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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机对中国国际战略的教训

作者：郑永年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2004-10-26 更新时间：2006-3-31

 能源危机方兴未艾，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不可说不大。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知道这

场危机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场。  

  就中国来说，不能笼统地来讨论这场能源危机。简单地说，中国的能源危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块。内部能源危机表现

为电力、煤炭等方面。这些资源方面的短缺主要还是因为内部政治因素的作用，如有关部门过去的决策缺乏对国家能源长

远需求的考量，缺少一个有效资源分配机制等等。  

  不管怎样，这些内部因素还是在中国本身的控制范围之内，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有望得到解决。  

  关键问题在于外部危机。这次主要表现在石油上。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个封闭国家，在经济上对外界的需求不大，

外界对中国的需求也不大。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的情况大不相

同了。改革开放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与世界接轨。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在和世界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中国和世界经济交往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中国只是希望引入外国资金，利

用外资来发展内部经济是国家政策的主线。但是现在，中国资金开始往外流，已经从资金短缺国家转变成为资本剩余国

家。  

  只要有资本的过剩，资本的输出成为不可避免（不管以哪种方式）。同时中国也发现，随着和世界的整合，不仅中国

的产品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且国内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国外的资源。石油就是其中一例。  

受制于外国利益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外国经济利益进入中国，中国似乎正在失去自己的产业发展自主权。现在的很多产业政策越来越

受制于外国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操纵。很多政策从动议到决策甚至执行，都深深带有外国利益的影子。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须遵守国际规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因为这些外国利益一旦和中国本身的既

得利益相结合，便在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具有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外国利益在政界、商界和学界都能找到他们忠诚的代理

人。  

  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就是很好的一例。从中国本身利益来说，私人汽车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主导工业。上个世纪70年代几

次石油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已经调整交通工业政策，大力提倡公共交通，而控制私人汽车的发展。  

  这样做既减少对外在能源的依赖，也对环境有利。可惜的是，今天私人汽车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主导产业。这里难道没

有外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吗？国内的石油需求已经是高居不下，私人汽车业的发展只能促使这种需求的飙升。  



  不过，中国的国际战略似乎并未能有效地配合国民经济的这种巨大转型。就石油来说，中国迄今还没有建立一种类似

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石油储备制度。中国也没有建设自己本身的石油运输能力，90％左右的石油依赖外国油轮。  

  中国更没有维持国际石油运输路线安全的能力，这尤其表现在马六甲海峡，绝大多数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经过马六

甲海峡后才进入中国。如果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不保，中国几乎就没有石油安全。  

外交奔波成果有限  

  国际战略上所有这些缺失都使得中国内部发展所需要的外部资源轻易地被外在世界所控制。一旦发生不测，中国就处

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等死”状况。  

  还好，这次石油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或许是一些国外经济和金融利益集团的操控。但如果一旦中国和一些主要主权国家

交恶，中国的外部资源就很容易被切断，国家也因此可以被围堵。  

  前些时候，美国想以反恐为名进入马六甲海峡维持和平，日本也蠢蠢欲动，当然引起了中国的高度不安。无疑，马六

甲海峡已经成了中国的生命线。  

  能源危机出现以后，领导层显示出了高度的关注。最高领导层亲自出马，到处奔波，寻找能源，一时间形成了一股强

劲的“能源外交”波。但是效果怎样呢？不能说没有成果，但极其有限。  

  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关系很能说明这一点。尽管有双方领导高层的多次会谈，中国也在各个方面（如边界问题）有诸

多的让步，但是俄罗斯并没有满足中国的期望。  

  中国也开始强调自己的石油开发。但这个问题似乎更为复杂。很多事情表明，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中国和周边

国家关系的恶化。东海石油开采已经导致了日本的不安。而在南海的石油开采，也必然会引发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

的矛盾。  

  这次能源危机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以往国际战略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内外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国际战略的严峻挑

战。很显然，中国领导层还没有心态和经验来调整现成的国际战略。  

  要知道，从经济层面来说，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从来就有两个重要的部分组成，第一是如何保障外来的资源供应来满

足国内建设的需要，第二是如何保障本国庞大的海外经济利益。在近代史上，这些因素更是导致了无数次国家间的战争和

纷争。  

  由于中国和外在世界的高度相互依赖性，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需求越来越显著。但是，无论是保护本国的海外经济利

益还是从海外获取国内所需要的资源，中国现存的的国际战略远远不能胜任。怎么办？这是今后所有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面

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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