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张荣华 （１９６１－）男，江苏泰兴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７年６月
第２３卷　第３期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ｕｎ．２００７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３

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共谋发展的前景分析

张荣华，亓慧坤
（中国石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６１）

［摘　要］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相继加入ＷＴＯ以后，海峡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密
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海峡两岸优势互补，大力开展在石油石化领域的经贸合作，不仅有利

于发展两岸经济，而且有利于确立双方在国际石油石化新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海峡两岸在石油

石化领域共谋发展的前景是广阔的，但同时也存在阻碍两岸经贸发展的消极因素，应努力消除

障碍，实现两岸石油石化行业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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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国海峡两岸在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经济
发展阶段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加强交流、共谋发

展却一直是海峡两岸石油石化行业的共同心愿。海

峡两岸相继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
给两岸经贸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带来了

巨大挑战。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

化趋势明显加强，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

经济竞争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海峡两岸如果能够

抓住“入世”的有利时机，求同存异，克服障碍，循序

渐进，大力推进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的经贸交往与

合作，必能发挥各自优势，确立在国际石油石化新格

局中的有利地位，促进海峡两岸石油石化行业的共

同发展。

一、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合作的现状

中国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开始于上世纪８０年
代初。中国大陆从“一国两制”方针出发，对海峡两

岸经贸往来一向持积极推进的态度。１９８３年以来，
中国大陆先后颁布、出台了《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

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

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

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等一系列相

关政策法规，以期切实推进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促进

两岸关系发展。而中国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交流却

一直持消极抵制态度。在加入 ＷＴＯ及岛内各界人
士的压力下，台湾有关部门开始逐渐放宽“戒急用

忍”的两岸贸易往来原则，使海峡两岸的经贸交流

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近年来，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的经贸往来呈

现上升态势：“２００１年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口额为５１
亿美元、进口６３亿美元；２００２年大陆对台湾出口６６
亿美元、进口７５５亿美元；仅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大陆就
对台湾出口４２亿美元、进口４３亿美元。”［１］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两年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的贸易额也有较
大程度增长。

在石油勘探开发方面，海峡两岸的几家大型企

业，如大陆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及台湾的

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等，都不同程度的拥有陆上、

海上及海外勘探开发的成功经验。石油专家指出，

在中国台湾海峡及其两侧的东海、南海海域蕴藏着

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为海峡两岸石油界开展交

流合作提供了用武之地，也预示了合作的广阔前景。

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海峡两岸已经开始了共同开发、

合作勘探的尝试。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６日，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与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在台湾签订《台南盆

地和潮汕凹陷部分海域合同区石油合同》，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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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石油公司的合作步入实质性阶段。该项目已经

于２００２年底通过了商务部的批准，目前正处于施工
作业期。据悉，这是海峡两岸石油公司开展的第一

次较大规模的合作。

海峡两岸石化行业的合作开展较早。早在上世

纪９０年代初，台湾石化工业中、上游企业在下游应
用产业外移的带动下，相继投资海外，其中以大陆居

多。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的十多年间，台湾石化企业对
大陆总投资额达６３亿美元，占其石化业整体对外投
资的８０％，［２］大陆已经成为台商最大的石化产业投
资地。由于大陆市场存在巨大的需求潜力，台湾石

化业的６０％已经转移到大陆，而且多数石化企业还
在持续加码投资，这充分显示了两岸石化工业发展

的紧密性。目前在大陆投资的较大台湾企业主要有

台塑集团、长春集团、长兴化工等，产品主要涉及石

油化工的中下游领域，如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

纤维等。事实上台湾中油公司与大陆中石化早在

２０００年就已经开始合作———大陆每年原油的需求
量在３亿吨左右，进口１亿多吨，其中部分进口原油
交于台湾的中油公司代炼为成品油，然后再输送到

大陆。与此同时，两岸几大石油公司所开展的“从

台湾购油转销大陆”的合作也在继续扩大。加入世

贸组织以后，台湾当局对石化中上游企业到大陆投

资的规定由“禁止”改为“项目审查”，这种政策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两岸石化行业的交流合作。

长久以来，台湾当局以政治因素左右两岸经贸

往来，对两岸经贸合作采取消极政策。因此，在石油

石化领域，海峡两岸一直维持着单向投资、间接贸易

的态势，即台商投资于大陆，而大陆石油石化企业投

资台湾暂时还不能得以实现；海峡两岸经贸往来大

多经港澳地区中转，人为提高了贸易成本。在两岸

相继加入ＷＴＯ，国际石油石化行业格局发生重大变
化的背景下，台湾对大陆石化行业的出口、投资呈现

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对于那些竞争力较强的

产品，台商已改变原来在岛内生产再出口大陆的策

略，趁世界性产业大转移之机，拟在大陆直接投资建

厂，其产品直接在大陆销售；二是对于那些竞争优势

不大的产品，如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由于欧美等企

业拟在大陆投资设厂，今后几年大陆对这些石化产

品的需求总体上将能自给，从而对台湾此类石化产

品的外销造成压力。”［３］

二、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共谋发展的历史

机遇

第一，海峡两岸相继加入 ＷＴＯ对促进两岸石
油石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产生积极作用。

作为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三大支柱之一，世界贸

易组织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其基本目标

是实现贸易自由化，互利互惠、非歧视、公平贸易是

世贸组织所倡导的基本原则。两岸入世以后必须遵

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具体原则及相关协定，调整双方

的经贸政策，从而促进两岸在各个领域的经贸合作。

虽然近年来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的贸易额

增长迅速，但是两岸贸易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状况。

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额远远高于来自大陆的进口额，

多年来大陆对台湾始终保持巨大的贸易逆差局面。

“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台湾当局出于政治目的，千

方百计限制大陆产品进入岛内所致。台湾的石油需

要大量进口，但台湾当局宁可舍近求远从中东和印

尼进口也不就近从大陆购买”［４］，这不仅损害了岛

内民众的利益，也对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的贸易合

作造成了消极影响。加入世贸组织后，台湾必须遵

守ＷＴＯ原则，逐渐减少直至全部取消对大陆进口
产品的限制。因此，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互惠互

利、公平贸易的基本原则必将促成两岸贸易总量的

进一步增加，促进两岸石油石化行业的交流合作向

纵深层面发展。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在入世后已

经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作了一定调整，尽管这种

“松绑”是有限的，但毕竟在对待海峡两岸经贸合作

政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可以预见，在 ＷＴＯ的
约束下，两岸经贸往来中的政治因素将会下降，经济

因素将成为主导因素，促使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

域的经贸关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理性发展。

第二，中国大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海峡两

岸石油石化业的共谋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近年来大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拉动了对

石油及石化产品需求的迅猛增长。有关数据表明，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石油、乙烯、合成树脂、合成
纤维等石油石化产品需求的年均增长速度都远远超

过了当年的ＧＤＰ增长速度。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提
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计划２０２０年
ＧＤＰ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未来１８年大陆经济仍将以
年均７２％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５］，这必将极大带
动石油石化产品需求的迅速增长。在大陆政府制定

的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中，明

确指出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勾画了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这一系列发展规划必将

推动新一轮经济建设热潮的来临，从而拉动石油石

化产品需求的迅速增长。随着现代化水平的逐渐提

高，居民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和相关产业优化升级

的持续进行，必将迎来以汽车、住房、休闲、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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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消费革命，这为石油石化产业

市场的拓展、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及产业链的延伸都

提供了条件，也为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的共谋

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此外，中国大陆制定的“十一五”规划还首次将

两岸合作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扩大两岸

民间交流与往来，维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推动全

面、直接、双向‘三通’，促进建立稳定的两岸经贸合

作机制，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支

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

展，促进两岸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６］这就为推动

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的政策保证，必将

对两岸石油石化行业共谋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存在很强的互

补性，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

从石油石化产品供需来看，台湾炼油能力过剩，

油品总体呈现供大于求的趋势。而随着大陆经济的

飞速发展，对石油产品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石油产

品供不应求。台湾炼油企业较大陆而言具有炼油成

本低、运往大陆沿海城市运输成本低、油品符合大陆

标准等优势，因此大陆几大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并将

继续扩大与台湾中油、台塑两大企业“代炼原油”和

“台湾购油转销大陆”的合作。此外，大陆的合成树

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石化产品的生产长期供不

应求，每年均要大量进口。而台湾地区这些产品基

本上供大于求，因此台湾石化产品在大陆进口中占

有重要地位，对大陆的出口依存度在３０％以上，并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成为大陆石化产品的最大进口地区。

从土地、资金、技术水平、管理制度等生产要素

来看，大陆的优势在于地域广袤，石油天然气等自然

资源种类和储量比较可观，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开

发程度低，地价低廉，市场前景广阔等；而大陆石油

石化行业在发展基础、装备设施、生产技术、管理模

式等方面与台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

入世以后，大陆石油石化工业无论是在经营规模、技

术创新，还是营销手段、生产效率方面都面临着激烈

竞争和严峻挑战。反观对岸，台湾石油石化行业在

短短数十年间，已经由下游到上游逆向发展而成为

一个完整的体系，有资本雄厚、技术发达、管理先进

的优势，极大带动了岛内经济蓬勃发展；其劣势在于

上游石油石化原料供应不足，从而导致中下游产销

失衡。因此，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的经贸合作

中，可以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共谋发展。

三、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共谋发展中面临

的挑战及其建议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和世界石油石化产业

结构新格局的形成对两岸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目前，国际石油石化领域正在进行第三次产业

结构调整，使世界石油石化工业的集中程度进一步

提高，呈现出大型化、专业化、基地化、炼油一体化的

趋势。新一轮的兼并联合改变了全球石油石化行业

的竞争态势，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实力对比格局发

生重大变化，几大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技术和市场

的控制力进一步得到增强，世界石油石化产业的新

格局正在形成。

海峡两岸在全球石油石化贸易中均占据着不可

或缺的地位———大陆拥有全球最广大的市场，在国

际石油石化经贸活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台湾有着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是世界上较大的转口贸

易基地之一。因此，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势必会对

全球贸易产生一定影响，引起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关

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大陆对全球进一步开放，于

２００６年全面开放石化市场。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
不断提高，世界各大石油石化公司进入大陆市场的

步伐明显加快，投资力度显著增大，国内竞争更激

烈，形成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竞争的格局。在全球化

市场体系中，欧美一些大公司在橡胶、洗涤用品、涂

料、生物制药等石化下游行业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

额，某些已形成垄断地位，竞争力非常强。未来中国

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日趋紧密的交流合作必然

会影响某些国家或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因此他们

会想方设法阻挠两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全

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形势下，海峡两岸

更要密切双方经贸合作，同心协力，共谋发展，以确

立在世界石油石化行业新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第二，中国台湾政府推行的某些政策不利于海

峡两岸在石油石化领域的合作，是两岸共谋发展的

阻碍因素。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奉行的是间接、单向的两岸

经贸政策，对台商与大陆的投资、交易都设定了种种

限制政策，这不仅违背了 ＷＴＯ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也造成了两岸在经贸往来中不对等地位状况的出

现，损害了两岸各行业的经济利益。由于台湾当局

对投资大陆的资金额度有一定的限制，从而造成了

“大企业主内、小企业主外”的格局。因此台湾在石

油石化领域投资大陆的项目多数属于中小规模，其

获利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也明显落后于大企业。在大

陆开放水平日益提高，欧美大型企业纷纷涌入内地

的背景下，这些中小企业在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中

必然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取消

３



两岸经贸合作中的限制性条款，扩大、强化两岸石油

石化领域的合作，以积极姿态应对国际竞争才是台

湾当局在新形势下的明智之举。

此外，出于政治层面考虑，台湾当局一直拒绝与

中国大陆实现直接“三通”。大陆的合成树脂、合成

橡胶、合成纤维等产品长期不能满足需求，每年都要

经过第三地中转进口台湾的大宗石油石化产品。

“若实现两岸‘三通’，则可显著降低目前经第三地

转运至内地的运输成本。据初步估计，若两岸实现

直航，转运成本便可较目前节省５０％。”［７］两岸“三
通”不仅可以提高台湾石油石化产品与韩国、日本

相比对大陆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台湾在大陆

石油石化产品进口中的地位，而且可以提升台湾作

为区域营运中心的地理优势，从而增强台湾的整体

国际竞争力。

第三，环保问题给海峡两岸石油石化行业带来

的压力越来越大。

石油石化一直是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业之一。随

着国际社会对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可持续发展问

题的不断重视，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海峡两岸石油石

化行业不得不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为了更好地适

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大陆正在着手制定更为

严格的环保法规，还将大幅度提高油品，尤其是发动

机燃料油品的质量标准和税费。这就意味着石油石

化行业的盈利空间将缩小，也是海峡两岸石油石化

企业必须共同应对的挑战。

我们相信，只要充分发挥海峡两岸在石油石化

领域的互补优势，把握历史机遇，在两岸加入 ＷＴＯ
的促进下，破除两岸经贸往来中的阻碍因素，促成两

岸直接“三通”，继续加强海峡两岸学术往来，遵循

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原则，积极开展和扩大海峡两

岸在石油石化领域的经贸合作，必将提高双方在世

界石油石化新格局中的竞争力，实现两岸石油石化

行业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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