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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 

钱学文 

摘  要  中国是一个“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能源短缺不是总量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近年来，随

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石油供应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高层领导为此积极开展了能源外交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合作。在当前条件下，开展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合作不仅具有必然性，

而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中国同中东产油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政治上互助，经济上互补，文化上

交融，从而为中国开发中东能源，获取中东石油创造了良好的合作环境。至于中国的石油企业在开展中东能

源合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则应该予以认真解决和勇敢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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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与中东石油 

多元发展、加强国际互利合作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针之一。在中国的能源发展

中，石油产业有其特殊性，不同于其他能源的发展及利用。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

所占的比例长期居高不下，2005 年占 68.7%，油气占 24%，水电和核电等占 7.3%。[1] 石油

与煤炭之比接近 1:3，但两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不言而喻的。以煤炭为主的消费
结构，表明我们直到现在仍处在低效率和低效益的煤炭时代，游离于世界能源的发展潮流之

外，这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和能效利用、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都不利。需要指

出的是，中国的能源短缺不是总量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从能源储藏结构看，中国是一个

“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近年来，为了填补不断扩大的石油供应缺口，满足中国经济快速

增长的需要，中国的石油进口也随之水涨船高，对外依存度问题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

注。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近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吨 

年度 年消费原油 年产原油 年进口原油 对外依存度 

2004 2.96 1.74 1.22 41.2% 

2005 3.16 1.80 1.36 43.0% 

2006 3.46 1.84 1.62 46.8% 

  

以上的原油进口不包括成品油进口，否则依存度还要高。英国 BP 石油公司发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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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2006年全球的能源消费增长了 2.4%，而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了 8.4%，[2] 其中石油消

费增长了 6.7%，接近过去 10年的平均增长率。这一年，中国从 10月起正式实施国家石油战
略储备，为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注油。2007年中国的原油进口再创历史新高，仅上半年就达 9959
万吨（包括成品油），进口金额达 426.63 亿美元。据预测，2007 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达
3.6 亿吨，同比增长约 5.78%。 相对石油消费的增长，国内石油生产的增速却相对缓慢，近
年来的产量增幅大致维持在 1.5%-2%。 

促使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的原因，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外，石油生产的资源条

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严陆光院士估计，中国的石油消费到

2050年将超过 8亿吨，而国内产量由于资源和生产能力的限制，将稳定在年产 2亿吨左右，
进口依赖程度将达 75%。[3] 中国目前的原油年产量已接近 2亿吨，增产空间已微乎其微。这
意味着在未来的岁月里，要切实解决好日益扩大的石油供应缺口问题，继续加大与海外石油

生产国家的能源合作几乎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从海外搞石油的首选之道是合作开发，其次才是进口贸易。对于开发利用中东的油气资

源问题，我国国内一直存在歧见。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反复多变，长期动荡不安，

国内不少业内专家都主张尽快实现石油来源多元化，不要过分依赖中东油气。他们还主张，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应控制在 1/3 的范围内，分别从俄罗斯、中亚、中东予以解决。[4] 这

一方案实际上有点理想化，从当前情况看，俄罗斯和中亚要实现专家们的近期目标都存在距

离，更不用说随着国内石油需求上升而不断提高的远期目标。特别是中亚地区的资源条件和

产量，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中国的 1/3 对外石油需求。[5] 由此可见，在当前条件下，把开展

石油合作的基点放在中东产油国或将中东石油列为我国的主要石油来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主要油源就是来自中东产油国。 
从原油进口地区看，2006 年我国原油进口仍主要来自中东地区，其进口量达 6073 万吨

（不包括北非阿拉伯产油国），比上年增长 1.5%；占全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41.8%。其次是非
洲地区，原油进口量为 4351万吨，比上年增长 13.5%；占全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30.0%，与上
年基本持平。来自前苏联地区的原油进口增长较快，进口量为 1865万吨，比上年增长 32.6%；
占全国原油进口量的 12.8%，比上年提高 1.7个百分点。 

从原油进口国来看，2006年我国主要从沙特、安哥拉、俄罗斯、伊朗和阿曼五国进口原
油，各国的原油进口量，均超过 1000万吨，合计 9324万吨，比上年增加 20.3%，占当年原
油进口总量的 64.2%，比上年增加 3.1个百分点。其中，沙特 2387万吨，增长 7.6%；安哥拉
2345万吨，增长 34.3%；伊朗 1677万吨，增长 17.5%；俄罗斯 1597万吨，增长 24.9%；阿
曼 1318万吨，增长 21.7%。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原油进口国仍相对集中，主要从中东进口
原油的格局基本未变。 

2006年中东产油国的探明剩余石油储量为 1098.71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60.88%，其中
西亚产油国的探明剩余石油储量为 1012.64 亿吨，北非产油国为 86.08 亿吨；石油总产量为
13.38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36.92%，同比增长 0.7%，其中西亚部分产量为 11.34亿吨，北
非产油国的产量为 2.04亿吨。[6] 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行能源来源多元化政策，从能源供应现

实看，中东石油已是中国的海外主要来源，其他地区资源只是战略性的多元化补充资源。 

与中东产油国加强能源合作不仅有必然性，而且有安全性。中东产油国以阿拉伯国家为

主，以往的阿拉伯民族向心力和穆斯林民众特有的凝聚力，一直是过分集中能源来源的软肋，

但如今中东的地缘政治早已物是人非，阿拉伯国家原有的民族凝聚力和传统文化在西方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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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已涣散殆尽，再加之原本就与另一个中东产油大国伊朗的

关系长期不睦，所以当今与中东产油国搞合作，不应把中东看成是一个严密的整体，而是一

个个坚持各自利益的独立国家。现在的中东产油国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像上世纪 70年代那样
采取联合行动对付西方世界的时代已属历史。在这样条件下开展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合作，

完全不必为不断增大的对外依存度多虑，而是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外交力度，

做好开发利用中东石油的大文章。从中东获取石油，本身就应该被视为石油来源多元化的一

个有效举措。现在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从中东获取石油，都应是相对安全的。 

二、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的新进展 

2004年 7月以来，中国一直在同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展开谈判。2005
年 12 月底，科威特石油大臣率领欧佩克代表团访华。2006年 1 月，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
拉接踵而至。4 月，胡锦涛主席率团先后回访了沙特以及欧佩克另一重要成员国尼日利亚。
通过双方高层领导的频繁接触不难看出，在能源合作领域，中国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得中东的

石油供给，而中东产油国则想牢牢抓住中国这一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增加能源输出的安全

度。中国高层领导的能源外交活动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石化在对沙特某沙漠地带开发

天然气的项目招标中，一举击败美国公司，成为该区域有权开采的 4家公司之一。另外，中
国石油企业在中（国）缅（甸）石油管线久议不决的情况下，决定另辟蹊径，经巴基斯坦的

瓜达尔港，将沙特、伊朗石油输入中国新疆，以此缓解马六甲海峡海运安全困境。在中国福

建，一项由中石化、埃克森-美孚和沙特石油公司共同投资 35 亿美元的炼油厂已动工修建，
此外，沙特还准备对海南、青岛、大连的一些石油储备和炼油项目进行投资，这些项目构成

了中沙能源合作的基本框架。2005年前，沙特石油在美国的总进口额中约占 20%，在中国约
占 17%，是美中两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2005年底，科威特和中国方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拟在广州附近兴建一座日加
工 30万桶原油、投资额高达 50亿美元的合资炼油厂，用来加工来自科威特的原油。这一炼
油项目一旦达成协议，将超过总投资为 43亿美元的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成为中国最大的
中外合资项目。2006 年 3月 29 日，科威特石油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真正实现零距离
接触中国石油企业。这是个双赢结果，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不仅可以到产油国搞开发合作，

也可以同时引进产油国的资金和技术，从事中国的石化项目，由此形成与石油输出国“共生”

的依存关系。科威特无视美国脸色，投资中国，大搞能源合作，在中东产油国中产生了一定

的示范效应和榜样力量，导致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国纷纷紧跟，涉足东方，促使中国与中东

的能源合作不断升温。2007 年 5 月 22 日，中国燃气集团与其战略性股东阿曼国家石油公司
签署合资公司协议，从中东进口能源产品，帮助中国燃气集团稳定获取能源供应。合资公司

的法定资本 4000万美元，双方各持合资公司的 50%权益。[7] 5月 23日，世界级的乙烯供应
商卡塔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继北京、上海、台湾和香港之后，在广州设立了它在中国地区

的第 5个办事处，其主打产品乙烯目前在华南市场正供不应求。[8] 6月 20日，伊拉克总统贾
拉勒·塔巴拉尼访华，在随团访问期间，伊石油部长就中国在伊拉克石油领域里的投资与中

方进行了协商。这次协商虽未导致产生具体的协议，但伊拉克驻华大使明确表示，即将诞生

的伊拉克《石油法》将向国际公司开放伊拉克油田，中国将成为受惠国之一，伊中之间一份

被冻结的、签署于 1997 年的石油合同将很快被激活。[9]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说明，

中国与中东产油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已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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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中东局势历来变化无常，地区矛盾异常复杂，世界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世界各大石

油公司的能源角逐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深化，日趋激烈，中国在推进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

中，遇到了各种各样、越来越复杂的制约因素。 
1.大国竞相介入中东，对我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形成掣肘。当前中东地区的形势发展充

满变数。在此背景下，受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利益的驱使，大国竞相介入中东，加大了

争夺力度，把中东当作它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着眼于建立由其主导的世界新秩

序，其总体目标是依托美洲、称雄亚洲、控制中东，它通过“一张路线图”、“两个战场”、

“三个外交支点”，对中东步步紧逼。欧盟亦以经济为主导，能源合作为切入点，积极介入

中东事务，将中东视为其谋求世界一极地位的重要依托。一年多来，欧盟在中东的外交异常

活跃，在伊核问题、巴以冲突等中东事务中与美适度拉开距离，突出独立性，力图打破美国

的独霸局面，拓展自己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则视中东为其总体战略的纵深，是缓解和

平衡美在中亚地区挤压其战略空间的重要场所，打好中东牌，有望有效改善俄罗斯的地缘战

略处境，牵制北约和欧盟。俄以伊核、巴以问题等为切入点，展开中东务实外交，在一些问

题上明显站在与美以对立的立场上，抵制西方的渗透、控制和压力。[10] 近年来，美国对中东

能源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这一格局对中国十分不利，因为这为美国增加了在能源上直接遏

制中国的砝码，使中国利用与该地区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开展正常的能源合作更加困难。 
2. 复杂多变的地区局势增大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风险。中东既是全球的

“能源库”，也是世界的“火药桶”，是连绵半个多世纪冲突的旋涡，更是民族、宗教、政

治等纷争的是非地。这都给中东的安全和稳定构成强烈冲击，使地区格局孕育着深刻复杂的

嬗变，不确定因素增多，安全隐患凸显，中国对此应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和对应措施。 
3. 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威胁。个别中东国家对“东突”等分裂中国的势力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甚至只要不危及本国政权，就放任“东突”分子在其境内自由活动。这种态度助长

了民族分裂势力的能量和气焰，对我国国内的稳定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此外，中东地区的局

部战乱和动荡，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以及劳务和商品的出口等也起破坏作用。 
4. 中东产油大国沙特、科威特等虽都有与我国进行能源合作的愿望，但要使其能源出口

潜力变成现实还须解决诸多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除个别“问题国家”如苏丹、伊朗以外，

中国石油企业在中东的能源合作进展得十分艰难，得到的多是些小项目。即便是伊朗，在处

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也存在利用能源牌的倾向，缺乏实质性的合同或订单。 
5. 中国石油企业与外交驻外机构尚需进一步加强协调和沟通，密切合作。新世纪初，前

外长唐家璇曾说，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外交将是石油外交。自此，随着中国高层领导的适时

出访，中国的石油外交便有声有色、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06年
中国的能源外交更是达到了高潮，四大外交开局皆为石油，随后的一系列外交部署也与之密

切相关。中国的石油外交战略追求和谐世界下的良性竞争，一方面要与欧佩克、俄罗斯和美

国等能源领域的强势者“连横”，分享现行国际规则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要同伊朗、苏丹、

安哥拉以及印度这样的弱势者“合纵”，促进新规则的建立。[11]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涉外石油企业与驻外机构的合作缺乏默契与沟通，彼此互有抱怨，这是中国开展石油外

交和中东能源合作中不应出现的一个不和谐因素。 
6. 中国政府对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能源合作项目的地位和影响力估计不足，宏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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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和行情变化迅速的条件下，显现出经验不多，反应迟缓

甚至互相拆台等低级失误，导致合作项目见效较慢。某些企业缺乏对资源供应国认真的调查

研究，获取真实信息的办法和途径不多，常常轻信西方代理商提供的信息，结果导致上当受

骗。部分参与谈判人员素质不高，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和外事经验，从而使谈判效果大打折

扣。[12] 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中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的历史性机遇 

“9.11”事件以后，美国和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裂隙，伊拉克战争更使中东产油
国与美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给了中国石油企业同中东产油国加强能源开发合作的最佳机

会。一方面，伊战严重激化了中东的民族和宗教情绪，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使中东

各国不仅担心西方式民主改革会动摇他们的君主制政权基础，还担心受美国操纵的后萨政权

有可能恢复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前日产原油约 500万桶的能力，甚至超过沙特成为全球第一的
产油大国，从而在欧佩克内主宰石油定价和份额分配，危及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在这点上，

美国与沙特等中东产油大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这些产油大国亟欲另寻合作伙伴。另一

方面，中东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能源消

耗巨大，市场潜力诱人，而且与中东国家一直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和友谊。目前，沙

特、科威特、伊朗等中东产油大国，都在逐步打破国家对能源部门的垄断，对本国的能源项

目进行国际招标。[13]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与中东产油国进一步加强能源合作的时机到了。 
除上述条件外，中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还受以下两个条件支持： 
1. 中国奉行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受到该地区国家的普遍好评。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和中东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多

数阿拉伯国家的赞赏与支持。迄今为止，中国已同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

关系，与各国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的关系。所有这些，为中国开展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

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为我国成功地从中东进口石油营造了良好的大气候和整体环境。 
2. 中国经济腾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事实，令中东国家感到羡慕，他们对与中国合作

充满信心，乐意看到石油流向中国市场。中东产油国普遍看好中国巨大的石油需求市场，尤

其是 9·11事件后，一些阿拉伯产油国出于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力图改变
长期以来过分依赖西方大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遂提出“能源东向”的经济能

源发展合作战略。其主要考虑是确保能源输出安全，通过扩大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石

油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实现石油勘探、开发、生产、销售体系和市场流向等方面的多元化，

借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力量牵制美国的霸权行径，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实现其政治目的。 

五、中国开展中东能源合作的对策建议 

1. 积极贯彻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理念，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创造良好条
件，为加强双方石油企业间的能源合作铺平道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之下，

中方应密切注意中东形势，抓住有利时机，认真分析研究这些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的动态与

变化，及时调整相应的战略、策略，同时深化改革，建立责权利一致、反应快捷敏锐的相应

管理机制。此外，还应认真研究美国长期的总体战略和地区战略，及时了解其策略的变化和

实质，建立自己的综合应对机制，在政治、安全、外交和经济方面及时采取相应的战略和策

略，利用矛盾，运用智慧，作好自我防范，尽量避免陷入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困、堵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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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和遏制的窘境。 
2. 改变思路，确立新的利益观和安全观，要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合作方利益乃

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在考虑本国安全的同时，兼顾合作方安全乃至国际社会的整体安

全。双赢才是确保双边能源合作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3. 在中东产油国中，石油资源量和产量参差不齐，有多有少。在当前条件下，中国搞能

源合作不能以量小而不为。某些中东产油国出于政治目的，希望中国能够在中东问题上仗义

执言，因而在能源问题上对中国表示出愿意加强合作的倾向，对此，中国方面应保持清醒的

认识，采取灵活、务实的对策。当前，马上进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等国拿大项

目存在难度，应首先坚守阵地，保持已有的基础，再求发展。像苏丹就是一例，2006年新增
石油探明储量 788.10%，这对中国石油企业而言，无疑是一利好消息。 

4. 中国石油企业参与中东能源的合作开发，中国政府应给予外交上的支持，并加强宏观
指导。在这方面，中国首先需要尽快制定从中央到地方协调一致的、面向世界市场的长期能

源发展战略，尽快建立相对独立的能源管理部门。对于中国石油企业在工作、运营中暴露出

来的问题，政府应给予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同时要创造尽可能多的条件，确保中国企

业把参与项目的风险降至最低，以减少国家利益的损失。 
5. 涉外石油企业与外交机构应加强协调和合作，特别应该引入适当、灵活、必要的激励

机制，充分发挥外交机构的中介桥梁作用。在此激励机制下，中国的外交部门和驻外机构应

紧跟高层领导的步伐，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大力促进中国的中东能源合作。 
6. 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两条脚走路的方针，在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开展

能源合作的同时，也要积极引进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资金，用于国内石油项目的投资，从而大

大减少世界石油市场的变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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