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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模式探讨

一、我国石油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模式分析

1. 贸易式。贸易式是指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与目标国建

立起流通渠道和业务关系，同时熟悉环境、积累经验，为以后

的进一步跨国经营做准备。以这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优点

是风险相对小，而且石油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需求也相对较高；

缺点是涉及到东道国的利益，易受到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的影

响，而且不能完成我国石油企业的战略目标。贸易式分为直接

出口模式和间接出口模式。直接出口是指不通过境内经销商

直接向境外市场出口，可以与目标国的进口商合作，也可以在

目标国直接设立销售机构；而间接出口是指利用本国的出口

中间商进行出口，这种贸易方式无需建立分支机构，可节约成

本、降低风险，但是对产品进入过程控制度降低。还有一种方

式就是与目标国签订长期石油购买合同。我国石油的需求量

大，为了能够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来源，我国需要采用这样的

传统方式。

2. 投资式。

（1）购买储量。就是出资购买外国的原油储量。购买储量

有以下几种方式:直接收购已探明尚未开采的油气储量、收购

拥有一定储量的小石油公司、购买已开采但还有一定剩余可

采储量的老油田。这样的方式风险小、收益少，进一步提高老

油田采收率也不容易。因此，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2）并购公司。并购通常有项目中标、要约收购、现金收购

和股本置换等方式。我国石油企业采用较多的是现金收购。

（3）获得勘探开发股份的转让。许多国际石油公司为了分

散风险，会转让一部分获许可证区块的勘探开发股份。我国石

油企业可受让获得部分区块的勘探开发权进入国际市场。这

样做的优点是转让方将提供大量有效的信息资料，利用这些

有效资料有利于评估从而减少误差、降低风险；缺点是转让方

会要求更多的资金，作为对先期风险的补偿。

（4）签订油气开发投资合同。国际上采用的石油勘探开发

合同有许可证协议、产量分成合同、服务合同三种主要类型。

许可证协议也称作矿费税收制合同，外国石油公司通过

领取许可证就能够对此区块进行油气勘探、开发。资源国政府

对该区块不再拥有支配权，对该区块只收取矿区使用费和所

得税，可以做出参股的规定。

产量分成合同：资源国政府和国际石油公司规定发现油

气之后双方的分成比例，国际石油公司承担所有的勘探成本

和风险，因此能够获得原油和天然气。资源国政府通常掌握重

大的监督权和管理权。此类合同税费较低，故在国际上使用较

多。

服务合同：服务合同又分为风险服务合同和纯服务合同。

纯服务合同采用的国家相对较少。纯服务合同是指由东道国

雇佣石油公司承包服务项目，风险较小，但无法获得油气资

源。风险服务合同是东道国拥有资源的所有权以及勘探开发

的经营管理权，而国际石油公司要为勘探提供全部的风险资

金并且负责具体的勘探开发作业，发现有价值油气资源时允

许国际石油公司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一部分石油。

3. 联合经营式。联合经营是国际上的两家或者两家以上

的石油公司经过协议而共同盈利的一种方式。我国的石油企

业可以采用以下两种进入模式：淤与东道国的石油公司联合

经营。有些东道国的石油公司技术落后、经验不足，但有丰富

的资金优势和准确的信息，且熟悉作业环境。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们可利用技术优势和施工经验与之联合，共同组织施

工。于与有经验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联合经营。我国石油企

业可与有经验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联合投标或组队施工。这

种方式既可分散风险、获得利润，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的技术与

经营管理经验也对我国今后的国际发展有一定的帮助，进一

步积累相关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经验。

二、影响我国石油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

影响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淤政治

政策因素。一般可以分为东道国的政治稳定程度、我国与东道

国政府的关系、东道国的对外石油政策、东道国环保要求。

于自然环境。又分为可采储量和剩余储量、地理位置因素、开

采难度。盂经济因素。又分为世界其他石油企业在东道国的投

资情况、投资风险以及汇率变化。榆石油企业自身状况。指石

油企业自身资金实力及相对技术水平，包括企业的核心技术

优势、研发与创新的能力、石油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

三、实证分析

进入俄罗斯石油市场对我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以

进入俄罗斯的模式选择为例，利用模糊评价法进行分析。根据

专家调查，首先得出各个因素的权重。主层次中“政治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因素”、“石油企业自身因素”对应的权

重为：T（0.25，0.25，0.25，0.25）。

第二级层次中：“东道国的政治稳定程度”、“我国与东

道国政府的关系”、“东道国的对外石油政策”、“东道国对环

保的要求”对应的权重为：T1（0.2，0.2，0.4，0.2）。“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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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更新的技术经济分析

一、设备更新的涵义和方式

设备更新就是用经济性更强、性能更好、技术更先进和使

用效率更高的设备去更换已陈旧过时的设备，这些被更换的

设备可能是在技术上已经不能继续使用的，也可能是在经济

上不宜继续使用的。设备更新时间的确定是设备技术经济决

策分析的关键。

由于设备的磨损形式不同，设备更新可以分为原型更新

（简单更新）和新型更新（技术更新）两种。

二、原型设备更新的技术经济分析

有些设备在整个使用期内并不过时，即一定时期内没有

更先进的设备出现，但是随着设备的使用，大修理费用和设备

运行费用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后，用新的原型设备更换在

经济上更合算，这就是设备原型更新问题。其基本的分析方法

就是通过分析设备的经济寿命来进行更新决策。经济寿命是

指设备从开始使用到其年平均费用最低年份的延续时间长

短。年平均费用由设备年购置分摊费和年使用费（运营费）两

部分组成，由于经济寿命既考虑了有形磨损又考虑了无形磨

损，因此它是确定设备合理更新期的依据。一般而言，经济寿

命短于自然寿命。

例如：某设备原值 K0为 16 000元，各年设备余值及运行

费用如下表所示，求设备合理更新期。

解：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年平均费用计算如下：

使用年数T

年运行费Cp

设备余值LT

1

2 000

10 000

2

2 500

6 000

3

3 500

4 500

4

4 500

3 500

5

5 500

2 500

6

7 000

1 500

7

9 000

1 000

和剩余储量”、“地理位置因素”、“开采难度 ”对应的权重为：

T2（0.45，0.25，0.3）。“世界其他石油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情况”、

“投资风险”、“汇率因素”对应的权重为：T3（0.3，0.5，0.2）。

“我国石油企业自身资金实力”、“我国石油企业自身的相

对技术水平”、“石油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对应的权重为：

T4（0.35，0.45，0.2）。

对三种进入模式归一化后，得到以下数据：

（1）贸易式。单因素评判为：

B1=T1伊R1=（0.6，0.26，0.14，0）

B2=T2伊R2=（0.62，0.275，0.105，0）

B3=T3伊R3=（0.24，0.38，0.26，0.12）

B4=T4伊R4=（0.555，0.33，0.115，0）

则主层次的模糊评价为：B=T伊R

=（0.25，0.25，0.25，0.25）伊

=（0.503 75，0.311 25，0.155，0.03）

（2）投资式。单因素评判为：

B1=T1伊R1=（0.42，0.34，0.24，0）

B2=T2伊R2=（0.48，0.34，0.23，0.06）

B3=T3伊R3=（0.3，0.38，0.27，0.05）

B4=T4伊R4=（0.475，0.4，0.125，0）

则主层次的模糊评价为：B=T伊R

=（0.25，0.25，0.25，0.25）伊

=（0.418 75，0.365，0.188 75，0.027 5）

（3）联合经营式。单因素评判为：

B1=T1伊R1=（0.5，0.36，0.14，0）

B2=T2伊R2=（0.585，0.305，0.11，0）

B3=T3伊R3=（0.28，0.3，0.34，0.08）

B4=T4伊R4=（0.615，0.34，0.045，0）

则主层次的模糊评价为：B=T伊R

=（0.25，0.25，0.25，0.25）伊

=（0.495，0.326 25，0.158 75，0.02）

最后，对各评语等级赋予一定的分值，做综合评分，即：

优（5分）、良（3分）、中（1分）、差（1/3分）。

B 贸易=0.503 75伊5+0.311 25伊3+0.155伊1+0.03伊1/3=

3.617 125；B投资=0.418 75伊5+0.365伊3+0.188 75伊1+0.027 5伊

1/3=3.386 67；B 联合经营=0.495伊5+0.326 25伊3+0.158 75伊1+

0.02伊1/3=3.619 167。

因此，可以判断进入模式为联合经营式最优、贸易式其

次、投资式最次。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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