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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源矿产资源的生产与消费，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章介绍了我国现阶段主要能源矿产

的概况，阐述了能源矿产生产与消费状况，分析了我国能源供需形势。根据能源勘查、开发、消费情况，对我

国能源发展策略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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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矿产是矿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

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资和国家安全的保证。随着

我国各种密集型加工业的不断扩张，经济的高速

发展，对能源矿产的需求日趋旺盛。能源形势的

发展与能源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战略

地位和经济发展。

一、我国能源现状分析

1．我国主要能源矿产现状

我国能源矿产资源品种丰富，分布广泛。已

探明储量的能源矿产有煤、石油、天然气、油页

岩、石煤、铀、钍、地热等。截止2004年末，全国

已查明的煤炭资源量为6 974．16亿t，其中基础储

量3 369．89亿t，储量1 899．64亿t。煤炭资源可供

储量主要集中在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

徽、山东、河南、云南、新疆等9省(区)。

我国油气资源总量相对丰富，但是品质一

般，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到2005年底，我国石

油剩余可采储量24．9亿t。通过对154个含油或

可能含油盆地的资源评价，估算我国石油资源量

为1 121亿t。资源量大于100亿t的有松辽、渤

海湾和塔里木3个盆地，合计资源量546．1亿t，

占全国总资源量的48．7％；资源量在10亿t以

上的有准噶尔、珠江口、东海、柴达木、四川和鄂

尔多斯等11个盆地，合计资源量412．27亿t，以

上14个大型盆地资源量占全国总量的85．4％。

图1 我国石油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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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4年底，我国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

2．76万亿ms，其中剩余可采储量2．5万亿m3，居

世界第十四位。基本形成了以四川、鄂尔多斯、

塔里木、柴达木、莺琼、东海六大盆地为主的气

层气资源区和渤海湾、松辽、准噶尔三大盆地气

层与溶解气共存资源区的格局。

从能源矿产结构来看，我国煤炭资源丰富，

种类比较齐全，但资源相对集中。近几十年来，

煤炭生产量在能源生产总量中占70％左右。到

2004年底，煤炭生产能源总量达到1．4亿t标准

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75．6％，在能源生产中仍

然占主要地位。其次，石油产量达到24 921万t

图2我国近年主要能源矿产生产结构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标准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13．5％，天然气生产

量5 538亿t标准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3％。可

以看出，历年来煤炭是我国能源生产的主要矿

种，而石油生产量每年变化不是很大，虽然天然

气的生产量不断增加，但是在整个能源生产中的

比例仍较小。

目前，我国的煤炭消费总量和增长量都居世

界第一位。煤炭消费量的90％以上均用于工业

生产，其中电力、冶金、建材、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和化工五大行业，占整个煤炭消费量的75％以

上。我国消费了全球煤炭的36．9％，其中几乎全

部产自本土，2004年煤炭消费量达18．9亿t，同

比增长13．9％

我国石油消费量每年都在增加，自1999年以

来，我国石油的消费量平均每年以7．4％的速度增

加。2004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已达到2．75亿t，跃

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消费量的7．6％。

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

例远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和8．8％的亚洲平

均水平。国内天然气市场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天

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逐步

增至5％。我国天然气发电和工业用气以及城

市燃气等消费需求快速增长，2005年已达到

600亿。700亿m3。

1996年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只有1．38亿t标

准煤，到2004年能源消费量已经达到了19．7亿t

标准煤，短短的9年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

132亿t标准煤，能源消费平均每年达到14．7亿t

标准煤。其中煤炭资源占消费的主导地位。煤炭

年均消费量占68．48％，石油年均消费量占

22．38％，天然气年均消费量占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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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9--2004年我国主要能源矿产消费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供需形势分析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

国。我国煤炭消费量大，利用效率低。2002年火

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燃煤工业

锅炉平均运行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5％～

20％；火电机组平均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

6％～7％，煤炭利用中间环节(加工、转换和贮

运)损失量大，浪费严重。2003年我国GDP仅占

   



世界的5％左右，却消耗了全世界30％以上的煤

炭。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到2010年我国煤炭需

求量将达到22亿t，2020年达到26亿t，虽然现

阶段我国煤炭生产稳步增长，仅有部分工业用煤

需进口，但根据现有的储量和采掘能力，我国煤

炭需求量将不能满足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需要。

如果把我国煤炭储量变成有效供给，满足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求，面临“三大不足”的压力：一是煤

炭精查储量不足。据测算，2010年前拟开工建设

的煤矿项目缺精查储量500亿t余，2011—2020

年缺口将达到1 200亿t余。二是生产能力不

足。根据全国目前煤炭的生产能力，考虑开采技

术、部分矿井衰老报废等因素，到2020年前还需

要新增煤炭生产10亿t，接近美国目前的产煤总

量，这意味着我国还要新建百万吨级的大型煤矿

1 000个左右。三是运输能力不足。我国煤炭消

费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

北部和西部，这种资源禀赋与需求地理分布的失

衡，决定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根据东部、

南部需要10亿t新增煤炭的70％需要外运测

算，2020年前需要再建7条亿吨级铁路线以及

相应的港口。可想而知，我国煤炭生产和运输的

压力巨大。

2004年石油消费量达2．9亿t，而我国石油

产量基本保持在1．6亿t，石油消费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进口。随着国内进口石油规模的不断扩

大，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由2003年的36％升

至2004年的44％。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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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能源蓝皮书预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预计

2010年将达到50％，能源供应压力逐渐增加。据

最新全国常规油气资源评价成果报告，我国石油可

采资源量为212亿t，探明剩余可采储量为25亿t，

平均探明率为33％，处于勘探中期阶段。目前，

我国石油勘探难度不断加大，新增储量质量变

差，经过努力做到稳产、小幅增长尚有可能，但

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从分布情况来看，东部

主要含油盆地已经进人勘探开发中后期，现有的

待发现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松辽、塔里木、准噶

尔、鄂尔多斯等盆地和渤海海域。西部主要含油

盆地和我国海域资源丰富，且探明程度低，处于

勘探开发早期。据测算，即使考虑大力节能降

耗、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可替代品等因素，2020

年石油缺口仍将达2．5亿t。

我国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地区，1／4来

自南非，由于近年来渤海湾的社会局势不稳定，

导致了我国石油进口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根据

我国经济发展和石油需求量，世界一些能源机构

对我国石油进口量进行了预测，见表1。

近年来，世界天然气无论是探明储量还是开

采量都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基于各国对环境保

护的重视，天然气替代石油的趋势日趋加强。从

天然气消费结构上看，目前我国天然气主要用于

化工、油气田开采和发电等工业部门，它们占天

然气消费总量的87％以上。由于建设城市配气

管网、新建用气项目、改扩建用气工程都需要投

入大量的资金，加大了天然气市场的开拓难度。

表1 中国石油的需求量和进口量 (单位：百万桶／天)

   



根据“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7％

的要求和能源需求总量(大致在14．5亿～14．7

亿t标准煤)的预测，预计到2020年需要新增天

然气探明地质储量3．4万亿Ins，这意味着探明

天然气可采储量需要再翻一番。

三、我国能源发展对策建议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能

源消费量将会不断增加，根据我国能源发展形

势，为保障社会发展所需的能源供应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1．稳定煤炭生产，调整利用结构

根据我国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生产水平，煤炭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能源消费的主力。因

此，需要加快煤炭精查工作，改进技术水平和设

施装备，提高生产能力，建立畅通的运输网络体

系，确保煤炭资源的后续利用。根据煤炭资源的

消费结构，一方面稳定现有煤炭开采量，降低煤

炭消费比例，整顿生产秩序，确保主要耗煤行业

发展；另一方面调整能源利用结构，使部分用煤

行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等方式把其他

能源尤其是清洁性能源作为替代能源，以降低煤

炭耗能行业对煤炭的依赖性。

2．加强海上油气勘探开采，重视西部油气开发

重视海洋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无疑是未

雨绸缪。海洋油气的勘探开发主要解决开采技术

难题。加强研发海洋油气勘探开采技术，同时积

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先进装备，才能提高

勘探开采技术力量。我国西部油气资源丰富，加

大西部地区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也是提高我国油

气产量的有力措施。

5．加大天然气资源勘探力度，提高天然气利

用水平

虽然近年来天然气单位可采成本大幅度下

降，但由于政策导向力度不够和市场垄断封闭，

抑制了消费市场开发。由于市场原因，产生高投

入难以形成高回报的现象，严重制约天然气的勘

探工作。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重视天然气的勘探

开发，出台鼓励政策，提高勘探效率，保证天然

气地质勘探的稳步发展。同时，要想解决天然气

利用条件和利用地区限制，提高天然气的利用效

率和利用量，就要加快天然气管网和其他基础设

施的建设，为天然气工业迅速发展作好充分准

备。

4．积极引导其他能源矿产的开发

我国应把加强清洁型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是

能源优化的基本目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可以减少煤炭的消费量，有利于优化能源

结构，减轻燃煤等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空间很大，在未来经济

发展所需的能源中，除现有的常规能源外，约有

15％的能源需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供或通

过其他途径提供和解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

要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

等，还有如陆上煤层气和海底可燃冰等。我国的

煤层气储量巨大，与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相

当，其中适于开发的约占总量的60％。海底可燃

冰也是清洁性高的石油替代资源，储量丰富，开

发潜力巨大。加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积极整合

多方面的优势力量，是未来我国能源战略中重要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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