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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石油资源形势分析及其安全供应策略
 

陈 甲 斌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 101149)

摘 要:对我国石油资源的供给能力 、生产与消费情况及其进口情况方面进行了分析,得知我国石油资源的安

全供应已经处于危机状态。针对与此, 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安全供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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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afety Supplying Strategy about China Situation of Oil Resources

CHEN Jia -bin
(Chinese Academy of Land and Resources Economics, Beijing 101149,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s the ability of supply and production, consuming circumstance, and im-
porting circumstance of oil resources in China, and concludes that China oil resources has already been

in crisis of safety supplying.Based on these, the author put forward some related safety supplying strate-
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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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石油资源形势分析

石油是工业发展的血液, 它是一种重要的战略

物质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从 1949 年建

国以来,我国先后发现了一批大中型油气田, 他们为

保证我国能源的安全供应, 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

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

的不断加快以及全面实施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我国

石油资源是否依然能够持续安全地供应而满足国内

需求呢? 本文对它的有关情况做出以下分析 。

1.1　我国石油资源的供给能力分析

我国石油资源储量并不丰富, 截至 2001年年

底,我国石油资源累计探明可采储量约为 62亿吨,

其中剩余可采储量约为 24.1亿吨, 若按照目前每年

2亿多吨的速度开采,保守地估计,凭现在剩余的可

采储量,其可供开采的年限最多也不过维系在 15年

左右。即使假设在这些年中探明新增储量可增加开

采 10 ～ 20年, 那么 25 ～ 35年以后我国的石油资源

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与此同时, 我国在役的主要产

油区目前大多已经进入了开发期的中后阶段,其稳

产难度逐步在增加,并且采油成本也不断上升;而西

部塔里木盆地的战略接替区又还未形成, 且其勘探

效果与最初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更何况随着我

国石油勘探程度的不断提高,新发现油田的规模总

体呈变小趋势,且多部份埋藏深 、质量差 、开采利用

难度大, 并且远离消费市场。所以综合地考虑这些

因素可以得知,我国国内石油资源的安全供应远景

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处于告急与危险阶段。

1.2　我国石油资源的生产与消费情况分析

基于我国的石油资源条件, 它的产量多年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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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徘徊现象 。至于对它的消费, 一般地讲总是与经

济的增长速度成正比 。美国在 1995 ～ 2000年, 其经

济以 3.8%的速度在增长, 同期它对石油的需求以

1.8%的速度增长;据估计,我国今后的经济将保持

一定的速度持续增长, 为此国内对它的消费也必将

“水涨船高”,如果按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石油消费的

比例关系计算, 我国对石油的消费增长数量将是巨

大的 。其次,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第二产业

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仍将继续加强, 为此也导致对

石油消费量的大量增加。再则, 我国在能源消费中

对石油的替代和节约进展不大, 这也是我国石油供

需缺口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总之, 诸如此类的因

素使得我国对石油的需求持续扩张, 从而导致其供

需差距不断扩大, 为了直观反映我国石油的供需差

距,现依据相关资料做出我国近年石油的生产与消

费量曲线图(见图 1) 。

图 1　我国近年原油生产与石油消费量曲线图(单位:亿吨)

　　从图 1可知,目前我国石油的供需矛盾越来越

大,且其供需缺口在跳跃式扩张,为此只有求助于国

际石油市场而依靠进口的办法来解决。

1.3　我国石油进口情况分析

从图 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石油的供需矛盾在

日益加剧 。虽然在我国油品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也

有原油及成品油的出口,但是从量值来看,我国对石

油的年净进口量是逐步递增的, 而且到 2002年其净

进口量已达到7185万 T,比 2001年增加696万T,目

前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 。为

了直观反映出我国石油净进口量逐年增加的趋势,

现也依据有关资料做出我国近年石油净进口量曲线

图(见图 2) 。

图 2　我国近年石油净进口量曲线图(单位:百万吨)

　　从图 2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国石油的年净进口

量是在不断增加的,这反映出我国石油供应的对外

依存度在不断增加。

综观以上分析可知, 我国石油安全供应能力的

远景相当不理想,而其消耗量又在不断增加, 且在近

年还表现出跳跃式增长, 从而直接致使其对外依存

度不断增加,为此可以说,我国石油资源的安全供应

已经处于危机阶段, 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它的安全

供应已是形势所迫 。

2　我国石油资源安全供应的策略

前面已经分析出, 我国石油资源的安全供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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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到威胁,所以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它的安全供

应已是形势所迫 。为了更加有效地保证我国石油资

源的安全供应, 本文给出以下相关策略 。

2.1　依靠科技进步而提高原油的采收率或

发现新油田

　　现在, 我国东部地区的老油田大多已经进入了

开发的中后期, 其增产难度日益加大,而西部地区新

发现的油田在产量上一时又难以接上 。为此, 为了

缓解国内石油的供需矛盾, 满足经济发展对它的持

续需要,增加国内石油的供应能力就必须逐步转移

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提高老油田的原油采收率;此

外,在我国现有的石油勘探程度上也必须采用更为

先进的勘探技术手段才能及时找到或发现新油田,

从而有利于及时保证新老油田在生产能力上的顺利

交接,以持续培育国内后续供应能力。

2.2　积极开展以煤代油工作或开发新能源

以煤代油是我国一项特有的能源政策。在这一

政策的指引下, 要充分发挥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的优

势,通过各种途径鼓励 、支持在有条件的地区广泛开

展以煤代油工作 。这样一则可以为我国煤炭工业的

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途径, 以促进清洁消费我国

的煤炭资源;再则,通过以煤代油还可以缓解我国石

油供需紧张的矛盾,从而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石油供应保障。此外还应利用我国的资源

优势,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逐步积极开发利用新能

源与可再生能源,以有目的地优化我国的能源消费

结构,减轻能源消费对用油的压力,从而为促进我国

石油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

2.3　在全行业加强节油工作

长期以来, 各用油单位对节油工作都不太重视,

认为通过节油工作所节省的油料是非常有限的。一

个单位所节省的油品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全国都开

展节油运动,总体所节省出来的油品数量就非常巨

大。所以有必要加强节油宣传教育,培育全民节油

意识, 鼓励在全行业开展节油运动 。各用油单位要

按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而有目的 、有步骤地淘汰高

耗油设备,以提高用油效率,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

己的节油潜能。国家也应采取财政税收及价格优惠

等政策倾斜的办法来鼓励用油单位从多方面入手来

提高石油的利用效率,以杜绝和抑制无效 、低效的石

油消费;同时要完善节油测评与评价等指标体系,建

立全国性宏观节油监控网络,以促进节油工作的深

入展开 。

2.4　加大开发利用海外油品的力度

我国石油供应短缺已经成为定局, 但是针对我

国当前贸易环境的良好机遇,国家应通过政策倾斜

而鼓励国内有实力的石油公司“走出去”从事石油作

业;鼓励它们到海外进行石油风险勘探或通过参股

等形式而参与海外油田开发,以获得稳定的油品分

成作为投资回报 。必要的时候, 国家还应通过资源

外交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石油生产国政府 、

国际能源组织和跨国石油公司间的交流与合作, 争

取签订政府间的长期石油合作与贸易协议而建立稳

定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为我国石油进口形成稳

定的多元化海外供应渠道提供保障, 从而获得稳定

的海外石油供应。

2.5　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世界许多国家都把石油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

要战略物资。虽然当今世界总体形式趋于和平, 但

是局部地区的战争与冲突依然存在, 他们会对世界

的石油供应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国的石油供应对外

依存度不断增加, 假使国际市场出现暂时或局部的

供应短缺,也或者是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

等情况发生, 那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产生很大的

影响 。所以, 为了规避这些不利因素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我国也应及时建立石油资源战略储备体系,以

增强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从而保障我国经济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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