评价了油

页岩资源潜力，提出有利目标区。本次共预测油页岩资

源量为 591.69×108t，其中查明资源储量 18.46×108t，潜在

资源量573.23×108t。新一轮资源评价新增油页岩资源量

为44.68×108t，其中新增查明资源储量13.87×108t，新增潜

在资源量30.82×108t。
2013年实施的一期工程位于石长沟矿区，预计总投

资 43.4 亿元，运营 22 年，每年开采油页岩原矿矿石

1 100×104t，年产页岩油 47.8×104t，现正在处于试运行阶

段，这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油页岩生产项目，二期工程将建

厂吴家湾矿区。

②吐哈盆地。在吐哈盆地北部的台北坳陷北缘的中二

叠统塔尔朗组厚层暗色泥岩中发现了巨型含油钙质结核，

并见油页岩，但该盆地油页岩资源调查工作基本未展开。

③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和西南缘石炭系

——侏罗系均发育有油页岩资源，但发育的具体层位尚

不明确，资源规模不确定，尚需做系统地质调查工

作［20-22］。

3 国内外非常规能源政策分析

3.1 国外非常规能源开发成功经验与做法

尽管各国的非常规能源资源条件和政策等有所差

别，非常规能源产业发展的状况有所不同，但国外非常规

能源的成功开发和快速产业化发展，尤其是美国和加拿

大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方面表明非常规能源资源的开发

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是可行和现实的；另一方面显示非常

规能源产业会随着理论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断发展壮大。

3.1.1 立法税收政策到位。美国非常规天然气的快

速发展与政策的扶持有直接关系。国家立法和税收给予

了非常规天然气发展很大的支持。在这一系列政策扶持

措施的推动下，页岩气勘探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果，有效地

推动了美国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的增加，用不到20年的时

间增长到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30%以上。

3.1.2 中小企业先行先试。美国充分鼓励非常规能

源勘探开发领域的竞争，注重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在

非常规能源开发上形成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有机接替、

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有机结合、产业链各环节资本高效流

新疆非常规能源规划与开发利用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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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开发体制。

3.1.3 各种技术配套跟进。美国在页岩气开发技术

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已形成水平井加多段压裂技术、清水

压裂技术和同步压裂技术等先进的开采技术［7-9］。

3.2 我国非常规能源开采与政策

当前，我国明确了未来能源政策的三大取向，即调整

能源规划、完善法律法规和加强国际合作。加快能源勘

探步伐、提高能源自给能力则是我国保障能源安全的一

贯政策。伴随着国际油气价格的不断走高，国外开采和

进口油气又遇到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迫使新疆将

重点转移到国内非常规能源上来。

一系列在增值税、进口关税、采矿权收费和矿区使用

费方面实行优惠的政策已经出台，同时，对煤层气研究提

供资金补助或贷款贴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台的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年本）”就充分体现了这一

精神，该文件将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新能源勘探及开

发研究列入鼓励类投资目录［8-11］。

4 新疆非常规能源政策研究的具体思路

4.1 坚持煤层气、页岩气优先开发利用

由于新疆常规能源较为丰富、新能源发展快速，加之

地缘上靠近中亚，中亚进入我国原油并在独山子炼厂炼

制，天然气也优先考虑新疆。因此，客观原因导致新疆非

常规能源发展相对缓慢，仍处于初级阶段。即使如此，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十分重视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利用，

不但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还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更

为优惠的政策，为非常规能源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10-13］。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1 煤层气。2010年以来，适应性开采技术的引

进以及补贴和气价调整政策共同提升了开采环节盈利，

从而促进产业投资不断加大，煤层气产业形成了盈利—

投资的良性循环。作为一种非常规清洁能源，煤层气产

业投资大幕已经在新疆拉开。技术、投资、政策三重发力

助推新疆煤层气产业。

①技术为煤层气产业爆发提供可能性。技术是变革

的核心。历史上任何一次能源供给的革命无不以提高生

产效率的技术为新起点。②投资+政策是拉动煤层气产

业爆发的必要条件。适应性新技术的开发和改造只为大

规模采气提供了可能性。而实现煤层气的商业化大规模

开采、拉动产业链的整体活跃却需要投资和政策的鼓励。

煤层气开发既是能源问题，也是环境问题。因此，鼓

励煤层气开采具有双重意义，优惠政策出台只是时间问

题［5-9］。

4.1.2 页岩气。①增强科技攻关的针对性，自主创新

页岩气开发关键技术。新疆独特的页岩气资源条件决定

新疆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需要加强对钻完

井、储层改造等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攻关。紧抓科技攻

关，通过实施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在页岩气资源评价、地

球物理勘探、钻完井和压裂技术、气藏工程和采气工艺、开

采环境评价和保护技术等方面，争取早日实现突破。

②加强页岩气地质调查与研究，夯实资源基础。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自治区应继续加强全区页岩气地质

调查评价和基础研究工作，着力不断落实页岩气资源，建

议在实施国家地质找矿战略行动中，设立新疆页岩气地

质调查评价专项。评价新疆页岩气资源潜力，预测并评

价优选页岩气富集的有利区域，降低商业勘探风险，促进

页岩气开发［7-13］。

4.2 坚持落实国家政策与制定具体方案结合

国家已经制定的有关煤层气、页岩气相关政策，在新

疆全部适用。与此同时，可结合新疆非常规能源地下地

质特殊性、地表地面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编制新疆页岩

气、煤层气具体实施方案。

4.2.1 切实落实和完善煤层气、页岩气价格和财税

政策。一是切实落实煤层气由市场定价的原则，二是提

高财政补贴标准，三是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四是

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

4.2.2 加快拓宽煤层气、页岩气开发投融资渠道。

在自治区层面，建议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煤层气、页岩

气的风险勘探，或者通过建立煤层气、页岩气产业发展基

金等形式解决页岩气、煤层气风险勘探资金缺乏的问题；

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煤层气开发利用研究的支

持力度，鼓励保险公司为页岩气、煤层气开采企业提供财

产、产品责任等保险服务。

4.2.3 健全煤层气、页岩气开发利用标准体系。进

一步完善煤层气、页岩气标准体系，尽快研究出台煤层气

和页岩气勘查、钻井、压裂、开采、集输、利用等方面标

准。一是要研究编制煤层气、页岩气标准制订和修订规

划。二是要加强煤层气、页岩气标准制定机构力量，引进

优秀技术人才，完善专业知识结构。三是要进一步研究

拓宽标准研究经费渠道，加大煤层气、页岩气标准资金投

入［8-11］。

4.3 坚持一个中心、两项重点、三个一体化

新疆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推进非常规能源的发

展。不但看到非常规能源的经济效益，更应看重社会效

益，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的目的。

为此，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即：一个中心——非

常规能源政策，两项重点——非常规能源技术、经济，三

个板块——科技创新产业园、开采利用示范区、资金筹措

新联盟。达到 3个一体化——勘探、开发、利用一体化，

地质理论、工艺技术、资金支持一体化，人才培养、科学管

理、政策扶持一体化。同时，要做到：①鼓励各种企业，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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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开放市场；②吸纳社会资金，银行无息贷款；③实行价

格补贴，税收必须优惠；④制定人才政策，吸引专业人才；

⑤引进与研发结合，带动装备制造；⑥加大培训力度，扩

大人员就业。

由于新疆非常规能源成藏条件、分布规律有其独特

的地质特征，在开发难度上面临着比美国更加复杂的技

术和环境问题，与四川等地相比，开发方面的问题也较

多。因此，建议无论是在地质理论、开采工艺、组织管理

还是具体实施等方面都要及早筹划，统一部署［1-6］。

5 取得的主要成果

本研究以国内外非常规能源资源现状为基础，以勘

探、开发、利用技术为关键，以政府支持、补贴、优惠政策

为核心，采用国内同国外类比，新疆和其他地区类比，加

之新疆非常规资源特点、技术工艺难点、投资政策热点，

全面系统科学开展研究。

5.1 研究结论

5.1.1 在地质资源方面。页岩气：黏土矿物含量小

于 50%的页岩分布区；微裂缝发育区的预测和评价。煤

层气：高含气量区块的评价；高渗透性煤层的预测。油页

岩：成矿富集带的预测；井下开采方法的选择。

5.1.2 在工艺技术方面。页岩气：长距离水平段、多

级次页岩层段的压裂工艺；煤层气：适合弱成岩煤层的压

裂；油页岩：提高出油率的炼制方法。

5.1.3 在政策扶持方面。非常规能源在开发初期往

往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如果仅依赖于市场的价格调节，

页岩气等非常规气在开发初期很难获得盈利。

5.1.4 在商业化开发方面。充分发挥新疆非常规能

源特色，走出一条新的页岩气、煤层气开发利用路径。

虽然新疆煤炭资源量很大，但是煤炭产量却相对不

高，主要原因就是新疆煤炭大规模开采启动比较晚。正

因为如此，新疆大部分煤炭处于原始状态，这对地面进行

煤层气开采十分有利，加之许多煤矿正处于新的建设阶

段，有些虽然建好了，但由于煤炭价格降低也还在徘徊观

望，这时候采气对他们影响不会很大。因此，新疆也有矿

权重叠问题，但是不像其他省份那样突出。所以，新疆煤

层气应是地面开发为主。

在页岩气方面，由于页岩气与常规油气的关系十分

密切，加之新疆常规油气较为丰富，绝大部分页岩气实际

上也就分布在常规油气范围之中。因此，新疆开发页岩

气的路径应和其他省份，特别是缺乏常规油气的省份有

所区别。加大与中石油、中石化的联系，页岩气与页岩

油、致密油气（甚至包括稠油、油砂等）同时勘查、一起开

发、共同利用。一方面，加快页岩气开发速度；另一方面，

提高了资源利用的程度。所以，新疆页岩气的开采重点

应是以页岩气为主的非常规油气同步开采利用［12-22］。

5.2 研究取得创新成果

一是开拓了由相关地质、工程、经济技术人员全面、系

统分析评价的模式，对国内外非常规能源资源赋存特点、

开发利用现状、成功经验及失败案例进行调研分析，结合

新疆非常规能源地下、地面实际情况，对地质和工程人员

技术现状以及能源开发利用前景等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是对资源进行摸底、潜力分析以及有利区预测，对

水平井钻探、分段压裂、排采的施工工艺进行公关，对气

（油页岩的提炼）的发电、液化、进管网的下游利用进行调

研，创新政府指导、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支撑、政府企业社

会共同出资、企业实施的运作模式，形成政府价格补贴、

税收减免、设备进口优惠的综合、配套、一体化方案。

三是制定了一个中心——非常规能源政策，两项重

点——非常规能源技术、经济，三个板块——科技创新产

业园、开采利用示范区、资金筹措新联盟的推进机制。达

到3个一体化——勘探、开发、利用一体化，地质理论、工

艺技术、资金支持一体化，人才培养、科学管理、政策扶持

一体化［8-11］。

5.3 提出了实现商业化的路径

5.3.1 建立机构，统筹自治区非常规能源开发、利

用。在自治区层面成立非常规能源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科学可行的非常规能源专项规划，统一部署非常规

能源的勘探、开发、利用。做到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三种

能源并进、南疆北疆一起、勘探开发一体、示范商采同

步。下设职能部门，负责规划的编制、项目（重大公关、示

范区）的设立、矿权的管理（登记、出让）、政策的制定（贷

款优惠、贴息、价格补贴、税收减免或优惠、设备购置关

税）、标准规范的出台等。

5.3.2 创立基金，负责勘探开发所需缺口资金的募

集。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给新疆的机遇，抓

紧创立新疆非常规能源基金，利用新疆非常规能源资源

的优势以及即将制定出的多种优惠政策，吸引各类社会

资本，向新疆非常规能源基金注入。以弥补新疆前期资

金紧张、缺口较大的问题。从而使新疆非常规能源勘探、

开发、利用能够及早运行起来。

5.3.3 办立园区，负责人才引进、设备研发、工艺创

新。建议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立非

常规能源工业园区，以期提升新疆非常规能源自主研发

与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利用新疆工程学院获批的自治区

首批非常规能源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招收博士后，吸引

国内外人才，鼓励他们来创业、成才，从而为新疆发展做

出贡献；建立自治区级非常规能源重点实验室，开展岩石

力学性质、五敏、煤层气解吸等实验及烃类检测；成立新

技术研发中心，包括超深钻机、水平井导航和钻具、二氧

化碳和氮气压裂、油气层保护液、快速破胶胶体、电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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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设备、高灵敏传感器、大型压裂车等研发与生产［1，10-11］。

6 结论

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是当前世界热点，也是新疆

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中央新疆经济工作会议为指

针，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契机，以发展新疆绿色经

济为重点。

6.1 紧密围绕国家和自治区能源战略

依靠科技进步，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三五”总体

发展规划目标为指导，以设立的专业机构和重大项目规

划为指导，统筹协调非常规能源的勘查、示范和开发工

作；以非常规能源协同创新中心为综合研发协作平台，汇

聚国际国内非常规能源的人才和技术；以重大项目启动

和实施为手段，集聚疆内外相关企业合作开发；以三大示

范实验区为载体，实现在关键技术和工艺上的突破。最

终实现新疆非常规能源的商业化开采，建设大美新疆。

6.2 适应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深

刻变化

将新疆建设成为全国特色鲜明、经济效益好、竞争力

强、产业体系先进的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绿色环保基地

以及全国非常规能源大型研发、试验、开发、利用示范区。

6.3 解决新疆在开发非常规能源方面的关键技术

和工艺、重大理论和实践难关

实现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创新理论、方法、技术，实

现一体化、基地化、大型化、现代化和集约化发展，达到资

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的，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

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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