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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SPECIAL

 只要有国家存在，能源就始终不会成为

一种纯粹的商品，因此在国家之间能源合

作和贸易背后总能看到地缘政治的影子。

随着安蓓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以及美国国会预算

法案涉钓鱼岛，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在地缘

上，日本在大国控制东亚和西部亚洲太平洋时具有重大

战略价值，抑守中国的亚太战略通道。

所有这一切都或明或暗地和能源有关。

“亚太危机弧”

美国重返亚太，亟需借重日本。因此，通过在钓鱼岛

问题上进行表态来怂恿日本生事，亚太地缘政治风云突

变无疑会影响中国亚太能源关系。

地缘政治大师马汉认为：争霸世界的关键在于争夺

能源的能力。美国和英国对石油航路的控制成为海权大

国长期主导国际体系的基础。海权大国（美、英）和陆

权大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围绕能源占有和利用的竞

争，成为近400年来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亚太地缘政治视野中的“能源合作”
文 | 于宏源

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消费中心，日本、中国

和韩国的能源需求则占到东北亚地区能源需求总量的

90%以上。尤其是中国石油市场需求增势强劲，剑桥能

源研究协会主席耶金认为：“目前中国的需求增长是推

动世界石油市场的基本动力。”日本的石油消费量位居

世界第三位，韩国也排名前列。从东北亚石油进口量来

看，日本的石油产量占消费量不到1%，其他全部依赖进

口；韩国的石油是完全依赖进口；我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程度也已达1/2左右，东北亚地区是能源与发展和安全

结合得最紧密的地区。

开辟新油源成为追求的共同目标，维护海上石油运

输线的安全符合共同的利益，但争夺新油源也达到短

兵相接的程度。从俄罗斯富有能源的萨哈林，穿过缺乏

能源的朝鲜、韩国、日本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被称为

“亚太弧形危机地带”。

随着奥巴马第二任期来临，亚太地区毫无疑问成为

美国战略重点。亚太是中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

化、地缘外交和地缘战略的核心区域。近年来，随着中国

快速崛起，亚太正向几千年来中国主导的传统政治秩序

回归。

然而一个古老强国的复兴和国际均势的重组永远不



www.inengyuan.com 083

会受到现有既得利益者的欢迎，尤其对于美国而言，在当

今亚太这种不稳定均势中获益巨大。美国的经济利益和

战略利益都不允许在亚太地区形成没有美国参与的区域

合作组织，这将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统

治地位的彻底丧失。

因此，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美国亚太地缘战略

必然就是“离强合弱”和“抑强扶弱”，这是美国国家利

益所在，不以意识形态或个人意志为转移。

能源关系是条“主线”

亚太地区成为大国权力和利益竞争的中心，中美影

响力和资源的分配成为关注的重点。很多学者认为，美

国会把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对本国权力和安全的冲击。而

中国石油的进口和运输通道似乎曾为美国亚太布局的抓

手。

印度洋航线组（经过苏伊士运河的中东海湾-中国

港口航线）承担了大部分中国进口石油的海上运输，中国

的南海诸岛也是印度洋航线组的关键环节，中日韩等国

超过85%的进口石油从此地经过。目前南海诸岛遭到周

边一些国家的侵吞，某些岛礁被别国占据，岛屿争夺背

后更存在美国期望主导印度洋航道组并遏制中国发展的

图谋。例如美国运用海军战略，对中国原料供应的海洋

路线进行控制。中国的原料供应部分来自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等陆路，但大部分是从安哥拉、伊朗、阿曼、科威

特、UA E等国用船运输回国,海路运输线基本被美国和

其亚太盟友控制。

然而全球能源生产轴心向北美转移，美国未来成为

最大的能源生产国，而中国则是最大的消费国，中美两

国在能源领域的互补也是显而易见。2012年以来，奥巴

马和罗姆尼总统大选辩论的主题之一是能源，奥巴马

反复提出美国正在转变成为全球资源强国“resou rce 

p o w e r”，并且应随之调整美国的能源安全理念和战

略。

奥巴马第一任期原油国内生产达到14年以来的高

峰，净进口量则处于20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已经是最

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不仅仅是美国，整个亚太地区已经

是中国能源进口的重中之重。如果从煤炭进口来看，目

前中国煤炭进口依存度已经达到14.6%，其中最大来源

都在亚太地区，依次为：印度尼西亚：6.4千万吨，澳大利

亚：3.2千万吨，越南：2.2千万吨，蒙古：2千万吨，朝鲜

和俄罗斯各1千万吨。对中国电力至关重要的煤矿领域，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超过了2千万吨，对中国电力能源

行业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的策略

因此，面对亚太地区地缘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中

国也不得不从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出发，防范美国做为

亚太地区霸权的能源布局，维护中国能源运输通道安

全。地缘政治被视为大国战略谋划的地理坐标。中国天

然处于亚太的中心，因此亚太就是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

依托。中国的亚太地区战略是指中国在一个较长时期

内，在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中，运用国家实力

谋求自身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全局性谋

略。

首先，中国必须避免单一的政治外交，需要积极开

展对外经济外交，通过页岩气和煤炭领域合作，减少美

国对华的敌意。中国应将能源战略与外交战略结合起

来，通过外交途径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能源环境。能源

外交的核心，是通过外交政策和手段确保国家能够获得

长期、稳定、充足和价格合理的能源特别是石油供应。

其次，为了避免亚太地区冲突对国家能源安全的影

响，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

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人文等多种手段,通过在周

边地区积极推进睦邻、富邻安邻的和平能源外交，打消

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是远东地区潜在的最大地缘政治

威胁的疑虑,全方位地运筹能源合作，中国才有可能使俄

罗斯成为长期稳定可靠的油气供应源。中俄应利用上海

合作组织平台和中亚国家境内在前苏联时期建成的油气

管线网络，加强一体化框架下的多边能源合作，相互借

重，共同发展,在地缘政治上共建友好、睦邻与互利合作

的和平地带，从而避开“亚太弧形危机地带”。

综上所述，由于亚太地区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极度缺乏

以及地缘安全紧张的矛盾，能源对这一敏感地带而言是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能源的争夺，可能造成大国对抗，从而加剧

地区紧张；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推进能源合作，可化解各国

之间的矛盾，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起到建设性作用。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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