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０９年２月
第２５卷　第１期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ｅｂ．２００９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２１
［作者简介］于民（１９７３－），男，山东肥城人，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

日本“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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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洲石油资源丰富且产油国经济是一种以石油出口为主的依附性经济，以及世
界大国的全球石油能源博弈，是石油能源极度匮乏的日本出台“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的主

要原因。为实现“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日本对内联合和扶持国内大石油公司，改组合并石

油公团，以提高其在非洲竞争的能力；对外则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建立并强化与非洲产油国的

关系。

［关键词］日本；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能源外交

［中图分类号］Ｆ１３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５９５（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０５－（０５）

　　石油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因此，对于石油能源
极度匮乏，但却是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的日本来

说，石油则显得更为重要。近年来，国际油价大幅度

涨跌不定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错综复杂，再次加

重了日本对能否确保石油稳定供给的担忧。日本进

一步意识到：只有加大石油勘探和开发的投资，扩大

海外权益和原油保有量，才能获得经济利益。在这

种情况下，随着深海勘探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及几内

亚湾地区新油田的发现，非洲石油自然成了日本石

油能源外交战略中的新目标，日本“走入非洲”的石

油能源战略随即展开。

一、日本能源困境与“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

选择

能源匮乏决定了能源外交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

的重要外交战略。日本是能源消费大国，但又是一

个能源尤其是石油能源极其贫乏的国家，石油进口

依存度几近１００％。因此，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都一
直十分重视合理有效的能源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早

在１９５８年，日本就设立了阿拉伯石油公司，专门负
责获取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开发权。为了进一步在世

界各地开发到更多的石油，日本政府还制定了《石

油公团法》，设立了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合作在世

界各地找油的“石油公团”。１９７１年，日本外务省还
委托社团法人———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进行“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的资源外交”这一课题的研究。１９７２年９

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了日本的原油输入过分依

赖欧佩克（ＯＰＥＣ）国家的能源战略缺陷，并提出了
减少对中东原油的依存度，实现原油供给源分散化

的建议。作为今后推进资源外交的指针，报告书还

提出了“资源外交三原则”，以资源外交的形式向全

世界宣告了日本政府对海外资源的基本态度。［１］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的两次国际石油危机，使得油价迅速飙
升，先是从１９７０年的每桶１８０美元上涨到 １１６５
美元，后又从每桶１３美元蹿至每桶３０美元。两次
国际石油危机之后，油价一直持续上涨，到２００８年
７月１１日，纽约市场油价收于１４７２７美元／桶。历
史经验和严峻的现实油价形势，让日本进一步认识

到了石油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性，更加积极地探

索多渠道的石油来源。

然而，日本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即已开始实施的石
油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仍未取得特别明显的成效。

至本世纪初，日本进口石油的 ８５％以上仍来自中
东。如２００７年３月，日本原油进口总量平均为４５８
万桶／天，其中来自阿联酋、沙特和伊朗的原油分别
为１２４万桶／天、１１４万桶／天、６８０８６１万桶／天，占
当月进口总量的２７％、２４９％和１４９％，加上从中
东其他国家的原油进口，３月份日本进口原油的
８９％仍然来自中东。［２］由此可见，日本即使在“走入
非洲”战略出台并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其石油能

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仍不成功。



在此种状况下，日本随着“新国家能源战略”的

出台和实施，进一步“走入非洲”寻求石油就成了其

必然选择。２００６年５月，日本经济产业省能源资源
厅发表了《新国家能源战略》，力图以“能源供应的

多元化”、“加强节能”和“加强上游的投资开发”三

大措施，来提高日本的能源安全。《新国家能源战

略》还提出了到２０３０年应该实现的三个目标：能源
消费中的石油依存度进一步降低到４０％；能源效率
比现在提高３０％；海外权益原油占原油进口量的比
例提高到４０％。综观《新国家能源战略》的措施和
目标，不难发现，尽管日本的新国家能源战略已经有

了良好的实施基础，如：石油依存度已从上个世纪

７０年代最高峰时的近 ８０％，降低到了近年来的
５０％；目前核电在日本发电总量中的比例已经占到
了２５％；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本的能源效率
已经提高了３０％；已经在阿联酋、科威特和印尼等
国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权益油田等，但总的看来，日本

新国家能源战略目标的实现仍困难重重。其一，核

电站事故不断，安全性受到质疑，大力发展核电的计

划受挫，进一步降低石油依存度极为困难。其二，尽

管日本加快了在海外建立权益油田的步伐，但目前

海外权益原油的总量仍然不到４０００万吨，只占原
油进口的１５％，即使随着日本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结
构的逐渐成熟，在２０３０年时石油消费量将减少到
２３亿吨左右，但以目前的进口海外权益原油量计
算，所占比例只不过会相应提高到１８％，与提出的
４０％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３］因此，日本政府的海
外石油开发目标，以及非洲丰富的石油能源，注定了

日本今后必然会持续深入地“走入非洲”寻求石油。

二、日本“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的非洲石油

因素

非洲巨大的石油能源优势是促使日本“走入非

洲”石油能源战略出台的主导原因之一。自１９５６年
首先在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发现石油后，非洲的

探明石油储量迅速增长。据 ＢＰ公司数据，至２００７
年底非洲石油探明总储量为１１７５亿桶，比１９８７年
底的５８７亿桶增长了１００％，占世界探明石油储量
的９５％，储采比为３１２。［４］６非洲不但石油储量巨
大，而且原油日产量也不断增加。２００７年，非洲大
陆原油日产量为１０３１８万桶，占世界原油日产量的
近１２５％。［４］８另据有关专家预测，到２０１０年，非洲
的原油产量在世界原油总产量中的比例有望上升到

２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洲石油大多质量上乘，
含硫量低，易于提炼加工。非洲的上述石油能源优

势，对于把石油来源多元化作为重要能源战略目标

的日本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

非洲产油国石油经济的依附性发展，是促使日

本“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出台的重要原因。非

洲产油国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以石油出口为主的依附

性经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出口，而工业制成品

进口则严重依赖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极不合理，这为

日本实施其能源战略提供了条件。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非洲原油日产量分别为 ８４０２万桶、９２６８万桶、
９８４６万桶、９９９５万桶和１０３１８万桶，而同期的日
炼油能力却分别只有 ３１６４万桶、３１０３万桶、
３２２１万桶、３２７４万桶和３２８０万桶，日炼油量和
日原 油 产 量 的 比 分 别 为 ３７６５％、３４１４％、
３２７１％、３２７６％和３１７９％。①因此，非洲各产油国
的石油主要供出口。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东非和西非的
石油日出口量分别为 ６３２７万桶、６９６５万桶、
７４２８万桶、７９２９万桶和８１６６万桶。［４］８２０石油出
口相应地成了非洲一些产油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

柱。据非洲发展银行估算：２００７年，阿尔及利亚、埃
及、安哥拉、刚果（布）、加蓬、喀麦隆、利比亚、尼日

利亚和突尼斯，石油出口分别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７８２％、３４６％、８２５％、８５１％、６２９％、５７％、
９２５％、８４２％和２５１％。［５］１１０５９１单一的石油出口经
济结构，决定了非洲至今没有摆脱“加工和出口初

级产品、进口制成品”的传统生产贸易格局。２００７
年，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尼日利亚除石油以外的工

业产值只占ＧＤＰ的５％、２７％、２７％；埃及的工业、
石油和采矿业的总产值占 ＧＤＰ的３２４％；安哥拉、
刚果（布）、喀麦隆和突尼斯制造业的产值只占 ＧＤＰ
的５％、３２％、１８２％和１８９％；加蓬的工业产值占
ＧＤＰ的４５％。［５］１０８５８８非洲产油国工业或制造业产
值所占ＧＤＰ的比例状况表明，其工业或制造业的制
成品还难以自足，需要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非洲

的这种依附性石油经济，对极度缺乏石油能源，而又

以“化学、钢铁、一般机械、电力机械、运输机械、精

密机械等６个行业”［６］为出口主导的日本来说，无
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是其“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

略出台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大国石油能源博弈与日本的非洲石油能源

战略

尽管各国都在大力寻找和研发石油的替代能

源，并且有可能在核能、太阳能之外取得重大的突

破，如：美国早在１９６９年就开始实施可燃冰调查；中
国也自１９９９年起就开始了对可燃冰的前瞻性研究，
并且仅在南海北部就发现了储量估计为中国陆上石

油总量５０％的可燃冰。但可燃冰要实现商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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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技术上的突破，因此，从世界能源发展的规律

和趋势看，石油和天然气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

时间内，仍将是最为重要的能源。然而，由于世界油

气资源具有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

点，各大国为获得这种稳定、可靠、经济的能源，展开

了激烈的非合作性质的博弈。参加博弈的诸大国在

推测竞争对手决策的基础上，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

确定自己的决策，有时甚至不惜以战争为代价。这

种大国间的石油能源非合作博弈，特别是近年来在

非洲的非合作博弈，使得后来者所能占据的开发和

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也正因此，大国间在非洲石油

上的非合作博弈成了敦促日本的非洲石油能源战略

出台的重要国际环境因素。

首先，美国作为超经济实体和世界第一大石油

消费国，能源供应安全对其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凭借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实行扩张

性的石油能源博弈政策。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在

侵入了俄罗斯的传统势力区域中亚后，采用施压和

经济诱惑的手段，建设并启用了绕开俄罗斯的巴杰

石油管线，打破了俄罗斯对里海石油出口的垄断。

通过两次海湾战争，掌控了世界第二大储油国伊拉

克。强化了与非洲能源生产国的合作，对非洲发起

了全方位的能源外交攻势，［７］结果：２００５年，非洲出
口美国的石油达到９２１亿桶，占美国进口总量的
１８７％，超过了同期美国从中东的进口（８３９亿
桶），占总进口量的１７％。据能源专家预计，到２０１５
年，非洲石油将占美国石油总输入的 ２５％甚至是
３５％，从而超过整个波斯湾地区。［８］

其次，欧盟所需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５０％依
赖进口，因此对全球特别是非洲的能源博弈亦格外

重视。近年来，法国在伊朗油气开采中获得了大量

份额，意大利则获得了伊朗南法尔斯油田天然气开

采项目６０％的股份和沿海巴拉尔油田３８％的股份。
欧盟还进入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洲，不断开拓该

地区的油气资源。２００５年３月，西班牙与委内瑞拉
达成协议，提高了西班牙公司在该国石油的日产量。

在苏联解体后，欧盟积极向里海产油区国家提供财

政援助和技术支持，为欧盟石油公司在这些国家的

投资创造条件。２００５年前后，欧盟原有的１５个成
员国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分别占了总

进口量的２５％和４０％。欧盟曾长期独占非洲油气
资源，近年来，面对美国咄咄逼人开发非洲油气资源

的攻势，亦加强了对非洲石油的勘探和开采力度。

２０００年５月，英国石油公司决定投资６亿多元，以
进一步开发该公司在埃及苏伊士湾地区投资的油

田，［９］５４２００１年，ＢＰ阿莫科公司与阿尔及利亚国营
石油公司签署了总额为２５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共同
开发撒拉赫地带的天然气。［１０］

再次，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与日剧增，因此在“节

能”的同时，还通过诸多途径“开源”，参与世界石油

能源博弈。据美国政府能源信息管理局（ＥＩＡ）统
计，２００３年中国石油消费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
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由于石油产量增长远跟不上

需求增长，因而进口依存度持续上升。１９９８年为
１８７６％，２０００年为３０％，２００１年上升到３４％，２００４
年，中国的原油净进口量达到１１７亿吨，进口依存
度接近４１％，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
将超过６０％。［１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石油公司四处
出击，在世界各地寻找石油：与中东的科威特、伊朗、

沙特等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获得了伊朗亚达

瓦兰油田５０％的股份，并参与竞标开发伊朗的 １６
个新油田；２００５年，中石油与俄罗斯国营石油公司
达成协议，中石油提供６０亿美元的贷款，对方则在
今后６年中向中国提供４８２０万吨石油；中国还获得
了哈萨克斯坦的阿克纠宾斯克和乌津两大油田的开

采权；２００５年，中石油与加拿大能源公司签订收购
协议，以１４２亿美元现金购买了该公司在厄瓜多尔
的全部油气及管线资产。［９］５５５６此外，早在２０００年，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便进驻乍得，开始油

气勘探。２００７年初，中石油以约２０３亿美元的价
格购买了加拿大第二大石油公司———加拿大能源

公司（ＥｎＣａｎａ）在乍得的所有石油开采权益。据中
国海关总署的统计，２００７年上半年，中国共进口石
油９９５９万吨，其中将近１／４是从北非经过地中海
绕过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最后经马六甲海峡回国

的非洲石油。［１２］

最后，随着能源消费的迅速增加，印度在拉美、

亚洲、欧洲等地区大力勘探石油的同时，也加快了进

入非洲的步伐，日益参与到了石油能源博弈之中。

受地质条件限制，印度的石油资源十分有限，已探明

石油储量为１６６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０８％，人
均占有量只有１６吨，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２。
但印度目前却是世界第六大石油消费国，每天石油

消耗 ２００多万桶，每年在能源进口上的花费高达
２００亿美元。［１３］３３３４预计在今后的２５年中，印度石油
的消费量将以全球第二的速度增长，２０１８年石油需
求将比现在翻一番，增长到每天４００万桶，２０３０年，
所需石油和天然气的９０％将依靠进口。因此，为了
确保目前和未来的石油能源安全，近年来印度开展

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能源外交活动：２００４年，耗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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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启动了名为“技术经济指标非洲印度运动”

的优惠贷款计划，加强了与８个资源丰富的西非国
家的石油合作；［１４］２００５年首次“亚洲石油峰会”期
间，印度与伊朗签订了一项为期２５年的液化天然气
合作协议，伊朗还决定出让２０％的股份，让印度参
与其一个主要油田的开发；２００８年前后，印度已在
俄罗斯、苏丹、越南、缅甸、利比亚等国获得了油气开

采或勘探项目的股份，总投资额达３０亿美元；［１３］３４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近年还获得了尼日利亚两个深

水油区２５年的开发权，这两个深水油区的日产量预
计在６５万桶左右。［１４］

世界大国特别是欧美大国的石油能源博弈，一

方面加强了它们对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缩小了

其他国家的石油博弈空间；另一方面，面对如此紧张

的博弈形势，日本如不深入调整其多元化能源外交

政策，并加快“走入非洲”步伐的话，不但其“新国家

能源战略”难以实现，整个能源安全也会遭遇全面

危机。

四、日本“走入非洲”石油战略的措施及前景

预测

日本一直坚持“寸土不放”的能源外交政策。

为实现其“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近年来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具体调整措施，主要表现在对内和对外

两个方面：

其一，对内联合和扶持国内大石油公司，改组合

并石油公团，提高在非洲竞争的能力。日本在海外

进行石油开发的企业主要是新日本石油公司之类的

石油企业，以及像三井、三菱之类的大商社，这些民

间企业都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对诸如苏丹等局

势不稳定、投资风险较大的产油国和地区敬而远之。

另外，新日本石油公司等大石油公司虽也实力雄厚，

但远不能与埃克森美孚、壳牌以及英国石油（ＢＰ）这
样的大型国际性石油企业相比：２００７年，新日本石
油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４８０１２６亿美元，远比不上
埃克森美孚的３５１１３９亿美元、英国／荷兰皇家壳
牌石油公司的３１８８４５亿美元、英国石油（ＢＰ）的
２７４３１６亿美元。②日本政府虽然也有自己的石油公
团，但它并没有在获取非洲权益原油中发挥很好的

作用。为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日本政府联合和扶

持国内大石油公司，以扩大企业规模，增强在海外石

油开采中的竞争力。２００６年４月，日本经济产业省
控股３６％的日本国际石油开发公司和日本帝国石
油公司合并，跨出了日本大石油企业形成的关键性

一步。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改组合并了石油公团。

２００４年２月，日本石油公团和金属矿产事业团合

并，新组建了具有独立行政法人资格的“石油天然

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该机构组建后，在降

低企业在海外勘探开发风险、在海外开展基础地质

调查、承担项目前期风险，以及引导企业选点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对外通过淡化政治、突出经济、政府开发

援助（ＯＤＡ）和经济合作协定（ＥＰＡ）等手段，积极开
展能源外交，建立并强化了与非洲产油国的关系。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４日，日本共向非洲２７个国家
的４８个项目提供援助（不含贷款和债务减免）
３１７２４亿日元，约合２８８４亿美元。在２００８年５月
２８日召开的第四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上，日
本首相福田康夫承诺：未来５年，日本政府将在基础
设施、农业生产、传染病预防和科学技术合作等方面

扩大对非洲的援助，并将建一个专门基金会，以促进

日本企业对非洲的投资；日本将向非洲国家提供相

当于４０亿美元的日元长期低息贷款，并在２０１２年
前将日本对非洲的官方援助额增加一倍，达到２０００
亿日元。［１５］

通过一系列调整，日本的非洲石油开采取得了

较明显成效。２００５年２月，日本与埃及签署了合作
协议，获得了位于苏伊士湾中部的一处油田的开发

权。根据计划，该处油田将从 ２００７年年中开始产
油，日产量为６０００桶。［１６］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日，利比亚
第三次发放石油开采证，新日本石油公司、石油资源

开发公司、帝国石油公司、国际石油开发公司和三菱

商事５家日本企业中标；［１７］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利比亚
一轮最大规模石油开采许可投标中，日本的石油公

司获得了３座油井１２９％的股份；此外日本还通过
购买股份参与开发、签署产量分成协议和转让协议、

直接投资开发油田等方式，与安哥拉、阿尔及利亚等

国合作，勘探和开采石油。

然而，日本通过调整其“走入非洲”石油战略，

在非洲石油勘探与开采中所取得的上述成就，并不

意味着其非洲石油战略前景一片光明，而仍是喜忧

参半、前途未卜。一方面，从某些角度看，日本“走

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颇具优势，前景美好。主要

因为：非洲产油国和日本没有历史恩怨及现实冲突，

容易建立友好关系；日本整体经济实力雄厚，有强大

的“经援”基础，也正因如此，其实力相对弱小的石

油公司却能在非洲的石油开采中展开切实有效的竞

争；尽管非洲产油国经济近年来保持了较快增长，如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阿尔及利亚、苏丹、安哥拉的实
际 ＧＤＰ增长率分别为 ５２％和 ５３％、５２％和
７９％、１１２％和２０６％，［１８］而且，还可预料，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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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内，非洲产油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仍将持续，

但它们毕竟基础差、底子薄，需要大量资金，因此，日

本数额不小的“经援”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但另

一方面，日本的非洲石油能源战略又困境重重，前景

黯淡。这主要因为：欧美大国早已捷足先登，在很大

程度上控制了非洲产油国的石油生产权和销售权，

如许多美国石油公司垄断了西非国家的石油开采项

目，仅埃索公司就在安哥拉获得了３个深海石油开
采项目，总投资近百亿美元，因此，力量相对弱小的

日本石油公司很难与之展开成功的竞争；非洲产油

国大多因宗教和部族纷争而政局不稳，而且随着石

油资源的大量发现，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种不稳

定对于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来说，可能无足轻重，但对

不能保有常备军的日本来说，却极有可能成为遏制

其非洲石油开采的瓶颈；非洲产油国对日本开采本

国石油之所以持欢迎态度，除因日本的巨额“经援”

外，还基于当年日本制造业南移所引发的“雁阵效

应”的往事，但当前的事实是，日本的产业经济结构

在几经转型之后，已以知识和科技密集型为主，当年

在东南亚引发的“雁阵效应”，已不可能在非洲得以

“复制”。

总之，日本在实施“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过

程中，优势和困难同时存在，成功的可能和失败的风

险并存。因此，日本只有合理高效地处理好与欧美

大国在非洲的石油竞争关系，且不过于重视“经援”

的石油回报，并能进一步寻找到与非洲产油国达成

互补互依关系的门径，才能成功地实施其非洲石油

能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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