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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程必忠

“大庆油田拯救了一个中国”的时

代（指当时的石油出口换汇），渐渐成

为了历史。在中国的能源版图上，烟波

浩淼的南海石油开发逐渐走进决策层的

视野。2005 年 12 月初，中海油先后与

美国、加拿大等 3 家外资公司签订了南

海（又称南中国海）深水海域的勘探开

发合同，意味着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第二波斯湾”

从陆地到海洋的能源战略被更多的

官员和学者提及，而在向海洋战略转向

的思维中，素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

的南中国海则被赋予了中国能源未来的

希望之地——被列为国家十大油气战略

选区之一。

南海的油气资源有多少？目前数据

显示，南海有含油气构造 200 多个，油

气田 180 个。仅在曾母盆地、沙巴盆地、

万安盆地的石油总储量就将近200亿吨，

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

中一半以上的储量分布在应划归中国管

辖的海域。

国土资源部初步统计，整个南海的

石油地质储量大致在 230 亿至 300 亿吨

之间，约占中国总资源总量的 1/3。国

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大伟说，争取在海域油气勘探上有新

突破，是破解我国石油困局的一把钥匙。

目前，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已经在南

海南部的 14 个主要盆地进行了油气资

源评价。 中海油副总工程师曾恒一院士

认为，南海油气资源可开发价值超过 20

万亿元人民币。

南海之于中国，其油气资源因素的

影响仅为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战略位置。

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

的咽喉，扼守两洋海运要冲，是多条国

际海运线和航空线路的必经之地，也是

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关键所在。

从新加坡到香港，从广东至马尼拉，

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到欧洲，南海

都是选择航行的重要通道。包括石油在

内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其中 80％都是通

过南海海域进出。

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角度上去衡量

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对于中国的影响，也

就不难理解南海在中国能源战略中所处

的重要位置，更可以理解中国下一步能

源开发的重点放在南海的原因。

50 年未产一桶油及其背后

不过，既然南海南部海域油气资源

储量丰富，为何至今没有大量产出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又必须直面的问

南海石油调

580 多年前，郑和的船队从东海进入
南海时，没有想到南海海底拥有着支撑现
代文明的黑色金子——石油，他也没有想
到，在利益面前，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
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一根敏感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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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1957 年，南海莺歌海面那些燃烧

的气苗在带给人们无限惊愕的同时，也

启动了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未来。当整

个南海海域的勘探处于起步之际，1965

年，受越南战争影响，中国海洋石油工

业重心由南海转到北方渤海海域。

直到 1973 年初，美、越签订《巴

黎协定》结束越南战争，南海海域恢复

平静之后，中国燃料工业部才再一次成

立了南海石油勘探筹备处，恢复南海石

油勘探。此后几年，由于国内又出现其

它原因，南海海域的石油勘探开发一直

处于停滞状态。

1982 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

组建，标志着新一轮南海油气勘探开发

的启动。当时，启动南海油气勘探开发

面临两大难题：技术和资金。

“南海是世界油气资源富集地区之

一”、“第二个波斯湾”等充满吸引力的

语言在不同场合被提及。当时，世界上

老牌石油勘探开发商如雪佛龙、BP、阿

莫科、壳牌、菲利浦斯、阿吉普、德士

古等和一些中小石油商都相继被吸引到

南海。

考虑到开采成本风险，外资石油商

与中海油都确定在浅海区域（200 米以

下为浅海，200 米以上水深则为深海）

合作，这比较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通

过“市场换技术”的合作方式，中海油

获得油气田 51％的权益同时还可以得到

一些技术。

但是，这些老牌的石油商并不因为

“第二波斯湾”所描绘的前景拿股东的

钱去豪赌，当勘探发现的油气田储量达

不到 1 亿吨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放

弃：在 1985 年前后，第一批来到南海

的顶级石油商相继离开。

此后，到 1986 年中海油在南海的

第一个油田平台才开始搭建。又过了

3 年，南海的第一个油田建成投产。从

1996 年至今，中海油深圳分公司（以南

海海域东经 113° 10′为界）的油产量

已经连续 10 年突破 1000 万立方。中海

油一人士称，中海油人均劳动生产率接

近 200 万元 / 年，其效率比超过国内其

他两大石油公司，2004 年的净利润达到

161.9 亿元。不过，以目前来看，在南

海海域的勘探开发，中海油基本上集中

在浅海的北部湾海域和珠江口海域，既

然资金充裕，中海油为何不向南海南部

海域推进？

2001 年 2 月，中海油在香港和纽

约两地成功上市，意味着要为所有股东

负责向公众透明。

而海上石油开采则是一个“高风

险”、“高技术”、“高投入”的产业，据

测算，每钻井一米耗资约 1 万元人民币，

而海上钢结构平台每平方米造价就高达

两万美元，如此算来，建设一个中型的

海上油田投资将在3亿到6亿美元之间，

而一个大型油田总投资将高达 20 至 30

亿美元。

凡此种种，在开发之前，一个中小

油田前期勘探的费用将达到 2000 万美

元。因之，避免打“干井”是中海油在

推进南海石油勘探开发上必须考虑到的

因素。

应该说，近几年油价上涨，在桶油

开发成本基本未变的情况下，对南海油

气本该进行更多的勘探，但现实恰好相

反，中海油公司一人士坦陈：目前对南

海的油气勘探确实处在第一轮勘探发现

高潮之后的一个低潮阶段。

中石油探进头来

2004 年 7 月，国土

资源部向中石油股份公

司发放了南海海域勘探

许可证，允许勘探和开

采 18 个位于南海南部海

域的深海区块，包括南

沙群岛地区的区块。 中

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一

研究员透露，中石油公

司获得的矿权面积大约

在 10 万平方公里。

而此前按规定，中

石油仅限于陆地上

及 5 米以下的浅水

区开采。其余则是

中海油一统天下。

中石油“下海”后，鲶鱼效应出现。

2005 年，中海油总公司调整了南海战略。

据该公司人士透露，未来 5 年，南海海

洋石油勘探开发建设投资以及利用外资

的规模都将大大超过前 5 年，将向深海

推进，为下一步开发南部海域作准备。

2005 年 12 月初，中海油先后与美

油调查

■可燃冰

的勘探并

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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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复杂

的地质状况

为能源开采

增加了难度。

国丹文能源公司、科麦奇公司以及加拿

大赫斯基能源公司签署了珠江口海域不

同区块的深水油气开发协议。中国南海

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说，这是改变南海石

油开采长期存在的“重北轻南”现象的

一个步骤。

中石油“下海”，中海油虽然感到

了压力但并不担心。而支撑中海油底气

的有三大因素不可忽略。

首先，在南海海域，只要没有“争

议”、油气资源丰富并相对容易勘探开

发的区块已经被中海油买下。

其次，深海开采技术问题。在海洋

浸淫了 20 多年的中海油，通过自营和

合作的方式，也仅仅掌握了部分技术。

目前我国深海油气开发仅在 300 米水深

之内，而国外已达到 3000 多米。

中海油拥有的海上油气专营权也

是中石油无法绕过的槛，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

例》规定，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

统一由中海油负责，并享有合作海区内

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

营权。 

以上诸多因素决定，中石油在南海

的石油勘探开发，只能自己勘探、开发，

如果想借鉴中海油通过出

让 49％的权益模式来实现

技术上的突破，在海上专

营权没有打破之前，此举

显然行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要么

国家出面协调或者修订《条

例》打破海上专营权，为中

石油在南海钻探开发创造条

件。很显然，这会招致中海

油的阻力并极力反对。于是

只剩下两种方式供中石油选

择，雇请专家团或者自己进

行深海勘探技术的探索和创

新。

20 多年来，中海油与

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取得了在

近海石油勘探和开发技术的

飞跃，但由于深水勘探领域

的限制，其钻井和开采技术

还远远没有达到突破。眼下

通过中石油“下海”的安排，

可以实现深海技术的突破吗？这无疑

会给中国的能源战略，能源合作，能

源外交等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

事实上，在去年中海油收购优

尼科的叫价上，收购目的除了资产及

其储量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优尼科

拥有强大的深海开采技术，当时中海

油另一个深层次的目的就是借收购，

进入深海领域。

等待海上大管家

在等待答案出现之前，南海

海域周边的国际关系同样值得关

注。

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期，语言描绘出来的“第

二个波斯湾”前景，在为南海“招

商”吸引了足够多的世界石油商到来的

同时，也让处于南海海域周边的东盟国

家对这块肥肉产生觊觎，并最终落实在

行动上——对原本属于中国领土的南沙

数十个岛礁进行疯狂非法侵占，大肆进

行油气资源开采。

到目前，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周边国家都在南海开采石油，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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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采石油量超过

5000 万吨，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开发

热”。

1981 年至 2002 年，越南更是从南

沙海域的油田中开采了 1 亿吨石油、15

亿多立方米的天然气，获利 250 亿美元，

南海石油已成为越南国民经济的第一大

支柱产业。

对中国而言，在南沙海域的开发则

完全是空白。有能源分析家认为，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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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看，这是对“搁

置争议，共同开

发”战略的贯彻走

样，而从实质上看，

则是对海洋利用缺

乏一个长期战略规

划。

不 过， 事 情

正朝着好的方向

演进。继 2002 年

11 月，中国与东

盟各国外长及外

长代表在金边签署

了《南海各方行为

宣 言 》，2005 年 3

月 14 日，中海油、

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越南国家石油和

天然气公司共同签署了为期 3 年的《在

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

协定》。按照协定，3 家公司将在一个总

面积 14.3 万平方公里的协议区内研究评

估石油资源状况。

一名能源观察家认为：该协议的签

署，对启动南海的规模勘探开发是一个

利好消息，但是，这仅仅是勘探方面的

合作。勘探到开发还有几年的时间，到

时怎么开发怎么分配，还需要进行艰苦

的谈判，这需要各参与国的领导人具有

更开明的政治态度。“这不是企业所能

决定了的事情。”

企业不能决定的范围还包括：与海

洋有关的能源战略规划问题，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海权

问题、国家安全、法理问题等。这些问

题涉及的政府部门很多，包括国家海洋

局、农业部、海关、国家安全部门、国防、

商务部、外交部、交通部等以及中海油、

中石油两大公司。如果要在这些部门与

海洋开发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机制，说

白了，不是不能，但缺一个海上的“大

管家”。

如果这个“大管家”建立起来，可

以预想的逻辑是：国家能源战略、南海

油气开发、企业利益、相邻的国际关系

等诸多问题就可以在大框架内建立起一

种通盘系统的协调运作机制。

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说，未来

10 至 15 年的时间，中国将成为海洋油

气开发的强国，并带动中国向海洋大国

转向海洋强国。

在这个中国走向海洋文明的过程

中，本文以宁宇的关于南中国海的一节

诗篇作为结尾。

哦，你有三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版图，

有北回归线，到赤道的浩海域

你的水蓝得发乌，将第一位渔

民染蓝。

⋯⋯

数不清的岛屿、碓盘，陈列在

祖国南大门庭院。

颗颗明珠，向世界炫耀如繁星

灿烂

我们的母亲无比慷慨，岛上涌

出清凉的乳泉。

但又极端吝啬，决不让海盗偷

偷擢占

“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自

古史书上闪烁骄傲的名字，

任何人抹不去毁不掉

更有郑和命名的“宣德群岛”、

“永乐群岛”、“景弘岛”、“费信岛”

⋯⋯后人称呼的“郑和暗礁”，

一串串⋯⋯

一座座界碑，屹立国门最南端！

白色的“导航鸟”，欢迎南来北

往的国外船只。

人类需要和平互往，朋友需要

友善交谈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消灭贫困

和愚昧。

世界是一个大花苑，每一朵鲜

花都应该盛开艳放

就像郑和鲸舟吼浪，无数舱楼

浮上水平线。

五颜六色国旗，在桅樯上，向

中国亲切呼唤

五百八十年前，一长闪光的航

线，穿过南中国海。

穿过蒙昧的历史，

国与国的距离开始缩短⋯⋯

朋友，请乘我的诗船，驶向海

外的口岸！ 

新闻链接

近日有报道说，财力并不宽裕的印尼政府打算斥巨资打造本国最豪华的海上

力量，天价购买俄罗斯的大型水面战舰和德国的先进攻击潜艇，从而确保 2008 至

2009 年其海上战力达到巅峰。

这一动向引起了东南亚各国和国际观察家的高度关注。是什么原因促使印尼不

惜血本打造强大的水面及水下力量呢？除了顺应各国海军新世纪高度重视潜艇在海

底战场中作用的趋势外，印尼以及东南亚各国海军竞相发展水下力量最大的动力之

一还来源于南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南海地区沿岸水域的石油储藏，已探明储量大

约为 70亿桶。

由于沿岸水域石油储量丰富，石油勘探专家纷纷猜测，南海岛屿一定蕴藏着巨

大的石油资源，甚至称南沙将成为未来“第二个波斯湾”。这种猜想引发了周边国

家对南海岛屿的主权争夺。南海的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南沙。

石油资源最丰富、开采成本最低的在文莱附近。各国关于南海的争夺主要是对

南沙群岛的争夺。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 200 多个油气田，超过 1000 口油井被东

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 4000 万吨，其中马来西亚的开采量最多。

可以预见，未来对南海油气资源的争夺将更趋激烈。                               （查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