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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市场

中非石油贸易新发展模式探究
■ 杨雨芮 焦意清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摘 要院中国与非洲国家在石油领域已展开合作多年，双方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随着非洲石油资源开
发的蓬勃发展，中非合作面临诸多问题，如非洲石油分布整体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石油贸易国

分布不均匀；部分非洲地区仍发生动乱和战争，和平安全存在隐患；易开采油田即将面临枯竭，石油的开采成

本逐渐上升；中非石油运输方式单一，路途遥远且风险极高等。为确保中非石油贸易顺畅发展，本文探索了创

新的中非石油合作模式，如与非洲高产石油的欠发达国家建立合作，并与目前石油贸易合作国家加深关系；援

助非洲境内建造铁路拓展石油运输业务；积极开拓非洲人才本土化提高当地居民需求；提供石油开采资金与

设备支持；建立新型合作保障机制来提高对石油贸易安全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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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初，我国通

过采取产量包干政策等多种形式

的承包责任制，实现了石油工业

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

管理体制的重大转变，我国逐渐

成为世界产油大国，随着改革开

放进一步加深，由于资金短缺和

技术落后等问题导致石油勘探量

下降，我国工业建设不断快速发

展，能源需求高速增长，自给自足

的消费格局被打破，形势的剧烈

变化引起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模

式产生重大调整。目前我国能源

产量已无法满足自身经济发展需

求，非洲石油资源丰富，石油的产

出量及出口量稳居世界前列，在

世界资源国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

重要，是各国实现石油贸易多维

度流向的重点区域，也是我国实

现石油安全的重要合作伙伴。

随着非洲新油田的不断发现，

世界各国争相展开对非洲产油国

的控制，其中就有与我国关系复杂

的石油大国———美国，通过垄断石

油等产品来保护美元在国际货币

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的石油业

是在垄断竞争形势下发展壮大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间的石油

贸易结算主要以美元计价。而作

为石油的垄断组织———OPEC 即石

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

tries），该组织的成员国主要由

亚、非、拉石油生产国组成，目的

是调控和统一成员国石油政策，

稳定国际石油的市场价格，稳固

石油生产国的收入。欧佩克的石

油出口量、产出量和储存量等在

世界石油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经

济下滑和石油需求强度下降，欧

佩克会议表示，将下调当年石油

产量和需求预期，此次减产失败

致使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我国

作为石油进口大国，为了规避石

油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我国需

要探索创新的石油贸易模式———

中非石油贸易新模式。

石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陆相

页岩油勘探技术为我国在内陆的

石油勘探领域提供了新的发现，

为了确保我国石油储备战略的实

施和海外石油供应充足稳定，良

好稳定的中非关系是尤为重要

的。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比例

占总进口量的比例逐年上升，掌

握创新的中非石油发展新模式，

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能

够更好地应对国内石油增长需

求，优化石油储备战略，促进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更能实现中非合作共赢新局面。

十四五规划强调，提高中非石油

合作质量与规模，对保障十四五

能源安全、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

发展和经济、国防、工业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一、中非石油贸易发展的

现状

（一）中非石油贸易合作基础

和原因

早在二十世纪 90 年代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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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领域的合作就已在中国与非洲

之间开展。随着中非石油合作的

迅速发展，非洲已成为中国的石

油进口来源地。20多年来，中石

油通过投资项目合作，致力于与

非洲资源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以真诚赢得了项目所在国

人民的信任，并推进了人才的本

地化工作。

1.欧佩克不确定的政策变化

倒逼我国能源进口多元化。2005

年，欧佩克首访中国后，我国与欧

佩克成员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

并以优惠贷款与经济援助等方式

深化合作形式，提升双边经贸关

系，给我国石油企业与石油生产

国在油气领域的合作提供良好条

件。由于欧佩克是具有垄断性质

的多国石油合作组织，油价受多

重因素影响，极不稳定且调整具

有单边性。为保持油价，欧佩克提

出的减产计划无法确保我国石油

储备战略的稳定实施。为了打破

西方石油垄断，我国与阿联酋达

成了第一个能源合作项目，并与

俄罗斯签署长期原油贸易协议和

管道协议，进一步加深了中俄两

国石油企业的紧密合作关系，为

了稳固多元化的石油贸易系统，

我国需要探索更多石油贸易新通

道，中非石油合作是具有前途的

选择。

2.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导

致我国多元保障能源安全。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

中美两国贸易纠葛加剧，中国从

美国石油进口量下降。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国际油价一

跌再跌，对全球原油市场的供需

平衡产生严重损害，美国一些石

油生产商只能关闭在全美各地的

油井，中国对美国石油的需求一

旦减缓，就会严重危及到美国石

油钻井商的复产计划。受中美第

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约束，我国大

幅度购入美国石油，但中美间的

复杂关系会危及中美能源持续合

作。

（二）中非石油贸易合作取得

成效

1.贸易总量不断提升。中非

能源合作已开展二十余年，而中

非能源合作的重中之重是石油领

域的合作，经过不断的发展，非洲

已成为中国仅次于中东的第二大

石油进口来源地。中国石油需求

巨大，就 202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

已高达 5.45 亿吨，对海外的进口

石油的依赖度达到 73%，其中位

于非洲的安哥拉以 4178 万吨位

列中国十大原油进口来源国第

五。同时安哥拉一直是非洲对华

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因此可见中

国与非洲的石油合作是一个互利

共赢的选择。

2.合作范围不断扩展。2018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 53

个非洲国家参加，而其中有 70%与

我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中国与非

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合作且合

作范围也不断加深，比如在此次

峰会中方金融机构与几内亚等国

政府签署了“一号国道”、“科纳克

里市政道路”等项目贷款协议，改

善其基础设施条件。这些合作不

但可以加快非洲的建设发展，也

可以为中国本身带来利益。中国

为这些国家投资建设，相关国家

向中国贷款。这些贷款是要还的，

有些欠债的国家没有经济能力偿

还，就用一些油气开采权、矿产开

采权同中国做交易。中国从中获

得的回报远远超过投资金额，同

时这些非洲国家的经济也得到飞

速发展，所以这是合作共赢的。

3.合作主体趋于多元化。我

国参与国际石油贸易主体不断多

元化。自加入 WTO以来，我国在石

油贸易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同时

不断加强非国营贸易进口的作

用。近年来，根据中央油气体制改

革要求，积极推进原油进口体制

改革。为保证国内石油供应、保障

国内能源安全、打破行业垄断，积

极对符合条件的非国营企业赋予

贸易进口资质。2021年原油非国

营贸易进口允许量为 24300 万

吨，是 2015 年 8760 万吨允许量

的约 2.77 倍；2021 年有 60 家非

国营企业获得原油进口配额，全

年共计下发 17714 万吨配额，而

2017 年有 32 家企业总计获得原

油进口配额 2292 万吨，总量增加

了 15422 万吨。原油非国营贸易

的发展成为中国原油总进口量的

重要助力，使我国的石油贸易市

场更加富有活力，主体的多元化

使市场竞争更加有序。

4.贸易合作方式优化。我国

主要是通过贸易合作的方式获取

非洲的资源和能源，随着石油贸

易方式的多样化、体系化，石油实

货交易中心的规模和功能越来越

大，形成了包括现货合约、远期合

同、中长期合约等在内的系统化

交易模式。中国石油也应跟随世

界趋势在非洲探索出一条与西方

不同的中国化道路，坚持“互利共

赢、合作发展”，促进资源国工业

化进程。

（三）中非石油贸易发展的现

存问题

1.贸易国分布不均。在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