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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北非变局与西方石油安全的悖论

———兼论中国的石油安全

孙溯源

摘　要　中东北非地区自２０１０年底开始并持续至今的政治动荡，强烈
冲击着世界石油的供应安全。西方国家维护石油来源安全的手段使其陷

入安全和道义的双重困境。西方国家一贯通过扶植、结盟甚至武力手段来

保证自身的石油利益，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但是西方一味追求石油安全

的努力，不仅难以保证持久稳定的石油供应安全，而且还陷入了双重标准

的道德困境。比照西方，中国的石油来源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不仅石油来

源国脆弱、不稳定，而且中国维护石油安全的手段更加匮乏。为了提高石

油安全水平，中国应适时调整能源安全战略，注重强化双边手段与开展多

边合作相结合，依靠国家石油公司与发展国际石油公司相结合，减少对外

依赖与开发替代能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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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底从突尼斯开始、蔓延中东北非地区并持续发酵的政治动荡，正在给该
地区的政治生态及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带来急剧变化，同时也给世界石油供应安全

乃至世界石油秩序造成强烈冲击。中东北非变局直接推高国际油价，并威胁到国际

石油供应链的稳定。高油价和石油供应链断裂的危险撼动着整个石油进口国的供

应安全。本文将首先分析中东北非变局对世界石油供应安全的冲击，接着在此基础

上结合历史与现实，从西方国家维护石油安全的方式，反思其石油安全的悖论，进而

以西方为参照，探讨中国石油来源安全的隐患，以及改善石油安全的可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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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北非变局与西方石油安全的悖论 ２７　　　

一、中东北非变局冲击世界石油供应安全

中东北非地区历来在世界石油供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区局势的稳定与

否直接关系到消费国的石油安全。根据国际能源署对能源安全的界定，可靠的长期

供应和可承受的价格是决定消费国能源安全的两大基础指标。近期中东北非局势

的持续动荡已造成油价波动，其中利比亚危机更是直接导致原油供应短缺，进一步

推高了油价。供应减少和油价升高严重威胁着消费国的石油安全。与油价相比，石

油供应的稳定性尤其是消费国长期以来一直难以摆脱的安全忧虑，也是它们在面对

此次中东北非变局时的核心关切。

（一）中东北非产油国是世界石油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２０１０年统计年鉴的数据，中东北非地区拥有全球 ６１６％的
原油储量，其产量占全球 ３５９％，出口量占全球 ４０％。① 目前世界各大经济体都是
中东北非石油的主要消费国，从该地区石油供应的全球分布图可以看出，中东北非

向欧洲和日本供应的石油分别达到总出口的 １８％和 １７％，向美国、中国和印度提供
的石油则占１１％左右（参见图１）。

图１　中东北非石油供应的全球分布
数据来源：英国石油公司 ２０１０年统计年鉴。

位于北非的利比亚也以其储量、出口量、特别是优良的油品，在欧洲石油消费国

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２０１０年的统计，利比亚已探明储量占全球
３３％，产量占２％。②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资料，２０１０年利比亚出口量为１３０万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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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月份的产量为１６９万桶／天，出口达到 １４９万桶／天。相对于那些石油消费

量逐渐增加的产油国，如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等，利比亚几乎是一个石油净出口

国。约有８５％的利比亚原油出口到欧洲国家，在欧洲石油进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

重，分别占爱尔兰进口量的 ２３３％、意大利的 ２２％、奥地利的 ２１２％、瑞士的

１８７％、法国的 １５７％、希腊的 １４６％、西班牙的 １２１％、葡萄牙的 １１１％、英国的

８５％、德国的 ７７％和荷兰的 ２３％。① 但是仅占美国石油进口的 ０５％。另外，利

比亚石油在中国原油进口中的比重为 ３％。利比亚的油品非常优良，属于轻质低硫

原油，具有纯度高、容易提炼等优点，因此备受消费国青睐。② 其成品油也主要销往

欧洲国家，其中又以航空煤油和燃油为主。

（二）中东北非变局对石油供应和价格的影响

中东北非局势稳定与否历来与国际石油的供应和价格密切相关。受此次中东

北非变局尤其是利比亚危机的影响，国际原油供应略有短缺，国际油价持续升高。３

月份欧佩克原油产量大幅下降，原油日产量２９３４３万桶，减少了 ４１万桶。③ 自 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１７日突尼斯发生骚动至 ２０１１年 ４月初，两大国际基准原油价格一路攀升。

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２８２％，在利比亚冲突爆发后的

涨幅更是达到３２７％，４月初突破了１１０美元／桶。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北海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的涨幅则为３８１％，４月初超过１２０美元／桶（参见图２）。

图２　中东北非变局影响下国际基准原油期货价格走势图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 １７日—２０１１年第一季度）

数据 来 源：中 国 石 油 油 品 信 息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ｙｐｘｘ／ｙｐｓｃ／ｇｊｙｊｊｚｓ／ｙｊｓａｎ＿
ｙｕａｎ．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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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战事的持续将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和加剧供应紧张。① 据国际能源署分

析，持续的冲突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将严重削弱利比亚的产能和出口。利比亚的冲突

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其石油生产和出口将因此陷入停顿。② 东部集中了利比亚主

要的产油区和石油运输终端，其运输量约占利比亚原油总输出的 ６０％左右，２０１１年
１月更是达到６４％。③ 利比亚最大的石油输出终端 ＥｓＳｉｄｅｒ已经由于输油管道遭受
严重破坏而被迫关闭。利比亚局势越是恶化，石油的供应就越是缺乏保证，供应中

断及其潜在危险就越容易进一步抬高油价和增加市场的恐慌心理。就整个中东北

非地区而言，发生动乱的国家越多，局面越混乱，国际油价就越是不断上涨，石油供

应紧缺以及由此引发的消费恐慌就越是加剧。

（三）石油国家的不稳定性已成为世界石油供应安全的首要威胁

确保充足稳定的供应和合理的价格是消费国能源安全的宗旨。④ 其中，相对于

油价高涨，供应中断或短缺对消费国的石油安全影响更甚。由于世界经济是一个整

体，高油价增加的成本并不是由消费国独自承担，产油国本身也要分担。石油价格

上涨对进口消费国造成的压力通过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以及金融体系，部分会

转移给石油生产国。一方面，欧佩克的高油价使财富从石油消费国转移到产油国。⑤

但另一方面，石油出口国的石油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通过投资、消费等方式回流到石

油进口消费国。⑥ 当然，能够实现这种成本转嫁的主要是那些主导国际分工体系、贸

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西方消费国。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石油供

应的稳定。

石油供应的稳定并不仅仅取决于石油资源的储量、产量和价格，根本上更取决

于石油国家的稳定。石油国家是指那些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资源的石油出

口国，如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欧佩克成员国，⑦以及哈萨克斯坦、苏

丹、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⑧ 石油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北非地区。鉴于石油资

源主要掌握在石油国家手中是世界石油供应的基本事实，因此石油国家既是世界石

油供应链上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消费国石油来源安全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在消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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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法改变对进口石油刚性需求的情况下，石油国家的稳定便成为消费国石油安全

的核心关切。面对近期中东北非的政治变局，西方国家非常希望通过各种手段维持

石油国家的稳定，但其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陷入石油安全的悖论。

二、中东北非变局彰显西方国家的石油安全悖论

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变局不管怎样都无法让西方国家置身事外，作壁上观。西

方的干涉可能出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种考虑，但在价值观诉求的背后一定存在石

油利益的因素。因为这样的变局不仅影响该地区的政治生态和西方国家的战略存

在，而且正在影响世界石油供应的稳定，这一点是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坐视不

管的。而西方的干涉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稳定石油供应的考虑，则是一个见仁见智

的问题。毋庸置疑，干涉行为客观上再一次彰显了西方国家的石油安全悖论。

（一）对西方国家石油安全悖论的历史考察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首要威胁不是高油价，而是石油国家的不稳定

性，以及由此对石油供应造成的破坏。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悖论在于，追求安全的

努力却换来更加严峻的安全威胁。

中东北非地区的石油资源是西方国家无法回避和难以摆脱的依赖，为了保障包

括石油安全在内的多种利益，西方国家历来不惜各种手段维持石油国家的稳定，其

中的关键是确保石油国家的政权亲美亲西方，比如与石油国家结盟，利用经济制裁、

武力干涉等手段扶植亲西方政权等，而不论其政体是民主还是威权。但这一逻辑却

使西方国家一再陷入道义和安全的困境，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难以保证稳定的石油

供应，反而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比如，美国可以在二战后与威权体制的沙特

阿拉伯结盟，却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推翻伊朗民选的反西方的摩萨德政府，扶植巴

列维国王上台，而对于不利于西方利益的萨达姆政府则不惜以武力实现政权更迭，

进而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权。

但是，西方不仅陷入双重标准的道德困境，而且还导致包括石油供应在内的安

全困境。一方面，与王权统治下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结盟有悖于美国一向倡导的

民主价值观，而２００３年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更是借民主、自由、人权之名，行干涉之
实。另一方面，石油国家普遍存在政府亲西方而民众反西方的矛盾。西方通过结

盟、纵容、默认或干涉等手段形成亲西方石油国家政权的同时，往往刺激民众产生反

西方的情绪。可以说，在中东除了被贴上“邪恶轴心”标签的国家之外，民间还存在

另一支威胁西方安全和石油利益的反西方力量。

二战后以来，西方世界已经历了多次石油安全困境的轮回，其中最显著和突出

的例子有：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伊朗国有化运动与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伊朗伊斯兰革命，１９７３年
石油危机与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与 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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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次石油危机中，西方维护石油安全的努力总是带来新的不安全。

１．伊朗危机
伊朗危机始于１９５１年３月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止于 １９５４年石油“七姊妹”重新

经营伊朗石油，国有化引起的石油危机以国有化的彻底失败告终。这次危机共造成

伊朗石油持续４４个月的供应中断和平均每天 ７０万桶的供应短缺。① 在伊朗石油危
机中，美国于 １９５３年 ８月帮助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重新登上礼萨国王的权力宝
座。② 石油巨头们因此得以重返伊朗，１９５４年由“七姊妹”和法国石油公司联合组成
国际石油财团开发伊朗石油，重新夺回了对伊朗石油的实质垄断权。通过扶植亲美

的巴列维政权，美国既平息了伊朗国有化运动后的混乱，又扩大了在中东的石油势

力范围。但是亲美的伊朗政权和美伊联盟并未能长久维持。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

期，石油财富主要换来大量的军火和奢侈品，而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巨大等社会

问题却越来越严重。１９７８年 １１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次年 １月巴列维国王下台。
由此造成的危机导致伊朗石油 ６个月的供应中断和平均每天 ３５０万桶的供应短
缺。③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结束了亲美的王权统治，随之终结的则是美国同伊朗的盟

友关系和石油往来，至今两国仍未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从１９５１年伊朗石油国有化危
机到１９７９年伊斯兰革命结束，美国对巴列维国王扶植、结盟和纵容的最终结果，却是
同伊朗的关系从盟友变为敌对，失去在中东重要的战略支柱，也丧失了一个重要的

石油来源。美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轮回。

２．美沙特殊关系的明暗面
不仅扶植亲美亲西方的政权难以保证石油供应的稳定，就连美国长期的特殊盟

友沙特阿拉伯也令美国感到石油来源面临的威胁。二战临近结束之际，美国总统罗

斯福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于停泊在苏伊士运河的一艘美国战舰上会晤，从此建立了

美沙特殊盟友关系。美国的石油公司将沙特建成世界首屈一指的石油输出国和美

国重要的石油来源，沙特则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以获得美国对沙特王

室的安全保护。④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德士古和加州美孚石油公司建造的泛阿拉伯大油管
正式启用。⑤ 此举标志着美国及其石油公司确立了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实际控制

权，也奠定了美国在沙特的石油利益。作为当时中东最主要的产油区之一，沙特也

因此成为美国和西方廉价而稳定的石油来源的重要保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１９７３年十月战争。为了惩罚和报复在阿以战争中帮助和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以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ｏｗｅｌｌＳ．Ｆｅｌｄ，“Ｏ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ｊｏｒＯｉｌＳｕｐｐｌｙ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３”，ｉｎＳｉａｍａｃｋＳｈｏｊａｉ，ｅｄ．，
Ｔｈｅ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ＣＴ：Ｐｒａｅ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５，ｐｐ．１０１—１１５．

Ｆｒａｎｃｅｓ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Ｇｉ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ｈａｈ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ＨｅＷａｎｔｓ”，Ｈａｒｐｅｒ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７４，ｐｐ．５５—８２．
ＬｏｗｅｌｌＳ．Ｆｅｌｄ，“Ｏ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ｊｏｒＯｉｌＳｕｐｐｌｙ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３”．
ＤａｖｉｄＯｔｔａｗａｙ，“ＴｈｅＫｉｎｇａｎｄＵｓ：Ｕ．Ｓ．Ｓａｕｄ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９／１１”，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８，

Ｎｏ．３，Ｍａｙ／Ｊｕｎｅ２００９，ｐｐ．１２１—１３１．
这条管道始于沙特阿拉伯，过境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从黎巴嫩的西顿港注入油轮运往欧洲。参见安

东尼·桑普森：《石油大鳄》，林青译述，北京：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９６—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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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实行了石油禁运，并且实施减产和

提价行动。禁运直到１９７４年３月才正式结束。在这一过程中，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
先后对欧洲及日本解除禁运，最后才对美国解禁。这场导致世界性石油危机的禁运

造成历时６个月的供应中断和平均每天２６０万桶的供应短缺。①

这场石油危机过后，美国和沙特在美元与石油联手的基础上延续了特殊的盟友

关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于沙特阿拉伯尚未形成自己的银行金融系统，不得不将大
量石油收入投放到西方金融市场，特别是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因此，西方充当了

石油美元最大的投资市场，沙特则继续作为西方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但“９·１１”
事件的发生再次暴露出沙特作为西方石油供应来源的不稳定性。在 １９名“９·１１”
事件的袭击者中有１５名是沙特阿伯拉公民，而在伊拉克针对美军的自杀式袭击者中
也有大量沙特人。② 虽然“９·１１”事件没有直接造成石油供应的中断，但却昭示了在
亲美政权的石油国家中民间涌动的反美思潮已直接威胁到西方在中东的安全，从而

间接影响到西方的石油利益。美沙盟友关系和沙特政府的亲美都无法改变和平息

民众的反美情绪。美沙特殊关系在经历了结盟—石油危机—石油美元—“９·１１”事
件的多次反复后，对维护美国安全的作用已经下降。曾经重要的石油来源如今却成

为石油安全的隐患，特殊的盟友成了滋生反美势力的温床。

３．伊拉克战争
如果说扶植、结盟等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西方国家面临的石油安全威胁，那

么用军事手段解决石油安全问题更是使西方尤其是美国陷入安全和道义的双重困

境。美国先后两度军事介入伊拉克，但在中东的安全处境却在恶化。１９９０年 ８月伊
拉克入侵并宣布兼并邻国科威特。为了阻止地区霸权崛起和建立“世界新秩序”，老

布什政府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组织多国部队于１９９１年发动海湾战争，将伊拉克军
队赶出科威特。伊拉克的入侵造成３个月的石油供应中断和平均每天４６０万桶的供
应短缺。③ 海湾战争可以说是现当代历史上第一次特别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④ 伊

拉克入侵科威特控制海湾石油是对美国在中东石油利益乃至世界新秩序的挑战，美

国既不能容忍伊拉克控制海湾石油资源，更不能容忍伊拉克崛起为中东地区的霸

主。战争结束后，美国严格限制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提高了对中东其他产油国的

威慑力，巩固了对海湾地区的控制权。萨达姆政权只能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通过

“石油换食品”计划获得有限的石油收入。

但是制裁之下的伊拉克仍是美国安全和利益的威胁。萨达姆政府将美国的石

油公司排除在外，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等签订石油开采合同，并

筹划以欧元代替美元进行石油交易。为了实现海湾战争的未尽事宜———重新分配

①

②

③

④

ＬｏｗｅｌｌＳ．Ｆｅｌｄ，“Ｏ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ｊｏｒＯｉｌＳｕｐｐｌｙ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３”．
ＤａｖｉｄＯｔｔａｗａｙ，“ＴｈｅＫｉｎｇａｎｄＵｓ：Ｕ．Ｓ．Ｓａｕｄ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９／１１”．
ＬｏｗｅｌｌＳ．Ｆｅｌｄ，“Ｏ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ｊｏｒＯｉｌＳｕｐｐｌｙ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３”．
ＥｄｗａｒｄＭｏｒｓｅ，“Ａ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Ｏｉ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５３，Ｎｏ．１，Ｆａｌｌ

１９９９，ｐｐ．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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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财富，①也为了清除对美国石油利益的威胁，美国需要一个友好的、合作的伊

拉克政府。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事件为美国再度军事干预伊拉克提供了机会。小布什
在２００３年１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把伊拉克称为三个“邪恶轴心”之一。
２００３年３月，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活动为由，在没
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伊拉克战争造成平均

每天２３０万桶的石油供应短缺。② 战争颠覆了萨达姆政权，既为美国的石油公司赢
得了丰富的石油资源，也为美国石油巨头的投资和贸易扶植了一个“稳定合法的政

治结构”③———亲美的伊拉克政府，同时还捍卫了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绝对主导货币的

地位。

但是伊拉克战争存在严重的道义困境。战争未得到联合国授权，战后也未在伊

拉克境内发现作为战争借口的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伊拉克战争始终存在

一个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实现政权更迭后的伊拉克仍是美国的安全隐忧。去除

萨达姆的伊拉克政局依然不稳，战争反而招致伊拉克民众对美国的敌视，亲美政权

和驻伊美军往往成为反美势力攻击的对象。美国对伊拉克的两次武装干预又一次

验证了石油安全的悖论，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权更迭扶植亲美政府，仍不能保证美国

在伊拉克利益的安全，其中包括石油利益。

（二）中东北非变局与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悖论

此番中东北非变局尤其是利比亚危机，无疑再一次使西方国家陷入了石油安全

的悖论。多年来西方对卡扎菲政权的容忍最终仍不能维持利比亚的稳定，从而使其

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充满不确定性。尽管石油并不是此次西方国家对利比亚进行

军事干预的唯一原因，但着眼于长远，确保石油供应稳定显然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然而，西方国家采取的对策不免落入俗套，用传统的方式（武力手段）来解决传统的

能源（石油）来源安全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在前台唱主角的是欧洲国家而非

美国。与前文所列欧洲国家对利比亚的石油依赖相比，美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要

小得多，２０１０年美国从利比亚进口的原油只占总进口量的 ０５％。④ 正如美国国防
部长盖茨所言，利比亚危机未对美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⑤ 对欧洲石油来源安全的

影响则不然，因此这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积极发起

军事打击，而美国只是充当欧洲国家的“追随者”而非直接领导者。然而，不论谁主

导，西方国家恐怕都难以跳出石油安全的悖论。利比亚作为石油国家令西方的不满

之处根本上不在于卡扎菲的威权政体，而在于它反西方的倾向和立场。但西方国家

①

②

③

④

⑤

莫尼卡·卡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杨仁敬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４６页。
ＩＥＡ，ＯｉｌＳｕｐｐｌ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ＩＥＡ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２００７，Ｐａｒｉｓ，２００７，ｐ．１９．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１４１页。
ＩＥＡ，“ＦａｃｔｓｏｎＬｉｂｙａ：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
ＤａｖｉｄＩｇｎａｔｉｕｓ，“Ｇａｔｅｓ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Ｍａｒｃｈ２３，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ｗｐｄｙ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ＡＲ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０２３１０＿ｐｆ．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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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遏止人道主义灾难和自由民主的名义所进行的军事干预，能否在利比亚复制伊拉

克先例，扶植亲西方的民主政体，抑或只要新政府亲西方而不论它是否民主，都是一

个很大的未知数。以史为鉴，似乎不论哪种结局都无从根除西方国家的石油安全悖

论。运用武力解决石油安全威胁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掀起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能源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莫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只要碳氢化合物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只要强有力的政府想要确保碳氢化合物的

供应，就必定会出现使用武力阻止任何单个政府控制石油市场的行动”。① 但行动的

结果则未必能如其所愿。事与愿违的情况在西方国家使用军事手段维护石油安全

的努力中反复上演。正如有分析指出，“从 １９７３年到 ２００７年，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干
预适得其反，既没能控制油价的上涨，也没能赢得产油国的公民和领导人对美国全

球领导力的遵从”。② 石油国家的不稳定性是石油安全问题无法逃避的现实。在此

次中东北非变局中，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悖论再一次显现。

三、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难题与出路

中东北非变局无疑增加了思考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紧迫性。对照西方国家的

石油安全困境，反观中国的石油依赖、石油来源和维护石油安全的能力与手段，不难

发现，我国的石油安全困境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此，探寻中国实现石油供应安全的

出路已刻不容缓。

（一）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更脆弱

我国自１９９３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原油对外依赖度由当年的 ６％持续扩大，
２００９年已突破５０％，２０１０年进一步增至 ５３８％。目前，沙特阿拉伯、安哥拉和伊朗
是我国前三位主要石油来源地，③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以外，位居我国石

油进口来源前十位的产油国均来自中东和非洲，而且这种需求呈快速增长之势，２０１０
年对安哥拉、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国的原油进口增幅都超过年均进口增长速度

（参见表１和图３）。

①

②

③

ＥｄｗａｒｄＭｏｒｓｅ，“Ａ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Ｏｉｌ？”有关石油国家与国际冲突的关系，另见ＪｅｆｆＤ．Ｃｏｌｇａｎ，
“Ｏｉｌ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Ｆｕｅｌ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４，Ｎｏ．４，
Ｆａｌｌ２０１０，ｐｐ．６６１—６９４。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Ｓｉｎｇｅｒ，“Ｏｉｌ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ｒｉｅｆ，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ｎｌｅ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ｂ／ＰＡＢ０８Ｓｉｎｇｅｒ．ｐｄｆ．

中国石油油品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ｙｐｘｘ／ｙｐｓｃ／ｓｃｄｔ／ｙｙ／２０１０年中国原油进口十大来源国
统计．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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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０年中国十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及进口量 （单位：万吨）

进口来源国 进口量 同比变化（％） 进口来源国 进口量 同比变化（％）

１ 沙特阿拉伯 ４４６４２ ６９８％ ６ 苏丹 １２５９９ 　３３６％
２ 安哥拉 ３９３８１ ２２４％ ７ 伊拉克 １１２３８ ５６８９％
３ 伊朗 ２１３１９ －７９％ ８ 哈萨克斯坦 １００５４ ６７３９％
４ 阿曼 １５８６７ ３５１８％ ９ 科威特 ９８３ ３８９６％
５ 俄罗斯 １５２４ －０４１％ １０ 巴西 ８０４７ ９８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３　２０１０年中国石油进口来源比例图
数据来源：中国石油油品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ｙｐｘｘ／ｙｐｓｃ／ｓｃｄｔ／ｙｙ／２０１０年中国

原油进口十大来源国统计．ｈｔｍ。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石油来源建立在更加不稳定的石油国家基础之上。中

国主要石油供应国的政治稳定性和政府治理程度普遍较低。中国在非洲主要的石

油供应国分别是安哥拉、苏丹、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乍得、阿尔及利

亚和加蓬。① 而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全球治理指标，２００８年尼日利亚的政治稳定指
数是 －２０１，几内亚 －１９１，刚果 －０６１，安哥拉 －０４３；乍得的政府治理指数是
－１４８，刚果 －１４３，安哥拉 －０９４，加蓬 －０６５，阿尔及利亚 －０５。即使是利比亚，
在发生危机前其稳定性与治理程度都要好于这些中国在非洲的石油来源地。② 因

此，在中国的石油需求保持刚性和石油对外依赖度持续增大的情况下，我国的石油

安全状况比西方更加不容乐观。

不仅如此，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还面临高油价的挑战。相比西方国家，中国消

化和转嫁高油价成本的能力有限。中国单位 ＧＤＰ产出的能源消耗仍然高得惊人。
中国也无法通过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让石油国家的石油财富以投

①

②

ＥｒｉｃａＳ．Ｄｏｗ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ａｎｄＦ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３，Ｎｏ．３，
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０７，ｐｐ．４２—６８．

Ｄ．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Ａ．Ｋｒａａｙ，ａｎｄＭ．Ｍａｓｔｒｕｚｚｉ，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１９９６—２００８，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Ｔｅａｍ，Ｊｕｎｅ２００９，ｐｐ．３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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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消费等方式大量回流。因此，中国的石油安全不仅要考虑西方国家同样关注的

供应稳定问题，而且还要考虑西方国家无需多虑的高油价问题。

（二）加强中国石油安全的出路

不仅中国面临的石油安全状况不比西方国家，而且中国用于维护自身石油供应

安全的手段和方式也更为逊色和有限。西方所采用的扶植、结盟和武力等手段显然

有违中国的外交原则，而且是无效的。无论武力威慑、直接的军事干预，还是经济制

裁，都不是中国的选项。因此，中国必须另辟蹊径，结合本国实际，通过经济、政治和

外交途径寻找石油供应安全的出路。尽管上述西方方式行不通，但西方的其他经验

却值得我们借鉴。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应适时调整，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相结合。西方国家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经验之一是

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缓解石油来源的不安全。除了与石油国家结盟、扶植亲西方政

权、动用武力等双边手段之外，西方还有一条重要的多边渠道保障石油安全，即第一

次石油危机后针对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武器成立的国际能源署（ＩＥＡ）。①

以外，还有冷战后成立的能源宪章条约（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ｒ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ｙ）。② 目前我国主要依
靠与产油国的双边合作获取海外能源，但从长远来看，有必要考虑参与多边能源合

作，通过多边渠道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可有选择地参加现有的多边能源合作机

制，也可组建对中国有利的多边组织，比如东亚能源合作机制或东亚能源共同体。

第二，国家石油公司与国际石油公司相结合。长期以来，国际石油公司而非国

家石油公司一直充当西方国家保障石油安全的重要支撑，也是世界石油体系维持和

运转的支柱。相对于国家石油公司，国际石油公司具有多种优势，包括资金技术、经

营模式、产业分工、竞争能力等。③ 我国目前获取海外石油资源主要依靠国家石油公

司，即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在我国的能源供应链中尚缺少本国的国际石油公

司。如果单纯依靠国际石油公司而放弃国家石油公司，显然不符合我国国情。但是

如果单纯依靠国家石油公司，而不考虑增加由国际石油公司获取海外石油这一渠

道，恐将不利于今后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能源竞争，不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因此，有

必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鼓励建立我国自己的国际石油公司，以国际石油公司作为国

家石油公司的必要补充，联手增强我国在海外的能源竞争力。

第三，减少对外依赖与开发替代能源相结合。中东北非变局使对外依赖度比中

国稍高的美国感到了石油来源的安全压力。美国已经意识到中东石油的不可靠性

乃至化石能源本身的不可持续性，正在从根本上思考逐步减少对中东石油和对化石

能源的依赖。奥巴马总统在３月３１日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需要反思自身的长期能
源供应战略，在 ２０２５年之前将石油进口量减少三分之一。④ 实际上，奥巴马执政后

①

②

③

④

杨光：《石油供应安全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西亚非洲》，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第１７—２２页。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ｉｄ＝７．
孙溯源：《国际石油公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９—１３０、２２３—２２８页。
中国石油油品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ｙｐｘｘ／ｈｙｚｘ／ｇｊｚｘ／奥巴马称在 ２０２５年前将美石油进口

减少三分之一．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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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在《美国的新能源》计划中提出了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发展低碳经济等

主张。其中主要包括在２０３０年之前减少石油消费 ３５％、开发美国国内的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等举措。改变能源消耗方式，最终摆脱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国际共识。即使像美国那样有多种能力保证化石燃料来源

的国家，都已在进行能源革新，更何况中国这样对外依赖度与美国接近、不安全程度

远胜于美国的发展中进口消费国！因此，中国急需赶上新能源开发的步伐，在提高

能源来源多元化、降低对中东石油依赖和厉行节能措施的同时，加强对替代性可再

生能源的研发和利用。这不仅事关中国的能源安全，更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竞

争力。

四、结　　论

中东北非局势的动荡既对世界石油供应的稳定造成一定干扰，也再一次向进口

消费国发出了石油来源安全的预警信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为进口国探求可持续

的能源安全路径提供了契机。在中东北非变局面前，西方维持石油安全的传统逻辑

将重蹈石油安全悖论的覆辙。以此反观中国，解决能源安全的课题显然已变得更加

紧迫，相关的战略反思和政策调整不容迟疑。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石油，也并非所有的产油国都会招致武力干

涉，但是石油与战争往往密切相连。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二十多年时间中，已经发

生了多次与石油有关的战争。可以想见，２０１１年的利比亚乱局仍不会是此类战争和
冲突的终点，毕竟消费国石油安全的悖论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无论国际社

会采用怎样的方式干预石油国家以维护石油供应安全，也无论武力干涉的结果如

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世界石油消费保持刚性需求的前提下，在石油资源掌握在

石油国家手中这一客观事实面前，石油安全困境始终是石油进口国无法彻底解脱的

纠结。当前的中东北非变局又一次改写了国际油价的历史，并动摇了石油供应的基

础，但它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内生的安全悖论却再一

次提醒人类需要加快步伐，告别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责任编辑：陈志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