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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期中国石油资源空间

流动格局与流场特征

赵!媛!郝丽莎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摘要!本研究以 $:%%%年分省能源平衡表%及石油资源贸易与转运资料为 基 础!首 先 将 全 国

!$个石油流动省份划分为基本自给型)半自给型)净支出型和净补给型四种石油资源 流 动 平

衡类型及输流中心)汇流中心和交流中心 三 大 流 动 职 能 类 型!分 析 得 出 中 国 石 油 资 源 流 动 在

地理空间上表现为集中输流和分散汇流 的 特 征!其 中 源 地 系 统 的 空 间 形 态 为 直 角 三 角 形!汇

地系统为直角梯形!源!汇复合系统则为 钝 角 三 角 形(其 次 依 据 资 源 位 势 梯 度 力 将 中 国 石 油

流动划分为北部)西北)华东和华南四大 流 场(北 部 流 场 的 石 油 流 动 轨 迹 在 东 北 区 呈 现 树 状

网络结构)在华北区为单枝二叉树结构!西北流场的流动轨迹形态为 $K%形结构!华东流场

为多中心 $"%字形结构!华南流场则为 $L%形结构(
关 键 词"石油资源流动#空间格局#流场特征#流动轨迹形态

文章编号":###9#"M"&!##$’#"9#?";9:!

!!在我国!区域间的石油流动是一种广域性)大规模且具有广泛社会经济效益的空间现

象!!##N年我国的原油进出口贸易总量高达:4!M亿8*:+(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多角度地

关注类 $流%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运动的角度!成升魁等以生产链的动态过 程 为 主

线!分析了资源流动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李群等探讨了资源流动的表现)动力机制及其

与区域经济成展的关系*;+#从物流产业的角度!刘承良对中国大陆物流经济联系的空间结

构进行了实证分析*N+!王成金探讨了我国物流经济的空间组织模式*"+!谢五届等研究了区

域物流交通网络及空间竞争格局*$+#从社会经济要素运动的角度!张敏等探讨了近期我国

省际经济社会要素流动的空间特征*?+!章锦河等分析了中国国内旅游流的空间场效应*M+!
丁金宏等分析了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金凤君研究了我国航空客流网络

的发展及其地域系统*:#+(大规模的石油资源流动亦是一种类 $流%系统!涉及石油生产)
运输)加工和消费全过程!但目前学者对石油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区域石油资源的配

置方案及对石油运输线路体系的局部单元进行优化分析等!如郑嘉惠探讨了南阳原油的合

理流向*::+!杨上明探讨了我国原油资源配置的优化方案*:!+!薛飘等探讨了中国石化原油

管道的运营发展战略*:;+!钱建华探讨了中国石化油气管道的发展前景*:N+!姜阳建议加快

大型原油泊位建设)打造长江中下游原油运输的新格局*:"+(显然!资源配置与路径规划

应建立在总体把握石油流动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并且在我国石油资源流动全域化)全球化

的背景下!资源流动的规模)空间尺度及效应范围空前扩大!因而要深入研究我国石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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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空间配置及空间流动优化方案!保障资源供应!必然要从石油资源的宏观流动格局和

流场特征入 手!这 是 研 究 石 油 流 动 空 间 现 状)演 化 趋 势 及 其 优 化 方 案 的 基 础(本 文 以

:%%%年全国分省石油平衡表为基础!对!#世纪末期我国石油资源空间流动格局)流场特

征及流动轨迹进行基础性分析!为进一步探索其演化趋势)制定石油资源流动的优化方案

奠定基础*:$+(

!!石油资源流动包括原油流动和成品油流动!而原油的配置与流动和成品油的差异十分

显著!本文仅对原油流动进行分析(

:!我国石油资源的流动平衡

!!石油资源流动是区域石油资源产!需关系的动态平衡过程!表现为资源流入与流出两

大基本运动类型(石油资源的产!需平衡格局是资源流动的基础(

!!本文运用石油资源平衡方程分析我国涉油省 &市)自治区’的石油生产)消费与流动

特征(鉴于以研究石油流动关系为目的以及我国石油资源以加工为主的利用结构特征!在

建立平衡方程时!不考虑运输与利用过程中的资源损耗及具体的利用构成(平衡方程为"

!"O#"P$"P%&"Q’&" &:’

%&"O%("P%)" &!’

’&"O’("P’*" &;’

!!公式 &:’中"!" 为"区域一定时期内 &以下同’石油消费量##" 为石油生产量#$"
为石油资源库存变化情况 &正值表示消耗存量!负值表示增加存量’#

!!公式 &!’中"%&" 为石油资源输入量!%(" 为区际资源输入量!%)" 为资源进口量#

!!公式 &;’中"’&" 为石油资源输出量!’(" 为区际资源输出量!’*" 为资源出口量(

!!根据石油资源平衡方程!运用我国 ,:%%%年分省能源平衡表-的相关数据!得到表

:(由表:可知!我国涉油的!?个省 &市)自治区’中!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其余!$个

省 &市)自治区’都存在区内或区际间的石油资源流动(

!!为进一步分析区域石油资源的产.需关系及流动平衡类型!在资源平衡表的基础上!
采用区域资源自给率 &见表!’!即生产量与消费需求量间的比值!来测度各区域石油资

源的流动倾向!其概念模型*:?!:M+为"

+"O
#"
!"R:##

, &N’

!!其 中"+" 为"区 域 某 一 时 段 的 自 给 率!#" 为 该 时 段 石 油 生 产 量!!" 为 石 油 资 源 消

费量(

!!依据区域石油资源自给率!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流动平衡类型(从理论上来讲!当

!!+"":##S时!即#""!"!"区域为基本自给型#

!!+"""#S时!即#""!!"!"区域为半自给型#

!!+"#"#S时!即#"#!"!"区域为净补给型#

!!+"$:##S时!即#"$!"!"区域为净支出型(

!!根据我国!$个石油资源流动省 &市)区’资源产.需的实际情况!我们将$#S#+"
%:!#S的区域定义为基本自给型!N#S%+"%$#S的为半自给型!+"#N#S的为净补给

型!+"$:!#S的则为净支出型!由此得出我国各区域石油资源流动平衡类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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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我国各区域石油资源平衡表 "#"$%#

&’()#!&*+(’,’-.++/0’%12-23.405+21,(64+712-1-8*1-’"#"$%#

区域&"’ 消费量&!"’ 生产量&#"’ 库存变化&$"’
输入量&%&"’ 输出量&’&"’

区际输入

量&%("’
进口量

&%)"’
区际输

出量&’("’
出口量

&’*"’

全国 :M%N?4! :$### !4$ Q ;$$:4N Q ?:$4?
北京 ?!N4;$ # !4;! ?!!4#N # # #
天津 $#;4#! $M$4?! QN4NN NN4%M ::"4$N !;!4:" ?4?;
河北 $%N4" ";:4;: #4$? :!$4"% ;"4%; # #

内蒙古 :!$4;: ::N4M? ::4NN # # # #
辽宁 ;;$N4N% :N;#4;" Q:N4?M :"?;4#$ ;M;4:% ::4;; #
吉林 ?#M4;? ;"M4#! !4M: ;NM4"N # # #

黑龙江 :":?4$! "N"#4:% #4#M ?" # !M?%4;? ::!M4!M
上海 ::"#4% "N4?: Q:;4?M ?:"4%! N"#4!; "$4:M #
江苏 ::M;4%! :N"4!? !4%% ?!N4;" ;!N4#% :!4?M #
浙江 ?M"4M # :4#% !!N4?; ""%4%M # #
安徽 !%;4"? # ;4M? !!M4: $:4$ # #
福建 !%;4!$ # Q:#4#N ;#;4; # # #
江西 !M;4"$ # ?4#! !!M4"" N?4%% # #
山东 :N?M4NN !$$"4!; Q:#4$N :#4;! !"$4M; :!M;4:! :$#4:M
河南 ""%4$? "$"4N :!4?M :MN4M: # !#;4;! #
湖北 "?M4$" ?M4": M4: N%!4#N # # #
湖南 NM:4"M # ::4#; N:$4?: ";4MN # #
广东 :"?;4%$ :!MN4!! ::4N: # $%;4#N N:N4?: #
广西 "?4N" ;4" #4?" ";4! # # #
海南 $4;% # Q#4;; $4?! # # #
四川 ;M4M% !#4MM Q#4NN :M4N" # # #
云南 "#4:% ;4NN #4$M N$4#? # # #
陕西 NN$4#; N%$4?" Q"4:$ :;4?! # "%4!M #
甘肃 ?%N4#% N!4?" Q!4:: ?";4N" # # #
青海 "%4$! :M%4"% :4#; # # :;: #
宁夏 %!4$! :!M4!% # # # ;"4$? #
新疆 :##?4:; :?;%4$" Q:!4?" # NM4% ?$M4$? #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整理

表!!我国各区域石油资源自给率 "9#

&’()!!:+,3;<0==24%4’%1223.405+21,(64+712-1-8*1-’"9#

区域 北京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湖南 海南 上海 甘肃

自给率 # # # # # # # " "

区域 广西 云南 江苏 湖北 辽宁 吉林 四川 河北 广东

自给率 $ ? :! :N N; ": "N ?? M!

区域 河南 陕西 天津 宁夏 新疆 山东 青海 黑龙江

自给率 :#: ::: ::N :;% :?; :M# ;:M ;"%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

!!从区域石油资源的产!需关系来看!我国有:;个省 &市’为净补给型!这些区域石

油资源稀缺!北京)浙江)安徽)福建等几乎没 有 石 油 生 产!上 海)江 苏 等 产 量 极 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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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国各区域石油资源平衡类型

TBU4:!VD6WA3AGJBGU8E76X2YJZFI62B3WEZ6UB2GBG.DBGA

限!然其社会经济发达!石油消费量大!因而都具有最高的资源流入倾向(净支出型在我

国数量不多!只有黑龙江)青海)山东)新疆和宁夏等"个省 &区’!这些区域资源盈余

较大!特别是黑龙江与青海!具有最高的资源流出倾向(半自给型存在约"#S的资源缺

口!因而也具有较高的资源流入倾向(其中四 川 省 仅 有!#4MMR:#N8/年 的 微 量 生 产!辽

宁)吉林两省虽分别具有:N;#4;"R:#N8/年和;"M4#!R:#N8/年的较大规模石油产出!但

二省石油冶炼及石化工业发达!消费量大!省域石油 产 量 仅 为 其 消 费 量 的":S和"NS!
亦属资源流入型区域(对于基本自给型省份!河北和广东石油资源稍有缺口!具有一定的

资源流入倾向!但两省分别有";:4;:R:#N8/年和:!MN4!!R:#N8/年的较大规模的石油产

出!也具有较大的资源流出潜力!两省均可能由资源补给型的流入区转化为流入!流出复

合区(天津)河南和陕西等省 &市’!其石油资源稍有盈余!具有 一 定 的 资 源 流 出 倾 向!
但三省 &市’的石油消费量亦较大!也均可能由资源流出区转化为流入!流出复合区域(
可见!产)需规模均较大的基本自给型省份!在石油资源流动过程中的具体职能类型需视

区域实际的资源流入)流出规模关系而定(

!!我国各石油资源流动区域的流动职能

!!根据我国各石油资源流动区域资源流出倾向和流入倾向的关系!可划分为三种基本流

动职能类型"汇流中心!资源的流入倾向大于流出倾向!资源汇入性强#输流中心!资源

的流出倾向大于流入倾向!资源输出性强#交流中心!即资源流入与流出规模相当(

!!从石油资源平衡类型来看!汇流中心主要为资源净补给型和半自给型区域!包括:$
个省份#输流中心主要为净支出型区域!包括"个省份(可见!我国在整体上表现为全国

性的石油资源供不应求!汇流中心数量大)分布广!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集中输流和分散

汇流的特征(

!!基本自给型区域的情况比较复杂!仅通过资源流动平衡分析尚不能确定其流动职能类

型!为此!本文引入流动比率 &-"’概念!即区域石油资源流出量与流入量的比值(其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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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模型*:?!:M+为"

-"O
’&"
%&"

&"’

!!其中"’&" 为"区域某一时段的资源输出量!%&" 为该时段的资源输入量(

!!-" 值越大!表明区域石油资源的流出倾向越大于流入倾向!即资源输出性越强#-"
值越小!表明流出倾向越小于流入倾向!即资源汇入性越强#-" 值近似为:##S!表明流

出倾向与流入倾向相当!即资源交流性强(

!!根据石油资源流动比率!我国"个基本自给型省份的流动职能类型分为三种情况(

!!河北省-" 值为#!即省域内石油资源零支出!必须通过资源净流入以弥补域内产需

缺口 &自给率为??S’!因而河北省属于资源补给型的汇流中心(

!!陕西省-" 值为N;!S!即省域内石油资源的输出量远大于区外资源输入量!因而属

于资源支出型输流中心(

!!天津)河南和广东-" 值分别为:N%S)::#S和$#S!即省域内既有较大规模的石油

资源输入!又 有 较 大 规 模 的 石 油 资 源 流 出!因 而 三 省 份 均 为 流 入.流 出 复 合 型 的 交 流

中心(
表>!我国部分区域石油资源流动比率及其流动职能类型

&’()>!&*+,1/0151%64’%12’-5%*+30-.%12-%6=+23.405+21,3,2?1-<+@+4’,4+712-<238*1-’

区域 河北 广东 河南 天津 陕西

流动比率S # $# ::# :N% N;!

流动职能类型 汇流中心 交流中心 交流中心 交流中心 输流中心

!!基本自给型省域由汇流中心或输流中心转化为交流中心!究其原因!主要是交通指向

对资源指向的替代作用*:$!:%#!:+(通常情况下!在交通条件优越的省域!通过资源有进有

出的交流运动来实现区域石油动态平衡的成本相对低廉(具体来说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区域石油流输条件便捷(这类地区易成为石油集散中心!通过集中调配)流输资

源来提高自身的贸易流通收益!如天津和广东(天津地处环渤海区域中心!天津港是我国

北方重要的石油中转港!现有:"万8和:#万8级两个大型原油专业化泊位及一个总罐容

为:N#万@;的南疆石化小区!区内设有大型储油库和原油分配站#天津在长期的石油流

输过程中形成了贯通东北)华北!以港口为节点的航线.管道.铁路三位一体的立体通道

系统!是大港)冀东原油北上)西行)下海!东北原油西进入关以及环渤海进口原油快速

中转的枢纽#:%%%年原油出口量居全国第;位!进口量居全国原油基本自 给 性 省 份 第!
位*!!#!N+(广东是华南的原油产)运)销轴心地带!境内有湛江.茂名和广州.惠州两大

石油枢纽港组团!其中湛江是我国西行和南行远洋航线上航程最短的口岸!湛江港现有石

油专业化泊位"个!其中;#万8级油码头:座!并有库容%N4"万@;的油库!是目前中东

进口原油在我国的主要接卸港!也是华南重要的原油集散)中转基地#!##:年石油吞吐

量$!N万8!占全国主要港口石油吞吐量的!4$S#茂名北山岭港区也新建了!"万8级原

油单点系泊系统和M"万@;原油库(广州港作为华南最大的贸易口岸!!##:年全港完成

石油吞吐量;"#$万8!占全国主要港口石油吞吐量的:N4NS!其辅运码头...惠州大亚

湾港!##:年也吞吐石油$N$万8*!!!!;!!"!!$+!广东已成为我国南疆的石油调济中心(

!!二是区域石油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相对分离(这类地区石油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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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不畅!但两地恰分别临近便捷的流输通道!使其石油产量的直接流出与需求量的直接

流入均具有运费成本优势!促使域内形成资源有进有出的交流中心(例如!河南省地处中

原!境内有中原和南阳南)北两大石油基地!但其产)消相对分离!石油消费中心相对集

中于北部的黄河沿岸工业带!如濮阳)洛阳和郑州!而相对盈余的石油产量则集中于南部

的南阳地区(因此!北部消费中心主要通过陇海铁路输入西北石油!并有少量原油经临濮

管线汇入鲁宁管线!是西北)中原及华东的资源集散调济中心#而南部生产中心则有魏荆

管线连通魏岗与荆门)有陇海Q京广铁路连通洛阳与武汉*!!!!;+!使得南部地区成为石油

南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输流中心(

;!我国石油资源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流场特征

>)#!我国石油资源流动的空间格局

!!源地系统(六大石油输流中心构成我国石油资源流动的源地系统(从资源流 出 规 模

看!青海)陕西)宁夏三省区远小于黑龙江)山东和新疆三省区!因而源地系统的基本空

间格局呈现为以黑龙江)山东和新疆三大中心构成的直角三角形 &图!’!这一格局与我

国石油资源的禀赋格局相吻合(源地三角扼守我国东)北)西三大地带!且整体上位于我

国国土的北部!形成对我国西北)东北及东)中部石油集中利用区的辐射包围(

图!!我国石油资源流动的空间格局

TBU4!!VD6X7A8BA3X8ZFJ8FZ62Y8D6JZFI62B3Y32[BG.DBGA

!!汇地系统(十七个石油汇流中心构成我国石油资源流动的汇地系统(从资源流入规模

看!吉辽)京冀)甘肃)江浙沪三角洲和皖赣鄂湘沿江地区是汇地系统的主体!由此形成

以这五大中心为主体的直角梯形格局 &图!’!其与我国石化工业的空间分布相吻合(汇

地梯形区域整体环峙于我国国土的中南部!且重心偏东!形成对源地系统资源辐射的杯状

聚敛(

!!源汇复合系统(三大交流中心构成我国石油资源流动的源汇复合系统!即为资源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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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中转连接系统!其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为纵贯南北的钝角三角形 &图!’(其中天

津犹如源地三角区的重心!成为沟通三大源地的媒介中心#河南省犹如汇地梯形 区 的 中

心!既强化了东部石油消费重地的资源供给力度!又形成了对五大汇流中心的沟 通 与 调

济#广东省在源)汇系统未曾覆及的华南形成资源调济中心!辐射两翼的广西)云南)海

南和福建!保证了其石油来源!避免资源长途运输(可见!源汇复合系统的存在优化平衡

了全国的石油资源流输格局(

>)!!我国石油资源流动的流场特征

!!石油资源的流动从本质上讲是由于经济空间上存在着不同的石油资源位势值(所谓资

源位势值是指区域石油可供量的多少!正值为资源可支出量!在经济空间上形成高资源位

势序列!负值为资源需求量!在经济空间上形成低资源位势序列!高低位势间的梯度力正

是区际石油流动的推引力*:"!:$+(

!!本文根据 $我国各区域石油资源平衡表%&表:’中石油资源的输入量和输出量!用

等值线将相同资源产区内)相同流出规模的正向位势区域圈闭起来!形成输流等高线和资

源高位势中心#将相同资源经济区内)相同流入规模的负向位势区域圈闭起来!形成汇流

等高线和资源低位势中心!得出石油资源的空间位势格局 &图;’(由图可知!我国石油

资源位势呈周高中低)东密西疏)高低位势间隔分布的格局(东部高低位势间蕴含着巨大

的南北向流动趋势!并且域内资源供不抵需!形成对西部石油的强势吸引(而我国西部石

油资源的高位势中心值远大于低位势中心值!因而推动西部石油向东流动!形成强大的东

西流趋势(

图;!我国石油资源位势格局

TBU4;!VD67286G8BA3\A3F67A886ZG2YJZFI62B3BG.DBGA

!!石油资源在高低位势区域间的流动是资源流场形成的前提*!?+(因此!以主要源地为

标准!可将我国的石油流动划分为北部)西北)华东和华南四大资源流场 &图N’(

!!北部流场以黑龙江为首位源地!以吉)辽)京冀)津)江浙沪及皖赣鄂湘沿江地区为

汇地!以天津为第二源地!以北京为其主要汇地!而辽宁作为第 三 源 地!以 北 京 为 其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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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时!北部流场又分别以大连港)秦皇岛港和天津港为其资源出口地*!!!!;+(北 部 流

场的覆盖范围远及华北及东部部分地区!纵贯大半个中国!属于全国性流场!这是由大庆

油田的首位规模所决定的(

!!西北流场以新疆)青海)陕西和宁夏为源地!以甘肃)四川)河北)北京及河南为汇

地*!!!!;+!其覆盖范围远及西南)华北和东部!横跨整个中国!这与将我国西部作为 全 国

性油气替代基地的发展定位相符合!并与其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统一(

!!华东流场以山东为首位源地!以京冀)天津)河南)江浙沪以及皖赣鄂湘沿江地区为

其汇地!以河南为第二源地!以湖北)江苏为其主要汇地(同时!华东流场又以黄岛港为

其资源出口源地*!!!!;+!从其覆盖范围看属于区域性流场(

!!华南流场以广东为国内源地!以福建)广西)云南和海南为汇地#而以广州港和湛江

港为其进口油输流源地!以广东为进口油汇地*!!!!;+(从其覆盖范围看亦属于区域性流场!
充分发挥着地缘优势!就近)密集地转化石油资源!避免了石油资源的过 远 流 输 与 迂 回

流输(

!!从图N可见!北部)西北和华东三大流场相交于京冀两大汇地!北部和华东两大流场

相交于江浙沪及皖赣鄂湘沿江七大汇地!使这些汇地同时拥有!#;个资源供给地!诸路

互为补充!使石油流输具有较强的机动调济性(同时!在我国石油资源三大交流中心中!
天津是北部流场的起点之一!又是北部)西北和华东流场的终点#河南是华东流场的起点

之一!又是西北和华东流场的终点#而广东则既是华南流场的起点又是其终点(它们不仅

增强了某一流场内部的整体有机性!还形成对两个甚至多个流场的连接!扩展了流场内部

及流场间的石油流动联系!有利于增强石油流动的余缺互济性与资源安全性*!M+(

图N!我国石油资源流场分布

TBU4N!VD6IBX8ZBWF8B2G2YJZFI62B3Y32[YB63IBG.DBGA

N!我国石油资源的流动轨迹

!!石油资源流动轨迹是在石油产!加!贸空间与石油流输空间的耦合作用下形成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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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标决策路径(本文在我国石油流场格局下!通过对国内)国际石油贸易与转运资料的

分析*!!#!;+!勾勒出!#世纪末我国石油资源省际流动的轨迹骨架 &图"’(其显著特征为"
&:’石油资源流动的区域较广)规模较大!可分为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和华南五大密

集区#&!’石油资源的流输通径类型多样!包括输油管道)铁路)内河航线)远洋航线和

公路等!其中东北)华北区以管道流输为主!华东)华南区以管道 与 航 运 相 结 合 方 式 为

主!西北区则以管道与铁路相结合方式为主(

图"!我国石油资源流动轨迹

TBU4"!VD68ZAJ]2YJZFI62B3Y32[BG.DBGA

!!东北区石油流动北起满洲里)东至抚顺)西临秦皇岛)南缘大连鲇鱼湾!线路密度较

高(以大庆为首位输流源头!汇同俄罗斯进口石油!分别向哈尔 滨)铁 岭 和 通 辽 三 路 并

发(其中庆铁管线为干流!占大庆原油外输量的%#S以上!其在铁岭又分流为铁大)铁

抚和铁秦三大年输油 能 力 约 为!###R:#N8的 支 流!使 铁 岭 成 为 东 北 区 最 大 的 输 流 节 点#
沈阳为第二大节点!鞍山为三级节点!使东北区石油流动轨迹呈现显著的树状网络结构*!!+(

!!华北区石油流动北起北京石楼)西抵石家庄)东南至临邑!由京秦输油管和京沈铁路

在秦皇岛与东北区相接(在北京连接任京管线和京沈铁路天津!北京段两条汇流支线!其

中任京线又在任丘分为任沧和石任两线!并分别交于沧州和石家庄!起着汇同华北)大港

和冀东油田原油共同进京或西进石家庄的流输职能#同时!任沧线在沧州连接孔沧线和临

沧线!起着引导大港石油东进任 丘)南 下 临 邑 的 流 输 职 能*!!!!;+!从 而 使 华 北 区 石 油 流 动

轨迹呈现出以北京为根结的单枝二叉树状结构(

!!华东区石油流动西北至洛阳)西南抵岳阳)东北临东营)东南接宁波大榭岛!在临邑

与华北区相连!在海上由天津!上海航线与华北区相接!由黄岛!大连)上海!大连等航

线与东北区对接*!;+!是一组以临邑)洛阳和南京为枢纽的多中心)$"%字形结构!其中

陇海线咸阳!洛阳段)中洛管线 &濮阳!洛阳’)濮临管线)东临管线)东黄管线以及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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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港航线构成了 $"%字形的上横线!大榭岛远洋航线)海进江航线和长江中下游航线构

成了下横线!而鲁宁管线)京广铁路洛阳!武汉段及魏荆!潜荆管线则分别为三纵线(

!!西北区的石油流动西北起阿拉山口!西南至塔中!东北由京包铁路与华北区相连!南

抵成都!东南于咸阳接陇海铁路!与华东区相连*!!!!;+!呈现出以兰州为中心的 $K%形结

构特征!其中以克乌管线!兰新铁路.陇海铁路为K形的 $&%轴!青藏!兰青.包兰

铁路为K形的 $/%轴!而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则是 $&%轴上的两个次中心(

!!华南区的石油流动以广州!惠州)湛江!茂名为双中心!西至昆明)东临泉州港)南

及海口*!!#!;+!呈现出 $L%形的结构特征!其中湛江!茂名近海航线及南昆!黎湛铁路

为其 $&%轴!广州!惠州近海航线及广州至湄洲湾航线为其 $/%轴!广州!惠州与湛

江!茂名的远洋航线合为L形的 $"%结构(然而!华南区缺乏通往其他四区的长输管

道!加之!#世纪末东北)华北及华东区石油下海量的减少!从而割裂了华南区与其他四

大区的原油交流!使之成为孤立的石油流动轨迹区(

!!在我国的石油资源流动轨迹中!还广泛存在着各类流输通径间的串联与并联现象(例

如!沈丹铁路与中朝管线在丹东对接!中东!大榭岛远洋航线与海进江航线在宁波大榭岛

相交!湛江港远洋航线与茂名!湛江管线在湛江相连!京广铁路与长江航线交于武汉!魏

荆管线!陇海铁路与靖咸管线交于咸阳)与中洛线交于洛阳!兰新铁路与克乌管线交于乌

鲁木齐)与轮库!库鄯管线交于库尔勒!而让胡路!通辽!京沈铁路则与庆铁!铁秦!京

秦管线并联输流等*!!!!;+(由此可见!我国 石 油 资 源 流 动 轨 迹 的 网 络 化 较 发 育)连 接 度 较

好!充分发挥了多种通径的综合流输效益!不仅能够满足我国主力油田的资源外输与主要

石化基地的资源供给要求!而且强化了石油资源的多路运输!进一步扩大了石油资源的流

动覆盖范围!提高了资源的互济能力和流输的灵活机动性!降低了石油供给风险*!M+(

"!结论与讨论

!! &:’石油资源的产!需平衡格局是资源流动的基础(我国!$个石油流动省 &市)自

治区’分属于基本自给型)半自给型)净支出型和净补给型四种石油资源流动平衡类型!
并可划归为输流中心)汇流中心和交流中心三大流动职能类型(

!! &!’我国在整体上表现为全国性的石油资源供不应求!汇流中心数量大)分 布 广!
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集中输流和分散汇流的特征(

!! &;’我国石油资源流动源地系统的空间格局为以黑龙江)山东和新疆三大中心构成

的直角三角形!汇地系统的空间格局为以吉辽)京冀)甘肃)苏浙沪和皖赣鄂湘沿江地区

五大中心构成的直角梯形面域!源汇复合系统的空间格局为纵贯南北的钝角三角形(

!! &N’依据石油资源位势格局可将我国石油流动空间划分为北部)西北)华东和华南

四大资源流场(其中北部和西北流场属于全国性流场!华东和华南流场属于区域性流场(

!! &"’北部流场的石油流动轨迹在东北区呈现以铁岭)沈阳和鞍山为节点的树状网络

结构#在华北区为以北京为根结的单枝二叉树结构#西北流场的流动轨迹形态为以兰州为

中心的 $K%形结构!华东流场为以临邑)洛阳)南京为枢纽的多中心 $"%字形结构#
华南流场则为以广州!惠州)湛江!茂名为双中心的 $L%形结构(

!! &$’我国石油资源的流输通径类型多样!包括输油管道)铁路)内河航线)远洋航

线和公路等(不同类型的流输通径之间广泛存在着并联与串联流输现象!充分发挥了多种

通径的综合流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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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尝试用资源流动理论来研究我国石油资源的空间配置!但本文仅对原油流

动进行了分析!未考虑成品油!今后的研究中应分析采油区 &油田’和炼油厂的分布!共

同作为石油资源流动的 $源地%(此外!由于!#世纪末期国际因素对我国原油流动的扰动

作用还相对较小!:%%%年我国原油供给的对外依存度为:$S!并且石油进出口地的数量

较少!在空间上亦仅为零星的点状或小集团状分布!因而本文对国际市场)特别是进口石

油对国内石油资源流动场的影响分析不多!但随着我国石油资源国际拓展进程!目前我国

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达;"#N#S!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市场对我国石油

资源流动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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