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2007年 1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Jan. , 2007 

第 1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 1. 

 

经济纵横  

 

关于中国—中东能源关系发展的若干思考 
 

吴  磊 

 

摘    要：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的日益增长，中国—中东双边政治、经济、外交

和战略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东石油在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的中东政

策面临多重挑战，中国需要重新评估和更加突出中东石油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战略定位，重视双边能源

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性，以确保中东石油对中国的长期和稳定供应。此外，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利益已经

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忧虑，引起了中国与美国的能源地缘政治冲突，为此中国的中东政策

还必须兼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平衡，寻求中美在中东石油安全和广泛问题上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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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评估中东石油在中国能源战略中的地位 

 

中国能源安全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安全问题，是对清洁能源需求刚性上升而供给严重

不足引发的结构性矛盾。1995 年至 2005 年 10 年间，中国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 5.25%，超过同

期不到 1.5%的世界平均增速和 1.2%的经合组织国家（OECD）水平。同期国内石油产量和供应
增速缓慢，对外石油需求增长迅速。1995 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只有 15.6%，2005 年迅速升至

48.1%
［1］6-21

。2003 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5 年石油消

费量超过 3.27 亿吨，进口原油 1.47 亿吨，对外石油依存度接近 50%水平大关。
［1］6-21

应用灰色系

统理论模型的分析预测结果表明，按此增速，到 2007 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将超过 4 亿吨，2010

年将进一步超过 5 亿吨。如果届时国内石油供应能力保持在 1.8～2.0 亿吨，则 2010 年中国的

石油供需缺口将快速增至 3 亿吨水平，2010 年对外石油依存度有可能超过 60%，超出了原先的

估计和预期。另据美国能源部的预测，2030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将超过 1000 万桶/日，相当于 2000

年美国的石油进口水平。
［2］150-160

显而易见，中国石油供应安全形势严峻。 

在中国的对外石油进口依赖中，中东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突出和展现出来，中东石油占中国

进口石油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仅从进口比重分析，与美国对西半球 50%的进口石油依赖相比，

在过去的 7 年里，中国对中东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平均为 48.7%，几乎与美国对西半球的进口依

赖程度相同。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的统计，2005 年，中国进口石油 338 万桶/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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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东的进口石油 136 万/日，中东石油仍占中国进口石油依赖的 40%以上。
［1］6-21

在 2004 年中

国 10 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中，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曼和也门分别位居第一、二、四、五的地位，

四国石油进口几乎占中国进口总量的近 50%。在 2005 年和 2006 年上半年中国 7 大石油进口来源

国中，上述四国处于同样重要和关键的地位。如果说，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石油问题，那么，

就其重要性和依存度而言，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是中东石油问题。 

中东石油探明储量、产量和出口量长期以来位居世界前列。根据《油气杂志》估计，2005

年，中东探明石油储量为 7430 亿桶，占全球探明储量 12930 亿桶的 57.4%。同期，中东石油产

量为 2512 万桶/日，占世界石油供应的 31%；出口 1982 万桶/日，占全球石油出口 4990 万桶/

日的 39.7%。
［3］24

这是中国，也是欧洲和日本对中东石油严重依赖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中国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油气资源相对贫乏，亚太地区总体上是石油进口地区，探明储量不足世界的

3%，即便是相对丰富的俄罗斯和中亚,其石油储量也只占世界的 6.1%，不能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

石油进口需求。中国的对外石油需求不得不向中东或更远的非洲地区延伸。资源分布不平衡，

这是导致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的第二个重要原因。第三，在中国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不断增长

的同时，从石油出口市场和安全的角度考虑，中东产油国也急于获得长期和稳定的油气市场，

这与中国希望获得长期石油供应的战略不谋而合。沙特和科威特等国家不仅向中国出口原油，

而且直接投资中国的石油炼化等下游领域，双边能源合作关系和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这种

“经典的共生关系”
［4］
有利于双边能源关系的发展，同时加深了中国对中东石油的进口依赖。 

1999 年以来，中国原油即主要从中东和非洲进口，二者相加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 70%以上，

而从传统意义上的亚太市场进口的石油量虽然在增长，但其比重却在逐步下降。俄罗斯和中亚石

油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从多元化进口安全、降低或减轻对中东石油的进口依赖、以能源

合作为基础提升中俄以及中国—中亚国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综合角度来看，俄罗斯和中亚

能源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过去十多年里，在中国多元化对外能源战略中，俄罗斯和中亚

一直是战略重点和主攻战场。近年来，尽管中国在争取中亚的能源供应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中亚

石油管道拖延多时已最终建成和投入运营，但在力争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建设、争取更多和更加

长期安全稳定的俄罗斯石油供应问题上，2003 年莫斯科先是排除了中国期盼十年的安大线梦想，

继而在 2004 年的最后一天，对其远东石油管道线路走向作出最终选择，决定修建一条从泰舍特至

纳霍德卡的石油运输管道，正式排除了中国希望的管道走向。尽管莫斯科也决定修建一条通往中

国的输油支线，但其计划通过管道或其它途径供应中国的石油数量不过 3000 万吨水平，无疑是杯

水车薪。
［5］
 

考虑到上述因素，美国能源部分析预测，至少在今后 10～20 年内，即便中俄和中国—中亚

能源合作进展顺利，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顺利进行，俄罗斯和中亚对中国石油安全的贡献也

只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8～17%。
［6］
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严重进口依赖将会继续下

去。从全球石油资源分布、产油能力、供应潜力、进口成本等综合因素分析，保守估计，中国未

来绝大多数的进口石油需求——占进口总量的 50%至 60%——将不得不来自中东地区，尤其是来自

中东海湾地区和国家。“无论其怎么多元化能源供应，中国都避免不了对中东和沙特阿拉伯石油的

进口依赖”。
［7］2
因此，能源安全因素已经并将继续提升中东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定位，中国

的能源安全政策将不得不日益突出和反映中东石油因素的重要现实。
［8］28-31

在此发展背景和趋势

下，中国的有关政策如何调整和制定，如何在“多元化”与“集中化”之间进行战略规划，如何

突出针对中东石油的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和策略工具建构，显然是中国急待分析研究的重大能

源安全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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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中东能源关系发展必须重视合作机制建设的问题 
 

显而易见,中国迅速发展和极度饥渴的能源消费市场, 为中国—中东能源合作提供了巨大的

战略机遇。中国的能源饥渴不仅正在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而且也将提升中东产油国的经济社会福

利前景。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该重新审视、调整其对中

东，特别是对海合会（GCC）国家的战略定位，提升中东产油国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调整
和制定其对中东产油国的有关政策（包括能源安全合作的政策）。目前和未来中国中东政策的主要

内容应该是: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战略利益（石油和天然气）为政策目标，不断发展和深化中

国与中东国家以能源为主的经济贸易关系，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并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在中东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目前的伊朗核危机只是对中国的能源安

全和中国智慧的初步考验，中国—中东能源关系的顺利发展必须建立在地区和平与稳定基础之上。

海湾地区正在经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地区形势仍不明朗，内乱和冲突频仍，能源供应中

断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8］28-31

。“短到中期内，中国显然将不得不依赖中东填补其石油消费的差额，

因此，中国的经济安全将部分取决于该地区的政治稳定”；“从中国的观点看，该地区首先被看成

是内部非稳定的”。
［9］30
因此，“海湾地区对中国能源供应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必然伴随着中国领导人

对这个动荡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不断关注。”
［10］39-46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的不

断加深，中国的中东政策将不得不日益包含希望中东政治稳定的内涵或实质内容，相关政策建构

必须建立在努力促进中东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之上。 

对于中东产油国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仍将保持较高的

增长速度，能源消费特别是石油消费仍可能处于稳步和高速增长的轨道，这种增长是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正常需要，其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起到的拉动作用，对中东产油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将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中国能源消费市场前景巨大，中东产油国具有巨大的能源供应能力，双边能源合

作具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双赢互利的发展前景及长期性和战略性合作的内涵。其次,中国—中东能

源合作将为双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提供广阔的战略空间。近年来，在中东产油

国石油和天然气持续涌入的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联系已日益加强,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

1991 年来，中国对 GCC国家的出口商品增长了十倍，仅 2003 年就增长了 45%。1991 年，中国是
沙特阿拉伯第九大贸易国,目前是沙特阿拉伯第四大贸易伙伴,2006 年则升至第三位。即便如此,

中国—中东经济合作水平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提升的广阔空间。 

考虑到上述因素, 中国—中东能源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已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迄今为止,

中国—中东能源安全合作的制度性或机制性内涵仍然缺失，为此需要： 

1.在“中阿合作论坛”的广泛议题中,能源合作论坛的作用和意义正在进一步凸显；在沙特阿

拉伯“国际能源论坛”框架下,应把“中阿能源论坛”具体化和机制化，以便双方扩大对话与合作,

深入讨论有关市场供应安全、油价、投资和贸易等广泛问题，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和沟通，协调有

关政策和确保相互利益。 

2.中国—中东能源合作要定位为国家内阁水平甚至地区组织水平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定期召

开战略对话与协商，进行决策性、实质性和具有权威性的具体合作安排。 

3.在深化双边能源相互投资与贸易等关键问题上，中国—中东之间也应作出制度性计划或安

排。目前,中国在开放能源下游领域，特别是石油炼制和销售市场方面已经吸引了中东国家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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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投资，在战略石油储备、能源运输设施建设和新建炼厂等领域，中国还有更多的合作领域

和投资机会，中国也将为中东产油国开放。另一方面，一些中东国家也应及时开放其上游能源领

域，特别是允许中国参与其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领域，作出建设性的制度安排。惟有如此，双

边能源合作才有实质内涵，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安全利益才能有机统一。 

4.中东（海湾）地区目前正在经历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地区形势不稳，内乱和冲突不断，

加之大国的介入与干预，能源安全风险因素将长期存在，中国—中东之间的能源安全合作同时具

有能源经济学之外的内涵。因此，中国—中东能源合作的制度性建设也应该包括能源地缘政治的

对话与政策协调的内涵在内，加强双边在能源地缘政治方面的合作，创造有利于能源安全的政治

环境，不仅有利于深化双边能源伙伴关系，而且有利于双边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发展。中国—

中东双方本着利益一致和双赢互利的原则，具有进一步开展对话、讨论和协商的必要性和具有广

泛的合作空间。 

 

三、中国—中东能源关系发展应兼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 
 

中东石油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尽管从统计资料分析,与西半球 50%左右的进口依赖相比,中东石油在美国能源安全中的地位

和作用实际上并不突出，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只是相对严重，但是，在过去的 20 多年时间里，

美国的国际能源安全政策是建立在维持中东石油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建立在海湾石油自由出口到

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的。“美国的海湾石油政策不是旨在于简单维持美国汽油价格的廉价或确保美

国公司获得诱人的石油勘探合同”
［11］1
，相反，美国的目标是要确保，海湾石油的自由流动能够为

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提供燃料，这是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责任。
［11］1
“即使美国不从中东进口

一桶石油”，因中东石油供应中断而导致的油价上涨不仅将波及欧洲和日本的能源安全，而且将影

响到全球经济的正常发展，最终美国也在所难免。
［12］
1967、1973 和 1979 年石油供应中断诱发的

国际能源危机均发生在中东，1973 年石油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损失了 2.5 万亿美元，西方七国总计

经济增长损失高达 1.2 万亿美元，因此，美国的中东石油政策还必须兼顾对中东石油进口严重依

赖的欧洲和日本的能源安全利益。
［11］4
海湾目前提供了世界石油供应的 25-30%，到 2020 年和 2030

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 36～43%，其出口比重更大。
［13］106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最大的产油国和出口

国，并控制着世界绝大多数的剩余产油能力。实际上，沙特石油供应的突然消失对全球经济将形

成毁灭性的打击。目前美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只有 152 万桶/日，仅占美国进口石油总量的 11.2%，

这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以来美沙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完全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沙特在美国的

中东石油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了。相反，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沙特石油的依赖只会持续上升，

而不会有丝毫减退。因此，美国的中东石油政策还要“防止任何敌对国家或内部集团获得对海湾

地区的控制，并利用这种控制积聚力量或勒索世界共同体”
［11］2
。这是美国的具体利益需要。 

目前，中国在中东的能源追求显然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东战略利益的挑战。在华盛顿看

来，由于能源安全因素的出现，中国在中东的利益追求和影响不断扩大，中国不仅是一个竞争者，

而且中国积极发展与中东“问题”国家的能源关系可能造成中东的长期紧张和非稳定，从而影响

到中东石油的自由流动。 

目前，中美之间在中东石油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已浮出水面。首先，中美在中东的能源利益

和相关外交问题上的矛盾已经导致了中美双边关系的紧张。中国与中东产油国建立密切能源联系

或“战略石油伙伴关系”的努力已经使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和孤立伊朗问题上的努力复杂化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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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伊朗油气部门的投资超过了美国《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规定的限制，美国已扬言要对中

国进行制裁。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介入中东，“至少从理论上说，为伊朗避开与西方的接触和自

信地挑战西方的利益提供了战略支持”
［14］196

。其次，中国与沙特的能源关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

能削弱了美国—沙特的“特殊关系”。“9·11”事件以来，美沙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在中东不断加

大的反恐战争和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又使沙特等君主制国家如芒刺在身。沙特领导层不仅对布什

政府未能尽力公开捍卫美沙关系深感失望，而且对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的中东政策的严重失衡感

到沮丧。“美沙特殊关系不再如往昔那么特殊了”。虽然美沙关系随着 2005 年沙特国王对美国的访

问有所改善，但沙特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仍在继续。2005 年 9 月，沙特外交大臣公开批评美国的伊

拉克政策使这个国家陷入了内战的边缘。
［15］96-100

利雅得担心，如果沙特人再次参与了对美国或其

它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美国可能别无选择而终止对沙特君主的长期保护与安全承诺。沙特或许

不能在政治和安全上一味依赖美国了，从而不得不使其政治和安全保障多元化，中国有可能是一

个新的伙伴以及“最适合和最可能的候选国”。
［12］
在石油市场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利益问题上，沙

特也必须使其石油出口多元化，而中国的潜在市场无疑是沙特最理想的和最安全的目标。为此，

沙特领导人“正在追求一种通过与中国发展更加生机勃勃的战略关系来防御美国的战略”，因为“中

国可以为沙特的石油财富提供安全保护伞”，“最终，中国将会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沙特阿拉伯

的主要贸易伙伴。这只不过是市场现实而已。”
［16］15-26

其三，中国对中东能源驱动的介入不仅在沙

特和伊朗受到了欢迎，而且扩大到了其它阿拉伯国家，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无形中形成了争夺

影响力的斗争。自苏联解体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担心美国在中东的单级地位可能损害到阿拉伯

世界的利益，因此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牵制美国优势地位的平衡力量，中国的崛起似乎给阿拉伯

人带来了希望。“9·11”事件后，阿拉伯世界更加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平衡美国的中东政策—从石

油政策到阿以冲突，再到中东的民主化改革—的制衡力量。
［17］1
阿拉伯世界认为，虽然中国在中东

的主要利益是阿拉伯世界的能源资源，但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利益追求必然伴随着与阿拉伯世界建

立更加友好关系的外交努力；其次，阿拉伯人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对美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

存在也极为顾虑，中美之间在对待阿拉伯世界上的矛盾是较为明显的。总之，在阿拉伯人眼中，

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角色已经超越了能源领域。尽管没有事实表明中国正在积极试图追求一种平衡

美国的政策，但客观上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正在不断提高，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能力也在

上升，无形中形成了与美国争夺中东影响力的态势；最后，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因能源安全需

要而日益介入中东事务可能构成对美国中东霸权的挑战。历史上，中东一直是大国角逐的中心，

冷战年代更是美苏争霸的战场。苏联解体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在一个“无级的中东”

享受着“没有竞争的霸权”。中国的崛起可能正在驱使中东转向多极时代。在未来的岁月里，中东

与中国的能源联系将日益加强，双边能源相互依赖不断增长。中东石油将日益转向中国等亚洲市

场，到 2015 年将提供亚洲石油消费的 70%和中国石油需求的 60%。这是大势所趋。不论是沙特阿

拉伯还是伊朗，不论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中国都是它们最重要的增长市场。随着能源相互联系

和相互依赖的加强，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也日益增长，其对中东事务的影响随之增大。美国等西方

国家将不得不调整其有关政策。 

然而，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中美（西方）在中东面临的风险是相同的，双方在稳定中东形

势、确保中东石油的自由流动方面具有正面的互动关系。中国通向中东的外交和经济、特别是能

源安全道路将一直受到美国在该地区超前的军事和经济资产存在的限制，短期到中期内，中国要

突破此种局限的希望仍很渺茫，中国将不得不继续在美国的主导下在该地区发挥的作用，包括石

油供应安全方面的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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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必须兼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的能源安全和战略利益，必须理

解美国对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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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能源安全和其它方面的战略利益。国际能源安全合作应该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能源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危机情况下，没有一个能源进口国的能源安全能够豁免能

源危机，中国必须寻求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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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意义而言，中国应该证明它愿意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角色地位，不仅

在中东能源安全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国际重大安全和战略问题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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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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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Middle East Energy Relations  
 

WU Lei 
 
Abstract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with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oil imports from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Middle East 
turned into rapid developmental periods and the Middle East oil increasing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ies, which has brought multiple challenges to Beij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foreign strategy,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needs to be reviewed and readjusted and, 
the role of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should be upgraded and China must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erg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both sides to help ensure China’s oil supply 
security. In addition, China’s energy interest in the region has caused competition with the US and posed 
a sort of threat to the West’s strategic goals and national interest, hence giving rise to energy-relate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refore,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should also balance the Beijing’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and the US, spotlighting their common interest 
in Middle East oil security and broaden areas of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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