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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国获得海外石油权益的基本目标是希望能够顺利进入、分

享石油资源, 理想目标则是能够逐步稳定、扩大既有的石油开采权益。大国

分享石油资源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降低竞争对手 (包括先进入国家和其他后

进入国家) 的抵制, 争取资源拥有国的支持。从中国能源外交的实践来看, 有

限分流是成功分享海外石油权益最为重要的战略, 而有效化解竞争对手干扰的

主要策略包括限制收益和借助矛盾。在实现基本目标后, 大国若想稳定甚至扩

大既有的石油开发权益, 关键因素则在于提高本国对于油气资源区域的影响

力。对中国来说, 提高对油气资源区域国家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包括保持良好的

政治经济关系和提高开发效率, 而很少通过向资源拥有方提供安全保护来拓展

海外石油利益, 这主要源于中国目前的实力特征和整体对外战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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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的石油消耗量逐年增

大。1991~ 2003年, 中国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 1173 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为

61 7%。¹ 2005年, 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国。º与之相伴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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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升高, 而且短期内难以逆转。¹ 为了缓解石

油需求增长的巨大压力, 中国政府决定实施 /走出去0 战略。1997年 1 月,

江泽民在听取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汇报时指出: /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经

营, ,努力开拓国际石油市场,,石油产业不 -走出去. , 不努力开拓国际

市场不行。0º 此后, 中国政府和企业不断尝试拓展海外石油资源的获取渠

道, 能源外交的力度逐步加强。»

在 /走出去0 获取全球石油资源的过程中, 同历史上的后进入国家一样,

中国既遭遇过较为惨痛的失败。比如, 2003年中海油和中石化联合收购英国天

然气集团持有的里海北部油田股份无果而终; 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

司失败; 等等。同时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如中石油在苏丹的石油项目, 中石

化获得沙特天然气勘探开发权利, 在中东地区获得实质性突破等。

中国如何通过恰当的战略选择顺利获取海外石油资源? 本文将围绕这一

核心问题展开, 力图借助后进入国家拓展海外石油资源成败的基本原理, 分

析中国近年来的能源外交实践, 说明中国海外获取石油战略选择成败的原

因, 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获取全球石油资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现状综述

国家之间的战略资源竞争一直是国际关系及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侧重

点。根据研究关注的重点, 现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1 国家资源竞争的性质及战略后果。这类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之

间的战略资源竞争是否必然导致武装冲突。对此, 学者们形成了三种截然不

同的认识: ( 1) 战略资源的零和性导致冲突。这派学者的核心观点是战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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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曾对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做出高低两个方案。低方案认为, 到 2010

年, 估计中国消费石油 3亿吨以上, 供需缺口约为 11 5 亿吨, 对外依存度将达到 45%。到 2020年,

中国石油消费量最少也要 41 5亿吨, 届时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 55%。高方案则认为 2010年和 2020

年,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分别为 52%和 62%。国际能源机构预测, 2010年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

存度为 60% , 2020年将超过 70%达到 76%。参见崔大沪: 5大国能源战略博弈下的中国石油企业全

球化经营战略6 , 载 5世界经济研究6 2005年第 11期, 第 38页。

童晓光: 5实施 / 走出去0 战略充分利用国外油气资源6, 载 5国土资源6 2004年第 2期,

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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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如石油、天然气等) 具有零和性质, 因此国家之间必然会因战略资源竞

争爆发冲突, 战略资源富集区必然成为大国对抗的前沿。¹ ( 2) 战略资源不

可替代导致冲突。这派学者的核心观点是战略资源的不可替代性会引发国家

之间的冲突。比如, 同石油相比, 淡水资源的可替代性更差。因此, 有关淡

水的竞争更容易引发冲突, 而且冲突的烈度较强。º ( 3) 战略资源竞争未必

引发冲突。这派学者认为, 战略资源总是可替代的, 而且国家之间的战略资

源关系是非零和性的。因此, 战略资源竞争未必会引发或加剧冲突, 而且围

绕战略资源的冲突可能还会减缓。比如, 在前现代社会, 争夺土地等战略资

源还会引发人类群体之间的战争。而在现代社会, 国家再为土地发动战争已

经得不偿失了。»

上述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都没有说明为什么有时战略资源后

进入国家与先占国家能够达成协议, 顺利获得相关资源, 而有时双方会爆发激

烈的竞争, 甚至是武装冲突, 后进入国家获取石油资源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21 大国石油竞争的历史过程。这类研究主要关注石油成为战略资源以

后, 世界主要国家围绕石油展开战略竞争的历史过程。这类研究以美国的对

外石油利益扩展作为主要线索, 运用大量历史细节较为充分、详尽地记录了

20世纪体系大国围绕石油利益而爆发的战略矛盾和武装冲突, 其中有不少关

于后进入国家获取石油资源历史进程的描述和分析。¼

这类研究的优势在于宏观历史线索清楚, 微观历史细节具体, 有助于研

究人员把握后进入国家获取石油资源的历史全貌和具体进程。但缺点是拘泥

于历史细节, 对后进入国家获得石油资源成败的考察缺乏比较分析, 没有提

出带有普遍意义的总结性发现, 因此, 对我们分析、评价当前中国在全球获

取石油资源成败的指导意义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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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的石油战略及其影响。这类研究集中出现于 20世纪 90年代末期

之后, 与中国石油需求上升并逐步拓展海外石油利益基本同步。研究者关注

的主要问题包括:

( 1) /走出去0 战略的形成与动因。他们发现,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石油

需求,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国有石油企业实施 /走出去0 战略, 获取海外石油

资源。同时, 保障石油供给和能源安全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驱动因素。¹

中国的 /走出去0 石油战略充分反映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思路。º

( 2) /走出去0 的风险与化解。有学者提出, 中国 /走出去0 的风险主

要包括政治风险、技术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化解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

主要手段包括: 建立能源伙伴关系、» 谨慎选择开发区域、以投资参股为主

以及与国外企业展开合作、三大石油公司协调一致、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¼

( 3) /走出去0 战略的作用和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 /走出去0 战略无

法根本缓解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至于具体原因, 有学者认为关键在于中国

无法保证运输安全; ½ 有学者则认为中国能源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合理的能

源管理体制。¾ 同时, /走出去0 战略对中国的战略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

响, ¿ 具体包括: 强化与哈萨克斯坦等产油国的战略关系; À 可能恶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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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日本、印度之间的关系; ¹ 中国与苏丹、伊朗等国家的石油合作可

能导致地区冲突加剧; º 中国承受的战略压力上升; » 等等。

总体而言, 三类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三个缺陷: 首先, 对后进入国家如何

有效获取石油资源关注不够, 研究重点往往集中于资源竞争的后果和过程。

其次, 对有效获取海外石油资源战略措施关注不够, 往往集中于化解海外石

油投资风险的经济手段。同时, 对战略措施缺乏细致的分类, 没有区分后进

入大国分享石油资源和长期维持、扩展石油权益战略之间的差异。最后, 未

能将历史经验与中国实践有机结合。有关中国石油战略的研究大多只关注过

去十几年的中国实践, 而不能将中国的实践通过恰当的理论框架与世界大国

获取海外石油资源的经验建立联系, 使得研究的理论深度受到了限制。

后进入国家获取海外石油的主要战略

大国获得海外石油权益主要包括两层目标: 基本目标是希望能够顺利进

入、分享石油资源。理想目标则是逐步稳定、扩展既有的石油权益。实现两

个目标的策略选择既有相通之处, 也有较大区别 (见表 1)。

表 1 大国获取海外石油资源战略

战略类型 战略目标 战略手段

进入/分享

有限分流 缓解先进入方抵制 限制分享资源比例

限制收益 排除竞争对手干扰 愿意承受更高成本

借助矛盾 排除竞争对手干扰 利用相关政治分歧

稳定/扩展

战略主导 增强对资源拥有方影响力 提供安全保护

强化联系 增强对资源拥有方影响力 政治支持、经济援助

技术吸引 增强对资源拥有方影响力 提高开发技术水平

  资料来源: 作者本人的整理。

大国进入特定石油富聚区域, 分享石油资源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和平手

段有效缓解其他力量的抵制和干扰, 而非主动发起对抗, 甚至使用武力, 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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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对方让步。原因在于: 通常情况下, 资源对抗或冲突会迫使国家将精力和

经费用于资源竞争, 从而延误替代手段的开发和实施其他解决石油供需矛盾

的政策措施, 结果反而会加剧资源稀缺。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大国和平进入不同油气资源区域面临的压力和挑

战并不相同, 因此采取的战略也不尽相同。在先进入国家已经确立主导地位

或者油气资源对于拥有方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大国顺利进入的关键在于缓

解先进入国家的抵制力度, 主要策略是有限分流, 即设定合理的分享份额,

确保顺利进入。一战之前, 德国顺利获得英国控制的摩苏尔地区的石油权益

就是典型例证。

而在多方正处在竞争进入阶段的区域, 大国顺利进入的关键则是能否排

除竞争对手的干扰, 主要策略包括限制收益和借助矛盾。限制收益主要是指

大国愿意承担更高的成本, 主动降低自身的收益水平, 化解竞争对手的竞

争。典型例证之一是 20世纪 30年代, 美国公司击败英国公司获得沙特的石

油开采权益。借助矛盾则主要是指大国借助资源拥有方内部或与其他竞争方

的战略矛盾或政治分歧, 获得石油开发权益。如, 20 世纪 50年代, 意大利

石油公司利用伊朗与英美石油公司的矛盾成功进入伊朗。

大国顺利实现基本目标后, 若希望稳定甚至扩大既有的石油权益, 其关

键在于提高在这些区域的战略影响力, 以确保资源拥有方的持续支持, 最大

限度地降低来自其他竞争对手的威胁和冲击。根据国家的实力特点, 大国扩

大战略影响力, 稳定、扩展石油权益的策略主要包括: ( 1) 战略主导, 即通

过给资源拥有方提供安全保护, 从而维持、扩大影响力。这一战略要求国家

具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实力, 因此一般只有体系霸权国家或超级大国才能有效

贯彻这一策略。二战结束前后, 美国强化与沙特的安全关系就是典型例证。

( 2) 强化联系, 即通过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和贸易往来维持、扩大影响力。

经验表明, 军事力量较弱的大国因难以提供安全保护, 往往退而求其次采取

这一战略。九一一事件之后, 日本全面加强了与海湾产油国的政治经济联

系, 借此确保本国在中东地区的石油权益。( 3) 技术吸引, 即通过提高开采

水平和开发收益维持、扩大影响力。一般而言, 仅靠这一策略往往难以顺利

实现维持、扩展石油权益的目标, 通常要与前两种策略配合使用, 发挥锦上

添花的作用。原因在于, 石油权益毕竟是战略问题, 没有相应的战略措施保

障, 而仅靠技术优势显然难以顺利实现目标。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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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分享战略

中国获取海外石油的进入/分享战略具体包括: 有限分流、限制收益和

借助矛盾。结合具体战略原理的讨论, 下面将重点考察中国获取海外石油的

三个案例, 分别是: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 中日远东石油管线竞争和中国能源

公司进入拉美左翼国家。

(一) 有限分流

11 基本原理
大国能否顺利进入石油富聚区, 关键因素在于能否有效降低竞争对手

(包括先进入国家和其他后进入国家) 的抵制, 争取资源拥有方的支持。从

历史经验看, 大国缓解先进入国家抵制的主要策略是设定合理的分享份额,

即采取有限分流权益的政策, 缓解先进入国家的关切和恐慌, 为顺利进入奠

定基础。

由于这一战略对先进入国家或资源拥有方的主导地位或核心权益冲击较

小, 因此战略成功几率较高。即使后进入国家与先进入国家在战略上形成结

构性对抗, 这一策略也能取得成功。如, 一战之前, 德国顺利进入英国控制

的摩苏尔地区分享石油权益。

对于奉行有限分流战略的国家, 如果与先进入国家拥有共同的战略威

胁, 则可以更为有效地进入目标区域获取石油权益。原因在于, 有限分流战

略既可以使先进入国家通过转让部分石油权益争取后进入国家的战略支持,

同时又不会丧失其地区石油资源主导地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20世纪 50年

代日本石油公司进入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

1957年, 日本建立阿拉伯石油公司, 试图进入沙特和科威特分享石油开

采权。¹ 尽管此前美国石油公司早已获得了两国石油开发的主导地位。但是,

由于冷战期间美国面临苏联的战略威胁, 而日本又是美国在东亚对抗苏联势

力扩张的重要盟友, 因此美国并没有采取政治和军事手段加以阻止, 日本较

为顺利地获得了在沙特和科威特两国的石油开采权。

需要指出的是, 有限分流的战略性质决定了其只适用于大国进入某一特

)64)

¹ Dan iel Yergin , T he P ri z e , pp1 505-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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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石油资源区, 而无助于大国谋求主导或控制地位。此外, 有限分流战略

与排除竞争对手干扰的两个战略并不矛盾, 不但可以组合运用, 而且适当的

组合还能提高大国获取石油资源的效率。

2. 中国经验: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

2005年 3月, 中海油开始与优尼科公司高层进行接触。经过几轮协商,

中海油提交了 180亿美元的 /无约束力报价0。4月初, 美国雪佛龙公司提出

以 164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并购优尼科公司。由于没有竞争对手, 雪佛龙很

快与优尼科达成了约束性收购协议, 并于 6月获得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

批准。

在雪佛龙收购接受反垄断法审查期间, 中海油宣布以每股 67美元全现

金方式并购优尼科, 据此计算优尼科公司股本总价值已相当于 185 亿美元。

除了提高收购价格外, 中海油同时还提出了诸多优厚条件, 包括愿意延续优

尼科的市场和销售手段; 优尼科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全部或绝大部分石油与天

然气仍在美国市场销售; 如果监管机构批准收购但最后未能完成交易, 中海

油要赔偿优尼科股东 20~ 25亿美元等。优尼科随后宣布, 愿意随时与中海

油就并购之事展开谈判。¹

但是,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表示, 如果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成功, 美国政府

将从国家安全考虑, 对这一收购案进行审查。º 此前, 美国两名联邦众议员

已经致信美国总统布什, 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调查中海油的收购行动,

指出在处理牵涉中国的能源事务时, 美国应综合对外政策、国家安全和经济

安全进行考虑。6月 29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 敦促布

什政府立即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的行为展开彻底审查。»

2005年 7月 19 日, 雪佛龙公司将收购价格提高至 171 亿美元。次日,

优尼科董事会决定接受雪佛龙公司加价之后的报价, 并推荐给股东大会。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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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海油提高优尼科 收购条件 6。 ht tp: / / new s1 bbc1 co1 uk/ chin ese/ t rad/ h i/ new sid -

4680000/ new sid- 4680000/ 46816131 s tm

5美国政府将审查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案6。h ttp: / / f inance1 sina1 com1 cn/ g/ 20050624/

095817205541 shtml

单宝: 5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6 , 载 5国际经济合作6 2005年第 11期, 第

34页。

5优尼科董事会选择雪佛龙报价, 中海油坚持不提价6。 ht tp: / / f inan ce1 s ina1 com1 cn/ g/

20050721/ 01492176631 sh 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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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日, 美国参众两院代表投票决定,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必须首先接受美

国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及国防部的调查, 评估中国的能源需求对美国经济及

国防的影响, 时间期限为 120天。评估完成后,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要进

一步研究有关外资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投资是否会威胁美国本土。¹ 8月 2 日,

中海油撤回了对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º

不难发现,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强力干

预, 担心中海油控制优尼科将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首先, 收购行动对美国

战略决策层带来较为强烈的心理冲击。» 在美国人看来, 中国的能源需求带

动了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 已经冲击到了美国的能源、经济利益。而此时,

中国又要控制美国的石油公司, 分享美国本土的油气资源。在中国崛起的大

背景下, 这样的收购行动无疑会对美国决策者敏感的神经产生较为强烈的刺

激效应, 中国崛起造成战略威胁的紧迫感和严重性也随之被进一步强化和放

大。其次, 收购可能间接造成技术转让。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勘探 500米以下

水深油气资源的能力, 而优尼科公司已掌握了深海勘探技术。美国担心, 一

旦中国获得这些技术, 不但可以开发南海深度 500~ 2000米水域的资源, 而

且有助于中国开发深水炸弹。因此, 美国外资委员会提出要对中国能源问题

进行额外审查。¼ 再次, 担心影响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优尼科在泰国、

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海域拥有大量资产, 泰国 30%的能源需求由优尼科

公司供应。美国担心, 中海油控制优尼科将扩大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削弱美国与东南亚盟国的关系。½ 最后, 可能影响美国的能源替代战略。近

年来, 美国能源政策发生一定变化, 逐步重视开发替代性燃料, 其中天然气

是重点发展的替代燃料。虽然优尼科控制的油气资产只占美国的 1%, 但探

明的天然气储量较为丰富。中海油控制优尼科可能会对美国发展替代性燃料

制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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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话 ) ) ) 傅成玉6 , 载 5油气资讯6 2005年第 5期, 第 45~ 46页。

5中海油宣布退出收购优尼科竞争, 雪佛龙胜券在握6。 ht tp: / / fin ance1 sin a1 com1 cn/ j/

20050803/ 101718590161 sh tm l

5美国教授申卡尔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并提出忠告6。h ttp: / / new s1 xinh uan et1 com/ w orld/

2005- 06/ 30/ con tent- 3156006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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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限制收益

11 基本原理

大国有效化解竞争对手干扰的主要策略包括限制收益和借助矛盾。限制

收益主要是指大国愿意付出比竞争对手更为高昂的成本, 以减少未来的经济

收益为代价, 获取石油权益。具体而言, 这些主要成本包括:

( 1) 经济成本。比如, 付给资源拥有国更高的开发费用; 以更高的价格

收购相关公司的股权; 开发投入产出比例较为悬殊的油气资源区域; 在特定

区域尚未确定油气资源储量的情况下, 愿意出资先行开发; 等等。2005 年,

中国曾与印度竞争西非油田主导权, 最后时刻与安哥拉政府达成协议, 取得

巨额石油合约项目, 但却付出了比印度高 10倍的代价。¹

( 2) 额外风险成本。比如, 同意开发容易遭受恐怖袭击、陷入内战冲突

等区域的油气资源。2007年, 中海油收购了壳牌公司尼日利亚海上石油区块

的 491 8%股份, 总价值达 9亿美元。壳牌等西方公司决定退出的主要原因就

是暴力袭击频繁。这些海上石油区块全部处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 频繁遭

受针对石油设施的暴力袭击, 几乎每个月都有油管被炸、工作人员被劫持等

意外事件发生。º

显然, 限制收益战略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 甚至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经

济损失。因此, 大国采取此项战略往往是出于确保石油权益和能源需求的战

略考虑, 而不大关心经济收益, 甚至就是要以经济代价换取石油权益。在这

种情况下, 评估这类战略的成败不能完全依赖经济理性, 而须综合考虑国家

的石油安全状况是否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此外, 需要说明的是, 当相关油气权益涉及主导国或资源拥有方战略利

益时, 限制收益战略很难发挥作用, 原因在于此时的利益得失计算已超出单

纯的经济范畴, 而渲染上了强烈的战略色彩, 其中的障碍和困难不是单纯提

高经济代价能够克服的。中石油收购优尼科失败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2. 中国经验: 中日石油管道之争 ( 2002~ 2007年)

1998年中俄两国开始讨论合作铺设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油田到中国大庆

的输油管道 (即安大线)。2001年 7月, 两国签署协议, 建议从 2005年开始

修建安大线。安大线管道长约 2260 公里, 其中在中国境内 920 公里, 工程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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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大沪: 5大国能源战略博弈下的中国石油企业全球化经营战略6 , 第 40页。

5火中取栗, 收获与代价究竟如何?6 , 载 5纵横周刊6 2007年第 44期, 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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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造价约 20~ 25 亿美元。¹ 预计 2005~ 2010年期间每年输送原油 2000 万

吨, 2010~ 2030年期间每年输送原油 3000万吨。2003年 5 月, 中俄两国石

油公司签署协议, 规定安大线建成后俄将向中方供应 7亿吨石油。º

2002年日本加入了竞争行列。当年年底, 日本经济大臣向俄罗斯表示,

有意参加西伯利亚油田开发, 提出建设从安加尔斯克到日本海纳霍德卡港的

输油管线 (即安纳线)。安纳线管道总长度约 3900公里, 工程造价约 36~ 50

亿美元。»

为了说服俄罗斯政府放弃安大线转而支持安纳线, 日本政府不惜加大投

入, 志在必得。2003年 6月, 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远东许诺, 日方准备投资

75亿美元开采东西伯利亚油田, 并向滨海边疆区提供 10亿美元用于社会经

济建设项目, 但条件是俄方必须选择安纳线管道方案, 放弃与中国的合作。

7月 8日, 日本经济产业资源能源厅负责人再次访俄, 表示日本愿意为俄罗

斯开发西伯利亚油田提供低息贷款和开采技术。此外, 日本企业也对俄罗斯

远东的 /萨哈林- 10 和 / 萨哈林- 20 石油天然气项目投资了 80亿美元,

对赢得安纳线充满了信心。¼

日本的巨大投入促使俄罗斯政府放弃了安大线。2003年 8月, 俄方推迟

了中俄能源会议。俄自然资源部随后以破坏生态为由宣布将否决安大线方

案。10月 14日, 日本政府决定将为安纳线提供 7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建设经

费, 其中 50亿美元用于管道建设, 20亿美元用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油田

开发。½ 尽管后来安纳线设想未能完全落实, 但俄罗斯最终决定建设的泰纳

线基本上是安纳线的翻版, 日本竞争远东石油资源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需要指出的是, 除了投入巨大之外, 日本方案能够占据优势还有赖于其

更有利于俄罗斯政府的利益关切并巧妙利用了俄国内的政治矛盾。首先, 有

助于俄对石油出口的控制权。安纳线全部管道均在俄罗斯境内, 因此石油的

开采、运输和定价均不会受外界任何限制。此外, 安纳线还可以确保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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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雨君: 5中国大陆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与挑战6 , 中国台湾中山大学硕士论文, 2006

年, 第 93页。

5 / 安大线0 的来历6。ht tp: / / new s1 tom1 com/ 1002/ 200522- 18253451 h tm l

苏雨君: 5中国大陆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与挑战6 , 第 93页。

5中俄输油管道起风波, 日本方案金钱开道重占上风6。 ht tp: / / fin ance1 sin a1 com1 cn/ b/

20030910/ 10284400061 sh 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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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源面向整个太平洋市场, 不仅可以向日本, 而且可以向中国、韩国及

其他亚太国家、甚至美国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其次, 有利于俄罗斯开发远

东地区。安纳线一旦建成, 远东地区就有条件在沿线建造石油产品加工企

业, 为俄罗斯和该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和出口收入, 尽早结束滨海边疆区需要

国家补贴的局面。再次, 有利于俄政府打击经济寡头。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

短短几年内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寡头, 他们控制着俄罗斯的银行、石油、天然

气等重要领域, 并不断影响其国内政治。2003年 6月, 俄罗斯议会首次对政

府进行弹劾, 其背后推动力量就是这些 /寡头政治家0。而俄国内最为支持

安大线的尤克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尔多科夫斯基正是这些 / 寡头0 中的一员,

因此放弃安大线也是制约这些寡头的政治需要。

(三) 借助矛盾

11 基本原理
借助矛盾主要是指大国利用特定资源拥有方的国内、国际政治矛盾, 通

过提供经济援助、政治支持等手段, 获得石油开发权益。

( 1) 国内矛盾。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容易产生国内动乱、贫富不均和各

种不平等问题。¹ 一来石油产业虽能为国家创造丰厚的收入, 但受益者往往

只是少部分既得利益集团, 同时可能限制国家经济的多元发展, 一旦油价下

跌就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二来国内势力可能因争夺石油所有权而

陷入纠纷和冲突, 政府维护稳定往往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和支持。1993 年,

阿尔及利亚政府要在茂索普地区开发石油, 当地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和

抵抗。为了平息事态, 阿尔及利亚政府出动军队开展了武装行动, 而政府军

的装备就是由要参加开发的壳牌公司提供的。º

( 2) 国际矛盾。资源拥有方可能因不同原因与参与竞争国家存在政治矛

盾, 常见的包括两类: 一是反对西方控制, 希望石油国有化。二战结束后,

第三世界产油国家兴起了反西方剥削控制的浪潮, 纷纷实行石油国有化政

策。这些产油国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矛盾有所加剧, 一些主动支持资源拥有

方国有化主张的公司因此获得了石油开发权益。典型例证之一就是意大利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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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公司获得埃及西奈半岛部分石油开发权益。¹ 二是政治体制分歧。产油国

可能因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原因, 与特定资源竞争国家产生矛盾分歧, 于

是希望转移石油权益, 邀请政治立场接近的国家开发本国的油气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 借助矛盾战略面临的战略风险较大。首先, 大国介入石

油产油国内部的分歧, 可能恶化当地局势, 加剧冲突, 使其难以实现获取石

油资源的既定目标。其次, 大国介入内战, 一旦支持的力量失利, 则将彻底

失去进入目标产油国的希望。再次, 大国利用第三世界产油国国有化运动可

能实现进入目标, 但也会为日后本国相应石油权益遭遇国有化埋下后患, 可

能得不偿失。2007年底,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的遭遇就是典型例证。º 最

后, 大国利用产油国与其他大国的矛盾可以获得石油权益, 但也可能因此导

致或加剧与其他大国的政治分歧或战略矛盾, 损害本国的战略利益。

因此, 借助矛盾战略往往需要以较强的综合实力作为后盾, 以抵御、化

解由此带来的战略风险和政治压力。对于实力处于弱势的大国, 使用这一战

略要慎之又慎, 一般要与有限分流战略配合使用。

2. 中国经验: 中国公司进入左翼拉美国家

20世纪 90年代末, 拉美国家的左派力量不断壮大, 开始在多个国家执

掌政权, 如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巴西、智利等。这些左派政权的政策倾向

大多与美国形成对立之势, 在石油领域力图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这为中

国公司进入拉美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与委内瑞拉的能源合作就是最为典型

的例证。

2004年,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 Hugo Chavez) 访华期间, 双方签署能

源协议, 中国石油企业获得了在委内瑞拉 15 个地区开采石油的权利。当年

年底, 委方同意每天向中国供应 12万桶原油, 同时批准中石油开发委东部

苏马诺的 14个油田。为了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005年 11月, 委内瑞拉

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签署供应合同, 同意每天再供应中国 20万桶原油、6万桶

燃油和 31 6万桶沥青矿物燃料。»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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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大为中国运输原油的能力, 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斥资 13亿美

元购买了 18艘中国油轮, 还有意与中石油建立合资营销公司, 负责委内瑞

拉石油和精炼油产品在亚洲的运输及销售事宜。美国学者认为, 这笔交易意

味着查韦斯真的想与中国走得更近, 并疏远美国, 而这笔交易也确实能帮他

实现这一目标。¹

2007年 11月, 中委又达成了新的能源合作协议。中国承诺出资 40亿美

元开发委内瑞拉石油产业, 同时获得了委内瑞拉奥里诺科地区的石油开采

权, 而这一地区是世界石油储备最丰富的地区之一。2008年 9月, 委内瑞拉

总统查韦斯访华, 承诺 2009 年委内瑞拉每天将向中国出口原油 50 万桶

( 2008年 8月为每天 36万桶) , 到 2012年达到每天 100万桶。届时, 委内瑞

拉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国。º

除委内瑞拉外, 中国与巴西、玻利维亚等国家的石油合作也取得了明显

进展。2004年, 中国宣布投资 10亿美元与巴西合资建设油气管道, 中石化

将承建巴西卡斯卡福天然气管线建设项目。双方还同意建立合资公司, 利用

巴西深海石油开采技术到世界各地开采深海油田。2005年, 巴西与中化集团

签署协议, 同意向中国出口 1200万吨重油。» 2006年 1 月, 玻利维亚总统

莫拉莱斯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晤中, 正式邀请中国合作开发玻

利维亚天然气。¼

中国公司与拉美左翼国家的合作, 引起了美国国会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和

不安, 担心中国进入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美国众议院拉美委员会主席伯顿

( Dan Burton) 表示: /我们应该始终在门罗主义的框架下看待拉美问题, 我

们有我们的关切: 查韦斯、卡斯特罗、奥尔特加、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及他

们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 我们对此必须予以特别关注。0 ½ 美国一位前驻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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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大使把问题看得更为严重。他说, /除已经消失的苏联以外, 我还从

未看到过该地区之外的哪个国家敢于挑战美国在这里的主宰地位, 但眼下中

国正在这样做。0 ¹

尽管美国现任政府官员并没有如此惊恐, 但也十分警惕, 对中国与委内

瑞拉等国的能源合作采取了积极防范的政策。美国曾动员力量阻挠委内瑞拉

同中国进行合作, 其外交系统驻拉美的机构全面动员, 监控两国合作的进展

情况。美国国内的能源部等部门也积极活动, 通过与委内瑞拉有生意往来的

美国石油商人了解情况。º 可以想见, 随着同左翼拉美国家能源合作的深入,

中国将面临日益严重的美国战略压力。

稳定/扩展战略

下文将主要讨论中国获取海外石油的稳定/扩展战略, 具体包括: 提供

安全保护、维护政治经济关系和提高开发技术水平。结合具体战略原理的讨

论, 重点考察了中石油在苏丹扩展石油权益的成功经验。

(一) 基本原理

在实现基本目标后, 大国若想维持甚至扩大既有的石油开发权益, 关键

因素在于提高本国对于油气资源区域的影响力, 以排除竞争对手的干扰, 保

证资源拥有方坚持能源合作政策, 维持、扩展本国的石油权益。

石油作为战略资源, 历来是大国竞争的重点。大国进入某一地区适当分

享石油权益可以通过相应的策略实现, 但是要长期维持、扩展其在特定地区

的石油权益不能依靠短期战略, 而必须不断增强对油气资源区域的战略影响

力。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油气资源区域, 中东历来都为体系霸权国家控制, 二

战前是英国, 二战后则是美国。霸权国家能够维持主导地位, 主要依靠的就

是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概括而言, 大国提高对油气资源区域国家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包括: ( 1)

与资源拥有国缔结军事同盟, 通过提供安全保护, 为维护、扩展自身的石油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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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奠定基础。通常而言, 体系霸权国家或超级大国更容易实施这一战略。

比如, 二战接近尾声时, 美国加大了与沙特的合作力度, 不但为沙特提供了

大量经济援助, 还将阿美石油公司机场改建为美国驻沙特的军事基地, 并向

沙特提供武器装备, 派遣军事代表团训练沙特军队。¹ ( 2) 保持良好的政治

经济关系, 通过提供政治支持、加强经济援助、密切贸易关系等方法, 维护

自身的石油权益。一般而言, 军事力量较弱的大国因难以提供安全保护, 往

往退而求其次采取这一战略。比如, 九一一之后日本不断采取措施密切与中

东产油国的关系, 通过承建大型项目保持经济合作关系, 同时积极促使中东

地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 减少地缘政治冲击对能源供应的影响, 甚至不惜牺

牲与美国的关系, 进入伊朗开发油田, 以确保自身的石油权益。º ( 3) 改进

开发技术水平, 提高开发效率, 增强对资源拥有方的吸引力, 维护自身的石

油权益。

从历史经验看, 大国维护、拓展石油权益的努力通常会遭遇两方面的挑

战。一是大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会采取相应措施削弱、挑战大国的既有石油权

益。很多情况下, 资源拥有方也会利用这些战略矛盾, 通过引入大国的竞争

对手, 平衡大国对本国石油权益的影响, 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二是资源拥

有方与其他国家出现战略分歧、政治矛盾时, 大国若为维持石油权益提供保

护和支持, 必将导致其与相应国家形成不同程度的对抗; 若拒绝提供保护和

支持, 则很可能损害其既有的石油权益。其中利弊权衡, 有赖于大国的战略

判断和政治决断。目前, 中国与苏丹能源合作面临的困境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 中国经验: 中石油扩展苏丹利益

1995 年9月, 苏丹总统巴希尔访华时提出, 希望中国公司到苏丹勘探开

发石油, 帮助苏丹建立自己的石油工业。就在此次访问期间, 中石油与苏丹

能源矿产部正式签署 5产品分成协议6, 共同勘探开发苏丹石油六区。¼

1996年, 因美国国会制裁苏丹政府,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被迫终止了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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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的石油开采和油管铺设计划, 苏丹政府随即决定重新招标选择主要产油区

1 / 2 / 4块区的投资方。经过激烈竞争, 中石油成为开发领导公司, 组成了

大尼罗石油作业公司, 其中中石油参股 40%。新的投资公司成立后, 中石油

的开发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 确定的九口探井井位, 钻探成功率达到

100%。1999年 8月, 苏丹 1/ 2/ 4项目首批原油装船出海, 标志着中国第一

个海外大型新油田正式投产。¹

此后, 中石油又在苏丹获得了多项开采权益。2000年, 中石油获得迈卢

特盆地油田的开采权。2002年 11月, 中石油独资获得富拉油田生产设施建设

项目。2004年3月, 富拉原油外输管道正式投产, 使得中国油轮可以直接在红

海港口装运富拉油田生产的利润分成油。同年, 中石油与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公

司等合作开发3/ 7区块, 两年后 3/ 7区首批原油装船外运。2005年, 中石油的

子公司又与苏丹政府签订了协议, 进入苏丹海上勘探和天然气领域。º

除了石油勘探开采之外, 中石油还进入了石油运输和加工领域。1997年,

中石油负责铺设连接 1号、2号区块到红海附近港口的输油管线, 并在喀土穆

附近兴建一座拥有 250万吨加工能力的炼油厂、油田地面工程和加油站。2000

年6月, 中石油与苏丹政府合作扩建 Jayli地区的炼油厂, 2003年又启动喀土

穆炼油厂扩建工程。2006年 7月, 扩建工程完工, 其年加工规模为 500万吨,

可以加工含高钙、含酸的原油, 并向其他国家出口汽油和柴油。

经过 10余年的努力, 中石油已经在苏丹逐步形成了集生产、精炼、运

输、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苏丹项目已成为中石油在非洲规

模最大、效益最佳的项目。» 中石油能够逐步扩展其在苏丹的石油权益有赖

于两个因素, 即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中国政府对苏丹的政治支持。

( 1) 技术优势 ¼

自 1996年接手 1/ 2/ 4区项目以来, 中石油已发现新油田或含油断块 50

多个, 是西方公司在该区 10年勘探发现成果的 12倍。苏丹 3/ 7区项目是西

方石油公司因没有获得商业发现而放弃的项目, 但在中石油接手后的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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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通过运用快速高效的勘探技术, 成功发现了世界级的法鲁济大油田, 3/

7区地质储量实现了每年 10亿桶速度的增长。2003年和 2005年中石油 5苏

丹 Mug lad盆地 1/ 2/ 4区高效勘探技术与实践6 和 5迈卢特盆地快速发现大

油田的配套技术与实践6 分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

苏丹 6区项目地质条件复杂, 含油断块小, 开发难度大, 同样也是西方

大石油公司放弃的项目。2001年, 中石油全面接管 6区项目后, 凭借其在油

气勘探开发领域的雄厚实力, 以及在苏丹 1/ 2/ 4 区项目积累的成功经验, 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 成功研制出排砂采油等技术, 攻克了 6 区高粘度、

高酸值和稠油出砂等技术难题, 解决了 6区产量突破 200万吨的瓶颈问题。

此外, 中石油在运输和炼制领域也依靠技术优势取得了突破。在苏丹 3/

7项目区, 建成了千万吨级产能规模和 1376公里输油管线, 有效解决了 /三

高0 原油安全外输的世界级难题。喀土穆炼油厂扩建项目中, 攻克了一系列

重大技术难题, 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加工高含钙、含酸原油的延迟焦化装

置, 填补了国际上数项石油加工技术的空白, 更重要的是为 6区的稠油生产

疏通了后路。可见, 如果没有先进的勘探和加工技术作为后盾, 中石油在苏

丹的开采项目很可能半途而废, 取得目前的收益和成果更是难以想象。¹

( 2) 政治支持

2003年以来, 苏丹政府因达尔富尔问题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一

过程中, 中国政府在多边、双边领域多次为苏丹提供政治支持, 缓解其国际

压力。

首先, 确保尊重苏丹主权。2004年 9月 18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第 1564号决议后,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透露: /与

最初文本相比, 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案文确实进行了不少改动。磋商中, 包括

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提出许多积极建议, 并敦促提案国予以采纳。经过各方

努力, 案文增加了尊重苏丹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措词, 肯定了苏丹

政府已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 弱化了对苏丹的指责, ,同时删除了有关

在达尔富尔地区进行国际空中监督及和设立禁飞区的内容。0º此外, 中国强

调向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 尊重苏丹政府和苏丹国家主权, 不提出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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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还可参见查道炯: 5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6 , 第 61页。

5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谈安理会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新决议6, 外交部网站, 2004

年 9月 20日。ht tp: / / w ww1 fmprc1 gov1 cn/ chn / zxxx/ t158100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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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的政治前提, 同时特别重视苏丹政府和非盟的重要作用, 在达成政治协

议之前先尝试解决一些当地的实际问题。2007年, 中国最早提出达尔富尔问

题的政治解决与维和行动并举的 / 双轨0 战略。¹ 这一思路对联合国日后安

排维和行动和解决相关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时也最终促成了安南方案能

够得以贯彻落实。

其次, 不赞成国际法院介入。中国不支持将达尔富尔问题国际化, 更不赞

成在这一过程中轻视苏丹政府的权威。2005 年 3月 31日, 安理会表决有关

/苏丹达尔富尔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0 的 1593号决议时, 中国投了弃权

票。中方指出: /处理有罪不罚问题既要考虑确保司法公正, 也要考虑尽可能

避免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谈判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不赞成在未经苏丹政府

同意的情况下, 把达尔富尔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0º 中国强调, 要维持

苏丹政局的大体稳定, 争取达成和平协议, 结束战争混乱状态。

再次, 反对制裁苏丹。中国希望能够尽可能把达尔富尔问题限制在苏丹

内政 ) ) ) 至少是非洲内部事务 ) ) ) 的范围内, 反对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

对苏丹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和制裁威胁。2006年 4月 25日表决 1672 号决议

时, 王光亚明确表示: /从过去的实践和经验看, 制裁往往达不到预想效果,

反而可能使平民百姓成为受害者, ,倘若参与阿布贾谈判的任何一方因安理

会制裁决议而另行考虑是否签署一揽子协议, 这势必延长、甚至加剧达尔富

尔地区的冲突。安理会则需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0 »

不难看出,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给予苏丹政府巨大的政治支持, 不但

强调要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苏丹现政府的国内政治权威, 同时

提倡政治解决争端, 反对采取制裁措施。安理会会议中, 除了阿盟国家, 中

国是最注意听取苏丹政府意见、对苏丹政府措辞最为温和的国家。中国政府

的支持为中国石油公司开拓在苏丹石油权益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但也因

此与英美等国家产生了诸多分歧和矛盾, 受到了西方国家比较猛烈的批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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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52008年 4月 29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6。 ht tp: / / www1 fmprc1 gov1 cn/ chn/

x wfw / fyrth/ t4302051 h tm

联合国 S/ PV1 5158号文件 5第五一五八次会议记录6 (临时逐字记录) , 2005年 3月 31日, 第

3页。

联合国 S/ PV1 5423号文件 5第五四二三次会议记录6 (临时逐字记录 ) , 2006年 4月 25日,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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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¹

结  论

石油成为战略资源以来, 几乎所有大国都无法完全实现石油自给自足,

而必须走向海外, 获取全球石油资源, 方能满足本国的能源需求。因此, 大

国获得海外石油权益的基本目标是希望能够顺利进入, 分享石油资源, 理想

目标则是能够逐步稳定、扩大既有的石油开采权益。

实现两种不同目标的基本条件并不相同。大国进入油气资源区域, 分享石油

资源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降低竞争对手 (包括先进入国家和其他后进入国家) 的

抵制, 争取资源拥有国的支持。在实现基本目标后, 大国若想稳定甚至扩大既有

的石油开发权益, 关键因素则在于提高本国对于油气资源区域的影响力。

从中国的能源外交实践来看, 有限分流是成功分享海外石油权益最为重

要的战略, 而有效化解竞争对手干扰的主要策略包括限制收益和借助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 频繁使用限制收益战略可能导致其他竞争对手的战略疑虑,

从而导致无法有效获取海外石油权益。而借助矛盾战略面临的战略风险较

大, 往往需要以较强的综合实力作为后盾, 以抵御、化解由此带来的战略风

险和政治压力。因此, 对于实力处于弱势的大国, 使用这一战略要格外慎

重, 一般要与有限分流战略配合使用。

大国提高对油气资源区域国家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包括: 向资源拥有方提供

安全保护; 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 提供政治支持、加强经济援助、密切贸

易关系; 改进开发技术水平, 提高开发效率, 增强对资源拥有方的吸引力, 维

护自身的石油权益。从中国的能源外交实践来看, 后两种战略是目前中国奉行

的主要战略, 既符合中国的实力特征, 也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取向吻合。

根据本文的研究, 笔者对中国海外获取石油战略有如下几点具体的思考:

首先, 坚定不移地获取海外石油资源。近年来, 国内一直对中国公司到

海外获取石油是否划算, 是否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存在巨大争论。事实上,

这种争论过于局限于经济理性考虑, 而缺乏战略判断。近代以来, 几乎所有

大国和发达国家都要依靠海外石油资源, 中国也无法回避到海外获取石油资

)77)

¹ T revor H ouser and Roy Levy, / Energy S ecu rity and Ch ina. s U N Diplomacy0 , p1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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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客观要求。所以, 现在争论、思考的不应是是否该 /走出去0, 而是如

何提高 /走出去0 的效率, 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

其次, 坚持有限分流战略。目前, 日益崛起的中国无论在战略领域还是

能源领域, 都面临诸多战略矛盾。因此, 从战略设计上, 要特别注意缓解战

略压力, 以提高海外获取能源的成功率。有限分流战略就是可以选择的有效

战略。这一战略渐进、温和的特征能够有效缓解先进入国家或资源拥有方的

战略疑虑, 有效提高获取海外石油的效率, 小步快跑, 积少成多, 逐步扩大

中国的海外石油权益。否则, 可能欲速则不达。试想如果中海油选择的是参

股优尼科, 而不是一次收购, 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也许有人会质疑有限分流战略无法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这种质疑不无

道理, 但是反过来想, 采取何种战略获取海外石油能完全满足中国的需求

呢? 可能很难找到。也就是说, 有限分流战略不是最理想的, 却是目前情况

下中国最为现实的选择。中国的战略影响力还无法支撑中国公司采取排他性

更强的战略获取海外石油, 这一点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不会有本质变化。因

此, 我们必须以有限分流战略为主导, 深入研究如何利用经济、法律等手段

有效落实这一战略, 更快更好地实现获取海外石油资源的目标。

再次, 谨慎使用限制收益战略。限制收益战略的核心是不计代价获取石

油资源。除了经济上效益较低之外, 不计代价获得石油会引起其他相关利益

方更为明显的战略疑虑。随着中国能源消耗量的逐年增大, 世界主要消费国

日益担心中国可能改变既有的能源利益格局, 其间的战略疑虑和防范是可以

理解的。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中国密集使用限制收益战略, 不考虑或基本不

考虑获取石油的经济成本, 必然会加深其他相关各方的战略担心, 为中国实

现获取海外石油的中长期目标带来消极影响。

最后, 维护、扩展海外石油权益有赖于战略影响力。石油是举世公认的

战略资源。这一特点决定了石油权益的分配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而是战略

问题, 其背后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安全考虑。当前中国在海外获取石油特

别是维护、扩展海外石油权益过程中, 遭遇的困难不仅仅是石油决策体制、

石油公司开发战略的问题, 而是中国战略影响力不足的直接后果。中国与苏

丹石油合作带来的困境和压力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因此, 要提高、扩展中

国海外获取石油权益的能力, 根本在于提高中国的战略影响力, 让更多的国

家主动支持中国的政策, 使有意损害中国利益的国家无力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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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 ives of big pow ers w hen exercising their r ights to over seas crude oil sup-

plies; the ult imate aim is to gradually stabilize, then expand ex ist ing rights

to o il exploitation. The key to this process is w hether the big pow er in 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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