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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背靠中国华南大陆，东临菲律宾群岛，南接大巽它群岛，西邻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

是一个由东北朝向西南走向的半封闭海。南海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个群岛，共有

270 多个岛屿和岩礁。整个海域南北绵延 1800 公里、东西展布 900 多公里，海域总面积约 350

万平方公里，其中在中国传统海疆线内的面积约 200 万平方公里。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南海

局势相对平静，有关周边国家对南沙诸岛很少有领土主张。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尤其是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拥有丰富油气资源、被称为“第二波斯湾”的南海地区开始受

到关注。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有关周边国家不仅加大对南海主权的声索，并且会同西方

各大石油公司开采南沙海域的油气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南沙油气开发热潮。这成为了引发

“南沙争端”的重要因素之一［1］。

一、南海油气资源概况

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之一，平均深度 1212 米。在大地构造上，南海位于欧亚板

块、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与太平洋—菲律宾板块相互作用的构造部位，又是太平洋构造域与

特提斯构造域的联结地带。南海的形成演化与其周边板块的构造活动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

南海优越的油气资源条件。地质资料显示，南海已探明的含油气构造区块有 200 多个，油气田

180 多个，开发潜力巨大。随着陆上油气资源的日趋枯竭以及海洋资源开发的深入，越来越多

的国家已把目光投向了海洋油气资源。在深水油气开发领域，南海有望成为继墨西哥湾、几内

亚湾以及巴西坎帕斯盆地之后第四个热点区域［2］。

（一）南海油气资源条件

南海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但总体上有利于油气资源的孕育。南海南部的南沙地块、加里

曼丹地块的一部分以及西北巴拉望地块历史上曾与华南大陆相连，直到 3500 万年前的始新

世末期才发生彻底断裂，并不断南移，从而与华南大陆之间形成南海海盆。南海的北部、西部

以及南部没有明显的板块界限，在张裂过程中不断有沉积物向内填充堆积，有利于形成大面

积的沉积盆地。地质调查资料显示，仅南沙海域就孕育有 40 多万平方公里的沉积盆地。加之

南海还发育有很多断裂带，形成了良好的油气运移通道，构成了油气资源成藏的充足条件。南

海油气资源主要产自始新统至中新统，无论是南海南部或者南海北部的含油气盆地，都有多

套的生、储、盖组合，并有各种类型的油气圈闭。油气形成所需要的生成、聚集、盖层保护以及

运移等条件样样具备。而且，众多的成油条件在这里形成了极佳的匹配，显示了南海可能蕴藏

有丰富的油气资源［3］。

南海良好的油气资源条件引起了地质学界的关注。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前苏联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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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就曾推断，南海海域可以划出第三个世界油气

聚集中心，其边界是中国南海沿海、印度支那、马来

半岛、苏门答腊、爪哇以及菲律宾群岛，它们均围绕

着南海［4］。20 世纪 60 年代末，欧美的海洋地质学家

描绘了南海更加诱人的油气资源远景。1968 年，联合

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的“亚洲外岛海域矿

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油气资源

勘察报告，该报告指出，越南沿岸及邻近海域、南沙

群岛东部及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大范围的地质调查以及油气勘

探，南海海域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被逐步证实，南沙

周边国家纷纷划出海上油气开发区块进行对外招

标，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西方各大石油公司合作开

发，南沙海域的油气开发活动就此大规模开展起来。

（二）南海油气资源储量

就南海的油气资源储量而言，石油地质学界并

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资源储量评估数据

出入较大，而且多为估算储量，证实储量较少。这主

要是由于南海地质条件比较复杂，而且加上勘探程

度不高，尤其是南沙大部分海域没有进行钻井和三

维地震勘探，认识上存在不足。另外由于南沙海域存

在争议区，有关各国的地质调查数据不能交流共享，

这也在很大程度影响了资源储量综合评价。美国地

质调查局认为，南海整个区域油气资源总储量不超

过 50 亿吨油当量，已证实的石油储量为 75 亿桶，折

合约为 10 亿多吨，这一数值基本上是按照南海周边

各国在南海海域的已探明储量相加而来。相比于美

国地质调查局的保守估算，美国能源署则较为乐观，

该机构认为南海的油气资源储量为 100—150 亿吨

油当量，其中天然气储量占主要份额，约为总储量的

60%—70%。对于南海的油气资源储量，中国国土资

源部门的预测数据最为乐观，认为南海主要盆地的

油气资源总储量大致在 230—300 亿吨油当量［5］。从

总体上说，中国学界的预估数据比较高，其他国家比

较低。尽管有关南海油气资源储量的预测数据通常

会有一定的出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南海是西太平洋

海域未来最有希望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库，可开发

价值超过数万亿美元。

（三）南海油气资源分布

南海油气盆地发育众多，有数十个含油气盆地，

南海北部的含油气盆地主要包括北部湾盆地、莺歌

海盆地、琼东南盆地、珠江口盆地、台西南盆地等，以

产天然气为主，如珠江口盆地、琼东南盆地相继发现

了千亿立方米的大气田。南海南部的含油气盆地主

要包括曾母盆地、万安盆地、文莱—沙巴盆地、礼乐

滩盆地、西北巴拉望盆地、南薇盆地等。该海域主要

盆地大多具有较好生烃能力的烃源岩，加之该区域

有非常厚的盖层,从而使得油气资源蕴藏量丰富。

从油气资源分布上看，南海南部与北部存在一

定差异，南海北部富气，南部富油，总体上南海南部

的油气资源较北部更为丰富。主要原因在于南海南

部烃源岩体积大，地温梯度大，构造形成时间和生

烃、运移、聚集时间搭配好。因此，南海的油气资源更

多集中在南沙海域，而且形成了许多大型油气田，多

年的油气勘探实践已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南海北部

除发现的荔湾 3-1、流花 29-1、崖 13-1 以及东方 1-1

等大型油气田外，其他均是中小型油气田；但南海南

部却发现了许多大型油气田，如曾母盆地的 B 区块

至 F 区块相继发现了 15 个大型油气田，有的油田已

连续高产了 20 多年。此外，南海南部纳土纳岛周边

海域的油气资源量也极为丰富，其中天然气储量预

计高达 2 万亿立方米。就南海中央海盆的广阔深水

区而言，由于缺乏油气资源形成的物源条件，普遍认

为资源潜力并不大，后续需要进一步勘探确认［5］。

二、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情况

从 20 世纪 60 年代算起，南海的油气勘探与开

发活动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南沙周边国家如越南、

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主要在本国近海海域进行油

气采活动，开发模式一般是通过区块招标的形式会

同西方各大石油公司合作开采，随着近海油气资源

开发程度的深入，逐步向我国传统海疆线内的深水

区迈进。我国的海洋油气开发主要从南海起步，基本

上集中于南海北部靠近大陆架的浅水区域，如莺歌

海盆地、北部湾盆地、珠江口盆地以及琼东南盆地，

北纬 17 度以南的海域基本上没有涉足，作业海域的

水深大都在 300 米以内。

（一）我国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情况

我国在南海的油气开发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末

期。主要是海上油气开发起步阶段。水平和规模均比

较落后，20 年间总计钻井数不到 20 口。标志性事件

是 1963 年打出了具有海洋石油起步标志的“莺 1

井”。第二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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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主要是规模化发展阶段，标志性事件是 1982

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成立。中

国加大了对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力度。中海

油采取对外合作的方式，加快了南海油气资源的勘

探开发速度，先后通过与美、英、法、日、澳等多个国

家石油公司合作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使得我国海上钻井技术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第三

个阶段是从 21 世纪初期到现在。主要是全面发展阶

段，标志性事件有三个：2005 年 12 月中海油在南海

东部海域的第一个自营开发的油田———陆丰 13－2

成功投产；2006 年 6 月在珠江口盆地荔湾 3-1 大气

田的发现，标志着中国海上油气勘探与开发正式进

入深水区；2010 年 2 月中海油 3000 米深水半潜式钻

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出坞，标志着我国跻身世界海

洋深水装备领先行列。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在南海北部的油气勘探开

发曾经有过一段低谷期。当时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吸

引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合作勘探开发南海油气资

源。中海油公司先后与美、英、法等 10 多个国家的 40

多家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对南海海域进行地球物理

勘探和地震普查，发现了不少油气构造盆地。通过

“市场换技术”的合作方式，中海油获得探明油气田

51%的权益，同时还可获取某些油气开采技术。但最

初的勘探结果并不十分理想。由于没有大型的油气

发现，在 1985 年前后，第一批来到南海北部的大石

油公司相继离开了。例如 1987 年由西方石油公司钻

探的“白云 7-1-1”探井水深达到 500 米，接近当时的

世界纪录，但由于未获得商业发现，外方随即退出，

我国在南海北部的油气勘探开发随即进入低谷期［6］。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海油与加拿大哈斯基公司等一

些国外石油公司合作，加大了在南海北部的油气勘

探与开发力度，相继发现了“荔湾 3-1”“流花 34-2”

“流花 29-1”等大型的深水大气田，地质储量均在千

亿立方米以上，由此激励着中海油继续向深水区迈

进。2009 年中海油在南海的油气产量达到 2000 万吨

油当量，由此也证明了南海深水海域具有较大的油

气资源潜力。目前，中海油正在构建一支“深海舰

队”，力图将来能够独立开发南海的深水油气资源。

这支舰队的主体包括：“海洋石油 720”深水地球物理

勘探船、“海洋石油 201”大型深水铺管船以及“海洋

石油 981”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其中“海洋石油

201”是全球首艘同时具备 3000 米级深水铺管能力、

4000 吨级起重能力、第三代动力定位系统及自航能

力的作业船；“海洋石油 981”平台最大作业水深

3050 米，钻井深度 1 万米，被誉为中国海洋工程项目

的“航空母舰”。随着“深海舰队”的组建到位，中国完

全依靠外国才能进行南海深水油气开发项目的局面

将有望大为改观。

（二）南沙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情况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南沙海域周边国家竞

相把南沙海域油气开采权对外开放招标，越南、菲律

宾、马来西亚等国分别同美国、日本、英国、荷兰等 30

多个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联合开发南沙石油、天然气

资源的合同。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有关周边国家

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 1000 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

200 多个和油气田 180 个（其中油田 101 个、气田 79

个），其中位于中国传统海疆线以内的油气田有 100

多个。马来西亚是产量最多的国家，其次是文莱和越

南，越南的油气产量增长较快。截至 2009 年末，南沙

海域的钻井超过 1700 多口，平均日产石油 17.9 万

吨，2009 年总计采油量约 6500 万吨，天然气开采量

约计 750 亿立方米。这是 2009 年中国近海油气总产

量的二倍多。

中国目前在南沙海域没有一口自己的油气井，

也没有产出一桶油。造成目前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

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中国从稳定南

海局势的大局出发，保持克制的结果。比如，1992 年

中海油与美国克里斯通能源公司曾签署了“万安北-

21”区块石油开发合同，这本来有望成为中国在南沙

群岛海域的第一个油气开发区块，但由于越南方面

的百般阻挠，该合同不能正常执行。尽管“万安北-

21”合同区块远离越南大陆架，而且没有其他势力在

此开发，更不涉及第三国单方面的海上界限。但中国

方面为避免事态恶化，始终基于大局意识而自我克

制，中国勘探船在尚未展开作业的情况撤离作业区

返航，此后十几年再未进入该海域作业。随着如今海

洋油气开发不断向深水区迈进，南海周边国家正在

掀起新一轮油气勘探开发的热潮。在目前南海周边

国家大肆盗采我国南沙海域石油资源的情况下，我

国在南沙海域的油气资源维权形势不容乐观［7］。

三、南海油气开发合作

针对南海争议区的资源开发，我国政府秉承一

贯奉行的睦邻友好政策，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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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

决方案，主张将南海从“争议之海”变为“合作之海”，

共同开发争议海域的海洋资源。在油气资源开发方

面，南海周边各国一直以来有着共同开发的行动实

践。例如，1979 年泰国与马来西亚签署协约，建立了

马来西亚—泰国共同开发机构，共同在泰国湾大陆

架上开发海底矿产；1992 年越南与马来西亚签署了

共同开发谅解备忘录，开发协约区块的海洋油气资

源；1997 年泰国和越南签署了共同开发协定，联合开

发泰国湾相关海域的海上资源。这些共同开发实践

为南沙争议海域的资源共同开发提供了范例和经验。

2002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东盟各国对《宣言》的评价都比较积极。认为

它不但缓和了一度紧张的南海局势，而且为争端的

解决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保证。该《宣言》充分表达了

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和诚意，消除了有关国家

的疑虑，使得南海问题的解决朝良好方向迈出了一

大步。2003 年 11 月，中海油与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

签署共同勘探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意向书，后来越

南方面也加入其中。2005 年 3 月 14 日，中国、菲律宾

和越南正式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

洋地震工作协议》。三方通过这项合作，实践各自国

家政府作出的使南海地区变为“和平、稳定、合作与

发展地区”的承诺。这是三方第一次就合作共同开发

南海资源达成共识，由此朝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迈出了历史性、实质性的一步。中、越、菲三国本着互

利共赢、灵活务实的精神，创造性地启动南海共同开

发进程，为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根据协议，三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以及越南国家石

油公司在三年协议期内，联合收集南海协议区 14.3

万平方公里海域的二维和三维地震数据（图 1），并对

区内现有的二维地震线进行了处理，共同研究评估

石油资源状况，并确定是否具有商业开采价值。

中、菲、越三方合作，是三方共同落实《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它为本地区有关国家解决争

议树立了良好典范。南沙大部分海域目前勘探程度

不高，很大程度影响了资源储量评价，制约了后续的

开发与投入。因此，有必要加大对南沙海域的油气资

源勘探力度，全面细致地进行油气资源普查，明确油

气资源储量，以便为后期的开发打下基础。由于海洋

油气勘探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尤其在南沙

海域，海洋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勘探风险巨大，亟需

各方优势互补、通力协作，才能化解风险，维护各自

利益。事实上，各方只有加强合作，践行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合作原则，才能真正促进油气资源的勘探

与开发。鉴于为期三年的中、菲、越三方联合海洋地

震工作协议已于 2008 年执行完毕，后续需要进一步

推动相关合作，达成共识，以便共同开发南沙海域的

油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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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菲越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区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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