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CMRC 中国经济观察”第 23 次报告会 

201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 下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 

 

 

 

国际能源政治情势与我国的能源路径选择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要 

查道炯教授介绍了国内外能源情势的对比：世界上主要经济大国的石油消费

量呈下降趋势、石油储备能力有所提高，而中国的能源消费持续上涨，未来需求

刚性，储备建设也处于起步阶段。査教授进而分析了近年来国际能源政治情势的

演变，并据此形成两点与中国相关的判断，一是欧美国家对中国在全球“抢油”

的担忧已经大大减弱，二是中国的能源进口被“卡脖子”的几率也越来越小。査

教授 后探讨了中国的石油、煤炭、水电和核电等多方面的能源情势以及正在施

行的节能减排措施，并提出在能源领域的应对策略：提高石油企业在境外经营的

核心竞争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与节能减排产业，抑制能源消费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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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查道炯教授介绍了国内外的能源消费与储备情况，分析了国际能源的政治情

势，并据此形成两点与中国相关的判断， 后探讨了中国的能源情势以及在能源

领域的应对策略。 

一、国内外能源消费与储备 

从大国能源消费情况看，近几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虽有所上升，但美国经济

抵抗各种外部能源冲击的能力也已经大为提高，即便是遇到境外供应商（国）蓄

意地削减对美国的石油出口，美国也不再那么脆弱。图 1 为国际能源署统计的

OECD 国家的石油消费量。数据显示，2007-2010 年间，OECD 国家的石油消费

量呈下降趋势，从 2007 年的 49.3 百万桶/日下降至 2010 年的 45.6 百万桶/日。 

图 1 OECD 国家石油消费量（年度与季度）

 

从能源储备情形看，大国的石油储备能力提高，美国的石油储备量可供使用

165 天（进口量），日本可供使用 168 天，韩国可供使用 198 天，国际能源署成

员国的平均水平为 147 天。中国的石油储备可供使用多少天，目前还没有一个准

确的官方数据。中国如何通过包括提高储备能力等途径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到

目前还处于论证的阶段提高。通常我们观察国际油价走势会关注纽约的原油价

格，而石油贸易商更关注全球炼油商的炼油能力，即原油到成品油的加工能力，

它会对油价产生重大影响。如图 2 所示，这一指标在 2007-2010 年间大体持平，

意味着未来油价大幅波动可能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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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球炼油能力（年度与季度） 

 

从我国国内情况看，能源消费持续上涨。如图 3 所示，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由

2007 年的 7.6 百万桶/日，上升至 2010 年的 9.1 百万桶/日。前段时间国际能源署

声称中国已是全球 大的能源消费国，此后我国能源统计方面的官员出面澄清，

这是由于能源消费量统计有不同的折算标准。不过，过去三年中国能源弹性系数

大于 1，这说明能源消费增速超过了 GDP 的增速。据中国煤炭协会统计，2009
年我国年产煤炭 38 亿吨；2004 年煤炭产量为 16 亿吨，据预测 2020 年煤炭产量

控制在 45 亿吨以内就非常不易。可见中国能源消耗增长迅猛。 

图 3 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年度与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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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能源的政治情势 

查道炯教授进而回顾了国际能源的政治情势。先看美国情形。一是 2010 年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清单中共 26 个条目，其中 11 条直接涉及能源领域。

必须看到，美国的公司在利用清单加快它们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参与。比如，波音

与国航合作，计划于 2011 年在中国生产、测试用于商用飞机的生物燃料。这将

不仅仅是一次试验性飞行而已，它还开创了中国的生物燃料用于航空目的的技术

标准先例。又比如，美国西屋公司参与建设中国的核电站，这个过程是把一套全

新的核电站从设计图纸变成现实的过程；在中国做了，到其他的国家去，也就是

一个克隆复制的事情。二，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的深水采油事故发生后，虽引发

众多争论，但并没有导致禁采。各方力量还是支持深水采油需要继续推进，以减

少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同样，欧盟国家也没有形成禁采的政策气候。三，，

美国按既定的时间表撤出伊拉克。中石油公司是第一个返回伊拉克的外国大型石

油企业，而美国的石油公司却还没有把返回伊拉克作为要务。四，政府大力培育

节能产业、生物质能和智能电网，比如美国空军努力开发替代石油的产品，节约

用油；通用公司将旗下的耗油大王悍马汽车品牌出售给四川滕中重工企业（却没

有听说有什么‘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 后，美国政府为了培育本国的节能

减排产品，对中国输往美国的节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其他国家也有诸多举措：德国延长现有 17 个核电站的运营年限，对于 1980
年以前建成的核电站，延长运营 8 年；对于 1980 年以后建成的核电站，延长运

营 14 年。2009 年 2 月，德国还在波恩主持设立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努力占

领新能源的技术和交易制度的制高点。英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府、民间反核运

动后，重启大规模建设核电计划，将采用新一代核电技术，并已选定 10 个地址。

巴西政府支持大规模发展生物质能源，对石油资产实施国有化并限制开采。可见，

各国的确均采取了实质性的节能减排措施。 

基于国际能源的政治情势，可形成两点与中国相关判断。首先，欧美国家对

中国在全球“抢油”的担忧已经大大减弱，他们更关心中国如何推广清洁能源、

怎样与中国合作在海藻中提取生物柴油燃料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跟踪

中国公司在海外所采石油的流向，发现其中的 96%（BP 提供的数据）均在国际

市场出售，而仅有 4%的石油运回国内。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我国国内加

工能力的限制。比如至 2006 年，苏丹出口的原油中 65%在日本提炼，因为苏丹

的原油中的蜡、硫、沙等对提炼或混合提炼都有较为负责的技术要求，中国的多

数炼厂还缺乏相关的技术。二是，虽然一般认为中国和委内瑞拉的政治关系良好，

但委内瑞拉实行石油国有化之后，废止原来的合同，大幅提高其石油资产价格，

重新与外国石油公司就同一个油田签订合同。这过程中并没有优待中国公司。三

是，中国在尼日利亚以及安哥拉推行的“贷款换石油”的计划基本不成功。中国

向安哥拉提供贷款，援建输油管道、铁路等基础设施，而两国以语言不通、文化

不同、职工交流困难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为借口，撕毁了与中国的石油公司所

签的合同，改由巴西和葡萄牙的公司承担采油和炼油业务。 

第二个判断是中国的能源进口被“卡脖子”的几率也越来越小。其一是委内

瑞拉-美国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运作模式：该国所产石油，由它自己的公司运往美国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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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销售。在此情形下，委内瑞拉出口石油 90%流进了美国。沙特和日本现在

也复制了这一模式，沙特担心日本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减少石油进口，于是在日本

建油库并在本地加工销售。中国若不想受制于他国，加强对非经济风险的应对能

力，也可以借鉴委内瑞拉-美国的模式。其二，海上封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媒

体热炒的所谓“马六甲困局”，言过其实。这个海峡承担者东亚所有国家的石油

运输，为什么偏偏就中国得有那么高度的危机意识，以至于非得在陆上建输油管

不可？真到了战争的情形下，在陆地上固定的输油管，不是敌人一打一个准的目

标吗？哪来的更安全可言？ 

三、中国的能源情势 

査教授 后分析了中国的能源情势。在石油方面，成品油的加工能力在提高，

国产原油的年产量约为 2 亿吨。在煤炭方面，2010 年 1-7 月，全国原煤产量完成

19 亿吨，同比增长 12%。电煤运输、消耗和库存增长幅度均超过 10%。若要实

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15%的政策目标，则需要将电煤用量控制在 45 亿吨标

准煤左右，这在目前看来较为困难。如果将褐煤也算在内，今年的电煤用量大概

就已经达到 45 亿吨。但值得欣喜的是，煤层气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开采。国内

矿难的发生有两大原因，一是塌陷，二是煤层气。实现商业化开采后，煤层气正

一步步变“矿难杀手”为清洁能源。同时，页岩气开发也提上日程，据来自美国

的乐观估算，中国的页岩气储量前景可观，开采技术突破后，可满足长达 100
年的开采需求。今年中海油入股美国的 Chesapeake Energy Corp 公司后，在德克萨

斯州从事开采。一切顺利的话，这个跨国项目会有利于推动在我国开采页岩气的

能力的大幅度提高。 

在水电方面，目前水电装机容量为 2 亿千瓦，至 2020 年需达到 3.8 亿千瓦

才能满足节能减排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协调电与粮争水、电与人争水的

矛盾。另外，在西藏开发水电还可能牵涉民族团结等问题。因此 3.8 亿千瓦这一

目标有些过高。 

后看核电的情况，国内在建机组 21 台，属全球之 ，但仍有广阔发展空

间。2009 年核电占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的 1.06%，而全球平均水平为 16%。即

便依照当前力度建设机组，至 2020 年，这一比例也仅能上升至 5%。 

国内的节能措施不断推进。一是，北方采暖地区筹备实行供热按计量收费，

北京也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启动供热计量改造工作。二是，全国居民生活用电开

始实行阶梯电价。三是，2010 年 6 月，资源税 “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四是，2010 年 5 月，民营资本进入油气领域的门槛放低。五是，2010 年 6 月国

家实施煤制天然气规范。虽然关于煤制天然气还存在争议，但其优势也是显而易

见的。北煤南运、西煤东运在运煤过程中会有大量损耗，假设从山西运一车煤到

广东，车棚敞开，损耗高达 40%。而在当地将煤转换为天然气后用管道输出，既

清洁又节约。 

综合而言，中国能源问题面临的挑战，并非是媒体中经常提到的进口渠道单

一、集中依赖中东，因为中东的石油总是需要谋求出口。中国应该更多地思考如

何稳定国内石油产量，思考如何借鉴委内瑞拉-美国的模式，以加强对非经济风

险的应对能力。当前的一种提议是以路上管道替代海上运输线，比如中俄、中缅

或者与巴基斯坦合作建设能源运输通道，以替代马六甲海上运输通道。类似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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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良策，需要避免高估安全隐患而枉顾经济效益。 

中国的油气项目“走出国门”的主要障碍在于核心竞争力欠缺、开采技术不

够先进。比如，我本人今年夏天在苏丹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了解到，中国石油企业

在苏丹某些油田的采收率比较低，没有力量与来自中东或欧洲的公司比拼。在苏

丹还是其它的海外作业区，仅仅依靠廉价的报价，特别能吃苦的劳动力，不是长

久之计。未来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不仅是走进苏丹、走进非洲，更应该走

进欧美国家，在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锻炼竞争。此外，中国应该积极调动国际因

素推动国内的节能减排。未来能源竞争的重点领域必然是新能源产业与节能减排

产业，这也是中国需要突围的领域。中国的政策目标应侧重抑制能源消费的增长

速度，不能只顾开源但忽视节流。 
 

问答： 

问题 1：请问査教授是否了解美国 10 月 15 日出台的“301 法案”。该法案要

对中国的新能源刺激要做一项调查，在 90 天之内如果该问题得不到稳妥解决将

会报送 WTO，这其实也是对中国新能源领域的制裁。请问您对此的看法。 

查道炯：到底什么算新能源产品？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技术标准，所

以，出现争端也是正常现象。301 法案的核心还是贸易不平衡。当然美国也希望

据此保护、发展本国的新能源产业，但核心还是贸易的不平衡。 

问题 2：请问査教授如何说服中国政府适度向民营企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的

开采权？ 

查道炯：国内有一些力量在推动开放能源经营主体的多元化，比如，搞分布

式能源，但进度比较慢。我自己认为开放开采权不光是投资主体的问题。中国已

经开放了稀土和煤炭的开采权，其结果，尤其是伴随着经营主体多元化而出现的

乱象，也是有目共睹的。问题的关键还是技术和监管。即便民营企业引进外资，

如果企业没有过硬的技术，那也只能回到特别古老的产品分成合同，自己所能支

配的资源，能得到的利润，并不多。所以如果民营企业只有资金、没有技术，而

且政府没有形成监管体系，开放开采权未必是好事。 

我举个例子，好几个中资公司在苏丹承包工程，但监理公司一定是来自德国、

法国或者日本。就是说，苏丹政府明白地在花钱来监督中国公司。开放开采权是

一个系统工程，光有资本是不够的。 

 

问题 3：请问查教授对铀矿有没有研究？ 

查道炯：中国也有铀矿，但是贫矿较多，对提炼的技术和资金要求较高。世

界上还是有不少商业可用的铀。 例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在推动建设国际

核燃料银行。这是为了推动核电的发展、并防止各国将铀用于制造武器，具体做

法是：哪个国家需要铀，国际核燃料银行就把铀租给谁，但是用完了之后要收回

去。 

（沈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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