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05年 12月 � � � � � � 学 � 术 � 交 � 流 � � � � � � � Dec . , 2005
总第 141期 � 第 12期 � � � � � Academ ic Exchange � � � � � Serial No. 141 � No. 12

[收稿日期] 2005- 09- 02

[作者简介]孔艳杰( 1969 - ) ,女,黑龙江庆安人,上海电力学院人文与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上海

财经大学在站博士后,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隋舵( 1963- ) ,男, 黑龙江庆安人, 上海财经大学石油石化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后,从事石油战略研究。

中 国 石 油进 口 战 略 解 析

孔艳杰1 ,隋 � 舵2

( 1. 上海电力学院 人文与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0;

2.上海财经大学 石油石化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 � 要]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增加,石油进口战略问题日益重要;多元化的石油进口战

略包括三层含义,即进口的多国别、多样式、多品种; �走出去�争取�份额油�前景诱人,但风险

很大 ,需要采取体制创新, 成立能源对外协调机构,积极推动� 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建立健全

保险机制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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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石油、成品油生产和消费的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 1993 年开始, 中国加入石油

净进口国行列,而且进口量逐年加大。历史证明, 石油及成品油在近代和现代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突出地位。这样,研究我国石油进口战略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回顾新中国的石油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石油发展经历了由依赖进口 � 打破进口,基本自

给自足 � 需要进口的过程。建国初期,中国的石油主要依赖进口, 1963 年大庆油田建成投产, 成为中国

石油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打破了石油大量进口的局面,中国的石油资源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并逐步成

为石油生产大国。1961 � 1994 年共计出口原油 4. 8 亿吨,为国家创收大量外汇, 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

济建设。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 1993 年开始, 中国又重新进入了石油净进

口国行列,而且进口量逐年加大, 1999 年进口 4 000 多万吨, 2000年进口高达7 000 多万吨, 2001 年进口

接近 6 500 万吨。据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专家预计[ 1] , 到 2005 年、2010 年和 2020 年中国石油供应缺口

将分别达到 0. 8 亿吨、1. 26 亿吨和 2. 05 亿吨, 届时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会分别达到 32%、42% 和

54%。

对我国石油进口情况还可以做相关分析。从 1993 年起至今, 中国石油消费平均增长速度达 4. 9% ,

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1996 年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 并从

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2003 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接近 1 亿吨,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

石油消费国。2004 年 1 月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达1 030万吨, 估算全年的石油总需求量将超过 3 亿吨, 而

国内供给仅为 1. 8 亿吨左右,有 1. 2 亿吨的缺口需要进口来弥补。据美国能源部发布的�国际能源展

望�预测: 中国在未来 20 年的石油进口量将达到日均 740 万桶, 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日进口量; 中石油预

测结论为 2010 年、2015年和 2020 年中国原油需求分别为 3. 1、3. 5 和 4. 0 亿吨;中石化的预测结果则分

别为 3. 2、3. 8 和 4. 3 亿吨; 而综观国际能源组织和国内十几个中长期战略规划的预测结果, 中国原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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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2020 年至多能达到 2. 0 亿吨的规模。保守估计 2010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将分别超过 1. 5 和 2. 0 亿

吨。

形成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原因可以从需求量急剧增加和供给量缓慢增加两个方面分

析。近几年来,中国的石油产量一直比较稳定, 但增长量比较有限, 而石油的消费需求却不断增加。导

致中国石油消费需求量急剧增加的是机动车的迅速普及。根据有关资料的报道[ 2] , 从 2005 年 1 � 11

月,中国国产机动车的销售数量与 2004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6. 8% , 达到了 458 万辆。这使中国成为了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 石油化学制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有的专家指出[ 3] , 造

成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首要原因是中国境内的可采原油和后备储量日益匮乏。包括大庆、

胜利、辽河等主要大油田经历几十年的开采后已不同程度地进入衰竭期, 增长潜力已十分有限。据

�2002 年中国油气资源评估报告�称,中国石油资源量应大于 1 021 亿吨, 天然气资源量为 38 万亿立方

米,但陆上石油平均探明度只有 28% ,天然气平均探明度只有 6% , 远低于世界平均探明率。这种情况

决定我们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

然而,从长期看, 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供应将一直保持供需平衡甚至供大于求的局面。在这种客观条

件下,保证中国石油供给安全就必须实施� 走出去�战略和最大限度地分享全球资源,才能保证中国石油

的不间断供应和健全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到国外合办油气田构成了中国� 21 世纪石油战略�极为

重要的内容,更是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

二

国际间石油资源的竞争也称为国际石油资源博弈[3] 。我们把这一论述抽象概括为� 国际石油资源

博弈论�。实质上参与博弈的国家主要还是石油进出口的竞争。我们应进一步了解石油进出口的各国

不同的策略。

在石油市场的参与者中,既有跨国公司, 又有国家(以政府的身份)。在国际石油资源战略性博弈

中,主要是以国家作为主体进行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石油控制权的博弈; 在国际石油资源战术性博弈中,

则主要是以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与国家之间就某一个勘探开发项目进行的博弈。美国是通过军事实力

来构建其石油体系,中国则是用� 双赢�的手段以市场换资源,俄罗斯是凭借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谋求建立

� 第二个欧佩克� ,而资源、市场在外的日本,则是以巨额的资金优势为手段来保证其石油供应安全。

美国依靠国际市场廉价的石油,是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年代连续 12 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

自 20 世纪 90年代末以来,动荡不安的国际石油市场,又是美国经济陷入低迷的原因。2002 年, 美国自

产石油只有 2. 8 亿吨,而消费石油约为 8. 9 亿吨, 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 1/ 3 左右[ 1] 。美国要获得廉价

石油,则必须控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和抑制它国国际能源战略的实施。因此, 一方面控制伊拉克

是瓦解 OPEC 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利用� 反恐�孤立沙特和纵容俄罗斯同 OPEC 相抗衡。同时,把中亚

五国,尤其是把与中国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吉乐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纳入其能源战略的构成。

2003 年日本国内产量为 68吨, 而消费量为 2. 6 亿吨。日本国内原油采储量只有 810 万吨, 99% 以

上的原油需要进口。其中 85%的原油来自中东地区。2003 年日本向海湾派自卫队的重要目的是为了

伊拉克的石油。同时,用 75 亿美元投资为� 诱饵�撬动中俄已谈判九年之久的� 安大线�而要求俄修建

� 安纳线� ,可谓日本策略的登峰造极。以目前日本 6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相当于日本 173 天的石油需

求量) , 日本如此大动干戈并非为解燃眉之急,而是不愿看到中国介入东西伯利亚的资源开发和把中俄

战略伙伴关系以实质性的内容固定下来,并最终把朝鲜半岛纳入其中的战略格局,尤其是不愿看到在东

北亚区域内强有力的对手 � 中国东北三省和华北与其竞争。

俄罗斯以其丰富的油气资源作为筹码,大力推行能源外交,以期逐步提高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把国

际油价保持在 26 美元/桶以上的水平是俄罗斯维持经济增长5% ~ 6%的基本条件。如果俄罗斯能与伊

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就里海能源开发达成一致,里海地区就将出现一个协调原

油产量和价格的地区性经济组织,成为� 第二个欧佩克�, 并直接挑战美国的里海。俄与美的合作也表现

出了较高姿态,达成了从秋明油田到摩尔曼斯克铺设油管的协议、开发巴伦支海底天然气的协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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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气田的协议以及其他地段的采油气协议。俄还借与沙特的合作, 积极推进挤进中东市场的步伐。

另外,除目前备受瞩目的向东方向的� 安大线�或� 安纳线�外, 俄罗斯对外石油输出管道尚有其他几条路

线。向北方向, 2002 年 11 月,俄罗斯四大石油公司决定修建从西西伯利亚到北部港口摩尔曼斯克的输

油管道,专门向美国和西欧出口原油; 向西方向,俄国与德国达成共识,将建设一条跨波罗的海的石油管

道,实现从西北部港口维堡直达德国并可延伸到荷兰和英国的目的。

三

那么,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石油进口战略? 概括地说, 应该采取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稍作具体

分析,这一石油进口多元战略可以包括三层含义。第一, 从进口石油的国别上说, 是多国别进口; 第二,

从进口石油的方式上说,是多样式进口; 第三,从进口石油的品种上说,是多品种进口。这是中国石油进

口战略的必然选择。

第一,从进口石油的国别上说, 是多国别进口。一是中东地区。中国在 2003 年进口的石油中, 约有

70%来自中东地区,估计到 2010 年将增加到 80% ,成为在中东地区取代美国的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

理应把中东作为进口石油的战略重点伙伴。二是俄罗斯, 无论是作为中东进口石油的补充, 还是从国家

战略高度建立另外的能源通道,抑或从节约运输成本提高效益的角度出发,俄罗斯都应成为中国石油进

口战略极为重要的战略伙伴。三是中亚和里海沿岸五个国家。由于美国控制着从霍尔林兹海峡到所有

石油进出口国的航线,使中国来自中东的石油容易受制于美国。而且按目前的储量和开采速度估算, 到

2040 年左右,俄罗斯也将开始面临现有油田的枯竭问题。因此,中亚和里海地区应成为中国石油进口

的重要战略伙伴,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能源保障地之一。不论是从中俄在�上海公报�基

础上建立起的中亚安全体制后的政治关系保证来说,还是从哈萨克斯坦等国的陆地石油丰富储量来说,

以及建立管道输送的优势来说,都极具石油进口的良好前景。四是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都有合资合作开采油气资源的意向和实质性进展。五是其他地区。我国应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国际石

油利益格局,加大实施石油进口多元战略, 积极参与世界和地区性的能源合作。据�每日新闻�报道, 被

称为� 中国的麦杰( M ajo r)�的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在沙特阿拉伯、巴西、苏

丹以及安哥拉等世界 50 个地方获得了油田方面的各种权益。同时, 这也使中国与日本、美国之间开始

出现某些能源摩擦。

第二,从进口石油的方式上说, 是多样进口。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贸易途径从国际市场

购买石油,这包括以轮船和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进口的石油。二是与外国合资合作开发石油, 获得一定

比例的石油分成。例如,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与澳大利亚在 GORGOU 项目取得 12. 5%的权益和 2002 年

中海油成功收购在印尼五千区块的资产以及购买了印尼东固项目 12. 5%权益。又如,在中国领导人访

问委内瑞拉期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签订一系列石油合同, 主要是由中

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承接开发天然气业务。该项协议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委内瑞拉南美石油

公司共同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共同开发位于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主要布局 � � � 东部安索阿特吉州地区

的 14 个油田, 据了解,该地区拥有 4 亿桶的原油和 3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委内瑞拉外长表示, 中

国将提供 40 亿美元的贷款, 以支持该国的能源及其他项目建设。委内瑞拉每日将向中国提供 10 万桶

油、8 200 吨燃料油和不超过 4 930 吨奥里油。另据黑龙江省经贸厅有关报告,近三年来, 黑龙江省在俄

罗斯获得三处油田的开采许可,储量约 6 748 万吨,现在生产油井 61 口,探井 44 口, 2005 年可获股份油

145 万吨。

第三,从进口石油的品种上说, 是多品种进口。以 2004 年 6 月我国进口石油为例,进口的石油及其

成品油有若干品种。中国海关总署 7 月 2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6 月份燃油进口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34.

2% , 达 315万吨。当月柴油进口总量猛增至256 399 吨, 2003 年同期仅为 37 975 吨; 但液化石油气进口

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16. 3% ,至 568 586 吨。中国 6 月份共出口 502 117 吨汽油,较上年同期下降45. 6%。

6 月我国 5 号~ 7 号燃料油进口增长 33%。6 月份,我国进口 5号~ 7 号燃料油(黏性低于 185CST 的燃

料油) 300 万吨,同比增长 33. 2% ; 其他柴油、燃料油进口量增长 63. 7% ,为 124 476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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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上半年,我国轻质柴油进口量为 110 万吨, 增长 171. 9%。仅 6 月份轻质柴油进口量就达

256 399吨。可见, 这种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格局已经形成, 并将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充实和发展。

四

积极� 走出去� ,勇夺� 份额油�, 这已经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石油进口战略的一个重点问题。中国机电

企业网对此做了比较深入地解读和分析。虽然在利用世界石油资源方面, 贸易油是主渠道, 但国内石油

企业� 走出去�争夺� 份额油�也是一条值得鼓励的战略。专家认为,国内油企参与国外石油资源开发, 建

立海外长期的石油生产基地,稳定地获取� 份额油�, 利用国外石油资源的主动权就越大, 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抵消和抵缓原油高价位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主任

邢厚援介绍,目前中国石油企业已在世界 30 多个国家参与了 65个油气项目的勘探开发, 中方累计投资

70 亿美元,共获得份额油 6 000 万吨。其中 2004 年获得份额油为 1 750 万吨,是当年进口原油的 21%。

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当年海外份额油达到 7 000 万吨,争取占到当年进口总量的 1/ 4。我国同海外油源

的合作范围已扩展到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 ,东南亚的印尼、缅甸, 中东的利比亚、伊朗、阿曼和

中南美洲委内瑞拉,非洲苏丹等地。

这其中,中石油进入苏丹进行石油开采就是成功典范。1997 年, 中石油同苏丹政府签订了产品分

成与管道协议,以中石油为主组建了大尼罗河股份有限公司, 接管了穆格莱德油田 1、2、4 区块开发权。

该项目 2002 年原油年产量达到 1 269 万吨,中石油的权益产量达到 507 万吨, 而且这还是三个油田中只

有一个投产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中石油还与苏丹政府共同投资喀土穆炼油厂, 双方各占 50%的股

份,年加工能力为 250 万吨原油。目前, 苏丹已经成为中石油在海外的主要产区。中石油为自己描绘的

是一张多方位�出海图� , � 以北非的苏丹、南美的委内瑞拉、中东的两伊为基础, 逐步延伸与其周边地区

的合作,扩大中石油集团在这三大战略区的影响�。而新近公开的数据是, 中石油计划在 2006 年之前使

其海外油田的原油产量达到 3 500 万吨。

中石化从 2001 年起就把� 走出去�目标锁定西亚、北非、中亚、西非和东南亚。2001 年中石化与伊朗

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伊境内卡山地区的油气资源。2004 年 1月 ,中石化中标沙特一块约 4 万平

方公里的天然气气田的开采和生产权。3 月,中石化成功收购美国第一国际石油公司,获得其在哈萨克

斯坦全资拥有和部分拥有的 6 家子公司, 以及所属的石油开发勘探区块面积达 2. 6 万平方公里。6 月,

中石化夺得也门 69 区块和 71 区块的勘探开发权。中石化预计到 2005 年年底将完成 200 万~ 300 万吨

份额油的目标。

中海油的海外拓展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2002 年 1 月收购西班牙瑞普索在印尼五大油田

的权益。2002 年 9 月向 BP 收购印尼东固液化天然气项目 12. 5%的权益。2004 年底,中海油完成对澳

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天然气项目的收购。2005 年 5 月,中海油完成对英国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印尼东固液

化天然气项目一个产品分成合同中 20. 77%权益的收购,使公司在该项目中的权益由 12. 5%增加到 16.

96%。6 月 22 日,中海油以 185 亿美元向优尼科发出收购要约, 优尼科是美国第九大石油商, 它在东南

亚、墨西哥湾、中亚里海等地区拥有大量优质油气储备。

虽然争夺�份额油�前景诱人,但是利益和风险总是相伴而生。全球石油石化市场已进入� 超级巨

头�竞争时代, 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国内巨头, 相对埃克森美孚、英荷壳牌等国际超级巨头, 还缺乏

国际管理和操作经验。而且中石油所拥有的苏丹、哈萨克斯坦、秘鲁、委内瑞拉等地的油田, 以及中海油

刚刚收购的印尼油田,都是处于敏感地区而被国际石油资本忽略的边缘地带,当地的政策风险有可能是

影响将来公司发展的因素之一。

总的来说,国内油企� 走出去�的力度还是不够的。一方面, 国际上投资油田勘探开发, 一般需要上

百亿元的资金投入,而且存在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国内石油公司实力较弱,所以在海外投资方面表现得

较为谨慎;另外, 由于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相对落后,所以在已被国际石油巨头抢占的前提下,

只能采取� 插空当�的方法,因而必然付出更高昂的成本。因此, 国内油企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历练,

从而保证将� 走出去�战略进行到底。(下转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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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纳什均衡就是全体参与人共同选择 S 战略。在这个博弈中, 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必须具备先期选择 S

战略的参与人没有� 搭便车�思想为前提;问题之二是要求所有的参与人都知道� 参与人 1 知道参与人 2

知道参与人 3 知道��支付向量�。因为 n 的值比较大, 所以这个条件满足的难度比较大。也就是说这

个子博弈精炼均纳什均衡存在是有条件的:必须存在一些企业能率先实行循环生产发展战略, 虽然此时

其受益反而小于等待选择循环生产发展战略的企业的收益;同时各个企业能切实加强循环生产和消费

方面的协作,建立起统一的协作制度以平衡利益的分配,从而促使更多的企业尽快选择循环生产战略。

� � 四、结论

从上述博弈分析容易看出,在没有政府介入和约束的完全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博弈双

方受理性的支配,趋于不合作的结果, 形成非合作博弈。博弈的纳什均衡对发展循环经济微观层面是不

利的或低效率的,而在政府有效政策的支持监督下,博弈的纳什均衡可以得到改善, 使博弈达到有利于

循环经济的均衡。因此推进循环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在政策层面上,要建立消费拉动、政府采购、政策

激励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一要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品的标示制度, 鼓励公众购买循环经济产

品;二要在政府采购中, 确定购买循环经济产品的法定比例, 推动政府绿色采购; 三要通过政策调整, 使

得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通过循环生产和绿色消费保护资源和环境保护, 并

使他们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如果能按照浪费者多付费、充分利用者补偿、循环资源开发者保护、破坏者

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制度环境。例如,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

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 ,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 使其能够获得社会

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

收抵扣。建议专门设立循环型资源的技术开发基金, 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促进工业生态园区和区域间循环生产链条的形成。同时, 政府还要提高管理的效率, 形成政府、

企业、消费者各个主体都收益的良性互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上接第 107 页)

关于如何参加国际市场石油交易,更好地实施� 走出去�的战略, 有关专家提出了若干建议[3] ,这里

我们按照专家建议,再补充几点。第一, 体制创新。在中国确定的重点区域和国家设立半官半商的专门

能源外交机构,为中国石油公司成功进入这些地区的石油市场打下良好的外交基础,并提供及时和必要

的信息指导,以促进在这些地区油气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第二 ,成立能源对外协调机构。组建由国务

院副总理挂帅,以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国资委以及三大石油公司为主要参与者的能源对外协调机构, 负

责协调三大石油公司海外战略的实施,既可避免对外能源开发的盲目性,又可避免三大石油公司各自的

单兵作战状态;既有得利于国家对外合作项目安全性的提高,又有利于三大石油公司降低成本和提高效

率。第三,积极推动� 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是俄罗斯提出的概念性区域能

源合作框架,其目的是吸引中日韩三国的投资来开发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油气和水电资源。2004

年 3月 8日, 中日韩三国在上海就� 东北亚能源合作�进行了磋商, 但�东北亚能源合作�还仅仅处于概念

性阶段,而没有成为实质性的组织。因此, 积极推动� 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建立, 应成为近期中国石

油外交战略的重点。第四,健全保险机制。� 走出去�的国内油企、在国外投资油田勘探开发, 需要争取

向国内乃至国际大的保险公司投保、争取给予担保, 以减少或规避各种风险。第五, 需要相关的政治外

交战略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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