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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材料公司Z轴碳纤维
获1350万美元融资

美国波士顿材料公司近期宣布其Z轴碳
纤维技术新获1350万美元股权融资，意味着
公司将加速在半导体市场扩张，并巩固其在
航空航天领域的既有优势。

波士顿材料公司以其创新的Z轴碳纤维
技术而闻名。该技术通过垂直排列碳纤维的
方式，显著提升材料在能量传输方面的性
能。该公司的新型轻量化材料具有优异的散
热性能，适用于数据中心、飞机、电动车等领
域。波士顿材料公司曾与德事隆系统公司合
作开发了用于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热保护系
统，并将其技术扩展到氢燃料电池市场，用于
提供Z轴碳纤维双极板。

此轮融资将帮助波士顿材料公司进一步
强化其在全球半导体和航空航天这两个高增
长行业中的布局。

燕春晖 译自《复合材料世界》

2024年全球煤炭消费量
达到87.7亿吨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2024 年煤炭报
告》指出，2024年全球煤炭需求比 2023年增
长1%，达到87.7亿吨，再创历史新高。

2024年，欧盟和美国的煤炭需求下降速
度低于 2023年，中国煤炭需求约增长 1%，印
度增长5%以上。国际能源署指出，全球煤炭
需求的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近
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的蓬勃发展，煤炭在中
国发电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下降，但中国的煤
炭发电需求仍然强劲，去年煤炭发电量占中
国发电总量的60%左右。

在全球电力需求持续激增的背景下，随
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持续增加，全球
煤炭消费量将趋于平稳，预计到 2027 年达
峰。短期来看，极端天气事件、新兴经济体煤
炭消费趋势等因素，将给煤炭需求侧带来重
大影响；中期来看，全球电力需求增速和增
幅，将是影响煤炭消费的重要因素。

李 峻 译自油价网

2025年挪威油气投资
将创历史新高

挪威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机构 Offshore
近日表示，预计挪威石油和天然气企业 2025
年的投资将达创纪录的2750亿挪威克朗（约
合1778亿元人民币），高于2024年的2637亿
挪威克朗。

2024年底，Offshore预计挪威石油和天
然气企业 2024年和 2025年油气投资分别为
2400亿挪威克朗和 2259亿挪威克朗。预测
投资增加的主要因素包括成本上升、多个油
田开发加速、现有油气田增加钻探等。挪威
海域 2024年开钻 41 口探井，计划 2025年开
钻45口，将创201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挪威是西欧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国，日产量超过 400万桶石油当量。挪威计
划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扩大产量。Offshore
还预计，2025 年的高峰之后，挪威油气投资
将逐渐下降，2026年将达 2510亿克朗，2029
年达2030亿克朗。 王英斌 译自路透社网站

2030年化石燃料将占
东南亚能源结构的70%

据全球能源化工行业市场信息服务商安
迅思预测，到2030年，化石燃料仍将占东南亚
能源结构的70%，但碳捕集与封存（CCS）项目有
助于该地区实现碳排放目标。

安迅思提出，预计到 2030 年，东南亚将
成为世界第四大区域经济体。目前，在经济
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东南亚约 80%的能源需
求依赖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的
比例较低，不到能源需求总量的五分之一。

东盟能源中心副执行主任贝尼·苏尔亚
迪表示，东南亚目前的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
源仅占 16%，远低于 2035年 22%的目标，经济
发展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是该地区难以脱
碳的原因。在这种背景下，CCS 有望帮助该
地区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碳中和。

国际能源署表示，东南亚需要在2035年
前将清洁能源投资增加至1900亿美元，以确
保气候目标的实现。

庞晓华 译自安迅思网站

巴西积极推进
公交行业电动化

巴西城市部部长贾德尔·菲略日前表示，
巴西正在通过积极引入电动公交车及其他碳
排放较少的车辆，推动公共交通低碳转型。
巴西推出的新版“加速增长计划”，拟投资
106亿雷亚尔（约合128亿元人民币）用于更
新该国20个州98个城市的公共交通车队，加
速全国公交行业的电动化进程。

截至目前，巴西公交车队中共有 681 辆
电动公交车，全国约20个城市拥有电动公交
车，拥有电动公交车的城市数量位居拉美地
区首位。 宗 合 译自巴西工贸部网站

回望 2024年，全球油气并购市场延续 2023年末以来的火热态势，并购主要集中在美国页岩油气盆地，在西方石油、切萨皮克能源等国际石油公司的“接力”之下，大额交易此起彼
伏，但后期热度略有降温，业内对其未来趋势亦有不同判断。本专题聚焦美国页岩油气并购热潮兴起的成因，展望未来发展趋势，以资为中国企业与相关行业发展提供借鉴。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由 李 昂 提供（作者单位：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北美主要页岩公司及资产收并购情况表

2023年 10月，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
龙公司以两笔高达 600亿美元的巨额收购
引燃并购市场，引领页岩资产交易额由“小
而散”向“大而集中”转变，交易标的从资产
交易向公司交易转变，开启了本轮北美页
岩并购浪潮。而近一年来，西方石油、
Diamondback 能源、切萨皮克能源和康菲
石油等公司接连发生大额交易，交易浪潮
仍在持续。这一并购浪潮的兴起和持续，
体现了页岩资源整合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经
之路。

北美页岩行业进入整合周期

从产业发展上看，以二叠纪为首的页岩
产区逐步成为美国油气生产主阵地。21世
纪初以来，美国页岩油气生产逐步常规化、
主流化，2023年美国页岩油、页岩气产量分
别增至约4.14亿吨、8357亿立方米，分别占
总产量的64%与78%，已经成为美国陆上油
气开发的主战场。其中，二叠纪（Permian）
盆地“独占鳌头”，日产600余万桶原油，且具
有充沛的探明储量，预计未来产量将占美国
页岩油产量的一半以上，成为本轮并购浪潮
的“发源地”与“必争之地”。

从周期上看，美国页岩业进入成熟阶

段，整合时机已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
国主要页岩产区矿权争夺已基本尘埃落定，
低成本钻井地点和位置所剩无几，但行业集
中度仍相对较低，盆地内中小型参与者众
多，竞争激烈。近几年，随着优质页岩库存
逐步消耗，单井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大规
模勘探开发的边际收益逐步递减。行业增
量空间收窄的同时，存量区块分散在大量小
公司手中，为行业整合提供了足够广大和优
质的资产池。在此情况下，行业发展逻辑发
生了转变。中小型生产商争夺优质矿权、优
选钻井地点、增加钻井钻机数量提升油气产
量以实现快速增长的模式不再适用。行业
逐渐过渡到大型油气企业主导下，并购油气
资产形成优质储量与协同优势，同时通过优
化钻井参数、提升压裂效率、构建立体开发
模式等技术创新措施获得效益产量的发展
逻辑上来，页岩资源整合成为行业发展的必
经之路。

从资源上看，页岩资产优势突出，是理
想的收购标的。据睿咨得能源测算，在世界
范围内所有待采的原油资源中，美国页岩平
均盈亏平衡价格低、资源开发周期短，为其
带来了投资回收快、内部回报率高、风险敞
口小等优势。此外，对美国公司而言，北美
页岩地缘政治风险小，单位碳排放强度低，

是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资源之一。

收购双方相互成就

对于出售方而言，随着页岩行业步入成
熟阶段，优质区块和构造基本开发完毕，市
场竞争越发激烈；叠加近年油价波动与加息
推高经营成本等因素影响，一些独立公司因
缺乏一体化、规模化优势导致发展受限，普
遍面临可持续发展困境与资本市场压力。
在中高油价环境下，面对大型企业的收购意
向，这些公司更愿意借机出售资产，实现平
稳着陆。

对于收购方而言，美国大型公司普遍采
取“归核化”发展战略，专注于油气主业，保
持较高水平油气业务投资，致力于提高油气
业务核心竞争力，以确保投资者回报和业绩
持续增长。他们希望锁定更多的油气储量、
进一步夯实油气产量基础，具有较高的上游
资产收购意愿。此外，当前的收并购交易大
多采用股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购
方的现金压力。

对交易双方而言，本轮收并购活动不仅
补强了油气资产，还整合了产业链，融合了
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区域协同和低碳技
术应用，降低了综合成本。

2023 年末以来，全球油气并购浪潮席卷了
北美各大页岩油气田，短期内仍将渐进延续。
本轮并购趋势的形成，是由油价的宏观走势、行
业发展因素以及企业战略选择共同作用的结
果，也为我国企业与相关行业发展提供了启示。

灵活的资本运作是国际石油公司实现资产
组合优化的重要手段。复盘本轮并购浪潮可以
发现，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在 2023年 10月精准
出击，瞄准了行业内最优质的资产（二叠纪盆
地、巴肯盆地和圭亚那深水），引领了行业并购
的新趋势，成为行业中“率先分蛋糕”的企业。
资本运作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石油公司“拿手好
戏”，比如“石油七姐妹”的并购重组、壳牌收购
英国天然气集团的经典案例以及近期的北美页
岩油气并购潮。在多年的发展中，国际石油公
司一方面通过敏锐的嗅觉与精准的估值抢占优
质资产，一方面持续评估并剥离非核心资产，保
持住了自己资产组合的竞争力。虽本轮资产交
易聚焦于北美页岩，我国企业涉足空间较小，但
其资本运作灵敏的嗅觉与灵活的手段值得我国
企业深入学习借鉴。

坚持一体化优势是国际石油公司实现长远
发展的关键因素。先锋公司、赫斯公司等资产
出售方，虽持有优质油气资产，在油价高位时仍
与大公司达成了交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界
能源转型演进下，纯上游企业因缺乏一体化、规
模化优势导致发展受限，对发展前景不乐观并
产生风险焦虑。以此为鉴，我国能源化工企业
应加强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企业转型与能源
多元化发展，提升公司抗风险、跨周期能力，实
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国际石油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源。回顾本世纪北美页岩产业迅猛发展
的历程可以发现，科技创新时刻处于主导地
位。“水平井+压裂”技术的出现促成了北美页岩
的大规模商业化开发。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迫
使各公司增强技术迭代创新与运营管理，依靠
立体开发等技术进一步降低开发成本。我国页
岩油气盆地较美国情况复杂，但发展潜力巨大，
我国企业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也应通过不
断的技术创新与迭代，推动页岩油气立体开发、
效益投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携手走出一条
适合自身发展的“中国道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油气行业
格局也正不断重塑。在此背景下，北美页岩并购
活动可能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先行指标”，折射出
大型油气公司战略选择的新动向，为我国能源公
司推动页岩油气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油气并购市场能否持续热潮涌动？？？？？？？？？？？？？？？？？？？？？？？？？？？？？？？

页岩行业趋势几何

页岩油气并购浪潮
对我国的启示

并购浪潮背后动因

编者按

（20亿美元以上）

数据来源：彭博终端（截至2024年11月）

评 论

全球油气并购“升温”现象2023年底已
出现，2024年这一趋势得以继续保持。并购
交易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北美，并继续由页
岩油气并购领衔。并购浪潮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美国的钻探活动，并呈现出地域横向转
移和产业链纵向整合的特点。综合判断，虽
然本轮并购热潮有所降温，但短期内仍将渐
进延续，并助力美国油气产量保持温和增长
趋势。

短期内上游钻探活跃度下降

近两年来，美国上游水平井钻机数量延
续下降趋势。截至2024年 11月初，美国水
平油气井共有 520 个，相比 2022 年同期的
711个下降了约26.9%。

分析并购潮对美国上游钻探带来的影
响，一方面，在行业整合中，出售方因资产出
售预期而投资意愿低迷，减缓甚至部分关停
了勘探开发活动；另一方面，收购方则因预
期的资本支出压力同样缺乏投资意愿，而产
储量又可从收购方得到补充，短期开展勘探
开发的动力弱，这种双向作用导致了美国短
期内钻探活动的减少。实际上，近两年巨头
公司与大型独立生产商合计钻机数量基本
保持在稳定水平，而中小型私营企业钻机数
波动明显。

并购浪潮呈现横向转移、纵向
延伸趋势

从地域上看，交易重心正从二叠纪盆地
向外横向转移。二叠纪资产交易额占比正
持续下滑，自2024年 5月以来，市场上再也
没有出现50亿美元规模以上、专注于二叠纪
盆地的公司级收并购交易。与二叠纪盆地
剩余的挂售资产相比，巴肯盆地、鹰滩盆地、
由提卡盆地等区域由于进入成本低、库存相
对充足，展现出了较强的吸引力。

从产业链上看，交易标的或将纵向延
伸。2024年 3月，继切萨皮克能源宣布重大
收购后，殷拓能源也宣布将斥资约55亿美元
收购了中游天然气业务运营商Equitrans，
这一举措被业界视为并购潮沿产业链“纵向
整合”的新动向。在当下，随着优质页岩资
产向具有一体化优势的大公司集中，中游运
营商或油田服务商的生存空间将受到挤压，
或将初步形成出售意愿，以满足潜在收购方
延链补链、增强一体化优势的需要。

并购浪潮降温，但短期内仍将
渐进延续

经过近一年的市场博弈与消化，优质资
产已完成一轮向大公司集中，交易正呈现由
公司收购向资产收购转变的趋势。并购浪
潮出现降温迹象。

交易的暂缓可能受到了多方因素影
响。2024年下半年，中东危机、美国大选、欧
佩克+潜在增产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叠加，
导致企业投资及中短期计划受扰，可能正在
观望以等待局势明朗。

展望未来，并购浪潮仍具备延续的动
力。目前交易量反映出并购活动仍保持着
一定的活跃度，且市场上仍有相当规模的页
岩资产待售，构成了延续浪潮的基础。此
外，前期收购完成的大公司也正计划进一步
剥离非核心资产，从而推动并购市场的持续
发展。

美国油气产量将延续温和增长趋势

随着整合周期的不断延长，美国油气产
量增速呈现出减缓的趋势，但 2024年三季
度，二叠纪等主要盆地钻机数已基本止跌趋
稳。可以推断，本轮收并购浪潮对原油产量
的影响相对有限。

同时，美国大型油气公司具备推动油气

产量增长的积极意愿，例如埃克森美孚和雪
佛龙均有明确的中短期增产计划。同时，考
虑二叠纪盆地等地的主要从业者降本增效
均取得了一定成果，收并购完成后，主要参
与方或将在油价偏高的中短期内继续推动
优势产区油气产量增长，以增加投资回报。

此外，目前业界已有许多关于特朗普新
政府对美国油气行业影响的分析，总体来
说，其潜在政策与行动将对美国油气行业构
成实质利好，形成增产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预计中短期内美国油气
产量将延续增长趋势，对全球油气市场供给
形成稳定支撑。未来地缘政治冲突或趋缓，
世界油气供应或转向宽松，油价下行空间或
被打开。 在此情况下，增量空间大小将主要
取决于大公司在油价下行时的战略选择，而
具体节奏仍需紧密观察各公司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