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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全球經濟快速發展帶來對能源需求的持續成長，促使世界各

國對能源供需問題的重視，尤其在國際能源價格大幅波動及環境保護趨勢

下，世界能源發展面臨著諸多挑戰。中國由於經濟長期的強勁成長，能源

需求不斷擴張，在目前國際能源情勢發展與市場體系之下，中國已成為影

響市場趨勢和格局的重要力量。 
本文即是透過對中國能源的情勢與發展以及世界能源的變化與趨

勢，掌握國際能源情勢變遷與中國能源政策發展之交互影響，並利用事件

分析法，針對中國 2006 年 7 月至 2008 年 3 月期間，中國能源外交事件的

蒐集、歸類、整理與分析，有效的分析出中國能源外交的核心目的與全球

布局，最後在進一步深入分析中國對於台灣能源來源國的外交作為，探究

中國能源外交對於台灣外交關係與能源發展的影響。 
透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國不但是近年來世界能源成長的動力來

源，中國能源部門的重要性日益提高，同時中國的能源發展與世界能源情

勢密不可分，有其明確的交互作用存在。同時，在分析中國對於台灣能源

來源國的能源外交作為之後，點出未來煤炭的情勢最為嚴峻及巴拿馬運河

的航權將極為重視等發現。 

                                           
∗ 楊豐碩先生專長領域為能源經濟、產業經濟與計量評估，其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四、

五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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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以驚人的速度成長，也使得中國從自給自足的能

源體系逐漸轉向成為仰賴進口能源的國家。為了滿足快速增加的能源需求

以及經濟成長，中國近年來即不斷積極在全球尋找能源供應來源、參與能

源投資開發，以確保其國內能源安全。 
中國政府剛出版的 2008 年版《中國外交》白皮書在首章「高油價時

代能源安全問題凸顯」一節中即指出，由於高油價對全球經濟、政治、安

全等領域產生多方面深刻影響，無論能源出口國消費國間、能源消費大國

間皆存在複雜的利益糾葛，圍繞在油氣生產、運輸通道、管線走向等之國

際能源競爭加劇，能源議題與地緣政治爭奪相互交織，國際能源安全問題

更加突出。白皮書同時也提及，中國在世界能源市場及全球能源安全上，

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重視並參與國際能源合作。 
因此，中國為滿足國內經濟快速成長所帶動之能源需求，以及因應全

球能源資源競爭趨勢，在以確保國家能源安全之能源政策規劃主軸下，能

源成為國際戰略及政治外交之重要籌碼，而能源外交即成為重要之政策執

行手段。  
有鑑於此，本文旨在探討(一)中國與能源情勢與能源外交戰略分析；

(二)中國能源外交對我國的影響與我國的因應之道。本文內容首先分析中

國能源情勢及對全球的影響；其次，介紹本文所採用的分析方式，用以檢

視近年中國的能源外交作為；再者，針對中國所採行的能源外交動作，進

行討論； 後再進一步深入分析中國對於台灣能源來源國的外交作為，探

究中國能源外交對於台灣外交關係與能源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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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能源情勢與能源外交戰略 

 
一、能源供需發展及角色地位 

中國是世界主要能源生產地區之一，是目前世界第二位的初級能源生

產國，僅次於美國。此外，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EIA)的統計資料，

其 2006 年煤炭資源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石油生產居世界第五大國，僅次

於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美國及伊朗。此外1，中國天然氣蘊藏豐富、

水力發電開發潛力雄厚，2007 年初天然氣蘊藏估計為 80 兆立方公尺；可

開發水電資源約 4 億瓩，目前只開發了四分之一。 
不過，中國作為全球 大的開發中國家，正處於經濟高速成長階段，

呈現出高儲蓄、高投資、高耗能的三高特徵。目前，中國初級能源消費亦

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其中，煤炭消費居世界第一位，對世界需求

成長貢獻也居第一名：石油消費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但

成長貢獻卻高居首位：天然氣消費排名世界第十五，但成長貢獻則居第三

(次於伊朗及哈薩克)。 
中國能源消費占世界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雖高，但因中國有 13.1 億

人口，因此每人平均能源消費量仍低。2005 年，中國每人平均能源消費

僅 1.18 噸油當量，約只世界平均水準 1.65 噸油當量的四分之三，遠低於

日本的 4.13 噸油當量、美國的 7.97 噸油當量；2005 年中國每人平均石油

消費量為 0.242 噸，約為世界平均水準的二分之一、美國的十三分之一、

日本的八分之一。2不過，未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生活水準提高，

汽車、冷氣機等高耗能產品需求將增加。預估 2020 年中國都市化比率預

計將增加至 55～60%，加上城市每人平均能源消費量為農村的 3.5 倍，因

此能源消費將會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過去 10 年來，中國石油需求從每日 340 萬桶大幅擴增至 750 萬桶。

                                           
1 Paul Crompton and Yanrui Wu, (2005)。 
2 北京新浪網，「發改委主任馬凱撰文駁斥中國能源威脅論」，2006.11.1，
http://news.sina.com.cn/c/2006-11-01/150611391847.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6-11-01/1506113918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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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EIA)預測，在 2025 年將升至每天 1,420 萬桶，

其中 1,090 萬桶需要仰賴進口；中國在全球石油消費量佔比將從 2005 年

的 8％升至 12％~13％。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未來對石油進口的依賴

將會進一步擴大。中國自行預測，到 2020 年，其石油進口量將達 4.5 億

噸至 5 億噸之間，天然氣進口量將超過 2000 億立方公尺，兩者的對外依

存度皆將超過 50%。 
近年來，中國積極拓展海外石油資源的供應管道，採取包括跨國油氣

勘探開發，在海外建立原油生產基地，透過國際貿易取得原油和成品油等

方式，以滿足迅速成長的石油需求，保障國家能源安全。而如何透過系統

有效的能源外交策略，規避跨國油氣探勘及開發(E＆P)存在的政治風險及

經濟風險、保障能源安全，也就成為中國海外能源戰略的關鍵。  

 
二、中國能源外交戰略 

基本上，中國為滿足國內經濟快速成長所帶動之能源需求，以及因應

全球能源資源競爭趨勢，在以確保國家能源安全之能源政策規劃主軸下，

能源成為國際戰略及政治外交之重要籌碼，而能源外交即成為重要之政策

執行手段。 
因此，中國全球能源外交策略可歸結為：多元目標、全面佈局、遠攻

近交、政經合擊。基於此種戰術思考，中國能源外交佈局，包括：「穩住

中東」、「守住亞洲」、「走進非洲」、「進軍美洲」、「展望大洋洲」等能源發

展路線，中國積極與鄰近國家保持友好關係，簽訂合作協議、架設油管等

種種策略，都是為確保能源在運輸過程不至遭受威脅，面對非洲及中南美

洲距離較遠之產油國家，中國則深入投資開發，力求能源來源多元化，全

面部署進口能源替代戰略，以強化其能源供應安全。 

 
   (一)「穩住中東」 

在「穩住中東」方面，中國十分重視發展與波斯灣石油生產國家的關

係，中國已與沙烏地阿拉伯、阿曼、葉門、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

簽訂原油長期供應合約，總量佔中國進口原油的 40 %。中國還與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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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等國在石油基礎設施建設、

油田勘探開發等領域開展合作。 

 
  (二)「守住亞洲」 

在「守住亞洲」方面，中國繼在泰國、印尼投資開發油氣田，也參與

越南、菲律賓共同和平開發南海能源資源。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能源保衛

戰中，保持其於能源資源豐富國家如中亞國家(哈薩克、土庫曼)及俄羅斯

之能源戰略地位。中國石油企業集團在參與俄羅斯之油氣開採領域積極參

與，雙方亦持續推動天然氣管道之建置等。 

 
   (三)「走進非洲」 

在「走進非洲」方面，中國先後參與蘇丹、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尼

日利亞、埃及、喀麥隆、加彭等國的能源投資開發或進口其石油。中國積

極深化與非洲之能源貿易經濟合作，雙邊能源互動關係良好。雖然非洲部

分地區政局不穩，但主要石油蘊藏區大多位於深海區域，與戰爭衝突距離

較遠，故安全性較中東地區為佳。 

 
   (四)「進軍美洲」 

在「進軍美洲」方面，中國除參與投資拉中南美洲委內瑞拉的油氣田，

也積極推動與巴西、阿根廷的能源合作計畫。其除了於能源輸出地區中南

美洲做了全面佈局，在與北美的美國、加拿大之能源合作方面，雙方亦常

互派代表團參訪並商討能源技術及投資合作事宜。目前，中國與美國在油

氣領域共有 20 項合作開發計畫，美國在其中之總投資已達 50 億美元。 

 
   (五)「展望大洋洲」 

在「展望大洋洲」方面，近年來中國積極深化與澳洲之能源雙邊關係，

透過各種國際會議場合(例如 APEC 經濟領袖會議)及代表團互訪方式，推

動包括在天然氣及鈾礦等燃料採購，以及能源技術合作等關係。 
中國的能源外交將更重視區域及手段的平衡性，多以全面合作的經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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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輔之其他必要的直接及間接經濟援助。另外，在尋求能源進口多元

化的過程中，更加強對中亞、俄羅斯、非洲地區的投入比例，增加石油來

源管道，降低石油運輸安全。  
能源多邊合作是目前國際能源合作中 為重要的方式，而國際能源組

織則提供能源多邊外交及合作的場合及機制。作為世界能源消費大國之

一，中國與其他的能源消費大國具有共同利益，因此，更積極參與能源國

際多邊合作，加入國際能源組織將是中國未來能源外交所著重考慮的重

點。  

 

參、中國能源外交策略分析 

 
一、事件分析法 

本研究採行之事件分析法是以過去的歷史事件當基礎，對每個事件發

生後影響進行分析，找出造成變化的種種可能因素及持續影響時間與強

度，用以推測未來類似事件所產生的影響。其優點為對每個事件進行分

析，找出造成能源外交情勢發生變化的可能因素及持續時間，用以推測未

來類似事件所產生的影響，並有效掌握過去結構性變化與因果關係的問

題，非單純就數字來進行預測。可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進行模擬，提前

尋找各種可能的解決方式。缺點為在建置過程中，需主觀判斷事件發生的

原因，造成模式準確度不易掌握。不能以過去資料直接預測出未來一個月

或一年的情況，必須逐步將事件一個一個的輸入，程序繁雜。另，若未來

發生的事件不在判斷資料內，會造成模式偏誤或失效。 
而本研究之能源外交事件非量化資料且重視事件的起因與影響程

度，故為掌握過去結構性變化與因果關係的問題，擬以事件分析法概念運

用至能源外交戰術手段與戰略目標之關係與影響。 
本研究之事件分析法之應用是以事件發生的次數與頻率為基礎，來觀

察及歸納中國過去與現在密切進行之能源外交布局。除觀察中國動向外，

亦可由資料的整理得到中國與他國間的能源及外交重點區域是否重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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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能源外交之競爭對手，藉以系統化整理得到未來我國因應中國能源外

交活動之應對策略。 
事件分析法之應用為本文後續進行的重點之一，蒐集中國重要之能源

外交事件，進而建置事件資料庫，則為事件分析法之基礎。因此，目前本

研究正針對中國能源發展及國際合作動態消息進行廣泛的蒐集，並系統性

地建置事件資料庫，以 EXCEL 作為資料庫之應用軟體。其中資料庫新聞

之取得為各大能源網站，主要為中國能源網、世界石油網及中油網等。收

集期間為 2006 年 7 月到 2008 年 3 月之中國能源外交之新聞訊息，新聞記

載一次為發生一次，且假設每次強度相同，次數愈多表示愈受重視。本文

整理之中國能源外交事件資料庫，總計 146 筆，其中石油資料 71 筆、天

然氣資料 43 筆、煤炭資料 18 筆及核能 14 筆。 
在構思事件分析法與事件資料庫之建置時，本文期以事件發生時間長

短、訊息涵蓋完整為分析之主體，而非單一消息面的發放為判定事件是否

納入樣本之依據，此事件必須涵蓋明確之人（主體）或事（事件）、時（時

間）、地（區域）以及完整之物（內容）才會予以鍵入。一方面可避免重

複之資料輸入，另一則可防止過多僅為消息面的新聞資訊被納入。而依據

新聞內容分類，可分為時間、能源類別、區域、國家、目的、標的、數量

與備註說明等（分類細則詳見附件）。 

 
二、中國能源外交事件概況 

由圖一可以看出整體能源事件有逐年增加趨勢，2007 年第四季是高

峰期，可見能源外交布局與能源價格走勢呈現一致。並由不斷增加的能源

外交事件次數亦可知，能源議題不僅在全球重要性日增，中國亦愈趨重

視。以下以季為時間單位，以下分別就區域、能源、能源外交目的與能源

外交之標的等 4 項，概述中國能源外交的近期作為。 

 
 
 
 



政策分析  中國能源外交對台灣能源發展之影響 161 

圖一  中國能源外交次數與國際能源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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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區域策略方面，就發生頻率來說，中國對於歐亞大陸區域採取的能源

外交行動 多；對非洲及南美洲接觸次數 少。若以發展趨勢來看，北美

洲地區次數增加 為明顯。由此可知，中國能源外交在區域策略上，近期

慢慢由以鄰近國家為主的能源外交策略，逐漸往擴大能源外交版圖的方向

邁進。 
能源策略方面，就發生頻率來說，中國採取的能源外交行動以石油類

別 多，核能 少。發展趨勢來說，增加程度幅度依序為核能、天然氣及

石油；煤炭甚至出現愈來愈少的趨勢負向變動。可見，中國能源外交在能

源策略上，核能與天然氣不僅在次數上較其他能源類別為高，在比例上也

愈來愈受重視。 
能源外交目的方面，就發生頻率來說，中國採取的能源外交目的以促

進技術開發與引進 多；提升全球之影響力為目的的次數 少。發展趨勢

來說，同樣以促進技術開發與引進增加幅度 大。由此可知，中國能源外

交在近期能源外交目的策略上，仍以國內能源供需無虞為優先。 
能源外交主要標的方面，在發生頻率來看，中國採取的能源外交主要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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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儲運 多；研發為主要標的次數 少。而在發展趨勢上，則是以產品增

加幅度 大，其次為儲運。由此可知，中國能源外交在近期能源外交主要

標的的策略上，仍以儲運 多。 

 
三、中國能源外交策略分析 
   (一)能源進出口國 

由表一可知，能源出口國次數為 107 筆，在 146 筆能源外交事件中佔

比達 73%，顯見中國能源外交以能源出口國為主軸。另，中國雖然為煤

炭生產及出口大國，但煤炭的能源外交事件中，與出口國的能源外交筆數

仍佔了所有煤炭能源外交事件的 67%，更加強應證了中國與能源出口國

的密切聯繫。 
在主要目的方面，石油與天然氣以保持來源管道暢通為 常見之能源

外交目的，煤炭以擴大資源取得通為 常見之能源外交目的，核能則是促

進技術開發與引進為 主要。 
在標的方面，石油與天然氣以儲運為 重要關鍵標的，尤其以天然氣 為

明顯。煤炭著重在開採，核能則以產品為核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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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能源進出口國之目的與標的次數表 

              單位：次數 

目的 標的 

能

源 

國

家 
次數

佔該

能源

比例

(%) 

擴大能

源資源

取得 

保持來

源管道

暢通 

引進外

資投入

市場 

促進技

術開發

與引進

提升於

全球之

影響力

探

勘

開

採 

產

品 

儲

運 

銷

售 

研

發 

進

口

國 

18 25 9 7 6 3 0 5 3 3 6 1 0 

出

口

國 

53 75 20 29 14 2 5 6 13 11 19 4 0 

石

油 

總

計 
71 100 29 36 20 5 5 11 16 14 25 5 0 

進

口

國 

12 28 5 7 6 0 1 1 3 3 23 2 0 

出

口

國 

31 72 12 21 1 0 0 4 4 3 18 2 0 

天

然

氣 

總

計 
43 100 17 28 7 0 1 5 7 6 41 4 0 

進

口

國 

6 33 2 1 3 3 0 1 2 1 0 0 1 
煤

炭 

出 12 67 7 3 3 3 0 2 5 2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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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國 

總

計 
18 100 9 4 6 6 0 3 7 3 1 0 4 

進

口

國 

3 21 1 0 2 2 0 0 0 3 0 0 0 

出

口

國 

11 79 5 2 3 5 1 1 1 5 0 1 3 

核

能 

總

計 
14 100 6 2 5 7 1 1 1 8 0 1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能源進口來源國 
1.石油 

從表二可知，以中國石油外交戰略的國家來說，佔進口來源 多的沙

烏地阿拉伯與安哥拉並非其主要區域，反而以進口來源第四名的俄羅斯與

2007 年非主要進口國的委內瑞拉為主要合作對象。顯示中國在能源外交

布局上，有漸漸將重心由中東國家轉向其他地區國家的趨勢，可能與近年

中東地區政治與宗教不穩定的因素有關。亦可看出，分散來源顯然是中國

石油外交的主要核心。 
另外，中國也極力加強輸油管線設施，來減少石油運輸對麻六甲海峽

的依賴，藉以降低中國石油進口成本、保障中國石油供給安全。故保持來

源管道暢通是與周邊國家 重要的能源外交合作，而擴大能源來源則是周

邊以外國家的能源外交重點。 
2.天然氣與煤炭 

表三中，天然氣外交事件共 31 筆，現有進口國僅出現 2 筆，可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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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1)目前中國的初級能源消費中，天然氣佔比不高，需求量不如石油及

煤炭大；(2)足夠的氣源及基礎設施為天然氣發展的關鍵問題，故目前多

朝向管線的鋪設。 
而煤炭方面，澳洲為煤炭外交重點國，且因澳洲本身的煤炭蘊藏量為

世界第四，產量為世界第三，顯示中國意在尋求更多的煤炭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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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中國大陸能源進口來源國之目的與標的次數表 

                                                 單位：千桶 

目的(次數) 標的(次數) 

國家 

2007

年數

量 

佔進

口總

量比

例(%)

次

數

擴大

能源

資源

取得 

保持

來源 

管道

暢通 

引進外

資 

投入市

場 

促進技

術開發

與引進

提升於

全球之

影響力

探

勘

開

採

產

品 

儲

運 

銷

售 

研

發

沙烏地

阿拉伯 

17545

1 
16.44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安哥拉 
17237

2 
16.15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伊朗 
12327

4 
11.55 4 2 2 1 0 0 1 1 0 2 0 0 

俄羅斯 
11734

2 
11.00

2

3 
5 14 8 0 0 2 2 6 11 2 0 

阿曼 96895 9.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蘇丹 35618 3.34 1 1 1 0 0 1 0 1 0 0 0 0 

科威特 22373 2.10 1 1 0 1 0 0 0 1 0 0 0 0 

阿聯 20646 1.93 1 0 1 0 0 0 0 0 0 1 0 0 

哈薩克 7923 0.74 4 1 3 2 1 0 0 0 2 1 1 0 

印尼 15596 1.46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伊拉克 7688 0.72 1 0 1 1 0 0 0 0 1 0 0 0 

澳大利

亞 
2954 0.28 2 1 0 1 0 0 1 0 1 0 0 0 

挪威 2403 0.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26649

6 
24.9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國進口來源  4 12 24 14 1 1 4 6 12 15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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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計 0

其他石油出口

國 
 

1

3
17 12 6 4 4 7

1

0 
2 10 2 0 

石油類合計  
5

3
29 36 20 5 5 11 

1

6 
14 25 5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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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天然氣與煤炭事件之目的與標的次數表 

                                                      單位：次 

目的 標的 

  國家 

2007

年數

量 

佔進

口總

量比

例

(%) 

次

數 

擴大

能源

資源

取得 

保持

來源

管道

暢通

引進

外資

投入

市場

促進

技術

開發

與引

進 

提升於

全球之

影響力

探

勘

開

採

產

品 

儲

運 

銷

售 

研

發 

澳大

利亞 
33 85.27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阿爾

及利

亞 

4.2 10.8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尼日

利亞 
0.8 2.07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阿曼 0.7 1.8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國進口來源國小

計 
2 0 2 0 0 0 0 0 2 0 0 0 

其他世界出口國 29 12 19 1 0 0 4 4 1 18 2 0 

天然

氣 

(單

位：

億立

方米) 

天然氣類合計 31 12 21 1 0 0 4 4 3 18 2 0 

越南 2462 48.26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印尼 1407 27.58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澳大

利亞 
636 12.47 4 2 0 1 2 0 0 2 1 0 0 1 

韓國 371.2 7.28 2 1 0 2 0 0 1 1 0 0 0 0 

蒙古 123.5 2.4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煤炭 

(單

位：

萬噸) 

俄羅

斯 
102.3 2.01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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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口來源國小

計 
9 5 1 3 2 0 1 5 2 0 0 1 

其他世界出口國 5 4 3 3 4 0 2 2 1 1 0 3 

煤炭類合計 14 9 4 6 6 0 3 7 3 1 0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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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能源合作國 
表四分別就石油、天然氣與煤炭分析，觀察個別能源下，依個別國家

之能源外交次數，俄羅斯在三項能源中次數達 30 次，遠高於其他國家，

其次為美國、哈薩克、伊朗、土庫曼、澳洲與委內瑞拉，是能源互動 多

的國家。 
中國能源的合作有期長短策略方面，若以儲產比當作短中長期策略方

案，儲產比愈大表示能生產的年限愈長，中國合作的年限亦愈長，故將與

小於全球儲產比之國家合作視為短期策略、約等於全球儲產比國家視為中

期策略、與大於全球儲產比國家合作則為長期策略。就石油來說，俄羅斯

為短期分散能源來源策略，委內瑞拉、伊朗與哈薩克則為長期分散來源策

略。天然氣方面，伊朗為長期策略，俄羅斯與哈薩克為中期策略，土庫曼

與馬來西亞則為短期策略。煤炭方面，與各大煤炭淨出口國的合作，皆以

長期能源策略為主。 
另，就個別國家來看，與中國合作 為密切的俄羅斯在石油的產消剩

餘 大且地緣便利，看似 有合作的空間，但若參看儲產比的大小，俄羅

斯的石油開採年限偏低，可知目前中國以滿足國內需求為第一優先，長期

的能源外交計畫尚不明確。而哈薩克、伊朗、委內瑞拉與澳大利亞則以可

視為長期的能源外交策略。以美國來看，在油氣方面都是能源淨進口國，

故可知兩國傾向採取合作方式為共同開發或技術合作等策略，而非單純能

源一進一出。 

 
表四 三大能源合作對象產消儲分析表 

  國家 次數 
占該能

源比(%)
蘊藏量

儲產比

(年) 
產量 消費量 產-消 

俄羅斯 23 32.39  79.4 21.8 9978 2699 7279 

委內瑞拉 6 8.45  87 91.3 2613 596 2017 

伊朗 4 5.63  138.4 86.2 4401 1621 2780 

石油  

(單位： 

蘊藏量-10 億

桶； 哈薩克 4 5.63  39.7 73.2 1490 219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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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 3 4.23  0.9 16.1 153.2 n/a n/a 

澳大利亞 2 2.82  4.2 20.3 561 935 -374 

美國 2 2.82  29.4 11.7 6879 20698 -13819 

產消-千桶/

日) 

全球儲產比       41.6       

俄羅斯 7 16.28  44.7  73.5  607.4 438.8 168.6 

土庫曼 7 16.28  2.7  39.6  67.4 19.8 47.6 

伊朗 5 11.63  27.8  250.0 111.9 111.8 0.1 

哈薩克 5 11.63  1.9  69.8  27.3 n/a n/a 

馬來西亞 4 9.30  2.5  40.9  60.5 28.3 32.2 

美國 3 6.98  6.0  10.9  545.9 652.9 -107 

緬甸 2 4.65  0.6  40.8  14.7 n/a n/a 

天然氣 

(單位： 

蘊藏量-萬億

m3； 

產消-10 億

m3) 

全球儲產比       60.3       

美國 4 22.22  242721 234 587.2 573.7 13.5 

澳大利亞 4 22.22  76600 194 215.4 53.1 162.3 

日本 2 11.11  355 249 0.8 125.3 -124.5 

韓國 2 11.11  135 47 1.3 59.7 -58.4 

煤炭 

(單位： 

蘊藏量-百萬

噸；產消-百

萬噸油當量) 全球儲產比       1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故由中國能源外交事件整理合作對象、合作能源類別與合作的目的與

標的可知(1)中國與周邊國家著重於運輸管道的合作，其他國家則以資源

取得為主；(2)中國近年致力於減少麻六甲海峽的依賴程度，對於降低中

國石油進口成本及保障中國石油供給安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3)2006 年

從中東進口原油的比例明顯下降，拉丁美洲的比例提高，可以發現巴拿馬

運河的重要性亦跟著提高；(4)在能源事件資料簿中，進口國筆數不多，

顯然不是中國現階段能源外交的重點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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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國能源外交對台灣之影響分析 

 
一、能源安全分析 
   (一)石油 

目前我國能源資源嚴重缺乏，初級能源的 98%依靠進口。其中，石

油是 重要的初級能源，儘管在實行多年能源多元化戰略下，石油佔能源

總供給量的比例較過去大大降低，但仍佔 50%以上。中東地區則是原油

的 大來源地，佔 70%左右，主要為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伊朗，其

餘要地區包括東南亞與美國等地。中國原油進口區域亦以中東地區為主，

該地之進口量約佔中國總進口量的 50%，其次為非洲和中亞地區，分別

佔全國總量的 30％和 11％，而中國原油進口前 5 位的國家分別為沙烏地

阿拉伯、安哥拉、伊朗、俄羅斯和阿曼。 
就資料分析結果來說，中國石油外交著重在分散來源，加上台灣需求

量佔全球市場有限，因此對台灣既有來源不致形成過於明顯的影響。然

而，中國的石油外交布局對於亞洲石油價格有影響性，因此，對我國來說

較偏向石油價格影響的衝擊，石油數量的取得影響並不大。由表五可知，

中國石油外交事件中，針對出口國的 53 筆資料中，針對台灣的石油進口

來源國的部分僅有 11 筆，約佔 21%，比例上偏低。另，從目的與標的的

次數統計上來看，中國對台灣的石油來源國的合作目的係以擴大能源資源

取得為主，但因中國對我國主要石油進口國之能源外交動作次數少，故影

響程度亦相對有限，應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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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我國石油來源國之目的與標的次數表 

單位：次 

目的 標的 

國家 

2007

年數量

(千桶)

佔總

進口

量比

例(%)

次

數 

擴大

能源

資源

取得 

保持

來源

管道

暢通

引進

外資

投入

市場

促進

技術

開發

與引

進 

提升

於全

球之

影響

力 

探

勘 

開

採 

產

品 

儲

運 

銷

售 

研

發

沙烏地阿

拉伯 
116395 32.3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科威特 73788 20.5 1 1 0 1 0 0 0 1 0 0 0 0 

伊朗 40258 11.2 4 2 2 1 0 0 1 1 0 2 0 0 

安哥拉 28817 8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阿聯 20691 5.7 1 0 1 0 0 0 0 0 0 1 0 0 

剛果 6484 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澳洲 5044 1.4 2 1 0 1 0 0 1 0 1 0 0 0 

奈及利亞 2883 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印尼 1441 0.4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其他 73864 2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進口來源國小計 11 5 5 3 0 0 2 3 3 3 0 0 

其他淨出口國 42 24 31 17 5 5 9 13 11 22 5 0 

石油出口國合計 53 29 36 20 5 5 11 16 14 25 5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天然氣 

天然氣與液化天然氣是台灣另一重要能源來源，佔能源供給量的

7.5%左右。近年來國內主要經由接收站卸收、氣化後供應發電、工業、

商業及家庭用戶使用。2007 年國內天然氣總供應量為 828.6 萬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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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進口量占總供應量之 95%左右，進口來源為印尼、馬來西亞、埃及、

卡達、澳洲、阿曼與阿爾及利亞等。而中國天然氣進口前 4 位的國家分別

為澳大利亞、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及阿曼。 
就資料分析結果來說，中國現階段天然氣外交以週邊國家為核心，皆

屬管線天然氣，對台灣以 LNG 為進口模式影響尚不顯著；由於俄羅斯為

台灣潛力進口來源，中國與俄羅斯的合作須持續加以追蹤。 
由表六可知，中國對我國天然氣來源國的能源合作事件亦未見明顯重

視，總數 31 筆資料中，我國天然氣來源國僅佔 8 次，約是全部與天然氣

出口國外交事件的 26%。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馬來西亞是我國重要天然

氣來源國，中國對於馬來西亞的合作次數達 4 次，是較為明顯的國家。由

於俄羅斯為台灣潛力進口來源，中國與俄羅斯的合作須持續加以追蹤。 
再從能源目的方面觀察，目前中國與馬來西亞的合作目的以保持管道

暢通為主，而非能源方面的爭奪，因此對台灣壓力不致過大。 

 
表六 我國天然氣來源國之目的與標的次數表 

                                                    單位：次 

目的 標的 

國家 

2007

年數

量(千

公噸)

佔總

進口

量比

例(%) 

次

數 

擴大

能源

資源

取得 

保持

來源

管道

暢通

引進

外資

投入

市場

促進

技術

開發

與引

進 

提升

於全

球之

影響

力 

探

勘

開

採

產

品 

儲

運 

銷

售 

研

發

印尼 3372 40.7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馬來西

亞 
3000 36.2 4 1 4 1 0 0 0 1 0 3 0 0 

埃及 729 8.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卡達 564 5.2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澳洲 243 2.9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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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192 2.3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阿爾及

利亞 
124 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61 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進口來源國小計 8 2 7 1 0 0 0 2 3 3 0 0 

其他淨出口國 23 10 14 0 0 0 4 2 0 
1

5 
2 0 

天然氣淨出口國合計 31 12 21 1 0 0 4 4 3 
1

8 
2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煤炭 

從現況來說，煤炭是我國第二大初級能源。早期台灣煤炭儲量還算豐

富，但經一百多年的開發，早已枯竭，於 2001 年已正式停止煤炭的生產，

全部依靠進口，進口量佔台灣能源總供給的 33%左右，其中澳大利亞

(38.8%)、印尼(36.7%)與中國(19.9%)等是台灣煤炭的主要來源地。隨著經

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國內對於電力需求的日益增長，因而也加大了對煤炭

的需求，為解決國內供應不足之問題，中國已經轉向擴大進口煤炭，這項

轉變不斷利多全球煤炭賣方，更令澳洲、印尼及南非等主要出口商受益。  
而 2007 年 1 月之後，中國亦正式成為煤炭之淨進口國。由於中國由

原本的煤炭出口轉為進口國，對於日本、韓國及我國等原先向中國進口能

源的國家，所造成的衝擊是毫無疑問。不但減少了煤炭供應來源，對於市

場上的競爭又更加激烈。 
就資料分析結果來說，中國為台灣煤炭主要進口來源，但近年中國尋

求更多的煤炭資源，表示中國對於煤炭會持續依賴，故直接影響我國煤炭

供給來源的取得；另，從中國與煤炭合作國的動作來看，中國與澳洲接觸

頻率日趨頻繁，故台灣長期的煤炭來源受到威脅與衝擊，應特別加以注意。 
且由表七可知，事件資料裡中國與我國煤炭進口國共有 5 次的能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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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中佔所有煤炭出口國 12 次的 49%，明顯高於石油及天然氣。其原

因是由於煤炭的區域特性顯著，加上中國煤炭外交事件中亞太地區自為其

重心，而導致佔比較高。 
就個別國家次數方面，以澳洲 多，且澳洲為我國的 重要進口來源

國，故中國與澳洲的密切合作的情形，值得我方注意。而以進口比例變化

來說，台灣 2001 年至 2007 年煤炭進口比例中，澳洲部分佔比僅 2004 年

為 58%，其餘皆在 70%上下；大陸方面在則原本以澳洲為主要進口國，

2006 年後因運費增加改為 50%從越南進口。台灣方面維持對澳洲煤炭的

高度依賴，而中國方面則將依賴程度逐漸減少中，但因中國與澳洲仍然保

持密切的合作關係，故台灣方面依然不得鬆懈。 
另，中國一方面也是台灣重要的進口來源國，因此，中國與其他國家

的能源外交，對於台灣長期的煤炭來源及資源取得上，也形成壓力。在煤

炭方面，因為中國能源競合的雙重角色之下，煤炭成為中國能源外交行為

中，對我國影響 大的能源類別。 
 

表七 我國煤炭來源國之目的與標的次數表 

目的(次數) 標的(次數) 

國家 

2007

年數

量(萬

噸) 

佔總

進口

量比

例(%)

次

數 

擴大

能源

資源

取得 

保持

來源

管道

暢通

引進

外資

投入

市場

促進

技術

開發

與引

進 

提升

於全

球之

影響

力 

探

勘

開

採

產

品

儲

運 

銷

售 

研

發 

澳大利

亞 
2531 38.80 4 2 0 1 2 0 0 2 1 0 0 1 

印尼 2393 36.7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中國大

陸 
1295 19.9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加拿大 100 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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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58 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141 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進口來源國小

計 
5 3 0 1 2 0 0 3 1 0 0 1 

其他淨出口國 7 4 3 2 1 0 2 2 1 1 0 2 

煤炭淨出口國合計 12 7 3 3 3 0 2 5 2 1 0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對台灣能源發展之影響 

就台灣煤油氣三項主要能源來看，短期階段中國能源外交不會有立即

衝擊；長期而言，煤炭的情勢 為嚴峻，未來可能面臨競爭，而石油的問

題應該 小，甚有共同需求；雖然對於台灣的能源供應不會有明顯的負面

影響，但對於能源價格可能會有衝擊。 

 
二、外交關係 

經由事件資料庫分析過中國能源外交對我國各能源進口來源國之影

響程度之後，在對我國外交關係的影響方面，從中國的能源外交目的、中

國能源外交對象及中國能源外交區域三方面，進一步評估中國能源外交對

我國外交關係之影響結果。 
(一)中國以「能源資源取得」為現階段能源外交主要目的，故中國能

源外交策略的實施，是以能源為主軸，輔以外交手段，以達到能源資源之

取得，台灣外交關係非中國能源外交之關鍵因素。 

 
(二)中國追求能源外交目的的過程，挾其龐大能源需求投入世界市

場，造成國際原物料價格的上漲，並對其他經濟力量弱小的消費國帶來重

大壓力。如此，不僅影響全球經濟格局之進一步重組，更可能使得他國之

經貿投資夥伴轉而向擁有龐大市場的中國來合作，甚或會運用地緣優勢及

市場誘因要求對方放棄對我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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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能源外交區域著重在「歐亞大陸」及「亞太地區」，因此在

亞太地區的排擠作用下，對台灣的周邊可能形成擠壓效應。 

 
(四)中國對於我國邦交國並無明顯的能源互動，但近年來中國拓展之

焦點集中於非洲與中南美洲等我國邦交重心。因此，對我所形成外交空間

的壓迫也就相當明顯，諸如我國與巴拉圭、巴拿馬、多明尼加與薩爾瓦多

等國都出現邦交不穩現象。 

 

伍、我國因應之道 

     
在當前能源安全議題成為世界各國關注重點之際，積極掌握中國及其

他主要能源大國對能源版圖的爭奪及競合關係，以及其中所衍生政治及外

交的折衝及影響，對我國確保能源穩定供應，避免上述能源爭奪排擠效

應，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由事件分析法的結果可知，中國目前重視的能

源外交重點與類型及影響台灣的能源項目，故以此分析結果，研擬出我國

應思考之因應之道： 

 
一、建構能源外交整體策略架構 
   (一)能源外交的總體戰略整合 

  我國能源政策目前仍以考量經濟產業及生活環境之國內層次的能源

發展及供應安全，缺乏較具高度之國際層次的能源外交策略。因此，在應

對國際能源供需情勢，能源集團化結盟趨勢，以及與國際政經外交密不可

分的新能源安全觀，我國必須制定一套綜理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經貿發

展、經濟援助及能源安全等議題及相關部門間整合之整體能源外交戰略，

與重要國建立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 

 
   （二）積極推動我國能源供應多元化 

  應分散能源供應來源，以降低能源供應不穩定風險。政府應積極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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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能源業者赴海外探勘，並與能源供應來源國簽訂長期契約，以確保能

源供應來源的穩定。此外，規劃我國能源結構配比，致力於降低石油依存

度、增加自主能源開發、發展新及再生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並應針

對煤炭等化石燃料開發潔淨且環保的利用技術，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三）積極鼓勵我國能源企業走出去 

  師法中國能源外交之“走出去”策略，積極鼓勵特別是國營能源企業

“走出去”，藉由其雙邊貿易及投資活動向外發展，透過併購、參股、投標、

技術合作等途徑，與能源跨國企業及能源供應國建立合作或夥伴關係。這

不但可以帶動企業之國際化發展，累積經營實力，更可進一步促使國內能

源供應更具彈性。當然，政府應在相關法規制度、資本協助、獎勵補助上

給予全力支持。 

 
   （四）務實參與區域能源雙邊或多邊合作 

  在當前複雜的國際能源情勢中，衍生出多元的多邊或區域能源合作或

聯盟，對國情特殊的我國來說，將有可能進一步面臨外交關係限制及邊緣

化的窘境。因此，我國應加強跨國能源合作機制，可藉由國際多邊會議場

合(WTO 或 APEC 架構)的機會，經由多邊轉進多邊、或利用多邊推進雙

邊之可能性，亦可尋求以務實的模式參與例如「東協加 N」之對話。 

 
   （五）積極推動兩岸能源合作 

  根本因應對策，應是運用現階段兩岸關係改善的契機，加速與中國大

陸展開能源合作。倘若兩岸能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以及互惠對等原則下，密

切開展能源合作，將能進一步創造兩岸雙贏的局面。因此，兩岸能源合作，

也可視為我國總體能源外交戰略之核心。當然，推動初期仍應配合整體大

陸政策，依循既定海基、海協兩會洽商機制，確立投資保障及智慧財產保

護原則，討論推動兩岸能源合作之內涵及項目。  

 

 
  



國際關係學報  第二十八期  （2009 年 7 月） 180 

二、保障既有供應能源的區域競爭策略 
   （一）煤炭優先天然氣在後的優先順序 
  煤炭是台灣受中國能源外交影響 為明顯的能源，因此對於能源來源

的確保應以煤炭為重點能源標的，其次才是天然氣，至於石油則尚不必過

於擔憂。 

 
（二）重點國家強而有力的能源雙邊合作 

  善用友好國家關係為基礎協助以能單點突破或延伸觸角，並藉以掌握

中國能源外交動向。配合整合性能源外交總體策略，靈活跟隨能源大國之

保護傘、或與能源小國議題結盟，以能進退有據。此外，我國應強化與重

點國家雙邊能源互動及合作，例如澳洲、印尼、俄羅斯(庫頁島)。 

 
   （三）投資礦權為先、長期採購合約為輔 

  利用能源價格回降、能源市場進入買方市場的時機，應由國營能源公

司參與標的國家礦權的投資，若投資礦權面臨阻礙則以簽訂長期採購合約

加以因應。 

 
三、提升能源資源潛能的兩岸合作策略 
   （一）截長補短，互補互利 

  兩岸各自在油氣勘探、煉油技術、再生能源技術、節約能源發展等方

面各有所長，互補空間很大。 

 
   （二）對外共同探勘，掌握能源資源 

  兩岸皆有油氣資源需求，結合兩岸技術與資源，在台灣海峽及南海、

東海海域，或海外地區共同進行油氣探勘。 

 
   （三）解決台灣能源發展瓶頸 

  兩岸間推動用過核燃料和中低放固體廢棄物處置合作，可協助台灣解

決核廢料處理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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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術合作，引領產業發展 

  兩岸在能源技術合作的重點之一，即是合作共同建立產業標準，包括

太陽光電產業、LED 照明產業等之技術規格、安全規範及模組驗證，除

能與國際接軌，並進而引領兩岸新及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競爭優勢及市場領

先地位。 

 

陸、結論 

 
  綜合過去中國能源情勢與本文所分析之中國能源外交策略下，發現

(一)中國能源快速發展已為全球能源成長的 大動能，因此中國的能源外

交已然影響全球的能源局勢，因此兩岸在能源領域的角色有極大的差異；

(二)中國能源外交有其一定的戰略目標，並有縝密的分工、整合的策略與

完善的組織，亦即中國是非常細膩的在執行能源外交工作；(三)歐亞大陸

以及亞太地區為中國能源外交主戰場，來源管道暢通為其能源外交核心，

顯示解決麻六甲困境是其能源外交的基本戰略目標，亦即中國擔憂在全球

戰略中失衡是根本原因；(四)中國能源外交短期不致對於台灣的外交關係

與能源發展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但長期之下，亞洲區域的關係擠壓巴拿馬

運河與煤炭的供應來源將會是壓力所在，台灣應特別注意此點；(五)

後，中國能源外交固然短期對台灣不致有重大衝擊，但在全球能源情勢變

化及區域能源競合趨勢下，國際能源爭奪及主要能源大國積極進行能源外

交，對我國能源的採購及投資之排擠效應將更加明顯。 
  本文 後建議台灣應建立長期穩定的能源安全政策，並持續關注中國

能源外交發展。且在未來長期之兩岸的能源爭奪是無法避免，因此我國必

須要事先規劃有效因應針對關鍵國家進行長期持續、火力集中的經營。

後，固本培元競合有據的現階段策略主軸兩岸固然在重點國家會形成競

爭，但實際上仍有許多可以合作的區塊，因此台灣應以「保障既有來源要

競爭、引進新增來源來合作」為基調，達到固本培元的效果做為現行的策

略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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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事件類別與事件細項定義 

變

數

代

號 

事件

類別 
位

數

編

號 
分類 事件細項操作型定義 

A 
流水

號 

4
碼

數

字

    
依發生順序給予編號第 1 件事件

為 0001，依此類推 

事件發生之時間(西元年月) 
ex.2006 年 9 月 200609　  

依據順序 1.報上日期 2.報上未載

明日期則以見報日為準 

3.訊息上若有明確註名實際發生

日期則以實際發生為 

B 時間 

6
碼

數

字

    

(例：2008 年 3 月見報 2 個月後開

始實行則以 200805 為時間) 

1 北美洲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2 中南美洲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

厄瓜多、祕魯、委內瑞拉、其他中

南美洲國家 

C 區域 1
碼

數

字

3 歐洲 

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保加利

亞、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

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

義大利、立陶宛、荷蘭、挪威、波

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伐克、

西班牙、瑞典、瑞士、其他歐洲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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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事件 位 編數
分類 事件細項操作型定義 

類別 號 數代

號 

4 歐亞大陸 
俄羅斯、哈薩克、土耳其、土庫曼、

烏克蘭、烏茲別克、亞塞拜然、其

他歐亞大陸國家 

5 中東 
伊朗、科威特、卡達、沙烏地阿拉

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其他中東

國家 

6 非洲 
阿爾及利亞、埃及、南非、其他非

洲國家 

7 亞太地區 

澳大利亞、孟加拉、中國、香港、

印度、印尼、日本、馬來西亞、新

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

韓國、台灣、泰國、其他亞太地區

國家 

以聯合國 ISO31661 代號為編號，

附件 1 
D 國家 

3
碼

英

文

    

ex.台灣(TWN)、美國(USA)… 

E 
邦交

國 

1
碼

數

字

1 邦交國 至 2008 年 8 月邦交國共 23 國，包

括：帛琉共和國、吐瓦魯、馬紹爾

群島、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共和

國、諾魯、瓜地馬拉共和國、巴拉

圭共和國、聖文森、貝里斯、薩爾

瓦多共和國、海地共和國、尼加拉

瓜共和國、多明尼加共和國、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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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事件 位 編數
分類 事件細項操作型定義 

類別 號 數代

號 

拉斯共和國、巴拿馬共和國、聖克

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布

吉納法索、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

和國、史瓦濟蘭王國、甘比亞共和

國、教廷 

2 非邦交國 
(若有邦交國異動，則將邦交國代

號更新) 

1 煤炭 
包括原料煤、燃料煤及各類煤炭產

品 

2 石油 包括原油及各類石油產品 

3 天然氣 包括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 

F 能源 

1
碼

數

字
4 核能 包括核能發電、核廢料等 

1 
擴大能源資源

取得 

包括：擴充能源取得之種類、增加

能源取的來源…等。如：各種能源

開發、制定獎勵能源的條例增加能

源生產 

2 
保持來源管道

暢通 

包括：維持能源供給無虞、保持能

源來源之流暢…等。如：儲藏設備

及運輸管線之建立、簽訂能源數量

合同… 

3 
引進外資投入

市場 

包括：引進或促成外資投入中國能

源市場…等。如：他國企業或政府

共同能源策略… 

G 目的 

5
碼

數

字

4 促進技術開發 包括：開發新能源技術或提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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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事件 位 編數
分類 事件細項操作型定義 

類別 號 數代

號 

與引進 現有能源技術…等。如：與他國合

作提升能源技術… 

5 
提升於全球之

影響力 

包括：提升中國對於全球能源的影

響力…等。例如：建交、訪查、全

球能源會議 

G 變數註解：因有多重目的之疑慮，故以 0 跟 1 表示，即第 1 個位

置表示”擴大能源資源取得”，若有此目的則第 1 個數字為 1，若無

則為 0。編號 1~5 代表第 1 個位置到第 5 個位置。 

例如：事件有同時具有”擴大能源資源取得”及”促進技術開發與引

進”的目的，則代號為 10010。 

1 政府 中國政府為推動該項事件的主體 

2 企業 民間企業為推動該項事件的主體 

3 政府與企業 
政府與企業同為推動該項事件的

主體 

H 
推動

主體 

1
碼

數

字
4 不明 事件未記載其推動主體為何 

1 中國為提供國 中國為該能源動向的提供國 

2 中國為接受國 中國為該能源動向的接收國 
I 

提供

方向 

1
碼

數

字
3 為能源雙向 

中國為該能源動向的提供及接收

國 

包括：各項能源的探勘與開發 

(ex.1.中國科學院從事大西部凍土

冰層甲烷水合物探勘研究。 
1 探勘 

2.開發藻類生質能源。)  

J 主要

標的 
1
碼

數

字

2 開採 
包括：各項能源的開採、生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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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事件 位 編數
分類 事件細項操作型定義 

類別 號 數代

號 

煉 

(ex.1.中國與印尼共同開採蘇丹油

田。 

2.塔里木油田生產天然氣，並預計

2007 年底達 157 億m3。) 

包括：各項能源的購買 

3 產品 (ex.中國從 2001 年開始與汶萊簽

訂了採購石油的長期合約。) 

包括：各項能源的儲藏及運輸 

(ex.1.加國原子能公司獲建造中國

秦山加拿大重水鈾反應爐核電廠

燃料儲藏系統的合同。 
4 儲運 

   2.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宣佈

將負責向中國運輸原油。) 

包括：各項能源的銷售 

5 銷售 

(ex. 美國德州石油投資大亨與潔

淨能源燃料公司的共同創立者正

在尋找與中國企業合作銷售車用

天然氣的機會，希望在中國與當地

合作夥伴建立連鎖天然氣加氣

站。) 

包括：各項能源的研發 

6 研發 (ex.國務院批准成立中國國家核電

技術有限公司，該公司通過建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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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事件 位 編數
分類 事件細項操作型定義 

類別 號 數代

號 

託專案，組織進行關鍵技術和研發

創新，走出一條核電自主化發展道

路。) 

K1 可量化數字—數量 
統一單位量詞：煤炭-萬噸；石油-
萬桶；天然氣-萬立方米；核能-百
萬噸油當量 

K2 可量化數字—金額 以台幣萬元表示 

K3 可量化數字—期間 
以持續月數表示，不足 1 個月則以

小數點表示 

L 事件摘要說明及原文連結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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