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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至 ２０５０年前后，中国油气资源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潜力。 经过 ６０年的发展，我国从“贫油国”
到油气生产大国，建成了 ２４个油气生产基地，自主发展形成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油气勘探开发理论与技术。 我
国油气地质条件十分复杂，这同时也孕育有广阔的勘探新区、新领域，待发现油气资源仍比较丰富，目前石油
勘探刚进入中期阶段，天然气勘探尚处于早期阶段。 同时，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经
济快速发展油气需求缺口日益扩大，本土资源深入勘探开发的难度增大，勘探开发成本大幅上升，国际化经
营拓展空间受多因素制约等。 因此，必须始终加强油气勘探工作，一方面立足国内，坚持不懈开展新区新领
域攻坚战，保持勘探工作量、储量、产量的稳定增长，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分享国际能源资源，引进和勘探利用
国外石油和天然气；另一方面，还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全面推进节约用油用气战略，实现油气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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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天然气的

国家之一，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就有了发现石
油、并将其用于军事和医药的文献记载［１］ 。 中国近
代石油工业萌芽于 １９ 世纪中叶，到新中国建立前
夕，基础极其薄弱。 最近发展的 ６０ 年，我国的石油
工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迅速崛起，持续发展。 在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
发、储运、利用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满
足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平稳发展的能源需求，
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改革开放发展的 ３０ 年，我
国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年均近 ９ ％的高速增长，带动
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增长很快，在我国油气资源并
不十分丰富的情况下，能够确保国内油气逐渐增产
和石油市场稳定供应，这一伟大成就举世瞩目。

2　新中国油气资源发展 60 年的伟大成就是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1　自力更生，中国从“贫油国”发展到油气生产
大国

　　２０世纪初至 １９４９ 年，中国仅发现了陕北延长、甘
肃玉门、新疆独山子、台湾苗栗等 ４ 个小油田，以及四
川圣灯山、石油沟、台湾锦水、竹东等 ７ 个小气田，累计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不到 ０．３ ×１０８ ｔ，探明天然气地质储
量不到 ４ ×１０８ ｍ３，１９４９ 年石油产量仅为 １２ ×１０８ ｔ（其
中一半为页岩油）。 当时很多外国专家调查研究认为，
中国陆相地层大量分布，是一个“贫油国”。

建国以后，一大批中国专家自力更生、孜孜探
索，取得了开创性的突破，经过“大会战”，发现了以
大庆油田为标志的一个又一个的大油田。 ２００９ 年
底，全国发现油气田 ８４３ 个（油田 ６１４ 个，气田 ２２９
个）；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２８９ ×１０８ ｔ，探明天然
气地质储量７．９ 万亿 ｍ３ 。１９７８ 年，我国原油产量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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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１ ×１０８ ｔ，２００９ 年产石油近 １．９ ×１０８ ｔ，累计生产
原油 ５２ ×１０８ ｔ；累计生产天然气超过 ９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已
跻身世界产油气大国行业。 石油和天然气在我国一
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油气消费从 １９４９
年的不足 １ ％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２２．４ ％，为优化我
国能源消费结构做出了积极贡献。
2．2　艰苦创业，逐步建设形成 24 个大型油气生产

基地

　　建国之初，中国的石油生产供应主要来自玉门
油矿，随后逐渐发现了克拉玛依、青海、四川、延长等
油田，但这些油田的规模，尤其是石油产量等，均满
足不了当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我国经济建设的实

际需要。 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勘
探战略的调整，勘探认识和理论的不断开拓创新，开
展了几次大规模的油气勘探大会战，不断取得大突
破和大发现。 例如，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的松辽会
战，发现了大庆油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了
５０ 年，其中，１９７６ 年到 ２００２ 年实现持续 ２７ 年原油
年产量 ５ ０００ ×１０４ ｔ 以上，至今累计生产原油超过
全国产油总量的４０ ％。 主力油田采收率已突破
５０ ％，比国内外同类油田高出 １０ ％ ～１５ ％，成为
中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

大庆油田“楷模式”的发展，为我国石油工业的
发展、壮大树立了榜样，引领和推动着我国石油工业
持续、健康、深入发展，使中国石油工业从东部到西
部，从陆地到海域，从上游到下游，从国内走向国际。
已经建成包括大庆、玉门、克拉玛依、青海、四川、延
长在内的，胜利、华北、大港、江汉、中原、塔里木等
２４ 个大中型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 建成年产原油
超过 ２ ×１０８ ｔ 和年产天然气超过 １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

的

生产能力。 同时，还建立起完善的炼油及石油化工
生产系统，２００８ 年原油加工能力达到 ３．８ 亿多吨，
原油加工量为 ３．４ 亿多吨，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
四大类油品产量达到 ２．１ 亿多吨，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世界第二大炼油生产国。
2．3　自主创新，发展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

油气勘探开发理论与技术

　　中国油气勘探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在油气
勘探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的油气勘探开发
理论与技术的自主创新是紧密联系的。 陆相生油及
油气成藏理论的创立，指导我们在过去被认为“没
有前景”或 “贫油”的地区，相继发现了大油田。 如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松基 ３ 井喷油，发现了大庆油

田。 １９６３ 年进入渤海湾盆地勘探，创新提出“复式
油气聚集带”理论，两年多的时间内，相继发现并开
发了胜利、大港两个大油田。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
板块构造及前陆盆地理论在中国创新应用，在塔里
木北部库车地区发现了克拉 ２、迪那、大北等系列大
气田。 近几年来，碳酸盐岩油气成藏理论的开拓发
展，新的大发现不断出现，如塔里木塔河油田，四川
盆地普光、罗家寨、龙岗等大气田。 岩性地层油气成
藏理论和低渗透油气开发技术的创新发展，在鄂尔
多斯盆地不但发现了西峰、姬塬等大油田，还发现了
苏里格、子洲、靖边等大气田。

勘探开发配套工程技术自主创新发展迅速。 从
完全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地震仪器、测井、钻井及解
释评价软件技术，到今天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研发
高精度数字地震仪、测井仪器、国际领先的钻机（深
钻能力可达 ９ ０００ ｍ），以及相应的配套技术，如精
细三维地震、三维连片叠前时间偏移处理技术，以
ＭＤＴ、核磁共振和成像测井为主的测井解释评价技
术，碳酸盐岩加砂压裂及低渗透油层大规模压裂技
术，欠平衡钻井完井配套技术、水平井及快速钻井技
术等，以及独创的高含水油藏、低渗透油藏、稠油油
藏、三次采油等实用技术［ ２］ ，多项技术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序列。
2．4　开拓进取，油气储运工程技术发展突飞猛进

旧中国的油气产量较低，运输手段落后、单一，
无长距离的油气管道。 经过 ６０ 年的发展，我国不但
能够独立自主设计油气长距离输送管道，而且能够
高质量地修建世界顶级水平、超高难度的长输油气
管道。 如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出川入川管道、陕
京管道（一线、二线、三线）、哈中输油管道、中亚输
气管道等，修建单条管道距离之长、管径之大，均创
世界之最。 目前已经建成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 ６．７
万多千米，其中，原油管道 １．９ ×１０４ ｋｍ，成品油管道
１．４ ×１０４ ｋｍ，天然气管道 ３．４ ×１０４ ｋｍ。 虽然与发
达国家的油气管网建设，无论是总长度，还是密度等
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在全国范围内骨干网络雏
形初步建成，基本实现了西气东输、川气东送、海气
登陆的合理布局。
3　复杂的油气地质条件决定了油气资源的
特点与勘探认识过程

3．1　地质构造演化特殊、油气成藏条件十分复杂
中国大陆的地质构造演化比较特殊，造就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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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地质构造地质特征。 在漫长地质历史时期，中
国大陆处于古亚洲洋、特提斯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前
后相继的地球动力学体系作用之中，即太平洋板块（东
部）、印度板块（西南）和西伯利亚（北部）等三大板块交
汇的“三角”区域。 自显生宙以来，中国大陆并不是一
个完整均一的、统一的克拉通块体，经历了新元古代晚
期—早古生代洋—陆对立阶段；晚古生代陆—陆联合
阶段；中新生代陆块拼合与陆内变形阶段等几次大规
模的块体“离散－聚集”演化后，造成块体构成十分复
杂。 前寒武纪中国地区主要有塔里木、华北和扬子三
个较大古板块，随着地质构造演化，还有 ５３ 个小块体
嵌于其间

［３，４］ 。
地质块体数量多、规模小，沉积盆地数量众多、

发育的沉积地质体规模较小；地质块体小，活动性就
强、稳定性较差，构造事件叠加非常普遍，块体盖层
沉积因受到频繁构造运动影响而沉积环境复杂多

变；不同块体沉积的连续性也各不相同［３，５］ 。 因此，
复杂的板块构造演化，导致沉积演化复杂，由此造成
十分复杂的油气成藏条件，纵向上复杂的多生烃—
储集层系、多含油气层系（元古界—新生界海相、陆
相），多期运移聚集，多期次成藏；多次构造活动叠
加影响，保存条件复杂多变。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
各主要块体的油气地质特征各不相同。
3．2　油气资源丰度较低、分布不够集中

受地质构造演化历史的控制，中国大陆的地层
分布，特别是中浅层地层以陆相沉积为主。 岩性岩
相变化大，储层渗透性低是比较普遍的。 与中东、北
美等油气富集地区相比，资源的丰度低、品位低。 从
我国历次资源评价结果看，全国陆上七大盆地中，按
盆地总面积平均计算，石油资源丰度最高的是渤海
湾盆地 １２．４ ×１０４ ｔ／ｋｍ２，其次是准噶尔盆地 ６．３ ×
１０４ ｔ／ｋｍ２，面积最大的塔里木盆地仅 ２ ×１０４ ｔ／ｋｍ２

（见图 １）。 低渗透石油和重油地质资源量之和占总
资源量的近 ４０ ％；低渗透天然气地质资源量接近 ９
万亿 ｍ３ ，约占总量的 ２５ ％。 近 １０ 年来，我国新增
石油和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也以中低渗透为主，全国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的 ８０ ％属于低渗透。 以中国石
油为例，新增储量小于 １０ ｍＤ 的石油储量占 ５０ ％
以上、天然气储量占 ９０ ％以上。

经过 ６０ 年的油气勘探，在中国陆相沉积地层中
发现了一定的油气资源，还有大量的待发现资源，但
是他们的分布不够集中，在平面上分散在不同的地
质块体之中，分散于各类沉积盆地之中（各类沉积

图 1　中国主要盆地石油和天然气
远景资源丰度对比

Fig．1　Correlation of the abundance of prospective
oil ＆ gas resources in Chinese major basins

盆地 超 过 ５００ 个， 有 ５９ 个 盆 地 面 积 大 于
１０４ ｋｍ２ ） ［５，６］ ，纵向上分散于不同的层系之中。 各块
体之间油气分布与聚集特征差异也较大

［２］ 。 全国
各大区的石油资源层系分布极不均衡，东部主要在
新生界和中生界，中部主要在中生界，西部在四大层
系中均有分布，以中生界为主，南方以古生界和新生
界为主，近海石油资源集中在新生界。 因此，我国的
油气勘探评价工作客观上难度很大，任何一个油气
田的发现都不容易。
3．3　油气资源的勘探认识过程曲折而复杂

复杂的油气地质条件，决定了我国任何地区、层
系和领域的勘探都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逐步深
化的、反复认识和实践的过程。 例如，渤海湾盆地发
现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华北油田、中原
油田和河南油田。 但是这些成果的获得并非一帆风
顺，而是走了一段长期曲折的道路。 胜利油田的发
现，从最初的认识到 １９６４ 年下半年成功钻探了坨
１１ 井和坨 ９ 井，均获得高产油流，经历了 ８ 年，在初
期—早期阶段（会战之前），注意力集中在西部的临
清坳陷和开封坳陷，认为该地区位于区域重磁异常
的较高部位，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区，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年在古隆起上钻探了 ６ 口井（华 １ －６ 井），均未见
到任何油气显示，在中、新生界地层内也没有钻遇烃
源岩。 后来，勘探工作转向沉积岩较厚的济阳坳陷，
１９６０ 年实施钻探华 ７ 井，在沙河街组内发现了烃源
岩，至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东营凹陷的华 ８ 井第一次
钻获工业性油流

［４］ 。 此后，又经过深入分析和研
究，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再认识，提出“复合油气
聚集区”、“浅层油气聚集成藏”等理论，扩大勘探，
在渤海湾又发现了一系列的油田，在上第三系浅层
获得新突破，使得渤海湾盆地海域的油气发现和产
能快速提升，目前油气产能已超 ３ ０００ ×１０４ ｔ。 冀中
坳陷，从 １９５６ 年钻第一口井，到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发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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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油田花了 １９ 年时间。 鄂尔多斯盆地近年来成为
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增储上产最快的油区，然而，该区
的勘探历程更为曲折漫长。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的
认识是“井井有油，井井不流”，勘探经历了几次大
转移

［ ７］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总结盆地油藏分布特
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侏罗系古地貌成藏模式，提出沿
古河道两侧寻找披盖压实圈闭的部署思路，从而发
现马岭油田，迎来盆地第一次储量增长高峰期；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了向三叠系延长组低渗透油藏勘
探的战略决策，发展形成陕北大型三角洲岩性油藏
的地质理论与勘探方法，发现了安塞油田；随后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一步总结深入研究，指定了陕北
二次勘探的部署思路，取得了低渗透油田勘探的根
本性突破；尤其是 ２１ 世纪以来，强化新层系、新领域
的勘探，除了石油储量稳定增长外，天然气储量的增
长更加迅猛。

玉门油田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在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辉煌之后，受到认识和技术条件
的限制，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勘探工作陷入困境，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至 ２１ 世纪初，通过深入细致的
基础研究，在前陆盆地勘探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酒
西凹陷“燕山期近南北向生烃凹陷控制成烃，喜马
拉雅期近东西向逆掩构造控制成藏” 的重要认
识

［７］ 。 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通过三维地震、成像
测井、近平衡钻井和深度酸化 ４ 项勘探配套技术的
应用，在逆掩推覆体下发现了以窟窿山构造为主体
的青西油田， 这一新突破，使老油田焕发了青春，
２００５ 年玉门油田原油产量上升至 ７７ ×１０４ ｔ。

实践证明，隐蔽在地下的油气藏不是一次勘探就
能认识清楚的，我国的地质条件十分复杂，任何一个地
区的勘探和认识，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
只有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解放思想，打破思维定
势，创新勘探思路，坚持勘探才能取得突破和进展。
4　至 2050 年前后中国油气资源具备可持续
发展潜力

4．1　国内石油勘探刚进入中期阶段，尚有一定潜力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结果，我

国石油远景资源量和地质资源量分别为 １ ２８７ ×１０８ ｔ
和 ８９５ ×１０８ ｔ，探明率 ２２．５ ％（或 ３２．３ ％）。 可见，石
油资源探明率整体仍较低，勘探刚进入中期发展阶
段，尚有较大发展潜力。

从探明石油储量的分布看，主要分布在渤海湾（含

海域）、松辽、塔里木、鄂尔多斯、准噶尔、珠江口和柴达
木等 ７大盆地，占总探明储量的 ９２ ％，平均探明程度
４２ ％。 待发现石油资源也主要分布在这 ７ 大盆地，待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约 ３２０ ×１０８ ｔ，占全国的一半左右。
可见，大中型沉积盆地中还有较丰富的剩余油气资源
有待深入开展油气勘探工作。 此外数量众多的中小盆
地、新地区还有进一步勘探认识的较大潜力。

从石油产量看，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我国年产石
油均接近 １．９ ×１０８ ｔ，居世界第五的水平。 ２００８ 年
底，石油剩余可采储量 ２８．９ ×１０８ ｔ，居世界第十四
位。 按照近几年发展的情况，年新增探明可采储量
稳定在 ２ ×１０８ ｔ以上，保持替换率大于 １，预计我国
石油产量可平稳上升并维持在 ２ ×１０８ ｔ 左右，若以
２．５ ×１０８ ｔ 为峰值，按最终可采储量 ２１２ ×１０８ ｔ 计
算，至少还可持续生产 ６０ ～７０ 年。 实际上，随着勘
探理论和技术进步、采收率的提高、认识的深化，最
终可采储量还会增长。
4．2　天然气勘探尚处于早期阶段，发展潜力大

我国的天然气资源比较丰富。 天然气远景资源
量 ５６ 万亿 ｍ３ ，地质资源量 ３５ 万亿 ｍ３，可采资源量
２２ 万亿 ｍ３。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
储量 ７．９ 万亿 ｍ３ ，探明率 １４．１ ％。 对比美国天然
气发展历程（见图 ２），我国的天然气勘探处于早期
阶段。 如果算上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
源，整个天然气领域的勘探发展潜力更为乐观。 例
如，我国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有 ３７ 万亿 ｍ３ ，最终可
采资源量 １１ 万亿 ｍ３，而目前煤层气勘探探明储量
１ ４００ ×１０８ ｍ３

左右，探明率不到 ０．３ ％。
我国天然气开发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９５ 年 为 起 步 阶 段， 天 然 气 年 产 量 从
０．１ ×１０８ ｍ３

增至 １７４ ×１０８ ｍ３ ，产量增长缓慢；第二
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 １９９６ 年以来，年产量已由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０１ ×１０８ ｍ３

增长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７３ ×
１０８ ｍ３（居世界第九），天然气产量增加了两倍多，天
然气产量呈快速发展的态势。 同时，天然气储量发
现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近 ８ 年来年新增探明可采储
量超过２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 ，替换率保持大于 ３。 据国外
多数国家天然气发展的实践，当可采资源探明率在
１０ ％ ～４５ ％的时候，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将进入快
速增长期。 未来 １５ 年内将是我国天然气工业快速
发展时期，天然气年产量增速在 １０ ％左右，预计至
２０２０ 年国内天然气产量可望达 ２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 ，折算
油当量将超过石油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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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天然气储量增长历程
Fig．2　The growth history of American gas reserves exploration

　　
4．3　剩余油气资源较丰富，勘探新区、新领域广阔

按可采资源量统计，全国石油可采资源量 ２１２ ×
１０８ ｔ，待发现石油资源量近 １３３ ×１０８ ｔ，天然气可采资源
量 ２２万亿 ｍ３（至 ２００８ 年底），待发现可采资源量 １７．７
万亿 ｍ３。 可见，剩余待发现资源仍比较丰富。

从勘探领域看，我国海域、东部、西部三大区域，
无论是渤海湾、松辽、鄂尔多斯、四川、准噶尔等勘探
程度相对较高的大中型盆地，还是勘探程度较低的
东海、南海南部海域、青藏地区以及数量众多的中小
盆地，均有较多新区块、新层系、新类型、新领域。 例
如，中西部地区发育的 １５ 个前陆盆地当中［８］ ，除了
在塔北库车坳陷、准噶尔西北缘加强勘探有较大收
获外，其余的前陆盆地，甚至包括这两个在内的广大
前陆地区，仍有较大的勘探潜力，如准噶尔南缘、塔
里木西南、柴达木北缘、川西龙门山山前等。 据近几
年勘探进展情况分析，岩性地层、火山岩储层等新类
型也显示出较大的潜力。 而东部地区目前主要针对
中深层（１ ０００ ～３ ５００ ｍ）进行勘探和开发，浅层和
深层的发展潜力还很大。 海域的资源量占全国的
１４ ％，还有广大新地区、新盆地尚待勘探，尤其是深
水区的资源亟待勘探技术的提高去认识和开发。

从前寒武到第三系，中国大陆有 ５００ ×１０４ ｋｍ２

以上的碳酸盐岩沉积。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量分别为
３５７ ×１０８ ｔ与 ２７．７ 万亿 ｍ３ （陆上碳酸盐岩约 ３００ ×
１０８ ｔ油当量）。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发现任丘油田与
威远气田，８０ 年代发现苏桥与静安堡油气田，９０ 年
代初至今，年探明油气当量逐渐上升到近几年的
３．５ ×１０８ ｔ左右，但是所发现的碳酸盐岩油气藏多数规

模较小，亿吨级以下较多。 陆上碳酸盐岩发现油气当
量在千万吨以上的油气藏有 ２３个，累计探明石油地质
储量 ２６．４５ ×１０８ ｔ、天然气地质储量 １．８ 万亿 ｍ３，资源
探明率分别为 ７．４ ％和 ６．５ ％，分别占总探明储量的
９．２ ％和 ２２．８ ％。 因此，我国碳酸盐岩沉积的勘探潜
力大，是未来寻找大型油气田的重要领域。

另外，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它
将是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接替和补充。
全球范围内不断进步的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新技

术、新方法及实践经验，为我国非常规油气的有效开
采和利用创造了条件。
5　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5．1　面临的挑战

国内经济保持较快稳定发展，油气需求缺口日益
扩大。 改革开放 ３０ 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ＧＤＰ曾连续 １８ 年保持 ８ ％以上的增长。 随着
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带动石油消费快速增长，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期间消费量年均增长 ７ ％，近 ５ 年呈现
快速增长的态势。 我国国内的原油产量虽然逐年稳
步增长，但增幅无法满足消费的快速增长（见图 ３）。
自 １９９３年开始转为石油进口以来，年原油进口量逐
渐增大，至 ２００８ 年原油的进口量为 １７ ８８９．３ ×１０４ ｔ，
对外依存度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６．７ ％增长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９．５ ％，２００９ 年超过了 ５０ ％，预计随着国内经济的
稳定较快发展，需求还会继续增大，同时需求缺口将
进一步扩大。 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预计至 ２０２０
年石油的消费需求将超过 ５ ×１０８ ｔ 水平。 随着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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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深入，多数油田已经进入成熟期，产量日益下
降，预示着将要发现更多的新油田投产以弥补老油田
的递减，而发现大型油气田的机会越来越小。 全球低
碳经济发展潮流，促使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耗中比例
增大是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的天然气消费需求增

长强劲，逐渐出现需求供应缺口，对外依存度可能和
石油一样很快加大，预计至 ２０２０ 年天然气需求将达
到２ ５００ ×１０８ ｍ３

左右，尽管国内天然气的勘探生产将
快速发展，但是供应缺口将在 ５００ ×１０８ ｍ３

以上，届时
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超过 ２０ ％。

图 3　中国年石油消费量与自给年产量（单位：亿吨）
Fig．3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yearly consumption and yearly production in China （Unit：108 t）

　　
　　不能回避我国油气地质条件的复杂性，需要正
视油气资源的丰度偏低、剩余油气资源将以低品位
为主的现实。 ２００８ 年，我国低渗透原油产量为 ０．７１
×１０８ ｔ，占总产量的 ３７．６ ％；低渗透天然气产量达
３２０ ×１０８ ｍ３ ，占总产量的 ４２．１ ％。 低渗透油气所
占比率将持续增大，预计我国将来油气产量的增产、
稳产将更多地依靠低渗透油气，由此，勘探和开发的
各项工作的难度、成本将大幅度提高。

从勘探历程和长期发展看，剩余油气资源的巨
大潜力在于新区新领域，油气大发现主要来自新区
新领域，成熟探区的新发现也主要源自于新层系新
区块。 在我国复杂的地质条件下，一些领域久攻不
克，一方面因为地质情况比较复杂，另一方面勘探理
论与技术对地下的构造及地质情况难以客观认识，
致使勘探工作屡屡受挫

［６］ 。 要实现油气资源可持
续发展，面临新形势和新问题，需要加大新区、新领
域风险勘探投入，同时，更需要注重加强油气地质理
论和勘探技术的创新，创新地质认识，转变勘探思
路，不断拓展勘探新区新领域。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金融和政治背景的新形势

下，国际能源资源的勘探发展出现了新情况，石油生
产国普遍采取法律行动，改变私有化政策，强力推进
油气资源的国有化，加大对本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的
控制力度，资源国有化浪潮逐步扩大。 如俄罗斯、南
美、中东等地区，国家石油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世界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市场的中坚力量。 国际合作经营

拓展空间将受到提高准入门槛、限制投资范围、增加
附带条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和压缩。
5．2　油气勘探策略建议

面对国际油气勘探发展新形势和挑战，要保持我
国石油工业健康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任务十分艰
巨。 为此，要从长计议实现油气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１） 我们要立足国内，保持油气勘探工作量与储
量的稳定增长，增强我国自主勘探开发供给石油天
然气的能力。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保持勘探投入
的稳定，持续、有序开展各项勘探工作，确保勘探工
作量稳中有升，尽可能保持较长时期内自主生产供
给油气的主体地位。

２）坚持在我国西部、东部、海域三大区域，以及海
相碳酸盐岩、非常规等五大领域中开展勘探工作，将近
期勘探生产目标和中长期规划相结合，坚持不懈开展
新区、新领域攻坚战，才能不断有新发现支持新发展。

３）适时转变思路，创新发展低品位资源勘探开
发技术。 随着油气勘探工作的持续进行，勘探程度
日益提高，从常规油气资源转向非常规油气资源，这
是必然趋势。 因此，应提早着手认识和规划低品位、
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确保将来我国油气
资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必由之路。

４） 我国人口多，从人均资源来说比较贫乏，国
内油气资源的供给能力客观有限。 无论是从当前还
是长远发展看，都要始终采取积极措施，分享国际能
源资源，多元化引进和勘探利用海外石油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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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油气供应的重要补充和必然选择。
6　结语

新中国的石油工业走过了不平凡的 ６０ 年，从零
的开始，到发现了一系列大中型油气田，逐步建立起
比较完善的石油工业体系，实现了持续、有效、较快、
协调发展。 展望未来，一方面要立足国内，尽力勘探
和生产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多种方式引进利
用国际油气资源来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地
采取措施，借鉴德国、日本和欧洲等国的能源消费经
验和调控措施，全面推进节约用油用气，提高油气利
用效率，有效地节制消费。 相信在新的形势下，依靠
科技和理论创新，中国的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利用
一定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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