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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的支点： 
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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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东是全球主要的能源供应基地，在国际能源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习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关系发展迅速，

已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框架的战略支点。本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中东的

能源关系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的主要机制，即中阿能源合作大会、

中海战略对话以及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即中东地缘政治风

险、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中东的指责，指出中国在中东面临的竞争加剧，并对中国中

东能源合作提出了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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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38 年，中国西汉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出使西域，开启了中

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

公元 73 年，班超又出使西域，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将丝绸之路延伸到

波斯湾。21 世纪初，贸易和投资在古丝绸之路上再度活跃。2013 年 9 月，习近

平主席出访中亚四国、参加上合峰会时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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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习主席访问印尼、出席亚太经合峰会时倡导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 3 月 5 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紧规划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①随着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

提出，丝绸之路将再次成为世界地图上贯通中西、促进各方面交流合作的黄金

路线。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和能源关系发展迅速，成为中国“一带

一路”战略的支点。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中东能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扩展而形

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从空间来看，我们可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分为

国内段和国外路段两大部分。丝绸之路国内路段部分，在交通通道方面，形成

了在空间走向上以新欧亚大陆铁路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

线、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三条线。
②
丝绸之路的国际部分，建设运行主要涉及

中国和中亚、南亚、中东，辐射作用还可延伸至欧洲地区。
③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不仅传承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

而且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合作层次更高，覆盖范围更广，参与国家更多，将串

起连通东盟、南亚、中东、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④ 

中东地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扼东西半球的交通要冲，“连接欧亚大陆

东西两端的运输网，世界 60%以上的石油和 1/4 的贸易从黑海—地中海—红海

—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这条海上黄金通道经过。”
⑤
中东地区地缘位置显要，

能源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很大，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枢纽地区。 

中东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世界石油阀门之一。中东油层埋藏浅，石油

                                                        
①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 3月 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http://ww 

w.gov.cn/guowuyuan/ 2014- 03/05/content_ 262 9550.htm。 

② 李秀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容”多地竞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311193 

38602854.html，2013年 11月 19日。 

③ 冯宗宪：《中国向欧亚大陆延伸的战略动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线路划分和功能详解》，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 2月下期（总第 44期）。 

④ 索有为：《广东湛江打造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节点》，http://www.china daily.com.cn/hqgj/jryw/20 

14-03-05/content_11341520.html。 

⑤ 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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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出产石油油质好，多为经济价值较高的中、轻质

油。2012 年，在中东各主要产油国中，沙特的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占世界剩余探

明储量的 21%，伊朗占世界剩余探明储量的 10.9%，伊拉克占 9.1%，阿联酋占

7.8%，科威特占 8.1%。
①
海湾地区石油的蕴藏量要比世界各地平均水平高出 40

年以上。
②
 

从国际能源机制来看，欧佩克成员除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外均为中东国

家。虽然近年来在中亚里海地区和非洲等地发现了一些较高的油气储量地，但

在今后的一个世纪中，中东地区仍将是国际石油市场的核心，在未来甚至会变

得更加重要。 

中东国家在国际能源生产和出口中占有巨大的份额，2012 年中东石油产量

为 13.37 亿吨，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 32.5%，其中欧洲及亚欧大陆占 20.3%，北

美占 17.5%，非洲占 10.9%，中南美占 9.2%，亚太占 9.6%。（见表 1） 

表 1：2012 年世界各个地区的石油产量及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③
  2 单位：（亿吨） 

地  区 中东 欧洲及亚欧大陆 北美 非洲 中南美 亚太 

产量 13.37 8.36 7.21 4.49 3.78 3.97 

占世界百分比 32.5% 20.3% 17.5% 10.9% 9.2% 9.6% 

中东地区天然气产量也非常丰富，2012 年中东天然气产量为 5484 亿立方

米，占世界总产量的 16.3%，总产量位于欧洲及亚欧大陆、北美之后，居第三

位。（见表 2） 

表 2：2012 年世界各个地区的天然气产量及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④
 （单位：亿立方米） 

地  区 中东 欧洲及亚欧大陆 北美 非洲 中南美 亚太 

产量 5484 10354 8964 2162 1773 4902 

占世界百分比 16.3% 30.7% 26.8% 6.4% 5.3% 14.5% 

在国际能源体系中，中东石油出口量也保持领先的趋势，2012 年中东石油

出口量为 1970 万桶/日，占世界石油出口总产量的 35.6%，其中欧洲及亚欧大

                                                        
①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 June 2013, http://www. bp.com/statisticalreview.  

② 朱耿华、陈丙先：《中东石油的忧与乐》，载《百科知识》，2006 年第 4期。 

③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 June 2013, http://www. bp.com/statisticalreview.  

④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 June 2013, http://www. bp.com/statis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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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占 19.4%，北美占 12.8%，非洲占 13%，中南美占 6.9%，亚太占 11.6%。（见

表 3） 

表 3：2012 年世界各个地区的石油出口及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①
（单位：万桶/日） 

地  区 中东 欧洲及亚欧大陆 北美 非洲 中南美 亚太 

出口量（万桶/日） 1970 1077.1 710.2 716.8 383.4 641.9 

占世界百分比 35.6% 19.4% 12.8% 13% 6.9% 11.6% 

 

美国正在大规模地从分布广泛的页岩层中提取原油和天然气，其能源产量

大幅跃升，对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石油生产

和定价的主动权减弱。中东地区在美国整体外交中的角色将由此发生变化，由

原来举足轻重的能源供应保障转变为可以进退自如，美国对中东地区能源的需

求已经从自身需要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工具。 

在短期内，美国、俄罗斯和中东国家之间在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加剧，国

际石油、天然气价格将会下降。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形成以中东、中亚、俄罗

斯、北美为主体四大能源供应板块，以欧洲、东亚、南亚三大区域为主体的能

源需求板块的国际能源供求大格局。从长期来看，由于石油、页岩气是不可再

生能源，随着大规模开采和使用，石油、页岩气总会有枯竭的一天。在新能源

研发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包括中国对石油、

天然气的需求不会减少，国际能源价格具有长期上升的张力。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中东能源合作 

在“一带一路”战略大框架包括几个关键的支点：中亚、东南亚、中东、

中东欧、欧洲，中东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中

东地区处于亚、非、欧三大洲连接点和交通要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随

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第二大石油进口

国，能源因素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权重增加，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成为“一带

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 

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近年来中国

                                                        
①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 June 2013, http://www. bp.com/statis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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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日新月异。2012年，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贸易额达1550

亿美元，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东地区是中国能源的主要进口来源。

2013 年 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国－海湾阿

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第三轮战略对话的海合会代表团时指出，中方愿同海方共

同努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合会代表也表示，

海合会各成员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积极推进双方在各领域友好合作。

古老的丝绸之路曾把海湾国家同中国联系在一起。海合会各成员国愿积极参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在 1980～

1990 年的 10 年间，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大于消费总量。从 1990 年开始，中国

的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能源生产总量，能源进口大幅上升，到 1992 年，能源

消费总量已略高于能源生产总量，此后，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的缺口逐渐拉大。

1993 年中国石油消费大于石油生产，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②
中国从 1993 年成为

石油的净进口国以后，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1993 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为 988

万吨（成品油净进口超过原油净出口），到 1996 年中国原油和成品油贸易均出

现负值，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石油净进口国（净进口量为 1395 万吨）。
③
 

21 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了 WTO，能源需求进一步增长，2003 年中国进口原

油总量达 9102 万吨，依存度达 44.2％，2007 年中国进口原油 1.6316 亿吨，2008

年中国原油进口 1.7888 亿吨，2009 年中国进口原油约 2.0365 亿吨，比 2008

年增长约 14％，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为 51.3％。
④
2010 年中国原油进口 2.3768

亿吨，对外依存度为 53.8％，
⑤
中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 20.3%，超过美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⑥
2012 年中国原油进口 2.7103 亿吨，

⑦
石油对外依

存度为 57％。
⑧
据预测，到 2020 年，我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 5亿吨，对外依

                                                        
① 郝亚琳：《习近平会见海合会代表团：望早日签署自贸协定》，新华网，1月 17 日，http:// www.china 

news.com/gn/2014/01-17/5751512.shtml。 

② 倪健民、郭云涛著：《能源安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7 页。 

③ 倪健民：《国家能源安全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 页。 

④ 陈柳钦，“新世纪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应付”，载《决策咨询通讯》，2011 年第 3期。 

⑤ 陈柳钦：“新世纪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应付”。 

⑥ “中国超美国成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http:// www.neng yuan.net /201106/09-664231.html 

⑦ BP.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 June 2013, http://www. bp.com/statisticalreview.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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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度将到 70％。石油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石油资源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 

 

图 1：2001～2012 年中国进口原油数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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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逐渐从中东进口石油及相关产品，中东地区

逐渐发展为我石油进口的最大来源地，1996～2009 年中东原油占我国进口总量

的份额一直保持在 45～50%之间。在中国原油进口的地区结构中，中东、非洲、

独联体为三大主要来源地，分别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47.8%、30.1%和 10.5%。

从国家来看，阿拉伯产油国始终是我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最初主要是阿曼

和也门，2000 年之前它们是中国从中东和阿拉伯世界进口原油的前两位国家，

1997～2000 年阿曼取代印尼成为是中国最大原油进口国（26%）。 

2001 年伊朗和沙特超过阿曼成为中国前两大原油供应国，2002～2009 年

沙特始终以明显的优势成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2008 年和 2009 年沙特分别

占当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的 20.3%和 20.6%。2009 年我国进口原油超过 100 万吨

以上的阿拉伯国家就有沙特、阿曼、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也门、苏丹、

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 9个国家，其中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占 6个；1999～2009

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对华原油供应由 1336 万吨上升到 9486 万吨，在我国原油

进口总量的份额也由 36.5%上升到 46.5%，其中来自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就占

36.5%。由此可见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在我国能源进口格局中举

足轻重的地位。
②
2011 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约 1.3 亿吨，占当年进口原油

总量的 50%以上。
③
 

                                                        
① 该图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制成。 

② 余建华：《关于中阿能源合作的若干思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 年第 6期。 

③ 中国海关总署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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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达 1.4654 亿吨，增长了 8.6%，占到了石油

总进口量的 52%。2013 年位居前 10 的中国原油进口国依次为：沙特阿拉伯、安

哥拉、阿曼、俄罗斯、伊拉克、伊朗、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科威特，中东国家就占了 6个。其中，从沙特进口了 5389.99 万吨、伊

朗 2144.2 万吨、伊拉克 2351.54 万吨、阿曼 2547.53 万吨、阿联酋 1027.58

万吨。
①
(如下表所示) 

表 4：2011～2013 年我国自中东进口原油的数量和金额
②
 

年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国别 
数量 

万吨 

金额  

百万美元

数量 

万吨 

金额  

百万美元

数量 

万吨 

金额  

百万美元 

沙特 5027.24 39015.42 5390.52 44117.77 5389.99 42334.37 

伊朗 2775.66 21820.14 2201.90 17845.80 2144.20 16885.89 

阿曼 1815.42 13818.48 1957.28 15799.29 2547.53 19890.78 

伊拉克 1377.36 10438.94 1568.46 12637.50 2351.54 17887.54 

科威特 954.34 7343.68 1049.16 8401.69 934.42 7256.25 

阿联酋 673.52 5518.69 874.37 7480.74 1027.58 8358.33 

也门 309.81 2578.99 358.45 3072.82 245.26 2003.57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能源需求也进一步增长，能源安全成为重中之

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关系是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能源合作成

为中阿关系最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之一，更是中阿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

石。“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国-中东能源合作机制主要有“中阿合作论坛”、“中

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能源合作联盟”等，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中国—中

东能源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04 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同设立中阿合作论坛，作为中阿关系发展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成为开启中阿能源合作大踏步进展的契机。根据 2006 年 6 月 1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签署的《中阿合

作论坛 2006 至 2008 年行动执行计划》，第一届中国—阿拉伯能源合作大会于

2008 年 1 月 9～11 日在中国三亚市召开。中方参会人员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和有关能源企业代表。阿方参会人员包括阿拉伯国家能

                                                        
①《2013 年我国石油进口增速放缓进口来源多样化显现》，载《中国能源报》，2014 年 2 月 2 日。 

②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信息网，http://www.haigua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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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主管部门、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阿拉

伯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及有关能源企业代表。与会者探讨了中阿能源合作的前景

和加强能源合作的途径，并对该领域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双方就可再生

能源合作，加强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行业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双方在石油和

天然气领域、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领域、电力、经验交流和技术转让领域的

合作达成共识。双方强调，中阿能源合作大会是加强双方能源领域合作、提升

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新型伙伴关系水平的重要平台，将更好地为中阿人民

的共同利益服务，并将加强中阿合作论坛的建设。① 
2010年1月26～28日，第二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    

与会代表就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传统化石能源及核能、可再生能源发展问

题进行了交流，强调必须充分开发和利用各种能源，以满足发展需要。与会代

表就中国与阿盟开展能源合作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认为应加强双方在石油、

天然气、电力、可再生能源及和平利用核能等领域的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全球

能源安全。双方签署了《中国国家能源局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关于中阿能源合作

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及《第二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闭幕公报》。
② 

2012 年 9 月 16～17 日，第三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在银川召开。与会代表

探讨了中阿能源合作的前景和加强能源合作的途径。双方强调必须开发与利用

各种能源，共同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促进各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双方还就

可再生能源合作，加强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行业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双方通

过了《联合声明》，一致同意继续发挥中阿能源合作大会机制的作用，积极落实

中国国家能源局和阿盟关于中阿能源合作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在互利基础上，

继续加强能源领域，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电力、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③
 

海湾国家在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中处于重心地位，由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

（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巴林）组成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

委员会（海合会）在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海合会成立后不久，

中国就与其建立了联系。从 1990 年开始，中国外长每年都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

                                                        
① 《第一届中国—阿拉伯能源合作大会联合声明》，http://wcm.fmprc.gov.cn/pub/zalt/chn/wjk/nyhzdhs 

s/dyjnyhzdh/。 

② 邵杰：《第二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闭幕》，http://news.xinhuanet.com/ world/2010-01/28/content_12893783. 

htm。 

③ 夏晨：《第三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http://news.xin huanet.com/politics/2012-09/16/ 

c_1130955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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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与海合会 6国外交大臣及海合会秘书长举行会晤。1996 年，中国与海

合会建立了经济、政治磋商机制。2004 年 7 月，海合会秘书长和六国财长联合

访华，中国与海合会签订了“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并宣布

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4～2006年间中国与海合会共进行了4轮谈判，

随后因种种原因一度中断。2009 年 6 月，双方在沙特重启自由贸易区谈判，迄

今为止，已在货物贸易谈判大多数领域达成了共识，并启动了服务贸易谈判。 

表 5：中国与海合会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2005～2009） 

时间 谈判进程 谈判内容 

2005 年 4 月

23～24 日 

首轮谈判 双方确定了自贸区谈判工作机制和大纲，并就货物贸易的

关税减让等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涵

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
①
 

2005 年 6 月

20～21 日 

第二轮谈判 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并成立了双边

经贸混委会；还与除沙特以外的五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 

2006 年 1 月

17～18 日 

第三轮谈判 谈判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和原产地规则等方面，并就海关

核查程序、贸易技术壁垒（TBT）、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SPS）、贸易救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法律问题、自贸协

定文本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积极进展。
②
 

2009 年 6 月

22～24 日 

第四轮谈判 双方就货物贸易主要关切和服务贸易初步出价进行了深入

磋商，并就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

生措施、经济技术合作等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谈判取得

了积极进展。
③
  

 

2010 年 6 月 4 日，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双

方强调愿意继续加强在各领域的合作，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海湾阿

                                                        
① 中国驻沙特使馆：《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进行首轮自贸区谈判》，http://wcm.fmprc.gov.cn/pub/chn/pd 

s/wjdt/zwbd/t438846.htm。 

②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第三轮谈判结束》，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ae/ai/ 

200601/20060101395515.html。  

③ 李震：《中国与海合会重启自贸区谈判》，http://news.xinhuanet.com/ world/2009-06/24/content_ 115952 

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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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关于战略对话的谅解备忘录》。
①
2011 年 5 月 2 日，

第二届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对话在阿布扎比举行。双方认为应尽快召开专家会议，

为落实上述框架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贸易、投资、能源、文化、教育、科研、

环境、卫生等领域的有关内容制订行动计划，确定具体时间表。双方同意继续

加强磋商，尽早完成自由贸易区谈判。
②
 2014 年 1 月 17 日，中国与海湾合作

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三轮战略对话，会后发表新闻公报，强调要加快中国和海

合会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认为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建立自由贸

易区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参与第三轮战略对话的海合

会代表时表示，中国希望双方快马加鞭，早日签署协定。古老的丝绸之路曾把

海湾国家同中国联系在一起。现代海合会各成员国也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2013 年 9 月 15～19 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举办的中阿博览会获

得了 2599 亿元项目签约，其中能源化工类项目总投资达到 747.99 亿元，涉及

28 个项目。9月 17 日，中阿能源合作联盟宣布成立，将为双方能源合作形成有

效对接，不仅利于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现有能源合作领域纵深发展，更被

寄予拓展双方在其他能源领域合作的厚望。
③ 

 

三、中国—中东能源合作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 
 

中国自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与中东石油的联系日益密切。中东

石油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中国经济与中东石油之间呈现一

种互动的函变关系。油价上涨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中国经济的发展持续陷

入低谷也会减少其石油需求量,进而通过供求关系影响油价。中东地区局势错综

复杂，反复多变，长期动荡不安，过分依赖中东石油存在极大风险。但在当前

条件下，还没有其他地区可以取代中东成为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地。中国与沙

特等国的能源合作已发展到通过相互投资保障长期供求关系的较高层次，中国

与伊朗的能源合作也排除干扰稳步推进，中国与伊拉克关于开发阿达朴油田的

合作也已经重启。
④
 

                                                        
① 王慧慧：《中国与海合会举行首轮战略对话》，载《人民日报》2010 年 6 月 5 日，第 3 版。 

② 安江：《中国与海合会举行第二轮战略对话》，http://news.xin huanet. com/2011-05/03/c_121370255.htm. 

③ 钟银燕、仝晓：《新能源成中阿能源合作新热点》，载《中国能源报》，2013 年 9 月 23 日。 

④ 路透社迪拜 2008 年 8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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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引发中东能源的产量的波动，对能源运输线形成

威胁，可能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近年来，中东国家政局动荡、冲突频发。地

区各类双边、多边冲突和国内骚乱导致能源供应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的可能性

一直存在，一旦中东能源供应出现问题，中国将最先受到影响。近期伊朗核问

题、利比亚内战及持续的叙利亚暴力冲突等中东地区问题导致使油价出现波动。

中国石油供应线漫长，安全形势的恶化还会直接威胁中国获取中东石油的海上

供应线。如索马里海盗就直接威胁通过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中国油轮。霍尔木

兹海峡是中国进口大多数中东石油的必经之路，如果伊朗与西方发生冲突，霍

尔木兹海峡有可能被切断，这将严重中国的能源安全。 

其次，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受到西方国家的攻击和指责。一方面，随着

许多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国际社会在人权、劳工、环保、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

律和规范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而迅速拓展的中国公民、企业、法人在中东的

经济贸易活动还没有适应这些新情况、 跟上这些新发展，由此在当地引起了一

些矛盾和纠纷。另一方面，西方有些人运用“中国责任论”来牵制中国，以他

们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与中东经贸合作的发展。指责中国在中东、非洲、拉美等

地区搞“新殖民主义”，特别攻击中国不遵守人权、劳工、环保、知识产权等方

面的规范。从长远看，这对中国与中东的经贸合作稳步发展也形成一定的制约。 

第三，中国在中东面临的竞争加剧。随着中东油气资源对国际能源安全具

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未来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将面临与美、欧、日等

西方大国及其他能源消费国的激烈竞争。有学者认为，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可能

取代美国与中东的关系，成为影响世界能源问题前景的决定因素。①有人甚至将

中国与美国在伊朗、苏丹、津巴布韦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均归因于能源竞争，

认为中国为了扩大石油进口来源高调挺进苏丹、安哥拉和伊朗，因而引起了西

方竞争者，特别是美国的严重不安。②因此，如何处理中国与美国、欧洲等西方

大国在中东的关系成为中国今后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新的国际能源形势及其中国的应对 

在页岩气革命这个大形势下，美国对中东石油的需求相应减少，对中东能

                                                        
① 中村玲子：《美国攻打伊拉克背后隐藏着石油地缘政治学》，载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02 年 10

月 15 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 年 10 月 20 日，第 4版。 

② Moises Naim,“Rogue Aid,”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7. 转引自[德]白小川：《能源安全：欧美中

三角关系中的大难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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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关注度将会降低。美国对中国与中东国家数额巨大石油贸易的负面态度减

少，因为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中国石油需求的增加弥补了美国石油需求减少的

缺口，维持国际石油价格的稳定，从而使美国能源企业从中获益。这对中国来

说，意味着与中东国家有更多的能源合作机会。 

从短期来看，中东国家更加欢迎中国石油企业对中东的投资，并加大中东

能源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中国可以加大与中东、中亚、俄罗斯，甚至北美

四大能源供应板块的合作。从长期来看，中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仍面临着激

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中国应加大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和引导力度，从顶层设

计到具体的战略、各层次人员交流入手，展现中国积极的国家形象，增加与中

东产油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

经济，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的能源资源，保障中国的能

源安全。 

通过对中国和中东能源关系的分析，对照中国能源安全的现状，笔者形成

了关于中国中东能源合作的几点思考。 

一是强化中东地区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制定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

积极开展能源外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东在中国战略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东在政治上是中国的战略依托，经济上是中国的重要

能源供应地，是中国商品走出去的重要市场，安全上是中国打击“三股势力”，

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
①
 

二是推动中国与中东经贸关系的发展，建立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通过提

高相互依存度、增进互信，培育更加友好的国家间关系。为此，应当推动对中

东国家非石油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提供投资激励、鼓励中东国家放开

投资管理，允许更多的外国投资。设立由国家主导、企业运作的“中东国家发

展基金”，帮助中国企业参与中东交通、能源、矿产等产业的建设和开发。进一

步完善和改进“市场换资源”、“基础设施换资源”等政策。 

三是加强机制建设,中国和中东在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等

多边机制下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与中东能源关系发展，就重大全球性问题

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②
 

四是整合国家资源，加强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制定综合应对能源供应

                                                        
① 刘中民、朱威烈：《中东地区发展报告》，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4 页。 

② 吴乐珺：《习近平同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愿共同推动重启中海自贸区谈判李克强会见哈马德》，载《人

民日报海外版》，2013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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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有效策略。加强国家发改委下属中国能源政策统筹能力，成立专门负责

海外石油利益的跨部门协调机构，制定长远的海外能源投资发展战略。 

五是加强与中东国家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夯实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利用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人文领域交流计划，增加中阿民间互访，搭建平台，

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
①
 

六是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政府支持国内有条件的石油企业尽快“走出去”，

参与国外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建立稳定的海外石油生产和供给基地，是保障中

国油气安全供应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对海外石油资源的利用，除了由政府指

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期货及现货贸易外，还包括在勘探、开采等领域与

外方进行合作。加大对非洲、拉美、中亚、东南亚等区域的能源合作力度。中

亚是中国理想的石油供应源，扩大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可以减少中国对中东石油

的依赖，能源纽带可以加深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互信，保证国家的完整和西部边

境的安全。 

七是兼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的能源安全和战略利益，尊重和理解美国

的全球大国地位及西方国家在中东的地区利益，包括能源安全和其他方面的战

略利益。中国在积极发展与资源丰富的中东产油国的双边关系的同时，必须兼

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平衡，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石油问题上开展能

源安全合作，愿意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角色地位，具体而言，在中东

石油问题上，中国在不损害自己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

与美国和欧洲协调政策和立场，共同努力和协调政策，解决伊朗和苏丹问题，

尽可能把中美间的矛盾与冲突减少到可控制的范畴之内。② 

 

 
 
 
 
 
 
 

                                                        
① 刘中民、朱威烈：《中东地区发展报告》，第 326 页。 

② 吴磊：《关于中国—中东能源关系发展的若干思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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