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帶一路”油氣合作豁然開朗 

今年兩會上，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面對國際環境新變化和國內發

展新要求，要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

更深層次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共商共建共

用，加快陸上經濟走廊和海上合作支點建設，構建沿線大通關合作機制；深化國

際產能合作，帶動我國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實現優勢互補。 

不可否認，“一帶一路”是新時期我國深化對外合作的新的戰略構想，旨在

通過進一步加強與沿途各國的深入合作和互聯互通，最終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

榮的目標。而在這其中，油氣合作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 

“走出去”成績斐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石油集團原董事長周吉平指出，“一帶一路”是“十三

五”期間，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的國家重大決策構想，而油氣合作在其中發揮著骨

幹作用。 

作為世界上的能源消費大國，我國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屢創新高，能源

安全令人擔憂。此外，我國還面臨著海外油氣資源獲取難度增大、原油定價話語

權薄弱等問題，與我國能源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而“一帶一路”區域內油氣資

源豐富，通過合作，可以拓寬我國油氣的進口管道。 

資料顯示，從 1993年起，我國開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也恰是在這一時期，

中國的石油企業開始走出去。至今，國內已經有 20多家石油企業走出去與主要

的油氣生產國建立了合作關係。去年的權益產量達到了 1.53億噸，基本在世界

範圍內建成了五大油氣合作區，四大戰略通道(東北通道、西北通道、西南通道、



 

海上通道)。目前建成的管輸能力已經達到了 5000萬噸，輸氣能力 474億立方米，

並將逐步增加。建立了歐洲、亞太、美洲三大油氣運營中心，實現倉儲、煉油、

加工、貿易、運輸一體化。 

而對於中石油這些年走出去所取得的成績，周吉平如數家珍，信心十足。 

“25年來，中石油‘走出去’取得了良好的投資回報。在 35個國家運營著

91個項目，2/3的在產項目已經實現了投資回收。”周吉平表示，在委內瑞拉、

加拿大等國的在建專案投資帶動了 1200多支工程服務隊伍走出去，累計帶動了

300億美元的裝備出口，實現了良好的投資回報和帶動效益。特別是積累了國際

化的經驗、人才，培養了一批忠誠于祖國石油事業的中堅力量，與資源國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關係。 

挑戰與機遇如影隨形 

但是，他也同樣坦陳了他一路觀察思考之後的擔憂，“石油企業走出去，面

臨新的形勢，挑戰和機遇並存。”他認為，最大的挑戰就是國際油價。目前國際

市場總體上還是供大於求。低油價還是對石油企業的經營帶來很大挑戰。 

“2014年斷崖式的下跌之後，今年有所回升，但是普遍認為，今年 50～60

美元／桶範圍內的可能性比較大，可能還需要持續比較長的時間，因為現在國際

上總體還是供大於求的。實際上，OPEC的限產的確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油價只

要開始回升，美國的葉岩油氣產量也開始回升，50～60美元的價位正好是他們

盈利的平衡點。” 

周吉平表示，對於石油企業來說，來自另外方面的挑戰即是地緣政治更加複

雜多變。“包括資源國的政局動盪、政策、恐怖主義的威脅。特別是美國的能源

政策，我覺得應該引起很好的重視與研究。”他進一步解釋說，特朗普政府新政

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把石油視為美國的生命線。“美國新的國務卿是美孚石

油的 CEO，能源部長是德克薩斯州的州長，環保部長是俄克拉哈馬州的總檢察



 

長，這些都是跟石油密切相關的。基辛格曾經說過一句話：誰掌握著石油，誰就

掌握著世界。這個不一定有道理，但是 20世紀確實是這樣的。”如今，美國的

葉岩氣革命使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實現了歷史性的回歸和能源獨立。“特朗普一

上臺就批准修建從加拿大到美國的油氣管道，這樣使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和強權政

治有了進一步的加強。”他認為，美國葉岩氣革命引起了世界油氣格局的重大調

整，生產中心向西半球移動，回歸到委內瑞拉-加拿大-美國；消費中心向東移，

亞太、太平洋地區。但是，包括伊拉克和伊朗的中東地區依然是爭奪的重點。 

然而，“一帶一路”油氣合作尤為重要的意義就是在於可以影響世界油氣格

局的重新布控。 

他還特別強調，在新形勢下，石油企業走出去要做好以下轉變，即要從過去

保障中國能源安全的一國保障思維，轉變為著眼亞洲共同能源安全的區域性保

障。要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同奏合作共贏的新樂章；要從過去追求規模速度，到

追求品質效益的轉變；要從過去資本輸出，轉變為製造標準、技術、人力資本的

全方位走出去；要從過去被動適應國際貿易規則，轉變為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

的制定和定價中心的建設。 

他建議，要加強與“一帶一路”重點合作國家的政策標準和機制的對接，實

現政策溝通，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機制的完善和建設，加強能源外交，加快推

進與沿線國家投資貿易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稅協定的簽訂。要構建“一帶一路”

地區能源互聯互通的體系，推進設施聯通。宣導共同推進泛亞天然氣管道建設，

實現能源生產與消費國的互保，形成亞歐-非洲之間的能源互聯互通大格局。要

進一步推進我國在全球能源貿易定價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達到貿易暢通。充分

利用“十三五”及未來全球市場供大於求，和我國在亞太天然氣增量貿易中的優

勢地位，借助上海能源交易中心、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這些平臺，積極發展

現貨、期貨等衍生品的交易，逐步減少亞洲溢價，建立和完善境外能源投資帶動

貿易工程技術服務、物資裝備走出去的鼓勵政策。要加大產融結合，助推能源與



 

金融一體化，推動資金融通。加大亞投行絲路基金和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

對戰略資源類專案、跨國管道建設的支援力度，推動區間結算平臺的建設，爭取

推進合作項目人民幣結算，降低匯率風險。要著力推動能源合作當地語系化和可

持續發展，促進民心相通，加強需求導向的國際能源技術公關合作，建立“一帶

一路”油氣合作專項科研基金，加強與沿線國家能源智庫的深層次交流，通過政

府專案或者企業資助的方式，來加強當地語系化人才的培養，提升我們國家在沿

線國家中的軟實力。 

靜待改革方案落地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指出，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電力、石油、天然

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抓好電力和石油天然氣體

制改革，開放競爭性業務。 

對此，周吉平強調，油氣企業要以此為契機，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過

程中，推進石油天然氣體制機制的改革，加快國際化的進程，助推企業走出去的

業務更加優質高效發展。 

在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白

克力透漏，油氣體制改革方案已經獲通過，預計兩會後即會發佈實施，屆時國家

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將研究制定勘探開採、管網運營等方面配套檔，以及綜合改

革試點方案和專項改革實施方案，積極穩妥開展試點工作。油氣勘探開採等競爭

性業務將加速放開。 

據瞭解，2017年將全面啟動管道運輸企業定價成本監審工作，研究制定天

然氣幹線管道價格，加快規範省級以下管網定價。同時，鼓勵在重慶、江蘇、上

海、河北等地開展油氣體制改革試點。這將有利於營造更公平的市場環境，培育

更多更有實力的企業加入“一帶一路”油氣合作之中。 

 



 

（來源：卓創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