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 

 

中國在21世紀能源需求量不斷增張，能源因素給經濟發展所帶來的壓

力越來越大，國家能源安全問題自然而然成為將來中國國家發展的關鍵。

一般而言，為了解決能源壓力，國家會採取減少能源消耗政策或增加能源

開採量；對中國來說，自身的能源探勘量已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因

此爭取國外能源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為了推動中國政府所擬定的「走出去」戰略，中國需要參與國際能源

市場，因此中國能源集團理所當然將捲入國際石油市場有關爭奪資源分配

的各種隱形戰爭。中國政府利用各種外交手段來支持中國能源公司在國際

能源市場的活動，同時能源公司亦積極配合中國能源發展策略。 

 

能源外交成為中國外交的一部分。中國推動經濟合作、國際上的分

配、援助措施、政治上的支持、文化上的交流等等措施，來確保國與國之

間的能源合作。能源合作牽涉出口國和進口國的能源和經濟安全，是相當

敏感的問題，因此能源合作只能在鞏固雙方友好關係的前提下推動。為了

鞏固雙方關係，中國採取一系列屬於傳統外交的手段，如國家領導人互

訪、安全方面的合作、國際政治立場的一致化等。因此，在研究中國能源

外交時很容易發現，能源外交跟國家一般外交工作混合不明。  

 

在分析全球能源部署及中國能源進口安全考量之後，即可明顯發現中

國在爭奪國際能源的考量。同時，國際環境、地緣政治形勢也影響到中國

在能源外交方面政策的安排。中國開始重視石油管道建設，以促進能源方

面的安全，並避免美國掌握麻六甲海峽運輸路線的壓力。中國在提供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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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軍事基地部署，很明顯的符合能源來源保護策略，保證本國在地長

期能源利益，與美國能源政策相等，可以視為中國能源政策的一部分。能

源因素除了主導中國能源政策和國家能源發展計劃之外，也影響到中國軍

事建設，特別是海軍力量的加強。不過，此問題也涉及中國崛起、以及其

在太平洋區域的地位提升等國家建設計劃，因此無法直接聯想到中國能源

政策的表現。但毫無疑問，只要中國提升海軍力量，就有助於能源運輸與

國家石油進口體系。 

 

中國為了爭取能源開始在不同區域進行能源戰略。此一戰略措施的特

點，主要決定於各國的戰略及國際政治地位、參與國際關係的性質以及對

中國的外交立場。 

 

中國在非洲地區推動的能源外交與其他區域有所不同，主要是因為非

洲的經濟和國際地位相當脆弱、缺乏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協助、對西方世界

的價值觀和國際資源分配有意見。中國為了促進與非洲國家的友好關係，

願意在國際舞台上呼籲進行人道援助、經濟協助、提供投資，並作為非洲

國家的保護者。這些外交手段主要是為了促進互信、對中國經濟的依賴

度，以獲得非洲國家油田的開採權，並爭取決定性的控制權力。 

 

在東亞區域，中國面臨經濟和政治地位較高的日本、南韓等對手，所

以將促進共同解決能源問題為主要能源策略。能源因素促使中國支持在東

亞地區塑造共同能源安全體系，以獲得各國經濟穩定發展的目標。此一發

展策略與在非洲能源政策完全不同，由於亞洲經濟快速發展已形成經貿共

同體和高度的經濟依賴性，因此中國呼籲各國參與區域性的合作，並共同

推動保證穩定能源供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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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推動石油管道建設也是能源因素在中國外交發生作用的證明。為

了避免美國利用海軍優勢對中國施壓，中國提出建設從哈薩克斯坦、俄羅

斯和其它非經過麻六甲海峽的石油管道方案。每一個石油管道方案是一種

長期的能源合作計劃，除了需要巨大投資、數年的時間之外，更需要雙方

長期友誼關係、互信、甚至安全方面更緊密的交流。目前一些石油管道修

建方案正在審查當中，但是中國政府開始從此角度思考解決能源的問題，

已顯示能源因素將會成為中國發展與其他國家長期友好關係的主要原因

之一。 

 

目前油氣管道建設是中國經濟發展石油供應的穩定來源之一，但是將

來在中國能源供應更多元化或海運安全挑戰消除後，石油管道又有可能變

成影響石油供應國的地緣政治籌碼的有力工具。因此，石油因素不管是在

21世紀初，或在未來的中國都會具有外交、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多種形式的

綜合滋味。 

 

石油因素使中國將來通過國家之間的聯盟、大大加強資源國家、消費

國家和國際機構之間在石油投資與貿易的相互保護、合作及信任。中國為

了實現爭取能源的戰略目標，更需要積極參與國際上國家層面和企業層面

的各種聯盟，充分借助外力，走出一條更新、更廣闊的道路。因此，石油

因素逐漸使中國充分進入國際能源市場，並接受國際建制的原則，經濟策

略作為主要競爭的手段，促使中國脫離冷戰時期的對抗意識形態，接受21

世紀的國際體系規則，調整國內石油企業，以便具有競爭優勢來掌握能源

市場。 

在研究中國能源問題上，筆者遭到相當多的限制，所以本論文必然產

生不足與缺點。能源議題對中國而言，是相當新的問題，尚未受到台灣和

國外學者的普遍注意，因此，筆者為了塑造論文架構，多數引用中國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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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能源相關書籍，導致研究結果偏向中國官方立場。以中國出版資料為

基礎的論文，對中國能源問題的分析必然有限。 

 

本論文的另外一個缺點，係因中國能源問題出現不久有關。本論文發

現：中國基本上引用傳統的外交手段來因應能源問題，主要原因是，中國

能源應變政策正在發展中，還沒有固定的形式、規劃、理論及主題。中國

能源外交的變化相當大，不能歸納為一種規規矩矩的系統，因此本論文也

沒有介紹全體的能源政策，而以中國在不同區域的表現，作為觀察能源因

素在中國外交的分析方式。由於需要觀察的地理範圍很廣，而中國在世界

各地的能源外交不同，但礙於篇幅限制，筆者也沒有仔細、深入研究能源

因素在不同區對中國的影響，也是本論文的缺點之一。 

 

在閱讀資料，寫作論文時，身分為俄國人的筆者，也遭到不少語言上

的障礙。同時筆者也再度發現，台灣和中國用的地理名稱不一致，而在中

文用法、說辭等方面也有差異，因此，在寫作過程當中，筆者雖然選擇比

較適當的意見表達方式，但還是無法完全避免語言問題對本論文的限制和

影響。 

 

 

 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