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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储上产”继续成为油气行业发展的主题词。从能源视角看，油气

增储上产可以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从经济视角看，油气增储

上产会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2022年，我国油气行业表现不

俗：原油产量时隔6年重回2亿吨；天

然气产量超过2170亿立方米，连续6

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2023年，国家能源局提出：保持

“五油三气”重点盆地及海域稳产上

产，加快非常规油气快速上产，推进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等重大管道工程和

油气储备能力建设。预计2023年我国

原油产量将达到2.05亿吨、天然气增

产60亿立方米以上。

“增储上产”继续成为油气行业

的主题词。从能源视角看，油气增

储上产可以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

能力；从经济视角看，油气增储上

产会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持续

增长。

勘探开发力度加大，带动投资需

求增加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一直是我

国能源领域的重点工作。

2019年5月，国家能源局主持

召开“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工作推进会”，会上提出“石油企

业要落实增储上产主体责任，完成

2019～2025七年行动方案”的工作要

求，业界称之为“油气增储上产七年

行动计划”。计划提出之后，石油企

业纷纷调整各自的油气勘探开发部署

计划，持续加大上游工作推进力度。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

出，到2025年，国内原油年产量要回

升并稳定在2亿吨水平，天然气年产量

要达到2300亿立方米以上。

2022年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

推动“三桶油”用于勘探开发的资本

支出持续攀升。以中国石化为例，其

2022年前三季度勘探开发投入516亿

元，主要用于顺北、塔河等原油产能

建设，川西、东胜等天然气产能建

设，东营原油库搬迁以及龙口液化天

然气（LNG ）等储运设施建设。

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陆上深层

及超深层油气、海洋油气、非常规油

气和老油田大幅度提高采收率将是未

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国家油气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石

油勘探开发研究院2022年9月发布的

《全球油气勘探开发形势及油公司动

态（2022年）》指出，海域仍然是各

油气 ：要增储上产，也要低碳转型
文／郭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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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油公司风险勘探的主战场，勘探

成功率自上一轮高油价以来首次超过

陆上。

海洋油气正在成为我国油气产业

的重要支柱。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占国

内总资源量的1/3，2021年我国海洋

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为5464万吨、

196亿立方米，同比分别增长5.8%和

5.4%，其中海洋原油增量占全国总增

量的80%以上。《中国海洋能源发展

报告2022》显示，2022年中国海洋油

气获得勘探新发现7个，成功评价宝岛

21-1等20个含油气构造，年内计划投

产7个新建产能项目。

2023年，海洋能源勘探开发力

度继续加大。以中国海油为例，其

2023年的资本支出预算总额为1000

亿～1100亿元，全年资本支出预算较

2022年有所提升，其中，勘探开发支

出预计占资本支出预算总额的77%。

相关勘探工程的实施也会继续带动投

资需求的增加。

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市场化水平

需要同步提升。2020年5月1日，自

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陆上

深层及超深层油气、海洋油

气、非常规油气和老油田大

幅度提高采收率将是未来发

展的重要方向。

1月17日，山东东营，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渤海
湾畔正在进行油气开发钻井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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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部印发的《关于推进矿产资源

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

正式实施。因为油气勘探开采领域的

特殊性，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低于预

期，目前我国油气勘查开采，外资和

民资进入并不多，主要还是以“三桶

油”为主。

补储输短板，稳经济大盘
《 扩 大 内 需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22－2035年）》在“持续推进重

点领域补短板投资”这部分提到加快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关于油气行

业有这样的表述：加快全国干线油气

管道建设，集约布局、有序推进液化

天然气接收站和车船液化天然气加注

站规划建设。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

划》明确提出加强油气跨省跨区输送

通道建设，完善原油和成品油长输管

道建设，优化东部沿海地区炼厂原油

供应，完善成品油管道布局，提高成

品油管输比例；加快天然气长输管道

及区域天然气管网建设，推进管网互

联互通，完善液化天然气（LNG）储

运体系。到2025年，全国油气管网规

模达到21万公里左右。

响应国家油气体制改革，国家管

网集团于2019年年底成立，统一运营

油气管网，为近100个市场主体提供

了管输服务，带动2022年全国天然气

表观消费量超过3600亿立方米，释放

了增产增供潜力。但伴随我国油气消

费量和进口量的增长，我国油气管网

在总体规模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

较大差距，建设力度还会持续加大。

2022年乌克兰危机给国际能源市

场带来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油气短

缺和高油气价一度冲击欧洲经济，也

给我们一个警示：在极端条件下，有

钱未必能买到油、能买到油未必能运

输、能运输未必能承受高油价。这凸

显了油气储备体系对油气进口国的重

要性。

我国石油战略储备和应急储备在

规模、结构、体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

相比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天然气储备

体系更是不完善。2006年国家发展

改革委启动《国家石油储备条例》起

草工作。2016年国家能源局发布《国

家石油储备条例（征求意见稿）》。

2022年和2023年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

都提及要做好《国家石油储备条例》

制定工作。

目前，我国石油储备的资金来

源、动用石油储备的程序等均缺乏具

备可操作性的细则。作为油气进口大

国，我们应当加快形成政府储备、企

业社会责任储备和生产经营库存有机

结合、互为补充，实物储备、产能储

备和其他储备方式相结合的石油储备

体系，完善中央、省、市、县、乡五

级储备布局架构。

国家“十四五”规划确定的102项

重大工程中包括了现代能源体系建设

工程，其中重点提及油气储运能力建

设，规划新建中俄东线境内段、川气

东送二线等油气管道，建设石油储备

重大工程，加快中原文23、辽河储气

库群等地下储气库建设。

1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

今年投资工作将重点聚焦“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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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102项重大工程 ，加强交通、能

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这些

重大项目建设就是扩大国内需求，稳

住经济大盘的重要支撑。

做强增值链，激发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战略要同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而两者的有

机结合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未来一段时期，“低碳”是油

气行业乃至能源领域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主题。

面对越来越大的净零排放压力，

2023年乃至整个“十四五”期间，油

气行业在增储上产的同时，在开发生

产环节要推进碳减排、加工储运环节

要提效降碳、布局新能源产业、加快

油气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如此，

会催生出更多的投资需求，并带动消

费侧需求的增长。

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转型的着力点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油气开发生产环节，加

强 负 碳 技 术 推 广 应 用 。 碳 捕 集 与

封存（CC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在能源转型下的商业机会

增多，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技术会得

到进一步拓展。二是布局稀缺性低碳

无碳领域，如在“沙戈荒”基地打造

“风光氢储气”新能源特色一体化模

式等。三是做强增值链，如转型升级

炼化业务、超前布局可再生塑料产业

等。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

布的2022版《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

分析，中国新能源汽车正步入市场驱

动新阶段，将推动石油需求于2030年

前达峰（7亿～8亿吨），推动石油功

能定位加快转变。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和燃油车

的减量，势必会压缩成品油的消费空

间。虽然“油达峰”尚未到来，但是

“减油增化”已成为石油企业的业务

方向之一。比如，中国石油2023年重

点工作提到，“炼化销售和新材料子

集团要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产品

巨人、提高市场竞争力”“强化创新

驱动、建设能源与化工创新高地上开

创新局面”；中国石化2023年重点工

作提到，“化工业务要在提升产品竞

争力上取得新进步”。

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部

分领域“有没有”的问题已基本解

决，“好不好”的问题还很突出。从

目前的市场需求看，成品油消费虽然

已日趋饱和，但是化工产品仍然存在

结构性不足，特别是部分高端、特种

化工产品还依赖进口。石油企业加大

化工业务转型力度，就是看到了这部

分市场缺口，解决炼化领域“好不

好”的问题，由此也会激发新的消费

需求。

收缩油品、增加化工产品，这样

的业务转换能否支撑石油企业庞大的

体量发展，我们目前还无法得知。如

何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低碳业务

与传统能源业务协同发展以及企业效

益最大化，会是传统能源企业在未来

较长时间内持续探索的问题。

（作者系本刊编委、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

乌克兰危机给我们一个警

示：在极端条件下，有钱未

必能买到油、能买到油未必

能运输、能运输未必能承

受高油价。这凸显了油气储

备体系对油气进口国的重要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