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气行业现状 “一带一路”助力油气产业再进阶 

     油气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权威机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已是

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同时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目前中

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接近 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 30%，未来中国天然气对外

依存度还将增加。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油气需求，中国目前正在筹划和建设多条以油气为主的能

源通道，其中包括中亚四条能源管线、海上丝路能源枢纽、中俄油气管线合作、

中巴能源走廊和中缅能源通道等。 

  在国际上，欧美专家纷纷预测评论，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中国全球化进

程的发展举措之时，中国的油气产业将会利用资金、技术和装备的优势基础，助

力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实现量子化巨变。 

  那么，“一带一路”油气投资和装备需求机会会有多庞大？随着“一带一路”的

开展，中国油气企业乘势加大油气产业投资和油气装备输出，能否打造油气产业

全球的新格局？ 

影响必定加大 

  油气是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方面。中东、中亚国家有

油气资源和出口的需求，我们有广阔的市场和进口的需求，双方不仅可以进行油

气贸易，还可以在技术上和人才交流上进行合作，并且带动我国西部油气工业的

发展。目前，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已经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未

来油气合作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 



  对于目前中国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

研究所副研究员徐飞彪在接受前瞻产业研究院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虽

然是油气进口大国，但是我们在国际能源格局中话语权还是比较小的。虽然我国

是能源消费大国，但目前，中国还不是国际能源署(IEA)的成员国之一。总体来

说，中国在国际能源格局方面的力量与我们国家的实力和地位还是有些不太相称。 

  “全球的油气产业，中国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领头的。”中国石油大学中国

能源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乾向前瞻产业研究院表示，虽然中国在原油消费和

炼油产业上体量很大，但是油气无论从上游的勘探开发还是到社会制造的产能建

设，技术的领先程度包括投资的能力，以及一些全球性战略项目的开发，中国并

不能排在非常强的行列之中。所以他认为，打造国际油气产业新格局中国暂时还

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在塑造全球能源新格局方面，我国目前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些局

部方面，我们可以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影响力会逐步加大。”徐飞彪认为。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石油天然气整个产业随着“一带一路”利好政策

的推动，中国的石油产业海外投资、中层服务、设施建设包括设备工艺，都会有

非常大的发展机遇。刘乾表示，目前我国无论从政府国家层面，还是石油公司层

面，都在非常认真的研究石油天然气在整个“一带一路”战略的地位，以及如何利

用好国家给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利好政策，可以说发展前景很好。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互联互通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徐飞彪认为，如果这个项目推广顺利的话，首先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安全，

使得能源结构更加的多元化；其次有助于降低我国能源进口的风险。中国油气基



础越来越强，如果“一带一路”的工作做好，更有利于推进我们与原油出口国的关

系，会使中国在定价权方面影响力增加。 

  目前原油价格比较平稳，相对低价态势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这对能源结构的

改进是有帮助的。“目前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较重，随着油气价格的巩

固，尤其是天然气这一块，比例肯定会上升，但如果说从根本上改变，还是需要

时间的。”徐飞彪表示。 

民营油企加紧布局 

  中国油气产业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布局海外，中海油收购北美 Nexen(尼克森)

油气公司和中石油参股世界第二大油田哈萨克卡萨甘油田成为经典佳话。不仅如

此，还有更多的民营油气公司纷纷进军国外油气的捷报。 

  前些年，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大军中，大型国企为主。这两年，民营企业

走出去增多，“一带一路”战略之后，民营企业走出去现象更是越来越多，民营油

气公司热衷于配合海外战略布局。 

  刘乾介绍，中国国内市场开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竞争优势发挥的不是特别

明显，从三大石油公司来讲，自身都具有一些装备制造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内部

招标、内部消化，保证集团利益的方式，来满足企业对设备工艺的需求。 

  从上游开发的角度来讲，中国整个油气产业里存在的固有矛盾在这一方面有

所体现。大部分市场份额都是由三大石油公司掌握的，导致的结果就是，民营企

业在国内的市场比较小。相比之下，国际市场上的市场空间相对较大，再加上国

际上对于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政策方面有诸多优惠，形成优势。 

  民营油企为何对于进军海外兴趣如此之大，徐飞彪认为原因不止在此。他认

为，原因有几个：第一，整体民营企业在迅速壮大，这也是主要原因，实力的增



强，使得民营企业“走出去”更加有底气；第二，我国对外开放“走出去”的格局在

扩宽，“一带一路”迎来了“走出去”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民营企业开始与大

型国企相配合的往出走。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经验更为丰富，实力强大。民营企

业的优势在于更加灵活。国家的金融改革，进一步释放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活力，

使得投融资的渠道变得更加多元化。民营企业与大型国企之间的这种重组配合，

为企业“走出去”扫清了资金上的障碍；第三，也与我们国家的政策导向有关，“一

带一路”更加重视市场导向。如果像以前那样，主要靠国企，这条路会越走越窄，

中国的大型国企进军海外，引发了发达国家的很多猜忌，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个更

加灵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走出去”方式。在油气领域，民营企业的加入，会使

得我们在对外能源投资方面的效率更高，效益更好，是一件好事。 

带动油气装备走出去 

  在中国油气产业积极海外布局的同时，中国的油气装备也越来越多地输出到

国外，既有陆地油气装备，也有海洋油气装备。有专家总结，中国油气产业已从

单纯的购买油气，正转型过渡到收购油气资产、引进油气技术、输出油气装备、

升级产业发展和合作开发油气产业。 

  目前来看，中国油气装备制造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已经取得初步的成

果。但从目前国际市场竞争环境看，中国油气装备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相

比较还有很大差距。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中国油气装备制造业还需要进一步提

高自身竞争力。 

  “与我们自身比较，会发现进步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利好的，聚合型的效

应已经开始在显现。”徐飞彪表示，经济的持续发展带动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提

升很快，这一点从我国目前拥有的专利权、论文发表数、理工科毕业学生数、科



学家数量等各个指标的快速增长有所体现。随着资源进一步整合，在产业的带动

下，我国的大众创新工程也在加紧落实，教育和科研方面投入增长快，势头猛，

甚至一度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担心。他认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地域和成

本优势，只要我国继续保持这个态势，在产业和政策的带动之下，这种聚合效应

会进一步增强。 

  “油气装备竞争力的提升，与其他装备产业的提升方式有共同的地方，也有

不太一样的地方。”刘乾指出，相同点在于，都需要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好成本，

做好售后服务的工作。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油气装备产业可以随着中国在海外勘

探开发上游投资同时进行功能建设服务，在这个过程中，甲方带动乙方，即上游

带动装备制造工程建设一起“走出去”，这也就需要中国油气产业在上游开发上的

进一步投资。 

  在“油气+金融”的合作方面，刘乾认为，中国的石油产业走出去，可以利用

国际的投融资机构来进行贷款、担保、融资性服务。与此同时，在能源定价机制

方面，中国的石油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做更多的努力。目前天然气的国际定价还

是在变化和形成的过程当中，可以成立交易所，然后赋予它定量的职能，使得中

国在国际油气定价的过程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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