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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海海域中我国可管辖的面积近 200 ×104km2 ,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

源 ,尤其天然气水合物是我国未来开发潜力巨大的替代能源 ,南海油气资源是我国经济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持和保障因素。对我国南海海域油气资源特点以及勘探开发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 ,进而探索性的提出开发利用南海油气资源的对策 :从强化“寸海寸金”的海洋

国土意识出发 ,统一规划、相对集中 ,按照由远及近的原则实施重点区域油气资源开发战略 ;通

过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加强海洋油气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促进开发利用与保护协调发

展 ;全面提升南海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效益 ;大力发展海洋油气产业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

促进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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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我国的主张 ,我国

可管辖的南海海域面积达 200 ×104km2 ,是我国经

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持因素。分析研究

我国南海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和主要

问题 ,探讨其勘探开发方略 ,对于加速南海资源合

理、有序开发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我国南海油气资源的主要特点

111 　海域面积大 ,可开发利用空间广阔

南海是太平洋主要的边缘海之一 ,除具有独特的

热带、亚热带气候资源和生物等特色资源外 ,还具有

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海洋能源、港址资源、滨海砂矿

和旅游资源等 ,是我国沿边四海中自然资源最富集的

地区 ,尤其是油气、热能、滨海生物资源具有显著的比

较优势。本文就其油气资源特征和前景进行讨论。

国际上所称的“南中国海”就是我国的南海 ,南

北长 1 800 km , 东西长 900 km , 面积约 350 ×

104km2 ,是我国渤海、黄海和东海 3 海面积之和的

218 倍 ;南海平均水深约 1 212 m ;海底地貌呈环状

分布 ,海底中央为海盆 ,水深达 4 000 m ,海盆外围

是台阶状或陡峭的大陆坡 ,大陆坡外围向中国大陆

方向是大陆架 ;南海海域岛屿众多 ,约 1800 个岛屿

面积大于 500 m2 ,大陆岸线 5 792 km ,其海域面积、

可开发利用的空间均居四海之首[1 ] (表 1) 。
表 1 　中国主要海域状况及其石油资源比较

Tab. 1 　China Sea areas and oil resources

海区
海域总面
积/ 104km2

大陆岸线
/ km

石油资源
量/ 108t

主要
盆地

石油资源
量/ 108t

渤海 7170 2500 4013 渤海 4013
黄海 38 4362 619
东海 77 5746 6414 东海 5318

南海 350 5792 13414

珠江口 6810

莺歌海 4917

北部湾 1617

小计 470 18400 24610 22815

112 　油气资源丰富 ,开发潜力巨大

南海位于欧亚、太平洋和印度洋 3 大板块的交

汇处 ,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3 大板块的相互

作用 ,使该区地壳受到多方面的构造应力作用 ,形成

了独特的地球物理场和边界构造特征[2] 。新生代期

间 ,在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澳大利亚板块的俯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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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 ,东南亚大陆边缘地壳发生减薄、裂解、漂移、聚

敛和碰撞等组合过程。南海正是在这种板块活动背

景和演化过程中形成离散、聚敛、转换和俯冲 4 种不

同类型的大陆边缘 ,并伴随 4 种大陆边缘形成各种

不同类型的沉积盆地。南海陆缘区为石油、天然气

和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提供充足的烃源岩以及适宜的

温压场环境的同时 ,还为油气藏形成提供了有利的

构造条件[3] 。南海海底近似长轴为北东 - 南西向的

菱形海盆 ,海底地势自边缘向中心呈阶梯状下降 ,平

均水深 1 212 m ,最大水深 5 377 m[4]。北部陆缘为张

裂大陆边缘 ,分布有珠江口、琼东南、莺歌海与北部

湾等含油气盆地 ,常规油气资源十分丰富 ,南海北部

大陆坡北东向展布 ,在大陆坡上的地貌类型有海台、

链状海山、海底谷和海底扇 ,东沙群岛就位于较缓的

北部陆坡上 ,常规油气藏非常发育。

目前对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认识 :南海是世界

上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据初步估计 ,整个南

海的石油地质储量介于20 ×108～150 ×108t 之间 ,约占

全国总资源量(海陆)的 1/ 3 ,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是国家级重要战略资源。尤其是南海陆坡和陆隆区

域面积达 93 ×104km2。近些年来 ,我国学者对南海海

域的大量研究表明 :南海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蕴藏总量

达 64315 ×108～77212 ×108t 油当量 ,大约相当于我国

陆上和近海石油天然气总资源量的二分之一[5 ,6] ;该

海域是天然气水合物最有利的找矿远景区。

113 　油气资源开发程度低 ,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潜

力巨大

　　南海相对于我国其他海区而言 ,油气资源勘探

开发程度较低、相关研究较为薄弱[7] 。1979 年 2 月

我国政府与数十家国外石油公司签署了在我国南海

和黄南海进行地球物理勘探的意向书和意向性备忘

录 ,自此 ,才拉开我国海洋大规模石油勘探的序幕。

据全国海洋开发规划课题组的测算 ,5 种可比

海洋资源的开发系数 ,广东为 0130 ,海南为 0120 ,

广西为 0116 ,福建为 0114 ,在 11 个沿海省份中位次

居后。如国家战略物资的石油 ,1997 年南海东部、

西部石油公司总产量只有 1 400 ×104t [1 ] 。

然而 ,近些年来在我国南海海域 ,对一种重要的新

能源(天然气水合物)的基础研究、地质调查、勘探开发

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对天然气水合物的成因、识

别技术、开采技术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 ,对这种

人类 21世纪重要的接替能源的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刚

刚起步 ,大规模商业性的开采尚不成熟。

在西太平洋海域 ,迄今为止已发现 10 余处天然

气水合物产地 ,如白令海、鄂霍茨克海、日本海、南海

海槽等。中国近海 ,包括南海、东海和台湾东部海

域 ,位于西太平洋中部 ,其地质背景、气体来源、温度

和压力条件均有利于形成天然气水合物[5 ,6 ,8]。最

近 ,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学科的资料显示 ,

在中国南海有可能存在天然气水合物 ,例如 ,在南海

发现有拟海底反射层 (BSR)和阻抗空白带 ;卫星热红

外扫描发现中国近海存在海面高温异常 ,这可能与

天然气水合物或天然气苗有关。此外 ,ODP184 航次

1146 站位中发现指示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沉积物甲

烷含量异常和孔隙水氯度低异常 ,还发现南海浅层

沉积物的烃类气体含量异常和放射性异常。总之 ,

南海北部陆坡区、南海南部陆坡区、东海的冲绳海槽

及其两翼斜坡、南海西部陆坡区和台湾东部海域均

为我国南海海域最有利的天然气水合物找矿远景

区[9] 。一些研究者通过对南海北部陆缘珠江口和琼

东南盆地气田的天然气形成水合物的地球化学计算

模拟及地质地球化学条件进行分析认为 :南海北部

陆缘琼东南和珠江口盆地具有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

有利条件[8 ,9]。

2 　我国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存

在的主要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环南海北部的广东、广西、

海南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之一 ,海洋经济

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 ,远高于同期国民经

济的综合发展速度。不但传统的海洋渔业、盐业、运

输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新兴的海洋油气产业也有

了一定的发展[1] 。2000 年三省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

值分别达到 1114157 ×108 元 ,110145 ×108 元和 70123

×108 元 ,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20 %。其

中 ,广东省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从 1993 年起连续年

增长 20 %以上 ,2000 年海洋产业总产值占全国海洋

总产值的 26 %;海洋产业增加值 720 ×108 元 ,占全省

国内生产总值的 716 % ,居全国第 1 位 ,其中 ,海洋石

油天然气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0] 。

我国南海资源开发尤其是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但相对于我国南海区所拥

有的资源特点和面临的形势而言 ,我国南海油气资

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仍存在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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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总体水平不高、生产

水平相对低下

　　目前南海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科技含量不高 ,

特别是世界领先的、具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还少 ,与

其实际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①海洋资源开发

前期基础工作不足 ,过去的海洋资源基础调查工作

存在着区域不连续、精度低、内容和项目少等问题 ,

使得该海域海洋油气资源本底不清 ,并缺乏对其资

源与环境的综合评价 ,已不能满足区内大规模开发

利用海洋油气资源的需要 ; ②油气勘探和开发的技

术装备水平不高 ,如我国海洋油气勘探普遍缺乏深

海石油勘探工作平台、深海浮式生产装置技术、深海

油气田的水下生产系统技术等 ; ③新兴海洋油气资

源的开发利用技术研究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目

前国际上着重开发的海洋卫星遥感技术、深潜技术、

深海资源开发技术、海洋空间利用技术、海洋化工等

正逐步投入使用 ,而国内这些技术极为缺乏。

总之 ,我国对南海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

普遍存在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分散粗放和开发深

度不够等问题 ,许多勘探区域油气资源的开发还只

停在简单开采和粗加工的水平上 ,油气资源开发利

用率和生产水平相对较低。

212 　基础设施薄弱、海洋自然灾害频繁 ,损失严重

　　南海是我国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不但

种类多 ,而且灾害影响范围大 ,损失严重。如台风、

风暴潮、海浪、地面沉降、海平面上升 ,人为因素诱

发的海岸侵蚀等。尤其是远离大陆的南沙诸岛屿 ,

基础设施薄弱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我国对南海油气资源的开

发利用和主权的维护。

213 　国土资源流失严重 ,权益形势严峻

我国虽然已经依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有关大

陆架定义和大陆架划界的规定 ,确定了我国的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范围、原则和权利 ,但与海岸

相邻或相向的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

主张方面仍存有重叠 ,势必造成我国在实施“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时面临海域划界主张的冲突

和岛礁主权归属的争议[11 ,12 ] 。

我国南海海洋权益受到侵犯 ,许多岛礁被他国

侵占 ,油气和其他矿产资源被掠夺 ,海域划界矛盾突

出。我国与南海周边相邻或相向的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存在海域划

界和岛屿归属的矛盾和争议。在资源开发方面 ,这

些国家积极对外招标 ,与外国大搞共同开发 ,肆意加

速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11] 。目前已经有 60 多个国

家的石油公司插手南海资源事务 ,每年从我国南海

海域非法开采石油多达 5 000 多万吨 ,有些是在我国

海上版图的续断线以内。据有关专家估计 ,按照已

知储量和目前的开采速度计算 ,南沙海域的石油还

能开采 17 a ,天然气还能开采 40 a ,在军事利用方面 ,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在侵占我国的南沙岛礁上建立

永久性设施 ,除军事利用外 ,还进行海洋旅游开发 ;

在海洋权益方面 ,周边国家不惜投入巨大的财力、物

力和人力 ,巩固侵占、抢占我岛礁 ,南沙群岛 230 个

岛、礁、滩、沙洲等 ,目前我国大陆控制的岛礁 11 个 ,

台湾控制 1 个 ,周边国家抢占 50 多个 ,1998 年越南

又新占我 2 个岛礁 ,企图造成实际管辖的事实 ,为今

后与我国海上划界制造籍口[12] 。

3 　南海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对策

311 　从战略高度认识南海海域国土资源的重要

性 ,强化“寸海寸金”的海洋国土意识

　　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有着眷恋黄土地的深情 ,

寸土丧失有砍躯之疼。但在谈到我国国土时 ,一些

人只知道我国有 960 ×104km2 的“黄色国土”,而不

知道还有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重陆轻

海根深蒂固 ,海洋意识十分匮乏 ,在相当程度上制

约了对海洋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因此 ,必

须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国土资源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增强国民对海洋国土的忧患意识 ,树立“寸海寸

金”的海洋国土观 ,加大海洋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的

力度 ,促进海洋经济腾飞。

312 　统一规划、相对集中 ,按照由远及近的原则实

施重点区域油气资源开发战略

　　南海地域辽阔 ,在资金、技术有限的情况下 ,资

源开发不能全面铺开 ,必须实行“相对集中、重点开

发”的战略。针对目前的国际形势 ,南海海域油气

和其他资源的勘探开发重点应由海岸带和近海转

向外海和深海 ,包括中部海域和南部海域 ,在坚决

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研

究与开发 ,逐步实现对南海海域的有效管理。

313 　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加强油气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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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的水平和效益

　　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产品高价 ,原料低价 ,资源

无价”。自然资源被认为是没有凝聚人类劳动的物

品。由于受这种传统资源价值观的影响 ,长期执行

海洋资源无价 ,无偿使用的政策 ,使得海洋资源国

有产权地位模糊 ,产权虚置或弱化 ,各种产权关系

缺乏协调 ,造成了权益纠纷迭起 ,资源与生态环境

破坏严重 ,未能建立起一套与海洋经济特点相适应

的制度、机制和方法。因此 ,在南海油气资源的开

发利用中 ,要把管理体制创新作为近期首要任务 ,

按照海洋资源的自然属性 ,数量分布及变化 ,以及

在开发利用中反映出来的经济价值 ,运用资产管理

的理论与方法对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活动进行

资源化管理 ,从计划、财政、金融、税收、技术等政策

方面建立起有利于海洋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有利

于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有利于引进资产投入 ,

有利于有序开发 ,有利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

洋油气资源产业经营的运作体系。

314 　加强海洋油气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促进开发

利用与保护协调发展

　　现阶段的管理体制往往使海洋管理政出多门、

缺乏协调 ,力量分散 ,难以对海洋资源进行综合管

理。随着海洋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

和沿海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对海洋资源和环境的

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 ,在合理有效开发利用南海

油气资源的同时 ,必须进一步理顺海洋资源管理体

制 ,如 1982 年我国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来 ,

在渤海、珠江口、琼东南和莺歌海等处勘探开发 ,至

2000年底 ,海洋石油共钻探 456 口预探井和 256 口

评价井 ,含油气构造 162 个 ,共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14

×108t ,天然气 2 800 ×108m3。目前投入生产的油田

有 25 个 ,年产油 1 000 ×104t ,油气产量达 1 600 ×104t

当量 ;2001 年产油 1 800 ×104t ,产气 43 ×108m3[13] 。

此外 ,海洋执法队伍是开采、管理和保护我国海洋油

气资源的一大举措 : ①在保护海洋资源方面 ,通过海

洋石油资源的价值核算和评价 ,实行海洋石油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 ,利用价格体系调节海洋资源的供求

关系 ,尽可能保证海洋资源的持续利用 ; ②在保护海

洋环境方面 ,控制陆源污染物的排放 ,强化盐田、海

水养殖池废水、石油开采、拆船和海洋运输排废的管

理 ,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资源的永续利用。

315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促进海洋产业结构的调

整与升级

　　海洋作为一个立体空间 ,不仅地域广阔 ,其资

源也是多层次的。在资源的开发方面 ,要根据市场

状况及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和国内外的环境 ,确定并

优先开发优势资源 ,延伸产业链条 ,使产业向高级

化发展。当前大力发展海洋油气资源就是南海地

区的主要优势 ,国家应优先支持这一优势资源的勘

探、开发及加工 ,延伸产业链条 ;重点发展海洋油气

业 ,建立以海洋油气为主导 ,海洋油气业、海洋运输

业、海洋渔业为支柱 ,以及其他海洋产业协调发展

的现代海洋开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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