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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油气资源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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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阐述了世界油气资源现状，分析了油气供需、价格变化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指出根据目前油气发现的规律，今后将发现更多的油气资源，油气供应过剩和低油价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常

态。由于石油资源需求与分布的不均衡性，局部油气资源供给安全问题依然存在，应通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以区域能源安全保障来解决局部能源安全的问题。今后有限的勘探力量应该用于全球范围大盆地富油气凹陷的

勘探开发上，提高技术投入，以保障油气生产的低成本与高效益。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使减排、低碳与可再生能

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努力实现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将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今后更多的力量将

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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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美国政府从 １９７６ 年开始积极推进页岩气产业，
经过近 ３０ ａ的技术沉淀和经验积累，２０００ 年开始以
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从而改

善了美国能源供需结构，提高了能源自给水平，同时

改变了世界能源供给格局，引发了第三次能源革命。

２０１４年 ６ 月以来，世界油价出现断崖式暴跌，至 ２０１６
年 ２月已经 ２次进入 ２０美元／桶区间。大气污染、气
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严重关切的问题。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巴黎签署，未来的油
气发展何去何从成为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本文以

翔实的数据为基础，阐述了世界油气资源现状，分析

了油气供需、价格变化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以及油气发展的未来方向。

１ 世界油气资源勘探发现现状

１．１ 油气峰值理论
１９４９ 年美国石油地质学家 Ｈｕｂｂｅｒｔ 提出石油

资源的“钟形曲线”问题［１］。１９５６ 年 Ｈｕｂｂｅｒｔ 和美
国地质调查局合作，开始对美国的石油生产趋势进

行预测。１９６２ 年 Ｈｕｂｂｅｒｔ 给出了可用于预测石油
累计产量和最终可采储量的模型［２］，石油峰值理论

逐渐成型。该理论认为，一个油田或一个地区的石

油储量是有限的，开采到高峰期后，存量逐渐减少，

直至枯竭。爱尔兰地质学家 Ｃａｍｐｂｅll 和法国地质
学家 Ａlｅｋlｅｔｔ继承了该理论并成立了石油峰值研究
协会组织（ＡＳＰO），提出在油价低迷的时候，基于石
油资源的有限储量，廉价石油时代必将终结［３ －４］。

石油资源预测和危机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注意力。世界范围内以石油峰值理论为主题的网

站有 ２００ 多个。ＡＳＰO也组织了多次世界性的石油
枯竭问题研讨会。这些组织认为，石油峰值将在近

年到达，随后的下降被描绘成“陡降”，石油将在某

年（如 ７０ 年后）枯竭［５］。石油被定义为不可再生资

源，所以下面两点是肯定的：石油资源是有限的；

石油枯竭终会来临。美国著名期刊《Oｉl ＆ Ｇａｓ
Ｊｏｕｒｎａl》在 ２００３ 年 ７—８ 月连载了 ６ 篇文章，讨论世
界石油枯竭问题。

石油峰值理论从一个确定的角度对储量、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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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作业量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这对石油公司进

行油田开发规划以及成本预测具有现实意义，对国

家能源战略制定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１．２ 世界油气产量与勘探发现现状
与 ＡＳＰO组织意见相左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有

很多，如美国能源情报局（ＥIＡ）和国际能源机构
（IＥＡ）等官方政府组织，他们坚持石油高产、稳产
概念，并指出石油峰值理论最早预测的美国 １９７０
年石油峰值没有到来，同样地，英国北海油田过去

２０ ａ中屡次违背钟形曲线规律，多次预测的石油峰
值也都没有到来，因此认为石油不会枯竭，至少石

油时代远没有结束［６］。

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国油气产量［８］

Ｆｉｇ．２ Oｉl ａｎｄ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ｏｉl ａｎｄ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４［８］

人类社会在 １８５０—１９７０ 年的 １２０ ａ 时间里，消
耗石油 ５４６ 亿 ｔ；１９７１—１９９９ 年间的 ２８ ａ时间内消
耗石油 ８９４ 亿 ｔ；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的 ７ ａ 时间内消耗
石油 ３２７ 亿 ｔ。这 ３ 个阶段平均每 １０ ａ消耗的石油
分别为 ４５ 亿 ｔ、３１９ 亿 ｔ 和 ４６７ 亿 ｔ。由此可以看
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消耗的石油越来越多。

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 年间世界油气生产情况（图 １）
可以看出，自 １９８２ 年以后世界油气产量一直呈上
升态势。最近 ５ ａ，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上涨趋势更
为明显。按该趋势预测，未来几年油气生产一定呈

上升的态势。至 ２０１８ 年，世界油气产量将达 ８ ０００
亿桶。到 ２０３５ 年，世界能源消费将增长 ３４％，石油
每年增长 ０．８％，天然气每年增长 １．８％。

图 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油气产量与人口［７］

Ｆｉｇ．１ Ｗｏｒlｄ ｏｉl ａｎｄ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l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４［７］

根据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 年间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国家
油气生产情况［７］（图 ２）可以看出，期间个别国家，
如美国、俄罗斯、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国，由于政

策、战争等原因，都出现过油气产量大幅波动的现

象，但在总体上没有影响世界油气产量整体上升的

趋势。由此推测，只要世界人口持续增长，世界一

次能源消耗总量就会呈现整体持续上升的趋势。

由于石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一次能源构成

的主体，从而油气消耗会继续增长［９］。

人类消费的油气在不断增长，并不意味着世界

剩余的油气就越来越少，相反的，人类发现的石油

却会越来越多［１０］，至少已经过去的历史是这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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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１９７０ 年中国石油长庆油田成立，至 ２００２ 年的
３３ ａ间共提交石油探明储量 １０ 亿 ｔ；随后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ａ间提交石油探明储量 ２０ 亿 ｔ；到 ２０１５ 年３ ａ
提交石油探明储量 １０ 亿 ｔ。再如，１９７１ 年发现的世
界石油剩余储量为 ７１０ 亿 ｔ，到 １９９９ 年，世界发现
的石油剩余储量就翻了一番，达到 １ ４１２亿 ｔ，到
２０１４ 年，世界发现的石油剩余储量则为 ２ ３９８ 亿 ｔ。
短短 １５ ａ的时间，发现石油剩余储量差不多又翻了
一番［１ １］。１９７１ 年、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石油的储采比
分别为 ２９．６ ａ、４５ ａ和 ５７ ａ。其表现出来的趋势就
是，世界石油的剩余储量越来越多，可供人类使用

的时间越来越久（表 １）。
表 １ １９７１—２０１５ 世界石油产量数据［７］

Ｔａｂ．１ Ｗｏｒlｄ ｏｉl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７１ －２０１５［７］

年份
产量／

（１０８ ｔ）

储量／

（１０８ ｔ）

储采比／

ａ
年份

产量／

（１０８ ｔ）

储量／

（１０８ ｔ）

储采比／

ａ

１９７１ ２４．９ ７１０．８ ２９．６ １９９４ ３２．４ １ ３６２．９ ４５．６
１９７２ ２６．３ ７３９．４ ２９．２ １９９５ ３２．８ １ ３６４．３ ４５．３
１９７３ ２８．６ ７８７．２ ２８．４ １９９６ ３３．８ １ ３７３．８ ４４．９
１９７４ ２８．７ ８０６．３ ２８．９ １９９７ ３４．８ １ ３９０．２ ４４．１
１９７５ ２７．３ ８２１．３ ３１．０ １９９８ ３５．５ １ ３９１．５ ４２．６
１９７６ ２９．７ ８３６．３ ２９．１ １９９９ ３４．８ １ ４１２．０ ４８．５
１９７７ ３０．７ ８１ １．７ ２７．３ ２０００ ３６．１ １ ３８６．１ ４７．４
１９７８ ３１．０ ８０２．２ ２６．８ ２００１ ３６．１ １ ４０７．０ ４７．５
１９７９ ３２．３ ８３２．２ ２６．７ ２００２ ３６．０ １ ６６１．０ ４９．５
１９８０ ３０．９ ８２９．５ ２８．１ ２００３ ３７．３ １ ６６１．０ ４８．１
１９８１ ２９．１ ８４４．５ ３０．４ ２００４ ３９．０ １ ７３３．０ ４６．１
１９８２ ２７．９ ９０７．２ ３４．３ ２００５ ３９．４ １ ６２２．０ ４５．９
１９８３ ２７．６ ９２０．９ ３５．１ ２００６ ３９．６ １ ７２３．０ ４６．０
１９８４ ２８．１ ９２２．２ ３４．４ ２００７ ３９．４ １ ６８６．０ ４７．２
１９８５ ２７．９ ９５３．６ ３５．９ ２００８ ３９．３ ２ ０１３．０ ５１．０
１９８６ ２９．３ ９６５．９ ３４．９ ２００９ ３８．２ ２ ０５０．０ ５３．６
１９８７ ２９．５ １ ０２７．３ ３７．０ ２０１０ ３９．１ １ ８８８．０ ４８．３
１９８８ ３０．７ １ １７３．３ ４０．８ ２０１ １ ４０．６ ２ ３４３．０ ５７．７
１９８９ ３１．０ １ ２５５．１ ４２．７ ２０１２ ４３．６ ２ ３５０．０ ５３．９
１９９０ ３１．７ １ ３６７．０ ４５．３ ２０１３ ４１．９ ２ ３８２．０ ５６．９
１９９１ ３１．６ １ ３６２．９ ４６．１ ２０１４ ４２．１ ２ ３９８．０ ５２．５
１９９２ ３１．９ １ ３５２．０ ４５．８ ２０１５ ４７．２ ２ ４１６．０ ５１．２
１９９３ ３１．９ １ ３６０．２ ４５．８

  天然气和石油表现出同样的趋势。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世界探明天然气储量增长了 ９．５ 万亿 ｍ３，
从 １７６．２ 万亿 ｍ３增加到 １８５．７ 万亿 ｍ３；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世界探明天然气储量又增 １．４ 万亿 ｍ３，从
１８５．７ 万亿 ｍ３增加到 １８７．１ 万亿 ｍ３。

除供求关系和价格因素外，控制油气发现的主

要因素为人类能力的增强［１２ －１３］。随着石油探采技

术的进步，以前不曾涉及的领域，如深层、深水、页

岩等都获得了油气发现。截止到目前，海域（包括

陆架、深水和超深水区）已经提供超过 ３０％的油气

产量，页岩油气的产量占比也已达到 １０％。这些新
领域，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将支持世界油气储量

发现的不断增长（表 ２、表 ３）。
表 ２ 世界石油生产大国 ２０１４ 年底储采比［８］

Ｔａｂ．２ Oｉl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ｏｉl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４ ［８］

国家
已证实石油

储量／亿桶

全球储量

占比／％

每日产

量／万桶

年产量／

千万桶

储采比／

ａ

沙特 ２ ６２６ １７．９０ １ ０５２ ９ ８００ ６３．６
委内瑞拉 ２ １ １２ １４．４０ ２３８ ２ ５００ ２４３．０
加拿大 １ ７５２ １ １．９０ ３４８ ３ ６００ １３７．０
伊朗 １ ３７０ ９．３１ ４２５ ３ ２００ １３９．０
伊拉克 １ １５０ ７．８０ ２６４ ３ ４００ ７１．０
科威特 １ ０４０ ７．１０ ２４５ ２ ７００ ８９．０
阿联酋 ９７８ ６．７０ ２８１ ２ ８５０ ７２．２
俄罗斯 ６００ ４．１０ １ ０２７ １０ １００ ２６．１
美国 ４８５ ２．９０ １ １６４ ８ ７００ １ １．４
中国 １８５ １．１０ ４２５ ４ ２００ １ １．９

表 ３ 世界天然气生产大国 ２０１４ 年底储采比［８］

Ｔａｂ．３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４ ［８］

国家
已证实天然气

储量／万亿 ｍ３
全球储

量占比／％

年产量／

亿 ｍ３
储采比／

ａ

沙特 ８．２ ４．４ １ ０８２ ７５．４
委内瑞拉 ５．６ ３．０ ２８６ １９５．８
土库曼斯坦 １７．５ ９．３ ６９３ ２５２．５
伊朗 ３４．０ １８．２ １ ７２６ １９７．０
卡塔尔 ２４．５ １３．１ １ ７７２ １３８．３
阿尔及利亚 ４．５ ２．４ ８３３ ５４．１
阿联酋 ６．１ ３．３ ５７８ １０５．５
俄罗斯 ３２．６ １７．４ ５ ７８７ ５６．４
美国 ９．８ ５．２ ７ ２８３ １３．４
尼日利亚 ５．１ ２．７ ３８６ １３２．１

  ２０１５ 年世界范围内有许多令人振奋的油气勘
探新发现。全球页岩油资源规模约为３ ４５０ 亿桶，
相当于全球原油供应量的 １０％；其中，美国页岩油
储量为 ５８０ 亿桶［１４］，中国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为

３６ 万亿 ｍ３，储采比 ３００ ａ［１５ －１７］。另外，美国在马塞
洛发现的油田资源规模为 ２０ 亿桶油当量，这将是
美国国内最大的油气田。２０１５ 年墨西哥国家石油
公司和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新发

现资源量相当于 ７ 亿桶油当量。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英国
石油与天然气投资公司宣布，其在英格兰南部发现

新油田的储油量达 １ ０００ 亿桶。这是英国 ３０ ａ 来
发现的最大的陆上油田。这个储量相当于英国北

海海底油田过去 ４０ ａ产油量的 ２ 倍多。２０１５ 年意
大利能源集团公司在埃及沿海发现了全球最大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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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田之一，地质储量相当于 ５５ 亿桶原油。中
石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在南海北部湾钻获油气，两
口井日产油分别为 １ ２８０ ｔ／ｄ和 １ １８４ ｔ／ｄ，天然气
７．２万 ｍ３ ／ｄ 和 ７．６ 万 ｍ３ ／ｄ，创中石化近 １０ ａ 来日
产量之最。北部湾盆地石油资源量 １６７ 亿 ｔ，其中
石油可采储量 １８２．５ 亿桶。

由此可以预见，在跨越深层、深水后，等待我们

的还有更广阔的南北极以及高原等地带成为新的

油气田发现区。

２ 世界油气资源开采生产现状

２．１ 美国的油气生产与页岩气革命
美国石油生产从二战结束后，由于社会生产发

展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加速生产的阶段。

该时期从二战结束每天生产 ５００ 万桶原油，一直上
升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每天 １ ０００ 万桶的历史最高水
平。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近２０ ａ时间内，原油生
产维持在历史高位的每天 ９００ 万桶。美国在该时
期度过了历史上高速发展的阶段，整个社会基本达

到较高工业化水平。其后的２０ ａ，美国社会进入后
工业化阶段，能源需求趋于饱和，并且实行了石油

开采保护政策，禁止海域、北极等地区的原油开采，

从而原油生产处于持续降低的水平，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前后，保持在 ５００万桶／ｄ 的历史最低水平（图 ３）。

图 ３ 美中原油产量和中国原油消耗［７］

Ｆｉｇ．３ Ｃｒｕｄｅ ｏｉl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７］

  美国的页岩气大规模商业开发引领了第三次
能源革命。美国 １８２１ 年开始页岩气开发，１９７６ 年
开始积极推进页岩气产业，经过近 ３０ ａ的技术沉淀

和经验积累，到 ２０００ 年开始以一种经济高效的方
式大规模商业开发，改善了美国能源供需结构，提

高了能源自给水平，同时改变了世界能源供给格

局，称为页岩气革命。

２０００ 年美国页岩气干气的产量尚不足 ８３
亿 ｍ３，占当年美国天然气干气总产量不足 １％；
２００７ 年美国页岩气总产量 ５００ 亿 ｍ３，占当年美国
天然气总产量的 ８％；２０１０ 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超过
１ ０００ 亿 ｍ３，占当年美国天然气干气总产量的
２３％；２０１ １ 年美国页岩气产量为 １ ８００ 亿 ｍ３；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３ ４００ 亿 ｍ３，相当于同年中国天然气总产
量的 ３ 倍（１ ３２９ 亿 ｍ３）。２０３５ 年美国页岩气产量
预计将达到 ４ ３００ 亿 ｍ３，天然气总产量将达到
５ ４００ 亿 ｍ３，并在 ２０２２ 年实现天然气出口［１８］。

全世界页岩油储量为 １１ ～１３ 万亿 ｔ，其中美国
页岩油储量 ３ ０３６ 亿 ｔ，其中可采储量 ７００亿 ｔ。等于
美国常规石油可采储量的 ２６ 倍，沙特可采原油储量
的 ２倍。已探明页岩气可采资源量２３．４万亿 ｍ３，为
美国常规可采天然气储量的 ３．４倍［１９ －２０］。

２．２ 世界经济与油气供需
二战结束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进入经济高速

增长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对油气资源的消耗

也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维持较高水平到逐渐降低

的过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后，能源需求趋于饱和，并于 ２００５ 年前后出现拐点。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

增速大幅下滑，美、德、英、日等国在 ２００９ 年都出现
经济负增长，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从 ９．７％下落到
４％，全球经济增速从 ５．９％下落到 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间，世界经济表现为连续大幅下滑和多次探
底。２０１４ 年至今，世界经济增长出现见底企稳，呈
现 Ｌ型的低增长态势（图 ４）［２１］。

图 ４ 全球及重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２１］

Ｆｉｇ．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ｗｏｒlｄ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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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完

成工业化、对资源需求降低以后。１９９３ 年，中国自
己生产的油气已经不能满足自身需求。１９９８ 年以
后，中国对外石油消费都以超过 ６％的增幅增长，
２００２ 年为 ９．２１％，２００３ 年为 ８．８４％，２００４ 年为
７．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中国的能源消耗都以超过
６．３％的速度增长，２０１０年的增速更是高达 １３％。

图 ５ 世界石油价格走势
Ｆｉｇ．５ Ｗｏｒlｄ ｏｉl ｐｒｉｃ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０

中国经济崛起补缺了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

以及进入经济危机周期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使世

界经济整体处于连续增长的态势，从而使得油气资

源市场整体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

２０１４ 年，除北美及非洲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
地区的能源消费增量均低于过去的平均水平。中

国能源消耗增量从 ６．３％降到 ２．６％。全球能源需
求增幅仅有 ０．９％，这是除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外 ２０ ａ
来能源需求增速最低的一次，世界油气供应真正出

现过剩的局面。

２．３ 世界油气价格波动与走势
总体上，世界油气价格从二战以后，和油气消

耗一样，整体趋于上升的趋势。１９７１ 年国际油价只
有 １．８ 美元／桶，１９７３ 年初涨到 ２．９５ 美元／桶，到
１９７３ 年底突破 １２ 美元／桶。１９８１ 年两伊战争油价

上涨至 ３８ 美元／桶，由于 OＰＥＣ 增产，１９８６ 年油价
跌落至 １２ 美元／桶。至 ２０００ 年前后，由于漏油、伊
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前苏联解体等各种原

因，油价在 １０ ～３０ 美元／桶之间震荡。
进入新千年，世界经济整体走强，经济增速从

２％上升到 ２００７ 年的近 ６％。世界经济高速发展，
对油气资源的消耗放量增长。此间，美国对北极、

海域等地实行石油保护政策，油气供应逐年降低，

油价持续走高，从 ３０ 美元／桶上涨到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１ 日的 １４７．２５ 美元／桶。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引发波及整个

世界的金融危机。２００８ 年年底油价跌回 ３２．２０ 美
元／桶。期间，美国的油气开采保护、海湾战争、伊
朗问题、美国飓风等事件都导致价格出现较大幅度

波动。由于此间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总体上补缺了

世界经济的下滑。世界经济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

而使得油气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其价格整体

维持在 １００ 美元／桶上下的高位（图 ５）。
进入 ２０１４ 年，世界油气真正进入过剩的局面。

到下半年，美元走强，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直线上

涨。美元大涨的直接结果就是原油价格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开始大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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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０１５ 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尽管美国经
济运行平稳，但欧洲、日本在巨大的通缩压力和政

治危机下，经济发展步履维艰，新兴经济体国家也

相继陷入经济减速或衰退的困局。２０１５ 年 １—２ 季
度，欧元区经济增速只有 ０．３％ ～０．４％；日本 １ 季
度经济增长 ２．４％，２ 季度下降 １．２％；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ＰＭI）连续 ４０ 多个月下降，８ 月份
降至 ４９．７，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以来最低水平；巴西、俄
罗斯由于货币贬值、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严重

衰退。２ 季度俄罗斯经济增速同比下降 ４．６％，为
６ ａ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巴西也连续 ２ 个季度负
增长，分别为－１．６％和－２．６％，为 ６ ａ来最严重的
下滑幅度［２２］。

２０１６ 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十分艰难，全球经济弱
势复苏的格局在短时间内仍难以改变。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ＭＦ）将 ２０１６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由之前
的 ３．８％调降至 ３．６％，其中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
的经济前景表示担忧。疲弱的经济直接影响到全

球石油需求的增长，２０１５ 年世界石油需求量为
９ ４４３ 万桶／ｄ，仅比前一年增长 １．８％，增加 １７０ 万
桶／ｄ［２３］。进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份以来，世界石油实
际需求为 ９ ４２０ 万桶／ｄ，较 ２０１５ 年出现负增长。

但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底，美国北达科他
州石油产量 １５ 个月以来一直保持在 １ １８ 万桶／ｄ。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世界平均石油产量 ９ ５５０ 万桶／ｄ，
其中 OＰＥＣ 组织 ３ ９１０ 万桶／ｄ，非 OＰＥＣ 组织５ ７７０
万桶／ｄ，供大于求余额为 １３０ 万桶／ｄ。实际上，由
于国际社会对伊朗制裁的解除，近期将有超过 １００
万桶／ｄ 的伊朗原油进入国际市场，而利比亚在国
内局势稳定之后也还有 １００ 万桶／ｄ 原油重返市场。
与此同时，美国 １２ 月 １８ 日解除原油出口禁令，
２０１６ 年美国的原油也将进入国际市场。

由于需求增长吸收不了增加的供应量，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以后经合组织国家石油库存逐月上升。２０１５
年 １ １ 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石油库存达到创
纪录的 ３０ 亿桶。

实际上，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下
跌。２０１６ 年 ２月 １１ 日，ＷＴI油价跌至２６．２美元／桶，
处于 １９９０ 年迄今 ２５ ａ 来的底部，结合美元 Ｍ２ 的
发行量，并参考美元和黄金的价格，可以认为也是

４０ ａ来最低。说明世界石油市场再平衡具有很大

的挑战性，油价恢复需要一段时间，世界原油供应

宽松将成为新常态。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美元将处于升
值通道，令石油价格长期承压。

３ 世界油气资源未来发展趋势

３．１ 世界人口增长是能源消费的刚性拉动
从图 １ 可以清楚看出，世界能源的消费增长是

和世界人口增长呈正比的。世界总人口越多，世界

能源消费总量越大。从根本上说，人口增长是能源

消费的根本需求，也是能源消耗的刚性拉动。世界

人口在 ２０１５ 年为 ７３ 亿，根据联合国预测，到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 ８５ 亿，２０５０ 年为 ９７ 亿。２０５０ 年后，世界
人口增长的速度会放缓，但到 ２１００ 年世界人口仍
将达到 １ １２ 亿［２４］，比目前的人口增加约 ４０％。可
以推测，世界能源消耗从现在到 ２０５０ 年将随世界
人口增加，以较快的速度攀升。２０５０ 后能源消耗的
速度会下降，但到 ２１００ 年世界能源消耗总量仍是
一个很大的数字，估计也将比目前能源消耗量增加

４０％。
３．２ 气候变化成为能源发展的刚性约束

人口增长、能源消耗、碳排放和气候变暖共同

构成地球系统要素。当地球系统中人口数量有限，

能源消耗、碳排放都有限时，地球系统不会对人类

的碳排放做出回馈。但当人口数量增长和消耗的

能源达到一定程度，其排放的碳总量［２５］能够迫使

地球系统做出回馈时，地球系统会使人类的生存环

境恶化，从而抑制人类数量的增长和能源消耗，以

迫使降低碳的排放。

人类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让地球系统做

出回馈的时代。比如，一个采掘油砂的工程项目将

移动 ３００ 亿 ｔ的泥沙，这是全世界河流一年输沙量
的两倍；人类目前在地球上所建的堤坝使河流的

输沙量比以前减少了 ２／３。实际上，人类已经注意
到了人类活动对地球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并把这个

时代定义为人类纪［２６］。所以，今后世界人口的持

续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耗持续增高，将引起地球系统

更加激烈的回馈，这种回馈将是未来能源发展的刚

性约束。

３．３ 人类的抉择
世界能源经历了由无碳到高碳，再回到低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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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碳）的历史演变过程。伴随以蒸汽机技术为标

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内燃机、电力为标志的第

二次工业革命，能源结构实现了从薪材到煤炭，从

煤炭到油气、电力的升级和转变。第三次工业革命

浪潮，特别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加快了世

界能源结构向低碳（无碳）化的演进。

高碳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等人类严

重关切的问题［２７］。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美国、德国、法
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 ７ 国领导人在为期
两天的峰会上达成一项约定：至 ２１００ 年在全球范
围内终结化石燃料的使用。传统化石燃料的角色

逐渐弱化，意味着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将在现代经

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底，全球有 １６０ 多个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
政策目标。经过艰苦谈判，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巴
黎达成新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美国计划于 ２０２５ 年实现在 ２００５ 年基础上减
排 ２８％。中国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左右 ＣO２ 排放达到峰
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２０％左右。印度在 ２０３０ 年前，要比 ２００５ 年的碳强
度数值减少 ３３％ ～３５％，非化石燃料发电达到
４０％。２０１５ 年法国国民议会（下院）通过了能源转
换法案，提出了 ６ 个数值目标，包括最迟到 ２０３０ 年
将化石燃料消费量比 ２０１２ 年削减 ３０％，并规定要
把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到约 ３２％，相当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５ 倍［２８］。

人类越过石器时代，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石头

枯竭了。同样地，人类的技术发展使石油处于越采

越多，供过于求的状态，但人类最终选择了一条抛

弃石油的发展道路。

３．４ 问题与挑战
按照 ＢＰ的估计，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３５ 年人类的

一次能源消耗将增加 ３７％，平均每年增加 １．４％。
其中，煤炭消耗平均每年增速为 ０．８％，石油０．８％，
天然气 １．９％，可再生能源 ６．３％，核能 １．８％，水电
１．７％。可以看到化石燃料增速普遍低于非化石燃
料，但到 ２０３５ 年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为
８１％，仍然是能源的绝对主力，非化石燃料仅能向
人类提供 １９％的能源消耗［２９］。放弃石油是人类选

择的发展方向，但实际上，我们的工业现在仍然处

在内燃机时代，化石燃料被大规模替代，需要一个

漫长的过程。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类并不是因为穷尽了化

石燃料才放弃它的。如前所述，由于技术的进步，

目前的状态是油气剩余储量越勘探越多（煤炭同

样）。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化石燃料，就是让资源国

放弃化石能源的输出，这存在一个资源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问题。

尽管离完全放弃化石燃料很远，但相信资源国

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压力。所以，他们希望从现在开

始到化石燃料被完全放弃，将自己所拥有的化石资

源全部输出变成现金流。这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

为什么油价如此低，但无论 OＰＥＣ 组织还是非
OＰＥＣ 组织都在采取不减产的决定，就连不增产的
协议都难以达成。油气生产国都希望低油价给他

们造成的损失通过放量生产得到弥补，并最终希望

在化石能源遭到人类抛弃前把自己所拥有的油气

资源都输出出去。

对太阳能、风能、水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的大

规模有效利用目前尚存在稳定输出、高效存储、环

境友好、经济效益等多方面的问题，尚有待于科技

进步来解决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完全替代问

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科技、政府、市场的

共同努力。

廉价充足的油气资源供应，一方面进一步提高

了油气资源利用的覆盖面，提高了世界对油气资源

的依赖程度，降低了对油气资源的有效和高效利

用，延缓了对油气资源能源效率的提升，从而可能

会延缓油气需求高峰的到来；另一方面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世界对非化石能源的渴求，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对非化石能源市场、政府科技的投入，延

缓了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步伐，从而延迟石油退出能

源霸主地位的时间。

３．５ 思路的转变
综上所述，目前世界油气储采比大概在 ５０ ａ左

右。根据目前油气发现的规律，今后将发现更多的

油气资源。在新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５０ ａ
后，世界对油气资源的依赖将会大大降低。低油

价、油气供应过剩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

当然，石油资源需求与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均衡

性。局部油气资源供给安全问题依然存在［２０］。对

中国来说，本地资源供给有限，对外依存度目前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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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以后还会逐年升高。本文认为应该转换思
路，从局部的资源安全保障，转换到区域、乃至全球

的资源安全保障上来。通过“一带一路”、互联互

通，把眼光从局部转移到区域，以区域能源安全保

障来解决局部能源安全的问题。

４ 结论

（１）根据目前油气发现的规律，我们将发现更
多的油气资源。油气供应过剩和低油价应该是未

来一段时间的常态。由于石油资源需求与分布的

不均衡性，局部油气资源供给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应通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以区域能源安全保

障来解决局部能源安全的问题。

（２）有限的勘探力量应该用于全球范围大盆地
富油气凹陷的勘探开发上。提高技术投入，以保障

油气生产的低成本与高效益。

（３）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使得减排、低碳与可
再生能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努力实现从

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将是人类共同的目

标，今后更多的力量将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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