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曹嘉涵

2013 年 9 月 2-3 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保护海外能源利益:中国与欧洲的方法与经验"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宁夏回

族自治区发改委、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法国国防历史研究所、乔治·华盛

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基金会、化险咨询集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能源安

全风险评估和应急机制，西亚北非与中亚地区能源安全，中欧能源安全合作

展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能源安全凤险评估和应急机制

近年来，随着能源需求不断快速增长，防范能源安全风险已引起各国的

重视和关切。有学者认为，应从地缘政治事件影响、运输线路的稳定性、环

境与气候变化四个维度来加以分析。国际社会应携手努力，为实现能源及其

他资源的可及性、价格合理性与可持续供应性打造良好环境。中国应做好三

方面工作:一是与美欧等主要国家或地区加强联系，扮演领头角色，积极提

供公共产品;二是参与运输线路尤其是海上航道的保护:三是致力于生态营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比较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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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与低碳环境建设。中国需加强同亚洲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同时

借鉴欧洲经验，构建更加稳健且与防范能源安全风险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有学者阐述了欧盟对能源安全风险的认识，认为随着能源需求量日益上

升，欧盟面临的供应竞争与威胁也不断加大。为应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不稳

定性挑战，欧盟成员国需加大国内能源开发力度，尽力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

化，并通过技术提升来改进能源使用效率。为应对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在考

虑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欧洲在非传统天然气开采方面需保持谨慎态度。

总体上，尽管面临挑战，欧盟并未陷入能源困境，今后要考虑长远需求，通

过与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强化合作，出台转型性或改造性政策，努力影响世

界能源市场。

有学者从法律视角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应积极利用双边投资条约来化

解海外能源投资风险。目前，中国能源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主要面临遭受偏

见与质疑、征收与国有化以及战争与内乱的风险。鉴于中国己与外国签订了

100 多项双边投资条约，因而需要更加注重平衡自身利益，通过双边投资条约

来保护海外能源资产。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在明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主体地

位的基础上，按照合作开发、跨国并购、贷款换资源等不同投资方法制定相

应的利益保护措施，对主要投资风险与争端做好预防与处置安排。

有学者通过回顾两个世纪来英国、日本、美国、苏联对大西洋、印度洋、

波斯湾等海上能源运输线的垄断与争夺，强调保护海上运输线路在维护海外

能源利益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并认为中国参与对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等海上

运输线的保护有利于其维护地区利益与能源安全。甚至在中东地区，中国也

可适当参与排富和打击海盗活动。

二、西亚北非地区能源安全

西亚北非地区是全球能源的主要供应来源地，同时充满地缘政治风险并

对区域内能源安全形成重大影响。有学者分析了大中东地区的主要地缘政治

风险，认为该地区的主要冲突点仍是冷战遗产。在意识形态作用下，俄罗斯

仍在保护自己的盟友。作为中东老牌大国，伊朗油气资源丰富，且具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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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主义情绪，站在什叶派穆斯林立场上对抗美国 。 以色列受益于伊朗的

资源，两国事实上拥有共同利益。 以色列屡次欲与伊朗妥协，但因伊朗与美

国关系不佳，伊以关系也未能正常化。此外，伊朗与土耳其也相互猜忌。预

计伊朗不会持续发动资源战争，转而依赖土耳其和中国，在核能力发展方面

会与西方国家加强谈判，谋求妥协 。

有学者指出 ， 中东过去 50 年始终是世界能源版图和权力的中心。 但 21

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格局发生了若干变化。 美国开发了页岩气与致密油，加

拿大开发出油砂，巴西也在尝试开采深海油气，这对中东的能源权力结构造

成了冲击。 因此，需要思考美国在西半球能源供应状况的改善对中国的意涵 。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的提高将使自身面临诸多风险，如海

上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恐怖袭击风险、投资目的地国的腐败状况等。中国

应当发挥巨额外汇储备在能源市场中的作用，同时为外资进入油气行业提供

良好的外部环境。 除确保海上通道畅通外，中国还需花大力气保障陆路油气

基础设施特别是长距离管线的安全。

有学者专门分析了西亚北非恐怖主义风险对该地区能源安全构成的威

胁，认为许多国家内部都存在足以引发动荡的力量，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

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以及利比亚南部地区的武装势力等，当前

叙利亚国内的乱局也使部分恐怖组织获得了合法地位。 从总体上看，西亚北

非的恐怖主义风险正在上升，沙特南端靠近伊朗的地区、也门南部阿比扬地

区都存在激进的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力量在西亚北非呈现出星星点点的蔓延

趋势，亟须各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

有学者指出，中国应坚持实施多元化战略来保障能源安全，既要坚持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与油气生产国及相关国家保持双赢合作关系，

又要立足自身，在国内想办法，抑制进口量的过快增长，同步实施油气进口

的多元化战略，实现多供应源、多通道进口。在这方面尤须加强中阿合作，

稳定中东油源 。 办好中国一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对于巩固和提高中阿能源合

作水平意义重大。 拟议设立的银川能源交易所可从煤炭交易起步，逐渐走出

国门 ， 进入国际能源市场。 此外，上海自贸区也不妨引入中东的石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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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亚地区能源安全案例

中亚地区油气储量丰富，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是大国竞相博弈的场所。

2014 年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安全局势变化是否会对中亚国家与大国在中亚的

能源利益造成直接影响?有学者认为，中亚的能源利益不会与阿富汗的安全

形势形成密切关联。总体而言，中亚国家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世俗政权，

不大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冲击，宗教激进主义对中亚国家没有太

大吸引力，他们更想成为土耳其式的世俗伊斯兰主义。因此，中亚的能源形

势更多取决于中亚国家内政情势的演变。目前，中亚国家与外国能源企业的

关系已发生变化，但基本没有改变合作共赢的格局。

有学者专门分析了中亚国家内部的三大政治风险:一、制度缺陆，政府

透明度较差，行政与司法体系不成熟，经常被政治化:二、政府官员经商现

象严重，过程缺乏透明度;三、政治优先方向不断变化，对能源领域投资者

提出挑战:四、政府强调经济多元化，外国投资者不再过于依赖油气领域。

未来几年，中亚五国中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将面临领导层交接，外国能源

企业因此会面临复杂的投资环境。尽管能源断供的可能性很小，但与总统继

承相关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

有学者基于中亚高加索地区地理环境与油气管道分布的描述，强调了该

地区能源供应国也有自身的安全需求，认为他们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油

气储量没有苏联解体初期宣传的那么多;二、大部分油气资源为西方企业控

制;三、资源开采条件恶劣，投资环境不理想:四、领土争端不断，如纳卡

冲突、俄格冲突、里海划界问题等。而中亚高加索地区国家亟须应对的能源

安全风险则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社会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此外，国家

间能源债务与跨境水资源纷争也可能影响该地区的能源安全。

有学者探讨了中国一中亚天然气管道的特殊意义。作为开放的多边合作

项目，中国一中亚天然气管道既缓解了中国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有利于

中国能源运输安全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同时也符合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管道起始国及过境运输国的国家利益。由于政治意涵不

强，中国一中亚天然气管道可增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多边经济合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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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对塔吉克斯坦跨境水资源开发问题进行了思考。塔吉克斯坦人均水

能资源与淡水资源均居世界第一。为蓄水发电，塔吉克斯坦在境内建造了数

十座大中型水电站，这导致它与阿姆河下游国家因农业灌溉用水问题发生矛

盾，而开凿卡拉库姆运河则使咸海发生渐趋枯竭的生态危机。塔吉克斯坦利

用跨境水资源亟须寻求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建议今后在妥善续建大型水电站

的同时，大力发展小型无坝水电站，支持推广节水农业和膜下滴灌技术，积

极开发地下水资源和矿泉水资源，并引流萨雷兹堪塞湖水，减少隐患，接济

威海。

四、中欧能源安全合作展望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能源安全面临系统性问题与风险，主张通过国际合作

与协调，将挑战有效转化为机遇。中欧在能源领域合作空间巨大，但需加强

相互间了解，增进互信。有学者指出，中欧之间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差异导致

双方在能源安全认知和理解上也产生差别。中国首先着眼于能源供应的安全，

致力于实现满足能源需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三大目标。同时，中国习惯

自上而下制定政策，同时又有各省市相互平行的法律法规。因此，促进中欧

能源安全合作需要双方超越文化差异进行沟通协作。

有学者认为，发展低碳能源可以成为未来中欧能源安全合作的新方向。

目前，中欧对海外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都很高，同时，双方能源消费结构也

很不合理。在化石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中欧可相互借鉴节能减排经验，

尝试通过扩大低碳能源应用来携手实践低碳计划。也有学者认为，当前中欧

能源安全合作机制仍不够充分，很多事务亟须共同行动。中欧能源安全合作

应区分轻重缓急，将一些工作当成重要起点，比如为能源企业进行安全风险

评估，共同保障非稳定国家内能源企业职工的安全，相互交换对地区和有关

国家局势、风险的分析结果，通过二轨对话形式缩小议程范围等。今后，中

欧双方还可进一步借助国际组织达成的多边协议来共同营造稳定的能源供应

环境，并以此促进区域间与国家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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