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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争到合作 :中印能源关系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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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新兴大国 ,又都是能源进口大国 ,在国际能源领域形成竞争关系在所难
免。在中东、中亚 —里海、俄罗斯及世界其他地区 ,中印展开能源竞争导致双方利益缺失。随着中印双边关
系的改善 ,双方领导人做出了及时的政治判断 ,中印企业联手参与国际能源合作 ,正在实现由竞争对手向合
作伙伴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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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mpetition to corporation: analysis of Sino - Indian
energy relations

WANG Chang - m ing, FU Ju - hui

(Schoo l of Philosophy and H istoric Culture, Xiangtan U nivers ity, H unan Xiang tan 411105, China )

Abstract: China and India, as two rising countries and two big energy - import countries, are unavoidable to compete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field. In M iddle East, M iddle A sia - the Caspain Sea, Russia and other areas of the world, energy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results in mutual interests defect. W ith the imp 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leaders of both countries made political judgment in time, the enterp rises of both countries are cooperated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 from rivals to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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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已经进入石油经济时代。石油不仅是一
种商品 ,受供求关系的调整 ,更是一种战略物资 ,是
各国争夺与控制的目标 ,因而也受到政治因素的制
约。石油被誉为“工业的血液 ”、“黑色的金子 ”,是
保障国民经济的重要能源。

所谓“能源问题 ”,确切地说就是“石油问题 ”。
历史上 ,对石油的占有与需求一直被当作衡量强国
与弱国、大国与小国的重要标志 ,石油因此被称作
战略产品。近年来 ,石油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占有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大国之间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
的石油争夺战。

关于“石油的威力 ”,汉斯 ·摩根索非常精辟地

指出 ,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原料的出现 ,引起
了主要政治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因为谁要是
能够将它加到自己原有的原材料的资源上 ,谁就大
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 ,并以相应比例剥夺了对手的
资源 [ 1 ]。

一、中印石油对外依存度对比分析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新兴的能源消费和进口

大国 ,迅速上升的能源需求与本土供应能力下降的
反差逐渐加大 ,决定了两国海外能源依存度日益上
升 ,能源已成为制约两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
颈 ”。为此 ,两国都把石油战略与能源安全作为实
现崛起的战略课题 ,进而引发两国在能源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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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一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演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对

石油与天然气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中国已在 1993

年成为石油产品的净进口国 ,而在 1996年以后又成
为原油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净进口石油 9 700万
吨 ,与 2000 年相比 , 增长 39. 35% , 平均年增长
11. 69% ,对外依存度达 33. 27% ,形成进口高度依
赖的格局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
国。2004年 ,据海关统计 ,中国 3. 14亿吨的原油消
费量中 ,有 1. 22亿吨从国外进口 ,对外依存度为
42. 1%。据《世界能源展望 》的估计 ,到 2030年 ,中
国石油进口对外依存度将达到 82%。而在 1994

年 ,这一数字仅为 1. 94%。与此同时 ,中国能源需
求的弹性系数也明显上升 ,从 2000年到 2003年分
别为 0. 02、0. 47、1. 21和 1. 45。2003年 ,能源消费
总量的增长速度比 GDP的增长速度快了 4. 1个百
分点 ,但仍然满足不了需要。目前中国油气储量居
世界中游 ,约占世界能源总量的十分之一 ,但相对
量严重不足。我国人均可采石油资源量、人均石油
产量和人均石油消费量只有世界人均的 18%、24%

和 22%
[ 2 ]

,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 )印度石油依存度的现状
印度是世界石油与天然气消费增长最快的国

家之一 ,供需矛盾突出。从独立至今 ,印度能源战
略经历了从基本依靠进口到最大限度实现自力更
生的变化历程 ,但受制于资源条件 ,目前油气仍以
进口为主。印度国内的石油资源十分有限 ,属于贫
油国。印度目前所探明的石油储量只有 16. 6亿吨 ,

只占到全球石油储量的 0. 5%。其能源消费量占全
球总量的 3%以上 ,其中石油占 33% ,天然气占
7%。印度也是全球能源消费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

其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倍。随着经济的加速发
展 ,印度能源总体需求将呈加速递增趋势。但印度
本土石油产量已呈下降之势。2005年 ,印度本土的
石油开采量和汽油生产量同前一年相比 ,分别下降

了 5% ,且原油生产下降趋势难以扭转 [ 3 ]。目前 ,印
度每天石油消耗为 200多万桶 ,居世界第六 ,其中
70%需要进口 ,预计未来 25年印度经济发展所消耗
的石油中将有 90%需要依赖进口。根据美国能源
部《2004年度国际能源展望 》报告 , 2025年 ,印度能
源需求中石油为日均 530万桶 ,天然气每年为 2 500

亿立方英尺 ;与目前相比 ,各种能源需求都将大幅
提高 ,其中石油将增加 1. 5倍 ,天然气 2. 1倍。消费
结构也有所变化 ,其中石油占 34% ,天然气占 16%。

(三 )中印石油多元化战略的相似性

中印同属发展中大国 ,经济发展迅速 ,油气消
费量大 ,对外能源依赖度高 ,两国在能源领域具有
一定的共性。首先 ,两国国内生产量均相对不足 ,

供需缺口不断增大。为改变能源供应日益紧张的
状况 ,都在积极拓展国外市场 ,走多元化进口战略。
得到长期稳定的油气供应以保证社会经济的安全
运行 ,已和边境安全一起并列为印度国家安全的最
重要的两大任务 ,为此 ,这些年来印度以四面出击
的姿态 ,大力争取海外油气资源 ,积极开展能源外
交和国际能源合作 [ 4 ]。而中国从 1992年起政府提

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的战略方
针起 ,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就开始踏上了“走出去 ”的
战略征程 ,主要是换取海外份额油和扩大进口石油
渠道 ,这势必导致中印两国在国际能源市场展开竞
争。其次 ,在石油来源和运输通道上 ,中印又有着
惊人的相似性。资料显示 ,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供
给分别占到中印两国石油总进口量的 60%和 70%

以上 ,且均经由波斯湾、印度洋航线。
中印能源对外依存度的相向性、主要进口来源

地的同源性 ,地缘政治、经济的相关性等因素的作
用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印两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
既密切相关又相互竞争。在两国政府大力支持下 ,

两国国有石油公司都在留意投资购买海外油气田
股份或者开采权。

二、中印能源博弈
(一 )中印在中东石油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中东地区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 ,也是目前石

油产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地区。中东地区拥有世界
原油和天然气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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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截至 2003年底 ,

中东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990亿吨 ,占世界总产量的
63. 3% ; 产量为 10. 93 亿吨 , 占世界总产量的
29. 6%。同时 ,在过去 20多年的勘探发现中 ,中东
地区石油储量占全球的比重不降反升 ,从 1980年的
55%增加到 2002年的 65% ,而且随着勘探的发展 ,

预计这一比重可能增加到 70%到 75% [ 6 ]。因此 ,中

东在未来世界石油格局中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
中东作为世界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几十年来一
直是大国传统的战略争夺目标。

由于中东是中国和印度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
区 ,中国和印度分享中东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日趋激
烈。印度为满足自身发展对能源的需要 ,正利用得
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争夺中东石油资源 ,解决国内
日益紧张的能源供应问题。继 2000年通过副部长
级联合委员会建立伊朗石油出口印度的机制后 ,

2003年 5月印度与伊朗又达成协议 ,伊朗承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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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内每年向印度提供 500万吨液化天然气 ,未来
一年内每天为印度提供 10万桶石油。伊拉克战争
后 ,印度又与伊拉克临时政府谈判 ,以求每年从伊
拉克获取 300万吨原油。2001年印度还与卡塔尔
签署 10亿美元液化天然气销售合同 ,由此 25年内

每年可从卡进口 750万吨液化天然气 [ 7 ]。印度还在

沙特、阿联酋、也门、阿曼等国“以工程换石油 ”[ 4 ]。

中国在中东的石油开拓工作也只是近几年才
刚刚起步。2004年 3月 7日 ,中石化在沙特首都利
雅德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道与沙特王国石油部
签署了开发鲁卜哈利盆地 B 区块上游协议。这块
面积约 4万平方公里的气田 ,位于沙特的东北部 ,是
沙特 25年来第一次对海外投资者开放的三块气田
中的一块 ,也是我国实施“走出去 ”战略 10年来第
一次正式登陆世界最大的油气富集区。2003年 12

月 31日 ,中石化国际勘探工程公司在伊朗卡山区块
风险勘探中成功打出高产油气井 ,同时 ,中石化还
参与了世界第二大油田阿扎德干德油田北部区块
的竞标。在中东 ,中国的石油战略已初见成效。

由于中国公司具有较强的实力 ,在中印中东石
油博弈中 ,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 ,并且进军势
头较猛 ,只要充分利用好我国在各方面的资源 ,是
可以在中东有所作为的。

(二 )中印在中亚 ———里海石油地缘政治中的
博弈

石油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
重要筹码 ,各国为了获取石油围绕着世界特定区域
而进行的激烈争夺和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就

是所谓的石油地缘政治 [ 8 ]。中亚 ———里海地区是
另一个石油资源竞争激烈的地区 ,里海地区蕴藏着
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美国能源部估计里海石油可
开采储量为 2 000亿桶 ,人称“21世纪的波斯湾 ”。
作为中东以外新的能源供应地 ,中亚石油资源使其
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其在“石
油心脏地带 ”的连接作用进一步强化了中亚在能源
格局中的地位。中印在地缘上都与中亚紧密相连 ,

围绕中亚展开的石油地缘政治博弈方兴未艾。
借助于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良

好的政治关系和优越的地缘优势 ,中国石油公司纷
纷登陆中亚能源市场 ,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1)

2005年 8月初 ,中国天然气集团 (CNPC)以 41. 8亿
美元力压印度国有天然气公司 (ONGC)与米塔尔钢
铁集团的联合叫价 ,并购了哈萨克斯坦第三大石油
生产商 PK公司。中印两家国有集团对哈萨克斯坦
石油公司的争夺充分显示印度和中国对能源日益
强烈的需求①。 ( 2 ) 2005年 12月 31日 ,在中哈两

国通力合作下 ,中哈石油管线开通 , 2006年 5月开
始向中国输油 ,这条管线投入使用后将部分缓解中
国石油进口过多依赖中东和由于日本的介入而使
“安大线 ”受阻的压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哈管
道有可能与哈伊 (朗 )管道以及中亚地区管道实现
连接 ,可以将中东 ———中亚 ———俄罗斯的原油运往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印度目前正在积极开展能源外交 ,在全球范围
内寻找和开发油气资源 ,并取得成效。印度与俄罗
斯、缅甸、伊朗、委内瑞拉及中亚各国领导人互访频
繁 ,同这些国家签订了有关能源的贸易与合作协
议 ,购买和参与开发它们的油气资源 [ 9 ]。印度石油
天然气公司已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作
为重点合作国家 ,力争在西伯利亚、里海和东萨哈
林地区获得相当规模的勘探开发区块和油气储量。
印度已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附近建立了其第
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这是印度加入中亚地缘政治博
弈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 ,印度还全面展开建设泛
亚天然气管道 ( TP I、IP I、MB I) ,其中北线是土库
曼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印度管线 ( TP I) ,

是土库曼 ———阿富汗 ———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
( TAP)的延长线。印度已与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就
该问题进行过几次会晤与磋商。这两国已经接受
印度成为 TAP观察员。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参
加了 2005年 10月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
行的有关 TAP第九次会议。印积极介入中亚 ,其着
眼点在于中亚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油气资源 ,并显
示印在其周边有所作为 ,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
战略意图。

在中亚石油地缘政治博弈中 ,中国获得了更多
的主动权 ,但也面临“三股势力 ”和世界政治、经济、
外交等复杂关系的考验。另外 ,中亚石油向东输入
中国 ,并通过中国进入东亚与东北亚市场 ,始终是
美国的一个战略遏制方向。2006年 5月初 ,美国副
总统切尼访问哈萨克斯坦的主要目的是“敦促哈萨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对输油管道的走向做出‘正确
选择 ’。切尼所谓的‘正确选择 ’,无非就是为实现
美国的地缘战略 ,压制哈将输向中国的石油转向西
方国际市场 ”[ 10 ]。中印在中亚的石油地缘政治博弈
还会受到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互动关系等因素的
干扰。

(三 )中印俄石油博弈
俄罗斯的石油总储量和天然气蕴藏量均居世

界第一位 ,石油年产量占世界总量的 9% ,是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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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石油储
量 ,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中国和印度都把俄罗斯当
成是最佳供油国。与俄罗斯地理上相邻的中国和
政治上接近的印度都在为争夺俄罗斯的石油资源
明争暗斗。俄罗斯则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丰富能源 ,

大搞能源外交 ,以获取经济利益 ,提高政治地位。
中国与俄罗斯自建立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以来 ,双方已形成稳定、和平与友好的国家关系 ,这
为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背景。中国处
在世界能源带的东端 ,开拓中国市场 ,是俄罗斯能
源外交的重要对象。同时 ,中国视俄罗斯为能源多
元化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 ,中俄经贸关系发展势
头强劲 ,双方在石油、天然气、电力方面的合作比较
顺利。2003年 11月初 ,中、俄、韩三国公司就酝酿
多年的“俄罗斯科维克金 ———中国 ———韩国 ”天然
气管线的建设项目达成可行性研究报告。2004年 9

月温家宝总理访俄 ,双方在能源合作问题上达成了
四项共识①[ 11 ]。自 2006年开始 ,中国每年从俄尤

科斯石油公司购买 1 000万吨原油 ,合同期限为 7

年。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 ”,这一年中 ,除了
俄罗斯要加紧修筑远东石油管道、推动远东地区的
经济发展外 ,中俄政府间的合作也持续升温 , 2007

年合作项目多达 190项。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基石之一 ,是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基础。但中俄能源合作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
素 ,由于俄罗斯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心存疑虑 ,处处
设防 ,试图利用“石油外交 ”和“军售外交 ”以达到牵
制或者遏制中国的目的。政治现实主义认为 ,地理
上相邻的两个大国总是倾向于把对方视作竞争对
手和潜在威胁。“安大线 ”和“安纳线 ”之争 ,明白无
误地告诉世人 ,石油问题是俄中关系的软肋 [ 12 ]。与
军售一样 ,俄罗斯在对华能源外交上也是一个自相
矛盾的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 ,俄罗斯一直视印度为其在亚洲地区
的战略盟友。目前 ,印俄已经建立了战略伙伴关
系。政治上互相支持 ,军事上密切合作 ,经济上互
通有无。俄罗斯在民用核能等领域的技术较为成
熟 ,其石油产品出口能力也较强 ,可有效地满足印
度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印度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巨
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无疑对俄罗斯有较大的吸引
力 [ 13 ]。印度为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 ,利用印俄
传统友好关系 ,在俄罗斯能源市场与中国展开竞
争。2004年印俄在能源合作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能
源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欢
迎印收购尤甘斯克石油公司 ,印拟向俄萨哈林和里
海油田投资 30亿美元 ,以拓宽能源进口渠道。此

外 ,俄承诺帮助印勘探油气资源 ,在印建核电站 [ 14 ]。
2005年 2月 21日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备忘录 ,就萨哈林三期
天然气项目、凡克尔等油田合作开发等 11个项目达
成了一揽子协议。2007年 1月 25日 ,俄罗斯总统
普京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辛格签署了关于俄向印
出售 4座轻水反应堆的协议。印度石油部长迪欧拉
24日已经宣布 ,印度方面将在普京此次访印期间提
出参股俄“萨哈林 —3号 ”油气项目的要求②。

俄罗斯是印度寻求海外能源资源的主要对象 ,

但俄罗斯谋求海外能源合作多元化 ,难以让印度独
家得利。尤其是俄罗斯谋求与中印构建战略协作
关系 ,对中印能源合作将维持某种平衡。如在俄罗
斯政府拍卖尤科斯最大子公司尤甘斯克的过程中 ,

建议中国和印度的石油公司收购尤甘斯克的股权 ,

这同印度的初衷大相径庭。
由于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不安 ,长期大量依赖中

东石油进口存在很大的风险 ;俄罗斯推进能源外交
增加了中印在俄能源市场竞争的不确定因素 ;中亚
三股势力的存在以及其他大国的战略介入等都使
中亚能源博弈变得更加微妙。近年来中印在非洲、
南美等新兴能源市场的竞争也初露端倪③。随着中
印的崛起态势不断推进 ,中印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
战略、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重要产油区局势动
荡等因素的相互作用 ,中印在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
导致双方付出了不必要的风险和代价。

三、规避风险博弈 ,实现合作“双赢 ”
中印都是崛起中的大国 ,也是能源消费和进口

大国。在本国能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双方在国际
能源市场形成竞争关系在所难免。激烈的竞争损
害了双方的利益 ,势必导致两败俱伤 ,其他大国坐
收渔人之利的局面。“和则双赢 ,斗则俱伤 ”,为了

27

汪长明 ,傅菊辉 :从竞争到合作 :中印能源关系析论

①

②

③

这四项共识是 : (1)双方重申进行能源合作 ; (2)俄

方同意通过铁路向中方供油 ,并修建输往中国的油气管道 ;

(3)中国亦可参加对俄油气开发的投资 ; ( 4)俄还考虑通过

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向中国供油的可能性。

http: / /www. sina. com. cn 2007 - 01 - 26.

例如 , 2004年印度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壳牌石

油公司谈判谋求购买其在安哥拉油田的股权 ,而中国与安哥

拉政府的谈判使安哥拉获得 20亿美元的项目援助 ,从而促

使安哥拉国营石油公司动用优先购股权 ,买下了壳牌公司手

下的产油区块。一个月后 ,印度 ONGC的子公司又与中国公

司就收购北美石油生产商 Encana所拥有的厄瓜多尔油田展

开激烈角逐 ,最后印度公司因无法保证油田不受厄瓜多尔政

府干涉及掌控而撤回收购计划 ,中国公司以 14亿美元的价

格完成收购。



避免风险博弈 ,增进双方在国际能源竞争中的共同
利益 ,于是中印能源合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 政府间合作大幕拉开
2005年初 ,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

行的亚洲石油部长圆桌会议 ,中国官员与印度官员
都表露了合作的意向。中印能源合作的构想一提
出 ,得到了中印双方的积极回应。为此 ,双方在政
府层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2005年 4月 ,温家
宝总理访问印度时发表了联合声明 ,称“双方同意
加强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 ,鼓励两国相关部门在
第三国进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调查和勘探。”2005

年 8月 ,中印决定共同收购两国选中的海外能源资
产 ,从而降低两国在能源收购方面的激烈程度。
2006年 1月 ,艾亚尔访华 ,中印正式签订有关加强
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即关于海外收
购的信息共享协议 ,并决定有选择地联手竞购石油
类资产以避免发生竞购战。中印能源合作开始进
入实质性阶段。

2. 双方企业共同参加海外油气开发
在中印双方政府的推动下 ,中印企业开始了合

作的尝试 ,并取得成效。中印在苏丹项目的合作 ,

是中印能源合作的典范①。中国和印度第一次实质
性的能源合作发生在 2006年底 ,双方联手拿出 5. 78

亿美元 ,成功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 38%

的油气资产 ,此次来之不易的合作让双方真切地感
受到 ,合作对两大能源消费大国有着巨大的益处 ,

也标志着中印两国从近年来海外能源争夺的对手
向深层次合作伙伴的转化。此后 ,中印还联合收购
了南美石油公司 ,印度国有企业石油与天然气公司
联合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收购
Om imex de Colombia 50%的股份。这是中国与印度
在对能源资源的长期相互竞争过程中的第二次
合作②。

3. 探索中印能源合作新形式
作为亚洲两个石油进口大国 ,中印双方还可以

探索建立双边和以中印为主体的多边能源合作机
制 ,包括组建类似于国际能源机构的“亚洲能源合
作组织 ”,设立地区石油战略储备 ,着力协助各成员
国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广节能技术以及开发新能
源 ,应是两国深化能源合作的方向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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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项目为印度石油与天然气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合作开发苏丹马鲁特 (Malut)油田项目 ,这有利

于油田开发的成本降低、效益提高、技术交流 ;另外 ,双方在

伊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也进行了一系列合作。

http: / /money. 163. com /07 /0328 /17 /

3AMJ4R08002525CJ. htm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