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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巨油竞争与中国巨油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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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石油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围绕石油展开的大国竞争方兴未艾。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导致对进口石油的高度依赖，进口石油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石油竞争，建立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开发战略、石油技术战咯和石油运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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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etition and China's petroleum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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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etroleum economy is important character of modem economy and the competition an petroleum between吨eomnries is

rising.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results in highly一depending on imported petroleum and the rising dependent rate

on imported petroleum becomes an important restriction factor for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a economy.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etition,

petroleum-technology strategy and petrole二一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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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石油竞争产生的原因

    国际石油竞争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深人而日趋激烈，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世界石油资源地理分布不均
    世界石油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总的特点是相

对集中。首先是油源集中。全世界共有600多个沉

积盆地，已发现油、气田的只占四分之一，其中37个
盆地就集中了全世界较可靠的石油远景储量的
95%，仅阿拉伯一波斯湾盆地即达710亿吨之多。

其它还有6个石油储量在40.60亿吨的大盆地，这

六大盆地的石油远景储量就占全球石油远景储量

的67.3%。其次是储量集中。以全世界已发现的
约三万个油田中，有37个储量在6.7亿吨以上的巨
型油田，合计储量即占世界总储量的51%。第三是
储油国家集中。在世界200来个国家中，储油国约

有60多个，1996年初探明储量在10亿吨以上的国

家只有18个，它们合计占世界总储量的92%a。仅
沙特阿拉伯一国即独占四分之一。中东、非洲和中
南美洲的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73% ,

    (二)科技革命、经济增长是引致国际石油供需
矛盾的直接原因

    经济增长是能源需求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在
过去，能源需求的增长大休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一

种线性关系。从1971年以来，GDP每增长1 %a，一
次能源消费便增加0.64%。随着现代生产力的迅

速发展，迎来了能源消费的“石油时代”，石油经济
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对其开采和消费具有一

次性、排他性，一国的占有和消费会影响到其它国
家的占有和消费。

    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实行了科技兴国战

略，经济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增长，整体规模较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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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汕的需求与日俱增。

    发达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自工业化从这些国家开始以来，全球的石油资源已
被其消耗了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原本是世界石
油资源的主要消费国，加之其目前正在进行产业结

构的新一轮升级，为提高自身发展质量，发达国家
普遍将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在

实施“赶超型”经济增长战略过程中，出于引进技术

的需要，只得依托这些产业在本国的发展。正是在
这一发展阶段，这些国家的石油消耗急剧增加，供
斋矛盾迅速激化。

    (三)主要经济大国对石油需求的高度依赖

    1对石油进口的高度依赖。主要经济大国对石

抽进口的依赖度大都高于其国内石油的自给率，且

呈不断上升之势。据《世界能源展望·2002》的预
测，美国和加拿大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将从目前的
46%升至203。年的56% a日本是世界上原油自给
率最低的国家，其石油进口依赖度达95%以上。欧

盟的石油消费量中，本地产量只占27%。中国已在

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在石油需求中的比
例将在2030年达到82%，而在2001年仅为34%n �
    2.对同一石汕产地的高度依赖。中东地区是世

界石油储量最丰富，也是目前石油产量和出口垦最

大的地区。在2001年世界石油出口居前十位的国

家中，有五个是中东波斯湾地区国家。中东地区拥
有世界原油和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的一半以上，同

时还拥有未发现资源量的近40%。日本的石油进
口在80年代约有65%来自于中东，而今天，日本对

中东石油的依赖度高达88. 9%。美国是世界最大

的石油进口国，2002年关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占

其进口总量的21.7%。中国50%以上的进口石油
来自中东地区。

    二、国际石油竞争态势

    当前围绕石油展开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

    (一)战略赢家:美国在全球石油竞争中占支配
地位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谁占有了石油，谁就在世

界经济中占据了主动。对于石油在世界经济和国

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汉斯。摩根索认为:“谁能把

它们加人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
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的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对它们的控制一向是强权分配的一

个重要因素。，，近年来，西方出现了“资源战争”观
点。这种观点认为,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主线，

是国家间对石油、木材、矿石和水等战略性物质资
源的竞争，并因此带来地区不稳定。对此，美国不

惜调动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资源，力图控制
世界上更多的油气资源。目前，全球18个石油资源

大国除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外，其余14个石油资

源大国共计 1180亿吨可采储量(占全球的
71.06%)均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中。
    (二)战略卖家:俄罗斯的石油外交

    世界石油地缘格局，从北非、中东、中亚到俄罗
斯，呈一个巨大的带状结构。俄罗斯石油储量达

137。亿捅，接近世界总储量的14% o除欧佩克之
外，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年产量占

世界总量的9%,2004年俄罗斯的石油开采量达到

创纪录的4.59亿吨，是继沙特阿拉伯之后世界第二

大石油储量国及石油和油品出口国。

    作为‘能源超级大国”，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更显
示出其战略卖家的得心应手。俄罗斯通过“安大

线”、“安纳线”再到“泰纳线”方案之变，将日本的要

价从100亿美元提高到130亿美元，而最初日本人
的报价是50-60亿美元。俄罗斯还积极推动独联

体统一能源市场的建立，力图将里海石油开发纳人

其“第二欧佩克”计划，以争取战略主动，实现俄罗
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三)战略买家:中国在国际石油竞争中的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由于有强劲
的经济增长推动石油需求和进口，所以它在世界石

油市场的重要性将继续扩大。石油需求的不断增

加，将使中国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战略购买国。然
而，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其在世界石油市场的现实地

位是不相称的，对世界石油价格走势没有发言权。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心存戒备、多方掣肘。

近年来，美、俄、日等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有意无意

地干扰、排挤中国石油企业的对海外石油开发权公

平竞争的几个实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03年
5月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欲购买英国

天然气集团在哈萨克斯坦里海北部油田的股份，由
于现有股东“行使”优先收购权而先后“惜败”。
2003年底，中石油从美国维克托利石油公司手中收
购了俄罗斯斯基姆尔石油公司61.8%的股份。然

而经过数月谈判，中、美、俄三方达成初步协议，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实际获得斯基姆尔石油
公司51%的控股权，中石油最多只能获得49%的股

份。2005年6月，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
司，因美国众议院的介人而不得不退出收购。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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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

    (四)亚太地区成为石油竞争的“主战场”

  。近年来，亚太地区已成为仅次于北美洲的新的
能源消费中心。美、中、日、印这四个国家分别占据
了2004年世界石油需求前四的位置，都是石油消费
大国和净进口国。目前，北美消费的石油约为每天

240(〕万桶，亚太200)万桶。这种石油消费的大国
集群以及独特的政治经济联系将不可避免地使中
美之间、中日之间和中印之间在世界石油市场展开

激烈的竞争。

    1中美石油竞争。2001年2月，美国战略和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经过三年研究得出的报告
(21世纪能源地理政治学》，其中写道:“中国对中
东石油的依赖日益增强，可能促进北京与该地区的

一些国家形成军事联系，这将使美国及其盟国感到
优虑。”为此，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将能源特别是石油
问题“政治化”，利用“石油武器”作为遏制中国的重

要手段。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
略喉冲，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美列人必须掌握的全

球16个“黄金水道”。.9，11�事件后，美频繁与东
南亚国家进行各种反恐演习，并试图参加在马六甲
海峡的国际巡逻，其控制中国海上石油生命线的图
谋昭然若揭口

    2.中日石油竞争。中国和日本都是石油消费大
国，高度依赖石油进口。两国之间许多有争议的问
题都与对石油的需求有关。俄罗斯远东石油输油
管线之争是中日能源之争的第一次公开较量。这
场“石油博弈”以俄舍近就远，最终选择了经过折中

但更有利于日本的“泰纳线”方案收尾。另外，中日
在东海海底划界和石油开采方面也是趣超不断。
两国围绕能源展开的竞争不局限于东海，还扩散到

了中亚和中东。

    3.中印石油竞争。中印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
又都是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均面临着能源瓶颈。
    目前，中国的石油供应主要经过“中东一印度

洋一马六甲海峡一南海”航线。印度正在实施的
“蓝水海军”战略，试图使印度洋成为“印度的海

洋，，。从长期看，中国的石油进口海运航道随着美
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介人、印度对印度洋的控制和日

本在东海划界等问题上的牵制而变得非常脆弱。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都是对方的

重要邻国，如何把相互间的石油竞争控制在理性的
范围之内，是中印双方都应小心驾驭的战略课题。

    三、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国家战略

    石油短缺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起着长期的制
  72

约作用。国际石油市场的大国博弈方兴未艾，中国
应未雨绸缪，放眼长远，制定并实施具有中国特色

的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的国家战略。

    (一)石油储备战略
    战略石油储备是一个国家应对政治和军事危

机、保障经济安全的最重要工具，被视为减轻能源
安全脆弱性的关键武器。当国际石油供应突然发

生中断或国际油价暴涨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经济
正常运转时，战略石油储备的动用往往具有抗拒风
险、保障安全、平衡供需、抑制油价的功能。在全世

界石油进口大国中，美国实际储备原油的能力可满

足158天的消费，日本的石油储备相当于160天的

进口量，欧盟国家则建立了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石

油战略储备。中国是唯一没有任何战略储备的国

家。而且根据美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经验，

石油储备从开始建设到真正发挥作用至少需要10

年以上的时间。因此，专家建议，中国至少需要建
立60夭石油消费量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二)石油开发战略

    一是加大国内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寻找

“油源”.摸清“家底”。资料表明，我国目前的石油
探明储量为183亿桶，尚有1%亿桶的储量增长和

146亿桶的未发现储量，远景石油总量为525亿桶。
作为国内主要石油供应的老油田，已进人开采中晚

期，出油率低，开发成本提高，已几乎不可能再提高

产量。塔河大油田的勘探、珠江口盆地石油的发
现、东海大陆架海底石油的开发以及冀东南堡油田

的发现等，有利于弥补老油田产量的下降，保障国

内石油产量的稳定。

    二是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的跨国石油经营战
略，参与国际石油市场新秩序的建立。目前，中国

石油、中国海洋石油和中国石化三大石油公司都在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争得更多的海外石油份
额。鉴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势及其在世界
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今后中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参

与度、影响度都将大大提离。

    三是实行石油进口地域多元化战略，分散进口

风险。作为世界石油供应“心脏地带”的中东，拥有

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和出口能力。中国目前有一
半以上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由于中东地区局势

动荡，因此，石油进口过分依赖中东存在很大的风

险。为此，中国应在继续稳定中东传统石油进口市
场的基础上，逐渐深化与俄罗斯及中亚产油国在石

油领域的合作。可以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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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地区主义及分

离主义在内的石油安全战略联盟。另外，不断拓展
非洲、拉美的新兴市场也是实行多元化战略的重要

方向。

    (三)石油技术战略
    1节能降耗技术。中国既是一个石油消费大

国，同时又是一个石油浪费大国。目前，生产同一
个单位的GDP，中国所需要的能源是美国的三倍，

是日本的十一倍半。中国如果在能源效率上能够

接近日本的水平，那么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就不必依赖石油进口。为此，一方面，中国要

开发、推广燃料利用率更高的新型交通工具及工业
生产设备等。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使国家
的节能降耗政策落到实处，有法可依。

    2.石油提炼技术。目前对常规石油的开发提炼

技术已经成熟。相对于常规石油而言，非常规石油
的开采和处理对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6

年10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一份名为《释放中

国的能源潜力》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我国非常规

石油储备比常规储备多16倍。如果这些储备能够
得到很好的开发，在2015年它们将每天生产180万
桶原油，中国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将得到根本的改

善。创新石油提炼技术有利于拓展国内石油产量，

同时还可以促进我国参与国际石油开发与合作。
    3.石油替代技术。就石油储量相对于经济实力

而言，中国只能算是一个“贫油”国家。作为一次能

源，石油的枯竭将是其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为

此，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

依赖》中指出，“不仅石油进口占某国石油消费总量
的比重颇为重要，进口其他能源的选择和寻求替代
选择的代价也同样重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发

展更清洁、可再生的非常规能源开发技术。结合我

们的能源国情，加速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水电、
核能等是减轻石油进口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对能

源需求的重要途径。

    (四)石油运输战略

    美国历史学家马汉曾经指出，“商业影响需要

通过在各地部署的海军来得以存在”，“谁能控制海

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
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这对我们认识石

油这种带有浓厚国际政治色彩的战略商品具有重

要启示。欧美对海外石油的巨大需求是建立在其

强大的制海权基础之上。就目前而言，中国还是一
个陆权国家.海军发展相对滞后，这与维护我国巨
大的近海海洋权益和远洋战略通道的安全是不相

适应的。在世界产油区，“中国目前缺乏军事能
力”，“目前中国海军力量还不能够确保海上能源交

通线的安全，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和单
一的海上运输线使得中国的石抽进口的脆弱性比

较明显。”为此，从长计议.中国必须实施海洋强国

战略，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壮大海军力量，以
确保中国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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