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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
全球油气格局变化对我国

能源安全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赵硕刚

[ 内容摘要 ] “十四五”时期的全球油气格局之变是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呈

现供需主体、油气结构、治理结构、价格博弈、贸易格局五方面的变化。尽管未来我国油气对外依存

度仍将继续上升，但日益增长的油气需求在“十四五”时期也可变为保障我国油气供给安全和价格

稳定的优势，并为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遇。 “十四五”时期我国应以

挖掘油气自主生产潜力为基础，综合施策，形成全方位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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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油气安全又是能源安全的重
中之重。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油气行业格局也面临着深刻调整和变化。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准确
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油气行业的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实
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起好步开好局都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

一、“十四五”时期全球油气格局之变

按照国际组织的定义，能源安全指的是在合理的价格下确保能源需求的有效供给，具体到
油气安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油气供给不能中断或者严重短缺，二是油气价格不能超出可
承受的范围。“十三五”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国际油气
需求疲软。同时，美国“页岩革命”和前期高能源价格背景下大规模投资建设推动油气供给能
力不断提升，造成全球油气供过于求，价格持续低迷。“十四五”时期，全球油气市场格局的调
整将进一步深化：

（一）供需主体之变——“两带三中心”格局基本成型

随着“页岩革命”推动美国油气产量继续增长，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油气生产国，但
目前增量主要被国内消化。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在现有政策情境下，至 2025 年美国在全
球油气产量增量中的比重将达到 50% 以上，其中石油占近 75%，天然气占 40%。届时全球近
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四分之一的天然气产自美国，除欧佩克、俄罗斯等传统的油气出口大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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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仅成为全球油气新的供给国，而且有望在 2024 年前成为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国。同时，
“十四五”期间，尽管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但得益于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的支撑，英国石油公司
（BP）《世界能源展望》预计，2020-2025 年世界石油消费将增加 115 百万吨油当量，其中中国和

印度的消费增量占比超过 73%，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也将超过北美和欧洲之和，石油需求增
长重心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亚洲地区。因此，“十四五”时期全球油气供需“两带三中心”（“俄
罗斯 - 中亚 - 中东”和美洲两大供给和出口中心地带，以及亚太、北美、欧洲三大消费中心）格
局将基本成型。

（二）油气结构之变——天然气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燃料源

“十四五”时期，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将使得油气消费结构进一步调整。其中，随着新能
源汽车对燃油汽车的替代，IEA 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汽车的石油消费需求将达到峰值，但
石化、卡车、飞机和船舶工业依然会使石油需求总体处于上升趋势。而在下游行业，由于需求
不振而且仍将有一批新的大型炼厂建成投产，“十四五”时期炼油企业依然面临产能过剩的挑
战。IEA 预计，2024 年前，炼油行业的炼油能力将净增长约 900 万桶 / 日，届时中国将超过美
国成为全球炼油能力最大的国家。同时，全球能源结构向低碳转型使得天然气消费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2020-2025 年，BP 预计全球天然气消费量将增长 10.5%，远高于石油 2.5% 的增速，
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上升至 24.5%，较 2020 年提高近 1 个百分点，超越煤炭成为全球能源结
构中的第二大燃料。

（三）治理结构之变——美国与 OPEC+ 争夺全球油气命门控制权的博弈将白热化

在页岩油气生产的带动下，美国正从油气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
程度也降至 30 年来的低点，已基本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十四五”期间，随着美国转变为
全球能源净出口大国，不仅将极大改变现有国际油气市场供需格局，而且将对美国外交和国
际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除了大力推动能源产业发展、重申实现美国

“能源独立”的目标之外，还提出要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拥有主导权，实现“能源统治”（energy 
dominance）①。在全球原油需求增长有限的背景下，美国为强化对全球能源市场全方位的影响
力，将通过各种手段挤压其他产油国的市场份额，包括继续通过制裁等形式打压俄罗斯、伊朗、
委内瑞拉等国的油气生产以及胁迫欧日等需求国增加自美油气进口，由此造成中东等地区地
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和动荡。同时，随着美国原油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当前由欧佩克和包括俄
罗斯在内的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 OPEC+ 机制对于全球原油供给和价格的控制力将逐步下
降，国际油气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大。

（四）价格博弈之变——“亚洲溢价”现象有望明显改善

长期以来，由于东亚国家油气供应高度集中于中东国家，造成亚洲进口油气价格高于欧美
国家的“亚洲溢价”现象。“十四五”时期，由于美国在“页岩革命”后能源自给率大幅提升，不
仅对中东油气进口的需求将大幅下降，而且还要抢占这些国家的出口市场；欧洲为多元化油气
进口渠道，也将增加从美国、俄罗斯的进口。作为全球主要的能源消费国及增量的来源地，中
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将成为中东油气的主要消费国，对该地区原油出口定价的话语权有望明
显提升。同样，随着美国以及莫桑比克、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加拿大等非传统天然气出口
国成为新兴的出口主体，天然气供应主体的多元化也将推动持续多年的天然气“亚洲溢价”现
象逐步改善。

（五）贸易格局之变——以波斯湾为中枢的航道重要性降低

原油生产和消费的错配决定了国际贸易格局，供需格局的变化也将导致这种贸易格局的
改变。当前全球能源海上运输航线集中在以波斯湾为中心，向东延伸至印度和东亚、向西延伸
至欧洲和北美的两条航道上。随着美国油气产量快速增长，出口需求不断增加，而且美国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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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也在大力建设墨西哥湾地区的原油出口码头等基础设施，未来以墨西哥湾为中心，向西
经巴拿马地区到亚洲、向东经大西洋出口到欧洲的油气贸易航线在全球能源运输格局中的地
位将得到提升。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俄罗斯加大开发极地油气资源的背景下，北极航道
特别是从北欧至白令海峡的东北航道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通航作用。据俄罗斯统计，2017 年
有 970 万吨货物从北极东北航道通过，俄政府希望到 2024 年北极航道年度运货量达到 8000
万吨，而这将主要依靠能源的运输来实现。

二、全球油气大变局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十四五”时期，全球油气格局变化总体上有利于保障我国油气供给安全和价格的稳定，为
我国合理利用世界能源资源降低综合能源成本、优化能源结构、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条
件。同时，在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并抢占全球能源霸权、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复杂化的背景下，
我国能源安全受到来自美方的威胁和挑战也在日益加大。

（一）有利于我国多元化能源供给来源

目前我国的油气进口高度集中，油气供应安全极易受到国外政局变动的影响和控制，其中
石油进口超过一半来自中东地区；天然气进口主要来源于少数几个国家，其中气态天然气主要
来自土库曼斯坦，液态天然气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卡塔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能源通道也
存在较大隐患，我国能源输入通道比较单一，过度依赖海上集中运输能源，石油进口约 80% 通
过马六甲海峡，形成了制约我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十四五”时期，全球油气供给主体
增加，将有利于拓展我国油气进口来源渠道，缓解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对国内油气供应的负
面冲击，提升能源供给和运输安全。

（二）有利于我国提升油气定价话语权

当前，尽管我国已经是全球油气市场最大的买方，但却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十四五”时
期，随着国际油气供给端因美国等国家产出增加并扩大出口，OPEC 对全球油气价格影响力减
弱，需求端对国际油气价格影响力上升，特别是中国成为油气消费增量的主要来源国，据 BP 预
测，2025 年中国将占全球原油消费增量的近 40%，天然气消费增量的 24%，这将有利于我国利
用购买力来影响油气定价，降低“亚洲溢价”。而且，2019 年 3 月我国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原
油期货后，据路透统计，截至 2019 年底交易量已经占据全球第三位，全球原油市场中占比达到
6%。“十四五”时期，随着交易量进一步扩大，我国原油期货交易市场有望成为亚太地区重要
的原油价格基准。

（三）有利于借助石油人民币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石油美元是维持美元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撑。由于美国肆意借助美元霸权对俄罗斯、伊朗
等产油国实施金融制裁，加之美国由油气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十四五”时期全球能源去
美元进程将提速。同时，随着我国油气净进口规模扩大，以人民币结算和支付的油气交易量提
升，未来石油人民币的发展将加速人民币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的国际化进程。目前，
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石油输出国在推进去美元化的过程中，已经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的国
际结算货币之一。

（四）中美经贸博弈延伸到能源领域

当前，能源领域已经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主战场之一，在两国已落实的加征关税清单中，
范围涉及到石油、天然气、化工在内的整个石油石化产业链。尽管目前美国油气占中国进口油
气的份额很小，中美相互加征关税不会对我国油气市场造成大的冲击。但美国可能采取对我
国主要原油进口来源国进行制裁等手段，迫使其减少对我国的出口，实现打击我国能源安全、
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而且，随着美国逐渐成为国际油气主要出口国，其对稳定国际油气市场
的作用越来越大。长期看，我国从多元化进口来源、平衡中美贸易失衡角度，都可能增加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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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进口，届时如果美国在能源领域对我发起经贸摩擦或采取出口管控措施，将对我国能源安
全构成极大隐患。

（五）我国在中东地区投资面临的风险增大

随着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但沙特等中东国家
依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主要能源来源地，也是国际能源市场中制
衡俄罗斯的主要力量，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仍将保持其影响力，但“稳”不再是美国在该地区
的主要诉求，“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美国坐收渔利。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中东地区能源
领域投资的重要来源国，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稳定性下降将增大我国在该地区投资和权益油开
采运输风险，而且美国还可能对我国在伊朗等受美制裁国家开展业务的中方企业进行长臂管
辖，损害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权益。

三、提升我国能源安全的政策建议

我国油气储量的特点是“缺油少气”，根据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50 年
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预测，2030 年前我国原油产量将基本维持在 2 亿吨左右，而原油需求则
持续增长，到 2030 年将达到 6.9 亿吨的峰值。作为清洁低碳能源代表的天然气消费在 2040 年
之前都将处于高速增长期。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油气进口需求依然将保持增长，对外依
存度将继续上升，未来能源安全隐患将随之增加。但也要看到，“十四五”时期全球油气格局整
体呈现“供需总体宽松、市场向需求方倾斜”的特点，虽然对外依存度上升，但巨大的市场也可
以成为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优势，为此，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应以保障油气供给和价格稳定
为核心，建立以提高油气自主生产潜力为基础、多元化供给渠道为依托、强化油气储备为保障
的安全防护体系，并进一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拓宽国际能源合作领域，提升能源金融安全水
平，形成全方位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一是大力挖掘自我保障潜力。即便是买方市场，保障油气供给自主可控的根本仍要立足
国内生产。按照“稳油增气”的方针，加强油气勘探，积极开展科技攻关，通过“提高采收率”和

“两深一非（海洋深水、陆地深层和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发挥国内油气生产供给的基础保障
作用。同时，要继续推进能源转型，以稳油、增气、发展非化石能源为主线，在国内炼油产能过
剩的情况下，要适度控制行业新增投资，同时大力发展交通电气化、共享交通引导和替代石油
消费，降低对燃油的高强度需求。加大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管网运输和储气调峰能力。

二是多元化油气供应渠道。利用全球油气供给中心多元化趋势，改变当前我国油气供给
集中于中东地区的态势，扩大从美洲、俄罗斯、非洲、中亚等地区进口石油、天然气，特别是适度
增加自美国进口有利于减少中美贸易逆差，增加双方利益交汇点。同时，供给多元化也有助于
提升陆路管道以及海上太平洋航道、北极航道在我国能源供给渠道的多元化，有效破解“马六
甲困局”。此外，要进一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海外资源国的油气开发，通过投资参与海
外油田建设等方式，获取当地稳定的权益油。

三是加强油气主需求方的国际合作。随着以 IEA 和 OPEC 为主导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正逐渐失去其约束力和影响力，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在调整重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个既能代表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能源权益，又能兼顾其他国家能源利益的能源治理新秩序。由于发
展中国家将贡献“十四五”时期全球新增油气消费的绝大部分，可以借鉴上世纪 70 年代发达
国家组建国际能源署的经验，联合主要能源需求国，组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能源对话和合作机
制，围绕成员国在增加储备，共享有效的石油供应资源等方面开展广泛对话和合作。

四是健全多层次的石油存储体系。按照《国家石油储备中长期规划》，2020 年以前我国将
形成相当于 100 天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总规模。但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 2017 年年中，
我国储备原油 3773 万吨，相当于不足 40 天的石油净进口量②，仍未达到国际能源署规定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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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石油储备能力 90 天的“安全线”。同时，截至 2018 年，我国已建储气库 26 座，有效工作气量
80 亿立方米左右，约占国内天然气消费量的 3%，储气水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 15%。要进
一步完善国家战略储备为主体、商业储备为重要辅助的组合型石油储备机制，鼓励各种投资主
体参与天然气储备设施建设，扩大储备规模，增加储备品种，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降低市
场风险。

五是提高人民币在能源交易中的便利性和比重。加强与油气出口国的跨境金融合作，完
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人民币回流机制，重点扩大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能源贸易中人民币
结算的比重。同时，以上海、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为依托，增加交易品种，扩大交易主体，
提升交易规模，充分利用我国需求优势推动交易品种以人民币结算，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和
我国的国际能源话语权。

注释：

① 2018 年 3 月，时任美国内政部长的瑞安·津克提出，能源统治就是在环境、经济和道义层面统治

能源世界。

② 3773 万吨的原油储量，相当于 2.75 亿桶石油，如果按中国 2017 年日均 680 万桶石油的消费量来

算，目前中国原油储备只相当于不足 40 天的石油净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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