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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石油产业经过 20 多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践和探索，市场结构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 但面

对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要求和加入WTO的严峻挑战，目前我国的石油产业仍缺乏一个有效运作的市场

竞争机制，整体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文主要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对中国石油产业市场结构的格局和效率

进行实证分析，并以新形势下国内石油产业竞争的策略性行为研究为出发点，提出中国石油产业向有效竞争市

场结构目标模式过渡的对策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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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石油产业市场结构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石油产业市场集中度的分析

市场集中度是刻画产业市场结构性状和大企业市场控制力的一个概念。 一般而言，集中度

越高，市场支配势力越大，竞争程度越低。 测量一个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可以使用两种方法，一是

绝对集中法，二是相对集中法。 绝对集中法包括产业集中度数 CCRn汃赫芬达尔指数 CHI汃海纳
一凯指数CHKI) 、＇墒指数(EI) 等；相对集中法包括洛伦茨曲线 (Lorenz Curve) 和基尼系数 (Gini

Coeficient)等。 二者相比较，绝对法主要反映的是领先企业的集中程度，而相对法则反映了该市

场企业规模的差异程度。 根据实证研究的需要，加之受石油产业财务数据透明度较低的制约，本

文对中国石油产业集中度的分析将主要选用产业集中度指数 CCRn)来衡量。 CRn 指数是指某产

业中前几家最大企业的有关数值占整个市场或产业的比重，式中 n 通常取4或8。
I w 

CRn = I; xi/ I; xi 
i=) i=J 

其中沁是指居千该产业第叶立企业的销售额、产值、产量、职工人数、资产额；t 为要计算的

大企业数目；w表示全部企业数。 本文在考察中国石油产业的集中程度时，将利用各石油集团公

司（或总公司）、石油企业和石油加工企业的油气产量和原油加工噩等数据计算 CRn 指数。 一般

地讲，这一指标数值越高，表明产业垄断性也就越高，它综合反映了企业数目和规模分布这两个

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1. 石油产业总体市场集中度分析。 从石油产业这个大的层面上来说，中国石油产业实际上

只有有限的几家企业。 1998 年产业大重组前仅有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CNPC入中国石油化

工总公司 (SINOPEC)、海洋石油总公司 (CNOOC)、新星石油公司 (STAR) 等几家企业。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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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中国石油产业进行总体改组，通过资产划转，新组建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2000年3月，国务院将新星石油公司整体并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原有的

海洋石油总公司构成了中国石油产业组织的新结构。 三 大公司市场集中度见表1和表2。
表1 重组前中国石油产业总体市场案中度分析表(1997)

总公司 油气生产 原油加工
产蜇（万吨） 占全国比重（％） 加工量（万吨） 占全国比重（％）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14493.8 88.91 2221 14. 45
中国石化总公司 12489 81. 24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1669. 5 10. 24
三大总公司合计 16163.3 99. 16 1470 95.69 
全国 16301 100 15375 100 

注：本表选择1997年的数据，是因为该数据是重组前的最新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石油经济》1998年第2

期氐及1999年第3期第54页。
表2 重组后中国石油产业总体市场集中度分析表(2000年）

集团公司 油气生产 原油加工
产量（万吨） 占全国比重（％） 加工量（万吨） 占全国比重（％）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北方公司） 10788. 1 65.08 7884 38. 96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南方公司） 3763.26 22. 70 11174 55. 21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1796.6 10. 84
三大公司合计 16347. 96 98. 62 19058 94. 17
全国 16577, 3 100 20238 100 

2 

注：（1）北方公司和南方公司的划分是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为北方公司，黄河以南为南方公司；（2）中国石
油产业以海水深度5米为界，海陆分割。 水深5米以下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领地，水深5米以上为陆上石
油企业经营的场所。 资料来源：《国际石油经济》2001年第2期第42页及有关石油统计资料。

从集中度这个指标来看，不论是重组前还是重组后，中国石油产业一直保持一种高垄断型市

场结构。 重组前，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垄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上游），

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为99. 16%，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垄断石油加工业（下游），加工量占全国的比

重为81.24%，三大公司实行上下游分割垄断，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微弱。 重组后，三大集团公

司实现了上下游一体化经营，业务上相互交叉，打破了上下游分割垄断的局面。 但由于石油、石

化、海洋分处陆上的北方、南方及海上，而海上又形成了地域分治新格局。 同时，三大集团公司的

油气生产和油气加工量仍占全国的98. 62％和94. 17%，垄断依然存在。 所以从总公司层面上分

析，石油产业是一种分割分治和垄断经营的市场结构。

2. 石油企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虽然，从国家的宏观管理上，石油产业是划分为上述几家大

型公司，但在国内企业排序及工业经济统计等很多场合，上述几家大型公司下属的各石油天然气

开采企业和石油加工企业又是作为单个独立的企业来对待的，因此，有必要在这个层面上对石油

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再作进一步详细分析。

(l)上游企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对企业市场集中度的分析时点选为1987年、1997年和2000

年，原因是：1987年底的数据是各个石油管理局全变成为企业的起点数据，1997年是石油产业以

企业形式发展后的状况，且能代表产业重组前的企业发展状况，并与前述总公司层次分析保持一

致；2000年是产业大重组后石油企业发展的最新数据，这三年的数据对于石油开采企业市场集

中度的分析具有代表性。 具体集中度分析见表3。

按照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完全竞争型、不完全竞争型、寡占型和完全

垄断型。 但是这种分类方法运用在对照具体产业进行市场结构分析时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在

实践中一些产业经济学家以实证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一些便于操作的量化分析方法。 其中以日本

学者植草益的分析方法最为著名。 植草益依据市场集中度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四种：极高寡占型

（C凡＞70％入高、中度寡占型(40%<C凡<70%）、低集中竞争型(20%<C凡<40%）、分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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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C凡<20%）。 根据植草益所提出的判断标准，石油开采业属极高寡占型市场结构，只是从

1987 年到 2000 年，市场集中度才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递减趋势，垄断程度有所降低。

表3 石油产业上游企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年份
CRnC%) 8家企业名称及产扯（万吨）CR1 CRi CR8 

1987年 41 79 94 大庆(5577)胜利(3175)辽河(1151)华北(797)中原(690)新疆(579)
大港(421)吉林(287)

1997年 34 70 84 大庆(5623)胜利(2811)辽河0520)南海东部0295)新疆(882)华北(471)
大港(439)塔里木(422)

2000年 32 64 78 大庆(5323)胜利(2682)辽河(1413)南海东部(1295)新疆(936)长庆(485)
华北(460)塔里木(443)

资料来源：《国际石油经济》2001年第2期第42页。

(2)下游企业市场集中度的分析。 由千资料所限，对下游企业市场集中度的分析仅限于石油

加工企业，石油化工企业不在此分析范围。

表4 石油下游企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年份 诠国原油加 CRn(%) 
1丁量（万吨) CR1 C民 C凡 前8位企业名称及加工量（万吨）

1985年 8143 9.66 30.48 57. 39 抚顺(786.5)燕山(589. 5)绵州(555. 5)齐鲁(550.5)金陵(472.2)茂
名(466.1)大庆石化(461.4)大连石化(431.8) 

1990年 10724 7.47 23. 71 40. 77 抚顺(801.4)燕山(654.4)茂名(554.3)金陵(532. 5)齐鲁(487.6)大
连石化(469.1)大庆石化(449. 3)高桥石化(432.5) 

1995年 13501 5.24 20. 21 36.45 抚顺(708)齐鲁(706)茂名(669)燕山(645)金陵(578)镇海(550)大
庆石化(536)大连石化(529)

1996年 14232 5.24 19. 69 35. 27 抚顺(746)茂名(712)齐鲁(711)燕山 (633)镇海(594)金陵(564)大
庆石化(543)大连石化(517)

1997年 15373 4.92 18. 84 33.97 茂名(756)抚顺(756)齐鲁(727)燕山 (657)镇海(656)金陵(581)大
庆石化(554)高桥(535)

1998年 15239 4. 74 17. 93 32.25 茂名(722)抚顺(699)齐鲁(673)镇海(639)燕山 (602)金陵(555)高
桥(522)大庆石化(503)

1999年 16785 4.86 17. 24 30.06 茂名(816)镇海(733)齐鲁(679) 燕山 (666) 金陵(582)广州 石化
(560)上海石化(532)高桥(617)

2000年 20238 5. 20 18. 07 31. 51 茂名(1052)镇海(1050)抚顺(803)齐鲁(751)上海高桥(700)燕山

(694)金陵(679)广州石化(649)

资料来源：GNPC和SINOPEC年鉴及有关石油统计资料。

对照日本学者植草益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并结合表4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石油加工业

属低集中竞争型市场结构。 从表4我们还可以看出，在石油加工量持续大幅增长的同时，石油加

工业市场集中度却持续下降，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石油加工业的增长和发展走的是非集

中和非集约的道路，这种增长和发展模式，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批评。

从上述对石油产业市场集中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石油产业总体市场结构，还是石油企

业的市场结构，从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上来看，它们都属千垄断竞争这个大范围的市场结构类型。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上游）的垄断程度较高，属寡占型市场结构；石油加工业的竞争程度较高，属

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石油产业管理体制是部门封闭、区域分割，所以，

尽管存在这样一种市场结构，其实质上的竞争程度还是很低的。 只是在客观上有这样一种结构

存在，为市场机制的形成营造了较好的宏观框架条件。

（二）中国石油产业的规模经济分析

1. 石油企业规模水平。 利用集中度指标来分析市场结构，主要反映了产业内企业规模的不

均衡程度，反映了该产业的企业集中状况。 但是这个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产业企业规模的

绝对水平。 因此，为了解中国石油产业的绝对规模水平，除了集中度以外，我们还须对石油产业

的规模经济水平作进一步的分析。 所谓规模经济，是指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而出现的生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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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扩大。 具体表现为
“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向下倾斜。 在某种意义上说，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上的最低点就是“

最小有效规模＂，即 MES(Minimum Efficient Scale)。

由于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的主要业务是勘探开发，其规模经济效益相 对来看不很明显 ，特别

是勘探业，知识含量更多一些，勘探成果很大程度上依靠地质理论和对资料的分析；有一些低产

的油、气区块，小规模企业开采可能盈利，而大规模企业开采可能效益不好。 因此，勘探开发环节

并不一定是企业规模越大越好，所以 对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规模水平的分析具有不确定性。 而

对千石油加工企业而言，其规模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据对石油加工企业的测算，年产5 00万吨的

炼油厂与年产 25 0万吨和100万吨的清形相比，单位产品投资分别比后两者低23％和49%，平

均产品成本分别低2.6％和 8. 1%，而劳动生产率分别高8 7％和377 %，人均创造的利税分别高

12 9％和1083%（戚聿东，1999)。 因此，我们对石油企业规模水平的分析就以石油加工企业为主

要分析对象。1999年中国石油加工企业规模结构如表 5 。

炼油生产规模
250万吨／年及以上

50-250万吨
50万吨以下

合计

表5 中国石油加工企业的规模分布(1999年）

企业数（个）
42 
12 
66 

120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有关石油统计资料计算得出。

所占份额（％）
35 
10 
55 

100 

按照国际常规，年炼油生产规模2 50万吨为 MES ，则中国石油加工企业的规模水平见表6:
表6 石油加工企业规模经济分析表(1999年）

企业平均产量占 M区的比例 1MES 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 1 企业开工率
56% 35% 67. 32%

资料来源：根据表5及有关石油产业统计资料计算得出。

由表6可以看出，石油加工企业平均规模占其经济规模的56%，而达到 MES 的企业仅占到

石油加工企业总数的 35%，且企业开工率仅为67.32 % （同期美国石油加工企业 开工率为

92. 7%），这三个指标都反映了中国石油加工企业规模处于 较低的水平。
2.石油产业总体规模水平。 从石油产业总体层面上的大型石油公司来分析其规模不能简

单地套用上述企业规模评价方法 ，因为大型石油公司均是上下游一体化的集团公司 ，内部产品结

构复杂，无法确定一个总的 MES 作为比较的依据。 为此，我们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

见表 7。
表7 中外石油公司规模比较表(2000年）

石油储量 石油产 炼制能 油品销售 总收人 总资产 ．原油生 “原油 人均资产 人均收入公司名称 产成本（ 加工成本（亿吨） 扯（亿吨） 力（亿吨）量（亿吨） （亿美元） （亿美元）美元／桶） （元／吨） （万美元） （万美元）

埃克森美孚 16. 67 1. 28 3.8 4.00 2104 1490 3. 6 147 210 
BP阿莫科 10.47 0. 96 1. 59 2. 9 1481 1439 2. 6 (140) 134. 49 138. 16

壳牌 13. 36 1. 14 1. 46 2. 7 1492 1225 3. 1 (1 67) 128. 9 157.05
埃尼集团 4. 69 0. 37 0.39 0. 53 458.5 563.6 80. 5 65. 52
中国石油

庆然气集团公司
17.89 1. 11 1. 08 0. 46 417 793 11. 3 231 17.98 9.45 

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

4.04 0. 34 1. 3 0. 68 397. 7 420. 1 13. 3 206 8.27 7.82 

注：＊该栏数据分别为1996年埃克森、BP、壳牌公司 数据和1998年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数据。 ＊ ＊ 
(140)和(167)两数据分别为1998年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平均原油加工成本，中石油和中石化原油加成本为

1998年数据。资料来源：根据各公司年报数据计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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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可以看出，对于石油储量和产量以及炼油能力接近国际大石油公司规模的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其原油生产成本、原油加工成本及人均资产和人均收入却

大大低于国际水平，尤其是最能反映规模经济效益好坏的成本指标与世界相比差距较大，说明石

油产业总体上也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石油产业的经营效率低下并不

完全是由千产业组织理论所阐释的规模不经济，而主要是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

大而

全
＂

。 这些
“

大而全
＂

的石油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能影响国家石油产业政策的制

定，使其在事实上拥有一定的超市场能力。 也就是说，中国石油产业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并不是市

场作用的结果，国家石油公司的巨大规模也不是由规模收益长期积累转化而来，从而大的石油企

业规模也就不意味着更高的利润回报。 明确这一点区别，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中国石油产业现

实的规模结构状况和讨论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但有效的市场竞争会促进石油产业

规模经济的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也有利于石油产业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并在中国石油产业市

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三）中国石油产业的进入壁垒

从理论上分析，进入壁垒是与垄断力量相联系的。 产业进入壁垒越高，进入愈困难，进入的

厂商也愈少，从而愈容易产生垄断。 反之，进入壁垒越低，进入愈容易，进入的厂商也就愈多，产

生垄断的可能性就较低。 显然，进入壁垒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进入，妨碍潜在进入者的竞争。 在中

国，石油产业的进入壁垒主要是政策性壁垒，表现为政府的严格进入管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6年颁布并执行的《矿产资源法》（后于1996年8月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
“

矿产资源属于国

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

。
“

国有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
”

。

“开采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等特定矿种的，可以由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

采矿许可证
”

。 根据《矿产资源法》，国家对石油产业实行特许经营，授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从事陆上及海上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特许以外的

企业禁止入内。 只要上述三大公司所属的国家石油企业在某个地区安营扎寨，这片资源就不能

由他人开采。 除了政策性壁垒外，中国石油产业还存在资源性壁垒、技术性壁垒、规模经济壁垒、

巨额的资金及沉淀费用壁垒等。 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准入成本相当高。 正是由千我国

石油产业市场准入条件较严和准入成本较高，新的竞争主体很难进入，这不仅不利于竞争机制的

完善，而且如果某一家石油企业出现问题，使其退出市场也就更难了。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石油产业巳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正逐渐向有限竞争的市场结构过渡，

市场中增强竞争机制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但中国石油产业市场准入方面的壁垒仍然相当高。

（四）中国石油产业产品差异化分析

产品差异化是指在一些市场上，同一类产品群存在明显的差异，有不完全的替代性。 在市场

经济中，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实际上是生产同种产品企业之间的产品竞争，竞争的关键在千产品必

须具有差异性。 差异性的存在，才能使产品赢得消费者的偏好，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和较高的市

场占有率，提高集中度水平。 尽管石油及其石油产品从综合概念上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原油

及其油品品种的不同、产品附加利益上的差别等），但就石油及其石油产品实体本身或内在质量

特性上来看，其差异并不是很大甚至微乎其微。 就目前情况来看，石油及其石油产品上存在些许

差异也仅仅表现在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上所占有的优势，以及石油及其石油产品适用性限制上

的有所不同，其他方面的产品差异表现程度很低或是消费者体会不到（或消费者没有必要重视）

其间的某些差别。 正因为如此，国外石油公司通过提高服务水平、树立品牌形象、增加广告投入

等手段来创造差异，以提高竞争优势。 而在石油供不应求、石油产业市场化程度尚低的中国，国

内石油公司之间业务能力、服务水平的差异都微乎其微，以服务、品牌、广告等手段创造产品差异

化的意识不足，这必将影响中国石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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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石油产业目前仍处千三大国有石油公司高度垄断的市场

竞争格局之中，市场准入的高壁垒阻碍了其他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缺乏市场形成的高集中度所带

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整个中国石油产业的市场格局亟待重新整合，整体竞争实力有待进一步提

升。 所幸的是，目前中国石油产业已显现出向真正意义上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过渡的趋势。

可以期待，中国石油产业在市场化改革中所作的效率努力，会在未来若干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

二、中国石油产业市场结构优化的构想

（一）市场结构标准

第一，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石油产业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关键时刻，放开民间资本的市

场准入十 分必要。 由于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平衡中外石油产业发展速度，促进民族石油产业发

展，需要民间资本的市场参与。 我国加入WTO后，对国内石油产业的保护期只有5年，此后中

国石油产业将对外资逐步全面开放。 为应对国际石油公司强大实力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国

石油公司力量，提高其管理水平，保证其经营质量等措施外，还应该以民间资本经营机制上的优

势，给中国石油产业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为此，在石油上游领域，应该允许并鼓励有资质的中国

民营企业在上游领域进行不受地域限制的竞争，打破海、陆界限；在石油下游领域，有必要再次进

行产业改革，以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竞争者进入市场。 在批发领域（进口中转站、储存、运输和配

售）和汽柴油零售领域，应当动员中国的民间资本参与；在炼油领域，也应对民间投资者开放，允

许他们改造和新建炼油厂。 当然，无论是勘探开发、炼油，还是油品的批发和零售都必须设置进

入市场的最低规模要求，以提高石油产业上下游的规模经济，实现有效竞争。

第二，中国石油产业加入WTO后会面临国际石油公司进入的强烈竞争，这不仅有利于形成

竞争性市场机制，而且能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和专门技能。 数十年的国际经验表明，发现和开发

石油天然气储量的最佳途径是允许运用广泛的勘探思路和工程技术，国际石油公司是传播这些

思路和工程技术的重要媒介。 这些国际石油公司被允许进入先前由国有企业占优势的领域之

后，往往就能通过自身的活动，使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速度和效率发生变化。 同时，通过它们的

竞争也通过其
“

示范效应＂

，国际石油公司的存在对现有公司可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推进中国

石油产业的有效竞争。

第三，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还要求加快国有石油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

化。 首先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而技术更新周期的大大缩短

以及新的替代技术的出现，进入石油市场的技术经济壁垒相对降低，石油已从一个过去由于
“

自

然垄断
“

必须由政府独资建设的产业转变为具有高利润的一般寡占型产业。 其次，从全球石油产

业发展的大趋势看西方国家石油产业放松管制，破除国家垄断后，企业重组，跨国资本结合以及

全球业务性和区域性的合作已经成为近年来世界石油产业发展的新潮流。 再次，市场的需求与

现有体制极不适应，一方面石油产业以外的投资者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进入石油市场的要求日

益强烈；另一方面就今后国民经济发展趋势而言仅靠少数几家国有独资企业也无法满足社会对

石油及其石油产品的需求。 这些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要求石油产业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 由

于石油是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它既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基础性

的作用，因此石油产业的产权多元化应该是以国有产权为主体的多元化。 当然，产权结构的组成

会因时因地因业务而有所变化，因时因地是根据不同时期各地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因业务是指

对一些具体的业务，产权结构可能会有所不同，如对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及管输等业务要保证国

家的可控性和主导性，应以国有产权占主导地位，而对石油技术服务、炼化、销售等业务，可能不
一定以国有产权为主，但总体上看，产权的多元化是以国有产权为主。 产权多元化的实现可以分

三步走：第一步组建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产权主体的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两级法人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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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资公司；第二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通过内部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的分离，股份上市

增加公众吸纳法人股；第三步分别以母公司、股份公司和存续公司为主体进行多层次的产权多元

化组合。产权多元化的途径可以有：（1）吸收法人企业加入。 如一些有实力的金融企业、风险投

资企业等，还可包括同一行业的石油企业。(2)面向整个社会直接融资上市。(3)吸引国外资本

与国外石油企业合作。上述实现产权多元化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经过近几年的重组改制已基本完

成，当前和今后需要努力跨越的是第三步。

（二）企业行为标准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证明，石油产业的竞争不可能以价格竞争为主，只能以非价格竞争（即

品牌、管理、营销、广告、服务水平、企业形象和重组等）为主。而以非价格竞争作为竞争的主要手

段，正是石油产业形成有效竞争格局的必要条件。 目前中国石油产业的非价格竞争水平较低，尤

其是两大国有石油集团公司拥有庞大的生产服务和工程技术服务队伍以及广泛的加油网点布

局，这是它们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所在。但是，如果遍及全国的生产服务和工程技术服务队

伍以及加油网点配置不与优质的服务连接起来，那么，规模优势不仅难以得到真正的发挥，而且

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些服务队伍和网点甚至还会有逐渐萎缩的可能。可以想象，外国石油公司进

入中国市场后，必将会充分发挥其生产服务和工程技术服务以及零售服务的高效率来参与中国

石油产业的市场竞争，在这方面，外国石油公司无疑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中国石油企业必

须在品牌、管理、营销、广告、企业形象、服务等方面学习外国石油公司的先进经验，使中国石油产

业能够与外国石油公司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竞争，以获得远远大于价格竞争的市场收益。

另一方面，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还鼓励石油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行为。近年来，为打破垄

断，在国内营造一个成熟的、竞争性的石油经营市场，逐步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石油企

业，中国石油产业进行了三次大的重组：第一次是由政府主导在 1998 年 6 月实行政企分离，将两

个原有的行政性公司，即CNPC和SINOPEC的行政管理职能交回政府，同时将这两个石油企业

改组为南北两大集团公司；第二次是 1999 年在两公司核心资产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次是2000—2001年在证券市场上进行公开募集和挂牌上市。经过三次大规模的重组，

无疑使石油产业完成了一次整体性变革：产业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原来上下游分割、海陆分割、内

外贸分割的石油产品市场，正在被上下游一体化、产销一体化的企业格局重新划分；半行政的企

业在业务的聚合与剥离中脱胎换骨；石油产业比较强烈的计划运作机制正被日益规范的市场化

运作所取代。这一系列的重组、海外上市，将对石油产业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石油企业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思想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的计

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在产业层面上，三大国家石油公司

地域分割垄断的局面依然存在；在企业层面上，由于历史原因，企业
”

大而全
”

、“小而全
＂

，结构雷

同，能力过剩，人员大量富余，资产大量闲置。特别是下游石油加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市场集

中度低等问题亟待解决。同时，国际国内市场的急剧变化也对石油企业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所以，进一步实施企业重组就成了题中之意。石油企业应按照市场原则，通过产权流动、整合，以

及与此相伴的企业治理结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等的改造，使企业在重组中保持发展活力，促进

有效竞争市场结构的形成。

（三）市场绩效标准

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能够推动石油创新活动的全面开展。 面向新世纪的石油产业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一是世界经济越来越走向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二是国际石油并

购浪潮风起云涌，石油企业规模趋千大型化；三是知识经济开始形成，企业生产经营向网络化、信

息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四是国际石油监管放松；五是国际石油战略联盟发展迅速。石油产业经

营环境的这些变化，给中国石油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下，石油产业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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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西方石油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事物：

广泛采用的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的合作方式，不断形成的新市场，浪潮般地冲

击着石油领域，给石油工业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带来了巨大改变。 概括而言，石油产

业的创新就是通过新的产品与服务、新的组织机构与经营方式以及新的制度安排构成的对石油

产业市场结构及运行机制产生的变革。 无疑。 石油产业创新对经济和石油产业的良性发展将起

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石油产业创新是一种高成本和高风险的活动，只有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才能

形成为创新者提供报酬补偿机制，从而推动石油产业的市场竞争取得更高的营运效率。

三、结论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石油产业市场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产业层面上的分割分治及

垄断经营，以及企业层面上的低集中度与规模不经济，同时还存在着较高的进入壁垒。 面对市场

经济不断深化的要求及加入WTO的挑战，整个中国石油产业的市场格局亟待重新整合优化。

当务之急是降低中国石油产业的进入壁垒，鼓励有资格、有实力的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进入，建

立有一定开放度的石油大市场；促进石油企业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

以非价格竞争为手段，实施石油企业的持续重组战略；通过产品和服务、组织机构与经营方式以

及新的制度安排等创新活动，促进石油产业市场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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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ket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for China's Petroleum Industry 

YANG Rong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Xian Petroleum Institute,Xian 710065,China) 

Abstract: After twenty-odd years,reform,the basic market structure of China's petrole

um industry has been initially formed , But, facing the demand of market economy and severe 

challenge after the access to WTO, China's petroleum industry is still short effective mecha

nism for market competition,and the whole competitive capacity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rength

en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positively analyzed the pattern 

and efficiency of market structure for China's petroleum industry, and gave some concrete ad

vice on tuning towards goal model of market structure for effective competition. 

Key words: petroleum industry; market structure; concentration; entry barriers; scale e

conom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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