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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石油供给安全分析

1.1 石油供给安全及影响因素

1.1.1 石油供给安全内涵

石油安全是指一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稳定不间

断地石油供应、能将石油安全运送到国内、并能预防

和抵御各种风险的状态。国家和消费者可以稳定而可

靠地获取所需石油，这种可靠的石油在供给量和价格

上能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并且这种可靠性

是不受威胁的，因此，这种可靠性包括石油供给来源、

运输和相关的国际社会、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

保障。石油供应具有数量上的稳定性、时间上的可持

续性以及价格上的可承受性，反映了能够满足社会和

经济发展正常需要的石油供给保障程度。

1.1.2 影响中国石油供给安全的因素

影响石油供给安全的因素复杂众多，总体而言，

受到国内、国际两种因素影响。国内因素包括：国内

石油资源供应、国内石油储备、石油替代能源比例；

国外因素包括：获得国外石油资源的可靠性、石油对

外依存度、海外石油资源运输等因素。

1.2 中国石油供给安全的核心是贸易通道安全

图 1   2013-2022 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自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原油进

口量不断上升，2009 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首次突破

国际公认的警戒线（50％），2022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

为 5.08 亿 t，对外依存度达 71.2%，能源安全问题已

经不容忽视，油气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能源安全将

面临重大挑战。

从原油进口规模来看，近 10 年来，中国原油进

口量持续上升，2013-2020年进口规模保持快速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8.5%；2021-2022 年进口规模略有

下降，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为了保障我国石油供应安全，

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大，原油产量逐年稳步提高，

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下行对石油消费产生明显冲击，

加之疫情因素对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使得炼化产业加

工需求下降；从对外依存度来看，中国石油供需缺口

不断扩大，进口依存度持续攀升，2018 年以来，中国

原油对外依存度一直保持在 70% 左右，中国原油供应

高度依赖国际市场。

图 2   2022 年最大的 10 个对华原油供应国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中国石油贸易通道与供给安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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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第一

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维护石油安全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近年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持续攀升，而国内石油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超过 70% 的

石油供给依靠国外石油市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安全的石油供给。本文从石油贸易通道角度分析得

出石油贸易通道是影响中国石油供给安全的重要因素，描述了目前中国石油贸易通道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给

出提升中国石油供给安全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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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2 年进口来源国来看，中东地区仍是我国

最主要的原油进口来源地，该地区进口量占进口总量

52%，俄罗斯占比约 17.3%，且 2022 年进口量同比

增长超过 10%，从非洲地区进口的原油量占进口总量

的 10.3%。沙特仍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俄罗斯

是第二大原油供应国，两者合计占进口总量的 35%，

中国与上述两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对保障中国进口原油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

2022 年进口增幅最大的是马来西亚，进口量增长率达

95%。目前影响我国原油进口的主要因素仍是出口国

政治经济形势、与我国双边关系、运输通道风险性等，

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使得未来中国原油进口仍面临不确

定性和波动性风险。从近年来中国的石油贸易状况来

看，中国能够在海外获取稳定的石油资源，但是对中

东产油国的依赖性仍然很高，石油来源地与贸易通道

过于集中，一旦地缘政治风云突变，势必威胁我国石

油安全。

2 中国石油贸易通道现状分析

全球石油运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海洋运输、

铁路运输和管道运输，油轮是目前主要的运输工具，

管道、铁路被认为是石油运输的一种补充方式。在全

球石油贸易中海洋运输和管道运输的比例为 6:4，而

中国的石油进口近 85% 是通过海运输入国内，管道和

铁路运输占比较低。

2.1 中国石油海洋贸易通道现状分析

中国石油进口海洋运输通道主要有三条：

①第一条是中东航线：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

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中国大陆。

②第二条是非洲航线：北非—地中海—直布罗陀

海峡—好望角—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大陆；

西非—好望角—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大陆。

③第三条航线是东南亚航线：马六甲海峡—台湾

海峡—中国大陆。

2022 年中国通过中东航线和非洲航线运输的石油

进口量超过 3.2 亿 t，占总进口量的 63%，由此可见，

马六甲海峡成为中国石油贸易运输的“海上生命线”。

2.2 中国石油陆上贸易通道现状分析

影响我国石油供给安全的因素众多，石油贸易通

道是影响中国石油供给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目

前中国石油贸易主要依靠油轮通过海洋完成运输，虽

然管道运输具有安全、运量大等优点，中国与多国接

壤，具有发展管道运输的先天优势，目前中俄、中缅、

中哈石油管线的建成，拓展了我国的石油运输通道，

对于保障中国石油供给安全具有促进意义，但是管道

运输在石油进口运输中所占比例较低，海洋运输是主

要的运输通道。

2.2.1 中俄石油贸易通道概况

中俄石油管道全长约 1000km，2011 年开始向中

国每年输送 1500 万 t 的原油，最高可达每年 3000 万 t

的原油输送量。这一管道的修建成功对于我国石油进

口安全有重大战略意义。俄罗斯拥有非常丰富的石油

资源，中俄两国领土接壤，中国拥有非常广阔的石油

消费市场，中俄两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俄罗斯当局认为要振兴俄罗斯，必须发挥工业强

国和能源富国战略。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欧盟和美国

持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转向中国加大力度出

口原油，目前中俄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双方

未来在油气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2.2.2 中缅石油贸易通道概况

中缅原油管道的起点位于缅甸的马德岛，从云

南瑞丽进入中国，最后抵达昆明，缅甸境内管道长

773km，中国境内原油管道长 1624km，原油管道设计

输送能力为 2200 万 t/a。中缅石油贸易通道建成，可

将缅甸的油气资源直接输送至中国的西南地区，有效

降低中国进口石油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标志着

我国石油进口通道多元化战略取得新进展。

2.2.3 中哈石油贸易通道概况

中亚地区是世界三大油气储藏区之一，由于中亚

地区处于内陆，远离世界发达国家，而且贸易不发达，

虽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运输通道是制约其开展

石油贸易的关键。中哈石油管道的建成，对于中亚国

家来说，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找到了广阔的消费市场，

中国是中亚国家走出内陆，走向世界的必经之地，和

中国开展石油贸易有利于中亚国家外交多元化。对中

国来讲，从中亚进口石油通过管道就可以完成运输，

和中东石油供给相比，不用长距离的海洋运输，可以

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道，提

高了中国石油进口安全系数。

2.3 中国石油贸易通道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石油贸易存在供应集

中度高、运输方式单一等问题。进口来源方面，主要

集中在中东和非洲地区，而中东和非洲地区地缘政治

复杂，西方大国相互争夺，使非洲和中东地区成为当

今热点地区，该地区政局不稳、地区冲突不断，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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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时有发生，这对我国的石油安全影响重大。另一

方面，我国的进口石油运输方式比较单一，大量进口

石油依靠油轮完成运输，航线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

和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这是制约中国石

油供给安全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已经建成中亚、中

缅、中俄及北极航线原油运输通道，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对“咽喉”通道的过度依赖，但是中国石油进口

量大，主要依靠油轮运输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石油供应安全系数仍需提高。

3 提高中国石油供给安全的对策

3.1 加大国内资源勘探开发力度

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发挥国内油气资源

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实现国内石油生产的长期稳定发

展，是保障我国石油安全的基础。

一是坚持常非并举、海陆并重，强化重点盆地和

海域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和勘探，加大勘探投入，推动

技术进步，加快资源向储量的转化，夯实资源接续基

础；

二是抓好已开发油田“控递减”和“提高采收率”，

推动老油气田稳产，加大新区产能建设力度，保障持

续稳产增产；

三是持续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大力提

升海洋油气装备制造能力，进一步提高海洋油气资源

获取能力。

3.2 进口来源多元化战略

要降低中国石油进口风险，就要使原油供给国多

元化，应综合考虑中国和中东、俄罗斯、中亚以及非

洲的合作前景，分散石油供给风险。

一是继续巩固与中东产油国的战略合作，保持石

油资源获取的稳定性；

二是深化中俄石油战略合作：中俄两国在资源、

市场、区位上都有良好的先天条件，推动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为两国

深化石油领域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三是促进中亚产油国战略合作：促进油气领域合

作，符合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共同利益；

四是拓展中非石油战略合作：非洲国家作为中国

油气企业“走出去”重要的投资对象，未来拓展油气

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3.3 全方位的运输体系

中国进口石油量大，不能过度依靠海洋运输，这

样单一的运输方式风险太大，建立多元化石油运输通

道势在必行。首先加强和俄罗斯、中亚等国的合作，

充分发挥管道运输优点，增加管道运输能力。其次，

可与巴基斯坦合作建立大型油港，铺设输油管道，建

立海运和管道运输相结合的运输线，将中东的石油通

过海运到巴基斯坦港口卸下，再通过管道运输到中国

西南地区，可以有效避开马六甲海峡。再次，加强与

东南亚国家合作，铺设管道、航道、公路、运河、铁

路等运输方式。这样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原油到

达印度洋后，通过这些方式也可以运输到中国境内，

这样也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极大提高中国石油运输

安全，保障中国石油进口稳定。

3.4 提升石油战略储备

目前中国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 75 天左右，美国

能维持 175 天左右，德国能维持 136 天左右，日本能

维持 150 天左右，法国能维持 110 天左右，英国能维

持 232 天左右，俄罗斯能维持 125 天左右（此外可持

续大规模开产），意大利能维持98天左右。相对来说，

中国的石油储备比较少。目前国家已建设了舟山国家

石油储备基地，浙江宁波镇海基地，青岛黄岛基地等

八大石油储备基地，并且在加紧建设更多的石油储备

基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石油储备一定会越

来越多，保障国家石油安全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4 结语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能源对世界各国的经济

发展都很重要，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而产油国和消

费国不一致，导致世界各国对石油争夺日益激烈。随

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石油需求也是与日俱增，而中

国的石油储量有限且受开采条件和开采技术限制，国

内的石油供给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大量石油依靠进

口。本文从贸易通道角度给出提高中国石油供给安全

的相关对策，这对于应对石油供给中断或油价大幅波

动，保障石油供给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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