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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国际能源形势的急剧变化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加强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提供了新思路、构建了新平台。在推进 “一带一

路”能源合作过程中，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的地缘区位、发展状况、能源供需前景和投资开放程度，有

针对性地提出上下游领域合作重点，增强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实现能源合作的最大效益，不断增强我国

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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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随着国际能源局势和地缘政治形势的不
断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①需求

持续高速增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面临

非常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２０１３年下半年，习近
平总书记根据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

家发展需要，提出了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构想，这不仅对我

国加强与沿线国家各领域合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也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新思路、构建了

新平台。“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油气资源较为富

足的地区，也是我国能源海外进口的主要来源地，

对于保障中国能源持续稳定供给地位重要、意义特

殊。但是由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区位、

资源禀赋各异，能源供需前景和市场开放程度各不

相同。因此，在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时，应

根据不同国家的区位特点和能源状况，区分合作的

领域和重点，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增强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实现能源合作的最大效益。

一、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合作的地缘优势

中国是一个地处欧亚大陆毗邻欧亚腹地的陆地

大国，同时又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濒临太平

洋、紧邻印度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地理区位十分

特殊，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地

缘优势。

（一）中国是一个直通 “心脏地带”的陆地国家

“陆权论”的创立者，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

家麦金德在２０世纪初曾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中心
的 “枢纽地区”称为 “心脏地带”，并提出了著名

的论断：“谁统治了东欧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

治心脏地带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就统治

了世界”［１］。麦金德所指的 “心脏地带”，从今天

的地理区位看，就大致处于里海沿岸的中亚地区。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我国的新疆自治区与中亚地区

毗邻。抛开地缘政治学现实主义的 “统治”色彩，

在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合作的观点下，中国作为欧亚

地区的陆路大国，无论是从古代的丝绸之路，还是

今天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都与中亚地区有着紧

密的联系与合作。而用地缘政治的视角看，中国有

着直通欧亚大陆腹地 “心脏地带”最佳的路径区

位优势和最低的进入成本，而 “丝绸之路经济带”

构想的提出，则为我国发挥陆路大国优势，通过陆

路改善当前地缘政治环境提供了捷佳的机会。

（二）中国是一个拥有广阔海洋边疆的海洋国家

“海权论”的创立者，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

者马汉曾总结了制约一个国家海权能力的六个因

素： “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

量、民族特点以及政府因素”［２］。由于中国过去长

期禁锢于 “重陆轻海”的思维和传统，因而逐渐

在近代海洋争夺中失去优势。对照马汉提出的影响

一个国家海权能力的六个因素，可以发现我国无论

从地理区位、自然构造、海陆领土范围，还是从事

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以及当前以海洋为通道的外向

型经济发展策略，都使我国具备了成为一个海洋强

国的地缘优势，而 “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

使我国的海权地缘优势更加凸显的发挥出来。

（三）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的边缘地带国家

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边缘地带论”的

提出者斯皮克曼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曾指出，欧亚大

陆沿岸地区 （主要包括濒海的欧洲地区、中东、

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因为其拥有的人口数量、

丰富的资源和占有着内陆的出海通道，因此这一区

域将成为控制世界的关键。［３］我国位于欧亚大陆板

块的东部，濒临太平洋，正好处于斯皮克曼说的欧

亚大陆边缘，具有海陆兼备的地缘区位优势，是中

亚内陆国家通往太平洋的最佳陆路通道，又是太平

洋沿岸尤其是东南亚海洋国家通往欧亚腹地最为直

接和单一 （不需经过多个过境国家）的陆路通道。

因此，我们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海陆

复合的最佳地缘优势。

二、“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战略动因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和天

然气消费量持续高速增长，能源供需缺口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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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研究的能源主要以石油和天然气两种化石能源为主。



大，油气供需前景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家新战略

的提出为中国能源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支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巨大的能源出口能力将

是补充中国能源需求缺口的主要来源。

（一）中国能源供需形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中国的能源需求呈高速增长趋势，油

气的产量已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供需缺

口持续增大，前景不容乐观。从石油供需看，近五

年来，中国石油的产量仅在２亿ｔ左右，而石油消
费量则已突破５亿 ｔ，并继续呈高速增长态势，年
均增长率高达４７％２０１６年，中国石油表观消费
量达５５６亿 ｔ，而国内石油产量同比下降７１％，
仅为１９８亿ｔ，石油净进口量高达３５６亿ｔ，同比
增长９２％，对外依存度已增至６４４％根据国际
能源机构 （ＩＥＡ）等多家权威机构的预测，至２０４０
年中国石油的供需缺口将持续增大，石油对外依存

度将可能达到７５％以上，供需缺口将可能超过 ６
亿ｔ。［４］从天然气供需看，当前中国天然气产量和
消费量双双都呈高速增长趋势，近五年来的年均增

长率分别高达９１％和１４６％，消费增速持续高于
产量增速。２０１６年，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 ２
０４０亿 ｍ３，进口量达 ７３３亿 ｍ３，同比分别增长
６５％和１９％；而天然气产量虽有所增长，但仅为
１３４１亿 ｍ３，同比仅增长 １４％，低于 ２０１５年
３９％的增速，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快速提升至
３６６％［５］根据国际能源机构 （ＩＥＡ）等多家权威
机构的预测，至２０４０年，中国的天然气供需都将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需求缺口将超过 ２０００
亿ｍ３。

（二）“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出口前景总体向好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非洲、东盟、中亚

和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世

界上主要的能源富集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数据［６］，上述地区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

量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６３％和８１％以上。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间，虽然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少

数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油气生产和出口能力有所减

弱，但从总体看，这一区域油气总产能巨大，供应

能力整体远远高于需求水平，具有较好的油气发展

和出口潜力。因此，“一带一路”地区未来具有的

巨大油气出口能力，将是全球油气出口增长最主要

的驱动力量，也将是补充我国能源巨大需求缺口最

主要的供给来源。其中，在石油方面， “一带一

路”沿线主要油气国家具有近１７亿ｔ的出口能力，
中东仍将是石油出口能力最强的区域，非洲、俄罗

斯和中亚地区石油出口能力将总体保持稳定，并呈

小幅增长趋势 （见下图１、图２）。在天然气方面，
这些区域具有约４５００亿ｍ３的出口能力，中东、俄
罗斯和中亚出口能力呈快速增长趋势，非洲和东盟

国家的天然气出口能力将保持平稳增长 （见下图

３、图４）。

４７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２月



（三）“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对中国能源安全

具有战略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

大国的战略路线图，过去我国从未制定过类似的政

治外交战略，所以一直以来我国的能源合作多集中

于某一区域或某一方向，并且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

能源合作很大程度上多局限于点对点、国家对国家

的双边能源合作关系，缺乏能源合作机制和地缘政

治视野下的国际能源合作战略考量和长远规划，也

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支撑。“一带

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能源合作提供了新视野

和新的战略平台支撑。“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

国家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具有巨大的油气

生产和出口能力，与中国能源需求具有较大的互补

性优势，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是我国能源进口的主

要区域。截至２０１５年，我国从海外进口的石油和
天然气分别有８５２％和８７３％来自 “一带一路”

沿线主要地区和国家 （见下图５、图６）。因此，来
自这一区域的能源供给在保障我国能源供给安全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

仅对推动我国与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以及东

盟等周边地区和国家深入开展能源领域合作具有非

常重要的战略指引作用，而且为我国与这一地区能

源合作提供了战略合作平台，形成了有力的支撑；

同时，还对我国能源安全战略规划以及深化与这一

地区能源合作力度具有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三、推进“一带一路”能源上下游领域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地缘区位、资源禀

赋各异，能源供需前景和市场开放程度各不相同。

因此，在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时，应根据其

特点，区分合作的领域和重点，做到有的放矢，实

现能源合作的最大效益。

（一）针对上游领域开放程度，视情加大能源

投资合作程度

油气资源国家能源市场的上游领域开放程度，

决定了中国与之能源合作的参与程度和合作前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上游领域开放程度各

异，中国应针对不同国家油气市场合作环境及其未

来发展趋势，视情加大对重点国家能源勘探开发领

域的投资合作力度，争取获得更多的油气权益。

第一，增大上游领域开放程度较高油气国家的勘

探开发投资力度。加强与上游领域开放程度较高国家

能源合作，加大对其勘探开发项目的参与和投资力

度，是获取更多权益份额，保障能源进口持续供给最

为便捷和重要的途径。“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源国家

有很多上游领域开放程度较高，有的与中国已有上游

领域的合作，而有的国家则是具有较大的上游投资合

作潜力。从当前情况看，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油气

资源国家中，上游领域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并应在今

后一段时间增大投资力度的重点国家主要应包括哈萨

克斯坦、伊拉克、莫桑比克和缅甸等国。其中，哈萨

５７第１期　　　　朱雄关，张　帅，杨淞婷：“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上下游领域合作研究



克斯坦石油储量巨大，油气生产有着持续向好的发展

前景预期，我国能源企业过去在其上游领域参与程度

较高，具有特殊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合作基础；伊拉

克是世界油气生产大国，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该国进

行了多轮招标吸引外资，中国能源企业在历次招标中

都积极参与，并获得了该国油田一定数量的油气权

益。从伊拉克的油气生产预期看，未来还将有大幅的

提升空间；莫桑比克是东非油气资源发展最有前景的

国家，天然气产量预期增长率居世界第一位，未来在

其海上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领域拥有较大的投资潜

力；缅甸油气资源储量虽然相对不高，但油气生产预

期呈增长趋势，加之特殊的地缘区位和已投入运营的

中缅油气管道，对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具有十分特殊

的意义。缅甸上游领域相对开放，但过去中国能源企

业参与程度相对不高，在其境内投资的主要是东盟的

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油气公司。

第二，抓住上游领域开放程度较不确定油气国家

的勘探开发投资机会。上游领域开放程度不确定的油

气国家是指：上游领域极少开放或者在特殊的时机、

针对不同的合作对象、不同的合作内容适度开放的国

家。对于这些国家，我们应发挥自身优势，抓住合作

时机，促成具体项目投资，增大合作力度。在 “一带

一路”沿线的油气资源国家中，上游领域开放程度较

不确定，并应在今后一段时间抓住投资机会的重点国

家主要应包括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尼日利亚等国

家。其中，俄罗斯具有巨大的油气资源储量，油气生

产和出口能力极强，但俄罗斯政府长期对油气行业进

行垄断经营，较少对外开放能源上游领域。２０１４年，
因乌克兰危机，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实施的经济制

裁，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影响，致使俄能源政策有所松

动，逐步放开其上游市场。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石油获
得俄罗斯万科尔油田１０％股权，正式进入俄罗斯石油
上游领域［８］。由于俄罗斯上游领域的开放是特殊时期

的权宜之计，未来的开放程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中国应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大在俄能源勘探开

发领域的参与程度。土库曼斯坦具有巨大的天然气储

量，天然气生产和出口预期可观，虽然该国对天然气

上游领域的控制非常严格，合作项目也相对较少，但

是其在天然气工程技术服务等领域的能力相对较弱，

而中国则具有相对的技术优势。因此，中国应抓住这

一机会，加大与其在上游工程技术服务领域的合作力

度。尼日利亚是非洲油气资源储量最大、生产出口能

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油气生产出口前景较好，但由于

其开放的上游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深海的勘探开发，

生产技术要求高。过去我国在深海勘探领域并未具备

相对的技术优势，而当前随着深海油气勘探开发技术

取得不断进步，我国已具备４０００ｍ以上的深海勘探
能力。因此，应在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加大对此

类开放深海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国家的投资参与力度。

第三，突破上游领域开放程度受限油气国家的

勘探开发投资壁垒。上游领域开放程度受限的油气

国家是指：为确保对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控制，基

本不对外开放其上游领域，较大程度的限制本国以

外其他油气投资国或外国油气公司进入其油气勘探

开发领域，参与上游项目的开发投资的国家。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油气资源国家中，对上游领域

开放程度进行限制，并应在今后一段时间争取有所

突破的重点国家主要应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

卡塔尔、伊朗、阿联酋等中东国家。这些国家几乎

都是全球油气资源储量最为丰富，油气生产和出口

能力最强，供需发展前景预期较好的国家。但这些

国家普遍资源国有化程度比较高，加之受宗教、宪

法的制约，勘探开发领域的合作意愿比较弱，不仅

中国能源公司较难进入其上游领域，其他国家油气

公司也都较难进入其勘探开发领域并进行直接投

资。伊朗等国通常采用 “回购合同模式”［９］。在这

种合同模式下，外国能源公司虽然可以参与其上游

的投资，作为合同作业者为其勘探开发提供资金、

设备、技术和服务，待油气田项目建成投产移交

后，作为回报，外国能源公司才能定期从产品销售

收入中回收投资成本，或者按照市场价格回购相应

的油气产品。而油气资源同样不属于外国公司，也

无法直接参与油田的生产作业。因此，在推进

“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合作过程中，中国应抓住

中东国家 “向东看”、国际能源市场持续低迷、伊

核问题的成功解决和制裁逐步解除等时机，争取突

破中东国家上游勘探开发领域的投资壁垒，实现中

国在中东国家权益油气量的大幅增长。

（二）针对供需发展前景，努力提升能源贸易

合作水平

提升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资源国家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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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贸易水平，是保障中国未来能源供给安全的重

要内容。由于 “一带一路”沿线资源国家的油气

供给稳定性有高有低，能源发展潜力有大有小，相

对于中国的地缘优势有强有弱。因此，应根据不同

国家的油气供需发展前景和贸易出口潜力，各有侧

重的搞好贸易合作，提升中国的油气进口贸易量。

首先，依托能源贸易的地缘国。能源贸易地缘国

是指：对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具有较强的地缘优势的

能源供给国家。这些国家从地缘上与中国毗邻或邻

近，国家相对稳定，油气资源较为丰富、出口状况良

好，油气发展前景总体乐观，与中国之间具有良好的

合作基础和国家间关系，建有油气管道或海陆运输距

离相对较近。综合分析认为，在石油贸易方面的地缘

优势国家应主要包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天然

气贸易方面的地缘优势国家应主要包括俄罗斯、土库

曼斯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这些国家既是能源

贸易的地缘优势国，也是能源贸易的稳定国，是中国

能源供给安全最为根本的保障。因此，在 “一带一

路”的能源贸易合作中，应重点予以依托。

其次，巩固能源贸易的稳定国。能源贸易稳定

国是指：对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具有提供稳定能

源供给能力的油气资源国家。这些国家政局比较稳

定，油气资源禀赋较好，能源生产、出口能力相对

平稳，供需前景总体稳定，并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

传统关系，有的还具有较好的油气贸易合作基础，

有的则油气贸易份额较小，还具有进一步加大贸易

合作发展的潜力。综合分析认为，在石油贸易方面

具有稳定优势的国家应主要包括沙特、科威特、卡

塔尔、阿联酋、阿曼、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国；天

然气贸易方面的稳定优势国家应主要包括卡塔尔、

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这些国家持续稳定的

油气供给，是未来中国油气进口最主要的来源，是中

国能源供给安全最为重要的保障。因此，在 “一带一

路”的能源贸易合作中，应重点予以发展和巩固。

再次，拓展能源贸易的潜力国。能源贸易潜力

国是指：对于保障中国能源未来需求快速增长，具

有较大能源贸易提升潜力优势的油气资源国家。这

些国家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油气生产和出口

能力呈高速增长趋势，油气出口能力未来具有较大

的提升潜力和空间，并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传统关

系和一定的合作基础。综合分析认为，在石油贸易

方面具有潜力优势的国家应主要包括伊朗、伊拉克

和科威特等国；天然气贸易方面的潜力优势国家应

主要包括伊朗、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国。这些国

家油气出口贸易数量的大幅提升，是未来中国油气

进口贸易最主要增长来源。因此，在 “一带一路”

的能源贸易合作中，应重点予以拓展。

最后，关注能源贸易的衰减国。能源贸易衰减

国是指：当前与中国具有一定的能源贸易合作基

础，并且有一定数量油气出口中国的资源国家，这

些国家由于受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变化或油气资源

禀赋、生产出口能力衰竭等因素的影响，未来油气

出口量面临大幅下降甚至可能丧失油气出口能力。

综合分析认为，在石油贸易方面具有衰减趋势的国

家主要有阿尔及利亚、苏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越南、泰国、文莱等国；在天然气贸易方面具

有衰减趋势的国家主要有乌兹别克斯坦、阿曼、马

来西亚等国。对于这些国家，中国应加大关注力

度，在尽力稳定油气贸易水平的同时，未雨绸缪，

提前谋划部署补充替代来源，确保这些国家供应减

少甚至中断对中国能源安全大局不造成较大影响。

（三）、针对沿线进行优化布局，不断加强能

源下游领域合作力度

加强与沿线国家能源下游领域的合作是 “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保障中国能

源供给和运输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合作中，我

们应区分 “一带一路”沿线资源国家、通道国家和

海洋国家的特点，优化布局，有所侧重，不断加强

在炼化、存储和运输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力度。

一是努力与资源国家构建上下游一体化产业

链。“一带一路”沿线多数的油气资源国家，虽然

油气资源储量非常丰富，油气生产能力也较强，但

油气的液化和炼化能力比较匮乏，天然气液化生产

出口能力较弱，成品油严重依赖进口。根据英国石

油公司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数据，全球石油的炼化产能
主要集中在亚太、欧洲和北美三个地区，而中东和

非洲的炼厂产能仅占全球的９３％和２６％，与其
石油储量和产量所占比重形成了严重的倒挂，结构

比例严重失衡。因此，在推进 “一带一路”能源

合作中，中国应考虑采用上下游一体化的合作模

式，在加强上游领域油气田勘探开发投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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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大与沿线国家下游领域的合作，与资源国共

同合资建设炼油厂、天然气液化厂、油气管道、存

储设备和化工厂等配套项目、设施，在资源国形成

比较完整的能源工业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推进油

气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这既能帮助资源国

实现成品油的本土供应，减少石化产品的对外依

赖，又能使资源国通过扩大能源产业链，改变经济

单一结构，提高其资源的经济附加值，拉动资源国

经济发展，改善当地民生。而对于中国而言，通过

与资源国共同构建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为资源国

提供了较大的合作利益，通过上下游领域利益的交

织和捆绑，也将对增进双方联系和友谊，加强相互

信任和依赖，稳定油气资源进口以及激励资源国增

大对我国的油气出口份额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有助于实现双方能源合作的互利共赢。

二是积极与通道国家合资建设炼化存储设施。

在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我国油气进口海陆实

施转运、陆路油气管道接入以及海洋运输所必须途

经的重要通道国家是我国油气进口得以安全、顺利

实施的重要保证，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其中，陆路通道国家主要包括缅甸、

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海路通道国

家主要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

兰卡、阿联酋、埃及等国。这些国家有的是油气资

源国，有的则油气资源相对匮乏。对于资源国家，

中国应按照前面所述，采取上下游一体化的合作模

式予以合作。而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重要通道国家，

应摒弃过去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合作不深入等观

念和做法，有针对性地加大与这些国家在炼储运方

面的合作力度，发挥这些国家在下游领域合作和保

障中国能源供给安全上具有的地缘和功能作用。应

考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巴

基斯坦、斯里兰卡、阿联酋、埃及等国合资建立集

炼油化工、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和油气存储物流为

一体的产业园区和海外油气存储中心。通过这些项

目的推进实施，不仅能使通道国家获得较为稳定的

油气资源供应，推动当地石化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发

展，还能通过能源经济的发展带动通道国家经济的

整体发展，提升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

平，惠及当地政府和民众，从而更好地体现中国合

作共赢的理念。这将更有利于通道国家的安全稳定

和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交往。而对于中国而言，通道

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对于保障中国能源进口

通道的安全通畅意义重大；同时，通过这些项目合

作实现中国油气存储的海外布局，将对于特殊形势

下保障中国能源持续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是主动与沿线海洋国家开展海事合作。“一

带一路”沿线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斯里兰卡、印度、孟

加拉国、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对于保障中国能源海

上运输的航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应加大与这些国家在海

事领域的合作，保障航道的运输安全。应考虑与这

些国家依托 “一带一路”平台，共同建立 “一带

一路”海事安全合作机制，在航运安全保障、海

上搜救、海事调查、海事教育与训练和打击海上跨

国犯罪等领域探索并形成具体合作制度。应重点加

大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重点加强海上互联互

通、渔业、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环保、海洋

文化和海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合作，联合规划保护

海域生态环境策略、联合推行养护海洋资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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