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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超长期趋势预测为基础，通过对 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我国石油天然气供需形势的系统分析，提出有效
应对能源安全挑战的战略措施和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石油需求将长期处于增长态势，而石油产量将保
持基本稳定，供需缺口不断加大，为此应在努力控制需求的同时积极稳妥地发展石油替代，力争石油对外依
存度不超过 ６０ ％；天然气作为清洁、优质的化石能源，对改善我国能源结构、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应进一步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国内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大国外天然气资源的引进利用，力争
２０３０—２０５０年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升至 １０ ％以上。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油气中长期发
展战略与技术路线以及 ６项战略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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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石油和天然气是保障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

的重要战略物资。 近年来，世界石油供需一直处于
十分脆弱的平衡状态，极易受到各种突发事件和国
际投机炒作的影响，国际油价宽幅震荡，石油供应安
全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围绕石油资源
的争夺也愈演愈烈。 建国以来，我国石油工业取得
了巨大成就，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 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
速发展，石油消费高速增长，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对
外依存度持续攀升，２００８ 年突破 ５０ ％，石油供需矛
盾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瓶

颈。 同时，天然气消费也呈快速增长态势。 面对这
些严峻形势，客观分析我国石油天然气供需状况，研
究有效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措施和建议，对保证我
国油气长期安全稳定供应，确保我国中长期发展目
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2030—2050 年我国石油发展形势
2．1　我国石油需求总体将长期处于增长态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石油消费进入快速
增长时期，石油消费量年均递增 ７．０ ％。 ２００３ 年以
来，石油消费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年均递增达
８．３ ％，导致石油对外依存度快速攀升，２００８ 年已
突破 ５０ ％［ １］ 。

对美国、日本等 １４ 个主要石油消费国 ３０ 多年
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ＤＰ）
与石油消费量的关联分析表明，当一个国家基本完
成了工业化，进入经济发展的成熟期，石油消费增长
就会趋缓，甚至出现负增长［２］ 。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人口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机构研究，２０３０ 年前将是我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工业化进程明
显加快、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时期；到 ２０４０ 年
前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上述因素决定了 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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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我国石油需求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

势，２０３０ 年以后需求增长有可能趋缓。
统筹考虑未来世界石油供应状况和我国经济与

技术发展形势，并参考国内外有关机构的研究结果，
综合预测 ２０３０ 年我国石油需求量为 （６．５ ±０．５）
亿 ｔ，２０５０ 年石油需求量为 （７．５ ±０．５）亿 ｔ。 要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以下约束条件：ａ．２０３０ 年以前，我
国燃油汽车的总保有量控制为 １．９ 亿 ～２．０ 亿辆，
２０５０ 年控制为 ２．５ 亿 ～２．６ 亿辆；ｂ．新生产乘用车
的燃油经济性到 ２０３０ 年时应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２０ ％ 左 右， 达 到 ６．５ Ｌ／１００ ｋｍ， ２０５０ 年 达 到
４ Ｌ／１００ ｋｍ；ｃ．２０３０年乘用车单车行驶里程控制在
１．７ 万 ～１．８ 万 ｋｍ／ａ，商用车则为 ４ 万 ～５ 万 ｋｍ／ａ，
２０５０ 年乘用车单车行驶里程控制在 １．５ 万 ～
１．６ 万 ｋｍ／ａ，商 用 车 则 为 ４ 万 ～５ 万 ｋｍ／ａ；
ｄ．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我国乙烯自给率保持在 ５５ ％ ～
６０ ％，其他部门用油需求适度增长。
2．2　我国石油“长期稳产”比“短期高产”更有利

勘探实践表明，我国石油资源总量比较丰富，目
前勘探尚处于中期阶段，随着未来探明储量的增加，
足可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 文章在全国新一轮
油气资源评价成果基础上，结合近期理论认识与勘
探进展，提出我国石油最终技术可采资源量为
２００ 亿 ｔ，约占全球石油资源总量的 ４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已累计探明石油可采储量为 ８０．７ 亿 ｔ，可采
资源探明率为 ４０ ％［ ３］ 。 如果考虑到我国含油气盆
地类型多、盆地经历多旋回性发展、不同层系和不同

类型盆地油气分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同时考虑技
术进步对石油储量增长的贡献，我国石油储量稳定
增长期有可能超过 ３０ 年。 运用多种方法综合预测
的结果表明，２０３５ 年以前我国年增探明石油可采储
量将持续保持在 １．８ 亿 ～２．０ 亿 ｔ，此后将长期稳定
在这一水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尽管我国陆上东部老油
田逐渐进入产量递减阶段，但西部和近海海域石油
勘探开发进程加快，保证了我国石油产量总体呈缓
慢增长的态势，原油产量年均增长 １．８ ％左右。 与
美国本土 ４８ 州石油产量变化历史相比，我国石油工
业的发展大约晚 ４０ 年的时间。 目前，我国石油产量
总体已进入高峰期，未来产量会有小幅增长的可能
性。 但从保障国家石油供应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看，
适当控制石油高峰产量、保持较长稳产期对国家石
油安全更有利。 提出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我国含油气盆地地质特征、剩余石油资源的总
量以及品位特征表明，未来我国石油储量增长虽然
较为稳定，但新增储量的品位将明显变差；二是我国
已开发主力油田总体已进入“高含水、高采出程度”
的“双高”开发阶段，大多数主力油田已进入产量递
减期，每年新增的探明储量绝大部分要用来弥补产
量的递减。 如果近期把原油产量提得过高，必然提
前动用未来储量，其结果将会导致后期产量递减速
度更快（见图 １）。 相反，如果适度控制原油高峰期
产量，原油稳产期就会相应拉长，国家石油供应安全
将会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图 1　我国不同高峰原油产量及发展趋势预测图
Fig．1　 Oi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forecast of different p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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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应设置安全上限
根据研究预测结果，２０１５ 年前后，我国石油对

外依存度将超过 ６０ ％；２０２６ 年前后，对外依存度超
过 ６７ ％，达到美国目前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水平；
２０３２ 年前后，对外依存度将突破 ７０ ％。 若对石油
需求不加控制，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很快突破
７０ ％，给国家石油供应安全将带来严峻挑战。

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成员
国、中国、印度等国石油需求缺口日益增大。 据国际
能源署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ＥＡ ） 预测，
２００６—２０３０ 年， ＯＥＣＤ 成员国石油需求缺口将由
１３．７ 亿 ｔ增长到 １７．３ 亿 ｔ，亚洲国家（不包括 ＯＥＣＤ
成员国）的石油需求缺口也将由 ４．４ 亿 ｔ 增长到
１３．１ 亿 ｔ。迅速扩大的石油需求缺口将使各国对石
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与此同时，主要石油出口
国家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石油产量增长率仅为 １．６ ％，而
同期这些国家自身的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高达

３．２ ％，是产量增速的 ２ 倍，致使出口能力下降［４］ 。
虽然出口总量仍保持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世界石
油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 若以 ２０３０
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７５ ％计，届时我国石油
进口量将达 ６ 亿 ｔ，占世界石油贸易增量的比例将达
到 ３６ ％，未来我国石油进口可能受限，将给石油安
全供应带来极大压力（见表 １）。

表 1　2030年不同对外依存度条件下
石油供需平衡表

Table 1　Oil supply and demand based on different
reliable conditions on importability in 2030

对外依

存度／％
年总需

求量／亿 ｔ
年需进

口量／亿 ｔ
占世界贸易

总量比例／％
占世界贸易

增量比例／％
６０ ５ ３ ９ １０
６５ ５．７ ３．７ １２ １６
７０ ６．７ ４．７ １５ ２５
７５ ８ ６ １９ ３６
８０ １０ ８ ２５ ５３

研究表明，美国石油能够保证安全供应，且国内
供应比例大于３０ ％，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鼓励利
用新技术开发复杂油田，动用边际储量，不断稳定国
内石油供应；二是尽可能提高石油利用效率。 在工
业化发展进程中，我国石油资源利用具有和美国相
似的情况，理应借鉴美国经验（国内供应比例大于
３０ ％），以保障我国石油安全供应。 另外，还有一些
石油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国家，因石油消费量较小，市
场关系稳定，不能作为比较对象。 因此，我国有必要

设定石油对外依存度上限，综合评价认为，上限应以
６０ ％ ～６５ ％为宜。
2．4　发展石油替代是弥补我国石油需求缺口的

重要途径之一

　　发展石油替代是弥补我国石油需求缺口、缓解
石油供需矛盾、增强国内液体燃料供应能力、控制石
油对外依存度过快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原料可
获取性、技术可行性、水资源承受能力和控制 ＣＯ２

排放等多方面综合看，煤基液化替代尽管现阶段技
术成熟程度较高，但因我国煤炭资源多数分布在水
资源相对匮乏、生态条件较为脆弱的西部地区，加之
煤基液化替代的 ＣＯ２ 排放量较高等问题，不宜大规
模发展，可作为储备技术适度发展，并且应该将重点
放在煤基液化替代化工原料用油的发展上。 天然气
燃料替代、电动力替代和生物质替代是比较现实、可
以规模发展的液体燃料替代类型，应积极推动，加快
发展。

天然气燃料替代包括压缩天然气（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ＣＮＧ）、液化天然气（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ＬＮＧ）和液化石油气（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ａｓ， ＬＰＧ）
直接用于汽车燃料和天然气合成液体燃料（ ｃｏａｌ-ｔｏ-
ｌｉｑｕｉｄｓ， ＣＴＬ）两大类。 通过天然气直接替代车用燃
料、发展天然气合成燃料和生产石化原料，技术比较
成熟，有望实现对石油形成规模替代。 电动力替代
是实现能源多元化发展、有效减少石油需求过快增
长和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以电代油、发展电动力车
是我国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应重点关注和发展的

战略选择。 电动力车包括混合动力车 （ ｈｙｂｒｉ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ＨＥＶ）和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电
动汽车（ｐｌｕｇ-ｉ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ＰＨＥＶ）、纯电
动车（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ＢＥＶ）和燃料电池车
（ 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ＦＣＥＶ），其中纯电动车受
国家补贴政策的推动，发展最为迅速。 生物质替代
发展应坚持“不与民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充
分利用较大规模闲置的非农耕、宜能边际土地，积极
发展“能源植物”种植，用非粮食作物为原料生产乙
醇和柴油。

通过积极推动上述三项替代发展，到 ２０３０ 年以
前，实现液体燃料替代规模发展，总量达到（１．０ ±
０．２）亿 ｔ，２０５０ 年总量达到（１．２ ±０．３）亿 ｔ。 这样，
加上其间国内石油自主生产 ２．０ 亿 ｔ 左右，我国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国内石油供应总量可保持在
３．０ 亿 ～３．５ 亿 ｔ 水平。 如果国内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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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石油消费量能控制在（６．５ ±０．５）亿 ｔ 和（７．５ ±
０．５）亿 ｔ，就可以控制我国石油需求对外依存度始
终不突破 ６０ ％。
3　2030—2050 年我国天然气发展形势
3．1　我国天然气消费已进入快速增长期

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其开发
利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２００８ 年世界一
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所占比例已达 ２４ ％［５］ 。
全球范围来看，天然气资源量要远大于石油，发展天
然气具有足够的资源保障。 预计 ２０３０ 年前，天然气
将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与煤和石油并驾齐驱。 天然气
的高峰期持续时间较长，非常规天然气的出现和大
发展必将支撑天然气继续快速发展，最终超过石油，
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能源。 与世界天然气消费平均
水平相比，我国现阶段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中的比重还很低，２００８ 年仅为 ３．８ ％。

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天然气勘探开发理论与工程技
术的进步，我国天然气勘探开发取得了重大进展，相继
发现了靖边、克拉 ２、苏里格、大牛地、普光等一批大气
田，每年新增探明可采储量一直保持在 ２ ６００ 亿 ～
３ ５００亿 ｍ３，年产气量也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与
此同时，随着陕京（陕西—北京）一、二、三线、西气东输
一、二线、忠武线（重庆忠县—湖北武汉）、川气东送、中
亚等一批长距离输气管线建设，我国天然气消费进入
快速增长阶段，年均递增１６．１ ％，２００８年天然气消费量
已达 ８０７亿 ｍ３ ［５］ 。 我国天然气利用范围不断扩大，目
前全国已有 ３１个省市区、２０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都已使
用了天然气

［６］ 。 其中，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东南沿海
以及环渤海湾地区的天然气消费量占全部消费总量的

４３ ％。 总体来看，我国集资源、管网与消费市场于一体
的天然气工业体系已初步形成，发展已进入快车道。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预计 ２０３０ 年
以前，ＧＤＰ 增长速度平均可保持在 ７ ％以上。 城市
化率将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比例将逐渐增加。 从科
学和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约
束和控制将会越来越严格。 清洁、低碳发展方式越
来越受到重视和鼓励，这些因素都将助推我国天然
气需求的快速增长，为推动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快速
发展提供动力。 综合考虑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城市
化进程、清洁低碳发展方式等因素，参考国内外有关
机构、能源领域权威专家预测结果，综合判断认为，
２０３０ 年前后我国天然气消费需求能力将达到

４ ５００ 亿 ｍ３
以上，２０５０ 年天然气消费需求能力将达

５ ５００ 亿 ｍ３
以上，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将

达到 １０ ％以上。
3．2　我国天然气储量和产量正处于快速增长期

含油气盆地特定的演化历史决定了我国是一个

天然气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底，我
国常规天然气可采资源量有 ２２ 万亿 ｍ３ ，仅探明天
然气可采储量为 ３．９ 万亿 ｍ３ ，资源探明率只有
１７．６ ％， 待 发 现 常 规 天 然 气 可 采 资 源 还 有
１８．１ 万亿 ｍ３ 倡。 我国还有埋深小于 １ ５００ ｍ 的煤层
气可采资源量约 １１ 万亿 ｍ３。 致密砂岩气资源总量
尚未系统研究和评价。 随着天然气开发技术的进步
和发展，致密砂岩气经济开采的规模还会进一步增
加。 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天然气工业发展比石油
工业大致晚了近 ３０ 年，目前正处于大发展的初期阶
段。 从美国天然气发展的历程来看，由于天然气生
成与成藏的条件远比石油优越，天然气资源量可能
远大于石油。 天然气发展的早期，常规天然气的开
发和利用使天然气产量迅速达到高峰，非常规气的
出现和大发展足以支撑天然气生产高峰期持续很长

一段时间。 对比来看，我国和美国具有相似的天然
气发展背景，目前我国天然气与石油产量的当量比
只有 ０．３∶１，但天然气储量和产量逐年大幅增长，天
然气开发利用呈现良好前景，预计 ２０３０ 年前是我国
天然气大发展的时期，届时国内天然气产量将攀上
新台阶。

近年来，我国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正在
逐步展开，除煤层气和致密砂岩气初见成效外，我国
还有较丰富的页岩气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据有关
机构评价，仅四川盆地深层就拥有页岩气可采资源
量 ７ 万亿 ～１５ 万亿 ｍ３ 。 此外，塔里木盆地古生界烃
源岩分布区和我国南方广大碳酸盐岩分布区也是页

岩气集中发育的地区。 松辽盆地和渤海湾盆地深层
也有尚未评价的页岩气资源分布。 这些非常规天然
气资源应该可以在 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陆续投入勘探开
发，形成规模生产能力。 根据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
质调查局有关勘查，我国南海、青藏地区分布有比较
丰富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初步评价总量达到
８４ 万亿 ｍ３。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有可能在 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的后期突破工业开采
关，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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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通过常规气和非常规气并重开发利用，
国内天然气年产量有望在 ２０３０年前达到３ ０００亿 ｍ３

以

上，并且能保持长期稳产，一直延续到２０５０年前后。
3．3　我国具有多元化利用国外天然气的地域优势

全球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目前采出程度不足
２０ ％，尚有 ８０ ％的资源量有待未来开发利用，足以
满足未来全球发展对天然气的长期需求。 根据 ＩＥＡ
２００７ 年的预测，全球天然气需求量将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８３ 万亿 ｍ３ ，增加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４．６２ 万亿 ｍ３，年均
递增 ２ ％。 其中发展中国家对天然气需求的增长速
度将高于发达国家。 总体看，２０５０ 年以前全球天然
气供需可长期保持基本平衡，我国进口国外天然气
从资源上是有保证的。

在地理位置上，我国毗邻中亚 －俄罗斯、中东和
澳大利亚 －印尼等三大富气中心。 据英国石油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公司统计数据分析，上述三大富
气区 ２００８ 年 天 然 气 可 供 出 口 的 能 力 接 近
４ ０００ 亿 ｍ３ （见表 ２）。 无论通过陆路的管线进口，
还是通过海上 ＬＮＧ 进口都相对比较便捷，具有多元
化利用国外天然气资源的地域优势，我国应注重发
挥这种优势，抓住有利时机，加大国外天然气资源利
用力度

［ ７， ８］ 。 通过加强与资源国的合作，力争 ２０３０
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达到 １ ５００ 亿 ｍ３

以上，２０５０ 年
进口量达到 ２ ５００ 亿 ｍ３

以上。
表 2　三大富气区 2008年天然气

出口能力情况［9］

Table 2　Export availability of three
large nature gas areas in 2008［9］

国家或地区

剩余可

采储量／
万亿 ｍ３

储采比

２００８ 年情况／（亿 ｍ３ · ａ －１ ）
产量 消费量

可出

口量

中东地区 ７５．９１ １９５．６ ３ ８８１ ３ ２７１ ６１０
俄罗斯 ４３．３ ７２ ６ ０１７ ４ ２０２ １ ８１５
中亚地区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 ）

１２．５４ ７２．４ １ ７３２ ９７６ ７５６

亚太地区

（澳大利亚、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

８．０８ ４７．４ １ ７０５ ９２２ ７８３

4　我国油气中长期发展战略与措施建议
4．1　总体发展战略与技术路线

牢固树立在全球范围多元配置油气资源的理

念，长期坚持“立足国内、开拓国外”的方针，在可持

续开发国内石油资源的同时，加快天然气资源开发
利用，把天然气作为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石油工业的
二次创业加以推动并加快发展。 同时，进一步加快
分享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步伐，积极稳妥地推进石
油替代发展，努力通过多元化开发利用，构建长期、
稳定、安全的油气供应保障体系。

积极采取控制国内石油消费总量过快增长与千

方百计保持国内石油生产长期稳定的路线。 通过努
力，２０３０ 年国内石油消费总量控制在（６．５ ±０．５）
亿 ｔ，石油产量在 ２．０ 亿 ｔ 左右水平上保持长期稳
定，石油替代总量争取达到（１．０ ±０．２）亿 ｔ；２０５０ 年
国内石油消费总量控制在（７．５ ±０．５）亿 ｔ，产量保
持国内已形成的规模，替代总量力争达到 （１．２ ±
０．３）亿 ｔ。通过石油自主生产，加上替代发展，确保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始终不突破 ６０ ％。

积极采取推动天然气工业加快发展的路线，从
产量、输配管网建设与市场开发三方面统筹兼顾、协
调发展。 国内天然气产量 ２０３０ 年有条件达到
３ ０００ 亿 ｍ３

以上，并可保持长期稳产至 ２０５０ 年；天
然气进口通过陆地管道气与沿海 ＬＮＧ 并重发展，争
取２０３０ 年规模达到 １ ５００ 亿 ｍ３

以上，２０５０ 年达到
２ ５００ 亿 ｍ３

以上。 天然气消费总量在我国一次能源
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可上升到 １０ ％以上，成为改善能
源结构和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4．2　战略措施建议

１）继续采取积极政策，推动国内石油资源的勘
探开发，保持国内石油供应的基础地位。 建议国家
设立风险勘探基金，鼓励对重大油气资源战略远景
区的研究和勘查。 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加大对低
品位、边际储量和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利用。

２）加快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的步伐，把天然气
工业发展作为独立工业体系和石油工业二次创业的

机遇，加大力度，推动加快发展，成为改善我国能源
结构、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３）积极稳妥地推进石油替代发展，增强国内自
给供应的基础地位。 建议国家尽快制订石油替代发
展战略和技术路线，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 制订中
长期发展规划，统领替代发展的布局与节奏。

４）进一步完善鼓励和支持油气跨国经营的政
策，继续鼓励油气公司采取多种方式“走出去”，尽
最大可能多分享利用国外油气资源。 同时尽早培养
队伍，积极参与国际石油期货贸易运作，以增强我国
在国际油价定价与控制油价走势中的话语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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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油气供应与经济发展的风险。
５）持续推进油气勘探开发科技进步。 要依靠

科技进步改善低品位油气资源的经济性，扩大开发
利用规模，夯实可持续与安全发展的资源基础；要依
靠科技进步增加对现阶段认识和技术盲区的油气资

源的发现率，进一步扩大油气稳产和上产的基础；要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油气公司在分享利用国外油气资

源上的竞争力，扩大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机会，为我
国经济长期健康安全地发展提供资源保证。

６）建立和完善石油储备体系，保障国家石油供
应安全。 我国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建设已取得实质性
进展，未来可根据需求发展趋势，酌情增加石油战略
储备规模和类型，同时要谋划将庞大的外汇储备部
分转为石油资产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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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ｋｅｅｐ ｓ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ｔ ６０ ％，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Ａｓ ａ ｃ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 ｉｔ ｉｓ ｕｒ-
ｇｅｎ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ｑｕｉｃｋｅ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ｓ ｍｕｃｈ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
ｉｎ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２０３０—２０５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ｉｌ ＆ ｇａｓ ｍｉｄ-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Key words］ 　 ｏｉｌ ＆ ｇ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ｅａ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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