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论坛《蹶移

镝海油气资源滠其界凌晨翼
潘建纲

南海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已发现的各类资源中尤以石油天然气资源最为突出，引
起了国际社会和南海周边的普遍关注。加快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把海南建设成我国南海油气开

发基地，不仅是海南依靠本省资源、区位优势，再创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需要，更是国家维护南海海
洋权益之必需。

一、南海油气资源潜量与勘探状况

丰富的南海油气资源主要蕴藏于南海大陆架海区，这已被近年油气勘探和开发的实践所证

实。南海的油气资源不仅分布广，而且储量大。世界许多著名地质学家都认为南海是一个大有希望

的具有石油储藏的远景较好的海区，它与东海等组成的亚洲大陆架是与波斯湾、墨西哥湾、北海等
海区齐名的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到目前为止，南海大陆架，包括暹罗湾在内，已知的主要含

油盆地就有10余个，面积约85．24万Km2，占南海陆架总面积180万Km2的48．8％。其中在南海
北部有珠江口盆地、北部湾盆地、莺歌海盆地、琼东南盆地和台湾浅滩南盆地；在南海南部，有暹罗

湾(泰国湾)盆地、马来盆地、湄公盆地、西贡盆地、西纳土纳盆地、彭尤盆地、东纳土纳盆地、沙捞越

盆地、沙巴盆地、西巴拉望陆架盆地和礼乐滩盆地(见图1)。此外，在南海大陆坡地区，也有一些沉
积层相当厚的盆地，如西沙北部海槽盆地、西沙西盆地、东沙东南盆地、中建岛西南盆地、西吕宋海

槽盆地等。据有关专家研究认为，这些盆地也有形成油气储藏的条件，但因受水深条件限制，目前
在钻井和采油技术方面还有困难，虽尚不具备经济开发价值，但可成为南海油气勘探开发的后备

资源。

1莺歌海盆地

2北部湾盆地

3琼东南盆地

4珠江口盆地

5 台西盆地

6 中越盆地

7 湄公盆地

8 马来盆地

9 昆仑盆地

10 万安盆地

11 曾母盆地

12 南薇盆地

13安渡滩盆地

14文莱一沙巴盆地

15礼乐滩盆地

16 西北巴拉望盆地

图l 南海及邻域主要沉积盆地分布图S

资料来源：张本、潘建纲，南海油气开发基地，《海南经济特区定位研究》，海南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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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油气资源储量究竟有多少，由于受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权益复杂关系和海洋油气勘探程度

所限，目前尚无统一定论，南海周边各采油国也说法不一。据我国海洋地质学家金庆焕院士在1989
年发表的采用生油层体积法估算，南海主要盆地的油气资源潜量为707．8亿t，其中天然气资源潜

量为582 260亿rill3，石油资源潜量为291．9亿t；探明可采天然气总储量约为40 000亿m3，石油为

20亿t。1995年底，我国累计已探明南海海洋石油地质储量34 580万t，可采储量8 878万t，剩余可
采储量7 454万t；天然气地质储量3 000多亿rift3，可采储量606．74亿In3，剩余可采储量也为

606．74亿m3。由于我国在南海海洋油气的勘探、开发工作起步较晚，累计获得石油、天然气探明可

采储量分别仅占南海总探明可采储量的25．67％和20．20％。根据南海生、聚油气的地质环境，整个

南海至少可找到250个油气田，其中有16个可能成为大型油气田。从已探明的油气资源情况看，在

南海西南部和南部的7个盆地中，现已发现油气田135个，其中油田72个，气田63个，有4个盆地
已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为19 989．8亿m3，石油可采储量为10．06亿t。在南海北部4个沉积盆地

中，经对其中96个圈闭进行勘探，也已证实有28个油气田或含油气构造，其中崖13—1和流花
11—1已证实为大型气田及大型油田。

=、海南管辖海区的主要含油气盆地的勘探与开发进展

在海南省所辖海域，已发现储存油气的主要盆地有莺歌海、琼东南、北部湾、珠江口、曾母、万安
滩、文莱一沙巴、礼乐滩、西北巴拉望、中越、安渡滩、郑和等12个盆地(见表1)，其中，我国对莺歌

海、琼东南、北部湾、珠江口等盆地所作的工作较详细。按生油层体积法估算，海南省管辖海区赋存
油气资源潜量约200亿t。

表1海南省管辖海域主要盆地油气资源赋存情况估算表

序号 盆地名称 面积(km2) 资源赋存状况(估算)

I 莺歌海盆地 60 ooO 54 000X 108m3天然气

2 琼东南盆地 50 000 14 000×108m3天然气

3 珠江口盆地 5 020(文昌区域) 9 400 X108m3天然气

4 北部湾盆地 38 000 6 022×104t石油

5 曾母盆地 183 240 177 X 108t石油

6 万安滩盆地 67 000 28 X 108t石油

7 文莱一沙巴盆地 80 000 80 x 108t石油

8 礼乐滩盆地 26 700 14 X 108t石油

9 西北巴拉望盆地 30 ooO 17 X 108t石油

10 中越盆地 20 000 10X 108t石油

11 安渡滩盆地 24 000 12 X 108t石油

12 郑和盆地 13 Ooo 6．5×108t石油

资料来源：同图l。

(1)莺歌海盆地

莺歌海盆地位于南海西北部大陆架上，海南岛西南受北西一南东向断裂构造控制而发育成的
沉积盆地，由东部的琼东南盆地和西部的(狭义)莺歌海盆地组成，为中新代坳陷带，沉积层厚达1

万m以上。

(狭义)莺歌海盆地面积约60 000Kin2，沉积层厚度17Km，水深多小于100m，构造圈闭77

个，预测资源量(经济油气当量)54 000亿m3。现已发现和钻探东方l～1、乐东15—1、乐东22—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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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岭头1—1—1等气田和气井。

东方1—1气田位于南海北

部莺歌海盆地，距海南省东方市西

部113Km，水深75m。探明天然气
储量996．8亿m3。该气田于1997

年完成总体开发方案，工程设施为

建4座井口平台和1座中心处理

平台，陆上建终端站和分气站，气

田内部有3条集气管道，向外输送

有一条长距离外输气管道。计划于
2003年建成投产，预计年产气

27．9亿m3，稳产16年。

正在勘查的乐东22—1—1井

日产气122万m3；岭头1—1—1

井日产气23万m3。
(2)琼东南盆地

琼东南盆地是一个裂谷三角洲盆地，面积约50 000Km：，沉积层厚度12Km，属一级构造单元，

构造圈闭56个，油气远景很好，如崖13—1气田，以及正在勘查的崖35—1气田(现已控制储量700

亿m3)。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北部断陷带、崖城一松涛凸起、南部断陷带和南部隆起带。预测资源
量(经济油气当量)为14 000亿m3。

崖13—1气田 位于琼东南盆地南部，1996年1月正式投产，于1月1日和3月1日分别向香

港和海南输送天然气。该气田1983年由中国海油和美国阿科公司合作发现，地质储量1 077亿m3，

经济可采储量850亿m3，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天然气田。年产天然气34亿m3，凝析油27万t，

其中29亿m3送往香港作为发电燃料，5亿m3供海南省综合利用。截止1999年底，累计产气132．1
亿m3。

文昌油田群位于海南省文昌市以东136Km处，平均水深117m。主要包括文昌13—1、文昌

13—2两个油田，合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4 140万t。计划2002年投产，年生产能力200万t，稳产期

可达10年以上。主要生产设施包括两座生产平台，一个浮式生产储油装置。
(3)珠江口盆地

珠江口盆地位于珠江口外南海北部大陆架上。珠江口水下三角洲是油气盆地的组成部分，面积
为14万Km2。新生界沉积层厚度在几Km，中央厚度5—1 1Km。这个盆地是在北东一南西向断裂构

造控制下发育而成的。估计石油储量在6．49～66．2亿t之间，可采储量为1．63～19．5万t，天然气
50～75亿m3。近年，我国在此盆地发现15个油气田，其中部分位于海南岛东北部海区，如文昌

19—1油田，文昌A坳陷气田等。

珠江口盆地文昌区域面积约5 020Km2，预测资源量(经济油气当量)9 400亿m3。已有多个油

气构造分别打出工业油气流，其中文昌8—3—1井日产原油1 378t、天然气36．3万m，，文昌9—1—

1井日产原油206t、天然气46．8万m3。综合分析琼海36—2礁(神狐1201礁)地震测井和其它地质

信息，确认该礁的含油面积34Km2，石油储量1．6亿t。
(4)北部湾盆地

北部湾盆地位于南海西北部大陆架上，海南岛之西。红河口的水下三角洲是油气盆地的组成部

分，受北东一南西向断裂控制发育而成。面积3．8万Km2，其中海上部分1．8万Km2，是一个新生代
较大型沉积盆地，其新生代沉积最大厚度达7 000m，在已钻探的36口井中，有15口井发现工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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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发现油气田7个，其中涠12一l、涠12—8等2个油田储量就达6 022万t。

此外，陆地迄今已在琼北海岸带附近的福山坳陷，发现一块较大的油气田，其范围地跨陆地
2 000Km2，海域500Kin2，已圈出4个油气构造区，探明天然气储量约22亿m，。海南岛周缘滩海区

也预示着良好的油气前景。

三、对海南省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认识与评价

(一)南海天然气资源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天然气开采业进入了大开发阶段。首先随着新疆塔里木大气田的诞

生，我国西部地区形成了塔里木、柴达木、陕甘宁和川渝4个国家级的天然气田，为“西气南输”工

程的实施提供了先决条件。塔里木盆地已经发现一批很有前景的天然气资源富集区，到1999年底
共探明了5座大中型气田，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4 190亿m3；在柴达木盆地累计探明天然气

地质储量1 472亿1"113。陕甘宁探区自1990年获得重大突破后，勘探领域逐年扩展，现已探明天然
气地质储量3 340亿m3，并已建成22亿m3的年产能力，开始向北京市输气。川渝探区也不断发现

新的气田，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已达5 795亿n13。以上陆域4个国家级的天然气田探明储量
的总和为14 797亿m3，正是基于这种明朗的勘探形势，国务院于2001年2月决定启动西气东输

管网工程，把新疆探区富余的天然气，通过4 167Kin的大口径管道输往上海一带，实现西部资源与

东部市场的对接，为边陲新疆能够更好地参与国内经济循环，开辟一条重要通道。
我国的海底石油资源储量约占全国石油资源储量的10％～14％，海底天然气资源量约占全国

天然气资源的25％～34％。我国近海天然气资源总资源量约为15．8万亿m3，自1983年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与美国阿科公司发现莺歌海盆地崖13—1天然气大气田以来的18年，我国海上已经

发现天然气储量7 310亿m3。据资料统计，到1999年底我国探明天然气储量约2万亿m3(参见表：

2)，其中陆域天然气探明储量占三分之二，海域天然气探明储量占三分之一。而在海洋天然气分布
中，又以南海天然气最为丰富，其探明储量约占全国海洋天然气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见表：3)。

表2海南省海洋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与西部地区的比较(1999年底)

地区 探明地质储量(108m3) 比重％

海南所辖海区 6 000 28．8

塔里木盆地 4 190

西
柴达木盆地 1 472

部
71．214 797

地 川I渝地区 5 795
区

陕甘宁地区
7

3 340

总计 20 797 100．0

资料来源：全国城市天然气利用办公室徐正康等，《做好规划，迎接天然气》，2000年。及其他资料整理。

表3海南省海洋天然气可采储量与其他海区的比较(1999年)

海区 可采天然气量(108m3) 生产能力(108m3／年) 比重(％)

渤海西部 503 1

26．O～27．1

东海气田 400～450 4．5

海南省管辖海区 2 565 34 72．9～74．0

合计 3 468～3 518 100．O

资料来源：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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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国海洋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也十分迅速，1994～1999年间，海洋天然气产量增长了

lO倍，年均递增50％。近海获得了一批天然气储量，建成天然气生产能力50亿m3／年。1999年海
洋天然气产量为43．9亿m3，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19．2％，有5个天然气田投入生产，铺设天然

气管线1 370Km，实现了向上海、天津、锦州、香港、海南供气，主要用于天然气发电、生产化肥和城

市居民生活使用。1999年海南省管辖海区生产海洋天然气43亿m3，分别占全国及海洋天然气总产

量的14．9％、77．4％，在我国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
此外，正在或即将投入开发的东方1—1、渤西南、乐东、春晓等气田投产后，我国海上天然气产

量将翻一番。到2005年，我国海上天然气年生产量预计将达到100亿m3，展现了我国海上油气开
发的美好前景。

(二)南海是我国海洋天然气开发的主战场

我国沿海大陆架极其宽阔，覆盖着亿万年以来的沉积物，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

源，从6亿年的老地层到第四纪地层中，都发现了油气或油气显示，储油构造众多。近海海域沉积盆

地总面积达近百万Km2，具有丰富的含油气前景，目前已发现的大型含油气盆地就有10个，即渤海

盆地、北黄海盆地、南黄海盆地、东海盆地、台湾西部盆地、南海珠江口盆地、琼东南盆地、北部湾盆

地、莺歌海盆地和台湾浅滩盆地等，其中有6个盆地分布在南海及其临近海区，已探明的各种类型
的储油构造达400多个。近年来，我国海上油气勘探工作主要集中于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大

陆架，预测其石油资源量为275．3亿t，天然气资源量为15．8万亿m3。而目前原油的发现率仅为

18．5％，天然气发现率仅为9．2％，极具勘探开发潜力。

我国海洋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南海北部大陆架西区，其资源量占全国海洋天然气资源总量

的62．3％，东海西湖凹陷及渤海海域占27．7％。目前已经发现了莺歌海盆地、琼东南盆地、东海盆
地西湖凹陷、渤海湾盆地渤中凹陷、珠江口盆地文昌A凹陷等五个含气区，并逐步投入生产，在辽
东湾北部、渤海湾西部、海南岛近海、东海西湖凹陷建立了多个天然气生产基地。辽东湾北部

JZ20—2气田，于1992年8月投产，目前年产天然气3．8亿m3。渤海湾西部渤西油田群，于1998年

投产，目前年产天然气1亿ms。海南岛近海的崖13—1气田，于1996年1月投产，目前年产天然气

34亿m3。东海西湖凹陷的平湖气田，于1998年11月投产，目前年产天然气4．5亿m3。1993年，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制订的《1993年一2007年海洋油气工业发展规划》指出：南海西部莺歌海、琼东
南盆地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而且有形成大气田、大气区的优越地质条件，可望少井探明大储量，尽

快为国家提供优质能源，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丰富的南海油气资源，不仅是海南最突出
的资源优势，而且也是把海南建成我国南海油气开发基地的可靠物质基础。

南海不仅资源丰富，而且也是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主战场。“南海将是我国开发天然气和

深水油田开发的主战场，开发海上大气田，实现海气登陆，建设南气北上的沿海管线的大动脉”。这

是我国海洋油气开发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2000
年11月30日在湛江举行的《南海海洋资源综合

开发战略高级研讨会》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认

为，按照《中国海洋石油的发展规划》，我国在今后
五年将投资1 200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发海洋石油

天然气资源，到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产量将达到
4 000万t油(当量)，有7个油气田将被建成并投

入使用，同时还将建成3个世界级下游项目：即中

国最大的80万t乙烯项目、中国第一个进口大型
LNG项目以及中国海南最大的化肥项目。同时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认为，由于海洋蕴藏了全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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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兹矿⋯坛
过70％的油气资源，因此石油资源的未来出路将会更多地依

赖于海洋。就中国而言，近20年的海洋石油已探明地质储量比

上一个20年提高16倍，截止1999年已探明的油气储量达到
了18亿桶(油当量)，原油生产能力也提高了上百倍，1999年

年产原油能力达到了1 617万t，天然气产量也达到了43．69

亿in3。

加强海洋天然气的勘探开发是我国早在1998年就制定的

加快海洋石油发展的“六大发展战略”之一，力争到2015年中
国近海天然气年产量达到200亿lrl3，为此，在2010年以前需

新增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3 773亿ITl3。今后15年海洋天然气

“增加储量、提高产量”的主要区域是琼东南盆地、莺歌海盆地、
东海西湖凹陷。经过近三年的筹建，2000年中国海洋石油4t；学-

公司已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位于莺歌海盆地的东方气田的开发

进入了倒计时，预计到2004年东方气田每年将向海南提供天

然气16亿m3，用于化肥工业和发电。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和

钻探技术的提高，莺歌海大气区不断有新的发现，东方和乐东

气田的联合开发将实现向海南、广西或广东提供天然气34亿

m3的予期目标。
(三)开发南海天然气较我国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1．资源丰富、集中连片、利于开发

分布在我国南海北部西区的南海天然气资源，相对于我国西部4大天然气分布区来看具有分
布集中的明显区位优势，这既便于天然气田的集中勘探和开发利用，也有利于钻井平台的产生搬

运，可大大节省场地转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南海天然气资源蕴藏量约为58万亿m3，我国管辖海

域约占南海海域面积的1／2强，如果南海天然气有50％分布于我国管辖海区，则单是我国南海的
天然气资源蕴藏量就相当于我国陆域天然气蕴藏的总量了。

2．距我国能源紧缺、经济发达的华南经济圈消费市场最近

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与石油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在勘探天然气资源的同时，就要探询天然气

的市场前景；在上天然气开发项目的同时，就得上天然气利用项目。如果下游用户市场不落实，即
使上游找到再多的天然气资源，也无法投入开发。市场是制约天然气开发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我

国海洋天然气资源较我国西部地区而言都毗邻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天然气市场
需求量大，经济承受力强，而且对优化能源结构，尽快使用清洁能源的要求非常迫切。特别是以广

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华南经济圈，经过近20年的对外开放，区域经济迅猛发展，

他们对清洁能源的需求更为迫切。尤其是华南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短缺，长期以来主要靠北煤南
运、北油南运及从国外进口解决其能源不足，制约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对清洁高效燃料又是
优质化工原料的天然气需求更加迫切，利用海南岛周围天然气资源支援华南经济圈建设，较我国

西部地区实施“西气东输”具有十分突出的距离优势，从海南岛至珠江三角洲的距离仅为从新疆到

上海距离的1／40。海南岛位于华南经济区外缘，与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仅～水之隔，远不象“西气
东输”要贯穿9个省区、经过4 167Krn长途运输才能到达上海，若要引入华南地区，则更为艰难。

3．十年的特区建设使海南对外开放有了一定的基础

海南尽管目前经济基础仍很薄弱，但经过10来年的特区建设和对外开放，全省开发建设成就

显著，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体系较为健全，法制建设和

社会治安得到加强，社会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深层次、多功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巳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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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论坛臣绕彩
为大规模开发建设创造了较好的软硬环境。特别是海南地处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是全国最大的经
济特区，近傍香港，遥望台湾，内靠我国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邻亚太经济圈中最活跃的东南亚

地区。海南的这种大格局下，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将有条件发展成大西南走向世界的前

沿，南海资源开发利用的基地，海南铁路通道建成后，这种优势将会进一步明显加强，这也是我国西
部天然气分布地区短期内所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 、

四、海南有希望成为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重要基地

(一)海南天然气开发已有一定产业基础

海南是中国海洋油气资源，特别是海洋天然气资源的重点开发区域之一。1996年崖13—1气

田的成功开发与利用，使海南成为我国又一大规模利用天然气资源的地区之一。天然气在海南就
地利用，不仅将改变海南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落后的面貌，而且已成为海南吸引国内外投资的重要推

动力。目前，在海南建成的以海洋天然气为原料的加工企业——海南富岛化学有限公司，1999年实

现产品销售收入6．36亿元，是海南目前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位于三亚的南山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也是以使用天然气为燃料的现代化电力企业。

特别是2001年1月13日，中国海洋石油化学有限公司在海南又与海南省有关部门、中国银行

及其海南省分行，分别签订了海洋石油化肥、天然气开发、输气管道建设、洋浦电厂改造等4个项目

的合作协议，总投资达t00多亿元人民币，将把海南油气工业的建设推向一个崭新的台阶。其中，总
投资30亿元人民币的海洋石油化肥项目将于2003年11月建成45万t合成氨、80万t尿素的化肥

生产装置。同时海南现有的年产52万t大颗粒尿素、30万t合成氨、总资产达24亿元的海南富岛

化学有限公司，也将加盟中国海洋化学有限公司海洋石油化学生产基地建设，成为海南油气化工基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海南已具有大规模发展油气石化工业的良好基础。
(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有意加快对海南天然气资源的开发步伐

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效益，根据“油气开发上、下游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十五”期间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将与海南省合作，实施建设一系列油气化工项目。首先计划在油气开发的上游，投资50

多亿元人民币开发建成东方l一1气田，预计2003年9月完成的第一期工程，将年产天然气16亿
m3，主要用于海南石油化学工业基地、洋浦发电厂和海由市民生活用气；其次，在开发东方i一1气

田的同时，还将投资5．4亿元人民币，建设一条从东方，经洋浦，到海口的全长254km长的天然气
输气管道，以保证天然气的正常运输。第三，海南洋浦发电厂将充分利用东方1—1气田上岛供气的

有利条件，计划将原来的燃油发电装置改造成为更为利于环境保护的天然气发电设备。第四，在

“十五”期间后期，续建的东方1—1气田二期工程，预计2005年左右将天然气年产量提高至24亿

m3，并且海洋石油化肥项目还计划建设60万t复合肥、50万t甲醇、5万t甲醛和5万t聚甲醛等装

置，争取在3—5年内在东方市建成具有260万t生产能力的油气化工基地。
南海天然气资源不仅在海南就地使用，而且

更多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将从海南运销国内，乃至

世界各地，成为海南支援祖国各地经济建设的重

要能源和石化原料供应基地之一。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在未来的10至15年间，计划发展中国东
南沿海的天然气管道运输通道。该管道运输通道
将把在南海生产的天然气和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从

海南大本营输出，途径广东、福建和浙江，运抵上

海，形成中国南部和东部的天然气管道运输通

道。目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每年由南海的崖

13—1气田向香港和海南供应天然气34亿m3。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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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莺歌海盆地的东方和乐东两个气田年产24亿

lrn3天然气的生产能力建成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还计划将该燃气管道接通我国东海的天然气管

道，将管道运输通道延伸至台湾、江西和湖南等省

份，支持祖国经济建设。为配合东方1—1气田天

然气销售及海南大化肥项目建设，中国海洋石油

化学有限公司与海南省燃料化学总公司将合资组

建中国海洋石油管道输气公司。
海南天然气大化肥项目的建设，离不开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支持与合作。该项目将由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负责筹资，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

最大的化肥项目，日产合成氨1 500t配套生产2 700t大颗粒尿素。2000年6月15日，以中国海洋

石油化学有限公司首届董事会的召开为标志，海南化肥项目正式启动。并同时启动东方1—1气田

的开发，计划于2003年9月l 5日正式供气。化肥厂厂址选在海南省东方市八所工业区，按计划将

于2003年年底投料试车。从此，将把海南推向了建设“南海油气综合开发基地”的轨道。
(三)按天然气化工，天然气发电，石油储备、中转与加工等三个方向，构建海南天然气综合开

发基地的基本框架

根据挺进南海的要求和对海南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的预测，海南岛天然气综合开发基地应由三

个重要部分组成：一是以海南省东方市为基点的我国南部化肥生产基地；二是以单管输气管口为基

点建设200—300万kw的天然气发电基地；三是以洋浦经济开发区为基点建成石油储备、中转、加

工与出口基地。
1．天然气化工——海南天然气利用的重要选择

(1)合成氨和甲醇两大源头产品的发展。根据海南省“十五”规划，在未来5年内将新建45万t

合成氨、80万t尿素装置一套，加上富岛一期，总规模达77万t合成氨、132万t尿素的生产能力；
新建年产50万t甲醇装置一套，填补海南天然气化工中甲醇系列的空白。这两个天然气化工源头

项目的发展，在天然气的供给上有充分保证。45万t合成氨年用气6．3亿In3、50万t甲醇年用气量

6．8亿lrns，分别由东方1—1的一期供气(16亿m，)和二期供气(8亿m，)来解决。这两个源头产品项

目预计投资额分别为4．65亿美元和2．01亿美元，回收期分别为10年和6．8年，年平均税利分别

为4 113万美元和3 742万美元。

(2)两大系列相应深加工产品的发展。如合成氨系列的三聚氯氨、丙烯腈、已二腈等，甲醇系列

的甲醛、MTBE、醋酸等。这些产品加工增值的幅度比源头产品来得高。但是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量

比源头产品要小，而且变化也迅速复杂，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在源头产品决定并投入生产，后

继深加工产品会相随发展起来。估计在“十五”后期和“十一五”期间，这些产品的发展将成为海南天
然气化工发展的亮点。

(3)天然气化工发展的新领域。除了合成氨和甲醇系列外，天然气发展的一个重要新领域，就
是碳一化学的发展。尽管许多工艺还没有达到成熟程度，但由于海南岛近海极为丰富的天然气资

源，在未来5—10年这一领域产品的发展，特别是甲烷与甲醇制乙稀也将成为海南天然气化工的一
个重要的选择。

2．天然气发电——海南天然气利用的重要方向

目前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技术日趋成熟。一个燃气轮机循环发电厂可把燃气轮机、热回收蒸气
锅炉和蒸气轮机三者联合起来运转，具有电厂效率高、电厂耗水量小、建设投资小、机组启动快、占

用土地少和环境代价低等多方面的优点。由于天然气发电的巨大经济和环境效益，西方部分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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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30％～50％的发电量是由天然气发电产生的。据美国安然公司预测，到2005年世界天然气需求

量增长的50％以上将用于发电。

与国际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天然气发电也是海南近海天然气利用的主要方向。海南目前已有

10万kw的南山天然气发电厂，利用崖13—1上岸的天然气发电。海南建省后全省电源由过去单一
的水电变为水、煤、油、天然气发电同时并举，装机容量由1987年的20．4万kw增加至1999年165

万kw。但受海南岛经济发展规模的制约，岛内电力需求不旺，造成近100万kw装机容量的闲置。例
如洋浦电厂31．45万kw与清澜电厂25万kw发电装置建成之后基本上没有很好使用。因此，如果

要利用天然气发电，必须突破本岛市场，实现气电北送，进入华南电网，支持大陆经济建设。
在未来的5—15年间，海南大规模地“气电北送”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首先，在华南地区特

别是广东有这样的电力需求。据综合资料分析，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十五”期间广东电力短缺
共约800万kw，2005—2010年广东的小火电退役354万kw。因此，国家电力公司“十五”期间向广

东送电1000万kw。尽管存在着与贵州、云南、广西等省“西电”之间的竞争，但如果争取向广东输电

200万kw，就为海南天然气发电提供了十分可观的市场。其次，经过努力海南具有切实的供给能力，
南山电厂是国内首家天然气电厂，“十五”期间，计划将洋浦、清澜电厂改为天然气蒸气发电厂，装机

容量提高50％。这样，2005年之前天然气发电的装机容量就近100万kw。如果根据华南电力需求
再新建天然气发电厂，至2010年全省总装机容量可达380kw，确保向广东输电100亿度。再次，海
南“气电北送”计划的实施，在资源、技术和经济上也是可行的。据预测，发电100万kw约需用气15

亿m3，东方和乐东气田的储量可以充分保证。技术上，通过琼州海峡18nmile的输电缆也是比较容

易解决的。经济上，目前天然气成本在华南市场是有一定竞争能力的。
3．石油储备、中转与加工

鉴于南海的区位优势和海南岛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海南西部走廊拥有优良港口和海上通道

的优越条件，使这里共享世界油气资源的前景也比较乐观。在距阿拉伯海湾国家较近的海南岛，进

口石油，实行储备和中转，这是我国石油安全战略的需要。因此，在近期重点规划发展天然气化工和

天然气发电的同时，必须周密考虑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把海南岛西部建成我国大型的油气储备、
中转与加工基地。

为实现以上设想，海南省于1997年委托中国国际工程

咨询公司、成都化工I程公司、中化国际咨询公司和北京钢
铁设计研究院组织专家编制了《海南省石油天然气加工利

用规划》。这个规划中的石油天然气加工利用方案提出了近
期和中远期规划建设项目和规模。

(四)加入WT0以后，海南天然气开发中应注意的问
题

一是加入wI'O后，按照WTO组织的要求，我国将对原
油、天然气进口实行零关税，各种成品油、燃料油的关税将

在1～2年内降到6％左右；塑料及其制品的关税也将分别

有所下降；原油、成品油进口配额等非关税措施将逐步取

消；成品油销售也将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上述这些措施将对

中国的石油和石化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对
下游产业的影响可能比对上游产业的影响还要大一些。

二是海洋油气开发是高科技、高投入以及高风险的事

业，特别是在中国，一些国外的大型石油公司已把中国近海
油气开发列为高风险勘探区，投资较为谨慎。这主要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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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过去的油气田开发过程中，曾出现过“油田变气田，气田出黑油”的现象；初期的小型高产油

田几个月后却变成了高产水井。在开发海洋石油的过程中，我国先后出现过渤海二号、爪哇号等大

型钻井船、铺管船的翻沉事故。特别是海上投入之大，令一些公司望而止步。如海上每钻井一m需

耗资人民币1万元，海上钢结构平台每m3造价高达2万美元，建设一个中型的海上油田的总投资

约在3亿到6亿美元之间，而建设一个大型的海上油田总投资则高达20至30亿美元。因此，在开

发海洋油气资源时，必须要重视“前期科研、技术创新、科学决策以及效益第一”的油气开发行为规
范，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五、进一步加快海南油气综合基地建设的建设

(一)要加强国际合作，在利益分享的原则下，求共同发展

只有不断加快、加大对外合作，才能迅速有效地促进南海海上油气资源的开发和生产。国外石

油公司对投资合作开发中国海上油气资源一直予以很高的热情，几乎所有的著名跨国石油公司在
中国都有投资项目，许多外国石油公司还将中国列为主要投资对象。截至目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已与18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家公司签定了130多项石油勘探合同和协议，累计利用外资接近
70亿美元。中外合作共在中国近海打出海洋石油探井400多个，发现含油气构造100多个。特别是

南海海域还有更多的勘探区块需要通过对外合作的形式进一步开发。
(二)要加快海洋油气企业体制创新，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加入WTO，短期来看对我国油气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石化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
后，经过有序竞争，将有利于加快石油和石化产业的结构调整，有利于石油、石化企业全面转换经营
机制，改善市场竞争环境。这就要求石化企业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国
家控股的前提下，促进股权多元化。目前，以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化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

主体的石油石化企业，资产总规模近1万亿元，约占整个全国国有资产的12％。2000年销售总收入

约超过7 000亿元，占整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销售总收入的10％以上，实现利润250亿元以上。

我省石化企业也应加强与国家集团公司的技术合作，逐步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

(三)开发南海油气业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以往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唯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独家开发和经营海洋油气的

作法是不合适的，也不适应当今南海油气开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需要。这是因为，首先我国海域辽
阔，面积达300万kmz，限于国家的财力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自身力量，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生产近期不会大规模扩大，

满足不了国家经济对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采的需求。这与我

国特别是南海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其次，

海洋油气资源是自然界地质演变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在南

海周边各国疯狂掠夺我南海油气资源的今天，国家又没有足

够的能力去开发，那么不允许地方政府组织力量加快开发的
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失误。为此，我们应当积极调动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把一些开发难度较大、离陆较远的油气田划归国
家公司开采，发挥国家公司科技水平高、开发能力强的优势；

把一些离岸较近，易于开发的油气田交给地方政府组织开采，
在税收上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留成比例。这样可以不花国家

一分钱，就可大大扩充海洋油气开发队伍，增强我国对南海油

气资源的开发力度，有效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四)默许地方政府以民间方式，在南海有争-i&海区开展
海洋油气开采招标活动，淡化国家色彩，强化民间行为，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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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推进南海油气开发

我国政府对于南海问题曾经再三对外宣布自
己的原则立场，那就是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政治基础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积极推动各方

采取实际措施，建立信任措施，防止紧张局势，实

施安全保障，减少军事存在，降低对抗水平，实现

非军事化；根据“公平原则”，经过平等的双边谈

判，划定有争议的海域界线；在争端未解决之前，
为促进南海周边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主

张“主权归我，搁置争义，共同开发，共享资源”。然

而，令人遗憾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些国家
表面接受，但真正涉及到共同开发问题时，周边国

家反映强烈，提出许多不尽合理的要求，关键的问

题是我国在南海尚缺与周边国家谈判的筹码。为了逐步增多我在南海海区的i炎#IJ筹码，建议国家允

许海南省政府默许一些有志于南海油气开发的企业，以民间形式招标国外财团，在南海有争议海区
开展合作，形成我国在南海的油气开发基点，逐步推开实现共同开发的目的。一旦因油气开发，引起

多国纠纷，海南省政府可以出面调解，淡化矛盾，避免国家直接出面，给外交造成压力。日本国最近

在处理“钓鱼岛”事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日本政府接受中国政府外交干涉，但钓鱼岛上
的航标灯塔并未撤除，皆因钓鱼岛属民间行为。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如果能以民间方式，取得实质

性进展，就是一种胜利。
(五)制定更为优惠的投资政策，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下海开油”

中国的海洋油气工业是在国家的直接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国家在支持海洋油气开发对外开放

过程中曾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其中明确规定：“依法保护参与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

的投资、应得利润和其它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外国企业的合作开采活动”，为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创

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国家还从对外合作、自营勘探开发、搞活海洋石油企业、促进关联工业发

展等方面为海洋石油工业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对保证和促进我
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过去十多年我国海洋油气的开发主要在近

海海区，由国有公司主持开发，若要鼓励社会企业下海开油，在南海复杂的国际关系、恶劣的海况条

件下，仍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这就需要在现行政策上，给予非国有企业投资南海油气开发更为优
惠的投资政策，建立风险保险机制，让下海企业确实有利可图。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需要，更是国家
政治策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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