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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全球石油市场面临挑战 

随着结构性变化对石油需求和贸易流的重塑，全球石油市场在中期内需要应对大量挑

战，而石油供应的不断增加可能会在 2030年前对价格造成潜在压力。 

区域经济发展轨迹的趋异以及清洁和节能技术的加速部署，将共同导致石油需求增速

逐步放缓，在本预测期（到 2030 年）的最后几年将出现一个平台期。全球需求的增

长全部来源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而发达经济体的石油需求则急剧

下降。 

在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带动下，世界石油供应不断增加，预计从 2025 年起将超过

预测需求量。与需求打破长期增长趋势相似，在本中期展望末期，石油产能的前期增

长预计将失去动力，并转入收缩。在预测期内，天然气凝析液（NGL）与凝析油的激

增将占新增产能的 45%。沙特阿拉伯大幅调整战略，搁置了增加原油产能的计划，现

重点扩大天然气凝析液和凝析油生产，顺应其增加国内天然气供应的努力。这也可能

反映出其认识到全球原油产能正迅速过剩。石化成为全球需求增长的主要支柱，这在

很大程度上与天然气凝析液供应的大幅增加对应（天然气凝析液是石化生产的重要原

料）。 

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将给炼油国带来新的挑战，因为对精炼产品的需求将被天然气

凝析液和生物燃料等非精炼产品所取代。在 2023-2030 年间，非精炼燃料占全球需求

预测增长量的比例惊人，高达四分之三。此外，随着能源转型的加速，馏分油的消费

量也在减少，炼油国需要重新配置产品结构，以适应馏分油的不同发展趋势。随着电

动车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公路运输燃料的情况尤其如此。 

在供需模式发生以上结构性转变的同时，全球石油市场前景还面临着进一步的不确定

性，这些不确定性来自于宏观经济预期疲软、政府为加快能源转型而出台的新政策法

规，以及为推广更高效技术的空前投资。 

尽管面临严峻挑战，但石油行业对供需急剧变化的适应能力久经考验，包括应对俄罗

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此前的新冠疫情。 

到 2030 年，全球过剩产能将达到空前水平 

预计在 2023-2030 年间，美国和美洲其他产油国所带动的世界石油产能扩张将超过需

求增长，将世界备用产能缓冲推向除新冠疫情期间外的空前水平。到 2030 年，总供

应能力将增加 600 万桶/日，达到近 1.138 亿桶/日，比全球预计需求量 1.054 亿桶/

日高出惊人的 800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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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30 年，“欧佩克+”原油备用产能及隐含石油库存增量总额 

 

IEA. CC BY 4.0. 

注：预测基于当前“欧佩克+”供应协议。“欧佩克+”国家仅含原油。假设伊朗和俄罗斯仍受制裁。隐含石油库存增量包含石油

总量。 
 

如此巨大的缓冲可能颠覆当前“欧佩克+”旨在支撑价格的市场管理策略。目前，该

生产国联盟已经制定路线图，从 2024 年第四季度到 2025 年第三季度，将逐步回撤最

高日均 220 万桶的自愿额外减产措施。但增产的前景可能视市场情况中止或逆转存在

风险。 

较低的价格环境最终将冲击美国页岩行业，该行业历来对市场环境变化反应最快。如

何调整并适应新供应格局，将在 2030 年前及之后对全球生产和消费国产生广泛影响。 

清洁能源转型抑制世界石油需求 

根据目前的市场条件和政策，在加速向清洁能源技术转型的背景下，全球石油需求将

在本十年末趋于平稳，达到约 1.06 亿桶/日。电动汽车销量剧增，车辆效率持续提高，

以及电力行业使用可再生能源或天然气替代石油，将大大抑制道路运输和发电领域的

石油使用。 

尽管如此，2023-2030 年间，随着对航空煤油，以及蓬勃发展的石化行业中原料使用

的增多，石油总需求量预计将增加 320 万桶/日。在预测期内，石脑油、液化石油气

（LPG）和乙烷的消费量将增加 370 万桶/日，更多地使用液化石油气进行清洁烹饪也

是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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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原料增长主导世界石油需求 

 

IEA. CC BY 4.0. 
 

随着石油需求继续转向新兴市场，亚洲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将成为增长的主

力。然而，这两个亚洲经济强国石油需求的发展方式迥异。在中国，随着清洁能源技

术的快速部署，以及对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削弱运输燃料需求，石化行业

将成为需求增长的驱动力。在印度，运输燃料将打破全球趋势，呈现急剧增长态势。

亚洲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将出现重大增长。与之相对，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将继

续几十年来的下降趋势，从 2023 年的 4570 万桶/日下降到 2030 年的 4270 万桶/日。

除新冠疫情期间外，如此之低的需求量上次的出现时间是 1991 年。在同一时期内，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石油需求将增加 1.5倍。 

上游投资和石油供应持续增加 

随着石化行业成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支柱，预测期内 45%的供应能力增长将来源于

天然气凝析液与凝析油。虽然沙特阿拉伯已经搁置了将原油产能从 1200 万桶/日提高

到 1300 万桶/日的计划，但其对贾富拉超大型气田的开发仍将继续。这将大幅提升天

然气凝析液的产量，到 2030 年达到近 100 万桶/日，且产量不受“欧佩克+”配额限

制。美国的天然气凝析液产量预计也将强劲增长。从 2023 到 2030 年，天然气凝析液

和凝析油的总产量预计将增加 270万桶/日。相比之下，原油产能预计同期将增加 260

万桶/日，而生物燃料在 600万桶/日的总量中占 62万桶/日。 

非“欧佩克+”产油国将继续主导产能建设，净增达 460 万桶/日，占净增产能的 76%。

在非“欧佩克+”国家的增量中，仅美国就占 210 万桶/日，而巴西、圭亚那、加拿大

和阿根廷占 270 万桶/日。在预测期末，随着已批准的项目逐渐减少，美国和加拿大

的增长将停滞，而巴西和圭亚那基于目前计划将开始下行。不过，如果企业能迅速批

准筹划中的其他项目，到 2030 年投入运营的非“欧佩克+”的产能可能再增 130 万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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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和亚洲成员国石油产能下降的同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

和伊拉克带领“欧佩克+”扩大石油产能 140 万桶/日。阿联酋和伊拉克正着力提高原

油产能，而沙特阿拉伯则准备大幅增加天然气凝析液和凝析油的供应。尽管受到国际

制裁，俄罗斯的产能预计只会小幅下降，因为沃斯托克大型石油项目的快速发展有助

于抵消成熟油田的产能损失。 

产能的扩大得益于上游投资的稳步增长。2023 年，全球上游资本支出增长 13%，达到

5380亿美元，创近八年来的新高，今年有望再增长 7%。 

炼油国调整产能，应对精炼燃料需求放缓 

从 2023 到 2030 年，全球炼油产能预计增加 330 万桶/日 ，远低于历史趋势。即使产

能中等扩张，其增幅也将超过同期对精炼产品的需求。 

在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增加导致汽油需求下降，而航空煤油消费上升的背景下，炼油国

需要逐步调整产品产量，以满足馏分油需求的不同趋势。此外，天然气凝析液和生物

燃料等非精炼燃料将进一步削弱对精炼产品供应以及新增精炼产能的需求。2023-

2030年间，非精炼燃料产品将占预测需求增长的 75%以上。 

非精炼产品供应的大幅增加将对开工率和炼油厂盈利能力产生压力，尤其是在成熟的

需求中心。这可能导致在 2030 年前进一步关闭产能。产能增长仍将集中在亚洲，尤

其是中国和印度，但 2027年后扩张速度将出现放缓迹象。 

全球石油贸易将继续东移 

亚洲日益增长的原油及产品供应结构性短缺，以及大西洋盆地不断扩大的原油、天然

气凝析液及产品过剩，将继续主导全球石油贸易走向。在展望期内，非“欧佩克+”

原油供应增加，加上对俄罗斯原油出口的制裁以及“欧佩克+”的自愿减产，将推高

从大西洋盆地到苏伊士以东地区的原油产量。 

2019-2030 年原油净出口与亚洲进口需求的对比 

 
IEA.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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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圭亚那和加拿大供应量上升将部分抵消“欧佩克+”减产所造成的中东中质含

硫原油下降。经扩建通往太平洋沿岸的跨山输油管道正式为加拿大原油打开亚洲市场。

美国轻质低硫原油将越来越多地流向欧洲、非洲、印度和其他亚洲炼油国。 

作为石油产品需求增长最多的地区，亚洲将从更广泛区域，特别是从中东，吸引更大

份额的产品供应。在大西洋盆地大部分地区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将继续向东供应，然而，

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可能逐渐增加进口。欧洲柴油与航空煤油供应的短缺，以及北美对

航空煤油的进口需求，将促使全球竞争的焦点集中于中间馏分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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