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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石油竞争与合作析论

汪 长 明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中国和印度是新兴大国，又都是石油进口大国，两国在国际石油领域展开竞争在
所难免。在中东、中亚 －里海、俄罗斯及世界其他地区，中印展开石油竞争，导致双方的利益缺
失。随着双边关系的改善，双方领导人做出了及时的政治外交调整。目前中印企业联手参与国

际石油合作，正在实现由竞争对手向合作伙伴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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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已经进入石油经济时代，石油不仅是一种
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更是一种战略物资，

是各国争夺与控制的目标，因而也受到政治因素的

制约。石油被誉为“工业的血液”、“黑色的金子”，

是保障国民经济的重要能源。因此，对石油的占有

与需求一直被当作衡量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的

重要标志。石油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

要的地位，大国之间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石油争

夺战。

关于“石油的威力”，汉斯·摩根索非常精辟地

指出，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原料的出现，引起了

主要政治大国的相对权力的变化。谁能够将它加到

自己原有的原材料的资源上，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

的资源，并以相应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１］

一、中印石油对外依存度对比分析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新兴的石油消费和进口大

国，迅速上升的石油需求与本土供应能力下降的反

差逐渐加大，决定了两国海外石油依存度日益上升，

石油已成为制约两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

为此，两国都把石油战略与能源安全作为实现崛起

的战略课题，进而引发两国在石油领域的博弈。

（一）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演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石

油与天然气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中国已在１９９３年

成为石油产品的净进口国，１９９６年以后又成为原油
净进口国。据海关统计，２００４年中国３１４亿吨的
原油消费量中，有１２２亿吨从国外进口，对外依存
度为４２１％，形成进口高度依赖格局，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据《世界能源展

望》估计，到２０３０年，中国石油进口对外依存度将达
到８２％。而在１９９４年，这一数字仅为１９４％。与
此同时，中国能源需求的弹性系数也明显上升，从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分别为００２、０４７、１２１和１４５。
２００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比 ＧＤＰ的增长
速度快了４１个百分点。目前中国油气储量居世界
中游，但相对量严重不足。中国人均可采石油资源

量、人均石油产量和人均石油消费量只有世界人均

的１８％、２４％和２２％，［２］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印度石油依存度的现状

印度是世界石油与天然气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供需矛盾突出。从独立至今，印度能源战略经

历了从基本依靠进口到最大限度实现自力更生的变

化历程，但受资源条件限制，目前油气仍以进口为

主。印度目前所探明的石油储量只有１６６亿吨，只
占全球石油储量的０５％。而能源消费量占全球总
量的３％以上，其中石油占３３％，天然气占７％。随
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印度能源总体需求将呈加速递

增趋势。但印度本土石油产量已呈下降之势。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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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印度本土的石油开采量和汽油生产量同前一年

相比，分别下降了５％，且原油生产下降趋势难以扭
转。［３］目前，印度每天石油消耗为２００多万桶，居世
界第六，其中７０％依赖进口，预计未来２５年印度经
济发展所消耗的石油中将有９０％需要进口。根据
美国能源部《２００４年度国际能源展望》报告，２０２５
年，印度能源需求中石油为日均５３０万桶，天然气每
年为２５００亿立方英尺；与目前相比，各种能源需求
都将大幅提高，其中石油将增加１５倍，天然气增加
２１倍；消费结构将发生变化，其中石油占３４％，天
然气占１６％。

（三）中印石油多元化战略的相似性

中印同属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迅速，油气消费

量大，两国在能源领域具有一定的共性。首先，两国

国内生产量均相对不足，供需缺口不断增大。为改

变能源供应日益紧张的状况，都在积极拓展国外市

场，走多元化进口道路。为得到长期稳定的油气供

应以保证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这些年来印度四面

出击，大力争取海外油气资源，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和

国际能源合作。［４］１０６而中国从 １９９２年起政府提出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

起，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就开始踏上了“走出去”的战

略征程，主要目的是换取海外份额油和扩大进口石

油渠道。这势必导致中印两国在国际能源市场展开

竞争。其次，在石油来源和运输通道上，中印又有着

惊人的相似性。资料显示，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供

给分别占到中印两国石油总进口量的６０％以上和
约７０％，且均经过波斯湾—印度洋航线。

二、中印石油竞争现状

能源，尤其是石油，关乎中印两国的可持续发展

与国家安全。随着中印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国对以

石油为核心的能源的需求持续强劲增长，为确保各

自能源需求，两国近年来不断寻求海外石油供给、收

购石油资产，从而引发两国在能源领域的激烈竞争。

（一）中印在中东石油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中东地区拥有世界原油和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

的一半以上，同时还拥有未发现资源量的近

４０％。［５］截至 ２００３年底，中东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９９０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６３３％。产量为 １０９３
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２９６％。中东作为世界石油
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一直是大国的战略争夺目标。

由于中东是中国和印度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

区，中国和印度分享中东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日趋激

烈。印度正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争夺中东石

油资源，解决国内日益紧张的能源供应问题。继

２０００年通过副部长级联合委员会建立伊朗石油出
口印度的机制后，２００３年５月，印度与伊朗又达成
协议，伊朗承诺未来２５年内每年向印度提供５００万
吨液化天然气。伊拉克战争后，印度又与伊拉克临

时政府谈判，以求每年从伊拉克获取３００万吨原油。
２００１年，印度还与卡塔尔签署１０亿美元液化天然
气销售合同，由此２５年内每年可从卡塔尔进口７５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６］印度还在沙特、阿联酋、也门、

阿曼等国“以工程换石油”。

中国在中东的石油开拓工作也只是近几年才起

步。２００４年３月７日，中石化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和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道与沙特王国石油部签署了开

发鲁卜哈利盆地 Ｂ区块上游协议。这块面积约 ４
万平方公里的气田，位于沙特的东北部，是沙特２５
年来第一次对海外投资者开放的三块气田中的一

块，也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１０年来第一次正
式登陆世界最大的油气富集区。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３１
日，中石化国际勘探工程公司在伊朗卡山区块风险

勘探中成功打出高产油气井，同时，中石化还参与了

世界第二大油田阿扎德干德油田北部区块的竞标。

在中东，中国的石油战略已初见成效。

由于中国的石油公司具有较强的实力，在中印

中东石油博弈中，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并且进

军势头较猛，只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在各方面的资源，

是可以在中东有所作为的。

（二）中印在中亚—里海石油地缘政治中的

博弈

中亚—里海地区是另一个石油资源竞争激烈的

地区，里海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人称

“２１世纪的波斯湾”。作为中东以外新的能源供应
地，中亚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在“石油心脏地

带”的连接作用使其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处于重要的

地位。中印在地缘上都与中亚紧密相连，围绕中亚

展开的石油地缘政治博弈方兴未艾。

借助于与中亚国家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良好的政

治关系和优越的地缘优势，中国石油公司纷纷登陆

中亚能源市场，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２００５年８月
初，中石油以４１８亿美元力压印度国有天然气公司
与米塔尔钢铁集团的联合叫价，并购了哈萨克斯坦

第三大石油生产商ＰＫ公司。中印两家国有集团对
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的争夺充分显示印度和中国对

能源日益强烈的需求。［７］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在中
哈两国通力合作下，中哈石油管线开通，２００６年 ５
月开始向中国输油，这条管线投入使用后将部分缓

解中国石油进口过多依赖中东的压力。尤其值得关

１１



注的是，中哈管道有可能与哈伊（朗）管道以及中亚

地区管道实现连接，将中东、中亚、俄罗斯的原油运

往中国。

印度目前正在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在全球范围

内寻找和开发油气资源，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中

亚，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已将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

疆作为重点合作国家，力争在里海和东萨哈林地区

获得相当规模的勘探开发区块和油气储量。印度已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附近建立了其第一个海外

军事基地，这是印度加入中亚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

标志。与此同时，印度还全面展开建设泛亚天然气

管道，其中北线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

坦）—印（度）管线，是土—阿—巴天然气管道

（ＴＡＰ）的延长线。印度已与土阿两国就该问题进行
过几次会晤与磋商。这两国已经接受印度成为ＴＡＰ
观察员。印度积极介入中亚，其着眼点在于中亚的

战略地位和丰富的油气资源。

在中亚石油地缘政治博弈中，中国获得了更多

的主动权，但也面临“三股势力”的考验。另外，中

亚石油向东输入中国，并通过中国进入东亚与东北

亚市场，始终是美国的一个战略遏制方向。中印在

中亚的石油地缘政治博弈还会受到日本、俄罗斯等

大国互动关系等因素的干扰。

（三）中印俄石油博弈

２００７年，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居世
界第二位和第一位。与俄罗斯地理上相邻的中国和

政治上接近的印度都把俄罗斯当成是最佳供油国，

为争夺俄罗斯石油资源明争暗斗。俄罗斯则利用其

得天独厚的丰富能源，大搞能源外交，以获取经济利

益，提高政治地位。

中俄已建立起良好的国家关系，这为中俄能源

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背景。中国处在世界能源带

的东端，开拓中国市场，是俄罗斯能源外交的重要对

象。同时，中国视俄罗斯为能源多元化的重要方向

之一。目前，中俄经贸关系发展势头强劲，双方在石

油、天然气、电力方面的合作比较顺利。２００４年 ９
月温家宝总理访俄，双方在能源合作问题上达成了

四项共识。［８］２００７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这一年
中，除了俄罗斯要加紧修筑远东石油管道外，中俄政

府间合作也持续升温。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基石之一，是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基础。但中俄能源合作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

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地理上相邻的两个大国总是倾

向于把对方视作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由于对中国

的和平发展心存疑虑，处处设防，俄罗斯试图利用

“石油外交”和“军售外交”以达到在经济上得到好

处，政治上牵制或者遏制中国的目的。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视印度为其在亚洲地区

的战略盟友。目前，印俄已经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政治上互相支持，军事上密切合作，经济上互通有

无。印度为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利用印俄传

统友好关系，在俄能源市场与中国展开竞争。２００４
年，印俄在能源合作方面取得较大进展，能源合作已

经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欢迎印收购尤

甘斯克石油公司，印拟向俄萨哈林和里海油田投资

３０亿美元，以拓宽能源进口渠道。此外，俄承诺帮
助印勘探油气资源，在印建核电站。［９］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５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辛格签
署了关于俄向印出售４座轻水反应堆的协议。俄是
印寻求海外能源的主要对象，但俄谋求海外能源合

作多元化，难以让印独家得利。尤其是俄谋求与中

印构建战略协作关系，对中印能源合作将维持某种

平衡，这往往同印度的初衷大相径庭。

此外，近年来中印在非洲、南美等新兴石油市场

的竞争也初露端倪。多种因素使中印在国际石油市

场的竞争中双方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

三、规避风险竞争，实现合作“双赢”

激烈的竞争损害了双方的利益，势必导致两败

俱伤，其他大国坐收渔人之利的局面。“和则双赢，

斗则俱伤”，为了避免风险博弈，增进双方在国际能

源竞争中的共同利益，于是中印石油合作被提上了

议事日程。

（一）合作背景

１．竞争导致双方利益受损
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管理

经验欠缺，在国际能源市场参与竞争无优势可言。以

往在国际油气项目谈判中经常同时出现中印代表的

身影，由于缺乏协调与沟通，中印企业屡屡发生恶性

竞争。虽然中方胜多败少，但中印双方都付出了很大

的代价，印度石油公司铩羽而归，中国石油公司却不

得不支付大笔的美金来兑现被竞争抬高的价格。印

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艾亚尔在２００６年访华前表示，
如果中印两国对第三国石油资源进行“不加约束”的

竞争，只会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艾亚

尔认为，在寻求获得其经济迅速增长所需能源供应方

面，中国和印度应该通力合作，而非竞争。

２．“亚洲溢价”现象
目前，亚洲主要石油进口国对中东石油依存度

高达７０％，进口源高度集中。与欧洲和美国不同，
亚洲地区能源对话松散，因此亚洲国家购买原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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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一致协议，通常只是单独进行交易，这严重影

响了谈判的效率，致使亚洲从中东进口原油的价格

长期比欧美国家高，出现“亚洲溢价”现象。“亚洲

溢价”的存在损害了作为亚洲主要能源消费大国的

中国和印度双方的利益。

（二）中印石油合作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１．政府推动
２００５年初，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

行的亚洲石油部长圆桌会议，中国官员与印度官员都

表露了合作的意向。中印石油合作的构想一提出，得

到了中印双方的积极回应。为此，双方在政府层面进

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２００５年４月，温家宝总理访问
印度时发表了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加强在能源安全

领域的合作，鼓励两国相关部门在第三国进行石油天

然气资源的调查和勘探。２００５年８月，中印决定共同
收购两国选中的海外能源资产，从而降低两国在能源

收购方面的竞争程度。２００６年１月，中印正式签订有
关加强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决定有

选择地联手竞购石油类资产以避免发生竞购战。中

印石油合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２．双方企业共同参加海外油气开发
在中印双方政府的推动下，中印企业开始了合

作的尝试，并取得了成效。中印在苏丹项目的合作，

是中印能源合作的典范。另外双方在伊朗、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也进行了一系列合作。中国和印度第一

次实质性的能源合作发生在２００６年底，双方联手拿
出５７８亿美元，成功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
亚３８％的油气资产，此次来之不易的合作标志着中
印两国从近年来海外能源争夺的对手向深层次合作

伙伴的转化。此后，中印还联合收购了南美石油公

司，印度国有企业石油与天然气公司联合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收购了Ｏｍｉｍｅｘｄｅ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５０％的股
份。这是中国与印度在能源资源的长期相互竞争过

程中的第二次合作。

３．探索中印石油合作新形式
作为亚洲两个石油进口大国，中印双方还可以

探索建立双边和以中印为主体的多边能源合作机

制，包括组建类似于国际能源机构的“亚洲能源合

作组织”，设立地区石油战略储备。协助各成员国

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广节能技术以及开发新能源，应

是两国深化能源合作的方向。［４］１０９

（三）合作前景分析

有利于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印度和中国

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实体，而两国也需要

向对方市场出售产品，获得资源。如中印两国经贸

合作可以促进中国强大的手工制造业与印度先进的

信息技术的“嫁接”，使它们能够实现两国经济上谨

慎而循序渐进的结合，避免高失业率的出现。因此，

如何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促进双方的经济、政治全

面合作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中印石油合作将带来“双赢”的局面。一方面，

中印两国在进军海外时都面临着国际石油公司的激

烈竞争。与它们相比，中印两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在

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两国

公司联手合作可以取长补短，增强竞争力。另一方

面，中印联手可以增加与能源输出国，特别是与

ＯＰＥＣ及俄罗斯进行价格谈判时的砝码，克服“亚洲
溢价”的存在。因此，中印两国的能源合作会起到

积极的“溢出效应”，一同抵制“亚洲溢价”。

不断改善的中印关系为中印石油合作提供了机

制保障。自２００５年４月中印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中印的战略性互动不断

增多。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两国领导人互访频

繁。安全合作从无到有，联合登山、军事演习、参加

对方节日庆典等，合作形式不断充实。经济交往水

平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国。

随着双边关系的不断好转，中印石油合作将水到渠

成，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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