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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的能源安全 

查道炯 

    一、中国能源安全概述 

    ......

    二、中国实现能源安全战略所面临的结构性弱点：管理混乱 

    ......

    三、能源安全及所涉及的国际关系 

    中国在通过获取海外能源供给来确保能源的稳定供给方面是处于守势的。中国目前所处的状态与70、80年代的日本相

似。当时为了满足腾飞的经济需求，日本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寻求石油资源，这引起了国际社会上广泛的关于日

本对世界经济政治结构影响的讨论。而中国和日本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在参与国际经济机构方面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

样被认为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例如，中国刚刚开始受邀参加八国集团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机制，而日本从一开始就

是主要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差距，也使得我们很难正确地看待中国在能源方

面所涉及的国际关系。而现存的政策制定方面的不对称性使得未来合作的前景充满了误解和不适当的担忧。国际社会关于

中国经济的增长将带来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威胁的担忧是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关系又充满

了不对称性。中国出于获取海外石油供给的考虑，与伊朗、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保持了密切的外交关系。而这

些国家都是采取了具有争议的国内政策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与美国和欧洲利益相违背的外交政策。这不可避免的引起国际社

会对隐藏在中国关于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相关方面外交政策背后的真实战略意图的怀疑。正如关于中国石油外交的一篇文章

中所提到的：为什么中国表明上看来是在挑战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地区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事实则在告诉我们石油其

实是他们良好外交关系的关键？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主管中国能源发展的部级以上的能源管理机构。这样，使得关于中国

的海外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究竟是由于中国政府要求它所控制的国有石油公司执行政府任务而成立，还是国内能源业出于业

务需求努力从政府获取外交帮助的结果所致的判断变得更加困难。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必须对其外交行为负责。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中国的能源公司在进军国际市场的时候大都缺乏应对政治风险的经验，而国际能源市场对已经做好准备的新来者

也并非总是慷慨大方的。例如，2003 年中海油和中石化在竞购里海股权时，均由于里海现有股东决定使用其优先购买权

而被迫放弃。当从中国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些发展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中国的石油公司要“走出去”，而究

竟走到哪里才不会遇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政治上和商业上的压力? 



    国际社会更关注的却是，中国能否履行与自己的经济实力相一致的政治义务？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中国以及其它

主要能源消费大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他们能否共同合作来应对国际社会中产油国家的政治或者社会问题。 

    中东地区现在是，很可能将来继续是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者。从石油行业来看，中国的炼油业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

对不断增加的石油进口和提高加工中东高含硫原油的能力，同时提高石油产品的质量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与20 

世纪70 年代之后的日本相比，中国还没有意识到迅速增强加工中东重油能力的必要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中国在

未来将不得不有选择的利用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也只能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含硫量低的石油，而这样做将缩小中国进口石油

的市场。相反，如果中国的炼油能力不断提高，中国的市场就可以消费掉更多来自中东地区的高含硫石油。但是不管哪一

种情况，中国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性都将增强。 

    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受到美国的质疑。美国一向认为中国向中东地区国家出售

武器以换取石油，并给国际社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带来了困难。但是中国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的行为暗示出，

中国和美国以及其它主要大国在确保海湾地区稳定方面是存在着共同利益的。而这种共同的利益就是确保中东地区的石油

持续不断地流向世界其它地区，即使它需要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近几年来，中国在有关中东地区的事务上开始变

得活跃起来，确保稳定的石油供给则是其首要目标。 

    在中东地区，中国和美国似乎在中国从伊朗获取石油供给方面存在着政治冲突。例如，2004 年，中石化作为占中国

石油进口总数80%的进口大户和惟一一家最重要的炼油公司仍然竭尽全力继续执行有关竞标伊朗16 个油田开发项目的计

划，尽管美国劝阻其退出。这段插曲虽还没有结束 ，但是它已经折射出中美之间在这一地区严重的分歧。 

    为了应对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在不断挑战美国遏制伊朗的努力，布什政府于2005年同印度达成协议，愿意向印

度提供核能设备和原料，却继续反对中国获取相同的技术。这种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中国国内认为只有出于政治目的

的外交行为才是确保中国能源供给的最终手段的呼声更加高涨了。 

    上海合作组织确实在2005 年给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观察员的地位，却没有给一直以来想成为这一组织观察员的美

国同样的地位。不可否认，上海合作组织是实践中国积极倡导的以互信和合作求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地区组织之一。但是需

要指出的是，把伊朗纳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并非就意味着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东地区控制权的有意挑战。毕竟，把伊

朗纳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对该组织有效地打击中亚地区的恐怖势力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

所以，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把美国、中国、伊朗和其它主要合作伙伴都纳入这一组织中来，以达成地区性共识从而更好

地解决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继而把这一组织变成一个定期举行的论坛，以减少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猜疑。确实如此，如果

东北亚地区论坛是基于朝鲜核危机所产生的，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同样的想法对解决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能源安全问题的

功效。 

    目前，中国之所以受到多方面的指责是因为它和诸如伊朗和苏丹等国家的能源贸易的透明度不够。缺乏透明度加剧了

其它主要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并认为中国是有图谋地在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处理所谓的“无赖国家”的问题

上。例如，在苏丹，除了中石油CNPC 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加拿大SPC 石油公司、苏丹国家石油公司共同组建了国

际投资集团大尼罗石油作业有限公司之外，国际社会对中石油在苏丹的能源经营了解很少。而中石油在苏丹开采的石油由

于其含硫量太高而只有少部分运送回国，绝大部分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出售的事实，还是通过一些非正式的采访才了解到

的。 

    此外，国外石油企业在进军中国市场时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种挫败助长了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猜疑，并认为中国政

府竭尽全力和一意孤行地保护其石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油气资源。中国石油公司和国外石油公司之间业务合作

的缺乏意味着中国参与国外油田的开采将面临激烈的竞争。一旦国外主要石油企业从母国寻求政治帮助，中国石油企业和

他们商业利益上的纷争就会变成政治纠纷。中海油和雪佛龙德士古竞购优尼科一案就带来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争端。 



    基于中国对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考虑，中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容易出现大博弈的又一个地区。当前，在中亚地区，

中国仅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少量石油。 

    中哈之间正在修建的石油管道可能确实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管道使两国的利益息息相关。此外，经营

管道的成功经验也有利于最终实现到达中国的欧亚石油管道网络的设想。而通过延伸，中国又将处于决定是否允许欧亚石

油管道的油气通过中国流向日本和韩国市场的战略地位。 

    但是，中亚地区在满足中国能源需求方面并非意义重大。因为把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到能源短缺长期存在的东部

和南部地区是不符合经济原理的。这一点从中国的西气东输工程就可以看出来。被运到上海的新疆油气，并不具有和从澳

大利亚和印尼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竞争的能力。但是增加从中亚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可以改善中国西北部省份能源构

成，同时还可以提高这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从而成为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公共产品。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主要领导人先后访问非洲，中方积极参与联合国在

非洲的维和行动，向非洲地区组织维和行动提供支持，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以及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和不附带

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中美在联合国关于苏丹达尔福尔悲剧的争端，在国际上许多媒体看来中国打算在非洲站稳脚跟

之前就对非洲国家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是油气资源丰富的几内亚湾附近的国家。从中国外交策略的角度来看，这种争端

和中美长期以来关于是否把经济制裁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争论相关。但是，它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中国在处理苏丹有争

议的国内政策方面也同样面对着挑战。 

    中国对国外油气资源的依赖，把中国的经济、外交影响带到所有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这种依赖导致了中国与主要经

济大国关系的问题的产生，中国在能源外交领域怎样和主要经济大国和平共处？因为，虽然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但是中

国并不能随心所欲选择自己的能源供给地。同时，根据学习曲线的效应，中国石油公司与世界上主要石油公司在中东、中

亚和非洲的竞争将会继续，而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寻求能源供给方面所存在的争端也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四、结  语 

    对中国来说，依靠海外能源供给本身并非是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威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它国家并没有试图把能源

作为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工具。真正的威胁来源于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和能源利用率的保持不变。中国的能源安全越来越

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石油消费量的变化已经成为决定世界经济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政治和外交

的角度来看，国际社会关于要求中国通过政治上合情合理和负责任的方式来寻求能源来源。从中国自身来讲，在到海外寻

求油气资源方面，中国必须提高政府和商业互动的透明度，以便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来说，一个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共同努力把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作为首要目标。解决好中国的能源

利用率问题可能是防止出现中国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量涌向国际能源市场而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供给量减少的可怕

现象的出现。这种努力应该包括帮助中国建立完善的能源管理机制。简而言之，把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作为首要目标，

中国可以有效控制海外油气资源需求量的增长，从而使整个国际社会受益。而这种努力同时也可以增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

相互依赖，从而减少其和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由能源问题所引起的外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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