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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试从我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重大举措分析我国构建

节约型社会的重大意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紧迫性。 【考点背

景透析】 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强调中国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

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当前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短缺问题越

来越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国际石油价格的攀升、国

内石油供应的紧张，显现了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重要。

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问题。 【相关资料精粹】 相关

材料1：首届中国能源战略国际论坛召开 (1)2006年10月6日，

首届中国能源战略国际论坛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翠宫饭店

胜利举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国家能源办副主任

徐锭明，国统计局原局长、顾问李德水，原石油工业部部长

王涛，中国工程院院士童晓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廖永远，中国中化集团总地质师曾兴球，以及Bp公

司、哈斯基能源公司等企业的代表出席了论坛，并做了精彩

演讲。 (2)能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

能源供给安全是一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关键，也关系着国

家经济的安全。目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

从消费上看，能源消费重心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

转移，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同时能

源生产也日益多元化。目前欧佩克掌握着石油供给的主动权

，与此同时，北海、非洲和墨西哥湾也开采出石油。相应的

，很多西方国家在能源上也开始采取多元化战略。 (3) 对于中



国来讲，能源(尤其是石油)安全是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大战略问

题。中国石油安全的主要目的是避免供油中断和油价大幅波

动带来的危害。但随着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加大，石油保

障安全战略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4)自2001年

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攀升，出现了全球石油供给不足的

现象，同时也带动了其它能源(如煤炭等)价格的上涨。在国

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和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中

国国内能源供给长期处于偏紧状态，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

升，对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能源消费大国来讲，能源价

格不断上升，既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也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能源供给紧张的局面对

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负面效应的同时，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

断增加，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中占有较高比例，中国自身的

能源需求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使我国在整个全球

能源市场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因此，中国应站在全球的

高度，充分认识在能源供给保障方面的劣势和优势，制定切

合实际的国家能源保障战略，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 相关材料2：建立石油储备是经济

安全的必要 1.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是国际普遍经验 所谓战略石

油储备，是应对短期石油供应冲击，比如说应对大规模减少

或中断时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本身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以

保障原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同时具有平抑国内油价异常

波动的功能。 目前为止，世界上进行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基

本上都是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国际能源机构要

求其成员国建立起至少维持各自消费90天的战略储备量。美



国、日本和德国的石油储备分别达到158天、161天和127天。 

石油储备只能应付突发事件造成的短期石油供应短缺，90天

的储备量，甚至达到更多天数的石油储备，面对中国飞速增

长的石油需求量，也是杯水车薪。但是，这数十天的石油储

备却能抑制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美国石油储备动用原则中

规定，即使没有发生紧急事态，当总统认为原油供应可能因

途径中断而造成供应不足时，也可动用国家石油储备。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每天向市场投

放112万桶原油，起到了稳定市场、平抑价格的作用。 2.中国

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迫切需要 油市震荡，油价上涨，油品吃

紧，已经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油品市场的大趋势。目

前影响油价的因素不乏投机炒作等因素，从整体上看，世界

石油供应仍呈供略大于求的态势，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转

暖，石油开采难度的加大，今后几十年内，世界范围的石油

价格上涨，仍然难以避免。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

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而不断上升。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

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35%。目前，由于尚

没有战略性储备库存，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

数仅为21.6天。 中国因为没有石油储备体系，在国际石油处

于低价位时无法大量吸入，油价上涨时又无法减少进口量，

形成“买涨不买落”的现象。2000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时

，中国进口原油7000万吨，比1999年增加70%。随后原油价格

回落，2001年底国际油价回落至每桶17美元左右，但此时中

国却在释放库存压力，减少原油进口，2001年原油进口比上

年下降7%。而国际油价高涨的2003年上半年，中国原油进口



却比2002年同期增长了32.8%。以现在每天进口200万桶石油

计算，如果国际油价每桶上涨5美元，中国每天就要多支

付1000万美元。2003年进口总额达到8000万吨左右，如果国际

油价每桶变动1美元，将影响中国进口用汇48亿元人民币，直

接影响我国GDP大概0.043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衔接如此之

近，只会极大地削弱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石油安全问题

不解决，将会制约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人均GDP

仅 1000美元，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还需50年中国

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没有足够的能源保障，现代化只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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