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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中亞地區蘊藏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再者，中國與哈薩克、

吉爾吉斯以及塔吉克等國接壤，中亞遂成為中國「走出去」

策略的重點地區。剖析中國在中亞的能源策略，係以外交為

後盾，輔以國營的油氣公司，而本研究所觀察的對象，係已

在中亞投資的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以及中國石油化工集

團公司。鑒於中石油公司與中石化公司均為國營企業，因

此，本研究假設驅使這兩家公司佈局中亞的因素，主要是國

家政策，換言之，政治層面的考慮，優先於企業的商業利

潤。本研究嘗試從中國的油氣公司在中亞的作為，剖析中國

在中亞的能源佈局。 

中文關鍵詞： 中國與中亞、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

公司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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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重商主義發展模式之分析：  

以中亞石油能源戰略布局為例  

 

一、前言 
中國國務院於 2013 年年初，公布「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該文件是引

領中國「十二五」時期，國家能源發展的行動綱領，在其規劃的九大重點任務中，

有一項是深化能源國際合作，維護能源安全。在「十二五」期間，將深入實施「走

出去」戰略，深入發展與能源資源國的務實合作，繼續加強海外油氣資源的合作

開發。（中國國家能源局 2013）中國為分散石油來源，並爭取國際油源，以外交

遂行戰略佈局，輔以國營的油氣公司作為政策工具，建構一套以能源供應面為主

的「走出去」能源外交政策。採取「東擴、西進、北連、南通」的「四面出擊」

策略，除繼續從中東進口石油外，並提高從俄羅斯、中亞、非洲、拉美等地區進

口石油的比率。具體作法包括：併購海外石油公司，與國外合資，共同進行石油

開發與探勘，簽訂石油、天然氣等能源供應合約，加強進行國與國的能源對話，

簽署雙邊能源框架合作協議等。由於中國主要的油氣公司皆為國營企業，因此能

充分配合政府政策。 

 

關於相關文獻的探討，主要可分成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從能源安全的

角度切入，中國學者明庭權與韓學峰（2004）以及楊中強（2001）認為，中國石

油進口來源的集中趨勢日益明顯，石油運輸路線極為脆弱，除了中亞與俄羅斯石

油可經陸上運輸外，其餘全靠海運；而且海上運輸路線趨於單一，80％以上要航

經印度洋、麻六甲海峽與南中國海，但此條航線極易遭到封鎖。因此，中國發展

與中亞的能源關係，有助於改善中國的石油安全。另有中國學者朱亞菲和史志欽

（2003），嘗試剖析中亞能源對中國的意涵。此二位學者認為，中亞國家工業比

重小，人口少，能源內需不大，因此，中亞國家的能源出口潛力雄厚。據其估算，

預計至 2020 年，原油的淨出口可望提高至 7,810 萬噸。亦有中國學者胡風華

（2002）關注於中亞的石油運輸管線。胡氏指出，中亞的石油運輸管線除運輸能

力尚待改善外，另一主要問題為對俄羅斯的依賴，中亞各國為減少對俄羅斯的依

賴，正積極尋求新的出海口，加強與西方國家的石油開發與輸出合作。Erica 

Downs（2006）則從能源安全的途徑，分析中國在中亞的能源管線布局，該學者

認為，中國積極與中亞國家進行油管運輸合作，主要基於分散中東供油，以及建

構陸路的管線運輸。第二個面向，則是從石油外交的視角，俄國學者 Stanislav 

Zheznin（2003）探討中國對中亞的石油外交策略，該學者認為，中方為確保中

亞石油的可靠供應，中國高層透過外交途徑，加強與中亞關係，並支持中石油公

司等油氣公司在中亞地區的活動。第三個面向，則強調分析的途徑，譬如，學者

Ross Munro（2006）透過因素分析的途徑，探究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布局考量，該

學者認為中國在中亞的佈局，可劃分為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中國力拓中亞的油

源供應，從經濟因素而言，首要目標為應付國內日益增長的石油需求，以確保經

濟的持續發展。而政治因素則涉及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因為中國若要維持快速

的經濟發展，穩定與和平的外在環境是必要條件。 

 

耙梳現有的研究文獻之後，本文發現，較少文獻關注於中國油氣公司，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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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公司如何在中亞佈局，進行研析；因此，本文嘗試從中國國營油氣公司的角

度切入，觀察中國在中亞的油氣佈局。就廣義而言，中亞地區除吉爾吉斯、哈薩

克、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外，尚涵蓋亞塞拜然、阿富汗與蒙古，然本文的

探討焦點，係針對蘊藏豐富油氣資源的國家，進行探討，分別是哈薩克、土庫曼、

烏茲別克以及亞塞拜然等國。此外，在能源分析的面向，本文集中在石油項目的

探討。另鑒於中石油與中石化公司均為國營企業，本研究假設驅動這兩家公司佈

局中亞的因素，主要是國家政策，換言之，政治層面的考慮是優先於企業的商業

利潤。 

 

 

二、中亞對中國能源安全的意涵  
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導致能源需求，尤其是石油的需求，迅速增長。1993

年中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爾後，該國的石油進口需求隨經濟增長而持續攀升。

自 1995 年到 2005年間，中國對石油的需求，增長二倍，每日需求量高達 680

萬桶，在此十年間，石油消費量平均年成長率達 6.66％，但石油產量的平均年成

長率，卻僅有 1.75％。（Taylor 2005）中國不但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費國，且是

第二大的石油淨進口國，2011年的石油消費量約為每日 980萬桶，進口量則是

每日 550 萬桶。（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3）另據估計，中國的石

油對外依存度從本世紀初的 26%，逐年攀升至 2011年的 57%。（中國國家能源

局 2013）中國慮及國內原油產能不足，以及國際油源日益短缺的態勢，進而積

極佈局產油國家，例如，俄羅斯與中亞、非洲等國家，藉以確保油源供應安全。

其中，在地理位置上，中亞比鄰中國，且位居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又因蘊藏豐

富的石油與天然氣等能源，備受中國重視。 

 

在探究中亞石油對中國能源安全的意義之前，中國政府鑒於石油短缺問題日

益嚴重，於是運用外匯存底，成立國家石油基金，用以提升石油探勘以及建立石

油儲備，以期提高境內石油產量與降低能源消費量。另外，國家石油基金的目的

尚在於透過興建陸上輸油管、扶助企業對外投資以及參與全球期貨市場等措施，

進一步利用國際市場，從而分散石油來源、油價波動與航線集中的風險。此外，

為克服石油安全危機，中國於「十五計畫」確定石油工業的發展重點，1其中的

國際解決方案，即為積極拓展海外油氣勘探。中國在中亞地區的重點發展對象與

方式，即為擴大並鞏固與哈薩克及土庫曼的油氣勘探業務，並擴大持有的產量與

儲量額度。（中國科學院 2001） 

 

從現存石油分布來看，中亞是連接世界另外兩大產油區（波斯灣地區與俄羅

斯西伯利亞地區）的橋樑。中國若強化與中亞石油合作的基礎，向北發展，可獲

得來自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石油；向南發展，則可取得波斯灣地區的石油。（武

鴻鈞、張靜 2005）若以石油進口的運輸路線來看，中國與中亞地區進行石油能

源合作，不僅可降低海運的運輸風險，尚可避免與美國為控制太平洋石油運輸路

線而可能產生的衝突。因此，中國積極參與中亞的油氣能源產業，一可彌補中國

的油氣缺口，二則確保油氣供應安全。若要進一步探索其意義，可就兩個層面，

                                                 
1
 中國「十五」期間，石油工業發展重點在於：（一）加強國內石油探勘，增加後備儲量；（二）

加速天然氣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能源結構；（三）利用國內、外資源的戰略方針，積極拓展海外

油氣勘探開發業務；（四）加快建設國家戰略儲備庫，保障國家石油供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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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剖析。 

 

（一）分散石油來源 

中亞在地緣上與中國陸地接壤，若成為中國穩定的石油供給區，對中國具

有重要戰略意義。尤其是，中東局勢動盪不安，加上美國積極介入中東事務的

態勢，不利中東成為中國穩定的石油供給來源。此外，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石油

資源競爭亦十分激烈，例如，先前所發生，日本與中國競逐俄羅斯的東西伯利

亞—太平洋管線（Eastern Siberia-Pacific Ocean）的走向。因此，爭取中亞

的石油供應，符合中國石油進口多元化與分散風險的戰略。 

 

（二）擴展輸油管線 

中國與中亞國家進行油管合作，係著眼於建構陸路運輸的供應網絡。（Downs 

2006）就石油安全戰略而言，中國不論從中東，或是委內瑞拉，甚或是尼日等國

進口石油，皆須經長距離海運，面臨相當的運輸風險。然而，中亞地區所產的石

油，可經陸路運抵中國，甚且，因中亞是連接俄羅斯與中東的樞紐，中國參與中

亞的石油開發，若能進一步將中亞、俄羅斯、中東等能源地區相連接，則中國可

透過中亞，從俄羅斯、中東獲取穩定的能源供應。（楊中強 2001）此外，中哈石

油管線已於 2006年 7月 11日正式營運，意即中國已能透過輸油管線的陸運方

式，進口哈薩克原油，進而確保能源取得的安全。中哈輸油管線全長 1,200多公

里，年輸油量為 1,000萬噸，中哈石油管線西起哈薩克阿塔蘇(Atasu)，終點站為

新疆獨山子，中哈石油管線不僅是哈薩克首條無須經過第三國而與市場直接相連

的管線，亦為中國第一條跨國輸油管線。（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2012）中國

並計畫以中哈管線為主幹，串連中亞各國石油管線或鐵路運輸形成「中亞石油動

脈」，亦即形成北聯西伯利亞，西及黑海，南通波斯灣，串成「中國—中亞—中

東」的陸上運輸走廊，不再受制於海路運輸的箝制。（Xu 1999）。 

 

 

三、中石油與中石化公司在中亞的佈局 
中國主要的油氣公司分別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石油公

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石化公司）以及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以下簡稱中海油公司），雖然三家公司都是垂直整合的集團公司，也都有上中

下游的部門或子公司，不過各有其重點業務，中石油公司的主要業務在於油氣鑽

探與生產，該公司生產中國 60％的原油及 80％的天然氣；2（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2）中石化公司的主要經營項目則是屬於石油化工，例如煉油；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2）至於中海油公司則是專責於離岸油氣的鑽探

與生產。4（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2）此外，中石油公司海外投資的戰

略方向，涵蓋中東、非洲、中亞、俄羅斯和南美地區；中石化公司的海外投資據

點，則進一步拓展至西非和亞太等區域；中海油公司的海外投資，則從東南亞及

南亞海域出發，延伸至非洲與美洲的海域。本研究所觀察的對象，係已在中亞投

                                                 
2
 2009 年中石油公司的營收額達 1,654 億 9,600 萬美元，資產額為 3,253 億 8,400 萬美元，員工

人數達 164 萬 9,992 人。 
3
 2009 年中石化公司的營收額達 1,875 億 1,800 萬美元，資產額為 1,887 億 9,300 萬美元，員工

人數達 63 萬 3,383 人。 
4
 2009 年中海油公司的營收額達 306 億 8,000 萬美元，資產額為 419 億 4,300 萬美元，員工人數

達 6 萬 5,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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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中國油氣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石油公司以及中石化公司。 

 

 

（一）中石油公司的佈局 

1997 年 6月，中石油公司與哈薩克政府正式簽訂協議，收購阿克糾賓油氣

股份公司（Aktyubemunaigaz joint stock company）的 60.3%股份，並將其改組成

中油國際阿克糾賓油氣股份公司。5（CNPC 在全球 2012）該公司擁有哈薩克穰

納諾爾（Zhanazhol）和肯基亞克（Kenkyak）油氣田，此兩座油氣田的石油儲量

約為 6億噸。自中石油公司參與營運後，已投資超過 15億美元，中油國際阿克

糾賓公司的原油產量從 1997年的 265萬噸，提高至 2005年的 600萬噸。6（中

石油公司 2012）2003 年 8月，中石油公司向沙烏地阿拉伯的尼瑪石油 (Nimir 

Petroleum)公司收購德士古北布紮奇 (Texaco North Buzachi ) 合資公司的 35％股

份，該合資公司擁有哈薩克北布紮奇（North Buzachi）油田的開採權。7（CNPC

在全球 2012）同年 10月，中石油公司再接手另一合資者，亦即美國雪佛龍德士

古(Chevron Texaco)石油公司所擁有的 65％股權，因而擁有北布紮奇油田 100%

的股權。但是之後經歷多次股權變動，中石油目前和俄羅斯盧克（Lukoil）石油

公司各持有北布紮奇油田的 50%股份，雙方以聯合作業的方式，共同經營該油

田。（中國石油在哈薩克斯坦 2013）另外，中石油公司再於 2005年 1月間，與

艾旦石油股份公司簽署購股協議，獲得艾旦石油股份公司在哈薩克斯坦項目

100%的權益，該公司擁有阿雷斯和布里諾夫兩勘探區的勘探許可證。（中石油

在哈薩克 2013）與此同時，中石油再偕同中國的振華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以平分

權益的方式，收購哈薩克的肯尼斯（Konys）和貝克塔斯（Bektas）油田（合稱

KAM 項目）的 50%股權。8（中石油公司 2012）此外，2005年 10月，中石油

公司以總價 41.8億美元收購哈薩克 PK石油公司（Petro-Kazakhstan Oil 

Company），9（中石油在哈薩克 2013）然而 2006年 7月，中石油與哈薩克的

能礦部達成協議，將 PK石油公司 33%的股份轉給哈薩克國家石油公司，因此，

中石油所擁有的股權，降為 67%；（中石油在哈薩克 2013）再者，中石油藉由

收購哈薩克 PK石油公司，使其轄屬的海外煉油廠的家數，擴增為二。（中石油

公司 2012） 

 

另外，中石油公司在烏茲別克的投資情況，2003年中石油公司所屬的測井

有限公司，負責烏茲別克的庫克杜馬拉克（Kokedumalak）油田之探井作業。而

2004年 9月，中油國際公司（中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與盧克海外控股公司(Lukoil 

Overseas，俄羅斯盧克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烏茲別克石油天然氣公司

（Uzbekneftegaz）、韓國國家石油公司（Korea National Oil Corporation）以及卡

里佳利勘探公司（Petronas Carigali Overseas，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

簽署合作協議，成立投資財團，共同開發烏茲別克境內的油氣田。該投資財團的

                                                 
5
 2003 年 6 月，中石油再向哈薩克政府收購 25.12%的持股，從而掌握中油國際阿克糾賓公司的

85.42％股權。 
6
 中油國際阿克糾賓油氣公司的資產價值，從最初的 5 億美元增長至 25 億美元。 

7
 北布紮奇油田位於哈薩克西部，可採儲量約為 5 億桶。 

8
 估計肯尼斯和貝克塔斯油田的可採儲量約為 2,164 萬噸。 

9
 哈薩克 PK石油公司是一家從事油氣資產收購、勘探、開發、煉油及油品銷售的能源公司，擁

有 11 個油田和 5 個勘探區。上游資產位於哈薩克中部的南圖爾蓋盆地，下游業務以煉油、成品

油及原油銷售為主，擁有哈薩克最大的奇姆肯特煉廠和分佈在哈國各地的銷售公司與加油站。 



5 

 

股權，由參與公司平均持有。（中石油公司 2012）再者，2006年 6月，中石油

公司所屬的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與烏茲別克油氣公司在北京簽署油氣勘探協

議。根據協議，中石油公司計畫於五年期間，開鑽 27口勘探井，倘若發現油氣

後，中烏雙方再共組合資企業（各持 50％股份），進行油氣田的開發。（中石

油公司 2012） 

 

至於在亞塞拜然，中石油公司與亞塞拜然政府於 2002年 1月簽署庫杉吉

（Kursangi）油田和卡拉巴格里（Karabagli）油田的「產品分成協議」（production 

sharing agreement）。目前，中石油擁有該兩處油田的 50%權益。10（中國石油在

阿塞拜疆 2013）中石油隨後於 2003年 1月，又收購 CGL公司（Commonwealth 

Gobustan Limited）62.83%的股份，並取得古布斯坦（Gobustan）油田 50.26%的

權益。11（中石油在阿塞拜疆 2013） 

 

（二）中石化公司的佈局 

中石化公司在哈薩克的投資情形係始於 2004年，中石化公司購買哈薩克的

第壹國際石油公司（First International Oil Corporation），中石化公司持股 100%，

該交易的金額達 1億 5,300萬美元。（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2）其次，

中石化公司於 2005 年 7月與烏茲別克油氣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成立合資公司，

共同負責烏茲別克安集延油田之勘探和開發計畫。 

 

 

四、結語 
中亞的油氣蘊藏相當豐富，再加上，在地理上鄰近中國，遂成為中國「走出

去」策略的重點發展地區。中國與中亞國家進行油氣能源的合作，對中國的能源

安全而言，一可分散油氣來源，二則建構陸路油氣管線。中國對中亞國家的能源

佈局，係以外交為後盾，輔以國營油氣公司，在政府的主導下，採取股權併購、

探勘開發與油管鋪設等策略，參與中亞國家的油氣勘探、開採等合作。而主要的

能源合作夥伴，則是哈薩克；此外，就投資的件數與金額而言，中石油公司在中

亞的佈局與經營，遠勝於其他的中國油氣公司。  

 

 

 

 

 

 

 

 

 

 

 

 

 

 

 

                                                 
10

 庫杉吉油田和卡拉巴格里油田位於亞塞拜然的庫拉（Kura）盆地，面積約 470 平方公里。 
11

 古布斯坦油田位於裏海西岸，總面積 600 平方公里，是亞塞拜然陸上重要的油氣蘊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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