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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资源分布的地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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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邹才能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全球常规和非常规油气未来趋势分析（2014）》

中东常规石油储量最大，占世界总量的47%；北美非常规石油储量最大，总占比50%。

两种石油储量共占世界总量的31%，位列世界第一。
随非常规石油开采技术进步，北美地区有望在2035年实现石油自给自足。



探明储量 1994年底
（十亿桶）

2004年底
（十亿桶）

2013年底
（十亿桶）

2014年底
（十亿桶）

2014年底

占总量比例 储产比

沙特阿拉伯 261.4 264.3 265.9 267.0 15.70% 63.6
伊朗 94.3 132.7 157.8 157.8 9.30% *
伊拉克 100.0 115.0 150.0 150.0 8.80% *
科威特 96.5 101.5 101.5 101.5 6.00% 89
阿联酋 98.1 97.8 97.8 97.8 5.80% 72.2

中东国家总计 663.6 750.1 808.7 810.7 47.70% 77.8
委内瑞拉 64.9 79.7 298.3 298.3 17.50% *

中南美洲总计 81.5 103.4 329.8 330.2 19.40% *
加拿大 48.1 179.6 172.9 172.9 10.20% *
美国 29.6 29.3 48.5 48.5 2.90% 11.4

北美洲总计 127.6 223.7 232.5 232.5 13.70% 34
俄罗斯 115.1 105.5 105 103.2 6.10% 26.1

欧洲及欧亚大陆总计 141.2 140.8 157.2 154.8 9.10% 24.7
利比亚 22.8 39.1 48.4 48.4 2.80% *
尼日利亚 21 35.9 37.1 37.1 2.20% 43

非洲总计 65 107.6 130.1 129.2 7.60% 42.8
中国 16.3 15.5 18.5 18.5 1.10% 11.9

亚太地区总计 39.2 40.6 42.7 42.7 2.50% 14.1
世界总计 1118 1366.2 1701 1700.1 100.00% 52.5

其中: 经合组织 148.4 244.4 249.1 248.6 14.60% 30.3
非经合组织 969.5 1121.8 1451.9 1451.5 85.40% 60.1
石油输出国组织 778.9 918.8 1214.9 1216.5 71.60% 91.1

非石油输出国组织# 216 324.1 342.4 341.7 20.10% 24.5

欧盟# 8 7.3 5.8 5.8 0.30% 11.2
前苏联 123.1 123.3 143.8 141.9 8.30% 28.2

原油探明储量分布

数据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探明储量 2016年底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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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输出国组织 71.50%



图片来自：《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原油探明储量分布



（单位: 千桶/日） 2011 2012 2013 2014
2013-
2014   
变化

2014年
总比例

俄罗斯 10516 10640 10777 10838 0.6% 12.7%
挪威 2040 1917 1838 1895 2.9% 2.0%
哈萨克斯坦 1684 1662 1720 1701 -1.2% 1.9%
阿塞拜疆 919 872 877 848 -3.3% 1.0%
英国 1116 949 867 850 -2.3% 0.9%

欧洲及欧亚大陆总计 17385 17119 17155 17198 0.2% 19.8%
尼日利亚 2450 2395 2302 2361 2.5% 2.7%
安哥拉 1726 1784 1799 1712 -4.9% 2.0%
阿尔及利亚 1642 1537 1485 1525 1.8% 1.6%

非洲总计 8524 9275 8684 8263 -5.0% 9.3%
中国 4074 4155 4216 4246 0.7% 5.0%
印度 916 906 906 895 -1.3% 1.0%
印度尼西亚 952 918 882 852 -3.5% 1.0%

亚太地区总计 8288 8382 8286 8324 0.5% 9.4%
世界总计 83980 86150 86579 88673 2.3% 100.0%

其中: 经合组织 18592 19505 20623 22489 8.9% 24.6%
非经合组织 65388 66645 65956 66184 0.3% 75.4%
石油输出国组织 35939 37472 36628 36593 -0.3% 41.0%
非石油输出国组织 34501 35087 36161 38278 5.7% 43.0%
欧盟 1724 1528 1436 1411 -2.1% 1.6%
前苏联 13541 13590 13791 13802 0.1% 16.0%

产量

（单位: 千桶/日） 2011 2012 2013 2014
2013-
2014   
变化

2014年
总比例

美国 7861 8904 10069 11644 15.9% 12.3%
加拿大 3515 3740 3977 4292 7.9% 5.0%
墨西哥 2940 2911 2875 2784 -3.3% 3.2%

北美洲总计 14316 15555 16921 18721 10.5% 20.5%
委内瑞拉 2734 2704 2687 2719 1.1% 3.3%
巴西 2193 2149 2114 2346 11.2% 2.9%
哥伦比亚 915 944 1004 990 -1.4% 1.2%

中南美洲总计 7379 7317 7335 7613 3.9% 9.3%
沙特阿拉伯 11144 11635 11393 11505 0.9% 12.9%
伊朗 4373 3742 3525 3614 2.0% 4.0%
阿联酋 3325 3406 3648 3712 0.9% 4.0%
伊拉克 2801 3116 3141 3285 4.6% 3.8%
科威特 2915 3172 3135 3123 -0.5% 3.6%
卡塔尔 1850 1968 1998 1982 -0.9% 2.0%
阿曼 885 918 942 943 0.3% 1.1%

中东国家总计 28088 28502 28198 28555 1.1% 31.7%

数据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产量 2014年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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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2016年世界原油产量

Total North America Total S. & Cent.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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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8.1%中南美洲



2016年原油储产比

数据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2016年世界炼厂开工率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就非洲和中南美洲表现差，其他区域都差别不大，都在80%以上



2016年世界炼厂开工率

图片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主要国家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地区或组织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印度 106.7 105.9 103.6 北美 84.7 86.6 87.2

日本 91.1 87.6 87.7 中南美 71.7 75.7 79.8

韩国 90.6 89.5 80.9 欧洲欧亚 83.3 83.7 81.4

泰国 88.8 90.5 82.2 中东 84.7 83.0 78.5

美国 87.0 88.4 88.6 非洲 60.8 60.7 64.4

加拿大 81.1 83.2 83.5 亚太 84.6 82.0 77.9

马来西亚 87.7 83.0 90.3 欧盟 84.0 83.1 78.8

中国 77.8 74.7 69.9 独联体 83.3 85.2 88.3

印尼 76.6 72.4 73.4 经合组织 85.6 86.1 84.2

墨西哥 61.3 69.9 75.9 非经合组织 80.3 79.3 77.5



图片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世界原油消费量



2016年世界石油人均消费量（单位：吨）

图片来自：《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2016年石油消费量前20位国家

排序 国家 消费量增长% 占比% 排序 国家 消费量增长% 占比% 

1 美国 863.1（+ 0.5） 19.5 11 伊朗 83.8（-1.1） 1.9 

2 中国 578.7（+ 2.7） 13.1  12 墨西哥 82.8（-2.1） 1.9 

3 印度 212.7（+ 8.3） 4.8   13 法国 76.4（-0.8） 1.7 

4 日本 184.3（-2.8） 4.2 14 英国 73.1（+ 1.7） 1.7 

5 沙特 167.9（+ 0.5） 3.8 15 印尼 72.6（+ 0.8） 1.6 

6 俄罗斯 148.0（+ 2.4） 3.3 16 新加坡 72.2（+ 3.7） 1.6 

7 巴西 138.8（-5.6） 3.1 17 西班牙 62.5（+ 1.8） 1.4 

8 韩国 122.1（+ 7.1） 2.8 18 泰国 59.0（+ 2.6） 1.3 

9 德国 113.0（+ 2.4） 2.6 19 意大利 58.1（+ 0.5） 1.3 

10 加拿大 100.9（+ 1.5） 2.3 20 澳大利亚 47.8（-0.3） 1.1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石油地缘政治分析



石油地缘政治分析

石油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是现代经济的

命脉。由于石油资源在地理与空间上分布不均衡，使得国际石

油供需双方存在错位，石油生产国与需求国在历史、政治、经

济、意识形体等各个方面的差异使得石油问题必须上升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围绕石油经济与石油安全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都需要在国家层面上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

许多国家的政策（包括对外经济、军事政策）之中，都直

接或间接包含着对石油安全的考虑。

政治因素在石油问题上的影响力非常大，值得特别关注。



石油地缘政治分析

中东地区的石油地缘政治

非洲的石油地缘政治

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地缘政治

美洲地区石油地缘政治



中东地区石油地缘政治

1916 年英法依据秘密签订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中

东的阿拉伯世界分成若干碎块，以便殖民统治。

一战之后，又强行划分了中东--北非地区的国界线，埋

下了日后长期存在的国家、民族、宗教纷争的祸端。

目前，中东地区小国林立，地缘碎片化使得这些海湾小

国维护内外稳定的力量不足，不得不依附外部强援的保护，

英、美等大国借机插手中东事务，慢慢渗入，逐步形成对中

东地区的布控。



中东地区石油地缘政治

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石油储量和产量最大的地区。在世界石油市场中处于举

足轻重的地位。伴随欧佩克组织的壮大，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渐渐脱离西方

世界的控制。

 沙特是世界上石油储藏量最丰富的国家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一直是中

东地区石油生产源头的领导者，其富裕产能是世界石油供需的调节器。

 伊朗石油储量丰富，产量和出口量居于中东地区第二位，扼守交通要道

霍尔木兹海峡，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国际政治中的对美强硬姿态，

使得伊朗成为世界石油安全中一大不稳定因素。

 利比亚地理上属于北非，但因为石油利益和民族、宗教关系通常也将其

看作大中东的一员。



中东地区石油地缘政治

从形式上看，中东主要产油国家的政体可分为两大类：共

和制和君主制。

共和制国家政局不稳：伊朗、叙利亚、伊拉克。

君主制国家政局相对稳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

尔、科威特、阿曼、巴林。

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是欧佩克组织国家



非洲石油地缘政治

非洲特别是北非与西非地区已成为国际石油市场重要的新兴供给力量。

非洲石油的储量不足中东地区的 1/6，但石油含硫量低，品质好，易开采，

受到世界石油市场的青睐。非洲产油国有大大小小18个之多（含利比亚）。

非洲的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属于欧佩克组织，但与中东地区

的联系并不特别紧密。尽管国家政局不稳，但新探明的主要石油储存都位于

深海区域，远离冲突地区。这些国家彼此有摩擦，因此联合抵制石油供应

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在该地区开采石油的效益高，相对安全性好，政治阻力小，预计未来若

干年内非洲石油安全形势局部动荡，整体向好，对世界石油供给能够提供有

力支撑。



中亚里海地区石油地缘政治

环里海地带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是未来几年世界石油开发的新

热点，蕴藏着世界最丰富的未开发原油，这一地区将会成为未来世界能源

争夺的主要战场。

俄罗斯石油储量世界第六，产量世界第三，是世界石油市场中坚力量。

大国博弈成为中亚里海地区石油安全的最大影响因素，俄罗斯、中国和

美国三大国势力在这个地区激烈交锋。

上海合作组织是俄、中两国用来抑制美国在中亚地区影响的组织。中国

的一带一路也是制衡美国在中亚影响的有力手段。这个地区比较稳定。



美洲地区石油地缘政治

美洲地区主要产油国家在石油安全方面形势基本稳定，这主要得益

于其稳定的地缘政治因素与国内安全形势。美洲号称是美国能源供应的

“后院”，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力量形成已久，根深蒂固。

美洲的主要石油生产国，如加拿大、墨西哥，一直都是美国稳定的

原油供应商。

美国自己的原油探明储量世界第七，产量世界第二。

加拿大原油探明储量世界第三，产量世界第四。



美洲地区石油地缘政治

美洲的不安定因素主要是巴西的净供给国地位难以持续和委内瑞拉

的国际关系僵化和对石油的高度依赖。

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组织国家，石油储量世界第一。

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低迷，委内瑞拉原油出口创汇锐减导致财政失

衡，经济陷入困境，造成通货膨胀、食物短缺、货币贬值以及大规模失

业等。委内瑞拉经济接近崩溃边缘。中国给委内瑞拉的500亿美元贷款延

付期也快到了。委内瑞拉推出石油币也无法自救。



美洲地区石油地缘政治

美国历史上多数时期实行自由放任的石油政策，美国政府负责保护自

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受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实行石油配给

制。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也对石油市场进行过全面管制，但

里根就任总统后，政府逐渐放开了对石油市场的管制。2015年12月，奥巴

马政府解除对原油出口实施的长达40多年的政府管制。

根据1951年BP公司发布的第一份石油行业报告，在60年前，世界的石

油产量格局与现在截然不同，美国才是最重要的产油国，比世界其他所有

地区的产量总和还要多。

近几年，美国页岩油和页岩气开采技术发展很快，页岩油和页岩气的

产量增长迅猛。页岩油产量占到美国原油产量的一半。页岩油让美国已成

为全球最大液态石油生产国（石油和天然气）。



石油地缘政治分析

根据以上对世界主要产油地区产油国政治安全及潜在不稳定因素进

行分析，可以判断未来石油政治重点关注地区仍将是中东，这一地区不

仅石油生产重要性高，且宗教势力强大，民主化进程滞后，政局存在高

风险，短期内风险集中的国家为伊朗。

中亚里海地区的大国政治力量的争夺和北非与西非地区的社会治安

问题也是未来世界石油安全的症结所在。

相较之下，美洲地区石油生产力度虽大，但各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

未来影响石油安全的政治变动可能性相对较小。



石油未来趋势分析



石油未来趋势分析

对供给的预期——为什么原油越采越多？

图片来自：《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2016年原油储产比

数据来源：《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油价的运行逻辑

• 通过对上世纪70-80年代的几次“石油危机”的深入研究发现，石油

危机中的油价暴涨，更多来源于对未来原油供应受冲击的预期，以及

当时除中东外世界其他区域经济增长加速的预期。这些预期使世界各

国对原油库存的需求大大增加，从而带动油价大幅上涨。

• 对原油价格波动而言，预期比现实更重要；

• 相比高频的原油供给数据来说，需求端的变动要缓慢和难以追踪得多



油价的运行逻辑

• 直至今日，美国的原油产量也不到OPEC产油国的1/3

• 那么为什么无论是绝对产量还是增量都更大的传统油气国，却再也无

法掌握油价的话语权了呢？

• 石油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作为全球定价的商品，石油的供给端和需

求端构成都极为复杂，同时还掺杂了库存因素，因此供需对价格的影

响格外微妙。

• 重要的不是当下的原油供给和当下的经济增长，而是市场对未来供给

和需求趋势的预期，这种预期决定了油价的运行大方向。而在每个阶

段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油价短期波动的理由。



美国经济困局

陷入21万亿美元债务黑洞和赤字连年爆表的美国，迫切需

要解决“钱”的问题。而包括税改、基建等在内的美国现行

经济举措，似乎对“钱”无能为力，反而会增加美国的举债

负担。与此同时，美联储现在也不可能亦如十年前一样再

疯狂开启美元印钞机，否则在通胀驱使下,各类资产泡沫

就会很快破灭。那么，美国经济如何解决“钱”的问题呢？



美国经济困局

近期，特朗普经济团队似乎把获利的目光对准了原油。现

实的情况中，或也只有原油才可以使美国扭转资金的被动

局面。此时的原油，就像美国经济的一根稻草。迹象表明，

美国经济或正掀起一场规模庞大的原油风暴，这将令沙特

为代表的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

OPEC石油国感到紧张和压力。



页岩油革命

• 页岩油的横空出世完全改变了传统原油行业的开发节奏

• 高盛对页岩油盈亏平衡点的统计和预测，已经从2013年的

70美元一路下滑到了目前的50美元，并会在开采技术进步、

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未来三年继续压缩至40美元以下。

• 页岩油从钻井到完井的周期由2014年的平均6个月缩短为3

个月，单井生产效率提高50%至100%

• 页岩油、页岩气是不是一个美国骗局？



油价正在被哄抬？

对于沙特和俄罗斯经济来讲，需要一个价格走高的原

油环境，但却并不希望原油价格高得离谱，因为一旦价格

达到一个顶点，大起之后通常会看到油价的大落。亦如

2008年7月上半月原油交易价曾达到每桶145美元以上，但

是到2008年年底，WTI的价格还不到每桶40美元。

一旦这样的景象再现，受到打击的将是包括沙特和俄

罗斯在内的全世界产油国。毕竟，没有一个产油国希望自

己步上委内瑞拉经济近乎于破产的窘途。因此，可能稳中

有进的油价，才是众多石油出口国所希望保持的。



油价上涨的喜与忧

• 油价上涨对美国页岩油商来说是个好消息，不过对于欧佩克

和俄罗斯却不一定！原因很简单，因为油价的上涨，必然刺

激美国页岩油商扩大生产。

• 面对油价的上涨，欧佩克和俄罗斯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一

方面，他们希望油价的上涨来满足其财政收入和其他目的，

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一些挑战，例如美国页岩油的冲击

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由于近期油价的不断突破，才直接刺

激了美国的原油产能和出口。

路透社近日称，美国产油商正从中受益，向欧洲出口创纪录

规模的原油。根据汤森路透Eikon贸易流检测器，4月美国对欧洲

的供应量可望达到55万桶/日（约220万吨），创下纪录高位。美

国原油产量悄悄抵消了OPEC减产规模的约60%。而这一产能则直

接构成了对当今世界两个最大原油出口国俄罗斯与沙特的冲击。

油价上涨的喜与忧



事实上，一方面是国际油价的不断走高，可以使得原油卖个

好价钱；另一方面是美国受益于页岩油革命后，在高油价刺

激下的增产，而抢夺原油市场。对于产油国而言，似乎已进

入了机会与陷阱并存的时刻。最坏的一种可能是，油价或暴

涨后的暴跌，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产油国的市场或面临被

美国抢占。

油价上涨的喜与忧



沙特的80美元原油梦

• 沙特想维持高油价为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创造良好条件

• 油价上涨对于国际收支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来说同样意义重

大

• 对能否实现沙特所希望的每桶80美元目标影响更大的，是美国

页岩油大量涌入市场。

• 油价越高，就会让更多的页岩油进入市场，让传统原油生产国

的限产措施毁于一旦，带来新的供应过剩。

• 油价一涨，页岩油就大量进入市场，导致油价下跌；而油价一

下跌，页岩油就会灵活减产，让欧佩克去收拾残局，然后油价

再次上涨



美国是石油市场老大

• 美国能源政策对原油供需的影响巨大，特朗普总统追求能源

独立，希望开放所有海上采油区，废除奥巴马执政期间的离

岸石油开采禁令，计划取消长达40年的北极地区的石油开采

禁令。目标是让美国成为世界能源的主导者。

• 特朗普总统掀起的全球贸易战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和石油市

场，如果美国与欧盟、中国之间产生贸易摩擦，石油需求将

显著下降

• 美对欧关税豁免到期，或引发贸易摩擦致原油需求下降，这

可能也会导致油价承压。

• 特朗普将于5月12日决定是否维持对于伊朗的核协议，一旦特

朗普宣布对于伊朗的制裁，石油供应将减少



美国是石油市场老大

• 2016年3月开始美国对中国出口原油零突破，2017年美国对中国出

口原油暴增14倍，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原油买家，2018年将达到一

年1000万吨。不过即将打响的中美贸易战肯定会遏制美国能源对中

国出口的这种势头。美国的原油和LNG价格都很便宜。

•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计，2018年美国原油产量有望大增126万

桶/日至1059万桶/日，超过俄罗斯和沙特的产量；国际能源署

（IEA）预计，中长期内全球原油供应增量的80%都将来自于美国原

油。此外，美国原油出口基础设施仍在不断改善，通过巨型油轮

（VCC）直接出口将在未来数月实现并在若干年后成为常态。

• 过去9年来，美国石油进口量下降了25%，过去一年，美国石油出

口量增长了2倍以上，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美国进口量仍然

多于出口量，但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北京石油在线集团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40号
电话：(010) 62310857 82388489

传真：(010) 82388489  电邮: cdzhou@oilonline.com.cn

合作共赢 求是创新 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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