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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中日关系提升的助推剂还是绊脚石

解 晓 燕
（中国石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６１）

［摘　要］被众多棘手问题所困扰的中日关系因石油领域全方位的争夺而陷入全面倒退的
境地。有着密切地缘政治与共同能源利益的两个东亚大国能否从欧洲的联合自强的经历中获

得一个新的思路，从而不仅使能源成为中日关系提升的助推剂，而且还能为彼此在新时期找到

一条共荣的双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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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日关系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的蜜月和９０年代的徘徊之后，跌到了今天的最低
谷。被历史问题、领土纠纷、战略地位、国力较量等

一系列棘手问题苦苦困绕的中日关系，目前几乎没

有过多的理由能对它的未来抱有太积极或乐观的态

度，中日关系几乎倒退到自建交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２００５年日本宣布取消对华贷款，中国声称没有日本
的贷款照样发展，便是这种境地最好的例证与诠释。

中国、日本同处东亚，有着密切的地缘政治和战

略利益。日本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强国，这是毋庸

质疑的，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潜力，更是有目共

睹。他们其中任何一个希望通过打压另一个而获得

一枝独秀的想法和念头，看来都是不大现实的。那

么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双赢共荣，或双

输齐衰。勿需太多的论证，前者应该是最佳选择。

其实正当我们为中日关系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困

惑时，中日间关于石油的争夺又全方位展开。或许

在许多人的眼里，这是中日之间无法解决的又一问

题，但在笔者看来，能源将给中日关系带来的是新的

机遇，而不是新挑战，是中日关系提升的助推剂，而

不是绊脚石。

一、中日两国共同的能源处境

（一）内需不足，对外依赖

众所周知，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在能源上几乎

是一贫如洗，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主要的能源产品，

几乎全部依赖于进口。国际权威机构的统计显示，

２００２年日本日平均石油进口量接近４００万桶，２００３
年达到 ４５０万桶，而石油在日消费总量中超过
５０％，过度依赖石油已造成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严重
缺陷。

客观上讲，中国是一个能源资源较为丰富的国

家。但在能源的结构上，存在着富煤缺油少气的现

状。据统计最近十多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

速度保持在６％左右，而同期的石油年增长率仅为
１．５％，２００４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
进口国。２００２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３３％。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数字到２０２０年很有
可能达到５０％～６０％，这意味着中国到时候需要进
口原油１．８亿吨～２亿吨。

（二）相同地缘，共同运输线

中日两国面临资源紧缺状况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而在石油资源的来源渠道上，中日之间又有着惊

人的相同性。目前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供给分别占

两国石油进口总量的５０％ ～８０％，而且均经过马六
甲海峡、南中国海，然后到达两国，漫长的海岸线是

两国能源运输的生命线。中国进口原油４／５左右是
通过马六甲海峡海上运输，在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上，日本似乎比中国更胜一筹。它每年的石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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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９０％通过马六甲海峡运抵日本本土。［１］

（三）相同的国内石油政策

中日两国的共同能源处境使得两国在能源政策

上也十分地趋同。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和美国对中

东石油的垄断，迫使两国都在走进口渠道多元化和

实现手段多元化的路子，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和众

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使得建立石油的战略储备成为

必然，厉行节约、开发替代产品是两国的长远打算。

日本人对本土资源匮乏的国情认识和通过上个世纪

７０年代中东石油危机痛定思痛，较早地完成了海外
市场多元化的目标。中国在１９９３年成为石油净进
口国之后，也提出了两个资源两个市场、走出国门、

实现石油资源的多元化思路。

在海外资源开发的态度上，两国政府事实上都

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格局。可以不夸张

地说，目前世界上凡是有石油的地方，就有中日两国

明里暗里争夺的身影。

（四）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后盾

日本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
济大国以来，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强劲。虽然近几

年来受自身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

但其总体实力依然雄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世界其他
国家所欠日本债务达 ５０００亿美元。从经济规模
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２９５２４
美元，居西方世界第一位，超过美国２０％；从国际金
融看，日元已成为世界上三大主要国际货币之一；从

制造业看，日本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方面已把美

国抛在后头，日本产品横行世界。这一系列光彩照

人的成就，使得日本要借其综合国力取得与其经济

大国实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地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已跻身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成为世界经济举足

轻重的组成部分。２００５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１８．２万亿元，进出口贸易额为１．４２万亿美元，比上
年分别增长９．９％和２３．２％；而２００４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并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庞大市场之一，连续

多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并拥有８０００多亿美
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尽管目前中国占世界

经济的总量和全球贸易的份额并不算高，但２００４年
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达１８．２％，贸
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１６％。［２］国际舆论公
认，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动机”。随着中

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大，与世界经济关系不断加强，

各国在经济运作中都难以忽视中国因素的存在。

正是这种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及其连带的强劲

的能源需求，使得中日之间因为石油天然气等问题

而引发的争夺，便不可避免地接二连三地在世界各

地发生了。

二、中日角逐海外石油市场的现状

（一）在伊朗

中国在海湾地区的石油进口中，伊朗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过去，中国石油化工公司已在伊朗进行

了大量石油投资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不过，不久

以前，日本在伊朗进行了新的投资，并争得了伊朗最

为重要油田的开采权，这表明日本在伊朗同中国的

石油竞争中走在了中国前面。据日本报刊报道，日

本贸易省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９日宣布，日本已经与伊朗
政府达成协议，出资２０亿美元获得对伊朗阿扎德甘
大型油田的开发权。［３］这个协议达成后，日本国内

媒体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对此事进行报道，认为这是

朝着确保原油来源、保证能源稳定供应迈出了一

大步。

（二）在非洲

北非的苏丹是中国在海外石油勘探开发的重要

一环，中国投资２０多亿美元用于苏丹石油基础设施
建设。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拥有苏丹最大的能

源联盟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股份的４０％，是该公
司最大的股东。尽管中国从苏丹大尼罗河石油作业

公司获得的原油平均每天７１０００桶（以２００５年４月
为例），仅占同期进口原油总量的２．９％，但它却是
中国在海外最大、最完整的石油投资，覆盖勘探、采

油、输油管、炼油厂和港口等各领域。其战略意义不

仅在于对苏丹石油的长远开发，更在于它关系到中

国的整个非洲石油开发战略。

非洲同时也是日本人觊觎已久的目标之一。

２００４年在东京都内宾馆举行的“第三届非洲开发会
议”上，９９个国家和５０家国际机构的代表就非洲开
发和支援事宜进行商讨时，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发

表演说称，将在今后５年无偿向非洲提供总额１０亿
美元的帮助。［４］同时保证：放弃对非洲等重债务贫

困国家总额约３０亿美元的债权。与此同时，小泉纯
一郎还亲自会见了喀麦隆和尼日利亚这两个非洲石

油储量最丰富国家的总统。值得关注的是，小泉纯

一郎还在一天中与１９个国家、机构的首脑进行了会
谈，创造了日本首相一天内进行首脑会谈之最。日

本媒体认为，小泉对于非洲“感情”突然升温，主要

是看中了非洲大量未被开发的石油资源。

（三）在中亚

互为邻国的中哈两国在石油开采和运输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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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自

１９９７年进入哈萨克斯坦开展油气合作以来，获得多
个开发项目和勘探项目，累计项目投资超过２６亿美
元。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国石油集团又以４１．８亿
美元全额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的 ＰＫ石油公司，在哈
将形成每年２０００万吨原油生产规模。中哈原油管
道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哈萨克斯坦国家油

气公司共同投资，双方各占５０％股份。［５］目前这条
全长９６２．２公里的跨国输油管道已经投产，这标志
着中哈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然而日本对于中亚历来也是“情有独钟”。

但由于各种原因，日本的中亚外交战略实施不尽如

人意。２００４年９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问中亚四
国，目的之一就是开辟日本新的能源进口渠道，以实

现能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川口顺子在乌兹别克斯

坦发表演讲说，在国际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实现能源供应渠道的多元化是日本面临的课题。日

本将根据“竞争与协调”和“开放的合作”的原则来

推进与中亚在能源方面的合作。［４］

（四）在俄罗斯

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二大产油国和第八大石油储

量国家，有关专家预测，到２０２０年，俄石油公司的石
油产量每年将达到４亿吨。特别是近年来，普京政
府在俄罗斯力推能源战略，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

当前的武器不再是核武器，不再是军队，而是手中的

石油。它的战略意图是利用石油重塑大国形象，利

用石油整合东亚地区。

中国在与俄罗斯关于远东石油管线谈判进行了

１０年之后，终于在日本不惜代价的争夺下落下了帷
幕。实际上日本也没有得到它心仪的安纳线。普京

的石油外交与国家利益至上的理论使得最初造价在

６０亿美元的远东石油管线的造价达到了现在的１６０
亿美元。有人称之为历史上最昂贵的石油管道，至

于勘探费用以及从东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带底下抽取

石油，还将增加数１０亿的开支。即使如此，日本最
终还将把这条输油管道的全部控制权交与俄罗斯，

有专家称日本此举有些疯狂。至此中日之间关于石

油的争夺已是无人不知了。

（五）在东海

２００４年５月末，日本报纸报道中国东海“春晓”
油气田动工的消息后，日本媒体顿时像炸了锅一样，

铺天盖地地鼓吹 “中国威胁论”。一些媒体使用了

醒目的大标题“春晓冲击”来形容此事对日本造成

的影响。于是一些人则大呼“日本其实也是资源大

国”，按“日中中间线”分界，日方一侧埋藏着１０００

亿桶原油和２０００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仅原油就价
值６４０万亿日元，而现在，“中国准备独占东海资
源”。媒体在抨击中国的同时，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态

度软弱，“没有危机意识，有损国家利益”。在２００４
年６月９日马尼拉召开的“东盟１０＋３”能源部长会
议上，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向中国国家发改

委副主任张国宝发难，提出所谓的“吸管效应”，强

调如果中国在中日海域中间线附近开采油气，就不

可避免地会像吸管一样“吸”走属于日本的资源，并

要求中方向日本提供相关的采掘数据。

综上所述，现在中日之间的能源争夺普遍存在，

相互争夺带来的后果是相互的伤害和利益上的丧

失；对于所有的产油国和产油地来说，中国和日本的

争夺将会带来一定的利益。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两

家都是失败者，竞争越激烈伤害越深。如果不希望

因能源的争夺走向最终对抗的话，合作是中日两国

唯一理性的选择。

三、新能源观设想

面对复杂的现实，凭着意气用事，凭着激情用事

都不能很好地解决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能否

通过能源领域的合作将遍体鳞伤的中日关系带入一

个互利互惠双赢共荣的新阶段，能否让能源领域的

合作成为中日关系提升的助推剂而不是绊脚石，这

是许多有理智和真正关心中日关系发展的人共同思

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以能源共同体为基础、以经济

共同体为核心、以环保共同体为目的的三级合作方

式将是一个十分理性的选择。

（一）能源共同体（新能源安全观）

能源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和基础，能源问题关系

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利益。但是在全球化的时

代里，各国的国家利益却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

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国家的能源安全

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当今世界在能源问题

上应避免陷入狭隘的“一国主义”，即一个国家一个

政府以自己在能源上的一时一地一事的输赢论成

败。因为仅仅从本国利益来考虑能源问题，难免带

有片面性，甚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区域经济高度依

存的情况下，仅从一国的国情考虑或一国的利益出

发，都是一种短视和不明智的举动。尤其是毗邻的

国家之间展开激烈竞争致使能源成本上升形成恶性

竞争，更是于人于己都不利。笔者认为，提出相应的

全球新的能源安全观，以协调全世界的能源行为，这

恐怕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新能源观不仅协调

世界各国的能源行为，而且由此改善政治、外交等一

系列关系，能源关系既是突破口又是牵引力。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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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谈论这种可贵的新能源观似乎多少有一些可望而

不可及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如果仔细回味与细数一

下欧洲联合的起点时，就可以品尝到这种理想主义

在现实中结成的硕果。

欧洲人解决历史宿怨与未来发展同时并举的成

功先例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样板，能否通过经济整

合措施，将中国和日本纳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范围

之内，实现经济关系的一体化，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

问题。尤其是当亚洲的联合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区

域的联合程度时，我们是否也应积极地为亚洲、为东

亚寻找一条消弭积怨从而走上一条东亚联合乃至亚

洲联合崛起之路呢？

回顾欧洲的整合历史，可以发现它的起步源于

能源———煤钢共同体。煤与钢既是约束战争再起的

有效工具，又是欧洲经济发展腾飞的推进燃料，深谋

远虑的欧洲政治家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就实践着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深重的战争灾难和对和平的向

往给他们的启示是：把战争留给历史，把和平交付未

来。实际上当初欧洲的联合不是普通民众的共同理

想而是一些杰出的思想家脑海中的蓝图，后来他们

说服了政治家，影响了知识分子，教育了民众，于是

才有了高速飞奔的欧洲列车。当今天几乎所有的欧

洲人普遍品尝着联合富强的滋味时，谁会不感慨欧

洲的联合始于一场惨烈的战争之后呢？

在亚洲，一个已经崛起和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

国如何在新的世纪处理和提升两国的关系，这已经

是两国战略家、思想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了。世界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如火如荼势不可

当，单枪匹马地一个集团或一个区域的决斗似乎已

不可能。欧洲的联合代表着这种趋势的最高水平与

发展趋势，诱惑着整个欧洲国家的靠拢。美洲的联

合已经起步并稳步前进，亚洲的联合在哪里？酝酿

已久却不见动静。如果能源问题继续成为我们困惑

的问题的话，或许我们只有永远困惑下去的权力了！

这种结果恐怕不是亚洲（当然包括中国、日本、韩

国）所想要得到的。在众多纠缠中日关系的问题中

还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像能源问题这样让我们能想到

一起，直至走到一起了。在能源问题上中日有利益

的冲突点，也有利益的交汇点，如何将利益的冲突点

转化为交汇点，如何将利益点最大化于各方，这是中

日两国共同面临的考验。

在笔者看来，中日韩三个亚洲大国有责任有义

务在亚洲走向联合的道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也许

三国面临的共同的能源问题将是走向联合的契机，

能建立互利互惠的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是这个联盟起

步的基石。

（二）经济共同体

中日之间的经济依存程度日益增强，这是中日

两国进行能源合作的基础。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
后，中日贸易开始形成稳定增长的势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４倍多。尤其是最近几年，中
日贸易稳定增长的势头连年刷新记录。２００２年达
到ｌ０ｌ９．１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２％；２００３年达到
１３３５．７亿美元，增长３１１％；２００４年更达１６７８．９
亿美元，增长２５．７％。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预测，
２００５年中日贸易有望突破１９００亿美元。［６］

对华经贸关系在日本总体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

位迅速提高，日本对华经济依存度随之显著提升。

如对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到２０００年已提
高至６．３％，２００４年升至１３．１％，短短４年中提升了
６．８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的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比重，２０００年已达到１４．５％，２００４年升至２０．７％，
从２００２年起，中国大陆开始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来
源国。在出口方面，中国大陆的地位虽仍不及美国，

但若把对中国台湾和香港两地的出口与大陆加在一

起，同样也超过了美国。２００４年日本对美出口 １
２６７．５亿美元，而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出
口加在一起则达１５１１．８亿美元。２００４年日本对中
国大陆和香港两地的贸易总额达２０５０．５亿美元，
而其对美贸易总额为ｌ８９１．６亿美元。此外，中国已
日益成为日本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改善经营环

境、提升盈利水平的首选对象。２００３年度在日本总
体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减少９．２％的情况下，对华
直接投资却增长了６５％。结果使对华直接投资在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一下子提升了３．９
个百分点。２００４年４—９月，对华直接投资占日本
对外直接投资申报总额的比重达到 １４．６％。［７］所
以，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

这个形势已经越来越清楚，难怪一些日本人发出这

样的感慨：“中国从威胁变成了救世主”。

再进一步分析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可

以发现中国对日本钢铁的强大需求占了很大比重，

这又是中国汽车市场强劲发展的直接结果。根据中

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３年中国轿车产量为
２０６．８９万辆，增幅达到８０．６７％，轿车正在迅速地进
入普通家庭，汽车时代已经来临。由于汽车需求旺

盛，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汽车用表面处理钢板等板材

大幅增加。根据日本四大钢铁公司新日铁、住友金

属、神户制钢和 ＪＦＥ２００３年上半年财政报告，由于
中国钢铁市场的带动，四大钢铁公司盈利大幅增加，

９



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３倍。［８］以汽车为代表的中国
需求已经成为日本制造业增长的关键，在钢铁出口

的带动下，电子零部件、机床等对中国的出口也大幅

上扬。日本对中国经济依赖关系的增强也表现在日

本对华贸易方式的转变上。以前日本普遍采用转口

贸易的形式，在中国加工后返销日本，利用的是中国

廉价的劳动力，结果导致其国内产业空心化，而现在

改为利用中国的市场需求。以日本汽车业为例，近

两年来日本迅速改变了经营战略，加快了与中国汽

车企业合资的步伐，这样一方面可以直接从中国强

劲增长的汽车市场中获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本

国钢铁、电子零部件等产品出口中国。

可以这样说，中日之间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

模式及其两国地缘政治的关系完全有理由在经济合

作领域建立互利共荣的良好合作关系。

（三）环保共同体

能源问题实际上又是一个环保问题，如果中国

的环保问题得到改善的话，能源问题将得到很大的

缓和。在笔者看来，与其抱怨中国消费了过多的石

油而致使油价上涨，还不如帮助中国节能和环保，这

既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各国的愿望，更是与

中国相邻国家的愿望。日本在节能、环保方面已经

具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

１９７３年世界范围内的石油危机使得日本这个
贫油国深刻认识到了廉价的石油将来之不易，依赖

于脆弱的国际市场的石油是极不安全的。于是日本

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节能环保高效的自我发展之

路。日本积极推动科技在石油战略中的运用表现在

两个方面：厉行节能政策和开发替代能源，目的在于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能源多样化和减少对石油

的依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日本能源消费的７０％
是石油，内阁针对危机制定了石油紧急对策纲要，减

少对企业的供应，要求国民自动节省石油和电力，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节能运动。由于确立了明确的节能

目标，日本的节能技术，特别是电器的节能技术取得

了飞速进展。今天日本国内销售的空调的耗电量已

降到１０年前的３０％～５０％。家电生产厂家还在大
力开发录像机、音响等电器的定时、待机状态节能电

路，计划将定时、待机状态的耗电量降低到目前的

１％。在节能政策上日本一直处于国际社会的领先
地位，其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节能技术先进，国

民节能意识强和政府推动力度大，尤以开发先进的

节能技术为根本。目前这种节能技术的开发已经运

用到社会及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１９７４年日本提
出了新能源开发计划，１９７８年提出了节能技术开发
计划，１９７９年提出了环境保护技术开发计划，１９９３
年将这三项计划合并为能源和环境领域综合技术开

发推进计划，也称之为新阳光计划，决定每年为该计

划拨款数百亿日元，其中约３００多亿日元用于新能
源技术开发，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波力发电，温差

发电，生物能和地热利用技术等，在开发原子能方

面，计划到２０３０年建成１２０个核反应堆，使核电达
到整个发电量的６０％。［９］

实际上在环境合作方面，中国、日本、韩国已经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每年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协商会
议，三国环境部门本着务实协商的合作精神，不仅讨

论三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就环境合作达成了不

少共识，比如探讨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促进本

地区可持续发展，商讨和拟定环境保护行动方案的

具体原则，并在一些项目上取得了切实的效果。但

是在笔者看来，这种合作还没有进入到能源环保合

作的实质性阶段，比如日本、韩国在石油储备上和高

能效的经验比较丰富，两国的炼油能力也比较强，而

中国在勘探技术方面有自己的优势。莫让浮云遮望

眼，风物长宜放眼望。所以当我们摒弃掉暂时的狭

隘的急功近利的观点时，中日之间的合作将是泽被

后世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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