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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新能 源安全观指 导下 ， 近年来 中 国在能 源 外交 多 元化 、 能 源 外 交

机制 化和 新 能 源 国 际合 作 等 方面 取得 了 重要 成 就 。 然 而 ，
面对 能 源 供给安 全风 险加

剧 、
国 际 能 源 秩序 酝酿深刻 变 革 以 及新 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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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等调 整 ， 需要进一步 强化 中 国

能源 多 元化 战 略体 系 ，
继 续深化 国 际 能 源合作机制 ， 不 断加 强 区域 能 源合作 ，

深入推进

新 能 源 国 际 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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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能源安全观 ，
以能源的充足供应 、持续和价格合理为重点内容 ，

反映的是石油 、煤炭等高碳经济时代特征 。
② 年 月 ，胡锦涛主席出席

八国峰会时首次提出新能源安全观 ，
即

“

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 ，
我们应该树

立和落实互利合作 、多元发展 、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
”

。 此后 ，
中 国领

导人多次在多边及双边场合进
一

步阐述了中 国新能源安全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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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头 年是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从国 内来

看 ， 中 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 对外依存度快速攀升 。 年 ， 中国原油进 口

亿吨 ，
对外依存度达 ； 天然气进 口 亿立方米 ，

对外依存度为

。 从国际来看 ， 国际能源争夺 日 趋激烈 ，
全球能源市场格局波动加

剧 ， 中 国能源安全与发展面临 的 国际环境更为复杂 。 在此背景下
，
新能源

安全观为 中国能源外交指明了方向 。

一

、新能源安全观下 中 国能源外交实践

在新能源安全观指导下 ， 中 国能源外交取得突 出成就 ， 主要体现在能

源外交多元化 、促进能源外交机制化和新能源 国际合作逐步深化三个方

面 。

能源外交多元
。

化卓有成效

中国 的石油从

。

中东地区进 口
，
且全部依靠海路运输 地区形势动

荡威胁中 国能源安全 ， 能源多元化战略成为 中国能源外交主题。 中 国在巩

固与 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同时 ，深化与拉美 、俄罗斯 以及 中亚国家能源合

作 ，能源多元化格局成效显著 。
①

海湾六国是中国石油进 口 的主要来源国 ， 中 国与相关国家在开展互利

共贏的能源合作道路上不断推进。 中国和沙特相继签署《关于石油 、天然

气和矿产领域开展合作的议定书 》 、 《关于石油 、天然气 、矿产领域开展合作

的议定书的补充谅解备忘录 》 、 《 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 》

等多项文件 。 年 ， 中沙双方签署在沙特合资修建炼油厂的协议 ，该协

议投资近 亿美元 、年处理原油 万吨 ， 是 目前中 国海外能源合作中

最大的项 目 。 中 国与俄罗斯高度重视能源合作 ，
以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为平台 ， 双方能源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 年以来 ， 中俄相继签署了 《石油

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 、 《 关于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 路线图 》 、

《关于俄罗斯向 中 国 出 口 天然气 的框架协议 》等多项能源合作协议 。

① 赵进军 、 江瑞平 、刘曙光 《 中 国经济外交报告 》 经济科学出 版社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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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中俄签署长期供应原油协议 ，价值高达 亿美元 。 在未来 年 ，俄

罗斯每年将向 中国供应 万吨石油 。

中亚地区是中 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地 中 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进入

新阶段 。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 《关于 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建设的基

本原则协议 》 、 《 中哈关于进
一

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 ，双方

将加快实施中哈天然气管道一期扩建 （ 线 ） 和二期 （ 别伊涅乌 巴佐伊

奇姆肯特 建设 并加强原油管道扩建使其达到每年 万吨的输油能

力 。 国和土库曼斯坦在天然气领域合作渐入佳境 ，双方先后签署 了 《 中

国和土库曼斯坦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 》 、 《 中土

能源合作分委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 年 月 ， 习近平主席访问土库曼

斯坦 ，
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并启动 线建设 ， 确保

年建成实现每年向 中国输送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 目标 。
②

此外 ， 中国在拉美地 区也展开了不少能源投资项 目 ，对拉美 国家能源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 委 内瑞拉是中 国在拉美地区的重

要合作伙伴
，
双方能源合作不断深化 。 年

，
中委签订多项能源

合作协议 ，
包括到 年委内瑞拉将 向 中国 的石油 日 供应量增加至

万桶
，
在广东省建立 日 加工 万桶原油的炼油厂项 目 等 。 中国 和 巴西在

能源领域旳合作也持续加强 ， 实现了互利共赢 。 中国 和 巴西签署了 《关于

能源和矿业合作议定书 》 、 《十年合作规划 》等能源领域合作文件 年

至 年 ，
巴西每年向中国 出 口 万吨原油的协议 ，两国在油气生产 、

加工及天然气运输协调等方面也加强了合作 。

二
）促进能源外交机制化

中国在全球能源合作领域的实践不断拓展 ，
内容逐渐丰富 ， 多边能源

合作机制逐步完善 。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 国及其下属机构 ， 如联合国贸发会

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中

①
“

中哈关于进
一

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宣言
”

，新华网 年 月 日 ， ：

。

②
“

习 近平访问土库曼 土年供 中国天然气将达 亿方
”

，新华网 ， 丨 年 月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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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能源议程的所有活动 ， 同时加入世界能源理事会 、世界石油大会等专

门性非政府能源组织 。 中 国积极与 国际能源机构展开实质性能源合作 ，

年 月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并为在各种能源市场 问题上开展密切合

作制定具体规划 。

中 国积极拓展区域性能源合作与对话 ，
成果显著 。 年 ， 中 国与海

合会 个成员 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

国关于战略对话的谅解备忘录》 ，有利于双方在能源领域进一步深化互信 、

加强互利合作 。 年 月 ， 中 国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发表 《西安倡议》 提出将积极构建能源合作俱

乐部 ，深化能源领域合作 。 中国十分重视在东盟和东亚峰会框架下的能源

合作 ，
以 《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 目 标和措施为指引 ，积极参与和推进在

能源安全 、石油市场 、石油储备 、节能与能效 、能源市场一体化等领域的合

作 ， 为亚洲地区和世界能源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

三
） 新能源国际合作逐步深化

新能源产业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 ，
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

点 ， 中 国政府将新能源产业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和产业升级的

重要载体 。 中国不断加强双边和多边新能源国际合作 ，
重视并积极参与区

域组织下的新能源合作 。

中国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合作 、东亚峰会能源合作 、东盟
“ ”

能源部长对话机制和上合组织能源合作为平 台 ，
加强区域

一

体化框架下 的

新能源合作 包括区域新能源研究 、替代能源和低碳能源的使用 、能源安全

等方面 ；
强调通过强化有关能效和节能计划 利用水力 、扩大可再生能源 系

统和生物燃料的生产或利用
，
以及在感兴趣 的 国家开发 民用核能

，
减少对

传统燃料的依赖 。

以美国 、欧盟为主要对象开展的双边合作是中国新能源 国际合作的 另

一主要途径 。 中美新能源国际合作机制 和对话主要包括 中美首脑会晤机

① 金乐琴 ：

“

后危机时代 中 国新能源产业创新与发展的思考
”

， 《经济问题探索》 ， 年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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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中美能源对话机制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和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

制 ， 两国签署了 《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合作议定书》 、 《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

作框架 》 、 《 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 、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 、 《 中

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等
一

系列新能源合

作协议 。 中欧新能源国际合作机制和对话主要包括 中国
一

欧盟能源合作

大会和中欧峰会 。 年第八次中欧峰会签署的 《 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

言》明确提出 ，
把新能源列为合作与对话的重要领域 。 此后

， 中欧继续通过

这一平台签署了 《 中欧清洁能源 中心联合声明 》 、 《能源交通战略对话谅解

备忘录 》 、 《启动近零排放碳项 目第二阶段合作谅解备忘录 》等
一系列合作

协议 。 加强同美国 、欧盟等发达 国家的新能源技术合作 ，
有利于 中国积极

吸收和引进欧美新能源先进的技术 、设备和成果 ，推动 中 国新能源产业可

持续稳步发展 。

二
、新时期 中 国能源外交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能源格局错综复杂的形势下 ，
中 国在能源供给安全 、国际能源

秩序 、新能源国际合作等领域 ，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

能源供给安全的风险加剧

目前 ， 中国的石油进 口 主要来 自 俄罗斯 、 中亚 、 中东地区 ， 非洲和拉美

地区是重点开发市场 。 在多元化能源外交推动下 ， 中 国已在海外初步建成

了 四个重要战略区域 ， 分别是 以苏丹为主的北非战略区 ，
以哈萨克斯坦为

主的 中亚战略区 ，
以委内瑞拉为 主的南美战略区 ，

以沙特和伊朗为主的 中

东战略区 。 年以来 ，西亚 、北非持续动荡 ， 对产油 国 的能源生产和 出

口 、国际油价以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等多个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

②

年 以来 ， 国际油价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背景下持续上涨。 伊朗核

问题 、叙利亚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暴力 冲突等因素一度将油价推至高

① 闫世刚 ：

“

低碳经济视角 下的新能源 国际合作
”

， 《外 交评论》 年第 期 。

② 童莉霞 ：

“

中东局势动荡 和油价 上涨 ： 中 国面对挑战
”

， 《 国际经济合作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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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因担忧伊朗危机升级或将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 ， 年 月
，
国

际石油价格在一个月 内迅速飙升至 年 月 以来的最髙水平 ，西德克

萨斯轻质原油突破每桶 美元 。 年 动荡因素持续发酵 ， 埃及内乱 、

叙利亚内 战使中东地区格局深度调整 ， 传统热点高温不退 。 中东地区政治

博弈继续 ，宗教与民族矛盾纠葛 ，伊斯兰教义与世俗力量碰撞 ，催生各种不

可控因素 中东地区局势将持续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 。

二 ） 国际能源秩序酝酿深刻变革

随着 中 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髙 ， 所面临 的能源安全形势更为复

杂 ，各国争夺国际能源态势进一步加剧 。

全球能源生产西移和消 费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 。 进人 世纪 ， 随着

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相继步入后工业化时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能源

消费开始呈现缓慢下降态势 ， 而 中 国 、印度等新兴市场 国家能源消 费迅速

增长 。 年 ， 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贸易 中心 ， 占全球石油贸易量

比重升至 以上
；
煤炭贸易 占全球煤炭贸易 总量的 液化天然气贸

易增量 占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增量 成以上 。 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另一个

重要变化是美洲大陆油气生产的崛起 。 受页岩开发等技术因素推动 ，
美国

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持续增加 年原油产量提升至 亿吨 同 比增

长 丨 仅次于沙特和俄罗斯 ，居于世界第三位 ；其天然气产量为 亿

立方米 ，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 。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 ，美国到 年

将超越沙特阿拉伯 ， 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 。

国际能源市场石油和天然气格局变革加剧 。 在 年爆发的全球金

融危机影响下 ，
以美元为主导的 石油定价机制受到严重 冲击 ， 进一步推进

了非美元化石油交易发展。 自 年 月 伊朗成立以欧元计价的石油交

易所以来 ，
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 支持用石油欧元部分取代石油美元 俄罗

斯建立圣彼得堡石油交易所 ，
亦用卢布结算石油 、天然气交易 。 俄罗斯 、卡

塔尔和伊朗等 个国家组成
“

天然气出 口 国论坛
”

，拥有全球 的天然

气储量 、 的天然气开采量和 天然气国际贸易量 。 年 月 ，论

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组织宪章 ， 标志着这一论坛将向长期化 、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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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方向发展 。 年以来 ，该论坛首脑会议又发表《多哈宣言》和 《联合

宣言 》 ，提出各成员国将对天然气价格进行调整 ， 并坚持天然气价格与石油

价格联动机制 。

三 新能源的
“

双反
”

危机

中国和美欧在新能源产业领域互有需求 。 但美欧相继对中 国新能源

展开
“

双反
”

调查 ， 不仅破坏 了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的 良好合作 ，
也损害了其

新能源产业 自身利益 。

近年来
，
中国 的光伏和风电产品 连续遭美 国

“

双反
”

调查 。 年

月
，美 国商务部公布对华太阳能电池产品反倾销调查初裁结果 ，认定无锡

尚德税率为 、常州天合光能税率为 ，其他 家单独税率应

诉企业税率为 ，
其余未应诉企业税率为 ，同年 月

，
中国

风电设备再遭美国贸易壁垒
，
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对华应用级风塔双反案

初裁结果中 ，包括华锐在 内的多家 中国风电企业被征收高达

倾销税。
②

年 月
，
德国 等公司 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申诉

，
要求对中

国光伏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 年 月
，
欧盟委员会决定从该月 日起

向 中 国输欧光伏产品征收 的临时反倾销税 ， 如双方在两月 内未能达

成一致 ，
欧方将从 月 日起的 四个月 内

， 向 中国输欧光伏产品征收平均

税率为 的临时反倾销税 。 此案涉及中国 多亿美元的对欧产品 出

口
，
占 中国光伏产品 出 口总额的 左右 。 经过双方多次谈判磋商 ，

年 月 ， 中 国光伏产业与欧委会就中国输欧光伏产品 贸易争端达成价格承

诺安排 ， 欧盟批准相关的
“

价格承诺
”

协议 ，但是该
“

价格承诺
”

协议有效期

①
“

，

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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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年底 。

三 、优化中 国能源外交的思路

在后危机时代国际能源关系复杂多变情况下 ， 保障中 国能源安全 、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对中 国能源外交提出 了新的要求 。 推动 中 国能源

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 ，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 构建安全 、稳定 、经济 、清洁的现

代能源产业体系 ，
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

第
一

，强化能源多元化战略体系 。 周边能源资源已成为中 国未来能源

安全的重要支点 。 年 ， 中 国从周边国家进 口 的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分

别 占全部进 口 量的 、 和 。 周边能源资源不仅能够确保 中

国能源来源的充足稳定 ，输送通道也更为安全可靠 。 因此 ， 中 国能源外交

应重点转向 中亚国家 、俄罗斯及东盟友好国家 ， 构建富有建设性的制度性

合作框架 ，创立机构性协调机制 ，
形成周边能源安全战略协作机制 ， 着力打

造新时代的
“

能源丝绸之路
”

。 同时
，
继续深化与 中东 、拉美和非洲的能源

合作 ， 积极营造
“

多元化
”

能源外交格局 ， 形成能源战略关系
——

油气供应

国 （ 生产国 ） 和油气消 费国之间积极互动 。

第二 ，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机制 。 提高能源经济外交战略意识 ，
把能源

作为处理国际关系 、国际问题的重要战略要素 ， 积极主动参与 国际能源安

全 、能源政策和能源协调等多边交流与机制 。 建立全方位 、多领域 、多层级

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 ， 强化与主要能源消 费大 国 的战略对话与 合作 ， 实

现共赢的国际能源合作格局 。 继续深化与能源出 口 国协调和合作 ， 与主要

国际能源机构和组织加强沟通和合作 ，
加强政策协调 ， 完善国际能源市场

监测和应急机制 ，促进能源开发以保障供给 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和全球

化 。

第三 ，加强区域能源合作 。 坚持互利合作 、多元发展 、协同保障的新能

①
“

中欧光伏争端达成 价格承诺
”

， 人 民 网 ， 年 月 日
，

。



新能源安全观下的 中国能源外交

源安全观 积极参与区域能源资源开发 ， 扩大区域能源对外贸易和技术合

作 ，提升运输 、金融等配套保障能力 ， 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新格局 共同维护

区域能源安全 。 充分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会议 、上合组织峰会 、

东亚峰会和
“

东盟
”

能源部长对话机制等平 台 ， 发挥巳有对话机制 的作

用 ，推动构建高层协调机制 ，积极开展能源技术合作和交流
，
提升能源合作

领域和空间 ，
从而实现区域内能源技术 、资源要素的优势互补和有效配置 ，

达到互利合作 、合理分工和双向共赢的局面 。

第四 ，
积极推进新能源国际合作 。 新能源技术是实现 中 国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保障
，
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重要环节 。 把新能源 国

际合作和节能减排相结合 ，不失时机地引进国外新能源技术 、设备和成果 ，

可有效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 。 推动国际社会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

等方面的合作 ，探讨建立清洁 、安全 、经济 、可靠的全球能源供应体系 树立

负责任大国形象 ，
逐步增强在世界新能源发展中的参与能力和引导作用 。

重视与发达国家的能源对话机制 ， 阐述中 国在新能源的立场 、态度和政策 ，

争取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 ，有效维护 中 国的能源经济利益与 国家政治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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