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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油需求在中国能源发展中以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增长。中国的石油外交也成为新

世纪中国外交的主旋律。中东石油在中国海外油源中占有特殊地位，中国非常重视发展与中东产油国

的能源合作关系。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驱动国家互动的最基本要素，中国石油外交最重要的考量亦

是国家利益，中国对中东产油国的石油外交具有政治与经济利益相辅相成、互动互利的特点。石油对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为重要，“石油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由此凸现了石油外交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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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城市新型消费

热潮方兴未艾，汽车工业时代迎面扑来，凸显了石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石油经济”

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能源外交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环节。 

 

一、中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前提条件  
 

多元发展、加强国际互利合作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针之一。石油产业在中国能源发

展中有其特殊性。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例长期居高不下
[1]
，石油与煤炭之比

接近 1:3，两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言而喻。我国以煤炭为主的消费结构表明迄今为止我们
仍处在低效率和低效益的煤炭时代，游离于世界能源发展潮流之外，这对我国经济运行和能效利

用及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都不利。中国石油资源方面主要存在五大问题：一是能

源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二是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三是探明率较低——石油为 33%，天然
气为 14%；[2]

四是开采难度大，油质不高，地质条件复杂，埋藏深，勘探开发技术要求较高；五

是储采比低，每年探明的新增可采储量抵不上当年产油消耗的储量，可谓入不敷出。近年来，为

填补不断扩大的石油供应缺口，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中国的石油进口也水涨船高。2007
年中国石油进口 1.968亿吨（含 3380万吨成品油），逼近 2亿吨。从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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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起至进口石油 1亿吨，中国用了 11年；从进口 1亿吨到逼近 2亿吨，中国只用了 3年时间。中
国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增量水平的头号大国。业内专家普遍预测，如此快的

石油进口增速，2亿吨可能远不是尽头[3] 40
，石油进口的对外依存度将很快突破 50%似成定局。 

石油安全最重要的标志是能源的供给须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2004年中国消费石油
2.9亿吨，进口原油约 1.23亿吨，对外依存度从 2003年的 36%增至 42.4%。中国的石油需求若以
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年均 5.77%的增速计算，到 2010 年为 4.06 亿吨，2015 年为 5.375 亿吨，2020
年为 7.115 亿吨。国内的原油产量若保持 1.67%的增速，到 2010 年为 1.93 亿吨，2015 年为 2.24
亿吨，2020 年为 2.28 亿吨。但实际上，国内产量由于资源和生产能力的限制，将稳定在年产 2
亿吨左右。

[3] 40
这样，中国的石油供求缺口理论上将分别为 2.2亿吨、3.375亿吨、5.115亿吨。2007

年中国生产原油约 1.87 亿吨，已接近 2 亿吨，增产空间微乎其微。[4] 
原油表观消费量

①
约为 3.50

亿吨，虽经控制仍处历史高位。这意味着需进一步解决好日益扩大的石油供应缺口问题，继续加

大与海外石油生产国的能源合作。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的石油需求在以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增长，并以中国经济的飞速

增长为基础。众所周知，中国石油安全供应问题的严重性并非今天才显露，早在新世纪初，中国

前外长、国务委员唐家璇就公开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外交将是石油外交”。 

 

二、中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理论考量 
 

对已实现工业化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而言，石油是实现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油价与

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紧密相连。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因物价增

长过快和石油短缺都将威胁社会稳定。由于石油对国民经济十分重要，各国的决策者都将确保以相

对稳定的价格获得石油视为施政重点。
[5]
在此条件下，中国的石油外交遂成为中国外交的主旋律。

一般认为，美国石油外交的特点是确保既得油气利益，鼓励大公司抢占战略地区，最终以军事行动

为后盾，通过军事实力来构建自己的石油帝国；日本的特点是官商结合，灵活渗透，怀抱金条四处

塞钱，以占有资源为最终目的；俄罗斯的特点是手握油气资源左右逢源，谋建第二欧佩克。
[6]
中国

的和平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石油外交需用“双赢”手段加强与中东、北非、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

等石油输出地区的能源合作，或以市场换资源，或与产油国签署协议、成立组织，建立稳定供应的

多元化油气进口渠道，完成中国石油贸易的多元化体系，增强国际油气资源的安全系数。 

中东石油在中国海外油源中具有特殊地位，中国非常重视发展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合作关系。

中东石油外交的实践秉承了中国外交的一贯原则和宗旨，重视国家利益的同时强调平等互利，合

作发展，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

样，注重实效”的合作原则，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力全面发展与中东国家

的合作关系。中国利用互利互惠的石油外交政策为本国谋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同时，也为中东国

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利益，促进了双方共同发展。正如一些国外专家所言，在不确定的将来，

中东将一直是中国原油的“首要来源地，因为中东的石油蕴藏量约占全球的 2/3，开发成本也比较
低⋯⋯中国需要能源，海湾周边国家需要技术和消费品，该地区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因此得

到提升。由于中国与海湾各国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双方的贸易，投资，旅游以及其他形式的经

济合作会继续发展，同时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也会增强。”
 [5]
 

中国石油外交最重要的理论考量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驱动国家互动的基本要

素。国家要正确处理与别国的关系，就需正确了解其国家利益。有了对相关国家的利益的判断，

                                                        
①表观消费量是净进口量和产量的总和，不考虑库存等因素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反映社会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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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才能更好地预测和分析其对外政策行为并正确地制定自己的对外战略。
[7]4
中国对中东产油国

石油外交政策制订与实践基本遵循了以国家利益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原则。 

 

三、中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实践与成果 
 

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也决定了国家基本需求和国家具体的目

标。
 [7]4
新世纪伊始，中国国家高层领导频繁会晤中东产油国元首及高级官员，派遣外交使节频频

出访中东，积极开展石油外交。中国高层领导的石油外交活动在沙特、伊朗、阿曼、科威特、阿

联酋、也门、苏丹、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中东产油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沙特。2006 年 4 月 23 日，胡锦涛主席率团访问了沙特，在沙特协商会议发表了题为《促
进中东和平 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和谐中东”的概念。此后不久，中石化在
对沙特某沙漠地带开发天然气的项目招标中一举击败美国公司，成为该区域有权开采的 4 家公司
之一。2005年以来，沙特石油在美国的总进口额中约占 20%，在中国的总进口额中约占 17%，是
美中两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另外，中石化同埃克森·美孚和沙特石油公司合作，共同投资 35
亿美元，在中国福建动工兴建一家炼油厂。沙特还对海南、青岛、大连的一些石油储备和炼油项

目进行了投资，这些项目构成了中沙石油合作的基本框架。 

2.伊朗。中国与伊朗的能源合作起步较早。自 1995年起中国就大量进口伊朗原油，2000年进
口量猛增至 700 万吨，价值 14.64 亿美元，占中国从伊朗进口总额的 83%，占当年中国原油进口
总值的 10%，原油成为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第一大商品。2001 年中国从伊朗进口原油增至 1085 万
吨，价值 20.69亿美元，占中国同期原油进口总值的 18%。2002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增长至
1110.70万吨，因油价变化因素，实际支出 20.40亿美元，不增反降，占中国当年原油进口总量的
15.76%，伊朗成为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2003年伊朗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量被沙特超出，退居次
席，但一直都是中国进口原油超过 1000 万吨的贸易伙伴。2005 年 7 月 5 日，伊朗副总统奥列米
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 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胡锦涛主席会见奥列米时表示中方愿同伊方
加强各领域、各层次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并表示中伊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合作富有成果，双

边贸易连年增长，能源合作也有新的进展，双方已相互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3.阿曼。2004年中国对阿曼的石油外交结出丰硕成果：（1）中国从阿曼进口原油 1635万吨，
占阿曼出口原油总量的 38％，中国成为阿曼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阿曼则成为当年中国 5个千万吨
级的原油供应国之一；（2）阿曼与中石化签订了石油合作生产协议，授权中石化对阿曼地质进行
评估，开展地震勘测，在开发期前 3年钻探油井；（3）两国的贸易额高达 45亿美元，居阿拉伯世
界第三位；（4）根据“走出去”、“请进来”方针，相互投资成倍增长，充分体现优势互补原则；
（5）在阿曼开展经济业务的中国公司增至 30 家。[8]2005 年阿曼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达 307.3 亿美
元，其中油气产业的产值达 188.8亿美元，同比增长 38%。[9]

 

4.科威特。科威特出于国家利益需要希望同中方加强能源合作。2005 年底，科威特和中国签
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广州附近兴建一座日加工 30万桶原油、投资额高达 50亿美元的合资
炼油厂，用来加工来自科威特的原油。这一项目的总投资超过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总投资为

43亿美元），可谓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2006年 3月 29日，科威特石油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
事处，真正实现零距离接触中国石油企业。这是个双赢结果，说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不仅可

以到产油国搞开发合作，也可引进产油国的资金和技术，从事中国的石化项目，形成与石油输出

国的共生关系。科威特无视美国投资中国，大搞能源合作，在中东产油国中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

应和榜样力量，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不断升温。2007 年 5 月 22 日，中国燃气集团与其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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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阿曼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合资公司协议，从中东进口能源产品，帮助中国燃气集团稳定获取能

源供应。合资公司的法定资本 4000万美元，双方各持合资公司的 50%权益。[10] 5月 23日，世界
级的乙烯供应商——卡塔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继北京、上海、台湾和香港之后，在广州设立了
它在中国地区的第五个办事处。[11] 6月 20日，伊拉克总统贾拉勒·塔拉巴尼访华，期间随团前来

的石油部长就中国在伊拉克石油领域里的投资进行了磋商。这次协商虽未产生具体的协议，但伊

拉克驻华大使明确表示，即将诞生的伊拉克《石油法》将向国际公司开放伊拉克油田，中国将成

为受惠国之一。[12] 

5.阿联酋。根据中阿两国政府的合作意向建设中国商品（迪拜）分拨中心，工程造价约 2.45
亿美元，主要投资方为迪拜政府。该中心以进口阿联酋油气、出口中国产品为基线，由中国中东

投资贸易促进中心与迪拜杰拜勒—阿里自由贸易区共同组织实施，2004 年 12 月 7 日建成开业。
该中心初期目标力争年出口额超过 10亿美元，占中国对这一地区出口额的 10%左右。作为这一合
作项目的延伸，2005年 6月 13日，中石油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油气合作谅解备忘录。
阿联酋非常重视正在扩大的中国能源市场，认为对阿联酋经济发展是巨大的机遇，希望成为中国

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成为将中国商品转口到欧洲的贸易中心。阿联酋愿意为中国公

司提供各种便利，以使中国公司获得阿联酋能源和石油项目的更大份额。 

6.也门。也门与中国一直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2004 年１月，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对也舍
卜瓦省第 69区块、和哈达拉毛省 71区块进行深入地质研究和经济评价，提出参与勘探开发的可
行性方案，中石化国际勘探开发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举胜出。也门第 69区块和 71区块，面积
分别为 1300平方公里和 1800平方公里，具有较好的资源前景和较高的开采价值。根据双方签署
的协议，中石化集团公司向这两个区块分别投资 3600万美元，两项协议总投资为 7200万美元。 

7.埃及。2001年中石油开始在埃及承揽油井钻探及修井业务，年业务量达到 1000万美元以上。
2002年 1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石油合作框架协议，为中埃两国的油气合
作带来了新契机。2003 年 6 月，中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与埃方接洽商谈参与埃及油气区块（C
区块）的开发和勘探。投资达 1亿美元以上，以份额油回运国内为主要回报形式。2004年 1月 29
日，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埃期间，中埃两国公司就埃及南部 3区块的合作在开罗签署谅解备忘录，
主要内容包括：埃及南部 3 区块的勘探开发合作；埃及老油田改造，提高采收率项目的合作；泥
浆录井、测井、修井、物探、炼厂改造、维修、管道建设项目的合作；合资进行石油设备制造加

工及市场开发。此外，双方还对埃及“H”、“G”区块及“重油”油田表达了合作开发意向。2004
年 3 月 12 日～26 日中石油技术评价小组在开罗收集了有关 3 区块的技术资料，全面展开技术评
价工作。2005年 9月 5日，埃及石油部长萨米哈·法赫米出席中石化—萨瓦钻井合资公司成立大会。
该公司是由中石化新星石油公司同埃及萨瓦石油公司联合投资承建的，总投资 1800万美元，总部
设在埃及，这是中埃双方展开切实有效合作的有力开端。 [13] 

8.阿尔及利亚。2003年 12月 6日，中石油中标谢里夫盆地 102A-112区块和乌埃德姆亚盆地
350 区块的油气风险勘探项目，这是中石油首次进入阿尔及利亚油气风险勘探领域。此前 7 月，
中石油同阿方签署了一份石油合作合同，承担了阿德拉油田开发、炼厂建设和经营、销售上下游

一体化的项目。中石油中标的 102A-112 区块位于阿尔及尔与奥兰之间的沿海地区，面积约 9000
平方公里；350区块位于阿尔及利亚中部，紧靠阿最大的天然气田—哈西勒迈勒，面积约 8700平
方公里。根据合同，中石油须在前 3年勘探期内投资 3100万美元，用于两个区块的油气勘探工程。
2004年 4月，中石油对 3处油气田正式进行勘探。 

9.利比亚。2002年 4月江泽民访利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利石油领域合作协定》。12月，中石油
集团在利比亚承建的油气双线管道工程正式开工。2005年 5月初，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拿出 4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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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开发区块，发布了第二轮招标公告。表面看，竞标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标公司给

利国家石油公司的产品分成比率，给的越多，中标的可能性就越大。实际上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

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政治筹码的角色。从首轮招标美国公司大获全胜就可略窥一斑。石

油交易不能简单理解为商业交易，它不一定符合商业和技术角度的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游戏中的一

张王牌。2005年 10月 2日，利比亚第二轮石油勘探开发区块开标，中石油集团子公司中国石油天
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参与投标的海上 17—4区块（2535平方公里）中标，分成比例高达 28.5%，为所
有中标区块之最。中石油在利第二轮石油勘探区块招标获胜，是多年来锲而不舍开拓利市场的结果，

实现了中利在石油区块合作上零的突破，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利能源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4]
 

10.苏丹。苏丹是中国推行石油外交、获取成果最丰硕的国家之一。2001年 2月 28日，喀土
穆石化厂开工建设，2002年 1月一次投产试车成功。该项目由苏丹总统巴希尔和吴邦国副总理共
同商定，是苏丹第一个石化项目。喀土穆石油化工厂的投产使苏丹石油工业体系趋于完整，带动

了苏丹塑料工业的发展。2003 年 8 月 28 日，苏丹能矿部部长同中石油代表就喀土穆炼厂扩建和
富拉—喀土穆石油管道等项目达成协议：（1）投资 3.4亿美元扩建喀土穆炼厂，把炼能提高到 10
万桶/日，即 500万吨/年；（2）修建一条从原油产地富拉至喀土穆炼厂的输油管道，长 720公里，
日输油能力 20万桶；（3）双方联合组建一家石油地质物理勘测公司，进一步推动苏丹油气的勘探
与开发；（4）中方与苏丹能矿部、马来西亚石油公司、苏丹石油公司联合勘探作业的 8 区分成协
议；（5）中方与苏丹能矿部、巴基斯坦萨菲尔公司、苏丹石油公司联合勘探作业的 9 区分成协议
等等。2007年中石油的海外原油产量达 6023万吨，其中苏丹的 1/2/4 区项目达 1350 万吨，3/7 区
项目达 1002 万吨。 [15]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其控股的大尼罗河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0%的股份。

同年，苏丹成为中国第 6个千万吨级的石油进口国。2007年 8月，有资深外交家透露苏丹每天能
为中国带来 1000万美元以上的石油收入。 
以上事实说明，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中国与中东产油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已进入了

一个历史新时期。 

 

四、对中国石油外交的一点思考 
 

2007 年 12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对中国能源供需
情况、政策以及未来开发利用的方向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是中国政府近 10年来在能源领域首次对
外发布的白皮书，旨在增信释疑，正确引导国际舆论，消除某些国家鼓吹的“中国能源威胁论”。

一个时期以来，某些国家对中国“能源扩张”充满了焦虑和不信任感。“能源威胁论”成了“中国

威胁论”的主调，堪与“中国军事威胁论”相提并论。
[16]
白皮书首先用数字表明中国能源自给率

始终在 90%以上，然后强调中国将主要依靠本国资源解决能源问题。 
近年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收购（或并购或竞购）举措有成功也有挫折。中国石油外交力度大，

成果突出。中石油原计划到 2010年获取 5000万吨海外原油，2007年提前实现了这一目标，这对
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难免会产生震撼效应。面对中国石油外交的崛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

世界感到不安，对中国采取了围堵政策，使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博弈的道路异常艰辛。中国未

来的发展方针是“和平发展”，努力构建“和谐世界”。基于这样的理性思考，中国不会挑战世界，

会以和平方式表明中国不会威胁世界能源供应安全。要真正做到消除某些西方国家的“恐惧”与

“疑虑”，中国将主要依靠本国资源解决能源问题，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由于石油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为重要，“石油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此中国的石油外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保持经济增长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为满



 70 

足中国快速增长的石油需求，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改革思路，在解决石油缺口问

题上奉行合作且富有建设性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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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etroleum Diplomacy towards Middle East Countries  
 

in the New Century 
 

QIAN  Xuewen 
 

Abstract    In China’s energy development, the increase of petroleum demand is based on China’s fast 
economic growth instead of human being’s will. Petroleum diplomacy has become the main theme of 
China’s diplomacy since the new centur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Middle East petroleum in 
China’s overseas petroleum import,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nergy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Middle East oil-producing countries. The most important evaluation of China's petroleum 
diplomacy is national interest while it is the basic factor that driv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s petroleum diplomacy towards Middle East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utual beneficial interaction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For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petroleum to China’s sustained and fast economic 
growth, petroleum economy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China’s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petroleum diplomacy is crucially important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maintenance of 
economic increase is a key to safeguarding social stability. 
Key Words  Petroleum Diplomacy; the Middle East Energy; Oil-producing Countries; National 
Interest; Energ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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