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油气合作豁然开朗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发

展新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加快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支点建设，构建沿线大通关合作机制；深化国际产

能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优势互补。 

不可否认，“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深化对外合作的新的战略构想，旨在

通过进一步加强与沿途各国的深入合作和互联互通，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

荣的目标。而在这其中，油气合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走出去”成绩斐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集团原董事长周吉平指出，“一带一路”是“十三

五”期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国家重大决策构想，而油气合作在其中发挥着骨

干作用。 

作为世界上的能源消费大国，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屡创新高，能源

安全令人担忧。此外，我国还面临着海外油气资源获取难度增大、原油定价话语

权薄弱等问题，与我国能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一带一路”区域内油气资

源丰富，通过合作，可以拓宽我国油气的进口渠道。 

资料显示，从 1993年起，我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也恰是在这一时期，

中国的石油企业开始走出去。至今，国内已经有 20多家石油企业走出去与主要

的油气生产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去年的权益产量达到了 1.53亿吨，基本在世界

范围内建成了五大油气合作区，四大战略通道(东北通道、西北通道、西南通道、



 

海上通道)。目前建成的管输能力已经达到了 5000万吨，输气能力 474亿立方米，

并将逐步增加。建立了欧洲、亚太、美洲三大油气运营中心，实现仓储、炼油、

加工、贸易、运输一体化。 

而对于中石油这些年走出去所取得的成绩，周吉平如数家珍，信心十足。 

“25年来，中石油‘走出去’取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在 35个国家运营着

91个项目，2/3的在产项目已经实现了投资回收。”周吉平表示，在委内瑞拉、

加拿大等国的在建项目投资带动了 1200多支工程服务队伍走出去，累计带动了

300亿美元的装备出口，实现了良好的投资回报和带动效益。特别是积累了国际

化的经验、人才，培养了一批忠诚于祖国石油事业的中坚力量，与资源国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 

挑战与机遇如影随形 

但是，他也同样坦陈了他一路观察思考之后的担忧，“石油企业走出去，面

临新的形势，挑战和机遇并存。”他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国际油价。目前国际

市场总体上还是供大于求。低油价还是对石油企业的经营带来很大挑战。 

“2014年断崖式的下跌之后，今年有所回升，但是普遍认为，今年 50～60

美元／桶范围内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还需要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因为现在国际

上总体还是供大于求的。实际上，OPEC的限产的确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油价只

要开始回升，美国的页岩油气产量也开始回升，50～60美元的价位正好是他们

盈利的平衡点。” 

周吉平表示，对于石油企业来说，来自另外方面的挑战即是地缘政治更加复

杂多变。“包括资源国的政局动荡、政策、恐怖主义的威胁。特别是美国的能源

政策，我觉得应该引起很好的重视与研究。”他进一步解释说，特朗普政府新政

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石油视为美国的生命线。“美国新的国务卿是美孚石

油的 CEO，能源部长是德克萨斯州的州长，环保部长是俄克拉哈马州的总检察长，



 

这些都是跟石油密切相关的。基辛格曾经说过一句话：谁掌握着石油，谁就掌握

着世界。这个不一定有道理，但是 20世纪确实是这样的。”如今，美国的页岩

气革命使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实现了历史性的回归和能源独立。“特朗普一上台

就批准修建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油气管道，这样使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和强权政治有

了进一步的加强。”他认为，美国页岩气革命引起了世界油气格局的重大调整，

生产中心向西半球移动，回归到委内瑞拉-加拿大-美国；消费中心向东移，亚太、

太平洋地区。但是，包括伊拉克和伊朗的中东地区依然是争夺的重点。 

然而，“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尤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可以影响世界油气格

局的重新布控。 

他还特别强调，在新形势下，石油企业走出去要做好以下转变，即要从过去

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一国保障思维，转变为着眼亚洲共同能源安全的区域性保

障。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同奏合作共赢的新乐章；要从过去追求规模速度，到

追求质量效益的转变；要从过去资本输出，转变为制造标准、技术、人力资本的

全方位走出去；要从过去被动适应国际贸易规则，转变为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

的制定和定价中心的建设。 

他建议，要加强与“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国家的政策标准和机制的对接，实

现政策沟通，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建设，加强能源外交，加快推

进与沿线国家投资贸易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税协定的签订。要构建“一带一路”

地区能源互联互通的体系，推进设施联通。倡导共同推进泛亚天然气管道建设，

实现能源生产与消费国的互保，形成亚欧-非洲之间的能源互联互通大格局。要

进一步推进我国在全球能源贸易定价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达到贸易畅通。充分

利用“十三五”及未来全球市场供大于求，和我国在亚太天然气增量贸易中的优

势地位，借助上海能源交易中心、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这些平台，积极发展

现货、期货等衍生品的交易，逐步减少亚洲溢价，建立和完善境外能源投资带动

贸易工程技术服务、物资装备走出去的鼓励政策。要加大产融结合，助推能源与



 

金融一体化，推动资金融通。加大亚投行丝路基金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

对战略资源类项目、跨国管道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区间结算平台的建设，争取

推进合作项目人民币结算，降低汇率风险。要着力推动能源合作本地化和可持续

发展，促进民心相通，加强需求导向的国际能源技术公关合作，建立“一带一路”

油气合作专项科研基金，加强与沿线国家能源智库的深层次交流，通过政府项目

或者企业资助的方式，来加强本地化人才的培养，提升我们国家在沿线国家中的

软实力。 

静待改革方案落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

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抓好电力和石油天然气体

制改革，开放竞争性业务。 

对此，周吉平强调，油气企业要以此为契机，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

程中，推进石油天然气体制机制的改革，加快国际化的进程，助推企业走出去的

业务更加优质高效发展。 

在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

克力透漏，油气体制改革方案已经获通过，预计两会后即会发布实施，届时国家

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将研究制定勘探开采、管网运营等方面配套文件，以及综合

改革试点方案和专项改革实施方案，积极稳妥开展试点工作。油气勘探开采等竞

争性业务将加速放开。 

据了解，2017年将全面启动管道运输企业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研究制定天

然气干线管道价格，加快规范省级以下管网定价。同时，鼓励在重庆、江苏、上

海、河北等地开展油气体制改革试点。这将有利于营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培育

更多更有实力的企业加入“一带一路”油气合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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