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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大能源消费国，有着巨大的能源需求。作为一

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为保护本国能源安全，日本从 20世纪 70年代起开始制定正确有效的能源战略并

顺利实施，为日本解决环境问题、能源安全问题，摆脱依赖石油型的传统能源政策束缚，构筑可持续发展

的经济社会奠定了基础，并使日本发展成能源多样化的国家。我们应认真研究日本能源安全战略，从建立

全球能源供应体系的角度，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自身能源战略，以确保我国长治久安和经济持续、健康、

快速发展。  

    

  一、日本的能源战略  

    

  (一)高度重视石油战略储备制度。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主要依靠当时廉价的石油价格，但 20世纪 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中，

不断提高的石油价格和石油禁运让日本吃尽苦头，给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日本认识到石油储备战略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决定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制度，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1975年，日本制定《石油储备法》，

加大对建立石油储备的扶持力度。1978年，日本确立国家储备与民间储备的双重体制，通过修改《石油公

团法》，规定石油公司实施国家储备。2007 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涨，为规避国际市场压力及产油

国地缘政治等不确定性风险，日本大幅增加国家石油储备。截止 2007年底，日本石油储备量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商业储备 4010万吨，战略储备 4490万吨，合计 8500万吨。如今，日本石油储备作为

一项基本国策，已成为稳定供求关系、平抑物价、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民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  

 

  (二)以保障石油安全为核心，通过外交分散石油进口来源，拓展石油市场，实现能源来源供应多元化。 

 

  为降低对某一地区能源的依赖性，减轻石油进口过度集中的风险，日本政府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实施

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鼓励日本石油公司在海外自主开发的战略。近年来日本政府更加紧拓展全球能源市

场，积极开展能源外交，逐步确立了面向全球能源市场的进口多元化战略，目前其石油供应国达 40多个。 

 

  (三)在国内大力发展节能经济和环保技术。  

 

  日本采取行政督导和政策法规相结合的措施，鼓励企业生产节能高效产品，大力发展节能经济。在制

度保障上，日本政府建立了四级节能管理体系。包括以首相为首的节能小组、以经产省及地方经产局为主

干的节能领导机关、负责节能工作的 28家节能中心以及各企业定期上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并接受经产局的

节能检查等，以加强节能效果。  

 

  (四)谋求能源结构多样化，努力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长期以来，日本努力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力求天然气、煤炭、核能和石油均衡使用，实现能源多样

化方针，并积极开发新能源，减少对石化能源特别是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目前，日本能源构成多元化

的战略已取得初步成效。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得到应用，并利用了生物发电、垃圾发电、地热发

电等方法，极大地缓解了日本对石油的依赖。  

    



  二、日本的能源战略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的能源现状不利于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家能源安全，要建立自身的能源安全供应体系，其面临

的任务更加紧迫而艰巨。保障能源安全需要全方位措施，日本能源战略对我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切实做好石油战略储备工作。  

 

  国家“十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在世界主要石油进口

大国中，我国是唯一尚未建立完备的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要建立多元体系的战略石油储备，保障国家石

油安全。在我国，能源储备可以采取两种战略：一是把已探明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保护起来，禁止现阶

段进行开采。二是对进口原油进行战略储备，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施这方面的储备，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然而我国的石油储备与日本 9000万吨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应进一步完善和加大对石油资源的储备。 

 

  (二)通过“走出去”战略开拓新的石油供应基地。  

 

  多渠道的能源来源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条件。过去我国石油进口对中东依赖程度较高，由于中东地

区是各大国竞相角逐的“战场”，冲突、动荡不断，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石油安全。近几年来，通过发展和一

些石油大国之间良好的国家间关系，实施石油进口多元化和“走出去”战略，不仅“走出去”买油，而且“走出

去”采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苏丹油田合作项目为例，我国政府从 1970年以来，向苏丹政府提供无息

贷款、无偿援助、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等各类经济技术援助，为中苏双方在能源开发问题上达成共识打下良

好基础，与苏丹的油田合作项目成为“走出去”战略的典型。当前，我国国家领导人也为推动石油资源多元

化积极奔走。2004年 2 月，胡锦涛主席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加蓬三国，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非

洲伙伴建立能源合作计划。 

 

  (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节约型社会。  

 

  节约能源被专家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我国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

是和粗放型经济紧密相连的，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约为 33％，比发达国家低 10 个百分点。创造相同价值所

耗费的能源，我国是日本的 11.5倍，美国的 2.67倍，英国的 4 倍。目前我国正大力倡导建立节约型社会，

进行“节约”教育。为此，国家明确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

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要选择资源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

型的发展方式，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

依靠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全国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发展和建设节

约型社会，切实落实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方针路线。  

 

  (四)健全完善与能源安全相关的法律规则体系。  

 

  日本能源利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健全和完善能源立法。我国实施能源战略应当贯彻“法律先行”的

方针，要充分认识到完善的能源法律规则体系是保障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通过系统完善我国能源法

律规则体系，即在重点展开制定具有能源基本法性质的《能源法》的同时，完成我国能源专门法相关的立

法和修改工作，完善能源专门法的体系和内容：通过立法进一步规范有关机构的行为，包括能源战略储备

的相关细则，鼓励科研机构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鼓励大中型企业提高能效、节约能源，加强能源基本

法和专门法的贯彻实施工作，详细制定相关法律规范的实施细则，确保能源法和能源专门法的贯彻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