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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发展 

世界能源格局新趋势与我国石油战略对策 

徐 胜 

(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重庆 400015) 

摘要 ：世界 范围内的石油需求市场、供应、资本的多元化 ，显示世界能源格局 已拉开了新一轮大调整的序幕。世界主要 强国 

纷纷出台了本国的能源发展战略。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严峻，我国必须尽快实施部署“重组、开源、节流、重储、保运、合作”的能 

源安全战略 ，以确保我 国能源供应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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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Trends of Global Energy Structure and 

Policy Proposals on China’S Energy Strategy 

XU Sheng 

(Foreign Affairs Office Chongqing Municipalit3 ，Chongqing 406015，China) 

Abstract：The multi—polarization of global oil demand，supply an d capital investment demonstrates a new era of the world energy 

structure．Faced with these changes，the main po wers in the world are implementing their new energy strategie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China’S energy security is facing a great challenge．To secure China’S oil supplies all over the global，our country should implement an 

energy sec urity strategy as soon as possible．which should emphasize on restructuring of man agement and market mechanism，searching for 

oil supplies，energy savings，establishing of strategic oil bases and pipelines，safeguarding the oil transportation hnes and initiating the in— 

temational cooperation O13．energ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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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 以来 ，能源安全 问题成为世界各 国共 同面 临 

的问题 。2004年全球 石油价格 的持续 暴涨 和伊 拉克 

战争背后 的能源争夺战表明 ，能源已逐渐成为世界大 

国关 系和区域安全方面 的新热点。严 峻的形势 表明 ， 

世界能源战略格局新一轮大调整已拉开 了序幕 ，主要 

的表现就是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 
一

、世 界 能源 战 略格 局发 展 态 势分 析 

(一 )石 油 需 求 市场 多元 化 

虽然发达 国家 石油 需求仍 主导着世 界石油 需求 

市场 ，但是经济 发展较 快 、人 口较 多的发展 中 国家的 

石油需求量正 在追 赶发达 国家。这些 国家都 已经进 

入或即将进入 人均 能源消费 量增长较 快 的阶段。总 

部设在 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 (IEA)2004年 10月 26日 

公 布的<<2oo4年世界 能源展望》预计 ，“全球石油需求 

将 年均增 长 1．6％ ，到 2030年 日需求 量将达 1．21亿 

桶 。石油需求增长速度最快的将 是发展 中国家 ，新增 

需求主要来 自交通运输行业 O”《展望》还预计 ，“国际 

石油贸易量 将 翻一番 ，到 2030年 达 到每 天 6 500万 

桶 ，略高于石油总产量的一半。” 

(二 )石 油供 应 多元化 

欧佩克(OPEC)在世界石油市场仍然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展望》预计 ，到 2030年 ，欧佩 克将满足 

全球一半 以上 的原油需求 ，这个 比例 比 20世纪 70年 

代还要高(国际能源机构 ，(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 

但非欧佩克产 油 国发展 势头强劲 。据 俄罗斯 能源部 

公布数据 ，俄罗斯石油 和天然气储量分别 占世界总量 

的 11％和 31％ 。目前已探 明石油储量为 82．19亿吨 ， 

是 世界上第七大储油 国，天然气储量为世界第一 。近 

年来 ，俄罗斯每年出 口天然气 1 9O0多亿立方米 ，石油 

超过 2亿吨 ，是继沙特阿拉 伯之 后的世界第 二大石油 

出口国。另因参 与了 白俄 罗斯 、乌克兰 、摩尔 多瓦和 

亚美尼亚油气企业的私有化 ，左 右了独联体 和中亚 国 

家的油气开发权 、定 价权 和运输 权 ，还控 制 了里 海能 

源外输三条管道 中的两条 ，尤其地 处西欧和东亚两大 

石油需求区域之 间 ，具有得 天独 厚的石 油地缘优 势 ， 

逐步确立 了“雄据一方 ”的能源大 国地位。里海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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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国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 为 1 500—2 000亿桶 (仅 

阿塞拜疆 、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 坦三国的石油储量 

估计就达到 680亿桶 )，被西方称为“第--+ 中东”，是 

继西伯利亚 和 波斯 湾之 后 的世界 第 三 大储 油地 区。 

目前 ，里海地 区的原油 产量 为每天 165万 桶 ，预计到 

2010年可望增加到每天 4OO万桶 。被称为“世界第二 

海湾地 区”的非洲 地位迅速 上升 ，已探 明石 油储量仅 

次于中东和拉丁美洲地区。据欧佩克统计 ，2003年非 

洲 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935．5亿桶 ，占全球 已探明储量 

的近 8．8％。 由于新 勘探 技术 的运 用 和新 油 田的发 

现 ，非洲石 油储量还 在不 断增加。 目前 ，非洲 国家原 

油 日产量 已达 780多万桶 ，占世界 原 油 日产 总量 的 

10．3％。相关研究表 明，今后 1O年间 ，全球石油产量 

增长最快的地 区将 是西非。专家预测 ，到 2010年 ，非 

洲国家石油产量在世界 石油总产 量 中的 比例 有望上 

升到 20％。挪 威、加 拿大 、英 国仍 然 保持 传 统地 位。 

挪威是世界 继沙特 阿拉伯 和俄罗 斯之后 的第 三大石 

油 出口国。石油 日产量保持 300万桶 。加拿大常规原 

油储量为 7．1亿吨，另有 238．5亿吨的沥青原油 ，天然 

气储量 2．8亿吨立方 米。英 国 已探 明剩余 石 油储量 

约 20．15亿吨，天然气储量约 1．4亿吨立方米 ，且拥有 

英国石油 BP等 多家跨 国石 油公 司和海 外 油 田的份 

额。伊拉克战争结束 后其 特殊 地位将 逐渐 突 出。伊 

拉克是拥有 1 125亿桶探明石油储量的世界石油资源 

大国 ，钻探率迄今只有 23％ ，在发现的 8o个油 田中只 

开发了 17个 ，石油潜 能巨大 。随着 战后伊 拉 克临时 

政府将石油资源和企业 收归 国有 ，并 且逐渐理顺与美 

英联军及投资伊拉克的世界 大石油公 司的关系 ，石油 

日产 量有 望 从 现在 的 180万桶 增 加 300万 桶 。 以 巴西 

为代表 的其他国家石油供应增长 ，也将对世界石油市 

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 )石 油 资本 多元化 

世界石油市场结构的调整为石油资本创造 了“投 

资契机”，油价持续走高更 激发 了石油资 本投资新 的 

油 田、炼油厂和输 油设施 的热情 ，石油 资本 充 当了世 

界石油地缘政治 的“开路先锋 ”。1998年世 界石 油资 

本重组后 ，前 15位炼油大公 司掌控 了世界 4o％ 的炼 

油能力。但是 ，目前发达国家的几大跨 国石油公 司在 

世界石油产业 中的垄断局 面正 受到新 兴地 区大 国和 

新产油国的挑战，出现了石油资本多元化趋势。 
新老产油国都想迅速 提高石油 效益 ，但都 面临着 

资金短缺的难 题 ，因此 ，通过 招商 引资来 解决这 些难 

题 已成为各产 油国 的共 识。如沙特 、伊 朗、也 门等 中 

东 国家迅速开 放本 国石 油市 场 ，吸 引包括 俄罗斯 、中 

国、印度等国的石油资本投资本国石油开发。 

在全球新一轮开发新油 田的浪潮 中 ，为增强 自身 

的实力和竞 争力 ，降低地 质和地 缘政 治 的双重 风 险， 

‘‘联合开发”将成为各石 油公司规避 海外投 资风 险的 

最佳策略。 

总之 ，世界石 油地缘 战略 政治 的多元化 ，引发 了 

世界石油市场结 构大调 整 ，必 将涉 及需求结 构调 整 、 

供应结构调整 、资本结构调整 和新石油储产 中心开辟 

等石油领域的方方 面面 ，其 时 间持续 之长 、涉及范 围 

之广、影 响之深远 ，将 是前所 未有 的。这必将 为新 一 

轮长期投资浪潮创造 条件。而新 一轮长期 投资浪潮 

需要大投资、长周期 和高风 险 ，数 年甚至 十几 年才 能 

见效益 ，这就是 目前以及今后相 当长 的时期 内国际油 

价将 在高位运行的深层原 因。 

二 、国 际 能源发 展 战 略分 析 

面对世界能源战略格 局的新态势 ，北美 、西 欧、东 

亚等主要石油消 费区域 的国家 ，都 面临着 油源争夺 、 

石油竞购 、运输保 障等 问题 ，纷纷 出台了本 国 的能源 

安 全发 展 战略 。 

首先 ，各 国将石油供应 多元化 、战略储备和油道 

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美 国能源部于 2003年下半 

年出台了《能源部战略计划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Strategic Plan)》，该 战略计划确定 了其 在未来 25年内 

的核心 任 务 和 战 略 目标 。具 体 地 说 ，未 来 25年 中美 

国能源部核心任务是“促进美 国的国家 、经济 、能源安 

全 ，推进为实现上述 任务所需 的科技 创新 ，对 国家核 

武器设施及试验场进行环境 清理”。美国能源部 的四 

大战略之一的“能源战略”的 目标 ，是通 过促进可靠 、 

经济 、环境友好 的能源供应 多样化来维护 国家和经济 

安 全 。 

1997年 日本 提 出“欧亚 大陆外 交”新 战 略 ，提 出 

以推进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为主要 内容 的“丝绸之路 

外交”(日本 把中亚及高 加索八 国称 为 “丝绸 之路地 

区”)。2004年 8月，首次 “中亚五 国 +日本”外 长会 

议 在 哈 萨克 斯 坦 首都 举 行 ，并 正 式 邀 请 中亚 各 国元 首 

2005年到 日本名古屋参加“中亚 +日本”元首级会晤 ， 

进一步发展“中亚 +日本“对话的新模式 。有媒体称 ， 

“视石油如同生命”的 日本是 因为嗅到 中亚石 油的气 

味 而匆 匆 赶 往 中 亚 的 。显 然 其 主 要 用 意 是 抢 先 夺 取 

中亚与高加索地 区能源开发的主导权 ，以便将来从该 

地区得到稳定的油气供应 。此外 ，日本注重加强对世 

界石油生产国的经济援助 和技 术合作 ，通过“日元外 

交”来拓展油源。2OO4年 日本不惜用数十亿美元利诱 

俄罗斯放弃了对 中国承诺过的“安大线”，而转 向利于 

日本的“安纳线”方案 。 

2003年 5月 22日俄 罗斯 联 邦 政府 正式 批 准 了 

((2o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明确了其新能源发展战 

略。该文件指 出，俄罗斯 对外 能源战略 的主要 目标是 

采取外交手段使 国家参与平等的国际能源合作 ，巩 固 

俄罗斯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的地位 ，同时要确保 国家能 

源安全 。俄罗斯能源外交 的三个 重点地 区及策 略是 ： 

(1)与独联体国家谋求建立 统一能 源市场 ，力 图控制 

独联体国家 ，尤其是 中亚 、环 里海 国家丰 富的油 气资 

源的开发和运输。(2)“9·11”事件后 ，在与美 国争夺 

中亚和里海地 区油气 控制权 的 同时 ，开 始寻求合作 。 

(3)扩大欧洲和亚太市场 (主要是东北亚 )。 

其 次 ，各 国将合理 利用 常规能源 、研 发新 型清洁 

能源和切实保护生态 环境作 为能源 和经济 发展 战略 

中的基本国策 ，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社 会全面进步 、 

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 不断 改善 。各 国重 视强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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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以下几个 方面 ：(1)高新技 术成果在 能源工业 领 

域 的迅速推广应用 。美国科罗拉多州 ROCKY MOUN- 

TAIN INSTITUTE的 AM0RY LOVINS领导的研究小组 

公布 的《WINNING THE OIL ENDGAME：AMERICAN 

INNOVATION FOR PROFITS，JOBS AND sv．curtrrY)) 

报告 中，提 出了一 系列 在未来 20年 建立 以氢为 主要 

能源的经济、让 美 国石 油消耗 减少一 半 的政 策建议 。 

报告指 出，“美国 70％的石油消耗在交通上 ，任何能源 

政策从根本上讲也是 汽车政策 ”。报告 “强调应使 用 

先进物质 ，如碳 化纤维 和元件 取代钢 铁 ，从 而减少 汽 

车的重量(但不 能以牺牲 车辆 的安全性 为代价 )。再 

配 以 电 和 内燃 机 相 结 合 的混 合 技 术 提 供 的 动 力 ，这 样 

轻重量 的汽车就将会 大大 的节 省 油耗 ”。(转引自iVli． 

CHAEL ELLIOTr：“Kicking the Big—Car Habit”，TIME，SEP· 

TEMBER 27，2004)(2)化石 燃料 正 向高效节 能 、洁净 环 

保的方 向发展 。清洁能源技 术迅速提高 ，各 国纷纷 推 

进清 洁 煤 计划 。 (3)天然 气 的开 发 、利 用 迅 速 增 长 ，前 

景广 阔。 日、美 等 国 已经 获 取 了天 然气 水 合物 的样 

品 ，天然气水合物有 望继石油之后成为人类的又一支 

柱 能源 。 (4)核 能 的 开发 利用 重 新 受 到重 视 。 

三 、我 国 能源 安 全形 势 和 战略 选 择 

对照世界能源 战略格 局 的发展趋 势和各 国的能 

源战略的调整 ，我国 的能源安 全形势 ，尤其 是石油 安 

全形 势 严 峻 。 

(一 )我 国能 源安 全 形势 严 峻 

其一 ，储量和产量较少 ，需求 增长过快 ，供求 矛盾 

日益 突 出 。我 国 已探 明石 油 储 量 占世 界 的 1．7％ ，储 

采 比(可开采时间)只有 14．8年 (世界储 采 比为 40．6 

年 )。1990—2000年 ，我 国石 油 消 费 需 求 年 均 增 长 率 

提高到 7、6％ ，比世界平均增长率高 6．2个百分点 (世 

界 为 1．4％ )。2003年 我 国石 油 消 费 需 求 增 长 ll％ ， 

居美国之后 ，成 为世界 第二 大石 油 消 费 国。未来 20 

年 ，我 国经济将 翻两番 ，工业化 、城市 化和全面建设 小 

康社会 ，将使我 国石油消费需求持续增 长。英 国石 油 

公司(BP)预测 ，2001—2015年 ，中国石油供 应将年均 

下跌 0．5％ ，需求将年均增长 4．5％。中国地质科学 院 

估算 ，未来 20年我国石油需求将年均增 长 7．7％ 。 

其二 ，对外依存度飚升 ，进 口区域集 中 ，运输安全 

系数低 。 目前我 国石 油进 口国主 要集 中于 沙特 、伊 

朗 、安哥拉 、阿曼 、也 门、苏丹这六 个高风 险国家 ，其 占 

我 国进 口石 油 的 66．3％ 。另 外 ，我 国进 口石 油 以海 运 

为 主 ，主要 通 过 马六 甲海 峡 。而 且 进 口石 油 的 90％ 靠 

外国海运公 司承担 。换言之 ，我 国进 口石油 的运输主 

导权并未掌 握到 我 国海 运公 司手 中；海盗 活动 、恐 怖 

袭击 、潜在 的地 区冲突和外 国海军 的制海权也直接威 

胁 着 我 国石 油 海 上通 道 的安 全 。 

其 三 ，海外 投资举 步维 艰 ，缺 乏管理 经验和有 效 

监管。 目前我 国海 外投资取 得 的石 油供应 只 占我 国 

进 口石油总量 的 5％ ，剩余部 分都来 自国际公 开市场 

上的采购。有海外媒 体分析 道 ，“中国石 油公 司在境 

外所 购买的油井都 已过了出油 的高产期 ，很 多石 油专 

家认为 ，在购买这些油井上 中国公 司出价过高 。(Mat- 

thew Fomey：“China’s Quest for Oil”，TIME，OCI~MBER．25， 

2004) 

(二 )我 国必须 实施 “重组、开 源、节 流、重储、保 

运 、合作 ”的能 源安 全 战略  

“重组 ”包括管理体制 重组和市 场重组 。重组管 

理体制 ，就是 要 建 立强 有力 的能源 管理 机构 。“IEA 

认为 ，没有一 个统领 能源事 务 的机 构 ，中国即使 出台 

宏观能源政 策 ，也无 专 门机构贯彻 实施 ，更无 法实现 

长远的政策 目标 。”(陈凤英，2004)目前 ，我 国的石油管 

理权分散在数个部委 、十余家司局级单位。成 品油管 

理则分散在 三个部 委 ，分别 管理成 品油进 出 口、市场 

流通和储备 问题。因此 ，当务之 急是建立强有力 的能 

源管理机构 ，集 中统一 目前分散在各部委和企事业单 

位的管理权 限 ，才 能实施权 威性管 理与协调 ，保障 国 

家宏观能源 规划 的长远发展 。做好 市场重 组的关键 

在于 ，尽快地通过到 国外学习培训和到与我国有合作 

关系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工作等多种方式 ，逐渐培养一 

大批熟悉 国际石油期 货和现货市场运作、市场监管和 

海外投资 的业务人 员 ，增强我 国石油企业在国际石油 

市场上的搏杀能力 。 

“开 源”包 括对 外 和 对 内两 方 面 。对外 开 源 ，就 是 

要 积极 开展 全 方 位 多层 次 的能 源 外 交 ，“稳 住 中 东 和 

东南亚 ，争夺俄 罗斯 、中亚和里海 地 区，抢 占非 洲 ，挤 

入拉丁美洲 等地的新 老油源”，尤 其应该抓住探 明石 

油储量最快 的非洲地区的新机遇 ，以避免资源地单一 

可能带来 的风险。加 大力度 以合作或 独资 的形式 到 

国外 经 营油 田和办 厂 ，形 成 境 外 开采 、加 工 、运输 一 条 

龙机制 ，从 而充 分利用他 国 的石 油资源 。对 内开 源 ， 

包括勘探和开发我 国东南海洋石油资源；大力推动能 

源多样化 ，尤其 要充分 利用我 国煤炭优 势 ，开发 和推 

广煤炭液化技 术，以替代 石油 ；切实保 护好我 国的煤 

炭资源 ，尽快制 止各地 小煤窑 的开采 ，将 全 国的煤 炭 

开采纳入国家统一规划和管理 ，并且尽快解决新疆 等 

地煤炭 自燃 的资源灾 害 ；积极发 展水 电、核 电及热 核 

发 电能源 等 等 。 

“节流”就是要注重对石油资源的有效控制 ，积极 

实施 节能措施 ，着重在 “用油大户”汽车 的节能方 面下 

功夫。2004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指出 ，“明年经 济工 

作 的任务之一就是 ，大力 推进结构 调整 ，促进 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 。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 ，要抓住影 响结构 

优化和协调发展 的重要环 节 ，加 大结构调整 的力度。 

其中强 调，节 约 能源 、资 源是 优化 结构 的重要 目标。 

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 、低产 出的状况 ，全面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 ，把节约放 

在首位 ，大力 发展循 环经济 ，逐步构 建节约 型的产业 

结构和消费结构 ，走 出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 的节约型发 

展道路”。这充分说 明了中央已重视把 能源节约 问题 

放到在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 

“重储”就是高度重视石油战略储备问题 ，以服务 

于资源需求地和国防建设为标准 ，尽快规划 和建立战 

略储备基地和商业储备基地 ，以提高对石油 突发性供 

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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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运”就是要保 障石油 资源地和储备 基地之 间 

的运输线 ，要 特别 重视 加 强地 区安 全合 作 和海 军建 

设 ，保 障海上运输线的安全。“2OO4年 11月 29日，温 

家宝总理和东 盟各 国首 脑在 2003年 签署 的《面向和 

平与繁荣 的战略伙 伴关 系联合宣言》的基 础上发表 的 

《行动计划》，强调 加强地 区合 作 ，保护 东南亚地 区的 

重要海上航道 。”因此 ，我们要 抓住 这一历史 机遇 ，通 

过积极参与 APEC和东盟加 中 日韩“l0+3”的地区安 

全 机制 ，成 为亚太地 区区域安全的积极倡导者 和重要 

参与者。另外 ，尽快改变我国进 口石 油运输 的 90％ 以 

上由国外航运公司承运 ，而我国航运公司的 90％运力 

却在 为国际市场服务的矛盾现象 ，必须将石油运输权 

控制在 自己手 中，使石油运输这条“生命线 ”更安全。 

“合作”就是寻求 共 识 ，加强 合作 ，开 展全 方位多 

层次能源外交 ，构建国际石油安 全合作 网 ，开辟 “互惠 

共赢”的局 面。尤其 是我 国地 处 的东 亚地 区，是能源 

发展 、开发和安 全结合最 紧密 的地 区，目前正 处于竞 

争或合作的抉择关键期。近年来 ，恶性竞争在东亚地 

区 已有所 体现。但 是 ，东亚各 国在残 酷竞争 的同时 ， 

也普遍认识到 ，只有进 行能源 区域合作 ，才 能使 本地 

区各 国充分利用区域 内石油 ，减少对 区域外石油的依 

赖 ，减少地缘政治风 险，可以在石 油冶炼 、战略储备等 

方面取长补短 ，从而使 区域 内各 国全 面降低 成本 ，从 

而在解决 自身需 求 的 同时 ，在合 作 中实 现 可持 续发 

展。 目前 ，中 日韩 三国间已开始 了“东北亚能源合作 ” 

磋商机制 ，东盟加中 日韩 “10+3”-rE提 出了建 立包括 

东亚共 同协调 ，包括能 源等 问题 的机 制。因此 ，要 围 

绕“东亚能源共识 ”，积极倡导在东亚地区和俄 罗斯远 

东地区开展政府间和企业间 的能源 区域合作。 

近来 ，许多国际关 系论著讨论 了资源匮乏和冲突 

之间的关系。托马斯 ·赫默 一迪克逊(Thomas F．Ho— 

mer—Dixon)研究 了大量 因资源问题而造成 冲突的案 

例 。他认为 ，“国家 为争夺 不可再 生资源 而进行 的争 

斗要多于为获得可再生 资源而进 行 的争 斗”。而且 ， 

“在未来 的几十年 中 自然资源 匮乏会变得非 常严 峻。 

人 口增长 、资源消耗增加和资源 占有不平均将对许多 

地区产生前所 未有 的影 响。因资源 问题 而导致暴力 

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将大大增 加”。那么世 界各国该如 

何面对 这样 一种 能源 问题 困境 呢?2Oo4年 11月 21 

日，胡锦涛 主席在 《亚太 经合组 织第 十二 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上 的讲话》中强调：“作 为一个 发展 中国家 ， 

中 国将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为促进亚太 

及世界经济发展 作 出贡献。为消除 能源 问题对亚 太 

和全球经 济增 长的制约 ，我建议亚太经合组织加强这 
一 领域的工作 ，开展政策对话 ，就提高能效 、开 发新能 

源和解决贫困人 口的能源供应 等问题 深化合 作。”这 

就充分阐述 了我 国不 同于传统 西方 国际关 系理论 的 

新安全观 ，为世界共 同应对能源 问题提供 了新的思维 

和理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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