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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替代与海外突围并重 

——访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沈骥如研究员 

    成就与不足 

    《21世纪》：2005年中国在能源领域主要取得哪些成就？ 

    沈骥如：2005年应该说我们在能源方面还是取得很明显的进步。其中一个是缓解了电力紧张的形势，明年基本就可以

解决电力短缺的问题；其二，我们的石油进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表明中国在节约使用能源，以及替代开发方面开始有所

进展。主要还是在节约石油能源方面，另外国内的石油开采能力也加强了，并开始尽量减少使用石油发电，能使用煤炭、

水电、风电的，就不用石油；第三，从上到下，从国务院到基层也都更加重视能源问题，制订了能源发展战略。特别是提

出了要发展替代能源，即发展替代矿石能源和石油能源，加大了风力发电开发的力度。现在有许多大型风力发电项目在进

行，另外煤变油的项目也开始上马，就是把煤变成石油，在内蒙古，在北方的一些产煤省，神华集团好像已经开始上马

了。所以我估计，随着今后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与开发，会大大减少对矿石能源以及石油能源的依赖，当然这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 

    《21世纪》：中国替代能源的发展已经到了什么阶段？  

    沈骥如：各个领域的进展不同，比如上面谈到的神华集团的例子，它说明中国的煤变油已经不是理论探讨的问题，而

是进入实际商业化阶段。这个是前途无量的，因为中国煤多，虽然是在试点阶段，但是如果搞成了，就可以普及。另外，

植物燃料，汽油添加酒精已经要在9个省试点，今后会不断增加试点的省，此外，从植物提炼柴油，即植物柴油的方案也

已经提出来了，中国有许多适合生产植物柴油的植物，例如油菜籽，它不仅可以榨油炒菜，也可以适合开汽车，用于开拖

拉机。最明显的进展是，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不仅开始论道，而且已经变成现实生产力。 

    对于中国来说，使用替代能源是一种双赢战略。替代能源都是比较环保的，植物柴油也要比矿石柴油环保，煤炭的液

化和煤变油也比烧煤要环保。还有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更加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环保，所以开发替代能源对于我们的环保事

业也是有贡献的，应该进行大力推行。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从企业到老百姓，以及政府都要进行推广。 

    《21世纪》：过去一年，还有哪些不足？ 

    沈骥如：如果要说不足，主要是发电设备已经有一种预测，可能会过剩，可能会发生发电量比需求量要多的问题，但

这是属于宏观调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不足，就是替代能源的发展问题，中国还要形成全民共识。包括企业和用户都要

有开发替代能源的共同意愿，在这方面，中国还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另外还要从法律上，从税收上大力配合，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法律制度方面和税收方面也要鼓励新能源的采用。比如对于使用新能源的汽车，国家可以采

取减税，甚至补贴，这方面就需要税收的支持。另外，在法律方面，已经在谈，说是对垄断性企业要征收资源税和暴利

税。 

    能源海外突围 

    《21世纪》：2005年中国在海外能源的获取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之处？  

    沈骥如：我觉得，目前一些媒体采用“能源版图”这个词，这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中国是要走出去，但是是通过平等

互利，而不是什么扩张版图，这种词千万不要用。这是一种西方论调，给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我们应该很平和地进行海

外石油的开发，完全平等互利，不能咄咄逼人。 

    因此今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没有成功，应该给我们很多启发。你跑到美国去收购，没有考虑政治，只考虑到

了技术，考虑到我们的方案很友好很合理，却没有考虑到美国的长期战略是遏制中国，不愿意中国发展，所以这个方案最

后败在了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议案之下。 

    《21世纪》：那么中国的石油公司应该如何把握其海外的战略？能源如何做到自主？ 

    沈骥如：我觉得在海外适当进行一些收购和购买是完全合理的，比如我们收购哈萨克石油公司就是一例。但是如果我

们收购过了头，无限制地把希望寄托在海外扩张方面，最后必然增加跟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矛盾和摩

擦，同时也增加我们的风险——因为我们的石油依存度已经超过40%了，很高了。 

    所以，只能适度地在海外进行开发，但是更重要是要立足国内，立足于替代能源的生产，这样才能保持一定的能源自

主性。但即使在国内，如果拼命地挖油，地下的储藏量都用完了，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不能说立足于国内，就拼命地挖，

而是对国内的油也要细水长流。 

    《21世纪》：如何才能做到细水长流？ 

    沈骥如：就是要积极开发可替代能源，这是最可靠的、最可持续生产的发展，最有利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全体中国

人民的解决方案。比如开发煤电油，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煤田气、瓦斯，对于后煤田进行分层开采，减少开采煤的浪费，

另外开发植物柴油，燃油酒精，还有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特别是小水电，把小河流的小水电也利用起来，这样才可以从

根本上解决我们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保证整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果一味开采海外石油，肯定会增加摩

擦以及增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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