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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中国油气行业将迎来深刻变革。本文梳理了近期对中国油气行业供需结构的研究

成果，结果表明：1)化工用油将快速增长，但难以弥补燃料用油的下降，石油消费将在 2030 年前达峰；2)天
然气消费有望突破 6000 亿m3，但达峰后下降路径分歧较大；3)原油产量已进入平台期，天然气产量峰值高于

3000 亿m3，具有突破 4000 亿m3 的潜力；4)在较长时间内中国油气消费缺口仍需大量进口来填补。研究认为，

未来中国油气行业面临产量稳产增产难度大、进口风险敞口依然较高、转型任务艰巨等挑战，并提出加大储量

动用政策支持力度，持续推动国内增储上产；优化行业转型路径，谨防资产搁浅风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

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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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carbon peaking and neutrality go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supply, and consumption will 
b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he review yields the following key findings: 1) Demand for petrochemical oil is projected to experi-
ence rapid growth; however, it is unlikely to offset the decline in fuel oil consumption. Consequently, petroleum consumption is 
anticipated to reach its peak before the year 2030. 2) Th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gas is expected to exceed 600 billion m3/a; never-
theless,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disparity in terms of the path of decline subsequent to reaching its peak. 3) Crude oil production 
has currently reached a plateau; meanwhile, natural gas production holds the potential to peak at over 300 billion m3/a and could 
potentially achieve a capacity of 400 billion m3/a. 4) In the long ru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heavily rely on substantial imports to 
bridge the oil and gas consumption gap. Based on the findings, China's oil and gas industry faces challenges, 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maintaining and increasing production levels, persistently high import risks, as well as the arduous task of transformation. 
Thus, we propose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1) A more robust policy support that emphasizes the utilization of reserves and 
a sustained promotion of domestic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2) Optimizing the industry's transformation trajectory to mitigate 
the potenti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stranded assets. 3)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upgrade and transformation to ensure the achievement 
of high-quality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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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 年 9 月，中国首次向国际社会承诺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

统性变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面临诸多严

峻挑战，其中能源领域是主战场之一。“双碳”目标要

求中国能源体系在今后 40 年内实现史无前例的革命性

变革和深度化脱碳，打破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既有能

源消费模式，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消费体

系。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规划建

设新型能源体系，这是中国针对“碳中和碳达峰”工

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能源行业转型升级的必

然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油气消费国，是全球第一大

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国内油气消费高度依赖进口。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过程中，中

国油气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文以中国油气供需结

构为研究对象，以双碳目标为背景，以新型能源体系

建设为抓手，分析中国油气行业供需现状和未来发展

趋势。首先，分析中国油气产业的发展现状。其次，

通过对机构能源展望以及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

探讨中国油气生产、消费的未来变化以及不确定性。

最后，针对中国油气的供需矛盾，提出优化油气供需

结构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中国油气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政策参考。

1 油气在一次能源中的地位与供需现状

1.1 油气是中国重要的一次能源

油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长期维持在 20%以

上的水平，是中国重要的一次能源。2011 年，在中国

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为 70.2%，油气合计占比

为 21.4%，非化石能源占比为 8.4%。2011 年以来，中

国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趋势明显，煤炭消费占比较快

下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快速提升，天然气消费快

速增长推动油气占比稳步上升。2022 年，油气在一次

能源消费中的占提升至 26.4%，与 2011 年相比增长 5
个百分点。其中，原油占比为 17.9%，与 2011 年相比

增长 1.1 个百分点；天然气占比为 8.5%，与 2011 年相

比几乎翻番。

1.2 中国石油供需现状

近十年来，中国原油消费依然保持较快增速。随

着中国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石油表观消费量由 2013 年的不足 5 亿 t增长至

2022 年的 7.2 亿 t，年均增长 4.4%。尽管交通用油依

然是过去十年中国原油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成

品油消费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迹象，化工用油量较

快攀升。

中国原油供应增量长期以进口为主。在中国原油

消费量较快增长的同时，国内原油产量增长几乎陷入

停滞状态甚至在个别年份出现了负增长。为了适应经

图 1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占比

Fig. 1 Proportion of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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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对石油的高速需求，不得不大量进口原油以弥

补缺口，2013 年至 2022 年进口增量就超 2 亿 t，对

外依存度也由 2013 年的不足 60%快速攀升至 70%以

上。

1.3 中国天然气供需现状

近十年中国天然气市场处于高速增长期。2015
年至 2022 年，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长约 200 亿m3，

实现消费量翻番。2016 年天然气消费量首次超过

2000 亿m3，2019 年消费规模就突破 3000 亿m3，2022
年达 3663 亿m3，与 2013 年相比增量约 1990 亿m3，

增长 129.2%。城市燃气、工业和发电用气是天然气消

费増长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天然气供应由国产为主快速转换为国产、进

口并重 [1]。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天然气消费需求，中

国进口气量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2022 年中国天然

气进口量约为 1532 亿m3，与 2013 年相比增加超过

1000 亿m3。同时，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由不足 30%
快速攀升到 40%以上。从进口渠道看，LNG进口

量于 2017 年超过管道气进口量，2022 年LNG进口

891 亿m3，与 2013 年相比增加约 630 亿m3，而管道气

进口 641 亿m3，与 2013 年相比增加只有 380 亿m3。

2 油气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作用与前景展望

2.1 中国油气消费前景研究

近年来，中国油气市场受到的关注日益提升，众

多国内外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对中国油气行业的发展前

景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目前，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

能源展望报告从发布机构大致可以分为：国际机构、

政府机构、咨询公司以及能源巨头。国际能源署 (IEA)
与欧佩克 (OPEC)是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机构；代表性

的政府机构美国能源署 (EIA)、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能

源研究所；发布展望报告的主要能源公司有英国石油

(bp)、壳牌 (Shell)等。近些年来，中国三大石油公司

的研究机构也相继发布了能源展望报告。还有一些咨

询公司，如 IHS、麦肯锡公司等也发布相关展望报告。

除了研究机构之外，一些学者也对中国油气行业的发

展前景进行了分析与研判。

不同的研究在情景设置上有较大不同，但可以大

致分为 3 种 [17]。第一类基于当前能源、经济等政策，

分析未来能源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延续发展”情

景；第二类可以概括为“加速转型”情景，指各国政

府积极推动经济、能源变革变；第三类则是立足 1.5
度或 2 度控温目标，反向推导未来能源系统变革，描

表 1 国内外机构预测报告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major institutions’ forecast reports

序号 来源 机构 年份 预测时间范围 /年

1

国

内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2] 2022 2020-2060

2 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内部资料 ) 2022 2020-2060

3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 (内部资料 ) 2022 2020-2060

4 国网能源研究院 [3] 2022 2020-2060

5

国

外

IRENA[4] 2022 2020-2050

6 IEA[5] 2022 2020-2050

7 EIA[6] 2021 2020-2050

8 DNV[7] 2022 2020-2050

9 bp[8] 2022 2020-2050

10 Shell[9] 2022 2020-2100

11 ExxonMobil[10] 2022 2020-2040

12 Equinor[11] 2022 2020-2050

13 OPEC[12] 2022 2020-2045

14 IHS[13] 2022 2020-2060

15 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 [14] 2021 2020-2060

16 未来资源研究机构 [15] 2022 2020-2050

17 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16] 2021 202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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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能源转型图景的“目标倒逼”情景。

根据以上对情景的分类，在“目标倒逼”情景下，

中国油气消费的达峰时间更早、峰值更低、达峰后下

降速度更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重大战略决策，

因此本文主要对不同学者、机构研究成果中的“目标

倒逼”情景进行分析。

2.2 石油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作用与前景

石油消费从燃料属性向原料属性过渡。油品的消

费主要分为燃料、原料两大类。燃料用途主要包括汽

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等，主要用于交通部门；原

料用途主要是用于工业领域。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

研究院发布的《2060 能源展望》指出，交通部门石

油消费将在 2025—2030 年间达峰，温和转型碳中和

情景 (CNS)和深度转型碳中和情景 (CND)下峰值分别

约为 3.8 亿 t和 4.2 亿 t；工业部门石油消费将在 2030
年前后达峰，CNS/CND情景下峰值分别约为 2.4 亿 t
和 2.8 亿 t。交通部门石油消费在达峰后快速下降，

2030-2060 年下降幅度超过 50%。而到 2060 年，CNS
和CND情景下，工业石油消费相较于 2030 年仅下降

25%和 37%，预计工业石油消费占总消费量的 60%以

上。乞孟迪 [18]的研究指出，成品油需求 2025 年达峰，

基础石化原料乙烯和PX，以及三大合成材料消费峰值

将出现在 2030 年之后。到 2050 年，交通用油下降至

1.4 亿 t；化工用油由 2.5 亿 t峰值降至 2 亿 t。匡立春

等 [19]的研究显示，2021—2030 年，在全球贸易和化工

需求的强劲推动下，中国石油消费保持增长，2030 年

左右达峰，峰值约 7.8 亿 t；2031—2050 年，交通运输

电动化转型不断推进，交通用油持续下降，化工用油

保持稳定，2050 年石油消费量约 3 亿 t；2051—2060
年，石油进一步回归原料属性，化工用油成为石油消

费主力，2060 年石油消费量约 2.3 亿 t，化工用油占比

超过 60%。

中国石油消费将在 2030 年前达峰。在中石油经济

技术研究院 [2]的可持续转型情景下，电动车的快速发

展将挤压石油消费的增长空间，石油需求于 2030 年

前达峰约 7.8 亿 t，也使得石油作为燃料的利用空间受

限。之后石油消费快速回落，2050 年消费约 3.8 亿 t，
2060 年约 2.3 亿 t。除可持续转型情景外，中石油经

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60 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

同样分析了能源独立情景与新能源加速情景，与可持

续转型情景相比，能源独立情景与新能源加速情景下

中国石油消费的峰值略低、下降速度更快、2060 年

的消费量略有减少。在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

院的CNS情景下，石油消费增速放缓，预计在 2025
年-2030 年间达峰后加快下降，峰值约为 7.5 亿 t。由

于工业原料用油和航空用油等核心需求较难被替代，

2060 年原油消费约 3.6 亿 t。此外，中国海油集团能

图 2 双碳约束下未来中国石油消费变化的典型路径a

Fig. 2 Typical path of changes in China’s oil consumption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Dual Carbon Goal

a　IEA未对 2040 年消费量做出明确预测，图中值为笔者推测值，图 3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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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60 能源展望》分别探讨了电

力大发展情景 (CNS-E)、氢能大发展情景 (CNS-H)、
CCUS大发展情景 (CNS-CCUS)以及深度转型碳中和

情 景 (CND)， 与CNS相 比，CNS-H、CNS-CCUS情

景下石油消费变化有限，但在CND情景下，2060 年

石油消费约为 2 亿 t，显著低于CNS情景。在《BP世

界能源展望》[8]的净零情景下，2030 年中国石油消费

量约为 7.9 亿 t，2060 年降至 1.3 亿 t。IHS[13]的研究认

为，中国石油消费量在 2027 年达峰，峰值超过 8 亿 t，
2050 年下降至 4.3 亿 t。

石油消费增长即将见顶，但在较长时间范围内仍

然保持较大的消费规模，石油在能源消费中始终占据

重要地位，战略地位仍不可替代 [20]。综合各种观点，

未来石油的原料属性将进一步凸显，但原料用油需求

难以弥补燃料用油需求的下降，预计中国石油消费量

大概率在 2030 年前达峰，峰值 7.5 亿 t左右，2060 年

降至 1.3 亿~4.3 亿 t，主要集中在 2.0 亿 t左右。

2.3 天然气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作用与前景

中国天然气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在中石油经济技

术研究院 [2]的可持续转型情景下，天然气是碳达峰阶

段推动经济社会清洁低碳发展的主体能源，是碳中和

阶段支撑可再生能源跃升发展的最佳伙伴。2040 年

前，各领域用气需求均将保持增长，2040 年峰值突

破 6000 亿m3，发电用气贡献增量的 55%。2040 年

后，各领域用气需求均回落，2060 年降至 3700 亿

方。与可持续转型情景相比，在能源独立情景与新能

源加速情景下，中国天然气消费峰值更低、达峰时

间更早、2060 年消费量更少。在中国海油集团能源

经济研究院的CNS情景下，天然气在中短期内仍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利

用天然气代替煤炭等高碳燃料，仍有较大的需求空

间。天然气消费量预计在 2040 年前后达峰，峰值约

为 5500 亿~6500 亿m3，2060 年降至 4200 亿m3。与

CNS相比，CNS-CCUS情景下天然气的空间明显扩

大，而在CND情景下，电气化的推进、氢能的规模化

发展将促进天然气消费提早达峰，预计在 2030—2035
年即进入峰值平台期，峰值约为 5200 亿m3，2060 年

降至 2100 亿m3，发展空间被显著压缩。在《BP世界

能源展望》[8]的净零情景下，2030 年中国天然气消

费量约为 4700 亿m3，2060 年降至 1800 亿m3。IHS
的研究认为，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在 2036 年达峰，峰

值约 4700 亿m3，2050 年下降至 3600 亿m3。黄维和

等 [21]的研究指出，统筹考虑“双碳”目标、能源安

全、资源禀赋、经济性等因素，“碳中和”目标下预

计 2035—2040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将达到峰值 6000 亿

~6500 亿m3，2060 年天然气消费约为 3500 亿~5300
亿m3，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 10%左右，在新型

能源体系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匡立春等 [19]的研究

表明，天然气是可再生能源的“最佳伙伴”，未来将与

其融合发展。2021—2035 年，天然气消费快速增长，

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发电用气均有较大增幅，2035
年消费量约 6000 亿m3；天然气消费在 2040 年前达

峰，峰值近 6500 亿m3，2036—2050 年间预计调峰发

图 3 约束下未来中国天然气消费变化的典型路径

Fig. 3 Typical path of changes in China’s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Dual Carbo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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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用气是主要增长来源；2051—2060 年，随着取暖、

工业用气电力替代，天然气消费平稳下降，2060 年

降至约 4000 亿m3。范静静等 [22、23]研究指出，2020—
2030 年，天然气消费将稳步上升；2030 年之后，天

然气发展降速，并在 2035—2040 年间达到峰值，峰

值约为 6000 亿m3；2040 年之后，随着可再生能源在

能源系统中的主体地位不断上升，天然气将逐渐退

出。Xunzhang Pan等 [24]研究表明，中国天然气消费将

于 2040 年达峰，峰值为 7800 亿m3，2050 年下降至

6200 亿m3。

天然气是最为清洁低碳的化石能源，是中国能

源行业由高碳向低碳、零碳转型的重要抓手，在较

长时间内仍将持续增长 [25-26]。综合来看，不同机

构与学者对中国天然气消费峰值的预测存在较大差

异。中国天然气消费将在 2040 年前达峰，峰值在

4500 亿~7800 亿m3 之间。在 2040 年后，不同机构

对国内天然气消费量的预测差距进一步扩大，2060
年消费量的预测区间在 1500 亿~5500 亿m3，集中在

4000 亿m3 附近。

3 中国油气供应来源

3.1 原油供应来源

原油产量进入平台期，但有望长期稳产在 2 亿 t以
上。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研究指出，中国将持续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支持，推动 2040 年前石油产量稳定

在 2 亿 t。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认为，中国原

油产量在 2030 年前将保持在 2 亿 t水平，随后进入缓

慢下降期，到 2060 年降至 1.7 亿 t左右。贾承造 [27]研

究指出，预测 2035 年中国原油产量有望继续维持在

在 2 亿 t的水平，但需要技术进步的推动非常规原油增

产，低渗透、致密油、页岩油增产有望超过 2000 万 t。
潘继平 [28]研究指出，国内石油产量在“十四五”后期

达到峰值并保持到 2030 年前后，随后 5 年时间小幅下

降，但预计仍将维持 2.0 亿 t以上。

进口在较长时间内依然是国内原油供应主要的来

源之一 [29]。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到

2040 年，原油进口规模仍维持 3~5 亿 t，需立足国内

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持续打造开放条件下的能源

安全保障体系。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认

为，石油对外依存度经历平台期后稳定下降，但进

口需求长期存在。石油对外依存度在 2030 年前将小

幅上升，随后持续下降；CNS和CND情景下，2040
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分别为 68%/55%，进口量分别为

4.1 亿 t/2.5 亿 t，2060 年将降至 52%/16%。

3.2 天然气供应来源

中国天然气勘探开发处于早中期阶段，增产潜力

大。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研究认为，国内天然气

产量有望突破 3000 亿m3。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

究院指出，在常规天然气与非常规天然气“双轮”驱

动下，国内天然气产量继续稳步增长，2035 年有望

突破 3000 亿m3。中国工程院发布的《油气工程技术

2035 发展战略研究》显示，随着深水、陆上深层-超

深层常规天然气、深层-超深层页岩气、深层煤层气

勘探开发技术的突破和完善，2035 年中国天然气产量

有望突破 3000 亿m3，其中致密气、页岩气以及煤层

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占比约 50%[30]。贾承造 [27]研究指

出，非常规资源将成为增长主力，预测 2035 年中国

天然气产量在 3000 亿m3 水平稳产。其中，常规气产

量 1400 亿m3、致密气 700 亿m3、页岩气 700 亿m3、

煤层气 200 亿m3。潘继平 [28]研究表明，国内天然气

在“十四五”持续加大投入的基础上，在 2030 年

前将持续保持年均增产 100 亿m3 以上，年产气量超

3000 亿m3，之后 5 至 10 年可持续增产至 3300 亿m3

以上，年均增产幅度逐步放缓。黄维和等 [21]研究表

明，中国天然气产量 2040 年后达峰，峰值产量超过

3000 亿m3，并且有望稳产到 2060 年，叠加煤制气、

生物质制气后，国内资源自主供给能力可保持在 50%
以上。陆家亮 [31]、王建良等 [32]研究认为，中国天然气

产量具有突破 4000 亿m3 的潜力。

中国天然气进口量将持续增长 [33]。在中国海油集

团能源经济研究院的CNS/CND情景下，2040 年天然

气进口量分别为 3000 亿m3/1800 亿m3，对外依存度分

别为 49%/38%。

未来中国管道气进口仍有较大增长空间。2022
年，中国管道气进口超过 600 亿m3，约 350 亿来自

土库曼斯坦，约 150 亿来自俄罗斯。截至 2022 年底，

中国天然气管道进口能力约为 1050 亿m3/a，其中中

亚管道进口能力约 550 亿m3/a，中俄东线进口能力约

380 亿m3/a，中缅管道进口能力约 120 亿m3/a。未来

中国管道气的进口能力有望达到 1850 亿m3/a，其中

中亚管道进口能力有望增长至 850 亿m3/a。若中俄中

线能够建成，中俄天然气管道的总进口能力有望达到

980 亿m3/a[34]。

中国LNG进口能力将持续攀升。截至 2022 年

底， 中 国LNG接 收 站 的 接 收 能 力 约 为 1 亿 t/a(约
1400 亿m3/a)。考虑在建以及规划项目，2025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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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站的接收能力有望增长至 1.5 亿 t/a，2040 年有望

突破 2 亿 t/a[34]。

4 中国油气行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

油气消费前景存在不确定性。综合以上研究，石

油消费达峰时间与峰值几乎形成行业共识，但达峰后

下降路径存在较大差异。而天然气消费的达峰时间几

乎形成共识，但峰值消费量差距较大，达峰后的下降

路径差异更大。

油气行业稳产增产面临不确定性。一是国内油气

勘探开发难度日益增大 [35]。目前中国石油资源已经进

入勘探中期，尚有开发潜力的常规资源主要位于中西

部，且绝大多数是低品质资源，短时间发现新油田、

大油田的可能性很小；同时东部老油田普遍存在资源

条件逐年变差、成本上升等现象，中后期开发难度日

益增加。非常规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目前仍处于局部领

域探索阶段，大规模商业性开采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二是放开国内油气勘查开采市场，

有利于吸引外企和私人资本流入，提高勘探开发活跃

度，增加油气储产量，但目前在相关部门推动下国家

石油公司退出大量探矿权勘查区，但这些勘查区并未

全部重新投放市场，造成全国在登记油气勘探面积显

著下降 [36]，全国油气勘探投入受到影响，进而可能对

未来一段时期内实现国内增储上产任务产生不利影响。

三是油气开采面临愈加严格的环保约束。油气生产企

业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耗能和排放大户，随着环保呼

声日益高涨、环保法规日益严格 [37]，油气勘探开发活

动面临越来越大的环保压力和限制 [38]。

油气进口面临不确定性。尽管目前全球油气资源

总体丰富，勘探开发潜力依然较大，但分布不均衡，

少数国家或地区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39-40]。特别是，乌

克兰危机后，欧美对俄罗斯展开全面制裁，将大幅削

弱俄罗斯未来油气供应能力 [41]，全球油气供应将会处

于一个“脆弱平衡”或“紧平衡”的状态，市场波动

将进一步加剧，进口成本面临不确定性。此外，中国

能源运输航道封锁等风险较大 [42]。中国超过 80%的原

油进口需途经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

依赖海运，且通道单一 [43-44]。天然气消费仍处于快速

增长期，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但目前全球天然气定

价机制尚不成熟，容易受到投机因素的影响大涨大跌，

影响中国天然气进口安全 [45-46]。

油气产业升级面临挑战。随着炼油产能不断释放

与新能源车销量快速增长，中国汽、柴油等燃料产能

过剩严重 [47]，传统炼厂转型升级极为迫切 [48-49]。更重

要的是，油气行业特别是石油行业，消费即将达峰，

消费达峰后油气行业部分炼厂、加油站等固定资产将

不得不被处置 [50]。

5 结论及建议

油气是中国现阶段重要的一次能源，在中国能

源系统中的作用短期内难以被替代，将长期在中国

能源系统重占据重要地位。国内油气产量难以满足

需求，进口将在中国油气供应中长期占据主要地位。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源行业步入

重大变革期，中国油气进口、消费以及行业转型面

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油气行业以及政府部门需

积极应对。

一是加大储量动用政策支持力度，持续推动国内

增储上产。持续推动非常规、深海、深层油气勘探开

发联合技术创新力度，加大油气探矿权勘查区块出让

频次、出让数目，同时对于临近区块的夹缝资源、统

一区块的浅层资源等以协议方式向临近矿权人、同一

矿权人出让；对于勘探程度低、风险大的区块，发挥

主要国有企业资金、技术与经验优势，允许以协议方

式向“三桶油”出让。建议设立难动用油气储量开发

国家专项工程，加强联合攻关，尽快形成适应性开发

技术系列，利用资源类税费收入设立开发专项基金、

取消特别收益金等措施优化财税支持政策结构，推动

难动用储量增产上产。

二是优化行业转型路径，谨防资产搁浅风险。随

着非化石能源占比的快速提升，油气消费将受到挤压，

特别是天然气消费在达峰后可能面临较快的下降，油

气相关的固定资产存在搁浅风险。对天然气而言，明

确天然气在不同时期的定位与价值，并制定相应的发

展目标以及路线图；对石油产业链而言，严格控制新

建炼油项目、增加高端高值化工产品，完善炼化产业

监管制度，强化高分子材料科技创新。

三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能耗与碳排大户，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油气行业

必须在增储上产的同时，解决自身转型问题，面临的

内外部压力将不断增加。完善针对油气行业的绿色金

融政策，通过提供环境保护基金、绿色债券等方式，

加强对现代信息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工作、绿色低碳

转型业务以及负碳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开展项目示

范、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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