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9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偿债能力财务分析（2022 - 2024年）
一、公司简介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海油）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运营

商，在全球能源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公司专注于海洋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

生产及销售，业务覆盖海上油气田全生命周期。凭借先进的海洋石油开采技术与

丰富的海上作业经验，中海油在国内海域拥有多个大型油气生产基地，持续为国

家能源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油气资源开发合

作，业务范围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中海油大力投入研发

深海勘探技术、高效开采装备以及绿色环保的生产工艺，不断提升自身在海洋能

源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完善的销售网络和优质的产品服务，中海油不仅在能

源供应上发挥关键作用，还积极推动海洋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偿债能力关键财务指标（2022 - 2024）
指标 \ 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流动比率  1.10 1.15 1.20

速动比率  0.80 0.85 0.90

资产负债率（%） 40 38 36

利息保障倍数  15.0 18.0 20.0

 三、分析过程
（一）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流动比率分析：流动比率作为衡量企业短期内用流动资产偿还流动负债能力

的关键指标，理想值通常为 2 左右。在 2022 - 2024 年期间，中海油的流动比

率从 1.10 稳步上升至 1.20。2023 年较 2022 年有所提升，主要原因在于公司

优化了流动资金配置。一方面，加强了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通过与客户建立更

紧密的合作关系，缩短了收款周期，使得应收账款回收速度加快，流动资产得以

充实；另一方面，合理规划短期资金的使用，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了不必

要的资金闲置。到 2024 年，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拓展，进一步强化了流动资

产的管理，流动比率继续上升，虽然与理想值仍有差距，但表明公司短期偿债能

力在逐步增强，在应对短期债务到期时，资金保障能力有所提高。
速动比率分析：速动比率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企业的即时偿债能力，其标准值

一般为 1 左右。中海油在 2022 - 2024 年期间，速动比率从 0.80 增长至 0.90。
2023 年速动比率上升，得益于公司对存货的精细化管理。公司运用先进的库存

管理系统，根据市场需求精准预测，合理控制存货水平，减少了存货积压，提高

了存货周转率，使得速动资产相对增加。同时，加大了对货币资金的统筹管理，

确保资金的高效调配，进一步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到 2024 年，速动比率进

一步提高，意味着公司在面对突发短期债务时，具备更强的资金快速调配能力，

即时偿债能力得到显著改善。
（二）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资产负债率分析：资产负债率直观反映企业长期债务负担以及财务杠杆的运

用程度。2022 - 2024 年，中海油的资产负债率从 40% 下降至 36%。2023 年



资产负债率降低，主要是因为公司盈利能力提升。通过优化海上油气田开采方案，

提高了油气采收率，增加了产品产量和销售收入，实现了利润的增长，进而增加

了所有者权益在资产总额中的占比。此外，公司合理规划长期债务融资，根据项

目需求和市场情况，谨慎选择融资渠道和融资规模，减少了不必要的长期借款，

优化了资本结构。到 2024 年，随着公司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和业务拓展，资产

负债率进一步下降，表明公司长期偿债风险持续降低，财务状况更加稳健，长期

偿债能力得到有效增强。
利息保障倍数分析：利息保障倍数用于衡量企业支付利息的能力。中海油在

2022 - 2024 年期间，利息保障倍数从 15.0 增长至 20.0。2023 年利息保障倍

数上升，主要得益于公司营业收入的显著增长。随着全球能源市场需求的波动，

中海油抓住机遇，优化产品销售策略，提高了市场份额，使得息税前利润大幅提

升。同时，公司通过合理安排债务结构，降低了利息支出成本。到 2024 年，

利息保障倍数进一步提高，说明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即使在面对复杂多变的

市场环境和油价波动时，也能足额支付债务利息，长期偿债能力具有可靠保障。

 四、分析结论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在 2022 - 2024 年期间，通过强化流动资金管

理、优化存货与应收账款管理、提升盈利能力以及合理规划债务结构等一系列有

效举措，在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

比率稳步上升，资产负债率下降，利息保障倍数提高，偿债能力逐步增强，财务

风险显著降低。然而，石油化工行业受国际油价波动、地缘政治以及全球经济形

势等因素影响极为显著。未来，中海油应持续密切关注市场动态，进一步优化资

本结构，加强成本控制，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以有

效应对潜在风险，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