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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油啊，石油——全球油气竞赛和中国的选择》收集了作者徐小杰平时对国际油气投资与合作领域
的点滴观察与分析，集中反映了近两年来国际油气工业的发展趋势、国际油气市场、资源国和地区油
气投资环境的变化趋势、国际石油公司的对策和对中国石油外交的思考。
本书的出版有利于能源主管部门人员、油气工业领域经理重新总结、认识目前的国际油气风云变幻，
掌握局势和发展趋势，把握机会搞好工作；有利于广大学者了解国际油气工业发展现状和态势，扩大
这一领域深入研究，结合行业特点，开展交流；有利于公众对国际油气工业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提高
对不可再生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的认识和应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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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杰，1960年生，知名国际投资环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
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级专家、海外投资环境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
究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项目开发公司资深顾问、国际石油谈判家协会（AIPN）成员、日内
瓦石油俱乐部成员、《世界能源法与商务杂志》（牛津大学出版社）国际编委、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
究所能源论坛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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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优先购买权。
2003年英国天然气公司（BG）计划撤离卡沙甘项目，促使哈政府于2004年出台优先购买政策，使得哈
国家石油公司2005年在该项目中获得了8.33％的股权。
2008年哈政府又将这一股权提高到了16.81％。
此后，这一优先购买权多次运用，如2005年在中国石油集团购买PKZ的资产时，哈政府获得了33％的
权益；由于卡沙甘项目推延投产日期和成本超支等原因，促使哈政府于2008年宣布不再签订新的产量
分成合同（PSA），取消了2005年签署的PSA中的有关条款。
针对卡拉恰干纳克项目第三个开发阶段提高油气产量的状况，政府拟以10亿美元回收11％的股权，导
致重谈PSA合同中的税收稳定条款和支付条款。
 第二，税收问题。
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多次表示，必须全面提高地下资源利用税，重新修订税收制度，停止签署新
的产品分成协议。
目前，在哈投资的税收问题涉及新税法和原PSA合同中的税收稳定条款。
根据2009年的税法，除了具有税收稳定条款的产量分成合同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自签订的田吉兹项
目外，所有合同执行者都必须根据最新的税法交纳税收。
这就给没有税收稳定条款的卡拉恰干纳克项目带来了税收调整的麻烦。
这一问题的背后意图是，政府欲低价进入和获取该项目的股权。
 同时，新关税明确了海关税费和石油出口税。
政府认为石油出口税不含在税法中，也不属于PSA税收稳定条款范围，因此必须纳入关税法，除非
在PSA合同或合资合同中有十分明确的免除任何出口税的规定。
因此，今后政府可以随时增加和减少出口税。
比如，2008年5月出台出口税的时候，原油出口税为每吨190.91美元，2009年1月由于油价下降停止缴纳
。
2010年重新恢复出口税，每吨20美元；2011年每吨40美元。
 另外，根据新税法，政府将根据产量和油价状况向所有的油气生产商征收矿产生产税。
这项税收也因原油的产量、价值和销售市场而不同。
对于那些没有与PSA合同税收稳定条款挂钩的项目，今后政府可随时增加税收。
 第三，新的勘探与生产协议。
根据《地下资源和地下资源利用法》，政府将与外国公司分别签订新的勘探与生产协议。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在产量上升阶段出现错误计算，因为项目参数将随着生产提高，变化很大，
政府担心一旦在勘探生产协议中固定这些参数，将使政府的利益受损失。
政府明确依然将勘探与生产捆绑，尤其对于战略性项目和难以开发的项目。
但是新法将勘探期限由过去的10年缩短为6年。
是否授予合同还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签字费，二是社会义务。
后者还需要受到执行结果的监督，可能给外国公司带来较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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