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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２ 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量增长 １．８％，远低于过去十年 ２．６％的平均增速；其中石油、 天然气所占比
重分别为 ３３．１％、２３．９ ％，石油份额连续下滑。 世界石油储量微增 ０．９％，天然气储量减少 ０．３％，随着页岩
气、致密油等非常规油气产量的强劲增长将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 ＢＰ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世界能
源统计年鉴，对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产量、消费量等情况进行分析，并展开形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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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ｇｒｅｗ ｂｙ １．８％ ｉｎ ２０１２，ｗｅｌｌ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２．６％．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ｗａｓ ３３．１ ％，２３．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ｏｉｌ ｓｈａｒｅｓ．Ｗｏｒｌｄ 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ｂｙ ０．９％，ｗｈｉｌ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ｂｙ０ ．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ｏｉｌ，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２０１３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ＢＰ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ｏｉ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ｅｔｃ．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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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世界能源资源
储量不断变化。 根据 ＢＰ 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世界能源
统计年鉴，详细分析了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产
量、消费量等情况，并对世界油气资源形势进行研
判。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达到
２２７６．４亿 ｔ，天然气储量达到 １８７．３ 万亿 ｍ３。 世界
能源消耗正从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
响中逐步恢复，２０１２ 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
１２４．８ 亿 ｔ油当量，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１．８％，但远低于
过去十年 ２．６％的平均增速。 一次能源消费增速将
逐步减缓，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１６７ 亿 ｔ 油当量。 随
着页岩气、致密油等非常规油气产量的强劲增长，对

全球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可再生能源的崛起，
为世界能源注入新的活力。

1　世界石油形势
1．1　世界石油储量

世界石油储量微增 ０．９％，除北美地区微减外，
其他地区探明储量均小幅增加。 ２０１２ 年，世界石油
探明储量为 ２ ２７６．４亿 ｔ，增加２０．２亿 ｔ，增长 ０．９％；
其中 ＯＰＥＣ 探明储量为 １６５３．０３ 亿 ｔ，增长 １．１％。
由 ＢＰ统计数据来看，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世界石油
探明储量平稳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 ２．３％［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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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石油探明储量
（数据来源：BP．Statistical Reviewof World Energy 2013）

　　分地区看，中东地区为 １ １０１．７ 亿 ｔ，增长
１．２％；中南美洲地区为 ４４７．９ 亿 ｔ，增长 ０．４％；北
美地区为 ３００．４ 亿 ｔ，减少 ０．３％；欧洲及欧亚大陆
地区为１９２．１ 亿 ｔ，增长０．４％；非洲地区为１７７．７亿
ｔ，增长 ２．９％；亚太地区为 ５６．６ 亿 ｔ，增长 ０．１％。

世界石油储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委内瑞

拉、沙特、加拿大、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俄
罗斯、利比亚、尼日利亚，总储量为 １ ９３１．５ 亿ｔ ，占
世界总量的 ８４．８％。 储量增长较大的国家分别是
安哥拉增长２１ ．０％，厄瓜多尔增长 １４．３％，哥伦比
亚增长 １０．７％，挪威增长 ８．９％。

1．2　世界石油产量
２０１２ 年，世界石油产量为 ４１．２ 亿 ｔ，增长

２．５％，高于 ２０００ 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１．３％；其中
石油输出国组织产量占总量的 ４３．２％，增长 ３．９％，
２０００ 年以来年均增长 １．８％（图 ２）。

图 2　世界、Opec、美国石油产量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of World Energy 2013）

分地区看，中东地区为 １３．３ 亿 ｔ，增长 ０．９％；
欧洲及欧亚大陆地区为 ８．４ 亿 ｔ，减少 １．４％；北美
地区为 ７．２ 亿 ｔ，增长 ８．９％；非洲地区为 ４．５亿 ｔ，
增长 ７．７％；亚太地区为 ４．０ 亿 ｔ，增长 ０．７％；中南
美洲地区为 ３．８亿 ｔ，减少 １．２％。
世界石油产量排名前十的国家有沙特、俄罗斯、

美国、中国、加拿大、伊朗、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
墨西哥，合计产量 ２６．４ 亿 ｔ，占世界总产量的
６３．９％。 变 化 较 大 的 国 家 分 别 是 利 比 亚
（２５１．１％）、美国（１３．９％）、赤道几内亚 （１３．４％）、
伊拉克（１１．２％）。

1．3　世界石油消费量
２０１２ 年世界石油消费量增长 ０．９％，２０００ 年以

来平均年增长率为 １．３％（图 ３）。 世界消费量前五
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８．２ 亿 ｔ）、中国（４．８ 亿 ｔ）、
日本（２．２亿 ｔ）、印度（１．７ 亿 ｔ）、俄罗斯（１．５亿 ｔ），
占世界总量的 ４４．６％。

２０１３ 年世界油价一直处于９０ ～１３０ 美元／桶，
预计 ２０４０ 年将达到 １６３ 美元／桶。 持续的高油价会
影响消费者对石油的需求，２０１２年 ，世界石油所占
份额连续下滑，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 ３３．１％，预计
２０４０ 年将降到 ２８％，但仍然是全球主导性燃料。

图 3　世界、美国石油消费量
（数据来源： BP．Statistical Reviewof World Energy 2013）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世界石油产量总体呈逐年上升
趋势，受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石油产量下
滑，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世界石油产量逐步回升。
利比亚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输出国，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爆
发内战，导致整个石油工业破坏殆尽，新组建的利比
亚当局逐步稳定局势，着手恢复石油工业，其石油产
量恢复速度惊人，２０１２ 年产量增长 ２５１．１％。 Ｏｐｅｃ
石油产量基本平稳，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３．９％；美国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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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产量达到 ３９．５ 亿 ｔ，增长 １３．９％，创历史新
高。 美国石油产量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致密油等非常
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同时效率提升也已成为美国石
油产量迅速增加的关键因素

［３］ 。 美国自 ２００５ 年起
石油消费量逐步下滑，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消费量
直线下降，减少 １１．４％。

2　世界天然气形势
2．1　世界天然气储量

２０１２ 年，世界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１８７．３ 万亿
ｍ３ ，减少 ０．３％。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世界天然气储量
平稳增长，平均年增长率 ２．７％（图 ４）。

图 4　 世界天然气探明储量
（数据来源：BP．Statistical Reviewof World Energy 2013）

　　分地区看，中东地区 ８０．５万亿ｍ３，增长 ０．１％；
欧洲及欧亚大陆地区 ５８．４ 万亿ｍ ３， 减少０．１％；亚
太地区 １５．５万亿 ｍ３ ，减少 ０．６％；非洲地区 １４．５万
亿 ｍ３ ，减少 １．１％；北美地区 １０．８ 万亿 ｍ３ ，减少
３．０％；中南美洲地区 ７．６万亿 ｍ３ ，增长 ０．７％。

世界天然气储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伊朗、
俄罗斯、卡塔尔、土库曼斯坦、美国、沙特、阿联酋、委
内瑞拉、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总储量为 １４７．４ 万
亿ｍ３ ，占世界总量的 ７８．７％。 其中增长较大的国家
分别是玻利维亚（１２．９％）、马来西亚（６．６％）、印度
（４．１％）。

2．2　世界天然气产量
２０１２ 年，世界天然气产量为 ３３ ６３９．２ 亿 ｍ３ ，增

长 １．９％，低于 ２０００ 年以来年均增长率 ２．９％（图
５）。 分地区看，欧洲及欧亚大陆地区 １０ ３５４．１ 亿
ｍ３ ，减少 ０．７％；北美地区 ８ ９６４．７ 亿 ｍ３，增长
３．１％；中东地区 ５ ４８４．１亿 ｍ３ ，增长 ５．４％；亚太地
区 ４９０２．１ 亿 ｍ３ ，增长 １．１％；非洲地区 ２ １６２．３ 亿

ｍ３ ，增长 ２．１％；中南美洲地区 １ ７７２．９ 亿 ｍ３ ，增长
３．１％。

图 5　世界、美国天然气产量
（数据来源：BP．Statistical Reviewof World Energy 2013）

　　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美国、俄罗斯、伊朗、卡
塔尔、加拿大、挪威、中国、沙特 、阿尔及利亚和印度
尼西亚，总产量 ２２ ２５２．３ 亿 ｍ３，占世界总产量的
６６．１％。 变化较大的国家分别是利比亚（５４．８％）、
秘鲁（１３．７％）、玻利维亚（１３．４％）、挪威（１２．６％）、
沙特（１１．１％）、泰国（１１．５％）。

２０１２ 年，随着利比亚国内局势的稳定，其油气
资源产量逐步恢复。 美国天然气产量 ６ ８１３．９ 亿
ｍ３ ，增长 ４．７％，位居世界天然气产量第一，但增速
放缓。 主要得益于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
开发。 美国页岩气资源丰富， ４８ 个州拥有页岩气资
源，可开采资源量 ２４ 万亿 ｍ３ ，主要分布在巴尼特、
马塞勒斯、费耶特维尔、海恩斯维尔、伍德福德和伊
戈尔弗德等区带

［４］ 。 但随着美国的钻探重点从天
然气转向了价格更高的石油，其天然气产量增长放
缓，低于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４％。

2．3　世界天然气消费量
２０１２年 ，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低于 ２０００ 年以来

的年平均增速 ２．８％，但仍增长 ２．２％。 分地区看，
北美地区 ９ ０６５．０６ 亿 ｍ３ ，增长 ４．０％；中南美地区
１ ６５０．７３亿 ｍ３ ，增长 ５．３％；欧洲及欧亚大陆地区
１０ ８３２．８５亿 ｍ３ ，减少 ２．３％，中东地区 ４ １１７．８０ 亿
ｍ３ ，增加 ４．０％；非洲地区 １ ２２８．０７ 亿 ｍ３，增长
７．５％；亚太地区 ６ ２４９．５２ 亿 ｍ３ ，增长 ５．０％。 消费
量增长较快的国家分别是厄瓜多尔 （３０．８％）、秘鲁
（２１．７％）、卡塔尔（１８．９％）、斯洛伐克（１５．８％）、智
利（１１．７％）。 美国天然气消费量居世界之首，达到
７ ２２１．４３ 亿 ｍ３ ，增长 ４．１％（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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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世界及美国天然气消费量
（数据来源：BP．Statistical Reviewof World Energy 2013）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世界天然气产量平均年增
长率为 ２．９ ％，石油平均年增长率为 １．３％。 ２０１２ 年
世界石油消费量增长 ０．９％，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２．２％。 近年来，美国带来的页岩气革命，进一步促
进天然气的产量，同时随着中国页岩气开发利用逐
步成熟，天然气所占比重将逐步提高。

3　世界能源形势分析与展望
3．1　石油的地位逐步降低，天然气所占比重

逐步提高
　　全球石油产量增长依旧强劲，石油输出国组织
占全球产量增长的 ３／４。 ２０１２ 年，世界石油所占份
额连续下滑，占能源消费中的份额 ３３．１％，仍然是
全球主导性燃料

［５］ 。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世界天然气产量平均年增

长率为 ２．９％，石油平均年增长率为 １．３％。 ２０１２ 年
世界石油消费量增长 ０．９％，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２．２％。 近年来， 美国带来的页岩气革命，进一步促
进天然气的产量，同时随着中国页岩气开发利用逐
步成熟，天然气所占比重将逐步提高。

3．2　页岩气将成为促进天然气增长的主力
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的推广应用，使美国技术

可采天然气资源总量在过去十年增加了近一倍。
２０１２ 年， 美国天然气产量增长 ４．７％，位居世界天然
气产量第一，但增速放缓。 美国页岩气产量占其天
然气产量的 ３７％。 预计 ２０４０ 年，美国、加拿大和中
国页岩气将占天然气产量的５０ ％、８０％和 ８０％。
２０２０ 年前，页岩气的产量增长将主要集中在北美地
区，之后北美地区的增长将趋缓。 我国陆域页岩气
地质资源潜力为 １３４．４２ 万亿 ｍ３ ，可采资源潜力为

２５．０８ 万亿 ｍ３ （不含青藏区），超过常规天然气资
源。 我国将是除北美外页岩气开发最为成功的国
家，到 ２０３０ 年，我国页岩气产量将占天然气产量的
２０％。

3．3　新兴经济体成为油气资源主力军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经合组织石油产量年均减少

０．７％，消费量年均减少 ０．５％；天然气产量年均增
长 １．１％，消费量年均增长 １．６％。 非经合组织石油
产量年均增长 ２．０％，消费量年均增长 ３．５％；天然
气产量年均增长 ４．１％，消费量年均增长 ４．２％。 在
过去 １０年中，全球能源消费增长了 ３０％，几乎所有
增长都来自非经合组织。 预计 ２０３０ 年，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的能源消费量仅比 ２０１１ 年增加 ６％，年均
增长 ０．３％；几乎所有（９３％）的能源消费增长都来
自非经合组织。 据 ＥＩＡ 预测，世界能源消费将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４０ 年期间增长了 ５６％。 非经合组织国
家中能源消费增加的占 ９０％，而经合组织国家能源
消费增加的只有 １７％。 ２０３０ 年非经合组织的能源
消费量将比 ２０１１ 年增加 ６１％，年均增长 ２．５％，届
时将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 ６５％。

3．4　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异军突起，核能一
枝独秀

　　２０１２ 年，世界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消费保持增
长，占世界能源消耗的 １７．７％。 可再生能源达到
２３７．４百万吨油当量，增长 １５．５％，远远高于石油、
天然气、煤炭等能源。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 ８０％，
来自水电和风力发电。 太阳能巨增 ５８％，风能增长
１８．１％，地热、生物质能增长 ５．９％，水电增长
４．３％。 ２０１２ 年，中国太阳能利用增长 １２１．４％、水
利发电增长 ２２．８％、风力发电增长 ３４．６％，均处于
世界前列。 受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影响，世界核能
发展受挫，２０１２ 年核能发电量减少 ６．９％，但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年均增长率来看基本持平。 ２０１２
年我国核能发电量增长 １２．５％，巴基斯坦增长 ４６．
５％。 预计 ２０４０ 年，核能所占比重将提高到 ７％。

3．5　世界经济正逐步复苏，碳排放将减少
从石油、天然气的消费情况看，２０１２ 年石油增

长 ０．９％、天然气增长 ２．２％，均低于 ２０００ 年以来年
均增长率 １．３％、２．８％。 ２０１２ 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
量 ３４４．６６亿 ｔ，增长 １．９％，低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世界年均增长率（２．６％）。 分地区看亚太地区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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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最高增长 ５．０％，其中孟加拉增长 ７．６％、印度增
长 ６．９％、日本增长 ６．７％、中国增长 ６．０％。 经合
组织国家碳排放减少 １．３％，非经合组织国家碳排
放增加 ４．１％。 由于采取了碳减排政策、支持可再
生能源发展及能源总体需求降低，欧盟的碳排放量
继续减少。 中国经济结构转变放慢了对能源需求的
增长，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后的煤炭增长下降最为明显，
从而使中国的碳排放增长量大幅降低。

4　建 议
4．1　加强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

开发
　　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据国土资源部调查数据
显示，我国陆域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 １３４．４２ 万亿
ｍ３ ，可采资源潜力为 ２５．０８ 万亿 ｍ３ （不含青藏区），
超过常规天然气资源。 应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加强技术攻关，提高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力
度。

4．2　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２０１２ 年，中国太阳能利用增长 １２１．４％、水利发

电增长 ２２．８％、核能增长 １２．５％、风力发电增长
３４．６％，均处于世界前列。 我国目前一次能源结构
煤占 ６７．１％，石油占 １８．４％，天然气占 ５．３％［６］ 。
应不断加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走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

4．3　完善资源储备机制
我国原油需求巨大，２０１２ 年加工原油约 ４．５亿

ｔ，其中进口原油依存度高达 ５６％，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达
到 ６９％，天然气达到 ２１％［７］ 。 大量进口原油天然
气、长距离输送等将给我国能源安全带来巨大影响。
建立和完善资源储备机制，对于我国至关重要。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节能减排”是转变发展方

式的重要途径。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求
单位 ＧＤＰ能耗在“十一五”降低 １９．１％的基础上，
继续降低 １６％，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积极开展
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
加快培育发展新能源。 只有这样才能走一条绿色发
展之路，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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