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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技與環境＋現代中國＋全球化

1. 何謂能源外交？

2. 中國為甚麼加強能源外交？試舉3個原因並詳加解釋。

3. 中國應如何面對「能源威脅論」的挑戰？試建議3個方法並詳加說明。

4. 你如何評價中國的能源外交政策？

5. 有人說：「隨 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對石油價格的話事權將會提升。」你對此
說有何看法？試抒己見。

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2003年，中國

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消耗國。據國際

能源署估計，中國的石油需求將繼續攀升，到2025年將達

到每天近1,500萬桶，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將達75%。有專家

指，能源外交已成為中國維護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徑。

■葉淑蘭 華東師範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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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外交奏效
國際 待解

能源外交

特 點

中 國

．共同開發技術　加大投資力度
．首腦定期會晤　確立溝通機制
．參與國際組織　重視對話

成 果
．國企鋪路進軍全球
．築新運輸管道　分散風險

問 題
．進口國動盪　輸入鏈易斷
．依賴馬六甲航道　運輸路線單一
．美元結算　無定價權
．爭開採權遭美阻撓

挑 戰
．經濟投資規模偏小
．共治危機　消除威脅論
．民間參與冷淡　企業意識薄弱

定義：
由國家主導、能源企

業共同參與，帶有外交

特色的國際活動，其目

的是為維護國家的能源

利益及其他相關利益。

通識概念圖

▼中石化被視為中國進入
國際能源市場的「領頭
羊」。 資料圖片

■中國石油消耗多、生產
少，國際能源機構預測，
中國的石油缺口將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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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經常與不同
國家舉行能源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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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能源外交？
能源外交由國家主導、能源企業共同參與，是帶有外交

特色的國際活動，其目的是為維護國家的能源利益及其他相關利益。

二戰後興起 分兩大類
能源外交分為以能源作為外交手段和以能源作為政策目標兩大類：以能源作

為外交手段的國家多為能源輸出國，如委內瑞拉及俄羅斯等；以能源作為政策

目標的國家多為能源消費國，如中國、日本及美國等。

能源外交被視為經濟外交的重要分支。能源外交是二戰後出現的一個新概

念。在上世紀60年代，隨 石油危機爆發，能源外交漸為國際社會廣泛接受。

目前各國經濟高速發展，能源問題日趨緊張，各國的能源外交亦不斷得以加

強。能源外交已成為各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運用能源外交來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國現代
化建設面臨的重大任務。近年，中國逐步加
大能源外交力度，充分利用雙邊和多邊外交
平台，不斷拓展能源外交的合作領域。中國
能源外交呈現以下3個特點：

共同開發技術 加大投資力度
近年，中國與國際在各個領域，包括石

油、天然氣、煤炭、核能、水電及可再生能
源等方面都開展卓有成效的合作。另外，中
國亦重視與其他國家在能源開發技術、節能
技術等方面的合作，並加強進行戰略對話。
中國通過併購、參股、投標等方式直接與

能源生產國進行能源專案合作。同時，加大
對能源生產國的交通、通訊、水利及電力等
基礎設施的投資合作，為進一步能源合作的
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中國還加大與其他國
家的石油公司展開合作的力度。

首腦定期會晤 確立溝通機制
中國重視與能源生產國的雙邊合作，如建

立中俄兩國總理的定期會晤制度，這為中國
的能源外交提供機制化的保障。除首腦外交
外，中國還積極動議或參與各種能源部長會
議、能源論壇及學術會議等，展開能源對
話。中國還加強與能源消費國的合作，如中
國與日韓等主要能源消費大國建立會議制
度，探討能源合作問題。

參與國際組織 重視對話
中國積極參與各種全球性或地區性國際組

織關於能源的對話，如聯合國、中非合作論
壇及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等。此外，中國與
國際能源機構簽署諒解備忘錄，與東盟建立
友好關係，加強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多邊
能源合作機制，這為中國擴大能源進口提供
保障。

有專家認為，中國能源外交已取得良好的成
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國企鋪路進軍全球
中國的主要能源企業，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

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和中國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已成為中國進入國際能源市場
的「領頭羊」，在世界各地投資開發數十個重大
專案。2006年初，中沙共同投資的一個煉油工
程在沙特正式啟動。除國營企業外，中國的私
營企業也進軍外海石油市場，如中國國際石油
投資聯盟耗資數億美元，獲得多個印尼和中東
油田的開採權。

築新運輸管道　分散風險
中國在推動能源進口多樣化取得成效。除從

中東、非洲等地區進口能源外，中國亦積極開
拓俄羅斯、中亞、印尼及泰國等市場。
中國的能源進口運輸高度依賴馬六甲海峽，

因此需要建立新能源運輸線，以分散風險。除
海上運輸外，中國已在陸路運油方面取得實質
性進展。如在2006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合作的
輸油管道建成並已開始運作。2009年，俄羅斯總
理普京訪華時與中國達成共識，除每年用鐵
路、海運及管道供應中國原油外，俄國亦將從
俄國遠東等修建兩條天然氣管道向中國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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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多生產少
石油缺口擴大

目前，中國從30多個國家進口石油天然氣，主要有
沙特、伊朗、安哥拉、俄羅斯、阿曼、蘇丹、印尼、
澳洲、泰國、馬來西亞、剛果及委內瑞拉等國家。
國土資源部數據顯示，近十年，中國原油消費量以

年均5.77%速度增加。同時，中國石油生產年均增長
1.89%，大幅低過消費增長速度。國際能源機構預測，
中國到2020年的石油缺口，將達3.71億噸。

中國面臨的能源安全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4方面：

進口國動盪 輸入鏈易斷
在中國的進口原油中，約45%來自中東，32.5%來自

非洲，3.5%來自亞太。有專家指，中國能源進口過於
依賴中東和非洲，而這些地區的政局經常不穩定，危
及中國的能源安全。

依賴馬六甲航道 運輸路線單一
地區角度而言，中國有80%能源進口經過馬六甲海

峽。有專家指，若馬六甲海峽發生動盪，如美軍介入
或東盟等挑起事端，中國海軍以目前的實力可能無法
控制。

美元結算 無定價權
中國並沒有石油價格定價權。在世界石油貿易中，

美元既是計價貨幣，又是結算貨幣，從而形成「石油
美元」。中國處於被動地位。
另在世界主要的能源消費國之中，除美國外，日

本、印度、韓國等均集中在中國的周邊，易與中國競
爭，如日本極力阻止中國從俄國石油進口中獲益。

爭開採權遭美阻撓
主要石油富集地區，如中東、拉美及中亞等，都有

美國的影子。另條件較好的油氣富集區大部分由西方
石油公司控制。從2003年起，中國企業努力參與伊朗
對外開放油氣開採權競爭，但遭美國限制。

建多邊關係　拓合作領域

力補不足 成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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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投資規模偏小
中國較多運用政治方式來尋求能源進口，如領導互訪；但運

用經濟方式來尋求能源進口較少，特別是在直接進行能源投資
方面，其規模與主要大國相比仍偏小。在有限的能源投資中，
資本運作方法單一，有專家指這需要中國與能源企業加大對主
要能源生產國的直接投資。

共治危機 消除威脅論
中國與伊朗、蘇丹及委內瑞拉等國的能源合作擴大，引起歐

美鼓吹「中國能源威脅論」，並指責中國不擇手段地獲取石
油，不關心東道國的政治現實和人權狀況。有專家認為，中國
需更多地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及外交手法，加強與歐美在能源
問題上的戰略對話，並充分參加國際能源機構等國際組織；中
國亦需更多地適度參與國際危機治理，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
色，逐步消除「能源威脅論」的影響。

民間參與冷淡 企業意識薄弱
能源外交主要由政府推動，民間團體參與不足。中國能源企

業的能源外交意識比較薄弱，缺乏對能源外交的全面考慮，對
能源生產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了解不夠深入，與國家外交
部門亦缺乏協調。有專家指，能源企業除與政府部門合作外，
還需要加強行業、民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等力量在能源外交中
的作用。

■非洲國家的
政局動盪，經
常發生內戰，
中國在當地的
石油輸送管道
容易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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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源外交雖然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一些挑戰，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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