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国化工贸易          2022 年 10 月

Trade Economy  | 贸易经济

近些年来，我国石油资源需求量持续上升，为充

分满足石油资源消费需求，缓解供需矛盾，扩大我国

在国际原油市场的话语权，在原油进口贸易中，应当

做好总体规划布局，实现国内国际有效联动，借助科

学高效的方法举措，应对价格风险、政治风险、运输

风险等因素，确保原油进口贸易平稳进行，为国内经

济健康、平稳、高效发展提供必要支撑。

1 我国石油资源概况

梳理现阶段我国石油资源勘探、开采情况，有助

于相关企业掌握底数、摸清实情，立足国内原油储备

情况，制定针对性的进口贸易举措，构建多元、稳定

的贸易机制。

1990 年到 2000 年期间，国内原油年均生产增长

率保持在 1.69% 左右，同时期原油需求量则达到 7%， 

巨大的供需压力，使得原油供需体系中，进口原油占

比逐步增加。此后的 2000 年至 2015 年，虽然国内原

油产量仍保持逐年增长，年均生产增长率在 1.88% 左

右，2015 年产量峰值更是达到 2.15 亿 t，但随后国内

原油产量再次下降到 2 亿 t 以下，直至 2022 年重回 

2.05 亿 t，目前保持 2 亿 t 规模。对应同时期国内原油

需求绝对量却迅猛增加，从 2001 年的 2 亿多吨增长到

7 亿 t，原油需求量远高于国内原油生产量，2020 年

进口原油达到历史最高的 5.42 亿 t。根据测算，截至

2022 年，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连续五年超过 70%，远

高于 50% 的能源安全警戒线。为改变这种情况，持续

提升原油供给能力，相关部门、有关企业进行了多层

次的尝试。一方面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原油勘探、开

采活动，扩大国内原油供给能力，降低进口原油依赖

程度。以 2022 年为例，国内全年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

量 104527 万 t，大庆油田实现油气产量当量 3345 万 t、 

连续七年保持原油 3000 万 t 以上稳产，长庆油田油

气产量当量突破 6200 万 t，塔里木油田油气产量当量

3182 万 t，渤海油田成功建成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

地，南海东部油田油气当量上产至 2000 万 t。国内原

油产量持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原油进口压

力，增强了相关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议价能力。另一

方面持续调整现阶段的原油进口贸易结构，深刻总结

过往原油进口贸易中暴露出的问题，从进口价格、政

治风险、军事风险、运输风险等方面出发，全方位权

衡原油进口贸易策略，多方面着手，多维度布局，在

保障采购规模的前提下，持续压缩原油采购价格，规

避各类贸易风险，推动原油进口贸易活动平稳有序开

展。

2 我国原油进口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

总结我国原油进口贸易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确立原油进口贸易体系完善基本思路，

实现原油进口贸易有效管控，强化进口原油贸易风险

处置能力。

2.1 国内石油供需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工业体系的完善，制造能 

力的提升，石油消费能力显著增强。作为石油生产国，

通过技术更新、资源勘探等活动，一段时间内，国内

石油供给规模保持在较高水平。但石油增量较为有

限，远低于实际消费需求。2002 年，我国石油表观消

费量达到 2.46 亿 t，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并连

续多年 6.5% 的需求增速增长，远超过全球 1.2% 的平 

均水平。2018 年，我国石油表观消费量达到 6.48 亿 t， 

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企

业与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如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签订贸易协议，通过进口原油的方式，弥补石油消费

缺口。以 2002 年到 2020 年为例，18 年间，国内原油

进口量增长 7.81 倍，年均增长率 12.5%，原油进口对

外依存度远超过同期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从长远角度来看，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在较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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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难以作出改变。这种外部依赖性，无形之中使得

我国原油进口贸易长时间处于被动地位，不仅降低了

对国际原油市场价格的发言权，还削弱了能源安全，

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难以预计的风险。

2.2 国际贸易安全问题突出

目前，全球主要产油国主要集中于中东、非洲等

部分国家和地区，相关国家政治局势较为动荡，不稳

定的地缘政治形势增加了原油进口贸易风险，贸易过

程中出现合同毁约等情况的几率大大增加。以 1973

年为例，中东部分石油产油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

交政策不满，进行了石油禁运，引发全球范围的石油

危机，石油供应量减少，导致国内经济出现“滞胀”

的情况，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破坏作用。

由于石油进口贸易对象较为有限，国内原油进口贸易

主要依赖远洋运输，根据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我国

80% 以上的进口原油需要通过海上运输的方式进入国

内港口码头。运输方式的固定以及航线的单一性，在

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进口贸易风险。例如 2008 年，

索马里海盗危机，2021 年，苏伊士运河停航等事件，

影响了原油进口贸易正常进行，导致进口原油成本上

涨。

2.3 产业链整合力度不高

石油产业上下游产品生产活动的内在关联性较

强，为最大程度地提升石油资源利用效能，需要相关

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行业整合，组建规模化、国

际化石油贸易集团。通过石油贸易集团的参与，不断

扩大我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中的话语权，最大程度地保

障自身合法权益，合理管控原油进口贸易中面临的政

治风险、运输风险、经济风险。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 

到，现阶段我国尚未形成规模化、国际化的石油贸易

集团。通过集团化运作，统一原油贸易规则，联动国 

内、国际原油供给信息，在综合分析原油消费预期的

情况下，制定合理的原油进口贸易方案，驱动石油进

口贸易顺利开展，避免决策不当，导致国内原油价格

波动过大，对上下游产业带来消极影响。

3 我国原油进口贸易体系完善策略

着眼国内原油消费需求，相关企业在进口贸易体

系完善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目标导向，坚持

结果导向，吸收借鉴过往经验，改进创新进口贸易机

制，完善贸易举措，消除潜在贸易风险与隐患。

3.1 不断提升国内原油供给能力

在原油进口贸易过程中，为减少对外依赖程度，

应当有针对地扩大国内石油供给能力，进一步优化国

内国外石油贸易占比，不断强化国内原油供给水平。

具体来看，一方面相关部门、企业要加大石油勘探力

度，通过新技术、新方法的有效运用，探明石油储备

总量，提升开采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内原油产

量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满足国内石油部分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有针对地推动节能减耗，通过这种方式，

提升石油资源利用效能。例如部分石油贸易企业通过

与石油行业上下游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定向开展原油

进口，以满足上下游企业石油资源使用需求。通过石

油需求与供给精准对接，最大程度地提升石油资源开

发利用能力，减少石油资源浪费、损耗等情况发生。

3.2 健全完善多元化原油进口格局

企业在开展原油进口贸易环节，应当降低对单个

地区的依赖程度，逐步拓宽进口渠道，建立起多元化

原油进口结构，提升原油进口安全性。具体来看，企

业要充分利用国家外交影响力，积极与中东国家、俄

罗斯、伊朗、南美等国家建立联系，筛选贸易合作对 

象，借助这种多层次贸易布局，有效降低潜在风险。

在原油进口贸易中，企业还需要根据进口国家所处空

间位置以及周边安全形势，选择相应的运输线路，通

过运输线路合理选择，规避安全风险，消除潜在贸易

隐患。对于与我国陆上接壤的石油出口国，可以积极

探索管道运输的方式，搭建全新运输平台，在保证原

油运输安全性的同时，提升运输效率，压缩总体运输

成本。除了做好上述工作之外，企业在原油运输环节，

应当积极与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对接，按照有关要求上

报相关信息，对于敏感地区、高风险地区，在相关组

织护航下，完成运输任务。

3.3 强化原油战略储备总体能力

在原油进口过程中，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国内

石油消费规模的增大以及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原油

储备规模将会大大减少，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于原油市

场的风险处置能力明显降低。为应对上述局面，企业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严格按

照国家原油进口、石油有关法律制度，借鉴美国、德

国等国家的储备体系，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石油储备

模式。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企业可以稳定持续的输出

原油，缓解市场终端紧张情绪，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

同时原油战略储备模式的构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

提升企业国际议价能力以及市场影响力，从长远来看，

对于企业自身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原油战略储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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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构建过程中，企业要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联动，立

足自身资金规模、技术能力，确定原油战略储备规模。

同时还应当完善筹资渠道，多渠道筹集资金，借助多

元化资金来源，保证企业内部资金链条的稳定性，防

范资金供应不足等风险。考虑到战略石油储备过程中，

使用的资金收益周期较长，为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在

资金筹集环节，企业要组织专业人员对资金渠道、合

作对象开展综合性评估，确认资质后，有计划、有步

骤地开展资金筹集活动，借助上述举措，消除资金筹

集风险，有效提升筹集资金的使用能力，推动原油贸

易活动有序开展。

3.4 完善国内原油贸易组织架构

为全方位整合石油产业，实现上下游企业之间的

有效联动，不断提升原油进口贸易总体水平，政府部

门以及相关企业，要调整思路，吸收借鉴过往经验，

积极推进大型化、国际化贸易集团的组建，依托国内

原油消费市场的体量优势，有序扩大国际原油市场价

格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等发

达国家大石油公司的上下游一体化体制机制，将进口

贸易、石油勘探、开采等职能进行整合。通过职能合

并，确保贸易集团可以更加精准的掌握原油供需信息，

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性的进口贸易方案，对贸易对

象、贸易路线、贸易规模等做出调整，实现原油进口

规模的合理控制，有效分担进口风险，推动原油进口

贸易平稳有序开展。借助大型化、国际化贸易集团，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海外投资，通过资金流动，获

取油气资源开发权，推动产业链条的整合。在整个海

外油气资源项目投资过程中，企业要保持审慎的态度，

进行整体性、长远性的战略布局。根据自身的国际市

场定位，选择相应合作对象，同时合理控制报价，保

证利润空间，提升海外油气项目盈利能力。石油作为

重要的战略物资，开展海外投资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

制约。多数情况下，国内企业在投资项目选择过程中，

只能选择在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敏感地区。这种情况的

出现，使得海外投资面临极高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

面对上述情况，企业要调整战略布局，全方位做好海

外油气项目投资风险因素的归集、分析以及应用等活

动，确定海外油气项目投资风险等级，以此为基础，

制定针对性的海外项目投资方案，增强风险规避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加强合作，积极与国内金融

机构进行深度合作，在政府部门辅助下，规避海外油

气项目投资风险。例如企业可以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进行合作，根据该公司提供的国别风险咨询，确

定海外项目投资对象，同时有针对性地购买保险产品，

通过保险服务，应对海外汇兑限制、战争、政府征收

等潜在风险，为海外原油开发项目顺利推进奠定坚实

基础。

3.5 合理利用石油期货市场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进口贸易中，

极易受到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对正常经济生产和生

活带来极大冲击。为最大程度地控制价格波动对原油

进口活动产生的影响，相关企业可以借鉴过往有益经

验，购买石油期货价格，来应对价格风险。根据过往

经验，通过参与石油期货市场价格，企业可以在合理

价格区间内，获得持续、充足、稳定的原油供应，从

而规避潜在风险。为更好地参与石油期货市场，企业

应当明确自身在交易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严格寻

找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交易规则，在合法合规框架

下，完成系列交易活动。便于企业更好地保守交易成

本、资金承受能力等商业机密，在期货市场交易中占

有主动权。与国外其他跨国性大型石油贸易集团相比，

国内多数原油贸易企业风险管理意识还需要再提升，

要正确区分保值和投机之间的差异，否则在进口贸易

过程中，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不仅影响正常的原油

进口贸易，还会压缩利润空间，对企业自身发展产生

消极影响。

4 结语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内原油对外依存度较为严重，

为扩大原油进口贸易中的话语权，防范政治风险、经

济风险，强化原油保障能力，文章吸收过往进口贸易

有关经验，调整产业布局，通过多元举措，拓宽贸易

渠道，对冲贸易风险，确保原油进口贸易活动平稳有

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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