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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油气资源格局与中国的战略对策选择
赵建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本文以世界和中国油气资源赋存、分布数据为基础 ,分析了世界和中国油气资源开发与供需的基本态

势和变化趋势 ,总结了中国利用世界油气资源的背景和基本格局。提出中国的战略选择对策 :以和平和协商为主

要方式平衡世界能源输出、消费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关系 ,全面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工作 ,坚持油气资源利用多

元化和来源多元化的原则 ,全面参与油气资源输出国家和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 ,坚定不移的建立和实施油气资源

战略储备 ,强化利用世界油气资源运输的保障能力建设。

　　关键词 :世界油气资源 ;中国油气资源 ;规模与格局 ;中国的战略对策选择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前中期开始 ,由于我国国内

需求的日益增长 ,我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家一举转变

为净进口国家 (1993 年成为成品油净进口国 ,1996

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 ,而进口能源 ,尤其是油气进

口规模的不断扩大 ,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必然

结局 ,我国的油气供需状况已经深刻影响到世界能

源的供需变化 ;同时 ,进入 21 世纪后 ,全球能源市

场 ,尤其是油气市场供需日趋呈现紧张态势 ,油气价

格不断上升。为此 ,需要以全球油气资源赋存与开

发格局为背景 ,讨论和提出我国利用国际油气资源

的战略对策。

1 　世界油气资源赋存与开发基本态势
据 BP 统计 ,截止到 2006 年底 ,全球石油资源剩

余探明储量为12 082 ×10
8
bbl ,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

181146 ×1012 m3 ,储采比分别为 4015 和 6313[1 ] 。

从油气的空间分布看 ,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

剩余探明储量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至今依然高

居全球首位 ,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6115 %和 4015 % ;

非洲地区由于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油气探明储量

不断增长 ,已成为世界油气资源开发和输出的重要

地区 ;前苏联地区虽然石油所占比重不高 ,但天然气

剩余探明储量仅次于中东地区。比较而言 ,我国无

论是在石油 ,还是在天然气的剩余探明储量上 ,均在

全球占有较低的位置 ,2006 年我国石油剩余探明储

量仅占全球总量的 113 % , 天然气也同样只占

113 % ,说明我国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探明储量方面

均不占世界重要地位 (表 1) 。

　　相对于资源总量而言 ,虽然全球油气资源总体

上已经呈现日趋减少的趋势 ,但从全球石油和天然

气剩余探明储量的变化趋势看 ,石油和天然气剩余

探明储量总体上是增加的 ,且增幅较大。1980 年以

来 ,全球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增加近一倍 ,即从 1980

年的6 671 ×10
8
bbl 增加到 2006 年的12 082 ×10

8
bbl

(表 2、图 1) ;1986 年以来 ,全球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

增长近 80 % ,即从 1986 年的 107167 ×10
12

m
3 增加到

2006 年的 181146 ×1012 m3 (表 3、图 2) 。

在上述增加的油气剩余探明储量中 ,无论是石

油还是天然气 ,中东地区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

油气剩余探明储量 20 年来全部增长 1 倍以上 ,尤其

是石油剩余探明储量的增长一枝独秀 ,其绝对增长

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表 2、表 3) 。

　　中国的油气剩余探明储量数十年来增长并不理

想 ,尤其是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增长不大 ,2006 年的

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只较 1980 年增长了 22156 % (未

包括 2007 年 5 月我国对外公布的冀东南堡油田等

新的重大石油探明储量) ;相对而言 ,天然气的剩余

探明储量变化要好的多 ,20 年来天然气剩余探明储

量增长近 3 倍 (表 2、表 3) 。



表 1 　截止 2006 年末世界分地区油气资源剩余探明储量

Table 1 　Regional oil and gas reserves by 2006

地区 石油探明储量

( ×108bbl)

占全球总量比重

( %)

储采比 天然气探明储量

( ×1012m3)

占全球总量比重

( %)

储采比

北美 599 510 1210 7198 414 1016

中南美 1 035 816 4112 6188 318 4716

欧洲与中亚 1 444 1210 2215 64113 3513 5918

中东 7 427 6115 7915 73147 4015 21817

非洲 1 172 917 3211 14118 718 7816

亚太 405 314 1410 14182 812 3913

OPEC 9 146 7517 7014 — — —

OECD 798 616 1113 15190 818 2417

Non2OPEC 3 1 745 1414 1316 — — —

前苏联 1 282 1016 2816 58111 3210 7416

中国 163 113 1211 2145 113 4118

全球合计 12 082 10010 4015 181146 10010 6313

　　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公布 2007 年统计资料整理。

3 :不包括前苏联探明储量。

表 2 　1980 年以来世界分地区石油探明储量变化

Table 2 　Changes of regional proved reserves of oil since 1980 ( ×108 bbl)

地区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北美 925 1 015 963 890 689 607 599

中南美 267 629 716 838 979 1 032 1 035

欧洲及中亚 984 786 803 815 1 141 1 452 1 444

中东 3 624 4 313 6 577 6 615 6 910 7 427 7 427

非洲 533 570 587 720 934 1 172 1 172

亚太 338 391 364 394 429 405 405

欧盟 25 国 106 81 65 71 76 69 67

OPEC12 国 4 360 5 378 7 675 7 882 847 9 145 9 146

前苏联 820 627 633 621 934 1 277 1 282

中国 133 171 160 163 179 162 163

全球合计 6 671 7 705 10 010 10 272 11 082 12 095 12 082

　　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公布 2007 年统计资料整理。

　　按国家排序 ,石油和天然气的状况略有不同。

在石油剩余探明储量方面 ,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伊

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占据了世界石油剩余探

明储量的前五位 (表 4) ;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占据

第一位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一国的天然气剩余探明

储量就占世界总量的 1Π4 以上 ,但中东的伊朗、卡塔

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亦在前五位之列 ,且储采比

多在 100 年以上 ,足以显现出中东地区在天然气方

面的地位和潜力 (表 5) 。

在剩余探明储量增长的同时 ,由于世界经济增

长和对油气资源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 ,世界油气资

源的开发规模在数十年来也呈现出较高的增长态

势。到 2006 年 ,全球石油产量达到 39114 ×108 t ,较

1965 年增长了 215 倍 ,年均递增 213 % ;同年天然气

产量2 865 ×10
8
m

3
,较 1970 年增长了 2184 倍 ,年均

递增 2194 %(表 6、表 7) 。

　　分地区看 ,石油与天然气在世界各大地区的开

发生产规模格局不尽相同。石油的产量增长主要来

自中东地区 ,1965 年以来 ,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增

长近 3 倍 , 2006 年的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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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0 年以来世界分地区石油资源探明储量变化

Fig. 1 　Changes of regional proved reserves of oil since 1980

图 2 　1980 年以来全球分地区天然气探明储量变化

Fig. 2 　Changes of regional proved reserves of natural gas since 1986

图 3 　1965 年以来世界分地区石油产量变化

Fig. 3 　Change of regional oil output since 1965

图 4 　1970 年以来世界分地区天然气产量变化

Fig. 4 　Change of regional gas output since 1970

表 3 　1986 年以来世界分地区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变化

Table 3 　Changes of regional proved reserves of natural gas since 1986

( ×1012m3)

地区 1986 1996 2006

北美 10126 8141 7198

中南美 4124 6106 6188

欧洲及中亚 47122 63155 64113

中东 30141 49131 73147

非洲 7140 10117 14118

亚太 8114 10140 14182

欧盟 25 国 3157 3142 2143

OECD 国家和地区 17118 16129 15190

前苏联 41100 56165 58111

中国 0187 1117 2145

全球合计 107167 147189 181146

　　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公布 2007 年统计资料整理。

表 4 　截止 2006 年世界石油资源主要国家剩余

探明储量表(前十位国家)

Table 4 　Major nations with proved reserves of oil by 2006

国家 石油探明储量
(108 ×bbl)

占全球总量比重
( %)

储采比

沙特阿拉伯 2 643 2210 6617

伊朗 1 375 1114 8117

伊拉克 1 150 915 > 100

科威特 1 015 814 > 100

阿联酋 978 811 9012

委内瑞拉 800 616 7716

俄罗斯 795 616 2213

利比亚 415 314 6119

哈萨克斯坦 398 313 7615

尼日利亚 362 310 4013

美国 299 215 1119

前十位合计 10 230 8418 —

全球合计 12 082 10010 4015

　　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公布 2007 年统计资料整理。

表 5 　截止 2006 年世界天然气资源主要国家剩余

探明储量表(前十位国家)

Table 5 　Major nations with proved reserves of natural gas by 2006

国家 天然气探明储量
( ×1012m3)

占全球总量比重
( %)

储采比

俄罗斯 47165 2613 7718

伊朗 28113 1515 > 100

卡塔尔 25126 1410 > 100

沙特阿拉伯 7107 319 9610

阿联酋 6106 313 > 100

美国 5193 313 1113

尼日利亚 5121 219 > 100

阿尔及利亚 4150 215 5313

委内瑞拉 4132 214 > 100

哈萨克斯坦 3100 117 > 100

前十位合计 137113 7517 > 80

全球合计 181146 10010 6313

　　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公布 2007 年统计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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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965 年以来的世界分地区石油产量变化

Table 6 　Change of regional oil output since 1965 ( ×108t)

地区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北美 41896 61277 51915 61707 71302 61556 61460 61508 61453 61461

中南美 21252 21502 11897 11924 11888 21284 21928 31453 31470 31458

欧洲与中亚 21819 31950 51431 71466 81072 71883 61694 71247 81448 81467

中东 41182 61917 91798 91341 51169 81519 91789 111440 121129 121219

非洲 11065 21923 21425 31006 21609 31209 31393 31722 41672 41737

亚太 01449 01983 11878 21436 21881 31256 31547 31812 31795 31798

中国 01113 01307 01771 11060 11249 11383 11490 11626 11808 11837

世界总量 151663 231552 271344 301879 271921 311706 321810 361181 381968 391141

　　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公布 2007 年统计资料整理。

表 7 　1970 年以来世界分地区天然气产量

Table 7 　Change of regional gas output since 1970 ( ×108m3)

地区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北美 6 643 6 345 6 528 5 771 6 399 7 119 7 622 7 369 7 544

中南美 180 235 340 460 583 732 979 1 379 1 445

欧洲及中亚 2 885 4 654 6 319 8 275 9 752 9 042 9 595 10 600 10 729

中东 199 333 377 636 1 012 1 489 2 068 3 175 3 359

非洲 28 116 231 465 669 833 1 268 1 648 1 805

亚太 157 351 690 1 060 1 503 2 131 2 720 3 626 3 771

中国 26 82 133 120 153 179 272 500 586

世界总量 10 093 12 033 14 485 16 667 19 918 21 347 24 252 27 798 28 653

　　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公布 2007 年统计资料整理。

1) 世界油气资源之多少 ? 中油网 ,2007.

2) 王志明 ,世界石油工业前景光明 ,中国石化新闻网.

31122 %(1965 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26170 %) ,欧洲及中亚 (前苏联) 、非洲和亚太地区也

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 ;天然气的产量增长中东地

区则不占重要地位 ,虽然中东地区自 1970 年以来天

然气产量增长了 10 多倍 ,但到 2006 年中东地区天

然气产量也只占世界总产量的 11172 % ,欧洲及中

亚的天然气产量目前已占世界总产量的 37145 % ,

其中俄罗斯就占 21136 %(表 6、表 7、图 3、图 4) 。

　　从供需格局看 ,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各年度产

量和和消费量基本平衡 ,且略有剩余。但进入 21 世

纪以来 ,油气能源价格 ,尤其是石油价格不断上扬

(2006 年年初美国纽约石油期货市场突破 70 美元Π
bbl ,2007 年 10 月更是高达 90 美元Πbbl) ,价格与其

开发成本严重背离。事实表明 ,中国及全球经济发

展已经进入高油价运行和增长时代。

导致这一格局的原因除消费大国油气储备规模

持续扩张外 ,更主要缘自地缘政治作用和其他多种

因素影响 ,加之国际油气期货市场对未来消费的规

模增长的预期和投机炒作 ,使油气资源价格完全与

世界油气资源储量相背离。而这一格局的改变除非

出现以下两种前景。

其一是 OECD 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印度等发

展中大国的油气消费规模出现增长停滞或绝对量下

降。由于世界正在进行新能源成为常规能源的研

发 ,在当前均无重大突破 ,即使有突破 ,转化成为常

规主体商业能源 ,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故第一种

前景基本上在未来一段时期难以出现。其二是全球

油气资源探明储量出现重大突破 ,剩余探明储量大

幅度增加。据 2000 年的第 16 届世界石油大会美国

地质调查局 (USGS)发布的信息 ,估计世界常规石油

可采资源量为4 582 ×108 t ,天然气可采总资源量为

1 176 ×10
12

m
3 1)

。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报告认为 ,目

前全球剩余常规石油资源量为2 740 ×10
8
t ,此数字

是目前全球已开采出石油总量的两倍 ,还有1 370 ×

108 t 非常规石油资源 ,如油砂、页岩油等2) 。虽然剩

余可采资源量还比较大 ,且今后可能继续扩大 ,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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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油气资源未探明储量的勘探和开发难度越来

越大 ,且这些评估和预测的资源均有待通过具体的

勘探加以证实 ,故世界油气剩余探明储量在近中期

继续大幅度增长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此 ,至少在近 10 年～20 年内 ,我们基本上看

不到这两种前景。因此 ,高油价运行时代将成为未

来世界经济运行的必然趋势和主旋律。

1) 中国石油等 5 种油气资源量及分布最新数据产生 ,新华网 ,2007.

2) 贡翔、黄刚伟 ,中国石油、天然气战略资源分析 ,资源网 ,2007.

3) 国家发改委 ,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 ,2007.

2 　我国油气资源的基本格局判断和背
景分析

如果说世界油气资源的勘探难度越来越大 ,勘

探与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的话 ,那么 ,由于我国的油气

资源赋存格局所致 ,油气的勘探和成本则更高 ,难度

也更大。

我国的石油产量自 1980 年达到 10 ×10
8
t 后 ,由

于储采比的不断下降 ,增长趋势明显放慢 ,2006 年

石油总产量只达到 1184 ×10
8
t ;天然气的产量在上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探明储量的较大规模增

长(10 年来我国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增长一倍以

上) ,开发规模不断扩大 ,产量增长显著加快 ,2006

年产量达到了 586 ×108 m3 ,是我国常规化石能源开

发增长最快的能源品种[2 ] 。

我国油气资源的地质评价总量并不低 ,属于世

界油气资源大国。据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三次油气

资源评价的信息 ,我国石油资源总量达到了1 050 ×

108 t ,可采资源量 135 ×108～160 ×108 t (剩余可采资

源量 95 ×10
8
t 左右) ;天然气资源总量达到 56 ×10

12

m
3 (也有专家认为我国石油可采资源量能够达到

260 ×10
8
t

[3 ] ) ,天然气可采资源量为 12 ×10
12

m
3 (剩

余可采资源量大于 10 ×1012 m3 ) 。其中 ,陆上石油占

87 % ,海上占 13 % ,石油和天然气可采资源探明率

分别达到 43 %和 1716 %
[4 ] 。截止 2005 年底 ,累计石

油可采储量 69167 ×10
8
t ,天然气可采储量 314 ×10

12

m3 。从资源分布看 ,石油资源潜力区主要分布在松

辽、渤海湾、塔里木、准噶尔、鄂尔多斯、柴达木、珠江

口等大型盆地 ,待探明资源量约占全国待探明石油

资源的 70 % ;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塔里木、四川、柴达

木、东海、莺歌海、琼东南等大型盆地 ,待探明资源量

约占全国总量的 85 %。初步测定 ,待探明油气资源

量分别约为 200 ×108 t 和 10 ×1012 m3 ,是未来近中期

我国油气勘探开发的重要战略接替区和准备区[5 ] 。

目前 ,我国已经进行和完成了新一轮油气资源

的评价工作 ,对全国主要的 129 个含油气盆地、42

个含煤盆地 (群) 、80 个油页岩含矿区、106 个油砂矿

区进行了评价 ,其中 ,石油、天然气资源是本次评价

的重点 ,油页岩、油砂资源评价在全国范围尚属首

次1)
。虽然正式数据尚未向外发布 ,但预计评价结

果会使我国油气资源有一定幅度增长。

但在我国已发现的油气田中 ,除大庆、胜利等主

要油田外 ,其他油气田单位面积储量普遍较小 ,低品

位油田居多 ,埋藏较深、类型复杂、品质较差、工艺技

术要求高 ;在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中 ,优质资源不足 ,

低渗或特低渗油、稠油和埋深大于 3 500m 的超过

50 % ,且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部地区。随着勘探开

发的不断深入 ,剩余石油资源中质量差、难开采的比

重将越来越大 ,隐蔽、复杂油气藏已成为勘探主要对

象 ,地表及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正成为勘探的重点

目标区 ;老油田已进入高含水、高采出阶段 ,综合含

水率高于 80 % ,平均采出程度大于 65 % ,原油产量

呈递减趋势 ,开发难度越来越大 ,开采工艺要求越来

越高2)
。此外 ,新发现的大型油气区 ,尤其是大型天

然气气区 ,大多与消费地形成不匹配的空间关系。

与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发现和开发进展不相适

应的是 ,我国在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家后 ,油

气资源的消费呈现上升态势 ,到 2006 年 ,原油消费

量达到 315 ×10
8
t ,天然气达到 566 ×10

8
m

3 (表 8) 。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 ,正是能源

消费规模上升最快的时期。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 ,

仅在“十一”期间 ,我国能源消费绝对量又将较“十

五”期末增加 3 ×108 t 标煤左右 ,2010 年我国能源消

费总量将达到 27 ×108 t 标煤 ,其中石油消费量占

2015 % ,天然气消费量占 513 %
3)
。据此 ,届时石油

消费量将达到 3187 ×10
8
t , 天然气达到 1 075 ×

10
8
m

3 。按照规划 ,我国“十一五”期末石油、天然气

产量只能达到 1193 ×108 t 和 920 ×108 m3 。这样 ,届

时我国国内石油、天然气供给消费的缺口为 1194 ×

10
8
t 和 155 ×10

8
m

3 。缺口部分肯定需要通过进口来

平衡 ,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50112 %

和 14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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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消费变化

Table 8 　Change of oil2and2ga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06 年

石油产量 ( ×108t) 1106 1125 1138 1149 1163 1181 1184

石油消费量 ( ×108t) 0185 0190 1113 1160 2124 3128 3150

石油净进口量 ( ×108t) — — - 0124 0110 0170 1136 1168

天然气产量 ( ×108m3) 133 120 153 179 272 500 586

天然气消费量 ( ×108m3) 139 127 150 174 238 457 556

天然气净进口量 ( ×108m3) — — — — — 3413 7810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及有关报道数据整理 ;负值即为净出口量。

　　据以往部分机构与专家的预测 ,我国 2010 年石

油和天然气消费需求量预计为 315 ×10
8
t 和1 200 ×

10
8
m

3 (也有认为 2010 年的石油需求量为 310 ×

10
8
t) ,到 2020 年将分别达到 4125 ×10

8
t 和3 000 ×

108 m3[6 ] 。而从我国实际的消费情况看 ,我国石油消

费量在 2006 年就已经基本达到 315 ×108 t (表 8) ,这

一结果与原来部分专家或机构的预测值已经产生了

较大的出入。

另一方面 ,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开始变

得越来越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中国经

济增长所引发的能源消费增长 ,尤其是油气消费的

增长已经为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及政府所高度关

注。如美国能源部能源情报署在 2006 年 6 月的国

际能源展望报告中预测 :到 2015 年 ,非经合组织国

家使用的能源要超过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 ;到

2030 年 ,它们使用的能源比经合组织多出 34 % ;预

计美国、中国和印度将占世界石油使用增长的

51 % ,其中中国的能源消费将超过美国 ;在 2025 年

石油价格将超过 100 美元Πbbl (贴现值) ,达到 107 美

元Πbbl
1)
。

1) 2030 年中国能源消费将超美国 ,新华网 ,2006.

虽然我国政府在 2004 年就提出了“和平崛起”

的战略思维 ,并积极开展各类形式的沟通与对话 ,但

如果我国不能尽快制定和实施可行的利用国际资源

的战略及对策 ,有效调控我国利用国际资源 ,特别是

油气等战略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 ,则我国在未来的

现代化进程中 ,不可避免的将面对越来越多因大规

模利用国际战略资源而引发的争端和冲突 ,而这是

我国需要尽量避免的结果。

3 　我国利用油气资源的战略对策选择
311 　背景与基本格局分析结论

通过对世界和中国油气资源赋存与开发及消费

变化趋势的背景分析 ,我们可以就我国利用世界油

气资源得出如下分析结论 :

(1)我国利用世界油气资源既是对油气资源消

费本身的需求 ,也是我国实现世界现代化大国战略

的重要组成内容 ;

(2)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 ,由于新的优质、廉价

和商业化能源难以形成 ,油气资源仍将是我国能源

消费中不可替代的常规战略能源资源 ;

(3)我国利用国际油气资源并将持续增长 ,已经

深刻影响到世界油气资源的开发与消费格局 ,“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并重已经是我国油气资源利用的基

本战略选择 ;

(4)虽然世界和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仍有

较大的潜力 ,但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必将在高油价的

伴随中进行 ;

(4)我国利用世界油气资源的来源应当是所有

油气输出国家和地区 ,不宜对油气输出大户的中东

地区形成过分依赖格局。

312 　战略选择的基本构想

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正处在大规模工业化与城

市化的中期高峰阶段 ,能源消费规模与需求继续较

快增长 ,将是不可抑制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 ;同

时 ,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 ,在当今全球化石常

规能源资源 ,尤其是石油资源赋存日趋减少背景下 ,

已不可能按照美、日、欧盟等已完成工业化国家和地

区的模式 ,继续走廉价能源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

因此 ,我国必须构建具有特色的能源安全体系 ,模式

构筑上既有别于欧盟的自主性的区域能源安全模

式 ,也不同于日本的全面外向型能源安全模式 ,更不

同于美国的单边主义能源安全模式。

在我国已经并将更大规模利用世界油气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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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前提下 ,我们需要就如何利用好世界油气资源 ,

做出我们的战略选择。目前 ,我国虽然确立了利用

世界油气资源的总体战略 ,但在如何实施上的企业

层面上 ,尤其是几大国家石油公司仍然缺乏有目的、

有目标、有序的和统一的 ,相互协作与配合的国家层

面企业全球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战略 ,尚未对保障

我国能源安全承担起应有的支柱作用。

利用世界油气资源的战略选择需要在国家层面

上制定和实施。笔者认为 ,战略选择的基本构想是 :

尽快构建和形成我国“全面开放、统一规范、多维合

作”利用世界油气资源的保障体系。

这一战略选择的基本含义是 :第一 ,中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成长最快速的国家 ,既

要平等参与世界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和市场竞争 ,也

要开放国内油气区的勘探、开发和开展市场竞争 ;第

二 ,在参与和利用世界油气资源的进程中 ,需要规范

和协调国内各大石油企业参与世界油气的勘探和开

发 ,避免不必要的内耗和恶性竞争 ;第三 ,要全力推

进和形成全方位、多层面、多形式的国际油气资源合

作体系。

这一战略选择的依据是 :第一 ,在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大趋势背景下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 ,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正在建立与完善之中 ,油气资源

的勘探和开发只能以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进行 ,在

寻求油气输出国家和地区开放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市

场的同时 ,也要对等开放自身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市场 ;第二 ,中国及世界的油气资源尚有较大的勘探

和开发潜力 ,但难度越来越大 ,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

第三 ,中国的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虽然在国内进行

了各大石油企业的区域划分和布局协调 ,但在参与

国际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方面还缺乏统一协调的

规划 ,容易产生自身的不合理竞争 ;第四 ,中国推行

的“和平崛起”战略 ,需要一个尽可能长期和相对稳

定国际社会 ,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 ,需要运用平

等合作、利益共享与共同发展的机制与方式来实现。

313 　战略选择的实现对策

(1)以和平与协商为主要方式平衡世界主要油

气输出、消费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关系。要利用好世

界油气资源 ,首先需要强化的工作 ,就是要将利用世

界油气资源作为我国对外交往和交流的重要内容。

既包括政府间的外交 ,大打能源外交牌 ,也要重视民

间的交流 ,要与世界主要油气输出、输入国家和地区

均要形成良好沟通合作关系。

(2)全面加强和加快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工作。

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 ,

要以和平方式利用好世界油气资源 ,抑制国际油价

的不断上涨 ,国内油气资源剩余探明储量的不断增

长是基本的保障。而目前我国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尤

显不足 ,加上新公布的冀东南堡油田探明储量 ,储采

比也不到 20 ;同时 ,由于国际油气市场中 ,中国因素

越来越显著 ,要抑制住国际油价的上涨幅度 ,没有国

内油气资源作基础 ,将难以实现。

(3)坚持油气资源利用多元化和来源多元化的

原则。作为发展中的油气消费大国 ,不能只关注世

界轻质油、液化石油气等优质油气资源的利用 ,也要

关注重油以及非传统石油中油砂、页岩油等劣质油

气资源的利用 ;同时 ,要尽可能从所有的油气输出国

家和地区进口油气 ,均衡来源国家和地区进口的规

模和比例。

(4)统一规划 ,全面参与油气资源输出国家和地

区的油气资源开发。加大对石油输出国家和地区的

直接投资 ,应成为我国利用世界油气资源的重要内

容 ,除继续稳定和逐步提高在中东地区的直接投入

外 ,国家应鼓励国内各大石油企业更多参与中亚、非

洲、南美的油气资源直接开发 ,并尽可能同所在国形

成合资、合作开发项目 ,构筑油气资源开发的利益共

同体。国家至少应以法规的形式 (最好能够制定和

实施相关法律 ,除尽快制定和实施《能源法》外 ,建议

专门制定和实施《促进海外石油开发利用法》) ,规范

国内各大石油公司直接参与油气输出国家和地区的

重点和方向 ,防范自身的恶性竞争。

(5)逐步建立和形成达到国际标准的战略石油

储备体系。虽然我国在石油战略储备方面起步较

晚 ,但毕竟已经开始 ,目前主要是以政府储备和石油

企业商用储备相结合的方式 ,达到保障消费 30 天的

标准 (政府储备大于 10 天) ,规划在 2020 年左右达

到国际上 90 天的通用标准。笔者以为 ,应当加快其

进程 ,争取在 2015 年左右达到国际上通用标准 ,且

国家应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建立专项基金 ,政府储备

成为战略石油储备的主体。

(6)强化利用世界油气资源运输的保障能力建

设。随着我国利用世界油气资源的规模增长 ,油气

输送的安全性问题也越来越显著 ,而目前我国这一

方面的保障能力建设还十分不足。为此 ,需要国家

既要加强同输送线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保障能

力合作 ,更要尽快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 ,尤其是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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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通道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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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s Oil2and2Gas Resources Patterns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ZHAO Jian2an

( Institute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 Research , CAS , Beijing 100101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the changing tendency of oil2and2gas resources in

terms of exploration and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world and China. The background and general

structure of oil2and2gas resource utilization also were summarized. Meanwhile ,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China and the world have been facing high oil prices for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 although greater

potentials of developing the reserved oil2and2gas resources still existed. At the same time , the dependence

on oil and gas in China would further rise to the world’s level in the future. China needs to structure the

strategic system for oil2and2gas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for energy

security are : overall opening energy markets and diversifying energy supply channels and improving energy

use efficiency ;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states and regions with rich oil2and2gas resources

through peaceful negotiation ; enhancing oil2and2gas resources exploration and unshakably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of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 improving the transport capacity of oil2and2gas resources.

Key words :Oil2and2Gas resources ; scales and structures ;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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