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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世界石油峰值及我国油气供需预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以立足国内为主、加强国内油气
资源的勘探开发、构建节约型社会、实现能源发展的多元化战略，以及开拓海外油气资源、建立石油储备体系
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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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在保障国民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和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
前，石油、煤炭、天然气这三种传统能源占全世界能
源消费的 ９０ ％以上，其中石油所占份额超过半数。
然而 ２００４ 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世界石
油总储量为 １．１５ ×１０１２

桶，仅可供开采 ４１ ａ；天然气
储量为 １７６ ×１０１２ ｍ３，仅可供开采 ６３ ａ。 日本权威
能源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全球煤炭埋藏量为 １０ ３１６
×１０８ ｔ，可供开采 ２３１ ａ。 目前全球能源发展面临的
双重挑战是如何确保全世界获得安全、经济的能源
以及如何运用可持续的方式管理能源使用，以减小
对环境的影响。
1　石油峰值及我国油气供需形势
1．1　世界石油峰值预测

世界上矿石能源日趋减少，尽管石油价格一再
飙升，但仍然无法减缓全球石油消耗的加速增长。
石油短缺日益成为制约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 “瓶
颈”，国际上的石油争夺日益激烈，因此，全球石油
产量将在什么时间达到顶峰（简称石油峰值）的问
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很多知名协
会或机构都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美国能源部能源
信息署 （ＥＩＡ）、石油峰值研究协会 （ＡＳＰＯ）、Ａｍｏｓ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三家机构对世界石油峰值的预测结果代表

着高、中、低三种不同估计，如表 １ 所示。 对石油峰
值预测的差异反映出他们对世界最终可采资源量认

识上的差异，更多的可采资源量必将延后石油峰值
的到来。 此外，应用不同的预测方法、对世界人口增
长趋势及消费模式的不同认识也导致了对世界石油

产量增长趋势预测的结果有所不同。 一般认为，世
界石油峰值将在 ２１ 世纪 ３０ 年代之后达到。

表 1　不同机构预测的世界石油峰值及其产量
Table 1　The output and the peak value

of the world’s crude oil
１０ ８ ｔ

机构名称
世界最终可采

石油资源量

世界石油

产量高峰年

世界石油

产量峰值

ＡＳＰＯ ３ ０８２ ２０１０ ４２．６
Ａｍｏｓ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４ ７９５ ２０３５ ３９．８ ～４４．２

ＥＩＡ ２０４４ ７７．９

1．2　我国油气供需形势
１．２．１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我国能源消费以煤炭
为主，石油排第二位，天然气第三。 据统计，２００５ 年
中国总的能源消费量达 ２１．１ ×１０８ ｔ 标准煤，其中，
煤炭占 ６８ ％，石油占 ２３．４５ ％，天然气占 ３ ％，水电
和核电共占 ５．４５ ％。 表 ２ 为 ２００７ 年美国能源信息
署（ＥＩＡ）对我国中远期能源结构的预测，石油在我
国一次能源需求中所占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２２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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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天然气所占比例将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４ ％增加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５．２ ％。

表 2　EIA对中国能源需求结构的预测
Table 2　The forecas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nergy sources demand
％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煤炭 ６８．９ ６８．３ ６８．８ ６７．４
石油 ２２．５ ２２．９ ２１．４ ２１．９
天然气 ２．４ ３．６ ４．４ ５．２
核能 ０．３ ０．３ ０．７ ０．８

水电、可再生能源 ５．９ ４．９ ４．７ ４．７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２　我国油气供需预测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
油消费国，而探明的原油储量仅位于世界第 １３ 位，
且呈下降趋势。 目前我国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 ２３．
８ ×１０８ ｔ，储采比仅为 １３．４∶１，远低于世界石油平均
储采比 ５８．６∶１。

２００５ 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 ４０ ％，预测到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将分别达到 ４６ ％和 ６０ ％。 我国
天然气消费量于 ２００３ 年首次超过供应量，预测到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分别
达到 ２０ ％和 ５０ ％。

我国油气资源自给率逐年下降，如何保证我国
的能源安全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必须采取有力
措施，坚持不懈地开拓能源资源，同时下大力气节约
资源，推动能源行业的战略转型，才能实现国民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2　保障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虽然我国油气自给率日趋下降，但由于我国能
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多年来，我国能源自给率一直保
持在 ９０ ％以上。 研究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问题，应
充分考虑我国自身资源特点以及维护国际能源市场

稳定的责任，开辟适合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
即：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继续坚持把主要依靠国内
解决能源供给问题作为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基本方

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近期以常规能源为主，同时
大力发展新能源，中期并重发展常规能源与新能源，
远期逐步以新能源为主，构建中国稳定、经济、清洁
的能源发展体系。

下面分别就构建节约型社会、加强国内油气资
源勘探开发、能源发展的多元化战略、开拓海外油源

和建立石油储备等五个方面加以阐述。
2．1　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节约型社会

中国能源发展目前处于从传统向可持续发展的

过渡阶段，能源利用效率只是发达国家的 １／４ 甚至
１／６，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２ 倍，主要产品能
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４０ ％左右。 高能耗带来高污
染，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国每年污染的经济损
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 ％ ～８ ％。

“十一五”规划提出 ２０１０ 年单位 ＧＤＰ 能源消耗
要比“十五”末期降低 ２０ ％左右，然而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公报显示，２００６ 年我国单位 ＧＤＰ（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同比仅下降了 １．２３ ％，远低于预定目标
４ ％。 由此可见，中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任重而
道远。

石油石化企业既是能源的生产者，也是高能耗
产业，必须率先搞好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用，一方面
建立大型骨干炼化基地，进一步发展深度加工，使每
吨原油发挥最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应通过技术进步，
重点抓好高能耗环节，如油气开采、原油加工、乙烯
与合成氨等的节能技术开发。

构建节约型社会必须强化法制。 我国一直缺少
一部能全面体现能源战略和政策导向的基础性法

律，建议加快步伐，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建立
健全能源法律体系，建立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制度，强
化政府对能源资源的监管，依法管理能源的生产、消
费、储备等，确保能源资源的合理利用。

此外，还应建立矿权市场的定价体系，并进一步
推进石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
经济杠杆的作用，全面促进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2．2　通过技术进步，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

“十一五”期间，中国油气开发将按照“挖潜东
部、发展西部、加快海域、开拓南方”的原则，通过地
质理论创新、新技术应用和加大投入力度等措施，努
力增加产量。

实践表明，理论与技术的不断进步是推动油气
资源勘探开发的重要保障。 针对未来发展状况，在
油气资源勘探方面，根据勘探对象和目标转变的趋
势，重点做好与前陆盆地、叠合盆地和岩性地层油气
成藏与分布有关的勘探理论和技术的攻关研究；做
好海相碳酸盐岩油气成藏理论研究；做好复杂环境
勘探目标精确成像和地震勘探技术攻关等。 在油气
资源开发方面，要重点研究开发复杂油藏精细描述
技术；开发适时的油藏数字监控与评价技术，建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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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油田，实现对储量最大化开采；加强四维地震技
术、水平井和复杂结构井技术开发等。 形成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理论体系、技术系列和配套的技术设
备，以保证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利用的长期稳定
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是我国石油工业的摇篮，据统计，西部
地区共有石油可采资源量 ８２．１ ×１０８ ｔ，占全国总资
源量的 ３９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稳定东部、
发展西部”方针的指导下，西部地区勘探取得了重
大突破，“八五”期间共新增探明石油可采储量 ２．０
×１０８ ｔ，“九五”期间新增 ２．８ ×１０８ ｔ，“十五”期间新
增 ３．５ ×１０８ ｔ，但受地质条件和地表条件所限，勘探
程度总体仍比较低，目前可采资源探明率只有 １０ ％
左右。

在我国约 １３０ ×１０４ ｋｍ２
近海大陆架蕴藏着丰

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可采资源量约 ２９．３ ×１０８ ｔ。 按
照对外合作与自营并举的原则，海洋石油勘探已取
得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 截止 ２００６ 年底，累计探明
石油可采储量 ６．０ ×１０８ ｔ，可采资源探明率约 ２０ ％，
还有待发现石油可采资源量 ２３．３ ×１０８ ｔ，占全国待
发现石油可采资源总量的 １７ ％。

利用 ＨＣＺ 模型和 Ｗｅｎｇ 模型对西部和近海地
区石油储量增长趋势进行的综合预测表明，目前西
部和近海地区储量增长均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５０ 年西部地区可新增探明石油可采储量
３２．４ ×１０８ ｔ，近海地区可新增探明石油可采储量
１５．５ ×１０８ ｔ。
2．3　能源发展的多元化战略

我国能源面临着供需结构矛盾、安全压力及环
保压力。 合理调整并完善现有能源结构乃是必由之
路，应加强技术开发，在现有能源基础上发展非常规
油气资源、可再生能源及其他替代能源，实现能源发
展的多元化战略。
２．３．１　加强技术开发，为将来大规模开发利用非常
规油气资源做好技术储备　这里所说的非常规油气
资源包括油页岩、油砂、煤层气和可燃冰。

１） 油页岩和油砂。 地球上油页岩和油砂储量
大大超过石油的储量。 伴随着高油价时代的来临，
全球掀起了油页岩和油砂开发的技术研究热潮。 然
而，油页岩和油砂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高耗能、高耗水
产业。 据统计，生产 １ ｔ 非常规石油平均大约需要
消耗 ０．４ ｔ 油当量能源、３ ｔ水。 因此，技术开发的主
要方向是如何降低开发利用成本，提高综合利用水

平。
我国的油页岩和油砂资源十分丰富，据调查，共

有 ８０ 个油页岩含矿区，１００ 余个油砂矿带。 但是，
我国的油页岩和油砂资源条件都不是太好，开采难
度大，成本高，而且研究力量相当薄弱，技术储备缺
乏，目前开发和利用的规模不大。 当务之急，应迅速
组织力量，大力开展科研攻关，研究适合于中国特点
的开采、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同时引进必要的技
术，为将来大规模开发利用油页岩和油砂做好技术
储备。

２） 煤层气。 煤层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可以用
来发电，用作工业燃料、化工原料和居民生活燃料，
是一种清洁能源。 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
的 ２１ 倍，加上不断上升的油气价格以及频频爆发的
煤矿瓦斯事件，使得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前景凸显。
在美国煤层气商业性开发成功范例的鼓舞下，澳大
利亚、加拿大、英国、俄罗斯、印度、波兰等主要产煤
国纷纷进行煤层气勘探开发试验，并制定了相应的
鼓励和扶持政策，以促进本国煤层气产业的形成与
发展。

中国是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煤
层气储藏国，最新探明储量为 ３６．７ ×１０１２ ｍ３ ，与我
国陆上常规天然气储量相当。 而且我国 ６０ ％的煤
层气资源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中部地区，与天然
气资源在地理分布上有很好的互补性。 目前，我国
每年排掉的煤层气达 １２０ ×１０８ ｍ３ ，相当于“西气东
输”的年供气量，既造成经济损失，又污染了大气环
境。 但我国的煤层气赋存条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
异，煤储层大多表现为低渗和低压的特点。 这种
“双低”的储层条件使得在美国取得了重大成功的
垂直井压裂排采技术在中国无法获得预期成效。 技
术突破成为制约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目前北京奥瑞安公司成功开发出一套特别适用于低

渗和低压环境的煤层气高效开发多分支水平井技术

体系，已经在山西获得了成功验证。 “十一五”期间
中国将大规模开发煤层气资源。

３）可燃冰。 可燃冰学名为天然气水合物，是一
定条件下由气体或挥发性液体在与水相互作用过程

中形成的白色固态结晶物质。 每立方米可燃冰释放
的能量相当于 １８０ ｍ３

天然气释放的能量，是一种优
质洁净能源。

世界上绝大部分可燃冰分布在海洋里，资源量
约为 １．８ ×１０１６ ｍ３ ，约合 １．１ ×１０１２ ｔ，是陆地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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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０ 倍。 全球可燃冰中的含碳总量大约是地球上
全部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含碳总量的 ２
倍。 我国也已在领海内发现了大量可燃冰储量，估
计仅南海北部的可燃冰储量就相当于中国陆上石油

总量的 ５０ ％左右。
但可燃冰容易因温度、压力、光照等条件的变化

而挥发，其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解决
可燃冰开采与储运过程的技术难题，是目前整个可
燃冰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国际上对可燃冰
的开采仍处于研究试验阶段，尚无可行的开采方法。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联手国内多家研究

机构，进行了可燃冰三维实验模拟技术研究，已在此
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国家发改委计划在未来
１０ 年内投资 ８ 亿元人民币进行可燃冰的勘探研究，
预计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可对可燃冰进行试开采，但
实现商业开发还有待技术上的突破，短期内不会改
变能源利用格局。
２．３．２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包括太
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水能六个领
域。 利用可再生资源生产能源不仅可以节约矿物质
能源，而且具有消耗低、排污少的特点。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枟可再生能源法枠颁布实施
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细则，使我国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步伐加快，目前正以超过年均 ２５ ％
的速度发展，产业建设初具规模。 ２００５ 年世界可再
生能源总投资约 ３８０ 亿美元，我国为 ６０ 亿美元，居
全球首位，但主要是用于水电。

根据国家发改委编制的枟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
展规划枠，未来 １５ 年，我国将投资 １．５ 万亿元用于发
展可再生能源。 到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我国可再生能
源开发利用量将分别达到 ２．７ ×１０８ ｔ 标准煤和
５．３ ×１０８

标准煤，分别约占届时一次能源消费量的
１０ ％和 １６ ％。

１）太阳能和风能。 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取之不
尽，清洁安全，是最理想的可再生能源。

国际上对太阳能的开发十分重视，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德国消耗的能量半数将来自太阳能，澳大利亚正
在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中国每年陆地接
受的太阳辐射能相当于 １．７ ×１０１２ ｔ 标准煤，但我国
在太阳能利用方面还很不够，根据规划到 ２０２０ 年我
国太阳能利用年替代化石能源约 ４ ０００ ×１０４ ｔ 标
准煤。

风能的利用主要是发电。 风电在全球可再生能

源行业中创造了最快增速，已发展为年产值超过 ５０
亿美 元 的 庞 大 产 业。 中 国 的 风 电 资 源 量 在
３０ ×１０８ ｋＷ 以上，可 开 发 利 用 的 风 能 约 １０ ×
１０８ ｋＷ，可开发的装机容量约 ２．５３ ×１０８ ｋＷ，居世
界首位，但目前我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仅 ７６ ×
１０４ ｋＷ。

太阳能和风能利用的技木门槛较高，所需投资
也十分巨大，应在科研攻关的同时，引进必要的技术
和装备，为将来大规模开发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做好
技术储备。

２）生物质能。 为准备“后石油时代”的到来，发
达国家均将生物质液体燃料 （燃料乙醇和生物柴
油）列为重要的替代能源。 中国生物质能的资源非
常丰富，为 ８ ×１０８ ～１０ ×１０８ ｔ 标准煤，但利用率还
很低。 据统计，截止 ２００４ 年底，中国实际利用生物
质能不到近期可利用生物质能资源（５ ×１０８ ｔ 标准
煤）的 ２ ％。 根据国家发改委编制的枟可再生能源
中长期发展规划枠，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以能源作物为
主要原料的生物质液体燃料将达到年替代石油

１ ０００ ×１０４ ｔ的能力。
a．燃料乙醇。 车用乙醇汽油的生产和使用技术

已经十分成熟。 美国和巴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车
用乙醇汽油生产和消费国。 新技术开发则主要是针
对非粮食原料，以解决扩大生产的资源。

我国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探索用玉米、小麦等陈化粮
加工燃料乙醇。 ２００６ 年底总能力达到 １６３ ×
１０４ ｔ／ａ，２００６ 年产量超过 １００ ×１０４ ｔ，已成为世界第
三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国。 我国已有 ９ 个省（黑龙
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 ５ 个省及河北、山东、江
苏、湖北的 ２７ 个地市）开展车用乙醇汽油使用试
点，并取得圆满成功，乙醇汽油的消费量占全国汽油
消费量的 ２０ ％。

根据枟国家燃料乙醇和乙醇汽油“十一五”发展
专项规划枠（征求意见稿，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０ 年我
国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达 ５２２ ×１０４ ｔ，新增 ４２０ ×
１０４ ｔ ／ａ，推广区域 ２０ 个省（市、区），乙醇汽油用量
达 ５ ０００ ×１０４ ｔ，占全国汽油消费量的 ７５ ％。 我国
发展燃料乙醇的战略已由当初单一用粮食加工转变

为生物质能源的综合开发，坚持发展燃料乙醇“不
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

b．生物柴油。 目前世界上生物柴油产量最大
的地区是欧洲，德国是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国。 瑞
典政府提出，拟在 １５ 年内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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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摆脱依赖石油的国家。
目前我国已有数十家生物柴油企业，在建、拟建

项目总能力超过 ３００ ×１０４ ｔ／ａ，大型生物柴油项目的
生产原料多以菜籽油、进口棕榈油为主。

我国生物柴油生产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从产
业政策、技术标准、技术选型、销售模式、环境评估等
各方面还不配套。 标准系列化是我国生物柴油产业
做大的关键，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根据我国气候多
样性和油料品种多样性的国情制订生物柴油系列标

准，并研究低比率掺烧（如 ＢＤ２，ＢＤ５，ＢＤ１０）时对生
物柴油的质量要求。 同时应充分发挥大型能源企业
的带头作用，广泛吸收社会企业参与，形成完整的生
物柴油生产、混配和销售体系。
２．３．３　其他替代油气资源的途径

１）核电。 核电技术成熟，是世界上广为应用的
替代能源。 我国规划到 ２０２０ 年核电发电总量将从
现在的不足 ７００ ×１０４ ｔ ｋＷ 发展到 ４ ０００ ×１０４ ｋＷ，
但我国发展核能受到原料十分短缺的限制。

２）煤化工。 我国发展煤化工的目标一是解决
环保问题，二是保障中期能源安全。

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引发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问题，ＳＯ２ 排放量居世界第一，酸雨覆盖面已
超过国土面积的 ３０ ％；ＣＯ２ 排放量列世界第二。 其
中燃煤造成的 ＳＯ２ 和 ＣＯ２ 排放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８５ ％。 煤化工能源一体化产业模式能有效解决常
规发电厂的 ＳＯ２ 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

我国的能源战略具有阶段性，未来 ２０ 年至 ３０
年将是我国多元化能源技术开发比较关键的阶段，
通过这一过渡期的科技攻关，我国将具备大规模发
展可再生能源及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实力。 而在最近
的几十年内，凭借我国煤炭资源的相对优势，适度发
展煤化工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
国在新型煤化工，如：煤制油（包括煤直接液化和间
接液化）、煤制甲醇、二甲醚、烯烃等的研究开发和
大规模工程示范方面均得到了发展。

发展煤化工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首先是煤化
工的能量利用效率较低，我国煤用于发电时能量利
用率可以达到 ５５ ％，但煤制甲醇的能量利用率只有
３２ ％ ～４２ ％；煤制油的能量利用率，直接法为 ４７．６
％，间接法仅为 ２８．６ ％；其次是受到煤炭资源和水
资源的制约。 虽然我国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煤
炭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列世界第三，但储采比仅为
６９，远低于世界平均储采比 １９２。 因此，应当将煤制

油等作为保障我国石油安全的战略储备技术，并通
过一定的产业规模来支撑，但不宜将其作为我国车
用燃料替代能源的主要发展方向。

在煤化工产业中，应鼓励发展煤制化肥，稳步发
展煤制油、甲醇、二甲醚、烯烃等石油替代产品，规范
发展电石、焦炭等高耗能产品。

我国 焦 化 产 业 副 产 的 焦 炉 煤 气 每 年 有

３００ ×１０１０ ｍ３
被直接燃烧，相当于国家“西气东输”

设计年输气量的 ２ 倍多，因此，焦炉煤气制甲醇是既
节能又环保的发展方向。
2．4　积极开拓海外油气资源

发展各种替代能源都需要技术开发，不可能迅
速上升为主要能源。 当前，为弥补国内油气资源的
不足，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必须积极开展能源领域的
国际合作，建立稳定的国外油气供应基地。 在增加
份额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海外炼化业务。

目前，我国政府已参与多个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是
国际能源论坛（ＩＥＦ）、世界能源大会（ＷＥＣ）、亚太经合
组织（ＡＰＥＣ）、亚太伙伴关系（ＡＰＰ）等机制的正式成
员。 今后，我们将继续充分利用各国资源、经济、技术
等方面的互补性，积极开展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

２００５ 年以来，中国三大石油企业纷纷加快“走
出去”的步伐，进军海外的油气市场。 到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我国油气国际业务范围已扩展到 ２０ 多个国家，
拥有境外权益油产量 ２ ７００ 多万 ｔ，相当于大半个大
庆油田的年产量，境外权益天然气产量 ２７ ×１０８ ｍ３ 。
三大石油企业在国际油气资源合作方面的预测如表

３ 所示。
表 3　国际油气资源合作预测

Table 3　The forecast of international
oil唱gas cooperate crude oil

×１０ ４ ｔ
年份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中石油 ８０ ０００
权益剩余可采储量 中石化 ２３ ７６６

中海油 １４ ０００
中石油 ５ ０００

权益产量 中石化 １ ５００
中海油 １ ４００ ～１ ７５０

利用权益油资源在所在国建设炼化基础设施，
以低成本资源为基础，适当延伸油气产业链，择机发
展炼化业务，可以起到避免石油政治风险，确保海外
上下游业务发展的均衡性和平稳性、实现我国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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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业务安全、快速、稳健发展的作用。 这也将为国
内成品油及石化产品的供应提供一定的保障，并有
利于积极占领一定的海外市场份额。

中东地区被誉为“世界石油宝库”，约占世界石
油储量的一半以上。 拉丁美洲和非洲已探明石油储
量分别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 １２ ％和 １１ ％，仅次于
中东。 目前我国上游业务已陆续进入这些地区，可
以利用在上游与它们合作时建立的良好信誉，结合
我们的技术特点，争取开展下游业务的合作，如在拉
丁美洲和加拿大建设重油改质厂，在非洲建立炼化
生产及零售业务基地。

中亚—里海被称为“２１ 世纪的能源基地”。 我
国可利用上游发展的有利条件，考虑并购前苏联时
期遗留的当地大型炼油厂和石化厂，迅速扩大下游
发展的规模。

亚洲是未来全球成品油增长最快的地区，可以
考虑在我国周边的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等地发展一到两个大型的炼化企业，从而建立原油
加工和石化产品生产基地，保障国内油品供给安全，
产品辐射越南、印尼和大洋洲。
2．5　建立石油储备体系，防范供应风险

为了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必须建立一定量的
战略原油储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借鉴国外储备经验，我国石油储备目标定为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６０ 天石油净进口量，约 １．１ ×１０８ ｍ３；最
终达到 ９０ 天石油净进口量，约 ２．２ ×１０８ ｍ３。 目前
国际原油价格在高位震荡，如中国一下子大量建立
原油储备，会对国际油价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战略
原油储备应稳步推进。

世界各国的石油储备机制各不相同，美国完全
由政府进行，而日本则是政府与企业共同进行。 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需要战略储备量较大，建议采取以
政府储备为主、企业储备为辅的策略，以政府储备和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的企业储备作为我
国的基本石油储备，同时立法规定石油进口商、炼油
商和石油销售商各自的储备量。 政府储备应以原油
为主，企业储备包括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储备。

我国原油储备布局重点应在大型集群炼油厂区

域附近，确保以加工进口原油为主的炼油厂的生产
安全和释放灵活；成品油储备布局则应尽量靠近市
场，保证成品油安全稳定供应。

综上所述，为保障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应以
立足国内为主，一方面通过科技进步，加强国内油气
资源的勘探开发；同时技术开发和强化法制两手抓，
构建节约型社会；合理调整并完善现有能源结构，实
现能源发展的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海外油气资源，
建立石油储备体系，防范供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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