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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戰結束後，以往來自敵國或他國以軍事、政治和外交等面向，對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及人類生存構成影響的「傳統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威脅因素，已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效應產生轉變，全球面臨非傳統安全

（Non-Traditional Security）的挑戰，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

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等威脅均大幅上升，其中能源是工業建設、經濟活動與國家

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是國家發展環節中最要要的關鍵，而石油即將耗竭也

是全球將面臨的嚴重課題，近百年來因爭奪石油引發多次的區域衝突，並擴散成

為全球的能源危機，石油已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最直接戰略威脅。 

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使美國警覺石油的重要戰略地位，長期以來透過其國際

強權的地位，積極對全球主要的石油生產區採取戰略佈局；1970年代後期起，中

國的改革獲得耀眼的成效，經濟的成長帶動能源的龐大需求，1993年中國更成為

石油淨進口國。中國逐漸正視到石油將是關係未來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於是挾

以經濟、外交、政治等手段向中東、中亞、拉丁美洲乃至於非洲積極佈局展開油

源開發觸角，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國能源威脅論」之隱憂。 

石油已經成為維繫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石油安全既是經濟問題，更是

政治問題、國家安全的核心。因此，爭奪石油成為地區衝突的導火線，隨著中國

經濟崛起後政經力量的茁壯，中國透過各種手段在主要產油國甚至美國國內相關

企業著力日深，已對美國的利益產生嚴重威脅，中、美都在極力的爭取石油主導

權，希望透過石油的控制力量，從而獲得對全球經濟的操控能力。 

石油安全往往牽動國際政治問題，愈發凸顯石油在國家安全戰略地位的重要

性。長期仰賴石油進口，對我國國家安全容易受國際局勢影響，中美雙方在各種

國際活動中，因石油產生的競合關係，恐令我國隨中美的互動關係產生轉變，因

此對中美在石油安全競合的過程中，其雙方的發展與效應及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

響，值得我們加以觀察與探討。 

關鍵字：石油安全、能源外交、軍事戰略、國家安全戰略、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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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influenced by globalization, the threat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human survival from adversaries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basic military, political, or diplomacy. As a whole, the world suffers 

from an increase of nontraditional threats, such as financial, environmental, energy,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ndifference. Energy is considered the strategic resource and an 

important key to a countries’ development. The world needs to accept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supply of crude oil may run out. The depletion of oil has caused several 

regional conflicts. Beyond the regional conflicts, the threats have gone global creating 

an energy crisis which in turn can pose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The 1977 United States energy crisis, demonstrated just how vital crude oil is to 

a country’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then they have taken strategic ac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ensure that oil 

production around the world is available, to maintain a dominate power worldwide. 

The China reform of the late 1970’s gave the country such an economic boost, it 

drastically increased their energy needs so much that by 1993 China became a net oil 

importer, extracting oil from locations in the Middle-East, Middle- Ais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by using economic, diplomacy and political influences. By 2010 China 

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importer of crude oil. These actions created what was 

labeled, the “China Energy Threat Theory”, implying that the increasing need of oil 

would be used to boost their military strength although no evidence of that ever 

materialized or exists today. 

Oil has become a critical factor in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s well as the core of political strength and national security. As oil suppliers 

and production plunder, controls of these regions have become the basis for several 

conflicts. With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increasing, they have used 

several methods to go deep into the oil producing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domestic 

indust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actions have created a threat in the domestic 

indus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mpeting for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Both countries feel that this will be accomplished by 

controlling the oil supplies. 

Oil security will always be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ssue, including a vital 

component i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positioning. Our country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depend on the importing of oil. Our national security is easily affected by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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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The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for access to oil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ong with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activities can have an effect on our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benefit of our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progression of oil security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oil security, energy diplomacy, military strategy,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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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冷戰結束後，和平發展的契機使全球邁入同步共榮，間接促進全球的經濟成

展、科技進步、貿易流通與人口擴張。但人口驟增與經濟發展的結果，使人類對

自然資源的消耗呈現倍數成長，由於資源多數無法重複使用，無限制的開發，使

全球資源逐漸枯竭、短缺。各國為維持發展的動能，除了關注生存發展所需的生

產資源外，無不對提供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如能源、礦產、稀有金屬、水源

等天然資源的逐漸短缺，所產生憂慮進而出現在全球各地競相追逐的現象。 

其中「石油」是「現代工業」生產的基礎原料，石油不僅提供民生、經濟發

展動力，更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軍事物資及戰略商品。對於現代經濟活動而言，石

油已成為僅次於黃金的貴重資源，沒有黃金可以生活，但是沒有石油卻可能造成

經濟發展的遲滯更影響國家安全。因此，石油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能，石油也是

維持經濟活動的關鍵，控制石油，就如同控制人體必須賴以維生的血液。從經濟

的角度看來，透過控制石油供需就可操控油價。在歷次戰爭中的驗證結果，石油

多次左右國際情勢與影響相關國家的安全，從而確立石油在國家安全中的重要

性，因此石油成為權力的指標，誰擁有石油就可以主導世界，甚至藉此掌握世界

經濟的大權。石油安全對現代國家來說，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與維繫國

家安全的關鍵，而確保石油穩定供應安全即成為當前各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問題，

具有獨特的戰略意涵。 

石油是維繫國家穩定與追求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爭奪資源或石油經常成

為地區衝突的導火線，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後政經力量的茁壯，透過各種手段在主

要產油國甚至美國國內相關企業著力日深，與美國產生利益的衝突也隨之日益增

強；而美國也在盡力爭取石油安全的保障，並透過各種手段獲得全球石油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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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中、美都在極力的爭取石油主導權，希望透過對全球石油資源的控制，從而

獲得對全球經濟的掌控能力。 

因此本論文探討中美兩國因石油安全在國際間所產生的競合關係，預期達到

的目的如下： 

壹、 分析中、美兩國石油發展的歷史演進過程，以檢視目前世界兩大石油消費

國，其各自石油安全戰略(strategy on oil security)的發展脈絡與變革。 

貳、 石油（能源）安全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參、 透過中、美兩國在全球主要石油產地的佈局概況，分析、比較中、美兩國

因石油所產生的競合關係。 

肆、 探討中、美兩國以石油安全戰略為主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及對我國國家安全

產生的影響。 

我國向來仰賴石油進口，中美雙方在各種國際活動中因石油，產生許多互惠

與互動微妙的競合關係，往往牽動我國的經濟發展、外交政策及國家安全等各種

領域。在國際局勢多變的環境中，對有關石油安全戰略的議題，我國要如何預判

未來的國際情勢變化及對我國可能面臨的國家安全影響，並研採對我國家安全有

助益的石油戰略，實有必要詳加瞭解、掌握與研究。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 

長久以來研究安全議題的文章、著作散見於國際關係及社會學科的相關領域

中，而網際網路的普及更使相關資訊更加多元。本論文探討中、美在石油安全因

素下，各自在全球對石油安全戰略的競合問題，同時兼論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

響。分析、研究中、美兩國的石油安全議題，應先從瞭解其各自的石油發展歷史

作為研究主軸，並輔以隨著歷次演進的各種重要事件，依其脈絡尋找中、美兩國

在石油安全戰略的變化，以及在全球的石油競爭與合作關係中，獲得對本論文研

究的結果。而在過程中必須對各種相關的議題先予瞭解，以及對過程中與本論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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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關的相關概念加以界定，並對相關直接且具代表性的文獻和資料進行檢閱

與論述，俾便提供本論文研究主題的清晰定義，避免模糊研究的焦點。 

全球化已成為一門顯學，透過科技的發展、通訊的便利、運輸的便捷，使全

世界各地區如同地球村一般，空間與距離不再成為限制交流的因素，而國際間的

資源也透過全球化便捷的物流、資訊與經濟連結，提供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所需的

動能。雖然目前所使用的資源大部分仍無虞匱乏，但是資源總有用完的一天。為

了面對資源可能耗盡帶來的安全威脅，世界各國無不積極採取相對應措施，透過

各種管道與手段在全世界各地掠奪資源，間接造成無數的衝突與紛爭，影響地區

安全，由於全球化帶來各領域的便利與關聯性，所有地區的衝突，都可能影響到

世界各地區的國家與人民生活，對經濟與安全造成傷害。有關全球化與發展的議

題主要參考資料如下： 

表 1- 1：全球化相關文獻評析表 

文獻評析表 

文獻、作者 文獻重點 本論文觀點 

俞正樑等著，《全球
化時代的國際關係》
（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2009 年 4 月） 

全球化可追溯自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歐
洲文明向世界文明擴張，但是主要概念的提
出是在 20 世紀冷戰的晚期。最早全球化形
容國際間商品、服務、資本與技術在世界
性、生產消費和投資領域的擴散，因此初期
全球化原意是指經濟的全球化，二次世界大
戰後已開發國家之間，因貿易往來和相互投
資，促使各種國際經濟機制開始形成，跨國
公司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主要推力，帶領大
批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經濟體系，使各國的
經濟相互滲透、相互依存逐漸趨於一體。1990
年代蘇聯解體後，國際經濟政治出現歷史性
變革，經濟全球化呈現快速發展，生產要素
的跨國配置，強化相互依存的全球分工體
系，加上資訊技術促進全球資本流動和技術
轉移，在今日全球化已成為時代的潮流。 

隨著科技的進步，使距離已經不
是隔絕資訊的因素，資訊的擴散
不再僅僅是訊息的流通，思想、
經濟、消費都會因為全球化產生
更強的連動。因此資訊擴散的效
應不斷在擴張，改變傳統人類的
生活，甚至造成政治與經濟活動
的改變。全球化使全世界的發展
及全球意識的高度連結，緊密的
連結關係使全球成為一個整體的
單位。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
文化與外交上都因此而轉變。影
響所及更使國家連結成區域，例
如歐盟、東協等區域關係都因為
全球化的效應，使相關國家產生
更緊密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Thomas L. Friedman,
楊振富、潘勛譯，
《世界是平的》(台
北：雅言文化出
版，2007 年 11 月) 

Thomas L. Friedman 早期擔任記者，由於他在
1980 年代早期派駐黎巴嫩及貝魯特，親自見
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過程，因此對於中東
相關的議題十分熟悉。由於他專門報導與
OPEC 組織有關石油及金融方面的議題，更
對中東的衝突、對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內政
治、外交政策、國際經濟及恐怖主義對世界
的影響都有深入的研究。《世界是平的》探
討的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全球化」議題，

在全球化的現代，享受著資源帶
來的便利與發展，所使用的大部
分資源雖然目前仍無虞匱乏，但
是資源總有用完的一天。為了面
對資源可能耗盡帶來的安全威
脅，世界大國無不積極採取相對
應措施，透過各種管道與手段在
全世界各地掠奪資源，間接造成
無數的衝突與紛爭，影響到地區

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作者認為在「世界是平的」時代，西方曾經
賴以自豪的科技優勢，已經成為曾經落後的
國家作為學習與輔助的工具。多數開發中國
家，透過便捷的資訊與流通，獲得許多令人
驚豔的改革成果。其中以中國為首的東方國
家崛起，已經衝擊到西方國家的生活與經
濟，威脅到西方國家在全世界競爭的地位，
因為來自東方國家的高度發展，已經使西方
國家感受到壓力，而這種壓力使西方國家受
到威脅。其中「中國威脅論」的觀點即是西
方國家因感受到來自中國的龐大壓力，而產
生的不安全感，所提出的論點。 

安全，而因為世界是平的，所有
地區的衝突，都可能影響到世界
各地區的國家與人民生活，對經
濟造成傷害，因此本書提供了全
球化對國家安全影響的最有力觀
點，對世界各國的資源安全憂慮
感來源深刻描寫與刻畫，更對我
國處在全球化時代，隨時面臨來
自各方對國家安全威脅的挑戰。
弗里曼在本書中對全球化的觀
點，提供本論文不同於一般僅以
軍事為主而透過全球化特性的思
考方向。 

Samuel P. 
Huntington, 黃裕美
譯《文明衝突與世界
秩序重建》(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1997
年 9 月 1 日) 

杭亭頓探討文明的概念、世界文明的問題、
權力與文化的關係、文明間權力均勢的變
動、非西方社會文化的本土化、文明的政治
結構、西方普世論所引起的衝突、回教好戰
主義與中國對民主的看法。尤其是針對中國
勢力的崛起，做出平衡及順應潮流的反應，
乃至於造成「斷層線」戰爭的原因和動力以
及西方和世界文明的未來。杭亭頓更針對中
國勢力的崛起及美國所採取的反應提出看
法。 

作者預測中國即將崛起，未來隨
著包含我國在內的東南亞國家經
濟力量提昇，再加上中國政經實
力的擴張，以及回教世界的人口
膨脹，亞洲地區將是未來全球資
源的最大消費地區，勢將對全球
資源的分配重新調整，而在這種
狀況下，更突顯出石油在全球資
源所佔的重要性，更影響世界各
國資源戰略的規劃。 

Samuel P. 
Huntington, 黃裕美
譯《第三波民主化》
(台北：五南出版公
司，2008 年 11 月 1
日) 

以民主化為主題，分析從軍事政權轉換成自
由的民主政權的過程，其中是以葡萄牙做為
二十世紀第三波民主化代表，隨之而來的西
班牙、厄瓜多、秘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
土耳其、印度、菲律賓等國家陸續放棄威權
統治、軍事執政、獨裁者而加入民主的陣
營。同一時間，民主化的浪潮也使共產主義
的版圖逐漸縮小，在 1990 年初波羅的海三小
國的獨立引發了蘇聯的危機，從柏林圍牆倒
後，東德、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
家也陸續放棄共產主義，邁向民主化。 

以民主化為主題貫穿全書，並將
所探討全球化時代的影響與成
因，做出對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
係分析，並以實際例子說明兩者
間的關係，提供本論文在國家發
展的過程中的啟發，全球化效應
與國家安全連結民主政體並影響
經濟，雖然中國是僅存的共產國
家之一，但在經濟發展掛帥的政
策下，中國也做出相對的改變，
不再是封閉的共產主義，而向經
濟發展靠攏，高度成長的國家。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整理，自行繪製。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及《第三波民主化》的作者杭亭頓（Samuel 

P.Huntington），專門著作探討世界各國民主化的過程與特性。杭亭頓教授認為

隨著冷戰結束，在全球化便捷的資訊傳播與民主意識形態擴展影響下，伴隨著經

濟的發展使人民生活更加富庶、教育水準提升，各種型態與領域的發展將帶動更

廣泛的民主化運動。然而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與全球化所帶來的環境破壞、資

源耗損、國際安全等危害，比因戰爭產生的傷害還要巨大。以美國為例，美國執

政者為了利益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決定入侵或是制裁某個國家，但卻無法以合理

的論述說明，使多數國際社會接受其合法性，例如發動阿富汗戰爭與推翻伊拉克

海珊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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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的觀點認為，文明的衝突是

來自民族意識的不同，文明之間的「平衡」正在轉變，西方已逐漸衰弱，亞洲在

政治、經濟與軍事等方面的影響力普遍提升，而伊斯蘭文明的人口爆增也將會導

致擴張。集結了經濟、政治、文化及軍事等有利因素和環境，伊斯蘭文化與儒家

文化勢必將對西方構成挑戰，伊斯蘭與非伊斯蘭之間衝突將會日趨緊繃，更不排

除未來會發生戰爭的可能；中國的快速發展與崛起令西方國家同樣感受壓力與威

脅，這種感受也就是一般所謂的「中國威脅」。
1 

隨著中國在經濟的改革開放，因而造就中國的崛起，展現出令世人驚艷的成

績。中國政經實力的擴張，加上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以及世界人口膨脹，

亞太地區將成為未來全球資源的最大消費地區，勢必將對全球資源的分配重新調

整。而在這種狀況下，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對能源的龐大需求，更突顯出石油

的重要性，國際社會各種因石油產生的競爭情勢，也必將影響世界各國的石油戰

略規劃，更使世界主要的石油產區成為全球競爭的主要戰場。 

雖然全球化帶給世界各國發展的利基，卻也造成開發中國家新的安全威脅，

隨著中國、美國等能源消費主要大國，在全球各地區對資源的競逐產生供需調

節，各種因素導致全球隨時面臨來自供應國與消費大國間，對於能源需求調整而

產生的影響。因石油競爭造成供需失衡的狀況，將會對國家運作與發展產生衝

擊，當國家的經濟能力與發展受到因石油安全的限制時，石油資源的安全也將成

為對國家安全威脅的主要挑戰。2 

1990年代初期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引發蘇聯帝國的崩潰，而在那些從共產

國家轉變為民主的國家中，可以發現越到後期加入民主化的國家通常都是因為經

1 Samuel P. Huntington, 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年 9

月)，頁 20-21。 
2 翁明賢，《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台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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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結構上出現嚴重的問題，造成執政者無法有效透過政治手段控制、管理人民，

而形成的政權轉變更迭。相對於此，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現況，必需透過龐大資

源的供應維持，倘若無法獲得所需資源的提供，將可能危及經濟的發展，進而影

響政權的穩定。 

2012年因為網路民主思潮的影響，出現另一種形式的民主化運動，而多數都

發生在威權領導的國家，且多為石油生產國，由於人民要求自由與民主的聲音越

來越激烈，透過網路的串連與網路的無界限特性，使得這種渴望自由的訴求蔓

延，並且造成突尼西亞、利比亞、埃及等國家的體制轉為民主化或使執政黨的下

臺，其中非洲的埃及與利比亞執政者都已經遭到推翻的命運。有人將這場革命稱

為「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而茉莉花革命也成為一種民主化的指

標，隨著民主浪潮的蔓延，對一黨專政的中國與部分中東產油的極權國家來說，

都可能對其執政的正當性與延續產生威脅。 

本論文參考相關全球化書籍的論點，對全球資源運用上所形成影響的議題進

行分析與整理，經由中、美在國際間政治、經濟與軍事等方面的競爭及合作關係，

並對石油影響國際秩序的因素，提供從全球化特性的思考方向，不同於一般僅以

軍事思考為主，希望從中立、民主、新現實主義的角度，獲得對國際政治的不同

面向與更全面性對資源安全的觀點。 

探討石油安全戰略，應先對「戰略」加以討論，古今中外都把戰略（strategy）

這個名詞做為人類生活中的社交指導，由於人類是群居性的動物，群居活動就有

社交活動與互動關係產生，在這樣的過程中即會出現「合作（cooperation）與

衝突（conflict）」的現象。集合眾人的力量達成同一目標即為合作，但在合作

的群體中免不了持有不同意見的另一群人，此時就會出現「爭執」。通常爭執若

無法順利化解即會形成「衝突」，而衝突常會演變成為集體的「鬥爭」，最後的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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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為爭鬥或戰爭。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曾指出，戰爭是政治用

另一種手段的延續。3為了獲得最佳利益，就會透過各種手段去獲得更好的結果，

「戰略」概念即產生於「戰爭」的實際活動過程中，古今中外戰略常用於軍事領

域上作為專用的術語。 

戰略學家鈕先鐘在《西方戰略思想史》中提到，「戰略」一詞在英文中為

strategy，源於希臘語 stratos，其原意是「軍隊」，之後衍生出 strategos，意

指將軍或領袖。另外 strategama一字，譯成英文為 strategems其意為戰爭中的

詭計（ruses de guerre），換言之就是孫子所謂的「詭道」或「謀略」。
4克勞塞

維茲（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在《戰爭論》（On War）中對戰

略的定義如下：「一種使用會戰為手段，以獲得戰爭目的的藝術。戰略形成戰爭

計畫，對於構成戰爭的每一個戰役，劃出其理想中的路線，並且管制著每一個戰

役中的會戰」5，然而這樣的解釋對於現代人而言，僅把戰略作為戰爭的指導，略

顯狹隘。 

戰略演變到今日，隨著科技的發展，全球化的蔓延，戰略已經成為各種領域

的一種指導方向，現代所稱的戰略涉及範圍日趨擴大，甚至在國家與國際間「大

戰略」、「國家戰略」等各種層次的範疇，均被賦予戰略的含意。因此戰略不僅僅

只是戰爭的指導，戰略一詞已成為一種「概念」，廣泛運用於各種領域，諸如政

治戰略、地緣戰略、經濟戰略、科技戰略、外交戰略、安全戰略、資源戰略等。 

英國的李德哈特（B. H. Liddell-Hart）認為，戰略是專屬於軍事領域或稱

為「純粹」（pure）戰略，而把軍事領域以外的戰略稱為「大戰略」（grand strategy）

或稱為「高級」（higher）戰略。而根據李德哈特的戰略論一書中對於「大戰略」、

3 Clausewitz, Karl von, 鈕先鐘譯，《戰爭論精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8 月），頁 255。 
4 鈕先鐘，《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14-15。 
5 B. H. Liddell Hart, 鈕先鐘譯，《戰略論：間接戰略》（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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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戰略」的看法如下：6 

一、 大戰略是協調與指導一個國家或多個國家的一切力量，使其達到戰爭的政治

目的，必須由基本政策考量發展國家的人力精神、意志、軍事與工業、國力

和經濟資源，以維持作戰的力量，並透過外交與商業力量，聯合使用各種不

同的手段，迫使敵人屈服的過程。 

二、 國家戰略為建立國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條件的藝術，提供在爭取國家目

標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的手段。國力要素即政治、經濟、

心理與軍事。國家戰略即在建立、發展與統合運用上述綜合國力，以達成國

家目標，確保國家利益。簡言之，國家戰略即是政治戰略、經濟戰略、心理

戰略與軍事戰略的綜合體。 

現代戰略由於武器裝備性能的大幅提昇，戰場範圍由陸地急速向海洋、空中

發展，並且因科技的發展，人類已經充分掌握地球的地理環境因素，「地緣戰略」

（Geostrategy）已是現代國際關係中不可忽視的因素。簡單的說「地緣戰略」

即是透過在戰略的概念上賦予地理的精神，「地緣戰略」是現代國家在國家戰略

中制訂內政、外交政策的基礎，更是制定政、經、軍、心及外交戰略不可或缺的

一個重要關鍵。 

然而地緣戰略學也是個具高度爭議性的學科，因為其主要論述來自軍事學者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地理學者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國

際關係學者史派克曼（Nicholas John Sypkman）等人，由於各家學者都有其不

同的概念，加上地緣戰略與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或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性質相近，因此容易遭到曲解。而目前較為受到普遍接受的論點是

由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提出的界定，他認為地緣戰略是「對

6 鈕先鐘，《西方戰略思想史》，頁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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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利益作戰略上的掌握」。7
 

雖然各種有關地緣戰略的論述，都有其立論基礎，而地緣戰略從多位學者的

研究，依性質大致可分為陸權（land power）、海權（sea power）及空權（air power）

等三種。
8而其主要的論述代表人物以馬漢、麥金德以及杜黑為主，都是以地理因

素結合國際政治運作，所形成的觀點，而其主要學說及主要代表論點整理如下： 

表 1- 2：地緣戰略主要學說論點 

地緣戰略主要學說論點 

代表人物 論述重點 本論文觀點 

海權論 
馬漢 

（Alfred Thayer 
Marhan） 

於 1890 年發表
「海權論」 

海權論影響世界最為深遠。馬漢認為，
「海上力量對一個國家的發展、繁榮與
安全至為重要」。任何一個國家或聯盟其
力量若足以控制公海，就能控制世界財
富，從而統治世界。富有進取性的國家
必須依靠海運獲得海外原料、市場與基
地，一國要想成為世界強權，須能在海
上自由行動，必要時能阻止海上自由貿
易競爭。一旦控制了海洋就可以支配陸
地，進一步說，只要控制重要的航道與
海上的地形要點，即可封鎖並支配陸地。 

英國曾是日不落國，運用其強大的艦
隊在全球建立殖民地。因此依據海權
論啟發，若建立一支在國內、外擁有
作戰基地，並有龐大商船隊作為輔
助，裝備精良且訓練有素的海軍是必
要的。一個國家要取得海上強權的地
位，必須擁有「地理位置、地形結構、
疆域大小、從事海上事業的人口、民
族性格、政府決心」等六項條件，而
美國海軍即實現以上目標，成為海上
的強權國家。 

空權論 
杜黑（Giulio 

Douhat）於 1921
年發表「制空論」 

1909 年杜黑，雖然曾被視為精神異常遭
到隔離，但透過其銳利的軍事眼光，即
已預見飛機將主宰未來戰場。認為飛機
將會帶來軍事戰略革命，因為使用空權
可以直接毀滅敵國的心臟，而不需要再
依照傳統的戰略觀念，在地面以及海上
進行長時間的艱苦戰鬥，若能獲得制空
權，即能確保我方的優勢作為。 

現代戰爭均透過空軍運輸投射武
力，另外在 1991 年波斯灣「沙漠風
暴」、2003 年波斯灣第二次戰爭期
間，美軍均藉由空中優勢轟炸獲得勝
利。近年來中國、北韓、印度紛紛積
極發展太空科技，均顯示空權論是現
代各國的發展重點。 

陸權論 
麥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於

1904 年發表大陸
心臟地帶論 

麥金德認為歐、亞、非三洲是世界「心
臟地帶」（Heartland），包括波羅地海、
多瑙河中下游、黑海、小亞細亞、波斯
灣、西藏與蒙古等地區之所在，居於這
個世界島的中央，是地理上無與倫比的
最大天然堡壘，終於會發展成為一個獨

立而巨大的經濟世界和政治帝國。 

誰掌握了世界島，即可控制全世界，
英、法在十九世紀即在中東地區經
營，在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強權取代
英法在中東的地位，從石油危機後，
美軍勢力長期駐紮此地區，也成就美
國成為世界強權，間接驗證此一理
論。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整理，自行繪製。 

1890年馬漢發表「海上力量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年」（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馬漢所提出「海上力量對一個國家的發

展、繁榮與安全至為重要。任何一個國家或聯盟其力量若足以控制公海，就能控

7
 Zbigniew Brzezinski,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2。 
8 鈕先鐘，《西方戰略思想史》，頁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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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世界財富，從而統治世界。」海權論的觀點，深深影響美國的戰略思維。由於

馬漢從全球地緣角度進行國家對外戰略的研究，透過分析海洋戰略的發展歷史，

特別是號稱日不落國的英國在全球的發展歷程，綜合研究所得到的結論，馬漢認

為：「美國必須控制海洋，特別是戰略上重要的海上航道，這樣做對保持大國地

位是決定性的」。他提出「建立一支具有機動作戰能力的龐大海軍，並在國外擁

有足夠的補給基地，具有堅固的海洋防禦體系，以便確保美國的生存」。
9馬漢的

建議及觀點獲得美國的採用，並在美軍的全球佈局中貫徹至今。美國運用強大的

軍事及政治力量不僅控制全球海域，同時美軍在全球更透過強大的兩棲作戰能力

掌控海岸，進而將其勢力深入內地發揮政治影響力。
10 

 
圖 1- 1：美軍主要運輸航道示意圖 

資料來源：圖轉用自 Google Earth，並依研究資料內容自行繪製。 

美國地緣戰略佈局是以歐、亞、非交接地帶的中東地區為中心，此區也是世

界石油的主要蘊藏地帶，中東地區石油佔有全球近半數的儲量，同時也是世界上

石油生產的主要地區。因此，如果能控制由中東地區外延伸的二條航道，同時也

是石油運輸的主要通道，即可控制全球的經濟命脈：「石油」。此二航道其一是由

9 李明正等，《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5 月)，頁 157-158。 
10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大國政治》（台北：立緒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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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灣經可倫坡、麻六甲海峽、關島、夏威夷到美國的太平洋航道路，其二是由

波斯灣經紅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道(見圖 1-1)。美國認為若能有效掌握此二

航道，對於美國的石油安全將可獲得更為穩定的石油供應保證。 

基於海權論的觀點，海上力量對國家安全與發展形成關鍵的因素。中國在

1840年和 1854年的鴉片戰爭，以及其後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造成國

家分裂(割讓土地)與被殖民，都是因為海上力量的薄弱，使中國海軍遭到敵國重

創。雖然馬漢的海權論是指控制海洋的能力，但是中國傳統的海權概念是指具備

與海上權力配合的海上力量。
11同時海上的力量具有提供對來犯的敵人阻絕的能

力，以確保陸上領土安全的保證。 

 

圖 1- 2：世界島示意圖 

資料來源：圖轉用自 Google Earth，並依研究資料內容自行繪製。 

1904年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發表「大陸心臟地

帶論」，他認為海權時代已經過去，未來將是陸權的時代，歐亞非三洲可視為一

個完整的陸地，也就是「世界島」，而重心就是在世界的「心臟地帶」，心臟地帶

則是指東歐、中亞、波斯灣、蒙古等地區，由於地理條件提供天然的屏障，因此，

11 Ryan Clarke, 陳清鎮譯，《中共海軍與能源安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 年 1 月），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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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是世界的中心堡壘，終會發展成獨立而巨大的經濟體，而令海權國家無可奈

何。陸權論的主要論點簡單的說就是：只要控制心臟地帶，就可掌握世界島的中

心，進而掌握全世界。
12而世界島的中心概略就是中東與中亞地區(見圖 1-2)，本

理論間接促使 19世紀時，德國發動對蘇聯的侵略戰爭，而蘇聯也在東歐以及阿

富汗積極推展其勢力。13同一理論加上豐富的石油資源也顯示中東的重要戰略地

位，因此，近年來中美兩國同時在中東投入大量資源，積極介入地區事務運作。 

美國以海權論及陸權論觀點，作為建立全球戰略的基礎，並成為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的國際強權；隨著中國政經力量崛起，已成為具備挑戰美國地位能力的地

區大國，中國屬於傳統陸地國家，而其國家戰略近年來有朝向海洋發展的趨勢。

中美兩國為爭取全球霸權地位，積極在國際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各種領域進行各

種競爭與合作，尤其對中東地區主要產油國，不約而同都以維護石油供應安全，

確保國家持續發展的需求為基礎，進行各種的競爭與合作關係，都是源自於地緣

戰略的考量。而兩國的相關作為，也間接驗證海權論及陸權論觀點，而中東等主

要石油產區即成為中美主要的競爭舞台。 

根據魏艾、林長青所著《中國石油外交策略探索：兼論安全複合體系之理論

與實際》一書，對石油安全的定義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兼顧政治及經濟等

各種利益前提下，維持石油供應數量與價格的穩定，從而避免石油短缺或價格突

發上漲所導致的經濟停滯與國家利益損害。」
14 

依據經濟合作發展暨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的定義，自然資源包括礦物、燃料、土壤與水資源及生

物資源等。這些自然資源中多數會隨著消費量的增加而耗竭，例如天然氣、石油

12 孔令晟，《大戰略通論：理論體系和實際作為》(台北：好聯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406。 
13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46。 
14 魏艾、林長青，《中國石油外交策略探索：兼論安全複合體系之理論與實際》（揚智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08 年 9 月），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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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獲得天然資源供應的保證，已成為各國重要的國家目標。15國家必須依

賴資源作為生存發展的驅動力，然而當資源匱乏時往往產生嚴重的後果。其中特

別是戰略性資源，如能源、稀有金屬和糧食等，從現代國家經濟安全觀點來說，

戰略性資源的穩定供應和安全，是每一個國家必須嚴正看待的關鍵因素。 

現代戰略主要都是圍繞在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這兩個因素上所制訂的戰略

規劃，影響國家的發展因素中，以經濟利益最為重要，關係到現代國家的命脈和

社會穩定，國力的富強必須依賴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穩定，因此國家安全與經濟發

展是一體兩面的問題。石油是每個國家賴以生存的必要物資，石油的供需穩定攸

關經濟的發展，任何國家因為石油受制將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更可能因此引發

成為影響國家安全層級的問題，經濟問題若能獲得保證，人民與社會就能穩定，

國力自然得以提昇。 

對仰賴資源進口的國家來說，維護穩定的資源供應是必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為避免因天然災害或人為因素等緊急狀態或戰時遭到敵國封鎖，使國家所需的資

源供應遭到限制，進而出現民生物資缺乏或戰略物資短缺，導致物價劇烈變化，

影響經濟安全，將造成民生問題危急政治安定，更可能使國家從內部瓦解而危害

國家安全。為使國家能夠長治久安，保持國家經濟持續成長，國家必須制定並積

極採取各種作為，以應對來自各種不同面向的挑戰，尤其是對於各種重要戰略資

源的獲得，更是國家生存與永續發展的關鍵。各國無不積極對外尋求穩定的資源

供應保證；對內也同時透過國家機制控管與調節各種相關資源的安全存量，其中

以能源（主要是石油）、礦物資源（主要是稀有金屬）及糧食為主要的管制目標。 

戰略資源包括礦產資源（能源資源、金屬資源、非金屬資源）和糧食資源等，

均提供國家經濟發展與民生使用所需，其中能源是最重要的礦產資源，主要指石

15 蘇鵬元，〈自然資源不只有石油、天然氣〉，《商業週刊》，(2009 年 11 月 9 日)，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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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煤炭及天然氣。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2012年世界能源

統計年鑑（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統計，2011

年各項能源資源分別佔世界一次能源消費中，戰略資源的石油佔有 33.1％、煤炭

30.3％、天然氣 23.3％，可見石油是能源安全的核心，是世界各國能源戰略的重

要部分，同時也是各國賴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長期以來石油是軍事、民用

與航空等高技術行業難以替代的主要燃料來源，直接影響國民生計與國家安全。

有關資源安全相關文獻如下： 

表 1- 3：資源安全相關文獻評析表 

文 獻 評 析 表 
文獻、作者、出處 文獻重點 本論文觀點 

Richard H. K. Victor, 
李隆生、張逸安譯，《國
家競爭力》(台北：聯
經出版社，2007 年 7
月) 

本書提供經由全球化整合的思維，探討各
國為了維持人民生存與國家發展，在國際
資源問題上正競相追求資源安全保證。以
中國和美國這二個國家為例，為滿足國內
的石油安全需求，提供所需資源無虞，採
積極對外開發的手段，試圖對國際間石油
資源掌握與佔有，進而形成強國寡佔的局
面；而相對較小的國家例如我國，因天然
資源的缺乏與外交限制，尤其必須在大國
掌握資源的情勢下，仰賴進口包含石油在
內的各種所需資源，各國如何在國際現實
的情況下，採最有效的石油安全戰略及資
源運用，以有效提供經濟的發展與尋求資
源安全的保證，是目前亟需面對的問題。 

人口的暴增對資源的需求更加迫
切，成為關係國民生計與國家安
全的重大課題，引發世界對資源
的問題的重視，在尋求資源安全
的前提下，各國透過建立糧食、
水源、能源、資源等議題的安全
性原則，在全球同步競逐，在人
口的因素下，中國與印度都是世
界人口大國，未來也將是資源消
費主要地區。本書提供的這些因
素與觀點，都是本論文在撰寫對
我國所面對資源仰賴進口的狀況
與遭受國際情勢影響的關係時，
所要加以考慮的重要因素。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
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
編著，《國家競爭力》
(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5 年 8 月) 

資源戰略，尤其是礦產資源具有不可再生
的特性。一國經濟、社會和國防建設都不
可或缺。資源安全不僅關係到國家經濟安
全，而且涉及政治和軍事安全。因此，資
源安全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國
家安全政治、軍事和經濟安全的核心。戰
略資源包括礦產資源（能源資源、金屬資
源、非金屬資源）和糧食資源等其中能源
是最重要的礦產資源。「石油戰略，尤其
是礦產資源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一國經
濟、社會和國防建設都不可或缺。」本書
印證中東地區的產油國家，因其擁有豐富
的石油資源，卻因擁有的資源引起中東地
區的不安全狀態。 

因為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影響，
如戰爭與衝突，資源產出國與資
源消費國間的關係也會因利益因
素而惡化，形成資源產出國家的
局勢動盪，再加上國際間對資源
商品的惡意炒作所形成的價格波
動、需求旺盛、供需失衡等問題。
另外因為地區安全因素，如恐怖
主義、運輸安全等都形成資源安
全的風險，在上列這些問題中提
供要如何維持國家經濟與社會發
展所需的資源安全問題，本書提
供本論文對能源、糧食、稀有金
屬等各種相關資源的基本數據。 

Daniel Yergin, 艾平等
譯，《石油大博奕：追
求石油、金錢與權力的
鬥爭》(北京：中信出
版社，2008 年 9 月) 

《石油大博奕》詳細介紹與石油有關的問
題，歷次戰爭的啟發，使世界各國體認，
石油是經濟發展的血液，也是全世界各國
追求發展的首要戰略問題，尤其在全球化
的時代，誰能掌握石油就能主窄世界、控
制對手。石油提供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動
力，但也是造成世界強權與地緣政治錯綜
複雜的關鍵，引發全球紛亂的主要因素。 

作者認為財富與權力的鬥爭都圍
繞在石油的周圍，掌握石油資源
就可支配戰爭的結果，石油不僅
造成世界的紛爭，更是影響全球
安全的指標。透過歷次與石油相
關的國際衝突與危機分析，提供
本論文對石油戰略、石油議題相
關豐富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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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L. Friedman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
(台北：天下文化，2008
年 10 月 1 日) 

作者認為 1776 年美國獨立戰爭成功後，
美國成為自由、民主、均富的夢幻代表。
全球化的影響，經濟發展迅速，許多開發
中國家經濟情況改善後，提高生活的品
質。許多的國家以美國作為生活的學習目
標，因此「美國夢」成為各國努力實現的
夢想，然而作者有另一種看法，他認為「美
國夢」已經不是一個夢，從卡達的杜哈到
中國的大連，從印度的加爾各答、摩洛哥
的卡薩布蘭加到埃及的開羅，幾乎所有人
都達成「美國夢」，不分膚色種族的「美
國人」，都居住在美式居家空間、購買美
式高耗油轎車、吃美式速食、製造出等同
驚人的垃圾、消耗大量的資源，間接影響
國際間資源的分配並形成地球的環境安
全議題。 

本書就人類無盡消耗能源所造成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現象，
以「熱」的全球暖化議題，「平」
探討新興國家崛起後，隨之而來
的能源危機，「擠」探討人口爆炸
議題，這三個主軸進行鋪陳。工
業革命之後的能源動力取代人
力、馬力、水力，由於大量存在
於地底的資源不論煤、石油、天
然氣，不斷造成環境的污染與危
害，在感受不到的能源消耗中，
使溫室效應逐日惡化，並因此導
致更多的天然災害，因此突顯各
國在能源使用上的重要改革方
向，有關於石油以外的能源同樣
必須加以關注。 

Daniel Yergin, 薛絢譯
《石油世紀》(台北：
時報出版，1991 年 10
月 2 日) 

石油世紀是一本重要的參考書籍，作者從
19 世紀後半葉石油經過開發成為一項工
業後，從初期取代動植物油帶給世界光明
與熱力的功能，隨著科技的發展到 20 世
紀已在人類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各
方面，佔有重要地位。石油成為世界發展
的重要關鍵，也成為人類近代戰爭與紛擾
的主要因素。從美國歷史上因石油而創造
的石油集團，影響全球的經濟發展，而因
石油的爭奪在主要石油產區所發生的爭
奪與戰爭，都顯示石油在人類史上重要的
程度。 

石油是世界各國能源戰略的重要
部分，同時也是各國賴以實現可
持續發展的關鍵。經濟的發展和
競爭多數轉換成國際的政治衝
突，石油與天然氣是推動經濟發
展的動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佔
有極高的因素，能否確保石油與
天然氣供應的正常，影響著經濟
發展與國家安全。本書提供本研
究對於石油的發展進程，尤其對
提供美國石油安全戰略制訂的各
種背景因素參考，惟本書較為欠
缺探討中國因素。 

Toby Shelley,《石油紛
爭地圖》(台北：晨星
出版社，2006 年 5 月
10 日) 

本書指出石油是近代人類紛爭的開端，引
爆世界經濟與政治動盪，並透過全球能源
佈局與地緣政治的演變與趨勢，證明從第
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的安全都圍繞在
石油資源的議題上，直接影響國際政治、
經濟、軍事與外交鬥爭。中國為世界第二
大的石油消費國，將成為世界主要石油的
爭奪者，形成石油的「中國威脅論」。根
據專家的預測 2030 年時石油的需求量將
是現在的二倍，為了確保石油穩定的供
應，石油已成為各國重要的國安課題。 

中國因經濟的起飛對石油產生的
需求，所造成地緣政治與經濟問
題，藉由全球石油資源爭奪的過
程中，探討中國所造成地緣政治
的影響，中國的地位提昇，也間
接確立中國石油向外走的戰略意
涵，然而對美國而言，中國的崛
起將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
位，因此中美競合的情況不可避
免，將會透過能源議題的競爭與
合作進而影響世界局勢與安全。 

魏艾、林長青，《中國
石油外交策略探索：兼
論安全複合體系之理
論與實際》(台北：揚
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2008 年 9 月) 

本書提供中國在石油安全上，為確保獲得
全球石油供應可能，所採取外交策略進行
探討，本書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
經濟與軍事實力已構成對歐美國家掌控
地緣優勢的挑戰，中國成為亞大地區的區
域強權，近年來中國成功主導亞太地區的
經濟與軍事的議題。從上海合作組織、六
方會談、APEC 等等國際會議場合，中國
的意見與作為已經成為各方關注與注目
的焦點。本書從中國追求國家發展的整體
戰略，以國際地緣政治的層次，觀察分析
中國如何因應產油國因政治風險及石油
運輸路線所面的各種挑戰下所策定的外
交策略，另在現實環境下如何與美國、日
本及俄羅斯採取既競爭又合作的作法，提
出在外交政策上的觀點。 

近年來中國透過外交與能源政策
以務實的手段，透過經濟援助、
商業併購、貿易等手段溫和的獲
取所需資源，不像美國採取以軍
事手段為主，相較之下中國所採
用的手段不僅使中國的國際地位
提高，更使中國在維護石油安全
所採取的戰略下，更顯溫和與親
善，大大減低世界各國對「中國
威脅論的疑慮」。本書分析中國在
石油外交策略上所採取的手段，
可以提供本論文在中國資源戰略
策定，重要的依據與觀點，並提
供對中國在維護石油安全的戰略
上，除了「國家安全」觀點以外
有關「外交策略」的寶貴參考。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整理，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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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國實施一胎化政策，即是希望透過各種的管制手段，降低因人口增

加所帶來的資源問題。一胎化政策一度使中國人口成長率在 20世紀末降到 0.9

％，然而 2000年後，一胎化的政策經過修正，人口呈現快速成長，根據中國國

家統計局 2011年 4月 28日的數據統計，2010年中國的登記人口達到 13.3億人

口，更預估將在 2020 年達到 15億人口。
16遽增的人口將對有限的資源產生挑戰，

未來可能造成對糧食、能源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將會面臨因人口帶來的資源匱

乏問題。 

人口暴增造成對資源的需求更加迫切，成為關係國民生計與國家安全的重大

課題，引發世界對資源問題的重視，在尋求資源安全的前提下，各國依據各自建

立糧食、水源、能源等資源議題的安全性原則，在全球同步競逐。
17現在 70億人

口在 2045年將達到 90億以上。18因為資源有限，在無法增加資源的前提下，現

有的資源儲量，將不足以供應未來暴增的人口所產生的需求，因此資源安全將是

全球必須共同面對的難題。 

為獲取石油安全的保證，石油成為 20世紀以來所有重大政治、經濟競爭中

勝負的決定力量、國際間搶奪的戰略物資。在近代歷史中，石油多次成為地區紛

爭與國際間戰爭的關鍵。工業革命後，大量的機械取代傳統動力，更在內燃機發

明後，使石油成為主要動力的來源。石油不分戰時與平時都成為兼負著興邦與毀

國的重要因素，經濟的發展與國家安全都維繫於石油的穩定供應。現代戰爭與石

油關係密切，任何一場現代紛爭都看得到石油因素參雜其中。 

隨著全球化帶動經濟的持續發展，使得世界各主要國家對於石油的需求日益

龐大，根據 BP發表的《2030全球能源展望》顯示，中東仍將是未來主要石油生

16 中國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官方網站，「2011 年世界人口日大會-70 億人的世界」，

http://www.chinapop.gov.cn/wszb/2011nsjrkr/，瀏覽日期 2012 年 6 月 2 日。 
17 Richard H. K. Victor，《國家競爭力》（台北：聯經出版社，2007 年），頁 83。 
18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人口與發展委員會，《世界人口趨勢第四十二屆會議報告》(2009 年 3

月 30 日），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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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區(見圖 1-3)。拜科技與全球化之賜，快速的開發與工業化，帶動全球經濟發

持續發展，同時也帶動日漸龐大的能源需求。能源在供需調節的過程中，雖然可

以間接刺激與活絡消費市場，但在資源有限且生產與運輸受到控制的狀況下，全

球資源仍產生許多供應不足與爭奪的現象，因而造成衝突與不安。再加上來自人

口暴增提升對資源的需求因素，將持續對全球的資源與日後世界的安定局勢投下

更多變數，在目前仍無法尋求替代方案的狀況下，更凸顯能源需求日增與資源逐

漸耗竭的現象，都將使世界局勢與經濟發展的挑戰更加嚴峻。 

 
圖 1- 3：2030 全球能源展望趨勢圖 

資料來源：BP Energy Outlook 2030: January 2012. 

當一個國家對石油消耗無法自足而越趨於仰賴進口時，對國際局勢影響石油

供應數量與價格波動的承受能力就越低，更容易面臨經濟發展與軍事安全的衝

擊，影響所及也包含商業投資、工業發展、民生需求等經濟層面，更可能造成失

業率增加及軍事安全難以維持，而威脅國家安全。做為石油進口國，面臨石油安

全的威脅因素就包括與輸出國的雙邊關係穩固與否、供應國所在區域的政治穩定

度，甚至是石油運輸途徑風險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動等因素。19有關石油安全

的感受都會左右國家的發展與人民的生活，因此確保石油安全免於遭到外界干擾

19 魏艾、林長青，前揭書，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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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危及國家安全，即成為各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 

2010年我國人口僅佔全球 0.33％，GDP佔全球比例為 0.685％，我國的產業

發展快速，同時也大幅增加對能源的依賴。
20由於我國資源長期仰賴進口，因此

世界局勢的變動，往往牽動我國的政治與經濟神經，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所提供「我

國 2010年能源安全度及能源消費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顯示，因為 19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造成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間接降低後續數年能源消

費的需求；2008年的國際金融風暴再度打擊我國的經濟成長，更造成 2009年的

能源消費出現負成長，隨著 2010年經濟逐漸復甦的同時，同步提升對石油的需

求量，因此我國能源需求隨時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而改變(見圖 1-4)。在中國的

政經力量崛起後，除了對美國形成威脅外，中國經濟對我國的影響更是全面性

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都將因中國的政經力量受到連動。 

 

圖 1- 4：2010 我國能源安全度及能源消費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20 經濟部能源局，《2012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台北：經濟部能源局，2012 年 5 月），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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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是由人民組成，人民的恐懼與安全感受都是影響「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重要因素。「國家安全」可以區分成「國家」（national state）與

「安全」（security）二個不同的名詞。普遍的概念認為國家是由人民（people）、

土地（territory）、政府（government）以及主權（sovereignty）等四要素組

成的團體，是具有權限的排他性（exclusivist）、自律性（autonomy）與完整性

（plenitude）的國際法人。
21而安全是指人類容易害怕因為環境的劇變或應有的

權益遭到威脅，或對未來的不確定恐懼及對生存條件的感受，尤其對生命與財產

威脅都是因安全需求所產生最直接的影響。而安全的定義長期以來都是受到廣泛

運用也是極具爭議的概念，並非只是簡單的維持生存概念。《國家安全與戰略關

係》一書的作者陳福成認為「安全是人類生存的基本前提，是一種因建立與維持

防範措施而生的狀況，藉以確保免受敵人侵害行動或影響之妨害。」22 

因此「國家」與「安全」所結合的「國家安全」簡單來說就是指：「以國家

為主體的安全，透過整合經濟、軍事、政治、文化與外交等各種手段，達到維護

領土、主權、人民生活等內外的環境因素的完整與政治上的獨立自主，不受任何

外來軍事勢力威脅國家安全的手段，確保國家的持續存在，使國民免於憂慮、免

於恐懼與免於匱乏。」戰略學家鈕先鐘先生認為，國家安全是國家利益受到威脅

時，對抗各種威脅所採取的措施。23國家安全也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最高利益

和目標。 

安全議題就像許多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一樣，無法用「質變」或「量變」的

科學實驗加以驗證，只能透過歷史事件及經驗的累積加以分析歸納，或對過去的

文獻加以檢視及探究。本論文關於石油與國家安全議題也透過相關「國家安全」

21 陳治世，《國際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 9 月），頁 546。 
22 陳福成，《國家安全與戰略關係》（台北：時英出版社，2000 年），頁 12-15。 
23 陳福成，前揭書，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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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議題的著作，作為論文寫作的支撐，主要參考文獻表列如下：  

表 1- 4：石油與國家安全相關文獻評析表 

文 獻 評 析 表 

文獻、作者、出處 文獻重點 本論文觀點 

翁明賢，《全球化
時代的國家安全》
(台北：創世文化
事業出版社，2003

年) 

1979 年中國採取改革開放後，發現自建
政後所採取封閉的政策，已造成中國在
「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嚴重的國家
安全問題，影響之深遠，擴及經濟、民
生、軍事、政治等各領域，因此中國採
取積極與開放的策略，在全球化時代的
起端大力發展經濟，並且獲得全世界的
關注，甚至形成西方社會所稱的「中國
威脅論」，透過此一論點，全世界在意識
形態上，多採謹慎與保守的看法對待中
國，同時，由於韜光養晦的政策與「中
國威脅論」的觀點上，也影響中國對外
的戰略思維。 

雖然經濟全球化帶給世界各國發展的
利基，卻也造成開發中的國家新的安全
威脅，我國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一度成
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然而在中國的政經
力量崛起後，除了對世界的超強國家美
國形成威脅外，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更是
全面性的壓力。透過全球化時代所帶來
的正、負面影響，當國家的經濟能力、
管轄力量受到嚴重侵蝕，國內事務受到
跨國力量的影響也日益加深，我國在全
球化下的安全格局中，政治、經濟、文
化與軍事等方面如何發展，本書提供從
國家安全角度的全方位觀點。 

宋健坤，《資源空
間論》(北京：軍
事科學出版社，
2009年 11月 1日) 

全球化的效應使國際在全球資源問題上
形成遭國際強權壟斷的局面，忽略多數
未開發中國家的生存需求，壓縮到亟需
資源來推動國家發展的未開發中國家權
利，因而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國
家安全，更造成嚴重的惡性循環。而所
謂的資源空間論，作者認為：資源是空
間存在前提，沒有資源的支撐，空間的
存在就不具任何意義，而沒有空間的支
撐，資源也不具任何意義，中國在經濟
高度發展的前提下，現有的資源已無法
提供未來所需，對中國的生存空間已產
生威脅。 

全球化整合的思維下，各國為了維持人
民生存與國家發展，在國際資源問題上
正競相追求資源安全保證，到處可以見
國家間競爭。中國和美國為了滿足國內
的需求，提供所需資源無虞，採積極對
外開發的手段，試圖對國際間資源掌握
與佔有，進而形成強國寡佔的局面；而
相對較小的國家例如我國，因天然資源
的缺乏與外交限制，必須在大國掌握資
源的情勢下，仰賴進口各種所需資源，
試圖在國際現實的情況下，採最有效的
運用資源戰略，以有效提供經濟的發展
與尋求資源安全的保證。 

中國上海社會科
學院世界經濟與
政治研究院彙
編，《能源政治與
世界經濟新走向》
(上海：時事出版
社，2010 年 11 月
1 日) 

當中彙集近期中國學者對國際能源政治
問題的看法，其中王震「當前國際能源
格局對中國的影響及其應對」，提到中國
的經濟發展，相對能源對外的依存度不
斷上升，因此國際間資源環境對中國的
經濟與社會發展影響也與日俱增，在這
樣的狀況下，中國必須在地緣政治的競
爭與各國對中國因經濟崛起引發「中國
威脅論」的議題所構築的安全防線上，
採取「走出去」的戰略。 

中國資源「走出去」戰略的方向多是存
在風險較高的地區，在如此高風險的資
源安全上，中國採取加快石油戰略儲備
與陸路管道，並透過節能、開發新能
源、環境保護的手段，建構其安全的資
源戰略，本書對中國在資源議題上所採
取的資源安全思維，提出從經濟發展的
角度探討在複雜的國際情勢下對中國
的資源戰略的影響及如何應對的建議。 

錢學文，《中東、
裡海油氣與中國
能源安全戰略》
(北京：時事出版
社，2007 年 11 月
1 日) 

本書引用 2001 年中國前外交部長唐家璇
的話點出：今後中國的外交將是石油外
交，從石油供應的安全角度和能源來源
的多元化考慮，參與開發、利用石油，
並列入中國的重點戰略目標。探討中國
石油安全戰略，希望透過與中亞地區國
家在石油安全上的區域合作，尤其是與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間的能源合作，獲
得更有保證的石油供給。 

石油戰略包括石油資源開發、投資運
作、儲運經銷、先進技術引進和運用等
作為，另外對石油資源的合理利用、石
油經濟可持續發展、能源結構調整與優
化，屬於石油戰略範疇。本論文探討中
美的國際競爭與合作關係，因此雙方的
石油政策、國際競爭與尋求雙贏的開發
及合作等石油管理戰略石油都必須加
以蒐集深入剖析。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整理，自行繪製。 

以往的國際體系是一個弱肉強食，誰也管不了誰的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在無

政府狀態下，一些國家透過發動戰爭或以戰爭手段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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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略或受威脅的國家爲了自身的安全又不得不擴大、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於

是形成了以軍事爲中心的傳統安全觀。24這種以軍事爲中心的傳統安全觀在冷戰

時期表現得最充分。以美國爲首的北約集團和前蘇聯爲首的華約集團，憑藉強大

的軍事力量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曾使全球處於嚴重的對立和衝突之中。 

過去以傳統軍事爲中心的安全觀曾對全球産生嚴重的傷害。由於部分國家將

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別人不安全的基礎上，因而導致安全與不安全的惡性循環在國

際間蔓延，引發多次衝突與戰爭，其中以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文明的

傷害最大。戰後在美蘇兩大軍事集團對立及後來引發的軍備競賽結果，曾使核子

武器的生產與製造，遠遠超過冷戰時期東西對抗的實際需要。冷戰的東西對峙，

卻也使全球冷靜思考，對於負面的競爭其利益遠低於合作的報酬率。因此在全球

化時代對國際秩序而言，在普遍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下，已經改變傳統以軍事爲

中心的安全觀，轉變為以全方位發展爲中心的綜合安全觀。 

國家存在的目的在保證人民的生存安全與經濟發展，為了達成此目的，國家

必須提出一種有效方法來使政府有所依據、人民可以信賴。
25換言之，維護國家

安全是國家政策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政府的首要責任。有關「國家安全政策」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又稱「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其定義，國內外學者指陳甚廣，不勝枚舉，接近其意者應為學術界普

遍使用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一詞，日本則稱為「綜合安全保證戰略」。26

因此，「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的目的是指；提供手段

（means）、方式（ways）及目的（ends）等國力的要素取得全面平衡，以達成國

24 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戰略》（台北：時英出版社，2002 年），頁 93。 
25 C.E. Merriam（麥倫）認為國家的目的有五，包括安全、秩序、公道、福利和自由。馬起華，《政

治學精義》（中和：帕米爾書店，2002 年），上冊，頁 187-189。 
26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網站，「國家安全政策」，http://www.nsb.gov.tw/page04_09.htm，瀏覽日

期 2012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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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並且保護、維持與提升生活的方式。27依據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網站，

有關我國國家安全政策，具體而言是在維護下列利益：28 

（一）國家生存不受威脅。 

（二）國家領土完整，不受任何侵犯。 

（三）政治獨立和主權完整，維持政府運作和國家預算。 

（四）維持經濟制度及發展的正常。 

（五）確保國家傳統生活方式，不受外力干涉與控制。 

國家安全制度的存在價值應無戰時與平時之分，戰時或衝突對抗時期，則強

調對外軍事作戰與國家內部安全維護的優先性，平時或和平競爭時期，則重視拓

展貿易、研發科技與發展經濟層面的國家利益。面對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互動關

係的變化，經貿關係已取代軍事對抗與戰略安全議題，成為當前各國國家政策的

重點，區域性衝突「低強度衝突（如，恐怖主義活動、內戰、暴動、軍事鬥爭）」

漸趨頻繁而成為當前國際社會衝突的主要形式。
29而國家任務除持續提供軍事安

全面的需求外，更需注意全球經濟、環保、能源、糧食等問題的解決。30 

透過國家安全的探討，傳統的安全觀針對國家安全利益、國家間的安全關

係、世界秩序的性質、維護安全和實現和平的途徑等方面，透過用狹隘與單一的

國家安全利益來評量安全問題、以為世界秩序呈現無政府的「自然狀態」、強調

軍事安全是維護國家安全及對付外來的戰爭威脅與軍事入侵的手段、主張國與國

的安全關係是「零和」的關係，強調對手的安全就是自己的不安全等四點特徵作

為普遍傳統安全的定義。31 

隨著全球化效應的發展，「國家安全」的內涵不再侷限於軍事領域，而是擴

27 曹雄源，《戰略解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台北：五南出版社，2009 年 9 月），頁 13。 
28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網站，「國家安全的定義」，http://www.nsb.gov.tw/page04_09.htm，瀏覽

日期 2012 年 5 月 17 日。 
29 吳東林，前揭書，頁 180。 
30 曹雄源，前揭書，頁 250。 
31 朱陽明主編，《亞太安全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26-127。 

2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展到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環境等領域的安全。國家安全開始從生存層面向

發展爲中心的綜合安全概念轉變。以往靠武力佔領別國領土，掠奪別國資源來擴

大自己生存空間的作法，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已不可行；因為國際秩序的規範使

運用武力的代價越來越大而好處越來越小。然而面對來自外來或內部的威脅，舉

凡反恐、經濟、金融、能源、疾病、人口、資訊、國土保育乃至於族群、認同等

議題，都是目前世界各國所要面臨對國家安全的新挑戰(見圖 1-5)。
32 

 

圖 1- 5：國家安全戰略考量因素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國家負有保障人民安全的責任，國家透過政策推動與政府的施政，達到維護

國家發展與安全的目的，過程中包含政府施政的目標、方法、過程與結果都是貫

徹國家戰略。簡言之國家安全戰略是安邦定國之道，國家的興衰與否，戰略是主

要關鍵。國家為維持國家安全，對其國家安全戰略，多表現在該國政治、外交、

經濟、軍事、心理、科技及資源各種面向戰略上所建構的思維中，而國家的經濟

發展與安全必須考量是否能夠達成「自給自足」的資源戰略需求。 

石油是現代國家發展的基礎，舉凡人類生活的衣、食、住、行，都與石油產

32 曹雄源，前揭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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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關連。故石油已逐漸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以中、美為首的經濟大國，

都把石油與經濟安全當成重要議題，而在維護國家經濟發展與安全為前提下所策

定的石油戰略，更是影響與維持國家安全的重要關鍵。 

國家主權是現實主義所強調至高無上的國家核心價值。
33現實主義認為源自

人類、社會與生俱有的爭鬥性，即不完美性之假設，因此衝突是人類的本質。衝

突是為了擁有更多權力，而權力是為累積下一次衝突的力量。34在追求國家主權

利益的過程中，基於現實主義的無政府邏輯，國際間並沒有特定的秩序存在，每

一個國家根據主權所作出的外交決策和作為，在國際無政府結構狀況下，即出現

相互仇殺、相互敵視的無政府狀態。
35所以最佳的狀況是全球應維持在權力平衡

的狀態，因此反對他國追求霸權，成為全球主要的國家安全政策。 

而「新現實主義」則認為，隨著科技的進展，國與國之間交往頻繁且關係日

益密切，國際體系自然會形成一個權力結構，因此，國際體系內各國的外交決策

和作為不可能為所欲為，都應該會受到共同的規範所制約，各國的國家安全都與

國際秩序的穩定有著密切的關係。
36由於國際地位也根據國家能力的大小而有不

同，權力與財富是兩大決定的因素。國家由個人組成，而所謂個人利益的累積即

成為國家利益，國家以追求權力為最終目標，使得國際政治成為權力政治。雖然

新現實主義者並不否定此論點，但自由主義者認爲國際社會之存在仰賴若干行爲

準則和共同價值標準，新自由主義者尤其强調準則和體制的重要。國家不以追求

權力爲唯一目標，彼此之間互相依存，若無體制則無法處理相關問題。37 

因此基於新現實主義的觀點看，中美在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也在維繫持全

33 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統合》（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年 3 月），頁 238。 
34 周世雄，《國際體系與區域安全協商：歐亞安全體系之探討》（台北：五南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35。 
35 邱垂正，《兩岸和平三角建構》(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 4 月)，頁 89。 
36 楊志誠，〈論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海峽評論》，第 184 期(2006 年 4 月)，頁 9-11。 
37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2012 年 1 月)，頁 77-78。 

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球霸權的能力，並積極抑制對方成為霸權，透過雙方在國際間的合作關係，顯示

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對兩國的國際行為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然而在國

家利益與發展的現實考量上，中美兩國仍在地緣政治的範疇中，出現競爭的態

勢，也因此左右國際的局勢與地區的安全。而中美維持穩定平衡的發展，也是目

前國際社會期望與關注的焦點，因此霸權穩定理論也無形中成為維持國際秩序的

另一種機制。 

有關本論文中對石油各種相關數據的引用，係透過各國的官方與國際組織發

表的公開資訊作為引用來源，其中石油儲量、生產與消費以每年發行的《BP世界

能源統計年鑑》及《IEA石油市場報告》等相關數據為主。 

英國石油公司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石油與天然氣公司之一，該公司每年發佈的

統計報告，定期於每年 6月推出新版本，主要收錄截至前一年底北美洲、中南美

洲、歐洲及歐亞大陸、中東、非洲和亞太地區等全球六大能源消費地區，在能源

生產和消費方面的各種最新數據，並提供世界能源消費市場的最新發展趨勢。它

是一份提供世界能源市場數據的權威出版物，其參考價值不言而喻。本研究採用

2012年 6月發行的《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鑑》作為基本數據的引用主要來源，其

中各項數據均以 2011年底為主。 

石油市場報告是 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簡稱 IEA）國際能源總

署所提供。IEA成立於 1974年 11月，屬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下之獨立

機構，目前計有 26個會員國。IEA透過國際能源計畫(International Energy 

Program)的執行，研擬緊急期間之石油供需對策，並擔負起建立緊急因應國際石

油市場變化之資訊體系，以及開發替代能源等。IEA定期每月提供全球最新相關

石油資訊，做為世界各國能源使用的參考，本論文亦透過 IEA提供的資訊作為相

關數據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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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希望透過以上的各種公開資訊，對本研究主題中有關中、美兩國在石

油安全戰略的議題上，從政治、經濟、軍事及外交的競爭與合作相關資訊進行蒐

集，包括對中美石油發展歷史、石油戰略、戰略儲備、石油資源開發、投資運作、

外交政策及軍事戰略等進行綜合探討、分析及整理，以提供本論文全方位的資訊

來源。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中、美兩國石油的議題跨越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等領域，本論文主要透

過探討中、美兩國有關石油發展的歷史，並以歷史上發生的相關事件，嘗試瞭解

其各自的石油戰略發展脈絡。故本論文主要以中美石油發展歷史為主軸，著重從

中、美歷史上與石油有關國家安全事件的因果關係，來瞭解並解釋目前的各種相

關政策及現象，透過分析中美兩國的石油安全戰略思維，希望可對中美兩國石油

發展的歷史，發現各自石油戰略的演變過程。 

研究方法屬於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應用工具，提供研究者合情合理的科學

方法，為研究主題相關的現象找出客觀、合理的理論解釋。38本論文屬於「質化

研究」範圍，係透過研究中國與美國兩大強權基於石油維護安全的思維，在各自

的歷史發展演進過程中所建構的戰略，並將主題聚焦於，對「美國」、「中國」兩

國的「石油安全競合」為主與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為輔，二個議題、三個

國家，提出對研究主題有關資訊分析。 

壹、 研究途徑 

石油安全近百年來一直左右著各國的國家安全。中、美兩國的石油發展歷史

悠久，中國是文明的古國，早在 9世紀的宋朝即有石油運用的紀錄；美國則從 18

世紀中即已有石油的開採記載，兩國的石油歷史發展左右各自的經濟發展與國家

38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洪葉文化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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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需求，經歷不同的時代背景與角度制定相關的石油戰

略與政策，並轉化、形成各自在外交、內政等作為上。因此本論文主要以「歷史

研究」為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對中美兩國石油的發展歷史，透過蒐集、

分析、整理與歸納兩國石油歷史發展的各種相關資訊，以獲得對本論文所需的相

關參考素材。 

近年來非傳統安全威脅已成為安全研究中的顯學，而中、美二國也對石油安

全連帶產生的相關非傳統安全威脅投注相當的關注與重視。雖然有關國家安全的

研究有許多種探究方法，但本文探討從中、美的石油安全戰略以及對我國的國家

安全影響，其中牽涉安全的命題，則必須探討「安全」的意義，因此，探討石油

的安全不能不先討論生物的天性造成競爭的原因，古今中外、世界各國考量生存

發展、敵情威脅和所處的環境因素，莫不以能夠維持生存為主要的目的。 

石油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的基礎元素，石油同時也是國家利益的重要

標的，同時也是近代國際間重要的戰略物資，為了獲得石油，中美均透過各自維

護石油安全的戰略思維在國際間互動，從而產生競爭與合作的關係。若從新現實

主義的角度來檢視，中美是全球石油最大的消費國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之下，兩國以石油安全為需求，透過地緣政治的競爭與合作，呈現在全球各主要

石油生產區周邊的運作策略，也凸顯中美在地緣因素上的石油戰略思維。 

中國崛起已經成為美國及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中國的強大已經逐漸對美國

的全球霸權地位形成威脅。尤其中國對中東、中亞、非洲與拉丁美洲的經營策略，

已經使美國感到沉重壓力。由於雙方在石油競爭的作為，都與相關石油生產國家

的地緣政治關係密切，而石油運輸的過程中必須牽涉海權和相關國家的陸權，導

致中美石油戰略在地緣政治運作的錯綜複雜關係。本論文雖然採取歷史研究途徑

為主，但仍必須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來探討中美兩國的競合關係，同時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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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雙方的競合關係與地緣戰略的關聯。中美在全球的競合也展現在地緣戰略的

行為上，美國是傳統的海權主義信奉者，而中國則是擁有廣大的陸地，兩者在戰

略思維及歷史因素的影響下，建構出雙方在全球石油戰略不同的國際作為。因

此，本論文也將從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的角度，透過外交與經濟及軍事作為探討

中美的石油安全戰略。 

貳、 研究方法 

本論文從中、美以石油安全為基礎，在全球競合的狀況，探討對我國國家安

全的影響。研究過程中，對相關資料的獲得，除採用歷史研究途徑探討石油發展

歷史外，主要以文獻分析及歷史比較研究法為研究方法。 

歷史比較研究法(Historical-Comparative Research)是一種質性研究方

法，研究者則根據資料內容，在整個研究過程隨時解釋、分析和綜合歷史文件，

並在研究主題所產生的枝微末節之間尋找模式，並加以修正與形成假設。雖然歷

史研究法是一種質性研究，非量化研究，但分析過程中通常輔助使用時間序列的

資料，以監測當隨時間改變，對研究主題的影響程度，並以數字、圖表、統計資

料趨勢等支持研究者的論點。
39 

 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Survey Method)係將過去針對該主題的相關探討內

容作一分析與研究，是一種對各種現存資料的蒐集、分析與解釋，以瞭解事件或

推估事件發展的研究方法，旨在解說、討論與研究問題有關知識的優點與限制，

透過文獻或與研究問題相關聯性的資料，用以獲得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資訊。40 

本論文透過廣泛蒐集、閱讀與研究主題直接或間接的資訊，整理國內外學者

有關中、美能源及石油安全、軍事戰略、資源合作、外交策略等著作，運用所蒐

39 Allen Rubin and Earl R. Babbie, 陳若平等譯，《社會工作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s for Social 

Work)》(台北：五南出版社，2011 年 9 月)，頁 502。   
40 王文科、王智弘《教育研究法》(台北：五南出版社，2012 年 2 月)，頁 96-97。 

2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集的相關資料，進行描述和比較，並根據已知的部分，理解與研究主題有關的相

關議題。藉由文獻分析所獲得的資料，再經分析、綜合與歸納的方式，藉以得到

對中美石油安全戰略競和議題較為客觀、公正且具參考性的研究素材。其次，就

石油安全戰略與國家安全為主題，對中國、美國石油安全戰略分析與評估，再從

我國國家安全與國家發展的角度，檢視我國的石油安全戰略，結論則針對本文之

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進行歸納與總結。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經濟發展有賴資源不間斷的供應來維持，資源主要提供民生使用、工業發

展、戰略運用等所需，而在資源中有關能源更是影響國家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國

際間對能源的分類概括計有煤炭、石油、水電、天然氣、核能等，其中石油更是

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能源。探討中、美石油戰略，尤其是石油的問題，必須秉持

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態度，從中、美兩國在國際間的競合行為，對全球及國際局勢

所產生的影響，來探討與我國國家安全的關係，研究過程中必須對中、美兩國採

取客觀公正的立場，不涉入意識形態的糾葛，謹慎採取歸納法方式研析、理解與

主題「石油」相關的戰略與國家安全議題。 

「維持石油安全」是國家安全戰略中重要的關鍵，也是國家維持永續發展的

重要政策。因此，本論文針對國際間有關中、美兩國石油安全戰略已公開資料部

份，廣泛收集並加以研究、分析及比較後，期能盡力解決受限於相關各國國家發

展機密無法公開資料的限制，以探討兩國在石油安全戰略制訂上，對國家安全的

發展與影響。 

在內涵範圍上，透過中、美兩國追求國家安全發展，以建構石油安全戰略為

研究主題，輔以經濟發展、外交互利、區域安全等策略概況，分析兩國的競合情

勢，但不涉入各國國內政治、意識形態、環境保護等其他國家安全戰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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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石油的需求曾經維持相當時間的自給自足，但自 1993年起中國能源

主要依賴進口後，有關石油戰略的議題開始成為焦點。此後資源議題持續在中國

國家安全戰略上出現大量有系統的討論，並且獲得官方的重視，因此能源在中國

的國家安全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美國石油戰略則從二戰後於 1950年代積極

介入中東事務後即可見端倪，但由於所涉各層面甚廣，期程橫越數十年，在時間

範圍上，除探討中美兩國石油發展歷史外，主要以 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

效後，因經濟的發展與需求，石油戰略對中國國家發展與安全的影響，並對美國

在石油安全戰略思維下，在全球所建構的各種作為上與中國相互競合的現象，探

討中、美兩國至 2010年間，相關競爭與合作的情形。 

在空間範圍上，聚焦在「中、美」兩國為研究對象，針對中美在維護石油安

全的前提下，對各石油輸出區域的戰略作為及所採取的石油安全措施。藉以探討

在維持資源安全與經濟發展下，中美所建構的石油安全思維，找出與我國國家安

全間的各種關聯因素，並進一步瞭解我國在維護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的前提下，

在石油安全議題上，所顯現的挑戰與機遇，但不涉入其他國家的資源安全戰略研

究。 

本論文希望能透過分析中、美兩國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所建構的石油

安全戰略進行研究，期能獲得有關石油在國家安全議題上所扮演的角色與比重。

研究過程中世界局勢的快速變化（2011年 10月利比亞內戰及茉莉花革命、2012

年 1月中東荷姆茲海峽警張情勢）都影響全世界石油有關議題，牽動各國國防、

外交與經濟的敏感神經線。此時各國對石油安全的重視也將更為顯著，不斷更新

的資訊將持續衝擊已經問世的相關文獻，為了預防可能因此造成資訊更新所帶來

的衝擊，本論文雖將時間範圍限定於 2010年前，但為求詳盡，仍持續對全球與

石油相關發生的事件加以關注，並作為研究的參考資料，以避免因資訊未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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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而將本論文可能造成的衝擊力道減到最低。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研究架構安排，首先對世界石油資源發展歷史簡要介紹，探討石油在

國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與中美能源戰略思維的形成與發展。並透過世界石油資源

分佈態勢，整理中美兩國在維持石油安全的基礎上，在國際間分別在中東、中亞、

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地區，為穩定石油供給來源的戰略競合情形，用以分析中美

兩國石油安全戰略的異同與全球能源戰略之形勢。繼之由中美兩國的石油安全戰

略影響世界局勢，對我國國家安全與石油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探討我國可能遭

遇的挑戰（包括：國際環境造成的油源壟斷、油源的國際關係複雜性、國際油源

枯竭以及我國外交的處境等）和機遇，最後提出本論文的建議。本篇論文研究架

構如下︰ 

 
圖 1- 6：本論文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根據以上研究架構，本論文將分為六章論述，各章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針對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與探討、研究方法與途徑、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概念與架構等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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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安全與石油戰略，透過從石油發展過程介紹石油戰略內涵、石

油戰略與國家安全的關係以及歷次與資源有關的衝突，概括探討石

油戰略內涵與國家安全的關係，為本論文討論主題之依據。 

第三章 美國石油戰略分析與評估，從美國石油戰略的思維的形成與發展、

石油戰略的分析與運用策略等面向，剖析、探討、評估美國如何透

過「石油戰略」維持「國家安全」的策略與措施。 

第四章 中國石油戰略分析與評估，從中國石油戰略的思維的形成與發展、

石油戰略的分析與運用策略等面向，剖析、探討、評估中國如何透

過「石油戰略」維持「國家安全」的策略與措施。 

第五章 中、美石油戰略與我國國家安全，探討、分析及比較中、美兩國在

國家安全與發展前提下所建構之石油戰略，並對我國如何在大國競

逐下維持國家安全，並在中、美石油戰略的影響與複雜國際關係

中，探討我國所遭遇的挑戰、機遇與發展走向。 

第六章 結論，提出研究整理與歸納、心得與檢討，以及對研究主題的發現

與展望，最後對我國石油戰略與國家安全的影響，提出個人的研究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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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安全與石油戰略 

第一節 石油與國家安全 

石油是多種碳氫化合物的組成物質，1859年美國人德瑞克（Edwin L. Edwin 

Drake）於美國賓州發現石油並正式商業開採以來，石油逐漸成為人類生活中的

重要商品。初期石油透過煉製獲得煤油，以供點燃煤油燈取代昂貴的動物油作為

照明使用。1當 1765年瓦特發明蒸汽機後，大量的機械取代傳統動力，從此工業

革命後各種劃時代的發明改變人類的生活。 

隨著石油科技的發展與運用，1876年德國的奧托（Nicolas Otto）發明火花

點火四衝程內燃機、1885年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與賓士（Karl Benz）

發明汽油車、1903年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完成第一架飛機。
2此後石油

成為機械設備主要動力的來源，也是造成地區紛爭與國際間戰爭的主因。1913

年 7月 17日時任英國內政部長的邱吉爾(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向國會提出一份石油與國家利益的報告書，內容指出：「如果我們得

不到石油，就得不到玉米，得不到棉花，也得不到千種以上大英帝國保存經濟活

力必須的物品」。
3 

1914年 6月 28日奧地利大公猆迪南(Ferdinand)在塞拉耶佛遇刺，引爆第一

次世界大戰，4此戰也是首次人類大規模運用機器輔助進行的戰爭。其中在 1917

年 11月 20日的康布萊戰役（Battle of Cambria）英軍的五個步兵師以 378輛

坦克，對德軍戒備森嚴的興登堡防線(The Hindenburg Line)發動大規模進攻，

衝破德軍防線，並取得輝煌的戰果，擊敗德國而獲得勝利，證明由石油推動的戰

1 潘永祥，《自然科學概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10 年 3 月），頁 298。 
2 朱亞傑、孫興文，《能源世界之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 月），頁 15-16。 
3 Daniel Yergin, 薛絢譯，《石油世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1 年 10 月），頁 124。 
4 Ian Westwell and Dennis Cove, History of World War I (New York: Marshall Cavendish Corp, January 

01, 2002),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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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已扮演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5從此改變人類傳統的戰爭模式，機械化的運

輸及作戰車輛取代傳統的動力，戰車及卡車取代戰馬；船艦由油料取代傳統的燃

煤；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飛機的加入戰場，使石油成為戰場中的重要資源並

改寫資源的排序，石油資源成為確立國力因素的重要關鍵。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上證實石油等於力量，戰後 1918年法國石油總理事

會主任貝倫格(Albert Lebrun)說：「石油是地球的血液、勝利的血液，石油既是

戰爭的活血，也將是和平的活血。在此刻，在和平剛展開時，我們一般民眾、我

們的工業、我們的商業、我們的農人，都在要油，更多的汽油與石油」。6第一次

世界大戰中，來自美國標準石油公司（The Standard Oil Company）的石油供應

同盟國所需 80％的能源，也是戰爭中決勝的關鍵。
7 

石油是日本決定走向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與戰爭期

間，製造業是日本經濟發展的主力，需要自然資源的供應與市場。8為獲取充分的

資源，日本按照日本海軍軍事策略所擬定的計畫以「南方地帶」荷屬東印度群島、

馬來西亞、中南半島及太平洋群島擁有的石油、糧食等天然資源為目標，策定發

展戰略。9日本認為若能將南方地帶納入經濟結構之內，可獲得足夠耐力來建設並

維持所需的發展動力，並可以「遵照日本帝國方式的共榮共存精神」建立一個由

日本控制的「大東亞共榮圈」。10 

為了實現發展目標，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其主要目的是中國廣大的土地與

5 Christer Jorgensen、Chris Mann, 孔鑫譯，《戰車戰：戰車的戰術運用與經典戰役》（台北：知

書房出版社，2007 年 02 月），頁 13。 
6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石油！石油！》（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年 4 月），頁

24。 
7 余勝海，《能源戰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 月），頁 9。 
8 Michael J. Green、Patrick M. Cronin,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美日聯盟：過去、現代與未來》（台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 7 月），頁 341。 
9 Paul Roberts, 吳文忠譯，《石油恐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1 日），頁 19。 
10 許介鱗，《日本政治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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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加上中國擁有的大量人力資源。111940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是為了

控制東南亞地區石油資源，提供日本在發展擴張政策下，補充在戰爭後期即將枯

竭的龐大能源需求，除補給作戰的需求外，更可提供其國內發展所需。
12為此日

本於 1941年 7月強行佔領中南半島，導致美國、英國、荷蘭於對日本實施禁運

制裁，1941年 12月 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同時在東南亞佔領泰國、入侵馬來西

亞、攻佔新加坡，其主要目標即為遂行奪取東南亞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及位於東印

度群島的石油目標。
13 

二戰期間德國入侵蘇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是為奪取高加索地區的油田。14希

特勒認為石油是工業時代與經濟力量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可以把高加索油田與烏

克蘭的農地歸入德國，在納粹控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系統新秩序，將可以獲

得立於不敗之地的資源後盾。
15最終希特勒的戰略構想是希望從高加索、埃及與

巴爾幹半島發動鉗形攻勢，一舉獲取中東的油田。16於是德國 300萬陸軍加上 60

萬輛機動車輛、65萬匹馬在 1941年 6月 22日清晨發動攻擊，入侵蘇聯。然而德

軍錯估補給的需求、天候與石油的因素，加上俄國的道路狀況不佳，造成德軍的

油耗過大，在距莫斯科城大約 20哩處便油料用罄，燃料的短缺注定德軍的失敗

命運。
17希特勒在入侵蘇聯一役中孤注一擲，但因缺乏燃料而功敗垂成。 

1942年 11月，英軍於北非突尼西亞成功封鎖以發動「閃擊戰」而聞名的德

軍隆美爾（General Edwin Rommel）軍團的油料補給，造成德軍坦克因無法獲得

11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大國政治》（台北：立緒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頁 44。 
12 Daniel Yergin, 艾平等譯，《石油大博奕：追求石油、金錢與權力的鬥爭-上》（北京：中信出版

社，2008 年 9 月），頁 117-119。 
13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248-266。 
14 Michael T. Klare，洪慧芳譯，《石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台北：財信出

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172。 
15 Anderson, Duncan, 趙宇清、孫玉澄等譯，《東線戰場》（台北：胡桃木文化，2007 年 1 月），頁

69。 
16 Robin Cross, 程嘉文譯，《坦克大決戰，庫克斯之役》（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 9 月），頁

170。 
17 Daniel Yergin, 艾平等譯，前揭書，頁 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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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不能機動而遭殲滅。181944年至 1945年間，同盟國對德國煉油廠和石油供應

線進行大規模轟炸，使德軍油料供應嚴重不足，大批飛機、坦克無法作戰。19 

在海戰方面，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英聯手打敗一直在攻擊油輪商隊的德軍

北大西洋潛艇艦隊，此後軸心國的海上運輸受到盟軍海軍潛水艇的掌握，盟軍對

能源成功的封鎖戰略，造成日本與德國各種必要資源的短缺，尤其在 1945年日

本幾乎已無石油的輸入，燃料的不足嚴重影響日本的軍事力量，船艦、飛機因無

燃料可用，迫使日軍從攻勢轉為守勢。
20 

雖然早在 1941年底日本就曾經成功奪取東印度群島豐富的油田，但是必須

透過海運將石油運回日本本島才能實際產生效益，然而海陸運輸在同盟國的掌握

下，日油輪幾乎全數遭到擊沉，最後日本海軍艦隊因缺乏燃料而無用武之地。
21

日、德在戰爭後期幾乎已無燃料可用，無力再戰的軸心國在同盟國的攻勢下，鑄

下日後軸心國失敗的命運，使戰爭得以結束。因此，日本與德國戰敗同是缺乏石

油所致，石油成了現代戰爭成敗的重要關鍵因素。 

由於石油資源分佈極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中東、北非、中亞和拉美四個地區，

並非每一個國家皆有蘊藏。各國為維持國力持續發展，當現今科技尚未開發出可

供替代石油的方案之前，石油還是左右經濟命脈的重要因素，須運用整體國力握

有對資源區實質的控制。為此各國無不積極對獲得石油的安全保證採取各種手

段，其中中東地區自從 1932年中發現石油後，豐富的石油蘊藏經過開發，中東

地區於 1950年代成為世界的油庫。22中東地區因擁有豐富的石油蘊藏，造成世界

各國在中東爭取戰略優勢與搶奪石油所造成的各種事件，歷次均牽動全球油源的

供給安全，嚴重傷害中東地區的秩序與穩定(見表 2-1)。 

18 Robin Cross, 程嘉文譯，前揭書，頁 37。 
19 Daniel Yergin, 艾平等譯，前揭書，頁 278-287。 
20 Roberts, Paul, 《石油的終結》（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年 8 月 1 日），頁 22。 
21 Roberts, Paul , 前揭書，頁 22。 
22 Daniel Yergin, 艾平等譯，前揭書，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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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東地區與石油有關的衝突 

發生時間 事件名稱 事件內容 造成影響與結果 

1956 年 

7 月 26 日 

蘇伊士運河

危機 

埃及陸軍佔領運河區，強行收回蘇伊

士運河的控制權，埃及的行動引發

英、法強烈反應，遂協同以色列的軍

隊攻佔西奈半島和加薩走廊，埃及即

以破壞運河回應，阻斷石油的運輸，

造成全球石油供應受到嚴重影響。 

侵略行動引起阿拉伯國家的群

起反對，決議立即切斷輸油，停

止向英、法供應使用「石油武器」

予以回應，石油供應中斷使英、

法受到重大損害，造成經濟危

機。 

1967 年 

6 月 5 日 

六日戰爭 埃及總統納瑟下令聯合國自 1956 年

蘇伊士運河危機後派駐的觀察團離

開埃及，並派軍隊攻回西奈半島，6

月 5 日上午以色列卻搶先發動攻擊佔

領西奈、耶路撒冷全部、西岸地帶、

戈蘭高地此戰以色列獲得勝利。 

蘇伊士運河關閉、中東與北非一

半的石油停產，全球石油供給每

日減少六百萬桶，再加上阿拉伯

國家減產與禁運措施對全世界

經濟秩序造成空前的破壞 

1973 年 

10 月 6 日 

贖罪日戰爭 阿拉伯國家聯軍採取陸空對以色列

實施猛烈攻擊，美國藉由軍援以色列

表達支持立場，石油輸出國家反對美

國偏袒以色列，對美國實施石油禁

運，引起石油危機。 

利比亞與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對

石油採取禁運、減產、限制出口

措施，並對美國全面禁運石油，

美國也因禁運影響遭到經濟的

嚴重傷害。 

1979 年 

1 月 16 日 

伊朗革命 由長老何梅尼領導的基本教義派發

動大規模的反巴勒維罷工示威，1979

年 1 月 16 日伊朗國王巴勒維被推翻，

由仇視西方的何梅尼所領導的革命

委員會成為伊朗的執政政府。 

罷工與石油停止出口再加上伊

朗革命效應擴散，油價由原來的

13 美元一桶推升到 34 美元一

桶，影響國際石油的供需平衡，

更改變世界的經濟與政治情勢。 

1979 年 

12 月 27 日 

蘇聯入侵阿

富汗 

蘇聯為了擴張勢力，動用 9 個師、十

幾萬人，以陸、空協同武裝入侵阿富

汗，7 天內即控制了阿富汗全國主要

城市及交通幹線，切斷了阿富汗與巴

基斯坦、伊朗邊境上的主要通道，並

建立了由蘇聯直接控制魁儡政權。 

美國扶植阿富汗的聖戰士組織

對抗蘇聯，長達十年的阿富汗戰

爭使蘇聯元氣大傷，最後在反抗

力量和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

下，1989 年 2 月，蘇聯被迫撤離

阿富汗。 

1980 年 

9 月 22 日 

兩伊戰爭 伊拉克的戰機、地面軍隊無預警對伊

朗主要的煉油廠大規模攻擊，造成伊

朗石油產業嚴重破壞，伊朗也對伊拉

克的設施與在波斯灣的石油輸出設

備進行破壞，二伊戰爭爆發。 

二伊的石油輸出佔有自由世界

的百分之八，二伊戰爭使全世界

再度推升石油的價格到每桶 42

美元，間接造成全球的金融危機

與全球化的通貨膨脹。 

1990 年 

8 月 2 日 

伊拉克入侵

科威特 

伊拉克軍隊入侵佔領科威特，在獲得

聯合國的授權下，以美國為首由 57

個國家組成的多國部隊向波斯灣進

駐軍隊，1991 年 1 月 17 日由 700 架

聯軍戰機，持續對伊拉克軍隊展開歷

時 42 天大規模的空襲。 

空襲行動破壞伊拉克的軍事指

揮系統、各種軍事設施、戰略目

標與空防能力，伊拉克的軍事力

量遭到徹底摧毀，美軍戰後駐紮

中東，造成東西方意識型態的對

抗與恐怖主義的盛行。 

2001 年 

11 月 7 日 

阿富汗戰爭 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支持、庇護的基地

組織國際恐怖分子賓拉登為 911 事件

元兇，美國發動持續兩個月的阿富汗

戰爭推翻塔利班政權，並由美國扶植

推翻塔利班政權後，美國宣佈因

賓拉登持續策劃恐怖攻擊，反恐

戰爭尚未終結，美軍將繼續留在

阿富汗進行反恐任務，造成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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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卡紮伊政府管理阿富汗。 地區恐怖攻擊頻傳。 

2003 年 

3 月 20 日 

伊拉克戰爭 美國總統布希在沒有獲得聯合國的

授權狀況下，以伊拉克擁大規模毀滅

武器為由下令攻打伊拉克。 

戰爭期間造成伊拉克瀕臨內

戰，為維持地區穩定，伊國有近

17 萬美軍駐紮。 

資料來源；資料收集整理後自行製表。 

石油是歷次中東戰爭爆發的主因，蘇伊士運河危機係英國等歐洲國家長期依

賴波斯灣石油供給，而大部分石油都必須經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運輸，否則

必須遠繞非洲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23當1956年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決定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埃及後，英、法為了奪回運河於當年 10月 29

日協同以色列的國防軍攻擊埃及，引發第二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為了對付英

法，採取立即切斷輸油管道的方式回應，沙烏地阿拉伯同時停止向英、法供應石

油。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武器」造成英、法嚴重的經濟傷害。
24 

1967年以阿戰爭及 1973年贖罪日戰爭爆發不久，阿拉伯國家決定立即實行

逐月減產 5％石油的計劃，透過石油武器對抗西方國家。隨後，石油輸出國家因

抵制美國介入中東問題、反對美國偏袒以色列的立場，紛紛對美國實行石油禁

運，由於當時美國正處於越戰時期，所需的能源半數依賴中東供給。25與此同時，

阿拉伯國家還大幅提高油價，並乘機推行石油國有化政策，將西方石油公司股份

收歸國有。減產、禁運和國有化等三大措施導致油價飛漲，從而導致二戰後美國

與全球最嚴重的經濟危機。26 

歸納歷次的重大地區衝突事件，可以發現由於中東地區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

性，使中東地區成為全球戰略的中心點。其中蘇伊士運河連結地中海、波斯灣與

印度洋，可以提供蘇聯在全球戰略中軍事、經濟及政治的運用(見圖 2-1)；加上

波斯灣的豐富石油利益，因此，蘇聯在中東的地區的歷次衝突中，多次扮演關鍵

23 Bodden Valerie, Suez Canal (Mankato: Creative Education, July 30, 2006), P.11. 
24 Michael B.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June 06, 2002), p.105. 
25 余勝海，《能源戰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 月），頁 15。 
26 李大中，《聯合國維和行動：類型與挑戰》（台北：秀威出版社，2011 年 6 月），頁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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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動角色。27蘇聯為了發展其勢力，對中東地區具有反美傾向的國家大力滲透，

長期透過各種的軍事支援、政治影響及經濟等手段加以籠絡，其中包括埃及、敘

利亞、葉門及伊拉克等國家，都與蘇聯關係密切。 

 
圖 2- 1：蘇伊士運河位置圖 

資料來源：圖轉用自 Google Earth，並依研究資料內容自行繪製。 

隨著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雙方都建立各自的集體安全組織，

1949年 4月為圍堵蘇聯的擴張與入侵，由美國等 16個成員國，聯合並加強西方

盟國的軍事能力，共同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北約、NATO）。1955年 5月蘇聯也提出對抗美國圍堵的華沙

公約(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華約組織或華約)。28 

石油不僅牽動全球經濟發展，更對國家安全密切相關。1979年 12月 27日蘇

聯為了擴張勢力範圍，在空降兵的配合下，蘇軍以 10多萬人的兵力，兵分兩路

對阿富汗進行武裝入侵，從此展開長達 9年的軍事佔領行動。美國為了牽制蘇聯

27 Chaim Herzog, 趙繼汾譯，《第四次以阿戰爭實錄》（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85 年 9 月），

頁 65。 
28 Andrew Wiest、M. K. Barbier, 白平華、鄧永衛譯，《步兵戰：二十世紀步兵作戰的理論與運用》

（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7 年 4 月），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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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軍事力量南下擴張，採取直接援助阿富汗的聖戰士組織（Islamic Unity 

of Afghanistan Mujahedeen）與巴基斯坦等回教國家的反蘇力量，以抵抗蘇聯

的入侵。
29長達 9年的阿富汗戰爭造成 120多萬阿富汗人民死於非命，並造成阿

富汗民族的分裂與衝突、國民經濟崩潰、人民無以為生。30蘇聯也在阿富汗戰爭

中投入 400億美元，傷亡將士逾 40萬人，龐大的戰爭支出使蘇聯元氣大傷，最

後更被迫撤離阿富汗，埋下蘇聯解體的前因(蘇聯入侵過程見圖 2-2)。31 

 
圖 2- 2：蘇聯入侵阿富汗路線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 http://cgsc.leavenworth.army.mil 

1991年 12月 25日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成立，然而蘇聯解體後，所留下來

龐大的基礎工業與天然資源成為前蘇聯各國爭奪的新標的，石油、天然氣、礦產

與工業資產都是造成地區衝突的因素。以車臣為例，因其所處的地區位於控制俄

羅斯能源運送的樞紐，因此在車臣問題上，不僅僅是獨立的問題，背後更牽涉到

巨大的石油、天然氣利益，種種因素導致俄羅斯與車臣的戰事不斷。32 

29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6。 
30 鄭保國，《美國霸權探析》（台北：秀威出版社，2009 年 11 月），頁 252。 
31 黃鴻釗，《中東簡史》（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 5 月），頁 288-293。 
32 車臣地區擁有 20 多個油田是俄羅斯最早的石油產區，車臣更是俄羅斯通往外高加索的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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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世界第三大產油國伊拉克和第五大產油國伊朗之間爆發長達 8年的

戰爭。33伊拉克和伊朗本來就有尖銳的宗教矛盾和領土爭端，但石油因素也是其

中一個重要關鍵。1970年代的高價石油為兩伊積累了龐大的石油財富，使兩國稱

霸波斯灣的野心開始急劇膨脹，雙雙大量購買軍火武器。此外，伊拉克還對與其

接壤的伊朗胡齊斯坦省虎視眈眈，因為該省的石油儲量幾乎佔伊朗石油儲量的 90

％。由於伊拉克僅有一小段約 50公里的領土連接波斯灣，而伊朗胡齊斯坦省緊

鄰波斯灣，若能佔領該省或科威特，則伊拉克可獲得更佳的戰略位置，同時可以

增加石油從波斯灣出口的管道，而不用受制於人(見圖 2-3)。兩伊戰爭期間，雙

方都竭力破壞對方的石油設施，轟炸產油基地。兩個產油大國間的戰爭，引發世

界石油市場的動盪和供應緊張，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油價一度漲至 34美元一桶，

從而釀成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機。
34 

 
圖 2- 3：兩伊關係位置圖 

資料來源：圖轉用自 Google Earth，並依研究資料內容自行繪製。 

公路及輸油管道必經之地，是通往裡海與黑海的要衝，亦是裡海地區的石油向外運輸的樞紐，

被俄羅斯視為控制高加索地區的要地。只要控制了內高加索的車臣共和國，也就等於控制了整

個外高加索地區，其中也就包括對裡海石油的支配性影響。許湘濤，《俄羅斯及其周邊情勢之

研究》（台北：秀威出版社，2008 年 2 月 1 日），頁 105-111。 
33 余勝海，前揭書，頁 16。 
34 黃鴻釗，前揭書，頁 289-301。 

4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科威特的石油蘊藏豐富，且緊鄰波斯灣，擁有長達 213公里的海岸線。而伊

拉克因缺乏石油出口港，長期覬覦科威特的石油與地理位置，1990年 8月 2日伊

拉克為奪取科威特油田與獲得更多的臨海港口，以 10萬大軍跨越過邊境，突襲

入侵科威特，僅有 2萬軍隊的科威特旋即被伊拉克佔領全境，進而引發波斯灣戰

爭。
35為了避免伊拉克成為中東地區的唯一強權，1991年英、美盟軍為各自利益，

以維持中東地區的秩序為理由獲得聯合國的授權，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 

911事件後反恐成為全球戰略，2003年 3月 20日，美國以伊拉克隱藏有大

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藉口，在未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

下，英美聯軍再度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攻擊，
36美國雖然公開宣稱行動的目的，是

為了解除伊拉克擁有的「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然而，美國一直無法提供伊拉

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確鑿證據。其實，普遍輿論仍然認為，美國發動伊拉

克戰爭是企圖透過軍事力量掌握伊拉克的石油。從美國的軍事行動不難透視出其

背後龐大的石油因素，然而卻造成伊拉克近 20年的動盪，更造成恐怖主義的盛

行與東西方意識型態的對抗。 

自從石油進入人類生活以來，使人類文明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但石油也成

為破壞和平與穩定的最大兇手。由於石油及相關產品大量運用於人類生活，使石

油重要性日漸提昇，初期由石油提煉的廉價蠟油，僅提供替代昂貴的鯨魚油照明

使用，隨著石油運用科技的進步與發展，加上使用石油所提煉的柴油與汽油驅動

的內燃機發明，逐漸改變人類的生活，甚至改寫軍事作戰的型態。而經濟的發展

與國家安全都維繫於石油的穩定供應，為獲取石油安全的保證，石油成為 20世

紀以來所有重大政治、經濟競爭中勝負的決定力量，也是國際間搶奪的戰略物

資。由於現代戰爭石油與戰爭關係密切，任何一場現代戰爭，都看得到石油的影

35 劉富本，《國際關係》（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221。 
36 Cogan, Charles, French Negotiating Behavior: Dealing with LA Grande Nat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February 01, 2004), 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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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東因石油利益產生的各種衝突與戰爭，都是各種形式的「石油戰爭」。 

第二節 石油安全戰略內涵 

生存是生物的本能，但是當所處的環境中已不再適合生存，就會向外尋求發

展，以爭取更好的生存條件。屬於海島型國家的日本，天然資源缺乏，無法提供

滿足發展的需求，遂於 1895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此戰，清政府戰敗，雙方於

當年 4月 17日(光緒 21年 3月 23日)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日本

除利用清政府的大量賠款用來發展工業外，更將取得的台灣建設成為日本的殖民

生產基地，提供日本繁榮富強的資本。
37 

1914年 7月起到 1918年 11月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參戰的國家大量

採用各式由石油推動的武器裝備，使得在戰爭期間石油成為決勝的關鍵，戰爭中

英軍大膽採用燃料推動的船艦與戰車，擊敗德軍獲得勝利。1918年之前法國軍隊

每月使用 3.9萬噸石油，每年需要進口 40萬噸石油，戰後法國必須進口 100萬

噸石油。
38因此，石油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確立其不可取代與關鍵的重要地

位。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石油再度成為左右戰局的關鍵，以德國、日本

為首的軸心國家，因為石油與多數的重要戰略物資受到同盟國的封鎖，戰爭末期

石油資源的缺乏，造成多數的武器裝備無用武之地，而使戰爭得以結束。39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憑藉著科技的發展與市場需求，石油的產量在產油國全

力生產的狀況下，多次出現生產過剩的狀況，影響到油價與石油生產國的收益，

更造成世界經濟的動盪。1950年代蘇聯境內的石油生產量大增，從 1955年起蘇

聯從石油消耗國轉變成石油輸出國，蘇聯藉由石油的輸出換取大量工業生產所需

的工業設備與農產品，並以積極的行銷手段搶奪石油市場，間接造成石油售價的

37 楊新一，《爭台灣的主權》（台北：胡氏圖書，2004 年 1 月），頁 89。 
38 余勝海，前揭書，頁 10。 
39 張海麟、韓高潤、吳廣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與教訓》（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 年），

頁 142-143。  

4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折扣戰。40在冷戰期間，許多西方國家認為，蘇聯的石油外銷作為不只是商業性

的活動，更是一種帶有政治性的攻擊行為，其目的是要促使西歐國家依賴蘇聯石

油，打擊北約組織的團結，顛覆西方國家在中東的石油地位。
41 

石油是現代工業和現代文明的重要物資，是國家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無法替

代的重要原料。同時由於石油僅存在天然的環境中，無法透過其他方式合成或替

代，石油更是無法再生循環利用。隨著經濟成長，人類大量快速地消耗石油資源

的同時，全球蘊藏的石油經過大量開採後總量不斷減少，未來石油的重要性將與

日俱增。另外因為石油資源分布主要集中於中東、北非、中亞、俄羅斯和北美地

區，其中中東和北非是石油儲量最多的地區，而這些地區大多是政治、民族和宗

教矛盾錯綜複雜的地區(見圖 2-4)。42尤其發生在中東地區的衝突，往往牽動全球

的經濟與政治環境，影響全世界。 

 
圖 2- 4：2011 年世界石油儲量圖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石油是戰爭的「血液」，當人類戰爭進入機械化的時代，各種先進裝備透過

40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前揭書，頁 78。 
41 趙慶寺，《美國石油安全體系與外交 1941-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111。 
42 楊力明，〈中國大陸石油政策之探討〉，《黃埔學報》，第 51 期(2006 年 10 月)，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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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發揮著強大戰力，石油成為現代戰爭中軍隊戰鬥力的關鍵，直接影響戰爭的

進度與結果，左右戰爭的成敗。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輸出的石油成為協約國

中取戰爭勝利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資。1914年美國石油產量佔世界的 65％，1917

年產量佔世界的 67％，美國輸出的石油供應協約國戰時石油需求的 80％，對協

約國的戰爭勝負佔有重要的關鍵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石油消耗量為 3,600萬

噸，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石油的消耗量達到 3億多噸。
43兩次世界大戰的結

果，使石油由普通民生使用的商品轉變為重要的戰略物資，而石油也成為戰爭的

起因和發動戰爭的目的，同時也是戰爭攻守雙方打擊與破壞的重要目標。 

近代歷次的中東戰爭，多數都是以石油為背景，進行爭奪、控制和掌握石油

資源的各種行為。1980 年的兩伊戰爭、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 1991年波

斯灣戰爭、2003年 3月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等，都顯示石油在戰爭中的關鍵因

素。
44其中波斯灣戰爭主因是伊拉克覬覦科威特的石油資源而引起，而導致美、

英等國的軍事介入，主要動機就是為了控制波斯灣豐富石油資源的國家利益。45美

國以反恐的名義積極發動阿富汗戰爭，除了打擊以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為

首的恐怖主義、實現美軍全球戰略部署外，中亞地區存在的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

資源，更是美國亟欲控制的主要因素。美國也成功藉由反恐之名在中亞地區建立

軍事力量，達到控制中東與中亞地區石油資源的戰略目的。 

2010年 6月一名埃及青年薩伊德（Khaled Mohamed Saeed）因遭警察懷疑販

毒，被當眾毆打致死。網路上即出現「我們都是薩伊德」的網站，號召反抗暴政，

2010年 6月 25日第一次示威活動計有約兩千人，最後卻演變成在埃及自由廣場

兩百萬人的示威活動，而使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因而下台。46其

43 關東原，《中國資源安全戰略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38。 
44 余勝海，前揭書，頁 18。 
45 關東原，前揭書，頁 40。 
46 林宏達，〈深入中東風暴〉，《商業週刊》，(2011 年 3 月 7 日)，頁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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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東地區年輕人訴求民主、聲討執政者效應持續擴大，更延燒到中東各國。 

 
圖 2- 5：受茉莉花革命影響國家 

資料來源：圖 http://www.womany.net/read/article/229，林宏達，〈深入中東風暴〉，《商業週刊》，
(2011 年 3 月 7 日)，頁 94。 

2010年 12月北非突尼西亞青年菜販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因不願

賄賂當地官員，被官員沒收財產，該名青年憤而自焚抗議身亡，事件經過報導及

網路流傳，觸發境內大規模街頭示威遊行，進而引發全面爭取民主活動。
472011

年 1月反政府示威導致時任總統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政權遭到

推翻，突尼西亞成為非洲中第 2個因人民起義導致推翻現有政權的國家。此後民

主活動蔓延中東的葉門、巴林與北非地區埃及、伊朗、摩洛哥、利比亞等國(見

圖 2-5)。由於茉莉花是突尼西亞國花，因此，此次事件普遍稱為「茉莉花革命」。48 

受到茉莉花革命影響的國家多與石油產業相關，同時茉莉花革命也對全世界

的政治環境與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其中因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的動盪

情勢，產生一連串的政治效應，包括聯合國安理會(Security Council)發表制裁

利比亞血腥鎮壓的聲明、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要求格達費下台的呼

47 Scott Witmer, Political Systems (Washington, DC: Heinemann, August 01, 2012), p.4. 
48 楊少強，〈中東問題根源，他們年輕、火大又貧窮〉，《商業週刊》，(2011 年 3 月 7 日)，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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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49雖然 2011年利比亞因茉莉花革命所引發的危機，表面看是西方國家以維護

民主的精神要求格達費下臺，但在民主的背後，卻是蘊藏在地底下石油龐大的利

益。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2011年的報告，利比亞已探明石油儲存量為 471億

桶，居非洲首位。
50同時依據 2012年 6月英國石油公司發布資料，利比亞的石油

儲量 471億桶，亦佔世界第 9位，51兩項資料均顯示利比亞石油居非洲國家之最。

2011年 10月格達費死後利比亞內戰結束，戰後意味著在石油開採和基礎設施建

設各方面重建的巨大利益。
52法國從一開始就積極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當時就

聲稱是對「未來的投資」。甚至連在衝突中始終不願表態的美國面對這巨大利益

時也態度曖昧，西方國家在利比亞的各種動向均可見到爭取石油利益的意圖。
53 

歷次的戰爭使全球市場與國際安全受到威脅，都是各種形式與石油緊密相關

的「石油戰爭」，引發區域安全、地緣政治危機與紛爭。中東在尚未發現石油前，

所保有的和平狀態隨著石油的逐步開發，改變中東人民的生活與政治型態。在中

東成為世界的「油庫」之後，同時也成為容易受到引燃的「火藥庫」。 

維護國家安全必須透過政治、外交、經濟、軍事、心理、科技及資源各種面

向所建構的思維為基礎，據以策定國家戰略。而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安全必須考量

是否能夠達成「自給自足」的資源戰略需求。因此資源戰略已逐漸成為左右國家

安全的重要關鍵，資源戰略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石油安全戰略。中、美兩國都把石

49 林宏達，〈深入中東風暴〉，《商業週刊》，(2011 年 3 月 7 日)，頁 88。 
50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Libya Background”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LY,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51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P.6. 
52 余勝海，《能源戰爭》，頁 25。 
53 2011 年 9 月 1 日，來自全球 60 個國家和國際機構的領導人或代表齊聚法國巴黎，參加由法國

總統沙柯吉(Nicolas Sarkozy)積極推動召開，並由他和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共同主

持的「利比亞之友」會議。關於戰後利比亞重建是會議核心內容，會中法國外交部長居貝（Alain 
Juppe）稱，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是「對未來的投資」。英國、義大利則紛紛開始與利比亞

「全國過渡委員會」討論大型企業重返利比亞的相關事宜。香港新浪新聞，「歐洲國家試圖在

利比亞尋求投資回報」，http://news.sina.com.hk/news/12/1/1/2424975/1.html，瀏覽日期 2011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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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與經濟安全當成重要議題，為了能達到石油安全的保證，在全球的石油主要產

區透過商業及政治活動互相競爭。 

能源安全可從三個方向觀察與定義，首先，能源安全是左右經濟成長與社會

發展所需的關鍵。再者能源供應不應受到外力控制，最後能源的價格必須能夠提

供經濟的成長。能源安全的考量與各國地緣政治因素及國家政策關係密切，同時

各項因素都會影響到全球能源開發及能源運輸的控管。
541970年代以前美國為了

維持經濟需求，極度重視能源的安全問題，除透過軍事手段獲得對中東產油國的

控制及影響力外，並運用美國的跨國公司透過商業手段控制資源。這種影響力與

控制力使美國得以確保石油無所匱乏，同時當資源發生短缺時，美國亦可以因此

獲得石油的優先供應。運用這種控制力使美國在越戰與韓戰的戰爭期間，成功獲

得平抑國內物價上漲的壓力，維持經濟的成長幅度，強權地位因此日益穩固。
55 

石油不僅是戰略資源，更是地緣戰略的重要因素，中東因為石油成為全球的

中心，而鄰近的亞太地區則是因中國的崛起，造成美國在地緣戰略與資源安全的

威脅，並將注意焦點轉向該區，美國戰略思維的轉變，使亞太成為僅次於中東地

緣戰略力量最集中的次要地區。因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具有龐大的政治、軍事、經

濟和安全利益。隨著美國全球戰略擴張的重點轉向亞太地區，美國的戰略引起中

國的重視，使亞太及周邊地區成為地緣戰略競爭的焦點。56 

中國從 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國家策略推動下，獲得極

大的成效，使中國在國際間的政經力量大幅提昇。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

中國的國家利益顯現在獲得石油資源的作為上，從以往滿足內需轉變成為積極向

外擴張的戰略。在經濟力量與政治實力的輔助下，中國石油企業採取「走出去」

54 Ryan Clarke, 陳清鎮譯，《中共海軍與能源安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 年 1 月），

頁 12。 
55 Robert Gilpin, 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8 月），頁 273。 
56 余勝海，前揭書，頁 21。 

4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的策略，從 1993年後中國企業積極邁入全球市場，並在國際間與美國同台競爭，

隨著經濟的崛起，在全球市場的商業能力迅速發展壯大，更在全球各地建立勢力

範圍。同時，為了維持經濟發展所產生龐大的能源需求，開始與美國在全球產生

競逐。 

能源供給安全與否影響國家安全，經濟的發展也取決於資源及能源的供應無

虞，隨著工業高度發展與人口的遽增，無盡的需求快速消耗有限的資源，資源與

能源的安全已成為衡量各國國力與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指標。在全球化的局勢

下，強國之間的政治與軍事策略，都是圍繞在「資源」為核心的競逐過程中。
57 

資源安全是指維持充足而可靠的資源供應，同時符合可提供國家經濟持續發

展合理的價格。國家發展需要資源的供應，尤其當天然資源的供給不能滿足經濟

活動與工業生產的需求時，將會造成國家發展的停滯。因此在自足缺乏的情況下

必須仰賴進口以獲得需求的滿足，但也卻因此容易遭到生產受制於國外資源出口

國的壟斷或是價格調整的因素，使國家因經濟發展的受限而遭到嚴重傷害。
58 

由於全球對於能源需求的迫切，各國能源戰略均以發展確保石油供需的安全

為主要目的。於是世界各國透過國家力量或鼓勵石油公司不斷在各產油地區以開

發新的油源、更新設備提高生產率、興建輸送管線確保運輸安全等作為，獲得石

油安全保證。因此在世界各主要的石油生產地區，國際間無不竭盡全力發展各種

競爭與合作關係。 

第三節 全球石油分佈狀況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 2012年 6月發布關於全球石油資源儲量、產量及消費量

的統計（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June 2012）資料顯示，截

57 資源問題研究會，劉宗德譯，《世界資源真相和你想像的不一樣》（台北：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頁 5。 
58 關東原，前揭書，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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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1年底前世界探明石油總儲量為 1兆 6,526億桶，主要分佈在中東、南美、

俄羅斯、北非及中亞等地。其中波斯灣整體的確定石油蘊藏有 7,950億桶，佔全

球已知供給量的 48.1％，而歐洲及歐亞大陸地區佔 8.5％、非洲佔 8％、拉丁美

洲佔 19.7％、北美佔 13.2％、東南亞佔 2.5％，雖然中東地區探明儲量逐年上升，

但石油產量的大幅提升卻拉低中東地區的儲產比。縱然如此，但 2011年中東地

區仍佔全球石油探明儲量的近半數(見圖 2-6)。
59。 

 

圖 2- 6：1991 年、2001 年與 2011 年探明儲量的分佈圖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P.7. 

在世界石油儲量前 10強國家中，石油輸出組織國就佔了 8席，其餘 2席為

北美地區的加拿大（1,752 億桶，居第 3位）和中亞的俄羅斯（880億桶，居第 7

位）；前 6名國家中除第 1的委內瑞拉位於拉丁美洲外，其餘均位於波斯灣地區，

另第 9位及第 10位的利比亞與尼日位於非洲。委內瑞拉後的排名依次為第 2名

沙烏地阿拉伯、第 4名伊朗、伊拉克居第 5、第 6為科威特，前 6名國家儲量均

在 100億桶以上，約佔世界的 60％。若依照目前全球每日保守消費數據約 0.8

59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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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桶的消耗速度估計，現有的世界石油儲量可供全球消費 54.2年。60 

表 2- 2：世界前十大石油儲存國    (單位 10 億桶)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國名 委內
瑞拉 

沙烏地
阿拉伯 

加拿
大 伊朗 伊拉

克 
科威
特 阿聯 俄羅

斯 
利比
亞 尼日 

儲存量 296.5 264.5 175.2 151.2 143.1 101.5 97.8 88.2 47.1 37.2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同一資料內容顯示，在全球石油儲量的分佈中，2011年委內瑞拉超過沙烏地

阿拉伯，成為全球探明石油儲量最多的國家，達 2,965億桶，佔全球 17.9％；沙

烏地阿拉伯緊隨其後，以 2,645億桶的探明儲量位居全球第 2，佔比 16.1％；加

拿大排名第 3，其探明石油儲量為 1,752億桶，佔比 10.6％。美國的探明儲量 309

億桶，約佔總儲量的 1.9％，另中國的探明儲量為 147億桶，約佔總儲量的 0.9

％，分別居世界總存量的第 11及 15位。
61 

表 2- 3：中國及美國石油蘊藏量統計表 

國家 石油探明蘊藏量(10 億桶) 2011年佔全球比例 1990 年底 2000 年底 2010 年底 2011 年底 
中國 16.0 15.2 14.8 14.7 0.9％ 
美國 33.8 30.4 30.9 30.9 1.9％ 
總計 49.8 45.6 45.7 45.6 2.8％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 2011年 6月的統計報告指出，2008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

造成經濟的嚴重衰退，石油需求減少，各國透過各種經濟政策推動，期能使經濟

獲得發展。2009年期間由於市場仍處於疲軟狀態，使能源的供需平穩，油價供給

大於需求，因此連續 2 年下跌，間接刺激全球的經濟發展，使金融市場與需求日

漸活絡，全球石油消費量成長 3.1％，即每日 270萬桶，達到每日創紀錄的 8,740

萬桶，高於 2009年的 8,470萬桶，成為 2004 年以來最大的增幅，同期間中國石

油消費量增加 10.4％，即每日 86萬桶。
62 

2010年全球呈現經濟復甦的現象，新興經濟體的能源消費繼續快速成長，經

合組織國家的能源消費增幅也遠高於平均水準，能源消費成長達到 5.6％，總量

60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7. 
61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6. 
62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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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2008年金融風暴前的水準，全球能源需求大增，達到 1973年以來的最高漲

幅，能源消費的增幅高於經濟增幅，各種數據顯示經濟復甦促進能源需求兩年持

續攀升。
63石油再次成為左右國際經濟與政治的重要關鍵因素。 

2012年的同一份報告也指出，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動盪對全球能源造

成巨大的影響，同時也突顯透過維持剩餘產能和戰略儲備來應對供應中斷的重要

性。2011年 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嘯的影響，使日本和世界各地的核能和其它燃料

供需造成失衡的現象，並使石油價格創下歷史新高。2011年全球石油儲量比前一

年增加 8.3％，2011年世界石油探明儲量約為 1兆 6,526桶，足以滿足 54.2年

的全球生產需求。另一方面，委內瑞拉官方儲量繼續上調，將中南美洲的儲產比

拉高到 100多年。 

2011年受歐債危機及全球經濟成長緩慢的影響，使全球能源消費需求減少。

而 2011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費的淨成長全部來自新興經濟體，其中僅中國就佔了

全球能源消費增量的 71％。全球石油消費為每日 8,800萬桶，成長速度遠低於平

均水準，僅為每日 60萬桶。中國的石油消費量達到每天 975.8萬桶，若加上香

港地區石油消費量，則以每日 1,012萬桶成為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費國。
64 

表 2- 4：中國及美國石油消費量統計表 

國家 石油消費量(千桶/日) 2011 年佔
全球比例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國 7437 7817 7939 8212 9251 9758 20.5％ 
美國 20678 20680 19498 18771 19180 18835 11.4％ 
合計 20115 28497 27437 26983 28701 28593 31.9％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石油不僅左右戰爭的成敗，更是影響經濟的主要關鍵。在金融風暴期間，美

國經濟遭到重創，在世界各國的努力下，透過各種刺激經濟的政策，使全球經濟

逐漸活絡。隨著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美國及中國經濟也持續復甦，期間尤其以

中國的經濟發展更是驚人，間接帶動全球能源需求。2010年平均能源消費增幅為

63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p.2. 
64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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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根據英國石油公司 2012年 6月發布資料的統計，縱然在全球經融危機

的影響下，2011年中國及美國兩國的石油蘊藏量雖僅佔世界 2.8％，但是消費量

分別佔全球 20.5％及 11.4％，兩國總計耗費佔全球能源 31.9％，顯示中美對全

球石油的龐大需求。
65 

中國的原油半數依靠進口，另外 50％自行生產。中國目前提供生產的計有大

慶油田、中原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長慶油田、遼河油田、四川油田、華

北油田、吉林油田、河南油田、江漢油田、江蘇油田、青海油田、玉門油田、冀

東油田、克拉瑪依油田、塔里木油田、滇黔桂、土哈油田等。
66中國的石油皆由

中石油、中石化及中海油等三家國營公司自行管理生產，上列油田提供中國所需

石油的一半。依據中國國土資源部發布的資訊，2011年中國生產原油 2.01億噸。
67 

在中國「穩定東部、發展西部」的石油戰略實施後，目前中國仰賴的油田主

要有大慶、勝利、遼河、新疆與長慶等五大油田。但從 2003年起大慶油田的產

油量已逐漸降低，根據中國國土資源部 2008年的統計資料，該油田將在 2018年

耗竭。勝利油田與遼河油田等重要油田，也已出現產量降低的枯竭現象，只有剩

下位於西部的新疆與長慶油田產量呈現增產的趨勢。68 

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德克薩斯

州（Texas）和阿拉斯加州(Alaska)是美國四大產油州，提供美國約 40％的石油。

2012年 6月英國石油公司的資料顯示，美國石油蘊藏量為 309億桶，蘊藏量排名

世界第 11。石油主要蘊藏地為德州（佔 25％，包括部分墨西哥灣）、阿拉斯加（24

％）、加州（21％）及路易斯安那（14％）。在石油生產方面，2011年，美國德州

（26％）、阿拉斯加（10％）、加州（9％）、北卡州（7％）及俄奧克拉荷馬州（4

65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3. 
66 石油百科，「中國有多少個油田?」，http://shiyou.baike.com/article-102445.html，瀏覽日期 2011

年 9 月 1 日。 
67 請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http://mlr.gov.cn/wszb/2011/yqzy/jiabin/index_1205.htm 
68 余勝海，前揭書，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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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州生產的原油佔美國本土原油產量的 56％。69 

除此之外科羅拉多州(Colorado)和猶他州(Utah)地下蘊藏有大量的油葉

岩，透過高科技可供提煉的石油估計約達 1.5億桶，足夠美國使用 100年。除了

美國本土的油沙外，美國在加拿大也大量開採油沙，並且獲得豐碩的成果，供油

不斷從北方邊境匯入中西部油庫(世界主要產油國見圖 2-7)。
70 

 

圖 2- 7：世界主要石油產國產量 

資料來源：2012 Energy In Charts Energy Industry Statistics p13. 

英國石油公司 2012年 6月發布的報告說明，2011年的全球能源消費量成長

2.5％，與歷史平均數值大致相當。能源消費量的成長全部來自新興經濟體，而

經合組織成員國的能源需求則出現了在過去 4年中的第 3次下降。在生產層面，

利比亞及其它地區石油供應量的減少、而中東地區主要石油生產國沙烏地阿拉

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卡達的石油產量大幅增加，均創下歷史紀錄。與此同時，

美國連續 3年成為非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中石油產量漲幅最高的國家。 

表 2- 5：中國及美國石油產量統計表 

69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here Our Oil Comes From?” 
http://www.eia.gov/energyexplained/index.cfm?page=oil_where,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70 莫柏桑，〈油價 120 美元，景氣轉折警戒線〉，《商業週刊》，(2011 年 3 月 7 日)，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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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石油產量(千桶/日) 2011 年佔
全球比例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國 3637 3705 3737 3809 3800 4071 4990 5.1％ 
美國 6895 6841 6847 6737 7271 7531 7841 8.8％ 
總計 12537 12552 12591 12554 13080 13612 12831 13.9％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石油的產量取決於市場的需求與生產技術，另外石油輸出國組織實施的生產

管制手段也是影響石油價格的關鍵因素。由於 2011年全球局勢動盪不安，尤其

在中東和非洲等產油區域的區域情勢更是瞬息萬變，伊朗與利比亞的石油大量減

產，波斯灣的緊張情勢升高，造成全球石油供需與價格受到嚴重影響，全球的發

展也隨著中東與非洲情勢的變化產生連動效應。 

中、美兩國雖然都有石油的蘊藏，但是相對於石油的消費，國內的生產無法

滿足龐大的需求。面對急遽變化的國際情勢，石油安全已經成為國家成長的關鍵

因素，從國家利益的層面看，中、美在石油安全戰略的作為上，呈現在以中東及

全球各產油地區為主要的戰場。同時因地理環境因素，不同地區擁有不同的蘊藏

量，而出現兩國在不同的石油蘊藏區的角力，並產生與石油儲量多寡形成正比的

現象，茲將全球主要產油地區石油分佈狀況分述如后： 

壹、 中東石油分佈現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民族主義的蔓延，中東各國逐漸擺脫英法等西方國

家的殖民統治，陸續取得政治上獨立，地區內各國在 1950年代發現大量石油的

蘊藏後，經濟也開始進入獨立發展的階段。1970年代兩次的石油危機，使中東產

油國獲取大量的財富，也提高中東地區石油產油國的國際地位。 

中東地區地處歐、亞、非三洲的中心點，且由於地區內的波斯灣、紅海、蘇

伊士運河等重要水道，更加凸顯中東居戰略樞紐位置的重要性。由於石油是不可

再生的能源，而世界石油資源分布極不平均，但中東的原油資源卻非常豐富，是

世界石油的供應中心。由於中東地區的石油儲量大、產量高、並多以經濟價值較

高的中、輕質油為主，優質的油質再加上因為油層淺易於開採，而且中東石油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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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近，便於運輸等特性，中東被譽爲「世界油庫」，令世界其他地區難以望其項

背。71在運輸方面，由於亞、非、歐三大洲在此交匯，因此中東地區成為地區內

裡海、黑海、地中海、紅海、波斯灣與及蘇伊士運河為匯集各區所生產石油運輸

的重要水域，戰略地位相對重要，中東也成為世界各國競逐的重要地區。 

中東地區計有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科威特、卡達、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阿曼、埃及、敘利亞、約旦、巴勒斯坦、以色列、葉門、黎巴嫩、

賽普勒斯及土耳其等 17個國家和地區，面積約 740萬平方公里(見圖 2-8)。
72 

 

圖 2- 8：中東地區產油國 

資料來源：2012 Energy In Charts Energy Industry Statistics p13. 

根據 2012年英國石油公司的報告，全世界石油探明蘊藏總量為 1兆 6,526

桶，其中中東地區的儲量就有 7,950億桶，佔全球已知供給量的 48.1％。中東石

油儲量的 98.3％集中在波斯灣周邊國家，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等波斯灣

國家是世界上主要石油生產國和輸出國。同一份資料顯示，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

探明儲量佔世界總探明儲量的 16.1％，伊朗佔 9.1％，伊拉克佔 8.7％，阿拉伯

71 關東原，前揭書，頁 39。 
72 余勝海，前揭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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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大公國佔 5.9％，科威特佔 6.1％。73 

中東地區原油儲量排名依次是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其中，沙烏地阿拉伯已探明的儲量爲 2,654億桶，居世界第 3位、

伊朗已探明的原油儲量爲 1,512億桶，居世界第 4位，兩國擁有該區大部分的油

藏量，其餘伊拉克、科威特也具有千億桶以上的實力，中東地區實力不容小覷（見

表 2-6）。
74 

表 2- 6：中東地區石油蘊藏量統計表 

國家 石油探明蘊藏量(10 億桶) 佔全球比例 1990 年底 2000 年底 2010 年底 2011 年底 
沙烏地阿拉伯 260.3 262.8 264.5 265.4 16.1％ 

伊朗 92.9 99.5 137.0 151.2 9.1％ 
伊拉克 100.0 112.5 115.0 143.1 8.7％ 
科威特 970. 96.5 101.5 101.5 6.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98.1 97.8 97.8 97.8 5.9％ 
卡達 3.0 16.9 25.9 24.7 1.5％ 
阿曼 4.4 5.8 5.5 5.5 0.3％ 
葉門 2.0 2.4 2.7 2.7 0.2％ 
敘利亞 1.9 2.3 2.5 2.5 0.2％ 

波斯灣總計 659.5 696.5 752.4 795.0 48.1％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貳、 非洲石油分佈現況 

非洲位於東半球的西南端，東臨印度洋，西瀕大西洋，北隔地中海與歐洲相

望，東北則以蘇伊士運河和紅海為界與亞洲接鄰；地跨南、北半球，赤道從中橫

貫。總面積約 3,020萬平方公里，約佔世界陸地總面積的 20％，是僅次於亞洲的

第 2大洲。75非洲擁有得天獨厚的各種天然資源，長久以來非洲豐富的礦產，提

供全世界大量的銅、鐵、鑽石、橡膠及木材等重要資源。76不過，在二次世界大

戰後隨著非洲地區石油的探勘進展，發現非洲除了豐富的礦藏外，更蘊藏豐富的

石油資源。但由於政治環境動盪與開發速度緩慢，因此尚有大量的石油仍未開

發。近年來由於國際間的資金與技術陸續進入，非洲的原油儲量和石油產量呈現

73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P.6. 
74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2. 
75 請參見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478&ctNode=753&mp=1 
76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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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成長，石油取代其他天然資源成為非洲吸引國際各國的主要投資的標的。 

非洲地區已探明石油儲量僅次於中東和拉丁美洲地區。2012年英國石油公司

的報告資料顯示，非洲 2011年石油確定蘊藏量約爲 1,324億桶，約佔全球總量

的 8％，
77蘊藏區多數集中在北非地區和西非幾內亞灣地區，其中，利比亞、尼日、

阿爾及利亞和安哥拉分別為 471億桶、372億桶、122億桶和 135億桶，幾內亞

灣附近區域也是近年來世界上石油勘探和開採發展最熱絡的地區之一(見圖

2-9)。 

 

圖 2- 9：非洲地區國家主要產油國 

資料來源：2012 Energy In Charts Energy Industry Statistics p13. 

非洲石油蘊藏雖然無法與波斯灣地區相比擬，但非洲石油資源極具開發潛

力，因此對全球能源消費者與生產商而言具有先天性顯著的利益。由於非洲國家

的發展較為遲緩，因此消耗的石油資源非常少，所以所生產的石油幾乎都可以全

數供應出口。同時因為非洲的落後與政治動盪，非洲地區幾個主要石油產區尚未

完全開採，因此尚有額外的石油蘊藏等待發掘。更加上西非開採的大多是高流

77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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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低硫量的石油高級原油，使提煉過程中具有便利及效率的優點，且品質精純，

因此廣受各國精煉廠喜愛。78 

非洲的 53個國家中，目前有 20個產油國。其中利比亞、尼日、阿爾及利亞、

安哥拉和蘇丹等 5個國家的石油產量佔非洲總產量的 85％以上。蘇丹、赤道幾內

亞、剛果、查德等國也是非洲重要原油生產國。利比亞是非洲地區第 1大產油國，

而且所產的石油油質最佳，深受各國喜愛。另外埃及、查德、剛果、赤道幾內亞、

加彭也有少量的蘊藏量（見表 2-7）。
79 

表 2- 7：非洲地區石油蘊藏量統計表 

國家 石油探明蘊藏量(10 億桶) 佔全球比例 1990 年底 2000 年底 2010 年底 2011 年底 
利比亞 22.8 36.0 46.4 47.1 2.9％ 
尼日 17.1 29.0 37.2 37.2 2.3％ 
安哥拉 1.6 6.0 13.5 13.8 0.8％ 

阿爾及利亞 9.2 11.3 12.2 12.2 0.7％ 
蘇丹 0.3 0.6 6.7 6.7 0.4％ 
埃及 3.5 3.6 4.5 4.3 0.3％ 
加彭 0.9 2.4 3.7 3.7 0.2％ 
剛果 0.8 1.7 1.9 1.9 0.1％ 

赤道幾內亞 - 0.8 1.7 1.7 0.1％ 
查德 - 0.9 1.5 1.5 0.1％ 

突尼西亞 1.7 0.4 0.4 0.4  
其他非洲國家 0.9 0.7 2.3 2.2 0.1％ 
非洲地區總計 58.7 93.4 132.1 132.4 8.0％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近年來，各大非洲產油國為了發展本國的石油工業，紛紛提供外商各種優惠

政策，提供有意願的投資國家及石油開發商積極投入非洲的原油市場。在外國大

量的石油投資狀況下，非洲的石油產業進展快速，連帶提升非洲石油產業的競爭

力，透過探勘科技的引進使非洲產量、出口量快速增加，同時使非洲在全球能源

供應體系的地位因而更顯重要。在這樣的優勢條件與龐大的石油儲量下，未來非

洲的石油產量增幅將傲視全球。 

參、 俄羅斯與中亞石油分佈現況 

中亞地區位於歐亞大陸結合部，不僅是歐亞交匯的樞紐，更是連接東西、貫

78 馮康波、陶明瑞，《2006 世界政治經濟年報》(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365。 
79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6. 

5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通南北的陸上交通要衝，尤其此區更與中國、俄羅斯、歐洲等國家接壤，戰略地

位十分重要。中亞地區因為前蘇聯的封閉統治，使該地區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一直

遭到世界的忽視，長期處於世界的邊緣。然而在 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的各邦獨

立，加上 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的反恐戰爭影響，由於所處的特殊地理

位置，使中亞成為美國對阿富汗實施軍事打擊的前沿陣地，中亞在美國地緣戰略

中的地位也隨之上升。阿富汗戰爭更使中亞地區躍居成為全球注目焦點。 

中亞地區至裡海盆地一帶蘊藏有豐富的石油與天然資源，裡海是世界上最大

的湖泊，而同時裡海的油田也是世界上最早進行大規模開採的油田之一。早在 13

世紀，裡海西岸的亞塞拜然地區就曾有發現石油的紀錄，19世紀後期，巴庫（Baku）

及其周圍地區由蘇聯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石油開採和加工，使裡海石油成為蘇聯工

業開發的原動力，其中亞塞拜然與哈薩克兩國擁有近一半的裡海資源。
80中亞的

石油開發後，石油使中亞成為蘇聯的重要戰略地區，而裡海是蘇聯解體之前擁有

的重要資源產區。但由於此區位處偏遠，對外運輸成為首要解決的難題，因此在

蘇聯時期即透過綿密的運輸系統向各地區輸送，增加中亞資源的運輸便利性。81 

1991年前蘇聯解體後，促使亞美尼亞、哈薩克、亞塞拜然、喬治亞、烏茲別

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及塔吉克等中亞 8國分別宣告獨立。82同時蘇聯解體後俄

羅斯聯邦成為地區內最大的國家。而裡海地區獨立國家如亞塞拜然、哈薩克、土

庫曼等國的石油，仍必須在俄羅斯的嚴密控制下，經由蘇聯時期的運輸體系向北

輸送供給俄羅斯的工業使用，而亞塞拜然出口到地中海的石油，也必須經由俄羅

斯經車臣與黑海港口藉由船運，沿土耳其經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的地中海

航線出口。83 

80 許勤華，《新地緣政治︰中亞能源與中國》(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7 年 2 月)，頁 36。 
81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122。 
82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4 年 6 月)，頁 626。 
83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前揭書，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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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中亞五國位置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fs.huntingdon.edu/jlewis/syl/ircomp/MapsCaucasus.htm. 

中亞地區的石油，主要分佈大多集中在裡海及其週邊地區，並以緊鄰裡海四

周的四個石油及天然氣新興生產國為主，其中包括裡海以東的哈薩克、烏茲別

克、土庫曼，以及裡海以西的亞塞拜然等四國(見圖 2-10)。2005年 9月美國能

源部的報告指出：「裡海地區確定的石油蘊藏量估計約介於 170億桶到 440億桶

之間」，是僅次於中東地區與西伯利亞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蘊藏區。84因此，中亞的

原油產量受到大國勢力的關注，紛紛在中亞進行部署，尋求合作及進行投資以確

保油源安全。在地緣戰略與豐富資源的條件下，未來中亞地區政經地位與發展，

勢必將對全球局勢造成相當的影響。 

近年來，中亞已成為新的能源戰場，也是國際能源公司的重要投資競技場。

美國能源部評估該地區產油量將從 2005年的每日 210萬桶增至 2015年的 430萬

桶，更將在 2020年成長到 480萬桶、2030年可達 570萬桶。
85其中以亞塞拜然與

哈薩克的石油及天然氣，以及土庫曼與烏茲別克的天然氣最受矚目，另喬治亞本

身雖然無豐富資源，但卻是該地區石油與天然氣出口的重要過境國(見表 2-8)。 

84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173。 
85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174。 

6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表 2- 8：中亞地區石油蘊藏量統計表 

國家 石油探明蘊藏量(10 億桶) 佔全球比例 1990 年底 2000 年底 2010 年底 2011 年底 
俄羅斯 n/a 59.0 77.4 88.2 5.3％ 
哈薩克 n/a 25.0 39.8 30.0 1.8％ 
亞塞拜然 n/a 1.2 7.0 7.0 0.4％ 
烏茲別克 n/a 0.6 0.6 2.8 0.2％ 
土庫曼 n/a 0.5 0.6 1.6 - 

中亞地區總計 n/a 86.3 125.4 128.6 7.7％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長期以來中亞是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進行政治角力的緩衝地帶，從歷史的角度

看，中亞各國深受俄羅斯影響，在文化、語言、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相對於歐美國

家而言都與俄羅斯保持著更加緊密的連結。因此俄羅斯在中亞地區仍能保持相對

的優勢地位。
86從地理角度講，中亞石油產區距離國際能源市場距離太遠，除非

獲得本區的運輸控制權，才能掌握中亞地區的石油資源。為此，能源的輸送管線

重要性僅次於能源本身，中亞地區的能源爭奪除石油外，能源出口管道走向和路

線亦是國際角力競合的另一個場合。 

由於中亞的地緣戰略與豐富石油，使中亞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因而更顯重要，

加上中亞位於歐亞大陸的地理中心，與俄羅斯、中國、阿富汗(可經巴基斯坦與

印度到達南亞)、伊朗(與中東連通)、高加索地區(藉此通往中東與歐洲)連結，

因此中亞地區的重要性，對歐亞強權而言，中亞是通往對方要道，也是保衛自身

的天然屏障，因此中亞成為近年來世界各國必爭之地。 

由於中亞國家資源豐富，其中裡海周邊產油國因長期的落後，造成工業設備

與資金不足以開發其所擁有的資源，因此必須透過爭取外資投入，才能有效開發

能源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動能，並且強化各自的獨立性。
87這種模式是目前中亞

產油國家最直接且快速的策略。由於本區石油資源明顯的戰略價值，世界各國也

樂於投資該地區，於是在國際商業利益及外交戰略作為上，各國在中亞地區紛紛

86 關東原，前揭書，頁 47。 
87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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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種優勢，期望爭取石油歸屬權、勘探開發權、油氣輸送權，以在中亞地區

的石油爭奪戰中，獲得最佳的戰略位置，也因此直接或間接影響中亞地區的安全

與安定。 

肆、 拉丁美洲地區石油分佈現況 

由於拉丁美洲緊鄰美國，此地區與美國的關係密切，因此美國早在 1910年

就在秘魯、委內瑞拉和墨西哥的油田加以開發，並且對外出口，使拉丁美洲成為

世界最早向外輸出石油的地區。拉丁美洲也是現代最重要的石油生產和出口地區

之一，同時也是世界石油儲量和產量成長最快的產油地區。
88 

在政治方面拉丁美洲受到美國的影響深遠，因此諸如巴西、阿根廷、秘魯等

多數國家在經濟事務上多採取自由開放的政策，也顯示美國在此區的不容忽視的

影響力。不過近年來以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為首，發起的反美運

動，使拉丁美洲在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兩種意識形態下，造成地區內的各國普

遍在社會、經濟、政治出現各種動盪及不穩定，同時也影響到美國與世界各國在

此地區的石油投資與各種資源的開發進展。 

隨著探勘技術進展，近年來委內瑞拉、巴西和厄瓜多等國成為拉美地區原油

儲量最豐富的國家。根據英國石油公司 2011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鑑顯示，拉丁美

洲已經證實的石油儲量從 2000年的 1,229億桶(佔世界已經證實的石油儲量的

11.2％)躍升到 2010年底的 2,508億桶(佔世界的 18.1％)，更在 2011年底突破

3,358億桶(佔世界的 20.4％)，顯示拉丁美洲已證實的石油儲量呈現大幅上漲的

趨勢。
89 

88 Iain Wallace,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December, 1990), pp.93-94. 
89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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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拉丁美洲地區主要產油國家 

資料來源：2012 Energy In Charts Energy Industry Statistics p13. 

2011年英國石油公司能源統計年鑑顯示，迄 2010年年底委內瑞拉石油儲量

估測約有 2,100億桶的儲量，擁有拉丁美洲 15.3％的原油儲量，但在 2012年同

一資料顯示截至 2011年底委內瑞拉的石油儲量暴增到 2,965億桶，擁有拉丁美

洲將近 90％的原油儲量。同時委內瑞拉也成為全球第 1的石油儲量大國。巴西原

油探明儲量爲 151億桶，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原油探明儲量爲 114億桶，是

西半球第三大傳統原油戰略儲備國。 

2011年，厄瓜多原油探明儲量爲 620億桶，厄瓜多位於南美洲大陸西北部，

是拉丁地區第 4大產油國，境內石油資源豐富，主要集中在東部亞馬遜盆地。90而

拉丁美洲也是世界上石油儲量僅次於中東的第 2大地區，預料未來幾 10年也會

如此。 

90 Ibid. 

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表 2- 9：拉丁美洲地區石油蘊藏量統計表 

國家 石油探明蘊藏量(10 億桶) 佔全球比例 1990 年底 2000 年底 2010 年底 2011 年底 
委內瑞拉 60.1 76.8 211.2 296.5 17.9％ 
巴西 4.5 8.5 14.2 15.1 0.9％ 
墨西哥 51.3 20.2 11.4 11.4 0.7％ 
厄瓜多 1.4 4.6 6.2 6.2 0.4％ 
阿根廷 1.6 3.0 2.5 2.5 0.2％ 
哥倫比亞 2.0 2.0 1.9 2.0 0.1％ 
秘魯 0.8 0.9 1.2 1.2 0.1％ 
千里達 0.6 0.9 0.8 0.8 0.1％ 
其他 0.6 1.3 1.4 1.1 0.1％ 

拉丁美洲總計 122.9 118.2 250.8 335.8 20.4％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自行整理繪製。 

近年來拉丁美洲國家石油蘊藏的排名並無變動，委內瑞拉儲量始終維持第 1

的地位，墨西哥第 2，巴西第 3，厄瓜多第 4，阿根廷第 5，哥倫比亞第 6，秘魯

第 7，千里達第 8(見表 2-9)。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石油也在全球佔有重要

的地位，這些新國家為能享有更好的經濟環境，都急著把多餘的能源出口到國際

市場，故拉丁美洲各國和國際能源企業合作出口能源意願甚高。值得注意的是委

內瑞拉和巴西的儲量呈現上升趨勢，而墨西哥則呈現較大幅度的逐年滑落。綜合

而言，此區的產量基本上呈現小幅下跌的趨勢，主要原因是墨西哥、阿根廷、委

內瑞拉產量逐年減少所致。在個別國家方面，墨西哥產量居首，委內瑞拉次之，

巴西第 3，阿根廷第 4，哥倫比亞第 5，厄瓜多第 6，千里達第 7，秘魯第 8。 

伍、 全球石油分佈 

除了上述的主要石油產區外，在歐洲及亞洲仍有部分地區具有石油的蘊藏，

然而產量及影響力遠不及於中東、中亞及拉丁美洲等地區。縱然如此，部分地區

的石油仍與地區內的安全與秩序產生巨大影響。例如在亞洲因為近年南海所發現

豐富的資源，使南海成為周邊國家的可能衝突點，引起中國、菲律賓、越南、寮

國及我國在內的地區國家間關係緊張。 

北美洲原油儲量最豐富的國家是加拿大和美國。加拿大原油探明儲量在 2011

年大幅增加爲 1,752億桶，居世界第 3位。美國原油探明儲量爲 309億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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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在墨西哥灣沿岸和加州灣沿岸，其中以德州和俄克拉荷馬州最爲著名，阿拉

斯加州也是重要的產區。91美國是世界第 3大產油國，但因消耗量過大，每年仍

需進口大量石油。 

表 2- 10：其他地區石油蘊藏量統計表 

國家 石油探明蘊藏量(10 億桶) 佔全球比例 1990 年底 2000 年底 2010 年底 2011 年底 
加拿大 11.2 18.3 32.1 175.2 10.6％ 
挪威 8.6 11.4 6.7 6.9 0.4％ 

馬來西亞 3.6 4.5 5.8 5.9 0.4％ 
印度 5.6 5.3 9.0 5.7 0.3％ 

澳大利亞 3.2 4.9 4.1 3.9 0.2％ 
印尼 5.4 5.1 4.2 4.0 0.2％ 
英國 4.0 4.7 2.8 2.8 0.2％ 
文萊 1.1 1.2 1.1 1.1 0.1％ 

其他地區總計 42.7 55.4 65.8 205.5 12.4％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在 2012年 6月發行的數據顯示，亞太地區原油探明儲量

約爲 413億桶，也是目前世界石油產量成長較快的地區之一。中國、澳大利亞、

文萊、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是亞太地區原油探明儲量較為豐富的國家，

分別爲 147億桶、39億桶、11億桶、57億桶、40億桶和 59億桶，中國和印度

雖然也具備部分的原油儲量，但是在經濟高度成長之下，產生龐大的能源需求，

自行生產的石油仍無法維持內需，每年必須大量進口石油才能滿足因經濟發展帶

來的龐大能源需求。
92 

表 2- 11：全球各石油生產地區石油蘊藏量統計表 

地區 石油探明蘊藏量(10 億桶) 佔全球比例 1990 年底 2000 年底 2010 年底 2011 年底 
波斯灣地區總計 659.5 696.5 752.4 795.0 48.1％ 
拉丁美洲總計 122.9 118.2 250.8 335.8 20.4％ 
北美洲地區總計 33.8 68.9 74.3 217.5 13.2％ 
非洲地區總計 58.7 93.4 132.1 132.4 8.0％ 
中亞地區總計 15.5 21.6 14.3 128.6 7.7％ 
亞太地區總計 36.3 40.1 45.2 41.3 2.5％ 
歐洲地區總計 80.8 68.4 13.6 14.7 0.1％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依英國石油公司 2012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鑑說明，石油蘊藏量是指通過地質

91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6. 
9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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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程手段，以合理的推論估算，在現有的經濟與技術條件下，在未來可以從已

知儲藏量採出的石油量。93根據上述資料(見表 2-11)，在全球各石油生產地區中，

中東石油蘊藏量佔有全球儲量的將近半數，因此中東在未來仍將是世界石油供應

的主要地區。中、美兩國均在中東地區長期經營，然而也因為與中東鄰近的非洲

擁有龐大的石油利益，進而點燃地區混亂的戰火，使中東與非洲地區成為全球紛

爭與戰禍的聚集點。 

 

圖 2- 12：2011 年中東與北非石油分布 

資料來源：聯合報，轉引自國際能源總署、石油輸出國組織及法新社。 

非洲已探明石油蘊藏量為 1兆 3,224億桶，佔全球已探明世界總儲量的 8％，

主要分佈在北非三大盆地和幾內亞灣。隨著探勘技術的提升，預期非洲擁有的石

油儲量豐富，產銷量將持續增加。而且西非利比亞等國所生產高流質、低硫量的

高級原油，更具有先天優勢，在利比亞的政治問題解決後，未來的發展潛力無窮。

而近年來中、美兩國也將注意焦點轉移到非洲，積極介入地區事務的運作，期望

能在未來獲得更大的利益。由於豐富的石油資源，中東與非洲地區的重要性已成

為世界各大主要國家競逐的對象，在全球的地緣戰略中不容忽視。 

石油蘊藏豐富並不完全代表石油的生產量，因各國的生產技術、市場需求及

93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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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影響，會表現在實際的生產結果上。2011年全球第 5大石油生產國排名

依序是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美國、伊朗、中國等 5國，上列 5國佔世界石油

總產量的 49.4％(見表 2-12)。
94 

表 2- 12：2005-2011 年世界主要國家石油產量統計表 

國家 石油產量(千桶/日) 2010年佔
全球比例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沙烏地阿拉伯 11033 10775 10371 10769 9809 9955 11161 13.2％ 
俄羅斯 9443 9656 9869 9784 9927 10150 10280 12.8％ 
美國 6895 6841 6847 6734 7270 7555 7841 8.8％ 
伊朗 4184 4260 4303 4396 4249 4338 4321 5.2％ 
中國 3642 3711 3742 3814 3805 4077 4090 5.1％ 
加拿大 3041 3208 3305 3223 3222 3367 3522 4.3％ 
墨西哥 3766 3689 3479 3165 2978 2958 2938 3.6％ 

阿拉伯大公國 2983 3149 3053 3088 2750 2867 3322 3.8％ 
委內瑞拉 3003 2940 2960 2985 2914 2775 2720 3.5％ 
科威特 2654 2726 2647 2761 2477 2518 2865 3.5％ 
伊拉克 1833 1999 2143 2428 2447 2480 2798 3.4％ 
奈及利亞 2551 2468 2354 2170 2120 2453 2457 2.9％ 
巴西 1716 1809 1833 1899 2029 2137 2193 2.9％ 
挪威 2969 2779 2551 2459 2358 2137 2039 2.3％ 
安哥拉 1405 1421 1684 1901 1824 1883 1746 2.1％ 
哈薩克 1402 1475 1534 1607 1746 1818 1841 2.1％ 

阿爾及利亞 2015 2003 2016 1993 1816 1762 1729 1.9％ 
卡達 1028 1110 1197 1378 1345 1569 1723 1.8％ 
英國 1809 1636 1638 1526 1452 1339 1100 1.3％ 
利比亞 1745 1815 1820 1820 1652 1659 479 0.6％ 
總計 69117 69470 69346 69900 68190 69797 71165 85.1％ 

資料來源：依據 BP Amoc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自行整理繪製。 

除生產要素的影響外，石油的供需也會受到因國際情勢的變化，而由相關的

國際組織（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所做出決定，採取控制石油生產狀況以調節供

需，進而左右國際石油市場價格，最後世界經濟皆因此造成嚴重影響。在 1973

年至 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油價由 1971年 4月的每桶 2.18美元攀升到

1974年 1月的 11.65美元，漲幅幾乎達到四倍。1978年底，伊朗發生政變，造

成石油減產，國際油價再度大幅攀升，1980年爆發兩伊戰爭，因為戰火的波及造

成兩伊石油的產量幾乎中斷，使國際的石油再度短缺，引發第二次石油危機。當

時的油價由 1979年 7月每桶 18美元，在 4個月後漲到 24美元；到了 1980年 4

月時油價已經高達 28美元，1981年 10月油價為 34美元，漲幅達到兩伊戰爭前

94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op.cit, p.8. 

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的一倍。1981年底油價更達到 41美元的高點，都是受到國際情勢變化的影響，

而導致油價的飆升。95 

歷次石油危機造成的高油價使全球的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打擊，而高油價的狀

況也推升及加重地緣政治的風險，如 1978年的兩伊戰爭和 1990年的波斯灣戰

爭，因石油造成的衝突，使相關國家陷入對石油資源的爭奪，而演變成戰爭行為，

對全球的經濟與國際秩序造成嚴重傷害。而在搶奪石油資源與造成衝突的惡性循

環現象下，呈現的是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對石油供給與價格的穩定產生連動。 

歷年中東的局勢的變化都曾使石油輸出國組織透過管制，約束會員國配合國

際需要控制石油生產及輸出，造成調節國際石油供需的狀況發生。一旦石油組織

調整生產的數量，將立即會反映在國際市場上，對世界各國而言，石油的生產與

價格的變化左右國家的經濟發展。當中東局勢穩定，則石油的生產與油價可以提

供世界經濟更好的發展動能，也可使國際經濟秩序穩定與發展。否則當石油短缺

或油價高漲時，世界的經濟將因而受到影響。雖然全球的石油儲量逐年消耗，但

隨著科技與石油生產技術的進步，全球的石油產量卻逐年增加。石油的產量也與

國際情勢的變化關係密切。例如因為世界金融風暴影響 2009年的石油產量大幅

減少，隨著國際金融局勢的復甦，2010年的石油產量已明顯增加。 

陸、 相關國際石油組織 

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管是石油生產國或石油消費國，都透過共同的目標組

成相關團體，利用團體的力量達到共同的目的，1965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引發

中東產油國家對西方的禁運，造成美國採取石油增產的行動，以穩定市場的需

求，當增產的石油投入市場後，油價即大幅下跌，反而造成石油生產國與石油公

司的重大損失。因此，為共同對抗歐美石油公司的壟斷和維護產油國家石油的穩

定收入，由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伊朗等 4個中東產油國和委內瑞拉

95 于宗先等著，《一隻看得見的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年 11 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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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國（共約控制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的代表於 1960年 9月 14日在伊拉克首

都巴格達，共同組成一個跨國際性的石油公司國際性組織，稱為石油輸出國組織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簡稱 OPEC）。
96其設立宗旨

在團結會員國，共同遵守石油生產協議，避免因惡性競爭而導致石油價格低靡不

振，以維護產油國的共同權益，並維持原油價格及產量水準，會員國團結一致對

外，制訂管制石油產量與價格。97 

圖 2- 13：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 

資料來源：改繪自 http://spectrewriter.com/?p=159. 

1965年，OPEC的總部由巴格達遷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雖然奧地利並非其

成員國，但因為它是聯合國 3個總部所在地之一，所以 OPEC透過此舉，向全世

界宣示其地位。OPEC成立至今，其成員國也由最初的 5個增加到現今的 12個(見

圖 2-13)，新增會員國包括卡達（1961年加入）、利比亞（1962 年加入）、阿爾及

利亞（1969年加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1971年加入）、奈及利亞（1971年加

入）、厄瓜多（1973年加入，1992年退出，2007年再加入）和安哥拉（2007年

96 John R. Fanchi and Christopher J., Energy in the 21st Century, (Hackensack: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Inc, March 31, 2011), pp.84-85. 

97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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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原本印度尼西亞（1962年加入）與加彭（1975年加入）也是其會員國，

後來分別於 2008年和 1995年退出該組織。98目前 OPEC國家仍控制世界總探明石

油儲量的 70％，同時 OPEC國家提供世界石油總供應量的 41％，其生產的石油佔

國際石油交易的 60％。也因此，OPEC成員國的行動可以影響世界石油市場。
99 

由於以色列建國的因素，導致中東「以巴衝突」的出現，石油開始成為產油

國對西方國家實施經濟制裁的武器。OPEC成立後，由於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成員國

挾帶控制全球油源半數以上的實力，使石油輸出國成為左右全球經濟發展，不容

忽視的國際性組織。同時藉由 OPEC的運作，也使會員國透過石油出口獲得到更

高的利益。 

1967年第 3次中東戰爭後，OPEC的阿拉伯成員國為了懲罰美國支持以色列

的建國，共同成立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簡稱 OAPEC），聯合向支持以色列的歐美國家施壓及採取

禁運的手段，逼迫歐美國家放棄支持以色列。1973年六日戰爭期間，由於美國支

持以色列，再度引發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聯合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

施石油禁運制裁，導致中東石油嚴重短缺，引發世界性石油危機，美國更因此造

成石油進口中斷，對經濟帶來巨大損失。 

1974年 11月，遭到石油制裁的國家，在美國的倡導下，成立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簡稱 IEA），其成立宗旨在於聯合各石油消費

國以因應可能的石油危機。國際能源總署目前有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

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日本、韓國、

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

98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General Information”, 
http://www.opec.org/opec_web/static_files_project/media/downloads/publications/GenInfo.pdf, 
p.14. 

99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Who are the major players supplying the world oil market?”, 
http://www.eia.gov/energy_in_brief/world_oil_market.cfm,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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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英國、美國，共 28個會員國，為 OECD架構下之一自治機構(autonomous 

body)，總部設在巴黎。100 

國際能源署最重要的功能是規範成員國儲備石油，以應對石油危機。1974年

國際能源署要求成員國至少要 60天的原油儲備。1980年代因兩伊戰爭導致第二

次全球石油危機後，儲備增加到 90天，戰略原油儲備主要包括政府儲備和企業

儲備兩種形式。 

第四節 小結 

美國在 1900年代與蘇聯同為世界上兩大石油輸出國，當時美蘇石油產量佔

全世界石油產量的 90％。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供應全世界所需石油的 25

％；1938年美國石油產量佔世界產量的 70％；1953年美國出口石油佔全球 50％；

1967年為 14％，美國石油產量在 1970年代達到高峰後即逐年下降，同時因經濟

的快速發展，石油消耗量逐年增加，1977年進口石油佔美國消耗的 46％。
101由於

採取美金交易，美國因石油輸出賺取大量的外匯與利益，推動美國經濟的成長。

也因石油的輸出使美國成為國際經濟與政治的強權，把美國推上全球領導地位。

但在 1970年後美國石油產量逐漸衰減，使美國正視石油即將耗竭的問題，同時

因為國內龐大的能源需求與保護僅剩石油蘊藏政策及思維的影響，美國開始大量

進口石油。1973年因為石油危機造成美國經濟的嚴重傷害，美國國內開始提高警

覺，同時能源政策成為 1976年美國總統競選的主要政見。102 

能源安全是中國目前在維持經濟高度成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1993年中

國開始仰賴石油進口後，2010年中國石油對外依賴程度已超過 50％，能源龐大

需求與依賴大量進口的能源，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隱憂。1031970年代末期的經濟

100 經濟部能源局，「2010 能源手冊」，頁 113。 
101 關中，《意識型態和美國外交政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0 月），頁 237。 
102 李國威，《國際關係新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8 月），頁 168。 
103 熊光楷，《國際形勢與安全戰略》（北京：清華大學出版，2006 年 4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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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改變近代中國命運的契機，成功使中國順利躋身到世界大國的行列。在經

濟持續發展的同時，中國對「國家石油安全戰略」也展現在全球各大石油生產區

進行部署的作為上。近年來中國積極與中東石油大國建立包括政治、經濟與軍事

等全方位的密切合作關係，期望獲得能源供應安全與經濟持續發展的保證。除了

加強與世界各產油國的合作外，中國對於石油儲備的戰略作為也在積極籌建，各

種的手段都是確保中國的能源供應不會受世界局勢的影響，而威脅到國家安全。 

世界兩大能源消費國家美國與中國，為爭取能源安全的保障，在中東、中亞、

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等地區均透過政治、經濟、外交甚至是軍事手段積極部

署，而中美兩國亟欲爭取的標的，包括能源資源的探勘、開採與開發，就連運輸

石油的油氣輸送管線走向，與確保海上運輸航道暢通及安全都是競逐的目標。 

在全球化發展下中國與美國仍將維持經濟發展為石油安全戰略的基礎，並把

建構及維持世界強權作為石油戰略部署目的，藉由在全球各地所實施的石油相關

佈局作為，鞏固各自的石油資源安全發展戰略。而在具體作為上，除積極對石油

及相關礦源採各種手段進行併購、探勘、儲備外，更在「國家安全」的基礎上，

建構能源安全防線，並透過外交合作政策，結合金錢手段，與國際間產油地區國

家，建立相關資源合作協定，以因應將來可能面臨的資源問題與國家安全戰略目

標。 

石油是改變國家發展的關鍵，多數的石油輸出國在沒有發現石油前，大多是

落後與資源缺乏的國家。但也由於石油，使石油輸出國家成為全球的注目焦點，

同時也是衝突與地區紛擾的起因。在全球石油逐漸耗竭的狀況下，石油的重要性

與日俱增。能源供給安全與否影響國家安全，經濟的發展也取決於資源及能源的

供應無虞。美國經營波斯灣的主要目的，即是透過控制中東與中亞，達成美國石

油供給安全的保證，並藉由地緣戰略優勢控制南亞，以防止中國的勢力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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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的戰爭經驗教訓說明，一個國家擁有的豐富戰略資源，除了能提供國家

生存發展所需外，更可作為外交與戰略運用資本，透過資源的輔助可在國際社會

展現出較大的影響力。然而倘若賴以維生的戰略資源，受到他國控制或無法掌握

有效保護資源的能力時，擁有的一切將成為吸引外患垂涎的重大目標，並可能造

成國際紛爭影響國家安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歐美國家為維護各自的

石油的利益於 1991年、2003年分別發動兩次波灣戰爭均是例證。因需求所引發

的爭奪，除造成中東產油國家，其人民生存與經濟發展的威脅外，亦影響相關國

家的安全，更間接影響全世界的經濟安全，各種因石油所發生的紛爭，均說明資

源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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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石油戰略分析與評估 

第一節 美國石油發展情勢 

1859年 8月美國塞尼卡石油公司（Seneca Oil Company）的總經紀德瑞克

（Edwin L. Drake）在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的泰特村（Titusville）挖

到石油，開啟美國境內第一口商業生產的油井。
1由於石油產量超過裝載石油的容

器生產速度，而當時泰特村主要出產木材製作酒桶，因此自 1866年起賓州的石

油生產商共同決定統一石油的運送規格，用 50加崙的威士忌酒桶裝好後，再利

用馬車或台車送到市場販賣，扣除路途過程的耗損，每桶約為 42加崙，從此「桶」

即成為石油市場沿用的度量單位。
2初期石油主要作為照明之用，由於利用石油所

提煉的「蠟油」價格低廉，進而取代昂貴的「鯨油」成為照明的燃料。隨著石油

科技的持續發展，此後石油不僅僅提供照明，各種石油產品陸續進入人類的生

活，而汽油與柴油更是隨著汽車及內燃機的發明，使全世界邁入石油世紀。
3 

1911年 7月英國海軍部長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前夕，認為船艦使用燃油的內燃機可獲得比傳統動力更為理想的加速度，且在操

作與人員配置上具有更大的優勢，更重要的是作戰半徑可因內燃機的效率而擴

大，若以石油取代傳統燃煤動力的船艦，將可在戰爭中具有更強大的作戰優勢。4

邱吉爾果決的以石油取代煤，作為英國皇家海軍戰艦的動力燃料，奠定英國在歐

戰中的勝利基礎。5 

1914年起美國出口的石油多數提供歐戰使用，當年美國的石油產量佔全世界

1 Springirth Kenneth C and Weber, David L, Oil Creek and Titusville Railroad (New York: Arcadia 
Publishing, August, 2011), p.7. 

2 卜一，〈石油工業是從哪裡開始的〉，《歷史月刊》，248 期（2008 年 9 月），頁 6。 
3 Daniel Yergin, 薛絢譯，《石油世紀》(台北：時報出版，1991 年 10 月 2 日)，頁 7-11。 
4 Paul Roberts, 吳文忠譯，《石油恐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1 日），頁 18。 
5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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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的 65％，到了 1917年美國的石油產量總計 3億 3500萬桶佔全世界的 67％，

美國本土所生產的石油有 25％是供作出口，多數輸往歐洲。61916年因為第一次

世界大戰的關係，石油成為各國重要的戰略物資，加上德軍的潛水艇不斷攻擊英

法在海上石油的運輸，造成石油嚴重的短缺，因此在 1918 年 2 月由英、美、法、

義等歐洲盟國商議成立盟國國際石油協會（Inter-Allied Petroleum 

Conference），用以匯集、協調、控制石油供應與運輸，而遠在美洲的美國則是

透過大量的石油支援歐洲戰事，經由美國參與並由這個組織配合油輪的護航行

動，才解決盟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供油問題。
7 

石油是充實國力與國際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戰略物資，石油同時也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軸心國在規劃軍事策略的依據。戰爭期間英美石油補給線的最大弱點是

油輪與貨輪必須航經大西洋海域，由於德軍的潛水艇不斷攻擊英美海上運輸的油

輪，造成英國在 1940年幾乎已經沒有燃料可用。德國海軍總司令艾力克.瑞德

（Admiral Erich Raeder）將軍曾說：「經濟戰打的愈徹底，成果會出現的愈早，

戰爭也會更快結束。」81940年 12月美國總統大選，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三度當選美國總統後便宣佈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1941年

3月「資援」法案（Lend Lease Act）制定，除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協議，直接

提供援助換取達蘭（Dhahran）空軍基地的使用權，成功建立美軍在中東的駐軍

基礎，更與英國溝通雙方以此法案，排除英國向美國要求支援的法律障礙。9資援

法案中明定在可租或可借的項目中，包括未來不定時間償還的石油，以提供援助

英國石油的法律依據基礎。1941年春天英國缺乏燃料的時期，美國緊急運輸的

50艘油輪，這批重要的戰略物資，解決當時英國的燃眉之急，成功挽救可能面臨

6 王能全，《石油與當代國際經濟政治》(北京：時事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41。 
7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138-139。 
8 Buell, Thomas B, The Second World War: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New York: Square one 

publishers Inc, November 01, 2002), p.69. 
9 Mark Thompson, Shadow Kings (Canada: Teafford, November 27, 2005),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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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英國戰況。10 

1941年 12月 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Pearl Harbor)，次日美國正式向日本宣

戰，三天以後又向德國和義大利宣戰。
11宣戰後德國潛水艇立刻在美國海岸附近

行動，目標以盟軍油輪為第一優先，德軍的攻擊造成盟軍石油的短缺，德軍潛艇

的威脅重創盟軍戰力。1943年 1月在北非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召開英美參

謀首長聯席會後，一致同意排除德國潛艇的威脅，會後盟軍突破德軍潛艇的密碼

系統，並加強油輪護航艦的反擊能力、改良雷達，引進新開發的長程飛機，提供

空中掩護。
121943年 5月後執行任務的德國潛艇折損 30％，同月 24日德國潛艇

司令卡爾.杜尼玆(Karl Doenitz)下令德軍潛艇撤回安全區域，並且中止潛艇在

北大西洋的攻擊行動。
13盟軍靠著新科技、情報、組織力、新戰術使得大量的美

國石油得以順利運往英國、歐洲及蘇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生產了盟國所用

的 90％石油，1941年 12月起至 1945年 8月止，盟軍共消耗大約 70億桶石油，

其中 60億桶產自美國，來自美國的石油扭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14 

英國早在 19世紀初，就曾平定波斯灣的海盜，並且為波斯灣的阿拉伯各部

族調停紛爭，此後又肩負維持地區和平與各邦獨立及領土完整的責任。151920年

4月英、法等國在義大利聖雷莫(Sanremo)簽訂協定，協定中劃分英國和法國在中

東地區的勢力範圍，奠定兩國在中東委任統治的基礎，確定英法在中東的主導地

位。英國於 19世界末 20世紀初又與巴林、科威特、卡達達成類似的共識關係，

10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305。 
11 賴麗琇，《德國文化史》（台北：中央圖書出版社，2002 年 9 月 1 日），頁 322。 
12 David Jordan, 張國偉等譯，《狼群：德國 U 型潛艇戰與盟國反擊作戰 1939-1945》（台北：知書

房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216-218。 
13 Davidson, Eugene, The Trial of the Germans: An Account of the Twenty-Two Defendant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 (New York: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September 01, 
1997), p.398. 

14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308。 
15 Christopher Tugendhat, and Adrian Hamilton, Oil, the Biggest Business (London: Eyre Methuen, 

1975), p.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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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國政府對中東地區的政治、經濟與石油生產著力甚深。161940年代伊朗、

伊拉克加上阿拉伯半島皆由英國所屬的石油公司佔有全數石油生產權，然而卻只

生產全世界石油的 5％，並且全供應英國使用，當時美國本土生產全世界石油產

量的 60％，
17因此中東石油在此時對美國而言並不重要。 

美國本土及「後院」拉丁美洲擁有大量的石油資源，美國曾經是石油最大的

出口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爭中所使用的石油 80％是來自美國，提供協約

國作戰所需，而德軍則受到石油禁運。
18盟軍在二戰期間總共耗掉 70億桶石油，

而其中 60億桶是來自美國，由此可見石油在歷史中的重要地位。19隨著石油資源

與科技的開發，石油大量運用在各種作戰所需，第二次世界大戰消耗的石油量比

第一次世界大戰更龐大。據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軍一個師耗用 4千馬力，到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卻必須消耗 18萬 7千馬力。
20 

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藉由輸出大量石油，推動經濟發展建立國際霸權地位，

美國從未想到石油會成為國家安全問題，但是隨著美國國內油源的耗竭，石油帶

來的經濟效益隨著石油的開發日漸弱化，因此美國體認到石油已逐漸成為影響國

家經濟與安全的因素。為此，中東龐大的石油蘊藏，吸引美國從此積極介入中東

事務，並且在 1940年代陸續與中東產油國家簽訂石油協定，奠定美國在中東的

地位。二戰前大量的石油輸出強化美國在全球的政經影響力，在美國成功立足中

東後，透過左右中東政局與石油資源的掌握能力，美國成為全球霸權，石油的影

響不僅只是經濟力量，更涵蓋政治、軍事等範圍。 

16 1920 年 4 月協約國最高委員會會議（the Allied Supreme Council），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

理亞歷山大.米勒蘭簽署了《聖雷莫協定》（San Remo Agreement），法國放棄了對摩蘇爾的領土

要求，美索不達米亞成為國聯委任下的英國託管地，石油仍由土耳其石油公司負責開發，德國

人將公司的股份轉讓給法國。Daniel Yergin, op.cit, p.295. 
17 趙慶寺，《美國石油安全體系與外交 1941-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44。 
18 趙慶寺，前揭書，頁 23。 
19 趙慶寺，前揭書，頁 42。 
20 Brian C. Black, Crude Reality: Petroleum in World Histor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March 31, 2012), 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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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中東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美國宣布參戰後，1942年到 1943年戰爭期間由於盟軍的

戰爭燃料補給都是由美國本土提供，間接使美國的國際地位因此提高，但是無限

制的提供大量的石油卻造成美國本土石油的短缺疑慮。1942年美國戰時石油署和

戰時石油工業委員會(the Petroleum Industry War Council)的報告指出，世界

大戰爆發後石油生產成長率超過探勘速度，依據此趨勢美國將很快便會失去石油

自足的能力。
21按照此一報告，雖然石油正從美國流往各個戰場前線，但美國注

定將會成為石油進口國，這個報告隱含著美國政府對於國家安全上的憂慮。於是

「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Theory）開始在美國的輿論出現，要求美國政府

控制並開發「領土以外」的石油，以降低美國國內的石油抽取量，才能把國內尚

未開發的石油留做未來之用，以保證美國的安全。
22對此，時任美國國務院的經

濟顧問費斯（Herbert Feis）認為：「即使在和平時期，美國的石油資源仍無法

滿足美國的需求，縱覽全局之後，指向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中東」23，此時

中東豐富的油藏成為美國的首要目標。 

1944年美國戰時石油署副署長狄高里爾（Everette Lee DeGolyer）提出中

東石油的調查報告認為：伊朗、伊拉克、沙烏地、科威特、巴林、卡達可能的油

藏大約是 250億桶。其中沙烏地佔 20％，大約 50億桶。同時狄高里爾也認為：

「世界石油的生產重心，正從墨西哥灣加勒比海岸轉移到中東的波斯灣。」24 

1944年英、美為了爭奪中東利益與石油的地位，於當年 8月 8日於華盛頓簽

訂《英美石油協議》（Anglo-American Petroleum Agreement），目標在確保各

21 Michael B. Stoff, Oil, War and American Security: The Search for a National Policy on Foreign Oil, 
1941-1947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71. 

22 Hughes, Dudley J, Oil in the Deep South: A History of the Oil Business in Mississippi, Alabama, and 
Florida, 1859-1945 (Jackson,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March 01, 1993), pp.87-88. 

23 Shoshana Klebanoff, Middle East oil and U.S. Foreign Policy: West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U. S. 
Energy Crisi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4), p.20. 

24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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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機會均等，包括生產國在內。由 18個會員國組成的「國際石油委員會」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mission），根據「可取得的油藏、健全的工程

技術、相關的經濟因素、生產國與消費國的利益、滿足漸增需求之顧慮等因素」，

把生產配額分配給各會員國。英美石油協議的目標主要是：平衡供需、管理過剩

生產、安定生產。然而礙於美國國內石油業的反彈，英美協議並沒有成功推動。

遲至 1945年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後當年 9月英美才終於達成協議。
25 

貳、 美國進入中東事務 

1945年 2月 14日盟軍勝利國代表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 3人於黑海雅爾

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後，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於美艦「昆西號」（Quincy）與沙烏地國王紹德（lbn Saud）會晤，會中羅斯福

提出希望在巴基斯坦幫猶太人建國、開發阿國石油及戰後中東勢力部署等議題，

而紹德國王希望美國在戰後能夠留在沙烏地，以抵銷長期在中東的英國勢力。
26此

次會談是美國、沙烏地雙方建立日後安全聯盟關係的關鍵。美國保證沙烏地的主

權獨立，沙國確認美國公司在沙國油田的主導地位，也是美國政府在二戰期間首

次認定沙國油田是美國在中東的重大安全利益，必須完全掌控，以防止沙國油田

落入欲介入中東事務的第三國。27 

美國積極在中東建構影響力以便應付日漸成長的石油需求，然而，由於美國

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此一立場成為美國與阿拉伯國家的爭執點。戰後，

1945年美國的角色變化使能源安全的問題更趨於複雜。從美蘇冷戰的觀點來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石油漸增的經濟與戰略價值、豐富的中東油藏都是英美

安全的最大保障。國際間的外交政策、國際經濟顧慮、國家安全、財團利益，都

25 Richard H. K. Vietor, Energy Policy in America since 1945: A Study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0. 

26 Gilles Kepel, 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 (London: I.B.Tauris Publishers, January, 2006), p.384. 
27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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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在中東的石油議題上。基於沙烏地國王對於美國長期良好的關係，及為了牽

制並平衡英國在中東的勢力，沙烏地同意提供石油開採權給「阿拉伯美國石油公

司」（Aramco簡稱阿美公司）。該公司於 1947 年 5月 12日成立，並且是純美國資

金的石油公司，負責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開發，阿美公司的成立是美國在中東地

區勢力增長的開始。
28在同時期內，美國資金的石油公司陸續在中東達成相關的

油權交易，在科威特有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與皇家荷蘭殼牌集團(Royal 

Dutch Shell)的合併，取得科威特大量的石油生產。此後阿美石油公司、海灣殼

牌公司及英伊美國(Anglo-Persian Oil Company)三大公司獲得在沙烏地、科威

特及伊朗的石油生產權後，大量的中東石油取代美國石油輸入歐洲市場，使世界

的石油重心移往中東地區。
29 

戰後歐洲普遍受到戰爭的影響，民生及工業基礎衰弱亟需重建，由於歐洲到

處都是食物與原料的短缺，導致原有的貿易結構都因為資源的供應不足而瓦解。

生產與需求的失衡使通貨膨脹問題非常嚴重。此時中東石油對於歐洲的經濟復甦

更顯示其重要性。1946年歐洲出現最長最冷的冬天，缺煤的能源危機造成歐洲各

國的政治與經濟難題，以英國為例，1947年失業率增加 6倍，工業生產幾乎全面

停頓，使英國不得不仰賴美國以度過財政危機。30而此時蘇聯則大肆擴張勢力範

圍，歐洲除位處南歐的希臘與土耳其外，其餘北歐、西歐和東歐等地都被蘇聯控

制。僅剩的南歐國家中土耳其與希臘即成為蘇聯最大的戰略目標，因為蘇聯若能

控制希臘與土耳其，就能完全控制黑海及進出地中海的通路。31在蘇聯全球戰略

的規劃中，希臘與土耳其對蘇聯的戰略利益具有極大的關鍵影響(見圖 3-1)。 

28 Giacomo Luciani, The Oil Companies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arch, 1984), 
P.19. 

29 John Hampden Jackson, The World in the Postwar Decade, 1945-1955 (North Stratford: Ayer 
Publishing, November 17, 1956), pp.126-129. 

30 Kennedy, Paul, 張春柏等譯，《霸權興衰史》(台北：五南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483-484。 
31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大國政治》（台北：立緒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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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940 年代南歐局勢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kc-johnson.com/week-of-oct-5/. 

1947年 3月 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國會的聯席會議發

表「強勢演說」（all-out speech），提出特別援助希臘與土耳其以爭取對美國的

支持，共同對抗蘇聯的政策，成為冷戰史上的重要大事，即是俗稱的「杜魯門主

義」(Truman Doctrine)，同時也是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任期內所策定的美國對外

重要政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外主要的政策核心。32戰後西歐經濟幾

近崩潰，各地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與反抗情緒持續累積，法國與義大同時受到共產

黨的滲透。331947年 6月美國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提出整頓西歐經濟

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該計畫以提供大量美援方式，協助歐

洲戰後復甦，同時也是美國圍堵蘇聯勢力的重要原則。34 

馬歇爾計畫亦稱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該計畫於 1947

年到 1954年間，由美國提供葡萄牙、挪威、比利時、冰島、第里雅斯特自由區、

32 1947 年地中海東部的希臘由於蘇聯勢力的介入造成共黨暴亂，同時共黨勢力也對土耳其產生

威脅，英國因為蘇伊士運河的糾紛退出中東，也導致中東地區的不穩定，美國趁此時中東地區

的權力真空時期，積極介入中東事務。Robert O. Paxton, 陳美君、陳美如譯，《西洋現代史

(下)(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I)》(台北：五南出版社，2006 年 11 月)，頁 521。 
33 趙慶寺，前揭書，頁 64。 
34 康蕙芬，《國際金融與匯兌》(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1 日)，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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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義大利、丹麥、奧地利、荷蘭、愛爾蘭、瑞典、土耳其、希臘、法國和英

國等 16國共 120億美元的金援，並由上述國家成立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在取

得美國的同意後，配合處理美國的經援。
35 

在接受美國的援助計畫後，歐洲國家即用受援的美金解決歐洲普遍的能源危

機，由於當時多數國家煤礦的產量太低，工人又因為罷工行動無法生產，用石油

代替煤礦成為解決各國能源問題的手段。而且石油也是歐洲飛機、汽車、卡車的

唯一燃料來源。由於美國提供大量的石油，而購買石油必須使用美金，透過石油

的輸出，美國充分掌握歐洲的經濟，也形成全球以美元為主要流通貨幣的現象，

美國對蘇聯的政策也成為影響國際局勢及導致冷戰的關鍵因素。 

 
圖 3- 2：1950 年代世界局勢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s://sites.google.com/a/guhsd.net/ap-world-review-2011/topics/e6. 

參、 石油危機 

自第 7世紀以來猶太人就與阿拉伯人為敵，由於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後造

成的衝突不斷，聯合國巴勒斯坦事務特別委員會於 1947年提議分割巴勒斯坦，

35 Robert O. Paxton, 陳美君、陳美如譯，前揭書，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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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阿拉伯人的強烈反對，導致中東地區的政治動盪。361948年英國政府由於工

黨政府自顧不暇而放棄託管權，撤走在巴勒斯坦的駐軍與行政機關，將巴勒斯坦

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1948年 5月 14日猶太國家會議宣布以色列建國，蘇聯立

即予以承認，美國也宣布跟進。
37反對的阿拉伯聯盟中埃及、敘利亞及約旦在以

色列建國時即發動全面攻擊，第一次以阿戰爭因此爆發，此後以色列問題成為中

東地區難以解決的問題。 

南亞的印度位於印度洋核心位置，三面環海，是印度洋航線的樞紐，戰略位

置十分重要，英國自 1858年起即佔領印度。1948年在印度甘地(Mohandas Gandhi)

倡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下影響下，英國宣布准予印度獨立。
38甘地使印度擺脫英

國的統治，同時也激發其他遭英國殖民國家的獨立運動。此後英國陸續喪失憑著

公然侵略、軍事佔領、從政治與經濟上掌握受其殖民的國家。1948年底沙烏地阿

拉伯紹德國王為了維護石油所帶來的鉅額收入，並防止來自北方蘇聯的壓力企圖

赤化阿拉伯世界，強力促成美國、英國與沙烏地三國的共同防衛條約，從此美國

的勢力正式進入中東。
39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石油對於國家力量的重要影響，面對蘇聯的勢力擴

張，美國政府把保護中東及波斯灣石油安全，認定為冷戰時期安全戰略的一環，

而此時美國的「國家安全」即涵蓋戰後世界均勢、美蘇衝突、美國居世界領導地

位等意義，在中東三大公司的擴展下，中東成為美國石油公司的重心，也展現美

國決策者對石油的戰略企圖。40 

36 俞力工，《反恐戰略與文明衝突》(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 3 月)，頁 225-226。 
37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石油！石油！》，(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年 4 月），

頁 57-58。 
38 Robert O. Paxton, 陳美君、陳美如譯，前揭書，頁 591-592。   
39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352。 
40 美國在中東三大公司分別是阿美石油公司、海灣殼牌公司及英伊美國等三大公司。陳寶森，《美

國跨國公司的全球競爭》(上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42。 

8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50年 6月北韓入侵南韓，開啟冷戰後的第一場區域衝突，41使國際局勢更

加複雜，同時伊朗與蘇聯雙方軍隊在邊界上已有多次衝突。伊朗石油佔有全部中

東地區產量的 40％，由英國伊朗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負責

開採提煉，是西半球航空燃料的主要來源。
42由於伊朗國內民族主義的仇外情緒，

再加上英國公司付給伊朗的石油權益金與獲益明顯差距，使得英伊公司在伊朗的

處境十分艱難。1951年伊朗國會通過將英國公司收歸國營的決議，並於當年 5

月 1日經伊朗國王簽署生效。
43英國為了保護在伊朗的資產，曾經考慮動用軍事

干預，採用奇襲方式攻佔煉油廠，但遭到美國以恐因此提供蘇聯自北邊入侵的藉

口而反對，僅能對伊朗施以禁運作為制裁。44伊朗遭受禁運，嚴重影響全世界的

石油供給，第一次的石油危機因而爆發。 

蘇聯的擴張主義將中東的地緣戰略推向世界的舞台，美國認為中東石油資源

的重要性將影響世界局勢，共黨勢力以外的中東油田必須受到安全保護，才能確

保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生存與發展，因此在冷戰期間美國盡一切力量保護中東的

利益。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 1950年 10月致函紹德國王表示：

「本人願重申以往曾多次向陛下所做之保證，即美國甚為注意沙烏地阿拉伯獨立

自主與領土完整之保全。貴國所受之任何威脅不可能不立即引起敝國之關切」。45

美國與沙烏地二國關係從此更加緊密，也使美國在中東的地位更加穩固。 

埃及長期是英國的殖民地，1952年 7月 23日由納瑟上校(Col. GamalAbdel 

Nasser)領導的埃及自由軍官組織發動軍事政變，統治的法魯克國王（King 

Farouk）遭推翻並驅逐出境，並成立埃及共和國。46同時英國在埃及的殖民統治

41 李大中，《聯合國維和行動：類型與挑戰》(台北：秀威出版社，2011 年 6 月)，頁 39。 
42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376。 
43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前揭書，頁 64。 
44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284。 
45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前揭書，頁 57。 
46 Sam Witte, Gamal Abdel Nasser (New York: Rosen Publishing Group, February 01, 2004), pp.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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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日漸瓦解，英國逐漸失去控制埃及的權力，連帶動搖英國在中東石油體系中

關鍵的戰略目標「蘇伊士運河」所有權。英國的衰退起因於二次大戰後，早在 1948

年 5月英國放棄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後，工黨政府就已對美國尋求支援，稱再

也無力支撐希臘的經濟，請美國接管，並且願意交出近東與中東的重責。
47此時

蘇聯擴張的勢力企圖壓迫希臘與土耳其以及伊朗，英國雖然已經放棄大部分中東

地區的管轄權，但是為了維持不可或缺的石油供給，蘇伊士運河仍然勉力維持控

制，因為藉由運河運輸的伊朗與科威特、伊拉克石油仍是英國所需能源的主要來

源(見圖 2-1，頁 39)。 

1954年納瑟發動政變成為埃及的獨裁統治者。納瑟上校是埃及的民族主義

者，敵視西方國家，誓言復興埃及，促成埃及獨立，並宣揚「泛阿拉伯主義」且

把消滅以色列奉為終身職志。在埃及電台「阿拉伯之音」上，納瑟更公開強烈抨

擊西方帝國主義是造成世界動盪的根源，而美國在利比亞領土上設立的軍事基

地，更是破壞阿拉伯國家間的大團結。
48此後埃及與蘇聯密切交往，1955年蘇聯

更與納瑟所領導的政府簽訂武器協定。49 

1956年 7月 26日埃及陸軍佔領蘇伊士運河區，強行收回運河的控制權，此

行動引發英、法強烈反應。英法政府對因運河中斷的石油運輸產生嚴重憂慮，二

戰後歐洲國家主要依賴波斯灣供給石油，幾乎三分之二的石油都必須通過蘇伊士

運河運輸，否則則須遠繞非洲好望角，而石油在戰後已經成為工業化國家重要的

經濟基礎，因此蘇伊士運河的航權對英、法佔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英、法為

確保自己的石油運輸線，不能任由關係經濟命脈的蘇伊士運河受制於人，而建國

不久的以色列認為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圍中謀求生存，必須獲得更多的戰略要地，

47 李大中，《聯合國維和行動：類型與挑戰》(台北：秀威出版社，2011 年 6 月)，頁 42。 
48 Steven A. Cook, The Struggle for Egypt: From Nasser to Tahrir Squa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October 07, 2011), p.74. 
49 Kenneth M.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1991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eptember, 2004), pp.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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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延長作戰縱深的保證。50 

1956年 10月 29日英法聯合以色列派出軍隊攻佔西奈半島和加薩走廊，而英

法則以保護運河為由出兵佔領蘇伊士運河。
51埃及即以破壞運河回應，阻斷石油

的運輸，造成影響全球石油供應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侵略行動引起阿拉伯國家的

群起反對，決議立即切斷輸油管道，使用「石油武器」予以回應，停止向英、法

供應。石油供應中斷使英、法受到重大損害，造成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1956

年 11月中旬在美國的主導下，聯合國的維持和平部隊陸續進入埃及，美國並以

援助歐洲及提供英國緊急財務援助為條件，要求英、法及以色列撤軍，同月底英、

法、以同意撤出蘇伊士運河，英法的退出顯示美國介入中東秩序的實力。
52 

蘇伊士運河危機是由蘇聯在背後操作所引發的地區衝突，
53也是阿拉伯國家

第一次以石油作為武器的行動，顯示石油已經成為一種經濟武器，可以用來與西

方世界對抗，更是第一次美國為了利益與阿拉伯國家站在同一陣線，反對西方國

家的行動。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美國採取靠攏阿拉伯國家，致力爭取親西方政

府的支持，成功建立美國在中東的地位，並極力阻擋蘇聯勢力的擴張。美國總統

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於 1957年 1月發表所謂的「艾森豪主義」（The 

Eisenhower Doctrine），表明為確保中東國家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美國將使用

武力保衛中東共同對抗蘇聯支援的侵略，並將提供更多的軍事援助支援該地區的

親美政權。54艾森豪政府藉此宣示積極介入與捍衛美國在中東利益的決心。 

50 黃鴻釗、潘興明，《英國簡史》(台北：書林出版社，1996 年 7 月)，頁 89。 
51 林立樹，《美國通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11 年 7 月)，頁 459-460。   
52 蘇伊士運河於 1859 年動工，歷時十年完工，全長 130 公里，貫通埃及沙漠穿越紅海與地中海，

連接英格蘭、印度與遠東，使歐洲國家對亞洲的運輸，比原來需遠繞過好望角的路程縮短一半，

是英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戰略要道，1955 年通行蘇伊士運河的船隻三分之二是運送石油，而

歐洲三分之二的石油及全球三分之一的石油均透過蘇伊士運河運輸。Paul Roberts, 吳文忠譯，

《石油的終結︰瀕臨危險的新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103。 
53 趙慶寺，前揭書，頁 88。 
54 Michael T. Klare, 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4),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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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英國因經濟的問題造成政治的不安定，在自顧不暇的狀況下，英國

在中東的最後據點，位於阿拉伯半島南端的亞丁港(Aden port)也撤出。由英國

人建設的亞丁港居掌握波斯灣石油路線的戰略性地位，英國撤離後，南葉門迅速

遭到共產黨的滲透成為阿拉伯半島第一個共產黨國家，亞丁港便落入採行共黨馬

列主義路線的南葉門掌握。
551967年 5月，納瑟下令聯合國自 1956年蘇伊士運河

危機後派駐的觀察團離開埃及，並派埃及軍隊攻回西奈半島，其他阿拉伯國家也

派出軍隊、封鎖以色列南部。6月 5日上午以色列卻搶先發動攻擊，導致第三次

以阿戰爭也就是六日戰爭爆發。
56此後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紛爭成為中東不安

定的導火線，以色列也藉歷次的以阿戰爭，大幅擴增領土，也相對壓縮巴勒斯坦

的國土範圍(見圖 3-3)。 

 

圖 3- 3：歷次中東戰爭以色列領土擴張和撤軍過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blog.yam.com/dili/article/5560617，依據歷次中東戰爭由徐家仁先生繪製。 

55 Florian Pohl, Modern Muslim Societies (Tarrytown: Marshall Cavendish Corporation, September 01, 
2010), p.235. 

56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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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即被英、法兩國長期託管。1951年 12

月 24日，利比亞正式獨立，實行君主立憲制。獨立後的利比亞政府除了靠輸出

農產品換取收入外，主要還是依靠位處優勢的戰略地位，將土地租借給西方國家

做為軍事基地收取租金。
57由於以、阿間的衝突不斷，位於北非的利比亞政府提

供西方國家軍事基地的作為，引發阿拉伯國家的反感，並將其視為西方防禦體系

的一員，然而中東的民族主義也蔓延至北非，引發利比亞政局的動盪。 

1968年 1月初英國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宣布英國將撤出蘇伊士東

部的防衛力量後，使英國在中東的掌控力日漸薄弱。
581969年 8月 31日，以格達

費為首的自由軍官核心成員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利比亞君主體制與文人政府，同

時間沙烏地阿拉伯也發生空軍政變事件，為此英國力主結合中東各小邦的力量，

以互相提供保護措施，積極促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聯邦組織，並在該組織

成立後，英國於 1971 年 11月將駐波斯灣的英國軍隊全數撤離，此後在中東運作

近百年的英國安全體系完全退出中東的舞台。
59 

肆、 美國的中東兩大支柱策略 

在英國退出中東舞台時，中東地區已經供給自由世界超過 32％的石油，估計

擁有世界油藏 58％的中東地區順理成章由美國接替英國的地位，並透過由美國尼

克森政府扶持的伊朗國王巴勒維（Mohammed Reza Pahlavi）來領導中東。601970

年代尼克森政府對中東地區的戰略制訂，是以伊朗及沙烏地阿拉伯為主的「二大

支柱策略」（twin pillars strategy），對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二國無限制輸出

除核武以外的各種精密武器，其中武器多數輸往伊朗，1970年代中期，僅僅伊朗

57 Britannica Educational Publishing,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Africa (New York: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January 01, 2011), pp.103-104. 

58 Frank Brenchley, Britain and 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History, 1945-87 (Middle East Studies Series), 
(London: I.B. Tauris Publishers, September 15, 1991), p.353. 

59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石油的政治經濟學》(台北：財信出版，2008 年 12 月)，頁 258。 
60 John Perkins, 戴綺薇譯，《經濟殺手的告白》(台北：時報出版，2007 年 1 月)，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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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佔了美國外銷軍火總額的一半。61 

1970年代由於歷次以阿戰爭及各種禁運措施，致使全球能源的供給多次發生

短缺，「能源危機」成為國際政治的話題，石油已經成為維持全世界工業經濟的

必要戰略物資，任何的突發狀況，例如禁運、減產、限制出口都可能成為導致全

球性的危機。1973年 10月 5日贖罪日戰爭更牽扯因石油問題而衍生的中東複雜

政治角力，10月 10日戰爭爆發後第 4天，蘇聯開始對敘利亞及埃及提供補給，

同時蘇聯下令空降部隊警戒，並且鼓勵其他阿拉伯國家加入戰鬥。
6210月 19美國

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宣布提供 22億美元軍援以色列，同日利比亞與沙

烏地阿拉伯宣布對美國全面禁運石油。63由於美國與蘇聯都因為各自的利益考量

出面干預以色列與埃及的戰事，中東面臨一觸即發的核子武器大戰，美國也因禁

運影響遭到經濟的嚴重傷害。 

美國支持以色列的行動激怒阿拉伯國家，隨著以、阿間衝突節節升高，為報

復以色列與西方國家對巴勒斯坦問題的不公處理，國際間連續出現了大量以自殺

方式進行的「恐怖活動」。
64擁有石油的阿拉伯國家在無法以軍事力量對抗美國

時，採取將美國石油公司收歸各產油國所有，並對美國與其他親以色列的國家實

施全面石油禁運，同時由石油輸出組織（OPEC）操控石油定價，採取減產措施，

企圖以石油作為武器的手段，逼迫美國等親以色列國家就範。阿拉伯國家的反美

行動也成功減緩因民族主義所激起日漸升高的街頭暴動，同時也因石油減產與禁

運的影響下，對全世界經濟秩序造成空前的破壞。在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努力之下美國與蘇聯擬定停火協議，1973年 10月 26日停

61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前揭書，頁 100-101。 
62 Chaim Herzog, 趙繼汾譯，《第四次以阿戰爭實錄》（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85 年 9 月），

329-334。 
63 Kathleen Christison, Perceptions of Palestine: Their Influence on U.S. Middle East Policy (Nebrask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ctober, 2001), pp.132-133. 
64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Israel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Lightning Source Inc, June 30, 

2004), p.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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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協議生效，贖罪日戰爭結束。65 

禁運是利用經濟環境的一種政治性行動，石油輸出國家對美國的禁運成為外

交與政治議題。由於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遭到阿拉伯國家的禁運報復，以法國

為首的歐洲國家擔心受到同樣禁運的對待，多與美國劃清界線，並採取比較符合

阿拉伯世界的立場。石油禁運也同步推高石油的價格，間接使石油生產國獲得驚

人的經濟效益。據統計，石油輸出國的石油總盈利從 1972年的 230億美元提高

到 1977年的 1,400億美元。
66突然變成暴發戶的石油輸出國因為大量的盈餘享受

著石油帶來的工業化、基本建設、政府津貼、公共服務以及大量的奢侈品、武器、

浪費與貪污。軍火交易成為石油輸出國競相購買的玩具，西方工業國家為了獲得

中東穩定的供油保證，以維持戰略油源的安全，無不利用軍火交易來設法確保油

源的安定與獲得地區影響力。 

1950年代後大量的廉價石油推動全球經濟成長，間接促成世界和平與繁榮景

象。然而在 1970年代的中東戰爭卻造成全球石油供給的不穩定，油價的飆高造

成國際秩序的混亂、緊張與不安，抑制與阻礙全球經濟的成長，也影響區域及世

界的和平，許多先進國家因油價高漲，造成經濟發展與國家財務的嚴重傷害，使

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受到威脅。因此 1977年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對能

源政策提出從國家安全、對外經濟政策、環境改善的觀點提倡節約能源政策，透

過興建核能電廠。開發煤礦及興建煤力發電廠、鼓勵開發可替代的能源，如太陽

能、風能與水能等作為，企圖減低對石油的依賴。67 

伍、 伊朗革命 

1973年後中東成為全球石油的主要供應區，沙烏地阿拉伯在世界石油出口上

65 Aaron Rosenberg, The Yom Kippur War (New York: Rosen Publishing Group, November 01, 2003), 
pp.50-53. 

66 John Perkins, 戴綺薇譯，前揭書，頁 125。 
67 Brian Black, and Richard Flared, Alternative Energy (Santa Barbara: ABC-CLIO, February, 2010), 

p.113. 

9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所佔的份量從 1970年代的 13％成長為 1973年的 21％，並且持續成長，68以沙烏

地阿拉伯為主的石油輸出國家，因為擁有大量的石油而提高國際地位。其中石油

為伊朗帶來的巨額現金，由伊朗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推動的現

代化計畫造成浪費與貪污，經濟亂象和社會緊張充斥全國，農業生產下降，食物

進口增加。1978年底由長老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領導的基

本教義派，發動大規模的罷工示威，1979年 1月 16日伊朗國王巴勒維被推翻，

由仇視西方的何梅尼所領導的革命委員會成為伊朗的執政政府。
69 

伊朗是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輸出國，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後引起另一波的石油

危機。1978年 12月底，伊朗因為罷工使石油停止出口造成全球石油的供應減少，

再加上國際間擔心伊朗基本教義派與民族主義，藉由對西方仇視的革命效應擴

散，所形成的全球性石油恐慌，將油價由原來的 13美元一桶推升到 34美元一桶，

不僅影響國際石油的供需平衡，更改變世界的經濟與政治。1979年 11月 4日一

群伊朗群眾衝入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綁架 63名美國使館人質，歷時 444天的伊

朗人質危機成為全球關心的焦點。
70 

1979年 12月 27日蘇聯為了取得從陸地進入印度洋與美國爭霸的戰略要地，

同時為了獲得波斯灣豐富的石油資源，採取擴張其勢力範圍的決定。利用美國與

伊朗關係惡化和南亞動亂之際，動用 9個師、10 幾萬人，以陸、空協同武裝突擊

方式入侵阿富汗，7天內即控制了阿富汗全國主要城市及交通幹線，切斷阿富汗

與巴基斯坦、伊朗邊境上的主要通道，並建立由蘇聯直接控制魁儡政權(見圖

2-2，頁 40)。71 

美國為了其國家利益考量，遂與沙烏地阿拉伯聯手，提供約 35億美元的援

68 Daniel Yergin, 薛絢譯，前揭書，頁 496。 
69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前揭書，頁 117-118。 
70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前揭書，頁 119。 
7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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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扶植阿富汗的聖戰士組織對抗蘇聯。72導致長達十年的阿富汗戰爭，並使蘇

聯元氣大傷，最後在聖戰士組織反抗行動和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下，1989年 2

月蘇聯被迫撤離阿富汗。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蘇聯第一次使用大規模武力

侵犯非共產國家，入侵行動震驚波斯灣各國與西方國家。 

美國總統卡特於 1980年 1月 23日對美國國會聯席會議(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發表國情咨文指出：「我們的立場要絕對明白，波斯灣石油是美國的重

大利益，任何外來力量企圖奪取波斯灣地區控制權，威脅美國對波斯灣石油的獲

取，都會被視為攻擊美國重要利益的行為，美國將使用一切必須手段包括武力手

段，將其逐出，以保護美國重大利益」。73這段話也就是所謂「卡特主義」（Carter 

doctrine）的展現。蘇聯在入侵阿富汗之後，美國即透過卡特主義，宣示將以武

力維持波斯灣的強硬態度及立場，阻止蘇聯勢力在中東地區的進一步擴張，隨即

成立一支「快速部署聯合特遣部隊」（RDJTF），提供美國在必要時能夠迅速投射

兵力至波斯灣地區，其任務是在保護美國在非洲、中東與中亞的利益。
741980年

4月卡特政府針對人質危機採取軍事救援行動。8架從航空母艦「尼米茲號」（USS 

Nimitz CVN-68）起飛的直昇機，未能事先考慮環境因素，在沙漠的暴風影響下，

救援的直昇機發生意外，多名美軍喪生，救援行動宣告失敗收場。75 

陸、 兩伊戰爭 

1980年 9月 22日伊拉克戰機無預警的攻擊伊朗，伊拉克地面軍隊也同步推

入伊朗，砲擊伊朗都市與軍事設施，兩伊戰爭爆發。翌日伊拉克戰機再度對伊朗

主要的煉油廠採取大規模攻擊，攻擊行動對伊朗的石油產業造成嚴重破壞，伊朗

72 John Perkins, 戴綺薇譯，前揭書，頁 141。 
73 Ryan, Halford Ross, U.S. Presidents as Orators: A Bio-Critical Sourcebook (Westport: Greenwood Pub 

Group, June 30, 1995), pp.309-310. 
74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前揭書，頁 120。 
75 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U.S. Air Forces Central, “U.S. AIR FORCES CENTRAL COMMAND” 

http://www.centaf.af.mil/library/factsheets/factsheet.asp?id=10049, accessed October 1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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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伊拉克的設施與在波斯灣的石油輸出設備進行破壞。兩伊的石油輸出佔油國

組織產量的 15％，佔有自由世界的 8％，戰爭使全世界再度推升石油的價格到每

桶 42美元，間接造成全球金融危機與全球化的通貨膨脹。
76 

在此期間美國顧慮因遭扣押在伊朗人質的安全問題，故美國與伊朗的關係頗

為曖昧，並有傳言美國持續提供軍火給伊朗。77此時蘇聯也在積極介入中東事務，

然而蘇聯介入中東是美國與英國極不希望見到的結果，因為蘇聯一旦進入中東就

會使蘇聯在波斯灣的勢力擴張。為了防範蘇聯勢力入侵與維持中東的和平與穩

定，美國已在中東經營 40多年，而英國更在中東經營達到 165年之久。
78英美所

在意的，除維持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之外，中東潛在的龐大石油利益與能源暢

通也是英美經營中東事務的主要戰略目標。 

自 1985年起伊拉克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採購國家，伊拉克建立的百萬

大軍武裝力量，有足夠條件威脅鄰近的產油國家，造成中東地區的不安。並且伊

拉克可藉由控制石油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如果伊拉克成為地區的強權，將改變

後冷戰時代的中東地緣戰略情勢。 

持續數年的兩伊戰爭逐漸擴展成國際化問題。伊拉克攻擊在波斯灣運輸的伊

朗船艦，導致伊朗向第 3國油輪開火，科威特亦捲入紛爭，因科威特遭到伊朗攻

擊，於是在 1986年 11月要求美軍保護其在波斯灣往來船隻。1987年 3月美國總

統雷根（Ronald Reagan）為排除蘇聯勢力，派遣美國海軍進入波斯灣巡邏，以

提供對科威特的運輸安全保證。同時間英、法、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等國亦在

波斯灣提供各自國家在波斯灣航行的船隻安全，波斯灣成為各國軍力的投射場

(見圖 3-4)。 

76 季國興、陳和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東戰爭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594。 

77 冷元紅，〈從伊朗人質危機談判看策略選擇〉，《遠見雜誌》，第 232 期(2005 年 10 月)，頁 322-324。 
78 Meier Ge Rosto, 賈宗誼譯，《人類關注的全球政治》(台北：昭明出版社，2003 年 7 月)，頁

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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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兩伊戰爭過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www.dayinhistory.org/history/8266.html. 

1988年 7月美國驅逐艦文森尼號（USS Vincennes）誤認一架載有 290名旅

客的伊朗民航客機是軍機，而將其擊落，造成機上旅客全部罹難。伊朗政府認為

美國企圖以強大武力推翻德黑蘭的政權，ㄧ度造成波斯灣的緊張情勢。然而在 7

月 17日伊朗卻通知聯合國，表示願意停火並經過多次談判後，伊拉克亦同意停

火，1988年 8月 20日雙方停火協議生效。79 

兩伊戰爭結束後一星期，喬治布希（George H.W. Bush）接任美國總統。由

於兩伊戰爭結束後，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在中東政治角力裡面，分隔蘇聯共產社

會與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障礙已經消除，國際間國家與國家不再只是意識形態的

競爭，而是轉成透過在國際市場上以外交及資金所表現的經濟競爭，各國無不積

極發展經濟。而石油必定是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不可或缺的物資，同時石油輸

出國也將藉由控制石油的輸出與價格，作為與石油消費國的交易籌碼，石油也成

為世界強國在國際政治上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柒、 沙漠風暴 

79 Edward Willett, The Iran-Iraq War (New York: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February, 2004), 
pp.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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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象徵冷戰時期的柏林圍牆倒蹋不僅使德國重新統一，民主的效應更使

東歐共黨政權跨台，蘇聯也陷入政治與經濟危機，內部長久壓抑的民族主義運動

也造成蘇聯體制的壓力，政治轉型的呼籲成為蘇聯解體的前因，全世界感受到東

西方世界即將來臨的和解與敵對狀態結束。但在 1990年 8月 2日，伊拉克軍隊

入侵並宣佈佔領科威特，後冷戰時期的第一次地緣政治的危機毀滅了全世界的期

待。
80美國中央情報局分析認為：「海珊可以輕而易舉的打敗不足七萬人的沙烏地

阿拉伯軍隊，攻佔其首都利雅德。」若分析可信伊拉克將可佔有全球石油儲量的

45％，成為世界主要的石油大國。
81 

1990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 678號決議：「到 1991年 1月 15日之前，伊

拉克要自科威特撤軍，否則將使用一切必要手段」。
82然而伊拉克的立場仍未改

變，在獲得聯合國的授權下，由 57個國家組成的多國部隊向波斯灣進駐軍隊。

1991年 1月 17日以美國為首的 700架聯軍戰機，持續開始對伊拉克軍隊展開歷

時 42天大規模的空襲。空襲行動完全癱瘓伊拉克的軍事指揮系統、各種軍事設

施、戰略目標與空防能力，伊拉克的軍事力量遭到徹底摧毀，聯軍同時在伊拉克、

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邊境地帶展開地面戰鬥，重創伊拉克軍隊。1991年 2月

28日伊拉克接受聯合國決議簽署停火協議，並從科威特撤軍。83 

美國藉由波斯灣戰爭進一步加強與中東地區國家的軍事、政治合作，更強化

美軍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事實。美軍擊退伊拉克軍隊後，以保護科威特為名，在

獲得聯合國的授權下，長期駐紮波斯灣，而美軍的進駐除了維護地區的和平外，

保護美國在中東的「石油利益」更是其最重要的附加價值。84由於美國的駐軍行

80 J. P. Docherty, Iraq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January, 1999), p.45. 
81 Roberts, Paul，前揭書，頁 92。 
82 Regan Richard J, Just War: Principles and Cases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September 01, 1996), p.173. 
83 Leonardo Maugeri, 夏俊、徐文琴譯，前揭書，頁 134-140。 
84 唐風，《新能源戰爭》（台北：大地出版社，2009 年 4 月），頁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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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民族主義的鼓動造成中東地區動盪不斷，更造成恐怖主義的盛行與東西方意

識型態的對抗，為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埋下伏筆。 

捌、 反恐戰爭 

2001年 9月 11日，4 架被 19名恐怖份子劫持的客機，有 2架衝撞紐約的世

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第 3架飛機則撞向五角大廈（Pentagon），

第 4架則因乘客與恐怖份子進行搏鬥，而失控墜毀於賓夕法尼亞州南部。「911

事件」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恐怖攻擊，其死傷情況空前慘烈。事件發生後，

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馬上宣佈，美國軍隊全部進入最高警戒狀態。

參、眾兩院也於 2001 年 9月 14日通過決議，授權總統小布希可以動用武力對發

動 911事件的恐怖份子進行報復；而參議院也在 10月 11日以 96對 1票、眾議

院在 10月 12日以 337票對 79票通過「反恐怖主義法案」（Anti-terrorism），

擴大執法、監聽、監視網路等權力。
85小布希同時於 9月 20日的國會演講中，表

示美國將採取一切手段，摧毀和擊敗全世界的恐怖主義。此不僅展現美國打導恐

怖主義的決心，並警示世界各國：「你若非站在美國這邊，就是站在恐怖主義那

邊。」86由此顯示美國誓言打擊恐怖主義的魄力與決心。 

經過調查，美國證實由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支持、庇護以賓拉登為首的國際恐

怖組織（al Qaeda）為 911事件元兇，因此於 2001年 11月 7日發動持續兩個月

的阿富汗戰爭推翻塔利班政權。其後，美國宣佈因賓拉登持續策劃恐怖攻擊，反

恐戰爭尚未終結，美軍將繼續留在阿富汗進行反恐任務，此舉卻造成美軍的嚴重

傷亡與中東地區恐怖攻擊頻傳。 

2003年 3月 20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在沒有獲得聯合國的授權狀況下，以伊

拉克擁大規模毀滅武器為由下令攻打伊拉克。戰爭期間伊拉克境內恐怖份子頻頻

85 蘇進強主編，《九一一事件後全球戰略評估》(台北：台灣英文新聞，2002 年)，頁 26。 
86 林正義，〈九一一事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國際事務季刊》，(2002 年第 2 期)，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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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恐怖攻擊，另外伊拉克在前總統海珊被推翻後，因宗派相爭造成嚴重的互相

殘殺導致政治動盪，伊拉克一度瀕臨內戰邊緣，宗派的對立也使 2010年初舉行

的全國性大選沒有結果，無法組織內閣。小布希因此批准增兵，最多的時候伊國

曾有近 17萬美軍駐紮。
87 

2010年 9月 1日，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演說中，宣告進行 7

年半的伊拉克戰爭正式結束，此後只有包括特種部隊在內總計約 5萬名士兵留守

伊拉克，執行美軍新的「初曉任務」（Operation New Dawn），並負責訓練及支援

伊國 66萬名軍警及延續反恐戰的必要兵力，其餘所有部隊依計劃於 2012年底全

數撤離。
88 

玖、 荷姆茲海峽危機 

伊朗曾經是美國在中東仰賴的支柱之一，但在 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

後，從何梅尼以降的伊朗領導人均長期強烈敵視西方及以色列，甚至多次表示要

消滅以色列，因而以色列對可能擁有核武的伊朗倍感不安。1993年美國總統柯林

頓（Bill Clinton）指控伊朗支持恐怖主義、尋求核武和破壞中東和平，開始採

行孤立主義意圖迫使伊朗改革，美國總統小布希也在 2002年稱伊朗與北韓為「邪

惡軸心」。89 

2011年 11月 8日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所發布的調查報告，證實伊朗正在

研發核武，報告指伊朗試圖取得製造核武所需設備，證據顯示伊朗已進行過各種

與研發核武相關的試驗，英美等國再度頒佈對伊朗的經濟制裁。面對西方國家制

裁其核武計劃，伊朗不但宣稱新的核子設施即將開始提煉濃縮鈾，並自 2011年

87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Iraq War: Strategy, Tactics, and Military Lessons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25, 2003), p.69. 

88 Jane B Mason and Jane Bingham, Living through the Gulf Wars with Iraq (Oxford: 
Heinemann-Raintree, February 01, 2012), p.63. 

89 Lansford, Tom and Watson, Robert P, America’s War on Terror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October 01, 2009),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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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4日展開 11天的「優勢－90」（Velavat-90）海上軍演，不惜封鎖波斯灣

位於伊朗和阿曼間的石油海運樞紐：從阿拉伯半島北端的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到南端亞丁灣，往外延伸至阿拉伯海甚至北印度洋。
90荷姆茲海峽位於阿

曼和伊朗之間，扼波斯灣產油國出口的要道，2011年每日行經荷姆茲海峽的油

輪，裝載全球 20％的石油產量，其中這些原油的 85％主要輸往日本、印度、韓

國及中國等亞洲主要國家，其中更以中國為最主要的目的地。若荷姆茲遭到封

鎖，將導致能源成本的增加並使全球石油的供應產生嚴重影響(見圖 3-5)。
91 

 
圖 3- 5：荷姆茲海峽位置 

資料來源：圖轉用自 Google Earth，並依研究資料內容自行繪製。 

歐盟於 2012年 1月 23日正式通過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禁運措施包括停止

向伊朗出售黃金、鑽石和其他貴金屬，並透過各國銀行凍結伊朗在歐洲的資產。92

希望能夠迫使伊朗就核子計劃重返談判桌。伊朗則揚言將封鎖輸油的要道何姆茲

90 國際新聞，「波灣緊張，伊朗嗆封海峽斷運油通道」，《蘋果日報》(台北)，2011 年 12 月 30 日，

版 A16 。 
91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Strait of Hormuz is chokepoint for 20% of world’s oil,” 

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7830,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92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 (29 June)” 

http://ec.europa.eu/ireland/press_office/media_centre/june2012_en.htm#1,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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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作為報復。而同時美國則加派一艘航空母艦馳援波灣，通過荷姆茲海峽，警

告伊朗意味濃厚；英國則派出皇家驅逐艦「HMS阿蓋爾」號(HMS Argyll)，以展

現《國際法》所賦予的航海權利「絕不動搖」，法國也派遣船艦，聯同美國的林

肯號航空母艦(USS Abraham Lincoln)組成聯合艦隊，通過荷姆茲海峽。
93伊朗在

面對美國為首的國家所提出的各種制裁，考量其本身的能力後態度已經軟化，波

斯灣的警張局勢獲得緩解。 

美國的石油發展歷史從 1859年開始，中間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歷次的地

區衝突，藉由石油成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角，更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透過輸出石油成為世界的經濟與政治強權。雖然隨著大量的開採導致國內油

源的枯竭，但是美國利用強大的政經影響力，成功在拉丁美洲、中東與世界各主

要的石油生產區建立勢力範圍。除了獲得國內所需的能源外，更藉石油介入各地

區的事務。以中東為例，在英國離開中東後，中東成為美國的主要舞台，期間雖

然遭到蘇聯擴張政策的軍事行動影響，以及來自中東各國對以色列議題的挑戰引

發區域多次衝突，但是美國以維護地區和平及與蘇聯對峙的兩極狀態，強化美國

在中東的治理權威與領導正當性。
94然而在中國政經勢力的崛起後，為了龐大的

能源需求，中國成為美國在石油利益上的競爭者，同時也挑戰了美國百年來的國

際領導地位。 

第二節 美國石油安全戰略分析 

戰略是行為者運用權力貫徹行動意圖的一種策略，在石油安全戰略上，由於

石油蘊藏資源有限，短期間內也無法找到合適的替代品。在這種狀況下，如何確

保資源能夠提供經濟持續發展與運作所需，對各國政府而言更顯得重要。因此制

93 The Telegraph, “Britain, US and France send warships through Strait of Hormuz”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ran/9031392/Britain-US-and-France-sen
d-warships-through-Strait-of-Hormuz.html,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94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威權起伏〉，《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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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妥適的石油安全戰略，成為國家戰略中相當重要的關鍵。若所制訂的戰略正確

並且可行，國家才能在國際社會上發揮強大的影響力。在冷戰時期美國介入中東

地區事務也顯示其戰略考量，最主要的因素在於獲取能源安全的保證。為了能夠

保證石油利益不受挑戰，冷戰期間採取聯合美國盟邦，在中東地區圍堵蘇聯勢力

擴張的策略，縱然曾因支持以色列的立場遭到產油國的禁運制裁，但美國運用政

經力量的輔助，在中東站穩腳步，並成功獲得石油安全的保證。檢視過去美國在

維護石油安全戰略的傳統思維，可概略分為透過同盟合作互動的原則爭取認同及

運用嚇阻、圍堵戰略維護石油利益獨佔性的作法。 

由於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的改變，目前美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加上來

自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使國際情勢比以往冷戰時期更加複雜。而中國的崛起，勢

將挑戰美國的既有地位，相對於軍事、經濟與政治的挑戰，維持經濟發展的資源

需求安全，對美國而言更顯重要，因此在上列因素考量下，石油安全的因素對美

國的傳統戰略思維已經產生影響及轉變。 

壹、 美國的石油安全戰略思維 

美國的石油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並受到歷次政治因素與國內的需求而改

變，同時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使美國成為世界的霸權，其所形成的霸權主義以及

單邊主義也是影響美國石油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國學者王波認為，美國石油政策

可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首先是二戰後到第一次石油危機前。此一時期美國的石

油政策，主要目標是確保美國的國際石油公司在國際石油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並

保證盟國的石油供應安全，為美國霸權利益服務。其次是第一次石油危機到現

在，這一個階段美國對國際石油的依賴越來越深，國際石油政策不再僅是為了霸

權利益服務，更重要的是為美國國內石油供應安全服務。95在這樣的轉變下，美

國與全球各地區的主要產油國家與競爭對手因石油所產生的互動，往往成為牽動

95 王波，《美國石油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年 3 月)，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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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情勢的主要因素。 

依據 Joshua S. Goldstein對於「互動原則」（reciprocity）的定義為：如

果對方滿足自己的要求，當事人會依照先前承諾給予回報；若否，則會依照先前

所說的進行報復，決不手軟。
96這種「以牙還牙」的策略一向是美國慣用的手段，

例如：1973年 10月 10日贖罪日戰爭爆發後第 4天，蘇聯開始對敘利亞及埃及軍

隊提供補給。10月 19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即宣布提供 22

億美元軍援以色列。
97這種檯面上相互較勁拉扯的策略（棍子與胡蘿蔔），是美國

傳統戰略思維中其中的一項，同時也是最常運用的手段。 

冷戰時期，美國以「嚇阻策略」（deterrence strategy）作為面對衝突時

的出兵準則，它主要是以防禦為核心，希望在地緣戰略上的作為阻止共產主義的

對外擴張。然而，此時期美國出兵的目的，僅是防範民主政權遭到蘇聯勢力的侵

略，並無消滅其他國家、或是改變別國政權的想法。當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美

國成為世界霸權，此時美國的戰略核心則採取「嚇阻加圍堵」的觀念，把可能對

外擴散的區域衝突，圍堵在特定的地緣區域內。因此，美國的出兵準則，仍然是

站在防禦的立場上，除非有國家對外進行侵略行動，否則絕不輕易對外出兵。這

也使得各大國之間，得以在聯合國的機制下，願意聯合派兵對外進行「維和」的

目的。
98 

然而由於恐怖主義的盛行與反美浪潮的影響，造成 2001年「911事件」的發

生，使美國「本土不受攻擊」的傳統思維受到挑戰，911事件使美國國家安全體

系遭到嚴重破壞。由於恐怖主義攻擊具有無法機先掌握的特性，所代表的是對國

家安全的威脅，不再僅僅是來自國家或是團體的危害，單獨的個人行為都會造成

96 Joshua S. Goldstein, 歐信宏、胡祖慶合譯，《國際關係》（台北：雙葉書廊，2003 年），頁 64。 
97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Israel a Country Study, op.cit. p.350. 
98 王昆義部落格，「新戰爭體系：海陸爭霸權在醞釀」，http://www.c007.com/jstd/3010.htm，瀏覽

日期 2012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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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安全嚴重的傷害。99由於個人的行動難以受到國家機器的掌握，行為者的

行事準則、能力、部署、目的與企圖等均無法事先獲得。因此傳統的「預防性防

衛」戰略思維對於恐怖主義的行為者完全無效，僅能透過「先制攻擊」

（Preemption）的策略加以嚇阻與制裁；
100另一方面，美國也體認到不能單靠一

己之力對抗恐怖主義，因此為了爭取更多的國家共同協助反恐，美國運用 911事

件帶來的效應，迅速組成全球性的反恐聯盟。在反恐議題上美國加入「多邊合作」

的概念，藉由反恐與世界各國建立緊密的互動關係，間接促進全球區域合作的進

展，其中最明顯的是美國透過反恐行動，大幅增進與中亞及中東各國的合作關

係。
101 

透過反恐的合作，美國的戰略轉變為強調區域合作的策略，運用擁有的軍事

力量和經濟優勢，廣泛與世界各國以反恐為名建立全方位的合作，順利在全球建

立美國的戰略縱深。並在確保石油安全的戰略基礎上，藉由區域合作的策略，推

行有利美國國家利益的石油安全作為。有關美國的石油安全戰略，綜合相關的歷

史因素、國際情勢與科技發展，並在考量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包含下列： 

一、 力求維持世界霸權地位：作為超級大國，美國的行動必須使全世界相信，美

國利益就是世界安全保證。世界各地都有需要美國保護的利益。因此，在國

際石油安全的問題上更是與美國利益有關的事，美國必須在全球石油體系中

建立主導的地位，才能獲得石油安全的保證。 

二、 石油安全影響政經發展：石油供應的不穩定，必然成為國內的政治與經濟事

務發展的阻礙，維持國內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石油供應穩定與安全，透過

石油安全的保障也是提供經濟發展的保證。 

99 Kegley, Charles W., Jr. and Raymond, Gregory A., The Global Futur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 (Belmont: Thomson Learning, February 16, 2007), pp.214-215. 

100 Kegley, Charles W., Jr. and Raymond, Gregory A., The Global Futur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 op.cit, p.205. 

101 李明正等，《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5 月 31 日)，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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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存策略保障石油安全：美國雖然仍具有油源蘊藏，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曾是全球石油的主要輸出國，但在過度開發造成石油枯竭後，美國不再追

求石油的自給自足，改為採取保存石油的策略，藉由戰略儲備作為及配合蘊

藏的油源，以應對可能的石油安全挑戰。 

四、 建立石油安全應變能力：國家的發展與經濟的繁榮來自石油的穩定供給，然

而石油產區地緣政治的不穩定狀況，影響石油供給的穩定，間接影響國家發

展，因此必須建立應對全球局勢變化的綜合力量。 

2003年正值美國霸權優勢達到頂峰的時刻，然而因為美國在未獲得聯合國的

授權即入侵伊拉克，使全球對美國強勢作為產生對霸權主義的反彈。
102面對全球

戰略的變化，一向以實力作為後盾、奉行「現實主義外交」的美國，其政策也朝

向多邊主義發展，逐漸將關注的焦點轉向亞洲。「911事件」是一個分界點，不

僅是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考量已有所轉變，而此區域對於美國霸權負面的看

法也因為反恐行動的影響，有所改變。然而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維護美國在全

球事務主導地位的優勢。
103 

美國全球戰略目標是維護美國的主導地位，並在國際體系架構下宣揚維護國

際公益，並致力互惠與展現領導的能力。雖然美國透過凝聚共識、進行反恐與反

暴政的手段，往往使相關國家遭到嚴厲制裁。但對美國而言推動、維護堅強的國

際體系與秩序，除了有利美國國家利益外，更是一種嘉惠所有友邦國家的行為，

同時也有助於建立全球影響力。美國認為建構堅強的地區盟邦，將是未來應對挑

戰的基礎。透過運用合作、外交、經濟發展與軍事協助等手段，協助相關國家建

立或提升能量，有助於預防地區可能衝突的發生或惡化。美國對於面對區域紛爭

處理的戰略是希望結合盟邦、國際或區域組織，以國際社會共同支持的聯盟軍隊

102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威權起伏〉，《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76。 
103 王緝思、倪峰主編，《美國在東亞的作用－觀點、政策及影響》（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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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降低美國被迫進行大規模軍力干涉的可能。但在必要的情況下，美軍

也會採取單邊行動獲得決定性戰果，以保證國家利益，同時維持聯合作戰的全方

位軍事能力，並有效遂行面對各種不同類型的衝突。
104 

在中國崛起的隱憂中，美國正在進行全球軍事力量調整，在太平洋地區，尤

其是在關島，持續加強軍事建設及強化美日同盟等作為，都是為了維持地區的穩

定與防範中國的軍力擴張。105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時期的經驗，使石油確立在國家安全範疇中日漸重要

的地位。因此獲得石油安全的保證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關鍵，以中東為例，豐富的

石油資源成為近代美國對外政策、國家安全與石油公司的利益焦點。基於此，中

東地區的利益即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冷戰時期美國將中東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

中，並作為阻擋蘇聯勢力擴張的防線。在全球化時代，有鑑於中東地區的民族主

義情緒，柔性的商業投資行為，遠比剛性軍事力量的武力控制成效更為顯著。 

美國為了維持經濟需求，極度重視資源的安全問題，除了透過軍事力量的展

示獲得對中東及其他各地區產油國的控制及影響力外，並運用美國的跨國公司透

過商業手段控制資源，因此美國石油公司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選擇採取透過商

業行為控制全球的石油資源與市場，並經由各地區的石油與地緣關係，積極尋求

擴大利益與市場，進而不斷鞏固自己的地位，並藉此掌握全球經濟。美國透過這

種影響力與控制力使美國確保資源供應的安全無虞，另當資源發生匱乏時美國亦

可以獲得資源的優先供應。運用這種控制力曾使美國在越戰與韓戰的戰爭期間，

成功獲得平抑國內物價上漲的壓力，維持經濟的成長幅度。
106 

貳、 美國的石油安全戰略作為 

104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黃文啟譯，《2010 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台北：國防部

史政編譯室，2010 年 11 月），頁 48-50。 
105 王緝思、倪峰主編，前揭書，頁 27。 
106 Robert Gilpin, 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桂冠圖書出版社 1994 年 8 月），

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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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國家利益是決定國家戰略與全球戰略的基礎，美國的利益包含維護國

家安全、經濟繁榮與全球霸權穩定等目標。透過控制或有效取得大量石油資源，

一向是石油戰略上的一種優勢作為，國家有了石油資源就可以積累財富，可以推

動經濟建設、生產、運輸並出售商品，獲得的所得就可以購買武器，成為區域強

權。美國如此，擁有豐富油源的中東地區亦同。冷戰後中東地區因為石油成為危

機四伏的舞台，波斯灣的歷次危機均圍繞在石油的議題上，無不左右世界各國的

能源安全。石油供應的安全因素影響各國的國家安全，因此有關石油安全戰略即

成為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重要關鍵。其中美國石油的全球戰略佈局，係建立在維護

美國的國家利益上，透過美國的強大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維持美國在全球各地

的石油利益，石油安全是美國在戰略制訂上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基本上美國接受與體認到區域多元體系的世界政治結構已然形成，不再是過

去的單邊主義霸權時代，美國在全世界的利益將從多元發展，進入「權力平衡」

的穩定狀態，這也是美國整體戰略轉變為「多邊合作」的契機，並藉此透過推展

國際政治的民主改革與市場經濟。因此，石油安全戰略在美國國家利益的前提

上，也具體表現在政治、經濟、軍事與外交等手段所形成的國際作為上。 

一、 政治手段 

1970年代由於阿拉伯國家民族主義的興起，對於西方國家過度涉入中東地區

的政治行為極度排斥，其中 1973年為抗議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態度，OPEC組織

由沙烏地首先對輸往美國的石油禁運，隨後其他阿拉伯國家產油國也跟進，並且

在後來的減產行動中，使全球石油的供給大幅度減少，導致從中東輸出的石油暫

時中斷，並危及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107禁運造成石油輸出國家與石油輸入國家

的關係緊張。這種狀況使美國感受到石油的供給受制於人，已對其經濟發展及安

全戰略產生極大的威脅，因此，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考量，歷任美國總統均提出

107 Michael C. Rupert, 潘飛虎譯，《最後一桶油》（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年 1 月），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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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政策的改革，期能減低因能源因素對國家發展及安全帶來的影響(見表 3-1)。 

表 3- 1：能源危機期間美國能源政策演進 

公布日期 執政者與計畫 事件 對策 

1973 年 
11 月 7 日 

尼克森 
獨立計畫 

以阿戰爭造成阿拉伯產
油國家對美國實施石油
禁運，引發能源危機。 

透過制訂降低環境保護的標準，暫停
公用設施污染的標準，成立能源研究
和開發署，推行能源獨立計畫，減低
民眾能源需求。 

1975 年 
1 月 13 日 

福特 
能源重組法 

水門事件尼克森下台，
福特接任美國總統，仍
處於能源危機時期。 

從經濟政策、環境改善的觀點提倡節
約能源政策，透過興建核能電廠。開
發煤礦及興建煤力發電廠、鼓勵開發
可替代的能源如太陽能等作為，減低
對石油的依賴 

1977 年 
4 月 18 日 

卡特 
國家能源計畫 

伊朗革命造成全球能源
危機，能源政策為卡特
競選總統時的主要政
見。 

通過制度改革集中聯邦的能源規劃、
有選擇的使用市場力量與擴大聯邦立
法權威提高能源效率、大幅度增加聯
邦政府在節能和生產上的投入、保證
環境保護和社會公平。 

資料來源：彙整自趙慶寺，《美國石油安全體系與外交（1941-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頁 170-180。 

1975年，美國國會通過能源政策和儲備法（Energy policy and Conservation 

Act，簡稱 EPCA），授權能源部建設和管理戰略石油儲備系統，並明定戰略石油

儲備的目標、管理和運作機制。根據 EPCA，聯邦政府向市場調支戰略儲備的方式

主要有三種(見表 3-2)。
108 

表 3- 2：聯邦政府向市場調支戰略儲備的方式 

名稱 時機及內容 決策者 

全面動用 

當石油進口中斷和國內石油產品供應中斷，以及遭遇破壞或者無法預
期的原因造成的「嚴重能源供應中斷」，導致相當範圍和時間內石油
產品供應大幅減少，價格嚴重上漲，對國民經濟產生嚴重負面影響時，
可以全面動用戰略儲備。 

總統 

有限動用 
當出現大範圍和較長時間的石油中斷供應時，可以部分動用戰略石油
儲備。但動用總量不能超過 3,000 萬桶，動用時間不能超過 60 天，儲
備石油低於 5 億桶時不能利用。 

能源部
部長 

測試性動用 
主要是為了防止在緊急動用時發生故障，測試儲備設施系統是否能夠
正常運行，測試動用總量不得超過 500 萬桶。 

能源部
部長 

說明 全面動用和有限動用都需要總統決定，測試性動用和分配授權能源部部長決策。 

資料來源：彙整自 Jeffrey Frank, 徐衛宇等譯，《美國 90 年代的經濟政策》(北京：中信出版
社，2004 年 7 月)，頁 409-410。 

石油危機期間，美國除了透過立法與發展替代能源減低對進口石油的需求

外，在國際政治場合上，更透過採取透過積極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和談、

提供軍援拉攏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兩國建立戰略同盟關係，以獲得穩定的石油利

108 Jeffrey Frank, 徐衛宇等譯，《美國 90 年代的經濟政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年 7 月)，

頁 40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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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同時並可防範蘇聯勢力滲透中東。冷戰期間美國選擇較為溫和的方式成功介

入中東地區事務，並藉由國際能源署的組成使「國際能源機構」發揮機制透過協

調與反應，適時與會員的交換正確資訊，建立全球能源安全體系，以便應付突如

其來的石油供應短缺或是恐慌心理所造成的危機，透過有效管控與調節損害，以

對抗石油輸出國組織。上述各種作法均獲致相當成效，使美國在 1990年伊拉克

入侵科威特事件前，成功在中東鞏固勢力，成為中東地區的仲裁者。
109 

中東政策是歐巴馬競選總統最重要的政見之一，2008年歐巴馬上任美國總統

後，雖然面臨因國際金融風暴帶來的經濟挑戰，但其仍然維持一貫的反對伊拉克

戰爭立場，並主導處理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決定以撤軍作為解決中東問題的最

終手段。而在外交事務上歐巴馬還必須面對重振受到入侵阿富汗行動而傷害的國

際威信、持續強化與其他各國之間的合作與對話關係、因應新興大國「中國」與

「印度」的崛起，以及俄羅斯的復興等難題。美國應如何維持與這些國家的關係

與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在中國的崛起挑戰中，如何因應中國在全球石油市場

的競爭、如何避免中國與印度的核子武器再度擴張，以及如何重新建構美俄關係

都是美國必須面對的問題。 

由於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糧食與能源的短缺問題，因能源的爭奪使中東地區

發生衝突的危險性升高。同時因中東與東北亞的緊張情勢，美國在區域合作的地

緣政治上，更是未來的戰略重點。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就開始扮演區域安

全維護與仲裁者的角色，積極致力建立盟邦與友邦國家的防衛力量，並確保美國

可以達成維護區域和平與國際秩序的目標。
110但是「911事件」以後，美國以反

恐為名積極介入中東的地區事務，使美國政府在中東地區的行為受到全球檢驗。

發動中東的反恐戰爭使美國付出沈重代價，然而為繼續維持世界霸權的形象，仍

109 趙慶寺，前揭書，頁 189-194。 
110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黃文啟譯，前揭書，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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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必須咬牙貫徹。 

隨著中國的崛起，藉由地利之便與經濟力量，中國對中東地區著力日深。相

對於美國的負面形象，中國採取的溫和作為，已經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產生

影響。歐巴馬上任後努力改變美國在中東的政策，朝向中間路線靠攏，並且公開

宣佈決定在 2012年從阿富汗撤軍，希望透過美國的角色轉換，獲取更大的中東

利益，並將戰略重點目標移轉到亞太地區。
111同時美國在亞太地區積極加強與澳

洲、印度、日本的軍事合作，以維持區域內的穩定與安全。
112面對中國的崛起，

從小布希時代以來，美國即強調歡迎中國在區域和全球事務上扮演負責任和建設

性的角色，以共同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113 

二、 軍事作為 

美國在亞太地區擁有龐大的軍事力量，此一力量是美國在亞洲透過盟約關係

長期經營的結果。從美日、美韓等軍事同盟關係看來，類此軍事合作關係，的確

可達到成功維繫地區和平與穩定。雖然在全球化的今日，因為除軍事安全外，非

傳統安全威脅中全球金融風暴、恐怖主義、區域安全與穩定及能源安全的影響，

已經改變目前的國際安全環境，也成為區域軍事合作的關鍵議題。美國不僅與美

國、日本、韓國與澳洲等國建立雙方的軍事合作協定，更透過落實雙邊、區域和

全球性全面聯盟關係，強化與印尼、泰國、印度、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及越南的軍

事同盟關係，美國藉集體嚇阻與防衛的戰力，確保維持在全球安全環境中無法動

搖的地位。
114 

受到 1979年伊朗革命事件及多次區域衝突的影響，促使美國建立以軍事手

段確保石油安全的思維。而在其後的兩伊戰爭，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並援助伊朗

111 Thomas R Meinders, Americans against Obama: What Americans Think (Indiana: iUniverse, July 07, 
2011), p.367. 

112 俞力工，《反恐戰略與文明衝突》(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 3 月)，頁 135。 
113 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265。 
114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黃文啟譯，前揭書，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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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何梅尼政府，嚴重排擠美國在伊朗的利益，為此美國則透過海軍進入波斯灣護

航，展現介入中東事務與阻止蘇聯勢力擴張的決心。1990 年蘇聯撤離阿富汗後，

美國成為地區內的唯一強權。此後美國仍然持續在波斯灣部署軍事力量，除了維

持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外，強大的海軍力量更成為美國海上石油運輸安全的保證。 

石油已成為戰略物資，是國力的重要指標。美國在波斯灣的石油安全戰略除

確保石油出口的運輸安全無虞外，也藉由軍事力量來試圖阻止其他強權介入中東

地區的事務。伊拉克戰爭是美國透過軍事行動，警告任何企圖藉由破壞中東秩

序，影響美國國家利益的國家，不得妄動。同時美軍也藉由對波斯灣的控制權，

展現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歷年來美國在波斯灣的各種作為充分展現其在中東

的戰略思維。從兩伊戰爭中的護航行動到發動兩次對伊拉克海珊政權的波斯灣戰

爭，甚至在反恐的阿富汗戰爭中，美國在中東地區都展現出強勢的主導地位。 

對美國而言，恐怖主義已是對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美國為維持國家利益的

戰略目標，必須透過與國際間盟邦保持合作關係，在地區安全部分則透過軍事整

合、外交、經濟等手段，維持對外軍事合作，達成確保區域安全目的。
1152001年

「911事件」，美國趁機迅速凝聚反恐共識，由於阿富汗支持蓋達組織的行為，美

國認定此區是反恐的主要戰場。2003年美國藉由發動對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

政權的戰爭，使美國的軍事力量及影響力，正式進入中亞地區。實際上阿富汗位

於中亞的樞紐位置，除在國際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外，蘊藏豐富的資源及

石油也是美國的目標，反恐行動也提供美國獲得順利掌握地緣政治的先機。 

在美國積極介入中亞地區事務後，使美國與俄羅斯兩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首

次找到共同的敵人，而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也藉機調整俄國的對外

政策。調整的內容包括：積極參與美國領軍的反恐聯盟、支持美國在阿富汗的軍

115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黃文啟譯，前揭書，頁 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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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動和重建工程、交換情報、同意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和高加索等地、宣佈關閉

在古巴和金蘭灣的最後兩座軍事基地、默認美國片面退出 ABM條約…等。116美國

藉由反恐戰爭將其勢力再度深入波斯灣，並在獲得俄羅斯的支持下，更成功擴展

到中亞地區。 

2011年因為茉莉花革命，西方各國以不同方式介入地區事務，爭取各自的利

益。民主風潮更席捲中東各國，導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

利比亞強人格達費(Muammar Gaddafi)更因而喪命，同時因伊朗發展核武造成中

東局勢變化，引發地區情勢動盪。其中以沙烏地阿拉伯等美國傳統盟邦都面臨同

樣的民主浪潮，在利比亞內戰期間，因為美國總統歐巴馬採取「離岸制衡思維」

的影響，僅以後勤支援聯軍的軍事行動，呈現美國亟欲擺脫以軍事介入地區事務

的傳統印象，其後美軍從阿富汗撤軍的行動，使美國的傳統領導地位與能力遭到

質疑與挑戰。2012年伊朗的核子危機，美國則採取強硬的行動，維護其在中東地

區的利益。 

自 2001 年伊拉克與阿富汗的軍事行動開始後，美國大幅增加在中東、中亞

與南亞地區的駐軍兵力。歐巴馬的中東政策使美軍的戰略架構重點置於更符合美

國與盟邦及友邦中、長期的利益考量。美國強調與盟邦及友邦的長期關係與共同

利益，有助於釐清美國對區域安全的長期承諾、同時可強化美國軍事部署的彈

性、並提升目前的戰略部署與對未來緊急應變的整體戰力。
117 

三、 外交作為 

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發表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作

為美國的外交國策。美國主張凡是拒絕支持美國政策的中南美洲國家，美國都有

權利入侵，並以此介入多明尼加、委內瑞拉以及巴拿馬及哥倫比亞的內政。第二

116 蘇進強主編，前揭書，頁 44。 
117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黃文啟譯，前揭書，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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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則利用對抗共產主義的威脅，繼續在全球推展門羅主義

的思想，並依此介入越南及印尼的國內事務，因此門羅主義提供美國長期居於全

球外交戰略的領導地位。
118 

由於門羅主義所揭示的是維護美國的利益，而美國的利益考量則顯示在其國

際外交行為上，由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不允許任何國家和力量挑戰美國在全球或

某一地區的主導地位，因此中國將成為可能影響美國利益的主要對手。為此美國

採取戰略調整的作為，將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 

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美國開始重視與中國的關係發展。其中以「中美戰略

對話」是雙方最主要的溝通機制，源於 2004 年 11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

時任總統小布希在智利聖地亞哥會晤時，針對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達成重要共

識，此後「中美戰略對話」成為軍事和政治層面雙方溝通的重要機制。
1192009年

4月 1日胡錦濤和歐巴馬在倫敦會晤時一致同意強化該對話機制，而 2009年 7

月「中美戰略對話」即加入財政部、商業部等非軍事人員參與，成為「戰略與經

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120中美對話機制成

為雙方溝通的重要管道，同時透過美國國防部與其他各部門的聯繫，有助於增加

統一美國對中政策的聯繫與協調，避免造成誤解與政策錯誤。雙方持續於 2010

年 5月在北京舉行第二輪、第三輪對話於 2011年 5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

2012年 5月舉行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1年 11月 17日赴澳洲國會發表演說時，宣示美國將

擴大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的決心，尤其是在太平洋的關島，美國採取加強軍事建

118 John Perkins, 戴綺薇譯，《經濟殺手的告白》(台北：時報出版，2007 年 1 月)，頁 96-97。 
119 翁知銘，《話中有劃─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台北：秀威資訊，2009 年 6 月)，頁 9 
120 丁樹範、王俊評，〈美國 2010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內容分析與其戰略內涵〉，《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9 期(2010 年 9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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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及強化美日同盟關係等。121各種作為都意味為了因應中國的崛起，美國將外交

與軍事重心調整到亞太，採取對日漸強大的中國正面挑戰，在提供盟國安全保證

之餘也鞏固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 

歐巴馬在演說中表示：「常駐亞太攸關美國在此地區利益，儘管美國在阿富

汗與伊拉克戰爭後軍費緊縮，勢必刪減國防預算，但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與發展

戰略，美國不會改變在亞太擴充軍事部署的計劃。」
122歐巴馬同時宣布建立與美

澳的軍事合作協議，自 2013年起調派美軍陸戰隊進駐澳洲北部達爾文基地，預

計將在 2013年派遣超過 2,500人的兵力進駐。同時也要持續在南韓與日本駐軍

約 7萬人(見圖 3-6)。儘管外界對歐巴馬的決定解讀為美國想制衡中國力量，歐

巴馬仍表示要繼續尋求與中國合作，持續全方位與中國的對話。 

 

圖 3- 6：2011 年美國在亞太駐軍人數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mag.udn.com，引自美國國防部。 

歐巴馬政府除宣揚將軍事部署重心及戰略重返亞太外，對於泛太平洋夥伴關

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 TPP）亦全力推動，TPP全名泛太平

121 資料來源：美國白宮網站，「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
ament，瀏覽日期 2011 年 4 月 17 日。 

122 國際新聞，「歐巴馬宣示擴大駐軍亞太」，《蘋果日報》(台北)，2011 年 11 月 18 日，版 A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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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也稱「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是由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成員國發起。由於 TPP原本不被國際社會與亞太地區相關國家所重視，但美國

在參與此一經濟夥伴關係的談判後，才開始獲得亞太地區的關注。
123 

TPP成為地區內關注的焦點是因為美國積極的參與，由於美國國際地位受到

中國政經力量的崛起威脅，同時中國對地區內政治、經濟、軍事與安全等全方位

領域影響力的增強，亦使美國亞太地區戰略重點隨之轉變。面對由中國催生的「東

協+3」倡議成為區域內主要的組織，已經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產生排擠效

應，因此美國採取 TPP的機制用以「圍堵」中國。TPP主要成員多係美國盟邦及

友邦國家組成，由於中美兩國各自在亞太地區透過區域組織搶佔領導地位，因此

在中美兩國積極拉攏亞太地區國家的過程中，已經出現競爭的現象。TPP提供美

國重返亞洲的一個重要管道，由於美國的參與使 TPP成為地區內具有重要性的經

貿協定，同時也成為美國制衡甚至削弱中國在亞太區影響力的主要戰略。
124 

四、 經濟行為 

1970年代的中東能源危機衝擊美國國家安全的概念，並迫使美國採取調整能

源政策的手段，企圖減低對石油的依賴程度，避免因遭到控制，而影響國家安全。

歷次的能源危機使美國體認，石油安全已成為國內與國際事務的核心，同時石油

也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焦點，美國的目標是提供安全、擴大機會和推廣民主自由

制度，運用經濟、政治與軍事等三大國力達成國家戰略，並以創造、運用有利的

戰略態勢，追求國家目標。125 

石油的價格牽動各國的經濟發展，在全球金融化的趨勢下，石油的價格不再

123 趙文志，〈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現況與發展-兼論美國的戰略意圖〉，《展望與探

索》，第 8 卷第 12 期(2010 年 12 月)，頁 11-12。 
124 趙文志，前揭文，頁 16。 
125 Gary Hart, 黃文啟譯，《第四種國力-美國 21 世紀的大戰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

年 10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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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供需的問題，油價取決於市場的預估期貨操作價格與心理因素，戰場從中東

轉移到各地的交易所，價格由公開市場上的買賣與互動決定。然而為避免石油遭

受到市場機制的控制，美國也透過爭取全世界各大產油地區的油源使用權與投資

開發石油產業，藉以掌控及分散依賴中東地區石油的風險，防範各種突發事件影

響供油的安全與價格(見圖 3-7)。 

 
圖 3- 7：影響全球石油供給與價格的因素 

資料來源：2012 Energy In Charts Energy Industry Statistics P9. 

根據 Joshua S. Goldstein對於「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定

義：「國家的整體利益，而非國內某個政黨或派系的利益」。126因此，從現實主

義的觀點來說，美國的國家整體利益是在現今「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運作之

下，因缺乏類似中央政府的體制，而美國則在強大的軍事力量與經濟實力作為後

盾下，已成為國際體系中最有能力及具有意願擔負穩定世界秩序及維持和平的角

色，在「霸權穩定論」的主張甚囂塵上之際，美國的整體外交走向與政策，長期

以來也朝著符合於其國家利益的路線走。 

美國從 1940年代起的美蘇冷戰對峙時期，呈現在石油安全的競逐，主要是

126 Joshua S. Goldstein, 歐信宏、胡祖慶合譯，《國際關係》（台北：雙葉書廊有限公司，2003 年 7
月），頁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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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的地緣戰略上，並造成地區的長期動盪局勢，但也樹立美國的全球霸權地

位。隨著美國在全球領導的反恐戰略作為正當性受到質疑，加上 2008年全球金

融海嘯的影響，使美國的國際地位因而受到動搖。而當國際體系產生來自對美國

無法有效或正當擔負領導角色的質疑時，已使美國的實踐能力與霸權地位正當性

基礎產生落差，對美國霸權治理權威遭到質疑，間接影響美國的國際地位。
127 

第三節 美國石油安全戰略佈局 

由於美國傳統石油安全戰略思維是建構在石油安全供給的基礎上，美國透過

軍事力量在中東地區經營數十年的成果，除確保油源由其盟邦供應的穩定外，更

透過強大的經濟力量以商業的方式，向全世界各地的產油國或可能的產油國進行

商業採購，相關的作為都在貫徹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世界各大主要石油產區

的戰略作為如下： 

壹、 中東石油佈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東成為英法長期經營的地區，雖然期間美國曾透過各

種管道嘗試介入，但受限英法的刻意排除，始終無法順利如願。隨著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英法勢力的消退，1944年的《英美石油協議》（Anglo-American Petroleum 

Agreement），使美國得以進入中東地區，並在英國退出後，立即替補成為中東

地區的主要力量。在冷戰時期，美國憑藉軍事實力在中東推行單邊主義以鞏固地

位，並以遏止蘇聯的勢力向外蔓延作為主要目的，成功在中東建立仲裁者的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本土開採石油的成本越來越高，在這種情形下，美

國的石油資本大量湧入中東地區的石油工業，因此迅速提高中東國家的石油生產

能力，使中東地區各國成為主要的石油生產與出口國家，美國則從 1990年起成

為石油淨進口國。2000年起美國每天要從中東地區進口石油 400萬桶，以應付美

127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威權起伏〉，《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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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龐大石油需求。中東油源的供應，使美國在中東地區長期積極投資佈局，透

過商業行為與合作，美國與區域內的各國關係密切。128 

英國在 1970年代、蘇聯在 1980年代陸續退出中東後，美國成為全面控制中

東地區的主要國家，而美國長年透過政治操作及所扶植的勢力，介入地區的事

務。雖然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訂有「美國支持沙烏地政府，不干預其內政；

沙國保證對美國的石油供應不間斷，堅守戰略夥伴關係，遏止反美的伊斯蘭運動」

的協議。
129然而，在利益考量下，美國仍然多次介入中東地區的事務，而經常引

起爭端。尤其在 1970年代為抵抗蘇聯入侵阿富汗，由美國所扶持的阿富汗反抗

軍在擊敗蘇聯後重掌政權，然而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阿富汗卻成為恐怖主義的

搖籃，進而在 2001年爆發 911事件。美國在中東的經營，突顯美國長期以資源

利益為核心考量的中東政策操作，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使中東國家與美國兩地無

辜的人民來承受。 

檢視美國的中東戰略，所呈現的現象顯示石油在美國資源戰略中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美國藉由反恐戰爭重新將勢力深入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國內事務，由於美

國的單邊主義，除了憑藉軍事實力推動外，並透過經濟力量取得相關國家的支

持。中東地區擁有全球石油近半數的儲量，其地位不言可喻，透過對波斯灣與中

東地區石油的掌控，美國可以依此對仰賴中東石油進口的國家，例如中國與歐洲

獲得制衡力量。
130因此在石油利益上，美國的戰略有別於反恐行動所採取的多方

合作思維，在石油利益的考量上，企圖以獨佔維持美國的利益。 

中東地區的穩定仍然是美國利益的關鍵，由於多數阿拉伯國家，因信仰不同

以及歷史因素，以色列成為地區不安的導火線。因此美國長期推動積極促成以色

128 卜偉，《國際貿易》(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328。 
129 俞力工，《反恐戰略與文民衝突》(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 3 月)，頁 239。 
130 Roberts, Paul，《石油的終結》（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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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與鄰近國家的和平發展，以避免發生衝突。同時美國持續強化與埃及、黎巴嫩、

約旦、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和波斯灣各國的安全合作關係、發展與擴大區域合作

與架構、提升區域防禦能力。
131美國企圖從軍事的安全防衛的保證，轉化為促進

區域和平與繁榮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以深化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貳、 非洲石油佈局 

非洲區分西非與北非地區，而西非的地理位置提供美國更安全的石油運輸通

路，不需如同北非必須經過波斯灣的危險地帶，然而非洲地區長期的政治、社會

局勢動盪，人民生活困苦，對於石油的生產與運輸成為投資者的最大負擔。
132以

安哥拉、蘇丹、奈及利亞及尼日等主要石油輸出國為例，因缺乏資金的挹注，通

常對於外資的投資行為採取相對優惠的措施。但是非洲地區除因政治動盪外，貪

污與政府效能的不彰，也間接影響石油生產與供應的效率。 

二戰後，隨著英國等歐洲國家勢力的退出，美國積極進入非洲地區。2000年

非洲地區被探明的石油儲量因探勘技術的進展而暴增，使非洲成為耀眼的明日之

星，同時也成為西方大國競相角逐的目標。從美國近年來的非洲佈局顯示，己把

非洲石油列為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標的，作為全球石油消費量最大的美國，

透過軍事協助、經濟支援與商業開發，以政治、經濟等各種手段，藉由艾克森美

孚、雪弗龍等美國石油公司，積極佈局非洲的石油資源。
133 

對美國來說，非洲除了豐富的資源外，地緣戰略的優勢更是美國關注非洲的

重要原因。早在二戰後期北非沿海和內陸曾是美國稱霸地中海的前哨陣地，在冷

戰時期具有重大戰略意義。1954年美國與新獨立的利比亞政府簽署軍事援助協

議，內容是美國需向利國提供近 20架飛機、一批 M113型裝甲運兵車等武器裝備，

131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黃文啟譯，前揭書，頁 140。 
132 王波，前揭書，頁 183。 
133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石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台北：財信出

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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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國則開放境內的惠勒斯空軍基地（Wheelus Air Base）予美方使用。134 

1963至 1965年間，美國更派員協助利比亞建立皇家空軍、訓練陸軍及員警

部隊。1957至 1959年間，利比亞沙漠下發現儲存大量石油，美國派出包括 2,000

名技術人員在內規模龐大的技術團赴利國探勘石油。此後，美國在利比亞有 6家

石油公司，每年營業額高達 200億美元。據資料顯示，1973至 1980年，美國自

利比亞進口的原油，由 4％增加到 10.8％，每天約 70萬桶，佔該國原油生產的

40％。
135英國石油公司 2012年 6月的資料估計，利比亞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為 471

億桶，在北非國家中位居榜首，相當於英國和挪威石油儲量總和的 4.8倍。136非

洲每日輸出 1,080萬桶石油中，近半數輸往美國，美國成為非洲石油最重要的輸

出國家。非洲的石油蘊藏約佔全球的 8％，多數集中在阿爾及利亞、安哥拉、利

比亞、尼日及蘇丹等少數國家，由於利比亞的內戰影響，2011年產量銳減，同時

使非洲的出口量大減(見表 3-3)。 

表 3- 3：2006 年至 2011 年美國自非洲進口石油統計 單位：每日千桶 

國家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阿爾及利亞 6.580  6.620  8.667  8.876  8.152  6.417  

喀麥隆 50  42.780  35.234  33.169  32.487  34.217  
象牙海岸 68.620  80.940  82  72.357  70.610  56.932  
埃及 61.940  71  43.993  59.954  48.590  66.266  
加納 30.140  14.260  41  39.515  43  42  
肯亞 36.097  34.097  33  39.193  32.558  31.030  
摩洛哥 129.560  125.220  126  110.704  95.457  104.745  
尼日 0  0  0  0  0  2.333  

塞內加爾 20.979  7.500  15  18.655  13.045  13.205  
南非 537.520  442.520  451.573  467.774  402.278  447.662  

突尼西亞 21.620  23.620  0  0  24.578  4.097  
尚比亞 11.360  11.640  11.200  9.534  10.788  12.232  
總計 988.606  868.697  848.867  860.730  782.542  821.136 

資料來源：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dnav/pet/pet_move_impcus_a2_nus_ep00_im0_mbbl_a.htm. 

美國希望能從非洲取得安全的能源，以避免過度依賴波斯灣的石油，另外由

134 Geoff Simons, Libya and the West: From Independence to Lockerbi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May, 2004), p.41. 

135 R. Doak Bishop, James Crawford, William and Michael Riesman, Foreign Investment Disputes: Cases, 
Materials,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July, 2005), pp.264-265. 

136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BP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2,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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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從非洲運往美國東岸的石油，不須經過博斯普魯斯海峽與荷姆茲海峽的危險航

道，而可以在美軍掌控的大西洋水域安全航行，對美國來說非洲的石油更具安全

意義。
137因此美國從非洲地區進口的原油在其進口總量中所佔比例已由 1997年的

7％上升到 2006年的 17％，到 2015年將上升至 25％。138根據美國能源資訊部(EIA)

統計，2011年美國每日從非洲進口原油 82萬桶。139  

「911事件」以後，小布希政府以「國家安全戰略」為中心調整對非洲的政

策，重新確認非洲的戰略價值，將非洲大陸作為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支撐

點。在外交方面，近年來美國對非洲各國強化外交作為，2002年後美國政府要員

例如國務卿及其他國務院高層先後頻繁訪問造訪非洲，小布希本人不僅在 2003

年訪非，而且還在每年的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非洲產油國領導人。此外，美國還

採取措施改善與一些石油資源豐富且對美敵視的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2003年 7

月決定重啟關閉 7年之久的美駐赤道幾內亞大使館，2006年宣佈全面恢復與利比

亞的外交關係。並藉由執行對非洲盟國之「泛撒哈拉自由行動」，美國也與西非

地區的茅利塔尼亞、塞內加爾、奈及利亞、查德等國建立反恐合作關係。
140隨後

泛撒哈拉自由行動計畫再度擴大到北非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使泛

撒哈拉國家均能與美國建立與強化互動，提供美國勢力深入到非洲腹地的契機。 

2007年以來，美非雙方的合作持續熱絡，2010年 8月在迦納舉行的聯合軍

演中，非洲參演國數量從 2009年的 25個增至 38個，顯示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

日益擴大。且美國對非洲國家的軍事援助也持續增加，其中對「泛撒哈拉自由行

動」的援助由 2009年的 1,500萬美元增加到 2010年的 2,000萬美元。1412010年

137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23。 
138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11。 
139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Imports by Country of Origin”, 

http://www.eia.gov/dnav/pet/pet_move_impcus_a2_nus_ep00_im0_mbbl_a.htm, accessed 
October 15,2012. 

140 汪毓瑋，〈國際反恐作為須協同一致〉，《青年日報》(台北)，2006 年 1 月 15 日，版 3。 
141 崔立如等編，《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 2010-2011》（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 1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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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先後訪問埃及、肯亞與南非，同時美國副國務卿

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卡森（Johnnie Carson）

等高級官員密集訪問非洲 20餘國，積極與非洲地區組織建立各種合作與對話關

係。
142顯示美國重視非洲的程度也與非洲石油蘊藏的增加量速度產生連動，而持

續加熱。 

同時為了保證從西非地區開採的石油能安全地運往美國，美國近年來持續增

強在鄰近奈及利亞、安哥拉、加蓬等國水域的海軍力量，透過與盟邦及友邦的軍

事合作，達到在非洲建立及強化支援應變的軍事部署目的。
143同時美國在非洲東

北部的吉布地(Djibouti)擁有軍事基地後，美國又在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建立軍事

基地，同時還讓駐歐洲的航母戰鬥群增加對非洲西海岸的巡邏時間。
144 

參、 中亞石油佈局 

歷史上中亞是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國採取開放的經濟

政策，使中亞成為資源的新興產區。由於中亞裡海及其周邊地區巨大的石油儲

量，可緩解世界石油市場對中東的依賴。為此，美國聯合歐美的大型石油公司挺

進裡海地區，與俄羅斯在中亞展開激烈爭奪，並對具有龐大石油需求的中國保持

高度的戒備心理。在裡海諸國中，哈薩克石油資源豐富，據統計裡海地區已探明

的石油儲量在 150至 400億桶之間，再加上尚未探明的石油儲量約在 700至 1,500

億桶。
145目前哈薩克通過俄羅斯出口的石油約佔其石油出口總量的 70％，導致石

油出口方面完全受制於俄羅斯。146為減輕對俄羅斯的依賴，哈國一直在尋求石油

出口的多元化。 

201。 
142 崔立如等編，前揭書，頁 200。 
143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黃文啟譯，前揭書，頁 151。 
144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11。 
145 唐風，《新能源戰爭》（台北：大地出版社，2009 年 4 月），頁 80。 
146 吳奇樹，《核駁霸業？：競爭法反壟斷審查鉅型企業跨國併購之範例》(台北：秀威資訊，2005

年 11 月)，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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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美國推行「星戰計畫」(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促使蘇聯

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最後由於蘇聯本身經濟購買力無法支持巨額的消耗性軍費

支出，導致整個社會陷入經濟蕭條，進而加速蘇聯政權的解體。
147蘇聯解體後，

由於俄羅斯的經濟一度在谷底盤旋，間接使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與控制力

逐漸下滑。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後，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力

量，積極向中亞地區擴展自身影響力。自從「911事件」後美國進軍阿富汗，美

國積極與中亞國家接觸，企圖將勢力伸入中亞地區，其後並以反恐為名獲得烏茲

別克與美國簽定軍事合作協定，開放坎納巴德(Karshi-Khanabad)軍用機場供美

軍使用，成為美國在中亞的主要軍事伙伴；塔吉克也與美國簽訂提供軍事基地的

協定；吉爾吉斯也提供瑪納茲國際機場(Manas International Airport)供美軍

使用；哈薩克也準備隨時開放領空與陸地供美國過境，這顯示美國在中亞軍事合

作的進展成效。
148 

美國在中亞的戰略意圖是確保獲得在地區內掌控地緣政治的保證。中亞的政

治、軍事和石油利益，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主要目標之一。美國企圖在亞美尼亞、

喬治亞、亞塞拜然部署飛彈防禦系統，2005年到 2007年美國對中亞國家提供約

達 1.47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同時也在裡海積極發展「裡海護衛隊」作為擴大裡

海勢力的基礎。149除此之外，美國陸續在喬治亞及吉爾吉斯扶植親美政權，同時

也與烏茲別克、亞塞拜然、土庫曼等國簽署包括鼓勵投資與投資保障協定、避免

雙重課稅、能源資源合作、銀行合作與投資意願等數項重要經濟合作協定，以共

同開發油田並參與修建輸油管。150 

為了實現利益，美國企圖透過不經俄羅斯，而是建構直接穿過裡海，由喬治

147 曾復生，《中美台戰略趨勢備忘錄》(台北：秀威資訊，2004 年 11 月)，頁 77。 
148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石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台北：財信出

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183。 
149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99。 
150 關東原，《中國資源安全戰略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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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及亞塞拜然首都巴庫(Baku)經高加索國家喬治亞城市第比利斯(Tbilisi)，到

土耳其的傑伊罕港(Ceyhan)的 BTC（Baku-Tbilisi-Ceyhan）輸油管道及交通線路

網路，將遠在中亞地區的資源直接經由地中海、阿拉伯海以及空中運輸，與全球

經濟活動結合。
151中亞能源管線將提供美國在中亞能源戰略最強力的保證，也是

控制中亞、西亞和南亞局勢的關鍵。美國為中亞開闢南部通道，意味著該地區各

國將逐漸遠離莫斯科，提高美國在該區的影響力，而俄美在這一地區的能源競爭

也將更加激烈。 

美國對中亞地區的能源戰略和安全目標是期望以其強勢經濟介入，儘可能取

得在該地區的石油資源，以做為美國提供新的能源供應基地，減少對中東石油的

依賴。當中東局勢惡化時，使之取代波斯灣石油確保國家能源安全。但由地緣政

治觀點來看，中亞地區是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美國要爭奪這裡的資源，就必

須削弱俄羅斯的影響力，盡可能將美國勢力深入該地區以牽制中國與俄羅斯。以

哈薩克為例，從 1990年代末期，美國就開始提供哈薩克大量軍援，1997年 11

月美國與哈薩克簽署雙方「防禦合作協定」。此後美國陸續提供各式軍事合作，

包含建立哈薩克「迅速反應軍團」以保障該國脆弱的石油設施，總計 2005年到

2007年，美國提供哈薩克的軍事援助多達 1.75億美元。
152 

美國積極介入裡海能源的探勘、分配、開採和運輸，並成功取得該地區能源

開發主導權，得以分散對中東地區油源的高度依賴。同時美國持續加強經濟援助

與擴大經濟合作，藉此達到長期掌控中亞、高加索地區的石油生產與油管運輸線

路，並竭力開闢運輸裡海能源的新通道，設法讓中亞能源的輸出管道能儘量避開

俄羅斯境內，以避免為俄羅斯及伊朗壟斷，削弱俄羅斯在中亞地區能源領域的支

151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196。 
152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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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力。153俄羅斯方面則是認為美國企圖左右中亞能源的出口路線，意味著美國與

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能源爭奪戰，已經悄然形成。 

肆、 拉丁美洲佈局 

在地理位置上，拉丁美洲距離美國相當接近，甚至與墨西哥國土相連，長期

視為美國的「後院」。因此，拉丁美洲受到美國的影響深遠。拉美地區除委內瑞

拉從 2002年開始成為強人政治外，多數都是民主政體，除少部分國家因社會秩

序造成不穩定的狀況外，普遍政局相對平穩。從 1990年代開始，拉丁美洲地區

對於外資抱持歡迎的態度，同時採取各種優惠措施，鼓勵外資對天然資源的投

資，其中以石油及天然氣為主要的代表產業，因此拉丁美洲地區成為美國及歐洲

各國能源的主要供應區。
154 

美國自小布希政府時代開始，由於反恐戰爭需要，對國際事務注意力轉向中

東地區，而對其「後院」長期忽視未能積極經營。而歐巴馬政府上臺後，面對中

國政、軍、經崛起上的壓力，也將重心移至亞太地區，拉丁美洲仍未受到充分重

視。美國對拉美的漠視，提供中國拉丁美洲發展其經貿關係的最佳機會，藉由積

極開拓市場並取得天然資源，已對區域政經格局產生影響。 

委內瑞拉是世界 5大石油出口國，也是美國最重要的石油進口國之一，美國

也是該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及最大的投資國。
155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及拉丁美

洲其他新興開發中國家，因為經濟的快速起飛，對於能源的需求快速成長，因此

將造成拉丁美洲地區石油消費量大增，加上中國的投資，間接壓縮美國在拉丁美

洲長期優勢的地位。由於美國從 19世紀起在國家利益為前提的考量下，對拉美

地區長期投資的策略，尤其對委內瑞拉的石油投資更是不遺餘力，由於 1998年

153 宋國誠，《21 世紀中國(卷二)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04 年 3 月)，頁 322。 
154 王波，前揭書，頁 177。 
155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Venezuela Background”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VE,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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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查維茲（Hugo Chavez）成為委內瑞拉總統後強烈的反美立場，美國不得不

採取透過美國石油公司的商業投資，保證來自委內瑞拉石油的供給無虞。同時美

國對於委內瑞拉、巴西等產油國大多提供技術、資金以擴大開發資源，間接滿足

美國自己的需求。 

伍、 其他地區佈局 

除上列地區外，其餘地區的石油利益對美國而言，總體效益不如地緣上的戰

略利益，過去近一世紀美國在太平洋都是扮演強國的角色，居亞太地區的主要領

導地位。在冷戰時期，美國的亞太安全架構是以美國和日本、韓國、菲律賓、泰

國、澳洲等國雙邊軍事同盟所輻射出的扇形結構為主體，構成一個整體的集體防

衛架構。
156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的影響力大為銳減，取而代之的是崛起的中國。隨著中

國的國力日益壯大，逐漸壓縮美國的國際空間，在亞太地區中，中國更是的區內

的主要領導者。美國為求國家利益，認為應力求維持與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聯

盟及夥伴關係，促進地區的共同利益，並確保區域內的永續和平與安全。美國總

統歐巴馬宣示，將擴大並調整美軍的部署，以向盟邦做出美國必將履行安全承諾

的保證。同時美國也鼓勵地區盟友，強化各自在地區安全和常態多邊安全合作的

能力，以建立信任、提高透明度，並降低危機或衝突發生的風險。
157 

南亞是中東的側翼和中亞的重要門戶，控制南亞的印度就可掌握亞太各國石

油進口的咽喉，控制巴基斯坦就可控制中亞石油進入波斯灣的出口。目前美國的

石油公司在中亞與其他國家角逐的同時，美國政府則開始在南亞展開其外交攻

勢，擴大影響力，為中亞石油的輸出，事前作好準備，這是經濟考慮也是石油安

全戰略考量。 

156 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274。 
157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黃文啟譯，前揭書，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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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發生前，美國與亞太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與其他地區相比，

相對顯得薄弱。由於美國長期位居國際體系中經濟與軍事力量的霸權中心，相對

於多數經濟力與軍事力量較為弱勢的亞太國家來說，兩者間的力量懸殊；再加上

亞太國家境內也沒有類似中東地區使美國關心的石油或天然資源，上列因素直接

影響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關心程度。 

此外亞太國家除中國及日本外多數屬於相對較小的國家，在國際上的政經影

響力對美國無法造成足夠的影響，由於亞太多數國家不具有立即對美國產生威脅

的危險性。這些原因都造成美國對於亞太地區國家的態度趨於消極與被動，同時

也是亞太地區多數國家互動關係不如美國與其他地區密切的主要原因。然而隨著

中國的勢力崛起，美國不得不正視亞太地區對其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在 2012

年美國高層頻繁造訪亞太地區，歐巴馬並宣示美國將重返亞太，絕不置身於亞太

地區之外，以維護其國家利益。 

第四節 小結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資

料顯示，美國進口石油在 2005年達到高峰，隨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經

濟衰退，間接降低石油的需求，使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逐年下降，同時近

年來美國增加國內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生產，及美國國內生產的原油

增加，也減少部分對進口的需求(見圖 3-8)。2011年美國每天仍需消耗 1,880萬

桶石油，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2011 年，美國每日進口原油 1,140萬桶，

同時美國也出口原油和石油產品約 290萬桶，因此美國的淨進口（進口減去出口

量）仍有約 840萬桶。158 

158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ow dependent are we on foreign oil?” 
http://www.eia.gov/energy_in_brief/foreign_oil_dependence.cfm, accessed July 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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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1950-2011 美國主要能源成長趨勢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9190. 

2011年美國所需的原油和石油產品半數以上仰賴進口，其中 52％來自西半

球的北美及拉丁美洲地區。22％來自中東地區的波斯灣國家如巴林、伊拉克、科

威特、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而美國原油和石油產品進口的

最大來源是加拿大和沙烏地阿拉伯，其中加拿大是目前美國最重要的原油供應

國。石油產品進口來源比重依次是加拿大（29％）、沙烏地阿拉伯（14％）、委內

瑞拉（11％）、尼日（10％）和墨西哥（8％）。
159但總體而言，美國的石油進口量

從 2005年後就持續下降，石油進口依存度從 2008年的 57％下降到 2011年的 45

％，未來在美國替代能源發展的政策下，石油對外依存度也將逐年下降，使美國

石油安全係數逐漸提高。同時石油產量也隨著開採科技的進步，在 2011年美國

的原油產量達到每天 559萬桶，是 2003年以來的歷史新高。160 

二戰前美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輸出國，隨著美國境內石油大量的開

159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ow dependent are we on foreign oil?” 
http://www.eia.gov/energy_in_brief/foreign_oil_dependence.cfm, accessed July 13, 2012. 

160 Department of Energy, “Obama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New Partnership on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and Oil Research” 
http://energy.gov/articles/obama-administration-announces-new-partnership-unconventional-natu
ral-gas-and-oil-research,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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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石油已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趨枯竭，更在中東的多次石油危機及衝突中，

發現石油已經成為影響美國國家力量與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國對於能源的獲

取，已經成為美國國家戰略重要的一環，影響著美國的軍事與經濟及外交戰略。 

依據美國中央情報局 The World Factbook 2010年公佈之數據，美國一年的

國民生產毛額為 15兆美元，
161穩居世界第一(見表 3-4)。同時，美國在傳統上也

透過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力量，扮演世界領袖與仲裁者的角色。美國毫無疑問的被

視為是當今世上唯一的超級強國。就正面言，「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是美國憲法

真實精神的體現，正如美國給全世界的印象，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是全世界的

利益，也是每一個國家的利益。因此，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上，捍衛「國家利益」

成為必須，唯有強大的美國才能保護其公民的利益。在這樣的需求與價值觀之

下，美國的戰略將以保持國力持續強大與經濟的強盛為基礎，進一步的展現在全

球的石油競爭中。 

表 3- 4：2010 中美台國內生產毛額比較表 

國家或地區 GDP(百萬美元) 成長率 人均 GDP 

美國 15,060,000 1.5 48,387 
中國 6,989,000 9.5 5,414 
台灣 504,600 5.2 20,101 

資料來源：CIA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但就反面言，一國在經濟上及軍事上無可比擬的優勢力量，決定了該國是否

容易運用這些籌碼作為制裁他國的武器，並以打擊一切與其利益有所違背或妨礙

的國家。於是維護「國家利益」便成為美國攻擊他國合法的理由或藉口。因此，

反對美國霸權的輿論與評論美國在經濟上，動輒採取經濟制裁的作為越來越多。

美國在全球的區域合作上，從軍事合作看來，幾乎接近實行殖民統治。在經濟上，

對於一切可能對美國利益有所妨礙的集團或國家，經常利用反恐或經濟制裁甚至

軍事行動，把罪名強加在他人身上，並努力使美國的戰爭行動合法化，並以戰爭

16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nited States”,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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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來審訊被入侵國的國家領導人。美國為了國家利益，可以動用一切手段，堅決、

徹底、乾淨地打擊直到消滅一切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反對者。162 

美國國家能源戰略的目標之ㄧ，是確保美國及其盟國和友好國家可獲得能源

和礦物資源的供應無虞，以及對海洋的使用保證。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

出，一旦石油供應中斷，會對美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美

國也視「重要自然資源的順暢流動為重要的國家利益」，將其納入總體軍事力量

部署的考慮之中，宣稱「不惜動用武力奪取中東油田並保證石油運輸線安全」，

這段宣示也完整呈現美國的資源戰略思維。
163 

1882年 2月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將手上的 40家關

係企業，集體信託給「標準石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來統籌管理業務，

經由聯合管理達成拉抬或控制價格的目的，造成其他行業紛紛仿效聯合信託，演

變成企業不當壟斷的現象。面對強烈反彈的民意與商界力量，美國國會於 1890

年通過由謝爾曼（John Sherman）提出的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164

國會的反「標準石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行動獲得成功，之後標準石

油企業被美國政府起訴，且於 1911年宣告瓦解，此後「反托拉斯」成為「反壟

斷」的代名詞，指的是對抗藉「聯合信託」以行使不當之商業壟斷。 

由於美國石油曾因反托辣斯的干預，而國營石油公司恐遭到聯合壟斷的事

實，因此美國並無國營石油公司。雖然如此，但全球最大的三個石油公司卻是登

162 陳潢，「勇氣從哪裡來-中美兩國之國際現狀比較」，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4/sino_us_forum130504.htm，瀏覽日期 2011
年 3 月 21 日。 

163 美國總統卡特於 1980 年 1 月 23 日對美國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指出：「我們的立場要絕對明白，

波斯灣石油是美國的重大利益，任何外來力量企圖奪取波斯灣地區控制權，威脅美國對波斯

灣石油的獲取，都會被視為攻擊美國重要利益的行為，美國將使用一切必須手段包括武力手

段，將其逐出，以保護美國重大利益。」這段話也就是所謂的「卡特主義」。鄭保國，《美國

霸權探析》(台北：秀威資訊，2009 年 11 月)，頁 238。 
164 Northrup, Cynthia L and Clark Northrup the American Economy: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March 03, 2011), p.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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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在美國，分別是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雪佛龍（Chevron Corporation）

和康菲公司（ConocoPhillips）。165美國政府透過立法規範仍能對上述公司產生影

響力，例如 1995年中國欲收購雪佛龍公司即受到美國政府的出面反對而作罷，

即是一例。因此上列公司多數仍認為屬於美國的石油企業。 

美國晉身全球舞臺的一大契機是於 1859年發現石油，隨後更在 20 世紀初成

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並使它的戰爭機器在一戰和二戰中不愁缺油。換句話

說，美國是以石油起家的，之後只不過是因為濫用才受制於石油進口。分析美國

歷史上的對外政策中，美國的戰略也表現在美國總統的個人喜好上，美國總統是

世界的強權領導者，一旦國際局勢發生衝突變化，美國總統的意向將會左右全球

政治的局勢，其中美國雷根總統的反共立場，在二任總統的任內，不論是基於職

責、抑或是基於個人喜好，他所扮演的美國總統以美國國家利益為前提，成功使

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集團蘇聯的瓦解，成為世界民主的締造者。 

美國是民主國家，經由選舉產生的總統，即是掌握世界強權寶座的領導者。

因此美國總統的個人因素對於國家戰略制定，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然而在

民主化的國家，美國總統候選人也不得不因選舉因素或是個人信仰的承諾，對當

選後制定國家戰略政策上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歐巴馬上任後對於中東駐軍

撤軍的承諾與為環保反對興建美國境內輸油管的決策，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美國總統必須衡量所處的國際形勢透過其專業幕僚提出決策，同時此決策也

將影響其對國家政策甚至全球戰略的產出，美國是冷戰後的世界唯一強權，美國

戰略的制訂往往牽動著全球政治、經濟、安全的敏感神經，這點是美國總統具有

的特殊性。隨著全球石油資源的逐漸枯竭，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越來越高，在

美國國內石油需求不斷上漲的壓力下，美國面臨的挑戰將越來越嚴峻。美國政府

165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ho are the major players supplying the world oil market?”,  
http://www.eia.gov/energy_in_brief/world_oil_market.cfm, accessed March 1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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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制定計劃透過在 4個領域採取措施來降低美國對進口原油的依賴，包括增加國

內石油產量、鼓勵公共交通工具、使用天然氣、鼓勵節能汽車開發，同時促進生

物能源行業發展，以減低對石油的依賴，並提高對國家安全的穩定保證，而美國

政府的石油政策採行後也將對其政府的收支、就業機會產生影響。因此政府推行

的能源政策也是間接對美國總統的執政能力實施檢驗(見圖 3-9)。 

 
圖 3- 9：美國能源政策對政府的影響 

資料來源：2012 Energy In Charts Energy Industry Statistics P42. 

在石油消耗的需求持續成長下，未來能源安全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

影響重大，由於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費國，因此美國政府極力透過採取大量

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地熱及各種提高能源效率措施、發展清潔能

源和可再生燃料，並積極對美國國內蘊藏的石油和天然氣進行勘探，希望藉由國

內的擴大生產以減少對全球石油資源的需求，降低美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而相

關的措施與政策也獲得極大的效果。 

目前美國國內的石油生產量是近 10 年以來的最高峰，使美國對國外石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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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度已經降到近 20 年來的最低水準。美國總統歐巴馬宣稱，將繼續投資開發

能源技術、建立風力發電、開發新一代生物燃料。以促進經濟成長和創造就業機

會，並積極開發國內能源和核能工業，同時整合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達到降低美國能源需求的戰略目標。
166

166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 National Energy Action Month,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10/01/presidential-proclamation-national-energ
y-action-month-2012, accessed October 1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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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石油戰略分析與評估 

第一節 中國石油發展歷程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和利用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國家之一。中國有關石油

的最早記載，是西周的《易經革卦》，書中有「上火下澤」及「象日，澤中有火」

的字句，由於水火相剋，水上有火，最有可能應是指石油從地下流出溢到水面燃

燒的現象。
1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到「高奴縣有洧水可燃」。

漢朝時期的高奴縣在今陝西省延安東北，此處說的應該是指水面有外溢石油漂

浮，與易經的記載類似。南朝范曄之《後漢書·郡國志》則記載了古人採集和利

用石油的情況：「（延壽）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燃之極明，不可食。縣

人謂之石漆。」文中所謂「石漆」，當時即指石油。此外，晉代張華所著之《博

物志》和北魏酈道元所著之《水經注》也有類似的記載。
2 

由於石油有燃燒「遇水不滅」的特性，因此被大量用於軍事方面。唐朝李吉

甫(西元 758年-814年)《元和郡縣誌》中記載：北周宣政元年（西元 578 年），

突厥派兵包圍攻打甘肅酒泉，當地軍民用「石脂水」燒毀敵人的攻城工具，此火

「得水愈明，酒泉賴以獲濟」。石油在中國古代戰爭中作用發揮最大的時期是五

代以及遼、宋、元及明時期，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石油被稱為「猛火油」。3 

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開寶八年(西元 974年)南唐主李煜面臨宋軍

進攻金陵的危機，其神衛軍都虞侯朱全贇以猛火油縱火攻宋軍，由於風向改變，

火焰反而造成自己軍隊而大敗。原文：「朱全贇自湖口以眾援金陵，號十五萬，

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將斷採石浮梁，會江水涸，戰艦不能驟

1 南懷瑾，《周易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1999 年 1 月)，頁 308。 
2 李德生、羅群，《石油；人類文明社會的血液-院士科普書系》(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 7 月)，頁 12-14。 

3 
鄧蔭柯，《中國古代發明》(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 年 10 月)，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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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王明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帝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

狀以疑之。己未，全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幡。至皖口，行營步軍

都指揮使劉遇揮兵急攻之，全贇以火油縱燒，遇軍不能支。俄而北風，反焰自焚，

其眾不戰自潰，全斌惶駭，赴火死。擒其戰棹都虞侯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

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4 

中國最早提出「石油」一詞的是北宋文人李嘩(925年〜996年)等人編撰的

《太平廣記》，其中記載：「石油井在延長縣北九十里，井出石油，取者以雉尾

甃之，采入缶中。燃之如麻，多煤煙，為墨至佳，更療疾病」。說明當時的石油

除了可以燃燒做墨外，也可應用於醫療。另外北宋元豐三年沈括（1031〜1095），

字存中，號夢溪丈人，在其科學著作《夢溪筆談》中，亦有提出關於石油的論述。

其原文如下：「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今陝西延安一帶）出脂水』，

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甃之，用采入缶中。

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煙甚濃，所沾幄幕皆黑。余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

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川石液』者是也」。他更

預言：「此物後必大行於世」，並認為「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
5《夢溪筆談》

中詳細記載石油的特性與用途。沈括根據這種油「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

惘惘而出」而命名石油，應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第二個使用「石油」名稱的中國人，

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有關石油使用的文字記錄，當時並用這種黑色的液體，燃燒

後所產生的煙灰製墨、書寫、作畫。 

元大德七年(西元 1303年)由元代官方撰修的地理總誌《大元一統誌》中記

載：「在延長縣南迎河鑿開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又延川縣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

一井」。這説明當時這一地區已經鑽井採油，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油井記載。同

4 
聶崇岐編，《宋史叢考，第 2 卷》(台北：華世出版社，1986 年 12 月)，頁 377。 

5 
沈括，《夢溪筆談》（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 6 月），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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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國古代稱產天然氣井為「火井」。《漢書，地理志》中，就有關於西河郡鴻

門「火從地出」的火井的記載。6明代正德末年(西元 1521年)，在嘉州(今四川樂

山一帶)地區也有鑽取出石油的記錄。
7 

雖然中國使用石油的歷史悠久，但是因為石油燃燒產生的濃煙，容易造成髒

污且取得不易，因此實際上的應用不大。一直到 19世紀經過分餾或裂化的過程

所產生煤油，才從西方開始發展並應用在人類生活中。煤油 (kerosene) 又稱為

燈油或照明用油，閃火點多在攝氏 110度以上，沸點在攝氏 572度以下，
8相較於

動物油或植物油燈油更為經濟，由於其黏性小，滲透力強，容易被燈蕊吸收等特

性，燃燒發出的光也比較明亮，因此多作為照明之用。 

壹、 清末民初 

清朝自 1840 年鴉片戰爭後，保守的封閉主義加上列強的侵略與，中國逐步

成為西方的殖民地。而民族主義形成國內如太平天國等反對運動，使國勢日

衰，雖然在 1860年曾有短暫的「維新運動」，希望透過政治改革追求中國「富

強」，」然而仍然因守舊勢力的控制而走向衰敗的命運。1863年，美國生產的煤油

開始由台灣輸入中國，進而大規模傾銷。當時中國將煤油稱為「火油」或「洋油」。

來自國外進口的煤油首先成功改變中國人的生活習慣，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對各項油品的需求越來越大。當時的煤油是由來自英國殖民地伊朗，經由海運到

上海，其後則因亞洲油源的開發轉而向東南亞的蘇門答臘、婆羅洲等地進口。9而

這些油品的供給者主要以美國美孚石油等三大外國石油公司為主。10隨著外國油

品大量輸入，加上不平等的石油貿易，嚴重影響當時中國的經濟，因此為了抵制

6 崔强、陳高華，《中華古文明大圖集》（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 年），頁 51。 
7 朱亞傑、孫興文，《能源世界之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 月)，頁 37。 
8 台灣中油，「石油教室」，http://www.cpc.com.tw/big5/content/index01.asp?sno=82&pno=50，瀏

覽日期 2011 年 9 月 1 日。 
9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January 15, 1991), pp.170-171. 
10 吳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 年 3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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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油品同時也刺激石油工業的發展，中國開始注意石油工業與國家發展的關

係。 

1874年，清末洋務派代表人物，時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巡視台灣時，首

次提出官辦石油的主張。在其影響下，洋務派官員福建巡撫丁日昌上奏清廷提出

「浚利源而彌外患」的建議，奉准後 1877年即在台灣引進西方技術開發石油礦，

開啟近代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1878年使用新式頓鑽在台灣苗栗成功開鑿中國近

代史上第一口石油井。
111887年（光緒 13年），台灣巡撫劉銘傳成立台灣礦油局，

準備強化石油產業。然而，因產油過少，不敷開支，再加上隨著清末洋務運動的

失敗，劉銘傳被革職，礦油局被撤銷，台灣石油開發被迫中斷。12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台灣割讓給日本，同時在台灣的石油產業均遭日本

接收。
13 

據國史館海關資料記載 1887年「洋油」開始進入中國，進口量逐年增加，

到 1909年進口量達到 1億 4,571萬加侖，耗白銀 2,302萬兩以上。14從 1911年

辛亥革命爆發到 1949年的 39年間，累計進口石油產品達 2,658萬噸，總值約 30

億美元。而同期中國國內累計生產原油還不到 56萬噸。15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

不得不長期依賴「洋油」過日子，經濟的受制，不僅對中國政治安定和社會發展

造成嚴重傷害，而且對戰時抵禦外敵入侵的能力和國家生存也形成巨大威脅。 

雖然滿清的閉關自守政策，減低中國對於石油的需求，然而隨著列強勢力逐

漸滲透中國，也帶來石油運用的普及，中國開始對石油產生需求。1895年荷蘭殼

牌油公司分公司(亞細亞公司)透過輸入蘇門答臘提煉的煤油與美孚公司競爭。

11 
孫毓棠、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年)，頁 595-596。 

12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近代史-經濟篇》(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5 年 6 月)，頁 184。 
13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 年 2 月)，頁 148-149。 

14 吳翎君，前揭書，頁 283。 
15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石油化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 10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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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起，婆羅洲、緬甸、日本等地油料亦相繼輸入。然而當

時中國石油市場，絕大部分仍受美孚、殼牌兩大公司所獨佔。16在市場壟斷、油

價上漲的情況下，中國用油的數量卻是逐年增加。據統計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

前，石油製品由西方傾銷中國的總量達到 500萬噸，成為晚清時期赤字的重要因

素，同時經濟的劣勢也侵蝕中國搖搖欲墜的國家安全。17 

貳、 民國初年 

1911年由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中

國才逐漸擺脫封閉的政策。中華民國建立後，國民政府依孫中山所規劃的《建國

方略》，作為國家的發展藍圖，以兼顧民權、民主、民生「三民主義」的理想建

設中國。孫中山認為中國要擺脫自清末以來的積弱不振，必須先振興實業，才能

成為獨立國家。為避免外國商人壟斷的局面，應將中國豐富的天然富源，如煤、

鐵、水、力、礦、油等交由國家經營，將所獲利益，歸於國家公用。
18 

自清末「自強運動」以來中國一直透過國家力量直接經營石油工業，但是傳

統以生產為導向的發展途徑，是建立在國內蘊藏有豐富油源的基礎上，卻忽略石

油分佈極不平均的特性，並且受制於當時中國政府消極的態度、生產技術的落

後、資金來源的欠缺及外力的阻礙，因此 1927年以前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並不

如預期。19民國成立後仍然沿用此一思維，國家經營依舊在石油工業上扮演最重

要的角色。孫中山的《實業計劃》中也對國營建設做出政策性的指導。就石油工

業而言，孫中山認為：『中國將來汽車盛行，汽油的需用，或將大增至千倍，當

此歐美各國煤油正在日漸減縮，由外國輸人之煤油、煤氣，斷不足以供中國之需

16 孫玉琴，《中國對外貿易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年 6 月)，頁 236。 
17 
陳爭平，龍登高，《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155。 

18 
收錄於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民生主義（第二講）》(台北：國防研究院，1966 年 1 月)，頁

270。 
19 
收錄於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實業計劃（第六計劃）》(台北：國防研究院，1966 年 1 月)，

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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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此所以在中國以開採油礦為必要之圖也』20。因此孫中山認為應在中國開採

油礦，作為未來所需。但是，當時中國處於軍閥割據、政局動盪、連年戰亂和分

崩離析的時代，孫中山的理想始終無法付諸實施。 

1928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秉持孫中山《建國方略》的實業思想，由財

政部撥給建設基金 10萬元，於 1928年 2月在南京成立建設委員會，統籌辦理農

礦、建設、工商、交通及鐵道各部會，從事各項經濟建設，並積極發展石油工業。21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石油不再單純被僅視為一種商品，更兼具國防資源

的意義。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的重工業建設計劃轉為備戰，以為國防

所需，裝備武器需要能源的推動，石油成為在國防上的實際需求，而建設石油工

業即成為攸關國家存亡的事業，必需全力發展。1932 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後，

日本侵犯中國的意圖非常明顯，但經濟落後、國防實力薄弱，國民政府經濟建設

以國防經濟需求為中心，積極備戰。因此國民政府未雨綢繆，先成立軍事委員會，

全力策劃抗日禦侮的工作。國民政府後於 1932年 11月，在南京成立「參謀本部

國防設計委員會」，有鑑於石油關係國家的安全，因此國民政府致力開發石油資

源，曾於 1934年成立陝北油礦探勘處，積極探勘延長、永平油礦，但因內亂而

中斷。1935年 4月，「參謀本部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成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

會資源委員會」(簡稱資委會)，進一步擬定國防重工業三年計劃，將石油工業列

入國防基礎工業，計畫預計在四川、陝北發展重點石油工業，此後資委會成為主

導中國石油工業發展的推動者。22 

1936年資委會更設立四川油礦探勘處，成功探獲天然氣。1937年 4 月 1 日，

20 
李國棟，《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 7 月)，

頁 84。 
21 張忠民、朱婷，《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有企業（1927-1949）》(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35。 
22 國史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8 年 12 月)，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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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貴陽發起「國民經濟建

設運動」，以全民運動的方式推動經濟建設，同年 2月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

通過「中國經濟建設方案」，明訂中國經濟建設之政策應為計劃經濟，即政府根

據國情與需要，將整個國家經濟，如生產、分配、交易、消費諸方面，製成彼此

聯繫之精密計劃，以為一切經濟建設進行之方針。
23此時雖然石油發展途徑依舊

以生產為導向，但生產所需主要提供國家的生存與持續發展，國民政府以推動建

立自主的石油工業，確保在未來戰爭時期可能出現的作戰需求，而不僅僅是抵制

國外油品挽回利權的經濟觀點。 

參、 抗戰時期 

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決定全面抗日，對日抗戰後，

因戰爭局勢使沿海港區多遭封鎖，石油製品的進口遭到限制，軍民所需燃料嚴重

缺乏，此時一切的國防、民生必需品的供給，成為戰爭中對國民政府所帶來的最

嚴厲考驗。在戰前充分依賴國外油品供給的中國油品市場，立刻出現短缺的現

象。隨著戰爭範圍日漸的擴大，為強化國家作戰能量，政府採取精簡機構以配合

戰時需要，減低能源的消耗。國民政府除了依靠輸入越來越困難的外國油品之

外，開發新的油田成為國民政府石油工業國營政策下刻不容緩的任務。因此資委

會自行在甘肅玉門老君廟，開始探勘與開發，但是近代中國石油工業受阻所缺乏

生產技術、資金、外力阻礙等因素，依舊是必須面對的事實。241938年 1月，國

民政府將資委會編制改隸「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此後該委員會成為主要推動國

家建設機構，負責戰時開發石油工業。25 

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除了在四川、甘肅、新疆等地發展石油工業外，由於生

23 徐建生，《民國時期經濟政策的沿襲與變異 1912-1937》(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

頁 55。 
24 
陳爭平，龍登高，《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322。 

25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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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技術、資金、外力阻礙等相關因素的影響，四川與新疆的發展均不甚理想。

微弱的石油工業並不能滿足西南地區缺乏液體燃料的問題，對於戰時政治、經濟

重心的西南地區所需的液體燃料，受制於運輸路線過長的因素，也僅能獲得少數

供給。於是國民政府在後方積極發展液體燃料代用品工業，於 1939年由資源委

員會與軍政部兵工署成立合辦動力油料廠，用以支持抗戰所需的液體燃料，利用

菜籽油、桐油及花生油為原料，裂解轉製成汽油、柴油、煤油與潤滑油等油品，

於艱苦的抗戰期間，貢獻極鉅。26 

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於中國戰場使日本戰力大量消耗，成為戰爭的勝

利關鍵，中國為國際社會付出的努力與犧牲，獲得西方各國的肯定，而在 1943

年後中國與歐美各國陸續簽訂平等新約，逐漸廢除百年來所簽訂的不平等條

約。
271943 年 4月，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邀集相關黨政人員檢討「戰後經

濟計畫初步實施計劃」，戰後預備發展金屬、燃料、電力、機械、化工等重工業、

交通業以及十一項輕工業，該計畫涵蓋 300多家重工業廠，3,000多家輕工業廠，

期能在短時間內促進國家的工業化，擺脫長期積弱不振的國勢。28 

1945年 8月歷經 8年，中國對日抗戰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抗戰結束之後，

中國在戰爭期間發展石油工業所累積的經驗，使國民政府認為國家必須單獨經

營石油工業，中國石油工業才能得以發展。故戰後國民政府決定，由資委會於

1946年 6月 1日在上海成立資源委員會中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石油公

司），做為統籌全國石油工業事務的機構，積極發展中國石油工業。 29 

中國石油公司所擁有的資源，除了合併戰時資委會所發展的甘肅油礦局和四

26 
陳振中，《中國經濟通史第 9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7 月)，頁 820。 

27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與俄、英、法、美等四國所簽訂的條約達到十一項之多，中俄璦琿

條約、中國與俄、英、法、美等四國分別簽訂天津條約、中國英、法、美等三國分別簽訂通商

章程、中國英、法等三國分別簽訂北京條約，11 個條約均為不平等條約。季平子，《從鴉片戰

爭到甲午戰爭》(台北：雲龍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414。 
28 
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問津堂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96。 

29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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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油礦探勘處之外，並接收日本在東北和台灣建設的高雄煉油廠，以及日本在中

國各地所遺留的石油生產設備及在各重要城市所設置的儲油設備。中國石油公

司成為擁有 7個生產單位與 10個遍佈全國重要城市營業所的綜合性國營石油公

司，資本全部由國庫投資，隸屬資源委員會。並採取進口原油自煉、進口油品銷

售的發展策略。
30因此中國石油工業發展的途徑不再以生產為導向，轉而以市場

為導向。 

根據 2005年國史館出版的《台灣石油工業半世紀胡新南先生訪談追述》，有

關前述的石油事業機構如次：
31 

一、 甘肅油礦局：該局設於蘭州西北 820公里處的老君廟，屬玉門縣境；資

源委員會於 1938年底設立甘肅油礦籌備處，在 2年的時間裡鑽探淺井

2口，可日產原油 25桶。1941年春，因從事大規模開發，改組成立為

甘肅油礦局，5年間先後鑽井共 21口，每年原油產量約為 50萬桶；並

設有煉油廠，年產汽油約 10萬桶，餘為其他油料。 

二、 四川油礦探勘處：該處於 1936年設於四川省巴縣石油溝，其油源分佈

於秦嶺與巴山之間，先後在巴縣、威遠、隆昌及江油等 4地，一共鑽探

井 5 口，鑽探結果產油不多，惟天然氣尚稱充沛。 

三、 東北石油事業：東北在日本人佔據期間，有熱河阜新之鑽井、大連煉油

廠、撫順油頁岩煉油廠、錦西煉油廠、錦州合成燃料廠、四平煤氫化廠、

永吉煤低溫乾餾及合成甲醇廠等。其中阜新礦廠及大連煉油廠因接近戰

區，情形特殊，均未能接收。又撫順油頁岩煉油廠為便於經營管理，由

撫順煤礦公司接辦。其餘各廠即為中國石油公司前屬東北煉油廠之前

30 作者不詳（1946 年 5 月 22 日至 1948 年 5 月 29 日），「卷名:成立中國石油公司及核定組織章程」，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4/08/be.html，瀏覽

日期 2012 年 12 月 12 日。 
31 
程玉鳳整理，張美鈺記錄，《縱橫台灣石油工業半世紀：胡新南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

2005 年 5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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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總廠設於錦西，轄錦州、四平、永吉等 3處工廠。 

國民政府所擬定的戰後石油工業發展計劃，受限於戰後中國並未因抗戰勝利

而得到和平，國內政治局勢的動盪不安，嚴重影響經濟發展。為了擴展勢力，蘇

聯支持中國共產黨，不僅拒絕國民政府接收東北，更扶持共產黨與國民政府升

高軍事衝突，且國民政府隨著戰況在國內籌集工業建設資金日益困難。計畫從日

本拆遷工業設備作為建設工業發展的行動，也因為美國的政治利益考量，僅拆遷

到少許的設備，無法在中國順利達到建廠的目的，使中國的石油工業發展進度嚴

重落後。 

肆、 內戰時期至兩岸分立 

1945 年中國因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大陣營的對立，並全面開啟內戰。此時中

國已經開始發展起來的石油工業，因內戰而再度陷入發展困境。原本轉為民生與

經濟開發使用的石油，因為內戰飛機、坦克等機械化武器裝備的大量使用，石油

消耗隨之遽增，原本作為民生與經濟發展使用的能源全部投入作戰所需。因此僅

1947 年，中國石油產品進口總量就達到了 208 萬噸，比抗戰結束時的 1945 年激

增 13.2 倍。美國在此時透過美孚、亞細亞、德士古 3 大石油公司大規模輸入中

國，在進口石油壟斷中國市場的狀況下，抗戰期間已經發展起來的中國石油工業

很快衰落。32 

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的戰況日漸失利，開始轉進台灣，中國石油公司在台

灣設立辦事處，統籌台灣石油探採、煉製、運銷與研究等工作。1949年初，內戰

開始向南蔓延，隨著國民黨政府的轉移，中油在廣州設立辦事處，以便與執政中

央及有關機關保持聯繫。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逐漸失利後將首都於 1949年遷往

台北，而中國共產黨則在 1949年 10月 1日獲得內戰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

32 中國石油新聞中心，陳新華，「辛亥百年與中國石油工業復興」，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1/10/12/001351320.shtml，瀏覽日期 2011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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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下稱中國），自此兩岸分立分治。 

關於石油工業技術的演進方面，從抗戰時期的資委會在四川、甘肅、新疆等

地區透過實際的石油探勘過程，提供中國石油工業累積豐富的地質知識。而這些

抗戰時期石油探勘成果的經驗，成為日後中國建立石油工業的基礎。中國在 1949

年之後陸續開發大慶油田、勝利油田、大港油田等大型油田，均是依據豐富的探

勘經驗所獲得的成果(見圖 4-1)。 

 
圖 4- 1：中國油田分布圖 

資料來源：圖片引用自 http://xxuxx.blog.163.com/blog/static/2149980220102652110889/. 

隨著中國對大型油源的開發進展，中國於 1955年 7月成立石油工業部，全

面加強石油工業生產。1955年 10月新疆準噶爾盆地黑油山地區成功鑽獲石油；

1957年 10月玉門油礦開建；1958年 9月發現青海冷湖油田；1959年 9月開發扶

餘油田；10月發現大慶油田，中國石油工業開始進入大規模開採階段。雖然其間

經歷各種政治和社會運動，但是中國的石油產量仍然持續增加。據統計 1966年

到 1978年中國的石油生產平均以每年遞增 18.6％的速度增加，1978年石油產量

突破 1億噸，當年中國成為世界第八產油國，其後中國的塔里木盆地、南海、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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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與東海都陸續發現新的油源。33 

中國開發與使用石油的歷史可遠溯自 4世紀或更早，起初利用石油可以燃燒

的特性蒸發鹽水鹵制食鹽。西元 5世紀北周年間（578-579年）中國人開始利用

石油的燃燒性能作為武器使用，並稱為猛火油，宋代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更

描述了當時中國西北地方開發使用石油的細節。由於「石油」首次在太平廣記中

出現，而夢溪筆談中的詳細描述，石油的名稱因而沿用至今，中國使用石油歷史

在元代即已出現開鑿油井取油的紀錄。中國使用石油比西方更早，然而中國在明

朝中葉，由於沿海地區常遭日本倭寇騷擾，西元 1522年開啟鎖國封閉政策，造

成科技、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遲滯。
34雖然在明朝末期，一度隨著西方傳教士在傳

播教義的同時，大量傳入西方的科學技術。但是對於石油的運用除了作為照明及

武器使用外，石油的科技與運用並無太大進展。 

清朝末年中國開始大量將西方石油公司引入的煤油作為照明使用，也造成大

量的貿易赤字，嚴重影響當時虛弱的中國財政。中華民國建立後隨著國內的戰亂

與政局不安，為了供應作戰使用的裝備，石油成為維持國家安全所需的重要戰略

物資，國民政府大力發展石油工業。然而由於日本侵華後，一切的資源均用於作

戰使用，石油更作為維持國家安全必要的戰略商品。石油從仰賴進口到自行開

發，中國的石油歷史經歷戰亂與動盪，而在近代隨著中國在 1950年代的內戰與

分裂，呈現不同的發展。 

第二節 中國石油安全戰略分析 

1950年代中國國內掀起全民的社會政治運動，從 1958年到 1960年中國推動

的大躍進運動起，到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持續 20餘年的社會運動加上飢荒等

33 
朱亞傑、孫興文，《能源世界之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 月)，頁 38-39。 

34 顏吾芟，《中國歷史文化概論》(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 年 2 月)，頁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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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造成中國歷史上的悲劇，國力也因而遭到重創。封閉的國家政策與共

產主義，遭到西方國家的封鎖，中國成為西方世界眼中落後的國家。 

1970年代中國開始正視國際現實，積極採取開放的政策，其後 10年受惠於

低廉勞動成本及經濟政策的重大變革，開始進入高成長期。1980年代依據鄧小平

時期所制定「經濟發展為主」的國家目標，中國共產黨採取對內強調發展且「冷

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決不當頭」、「自給自足」

的國家發展策略，中國國力逐漸獲得改善。
35同時「自給自足」也是中國 1980年

代以前能源的主要政策，中國政府期望儘量以國內能源滿足自給需要，這是當時

共產黨統治時所採行的能源政策，主要目的是避免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侵略

與貿易制裁，並減少進口物資開支。 

中國境內原本就蘊藏大量石油、煤礦及其他重要資源，但因為 1980年代前

政治的封閉造成經濟發展的遲緩，1993年以前對內能源需求尚未成為中國國家發

展的壓力，甚至生產的石油除可以補足內需外，甚至還有部分出口。但在中國獲

得經濟改革成效後，石油消耗量即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隨著中國的經濟高速成

長，對能源的龐大需求，已經對全球的能源市場造成影響。
36 

壹、 中國國家安全與能源需求 

1993年起中國成為能源「淨進口國」後，資源戰略的相關討論開始大量出現，

此後資源議題持續在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對中國來說，保

持內部的穩定事關國家安全，鄧小平在位時曾多次指出，「中國問題，壓倒一切

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

並稱「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江澤民也多次強調「要

35 
李俊毅，《變革與合作-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之研究》(台北：秀威資訊，2009 年 8 月)，頁

149。 
36 郝睿，《未來三十年的中國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 8 月)，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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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穩定壓倒一切」。37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獲得明顯成效，經濟狀況發生顯著的轉變。依據中

國國務院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的資訊，從 1991年第 8個五

年計畫後，每年經濟成長率統計表比較而言，八五時期 1984年 GDP平均成長最

快，十五時期 GDP成長波幅最小。近 30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成長最快的經濟體，

每年平均約成長 10％。2005年實質人均產出是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開始實

行時 1978年的 9倍，但是經濟成長也帶動能源的需求，僅 2007年中國就佔全球

石油需求增加的 30％，而且即便是在 2008年全球國際金融風暴期間，經濟成長

率仍有 9.0％，其成長的幅度令全球矚目。
38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政

策，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出乎西方世界預料之外，然而經濟的高度成長也使中國對

能源及工業商品的需求急遽增加。 

表 4- 1：中國第八個五年計畫後每年經濟成長率統計表 

階段 時間 平均成長率 備註 

八五 1991-1995 12.3 
GDP 年平均增速由原來的 12.0％提升到 12.3％，提高
了 0.3 個百分點，其中成長最快的是 1992 年，為 14.2
％，最慢的是 1991 年，為 9.2％ 

九五 1996-2000 8.6 
GDP 年平均增速由原來的 8.3％提升到 8.6％，提高了
0.3 個百分點，其中成長最快的是 1996 年，為 10.0％，
最慢的是 1999 年，為 7.6％ 

十五 2001-2005 9.5 
GDP 年平均增速由原來的 8.9％提升到 9.5％，提高了
0.6 個百分點，其中成長最快的是 2004 年，為 10.1％，
最慢的是 2001 年，為 8.3％ 

十一五 2006-2010 11.3 
2006 年成長 12.7％，2007 年加速到 14.2％，受到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影響，經濟成長率微幅下降到 9.0％，
然平均值仍保持 11.3％ 

資料來源：綜合中國國務院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布資訊自行整理。 

中國的經濟崛起，國力也隨經濟發展逐漸提高石油需求，而大量消耗資源的

結果，為全世界石油資源供應與地球生態帶來嚴重的影響。據統計中國的石油需

求從1987年每日200萬桶快速成長到2003年的每日540萬桶。自從1993年起，中國

37 陳梓龍，〈九一一後大陸內部穩定的新挑戰〉，《台灣綜合展望》，2002 年第 3 期（2002 年 5 月

1 日），頁 119。 
38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際經濟研究院（IIE）編著，樂為良，黃裕美譯，《重估中國崛

起：世界不能不知的中國強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 年 9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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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成為石油和石油產品淨進口國，當年中國的石油進口已佔全球供應量的三

分之一。雖然2000年到2004年中國的石油消費量只佔全球石油產量的8％，卻佔

有全球石油消費成長量的37％。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的報告預測，中國到2010

年和2020年對外石油依存度將分別高達60％與76％，2030年中國的石油將有85％

必須仰賴進口。
39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所面臨的非軍事安全挑戰，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

環境安全、資源及能源安全及文化安全等威脅均大幅上升，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

最直接戰略威脅。「911事件」後，改變各國對國家安全的標準定義，了解到除

了軍事安全、政治安全外，對人類社會過去沒有遇到或很少見過的安全威脅，均

已納入並成為非傳統安全的範疇中。其中更以國力發展所需的能源安全為主要影

響國家發展與安全的關鍵，故中國將其戰略資源短缺與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最大

威脅。 

透過生存與發展兩個需求層面來檢視安全的環境狀況，中國認為要成功邁向

強國之路，就必須與國際社會接軌。其次對維持經濟發展和國家利益，產生威脅

的因素，主要來自經濟發展帶來龐大的能源與資源需求持續增加，成為影響發展

的關鍵。
40其中石油不僅成為中國經濟永續發展的致命障礙，同時也對全球經濟、

環境、生態、生產與消費造成嚴重影響，進而間接造成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

際衝突。中國要在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需求下，能夠長期安全的獲得穩定的石油

供給，已經成為中國石油安全戰略發展的重心。41 

貳、 經濟發展與能源政策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職（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12 年 7月發

39 James Beeland Rogers, 《熱門商品投資》(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年 9 月)，頁 87-88。 
40 Evan S. Medeiros, 李柏彥譯，《中共的國際行為：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台北：國

防部史政編譯室，2009 年 5 月），頁 14。 
41 
黃中文，《跨國併購實務》（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6 年 6 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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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關鍵預測數據，中國 2010年的成長率為 10.4％，2011年為 9.2

％，預測 2012年為 8.4％，2013年持平。42顯示中國已在 2010年超越日本，遠

比原來預測的 2016年更早達到目標，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未來中國將在 2041

年超越美國，躍居全球最大經濟體。
43但是 2012年受到全球經濟環境影響，中國

的經濟發展已有下修趨勢。縱然如此，中國的經濟成長幅度仍然高於世界各國，

對石油的需求也連年增高。根據 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鑑 2011年 6月發表的數據，

中國的能源消耗在 2010年增幅為 11.9％，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費

國（包括煤炭和石油消費）。目前石油仍是全球的主要燃料，佔全球能源消費的

33.1％。
44因此，一旦石油供需出現落差，必然嚴重打擊中國的經濟安全，進而

影響國家綜合國力，因此石油安全已成為主要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石油對於中國

甚或全球其所顯示的戰略意義更加重要。 

經濟問題與國家安全緊緊相連結。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推展，雖然成

功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而在高度經濟發展的同時，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資源急

迫需求已成為中國的巨大包袱。因此獲得能源的穩定供應與經濟安全的保障，是

與國家安全攸關的重要關鍵，其中石油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國國

家安全與穩定發展的主要關鍵。隨著政治的持續改革與經濟的高度發展，綜合國

力日漸提高，中國對石油安全戰略的制定，在維護國家利益的思維運作下，開始

從對內轉向對外擴張，採取「爭取資源」與「有所作為」並重的戰略。 

石油的短缺疑慮使中國執政當局不得不將能源安全議題視為國家發展重心

之一。透過中國國家的「十二五規劃」能源戰略顯示，在目前面臨高風險的資源

安全上，中國採取加快石油戰略儲備與建設陸路管道獲取能源，並透過節能、開

4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 年 7 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

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pubs/ft/weo/2012/update/02/pdf/0712c.pdf 
43 
宋恩榮，《海峽兩岸經濟發展挑戰與機遇》(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8 年 1 月)，頁 11。 

44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BP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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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新能源、環境保護的手段，建構安全的石油戰略。45中國在資源議題上所採取

的資源安全思維，係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思考，並綜合在目前複雜的國際情勢下，

考量各種對中國石油安全影響的因素，採取全力朝降低需求、開發替代方案與維

持經濟持續發展的目標，而制訂中國國家能源政策。 

2006年 7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出席八國集團峰會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

對話會議上，發表書面講話闡述的「新能源安全觀」內容可知，中國能源戰略的

基本思維是：「堅持節約優先、立足國內、多元發展、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

合作，努力構築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供應體系。」
46而能源工作指導方針是

「節能優先，效率為本；煤為基礎，多元發展；立足國內，開拓海外；統籌城鄉，

合理佈局；依靠科技，創新體制；保護環境，保障安全」，對外加強國際互利合

作，共同維護全球能源安全的能源戰略。以確保能源工業能夠節約發展、清潔發

展、安全發展並實現可持續發展。
47 

二次大戰以來，石油一直是各國最重要的能源與戰略物資。1980年代，亞洲

石油需求量約僅佔世界石油消費總量 10％，但在 2000年遽增到 25％。過去將近

30多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從 1980年每天消耗 170萬桶，到 2006年每天消耗

740萬桶，2011年每天消耗高達 975萬桶。48大量資源提供中國快速經濟發展所

需，但資源在無法獲得自足的情況下，必須仰賴國際供給，才能填補維持經濟發

展所產生的能源缺口，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隱憂。 

隨著對石油依賴程度的加深，使中國在全球石油競逐場上的地位日益重要，

而大量的需求已對全球資源的分配與價格造成衝擊，中國的需求成為左右全球石

45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全國政協委員張國寶詳解十二五能源發展戰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2011lh/content_1816908.htm，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0
日。 

46 
張幼文，黃仁偉等著，《2007 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頁 199。  

47 
中國科學研究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編，《2008 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政策回顧與展望》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年 2 月），頁 91。 
48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BP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2,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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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場的重要因素，中國於 2003年躍升為世界第 2大石油進口國，根據 BP世界

能源統計年鑑 2011年 6月發表的數據，中國的能源消耗已在 2010年超越美國成

為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大國，
49而同時因仰賴石油進口所面臨的風險和安全問題也

逐步顯露出來。 

中國石油消費佔世界石油消費比重從 1981年的 2.8％驟升至 2011年的 11.4

％，增加 10.6個百分點。50美國能源總署估計，在中國 GDP年均成長率維持在 6.0

％的水準下，中國佔世界初級能源需求的比重將從 2003年的 10.8％增加至 2030

年的 19.3％，也就是說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需要，未來 20年 25％的世界石油

需求增加量是中國所造成的。中國消耗大量石油，使全球石油的需求也迅速擴

增，自然對全球油價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除造成油價攀升，嚴重影響全球經濟成

長、物價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更對中國及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將造成嚴重衝擊。 

第三節 中國石油安全戰略思維 

在經濟自由化的國際社會上，中國憑藉厚實的經濟實力，獲得所需的石油資

源，但是由於中國尚無法完全自給自足，必須依賴進口，因此除去經濟實力，其

實中國對國際石油市場及能源供應產地仍缺乏足夠的影響力與控制力。中國若要

確保獲得石油安全無虞的保證，必須透過從資源戰略上做出在政治、經濟與外交

的妥適安排，以建立全球的資源供應體系，一方面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同時減

低因石油安全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危機。51 

壹、 中國石油安全思維 

由於中國的經濟高度成長，大量仰賴石油進口的結果，是隨時都可能因為國

際事件或天然災害，造成能源供應中斷或油價飆升而受到影響。當中國經濟發展

49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BP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1, P.2. 
5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BP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2, P.9. 
51 錢學文等著，《中東、里海油氣與中國能源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 年 11 月)，頁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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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影響，就有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社會不穩定將嚴重影響中國執政當局的威

信、執政地位，甚至連政治控制力都會可能因此削弱。所以中國將能源供給安全

與國內政治經濟的穩定互相連結，能源供應安全構成中國國家安全的最大需要，

北京當局認為能源問題不能光靠市場調節，而是要採取主動出擊的戰略，因為中

國的經濟與國家安全面臨許多風險及挑戰，包括市場風險、石油輸出國所在地區

的局勢動盪，以及全球能源地緣政治風險等。中國當局根據上列的風險與挑戰制

定中國的全球能源戰略，並積極推展能源外交，期望得以滿足在維持經濟持續發

展，所產生龐大的能源需求，目前中國的石油安全，仍有下列隱憂； 

一、 石油戰略儲備不足 

由於中國過度依賴進口，國際間突發事件往往衝擊石油的供需安全，為此中

國積極進行石油戰略儲備，以避免中國石油消費量與國內生產量差距逐年擴大，

造成石油需求缺口。2008年中國 4大儲油基地全部完工使用，全部的戰略儲備加

上 3大石油公司為期 21天的商業儲備，但中國國家石油儲備能力仍僅達 37天，

遠低於國際能源機構對成員要求擁有 90天石油儲備量的目標。亦與同為石油消

費大國的美國擁有儲備 118天、日本儲備 169天的水準相差甚遠。隨著石油進口

量持續增加，以及石油戰略儲備不足，中國面對全球原油價格變化、中東等地區

戰爭風險或脆弱的海上航線中斷等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將大受影響。52 

戰略石油儲備是保證石油安全的必要措施，用以應對因突發事件而導致的油

源中斷，並發揮平抑油價以穩定市場的功能。中國建立石油戰略儲備工作開始於

1993年，當年中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所需的進口原油 80％來自中東，進口依

賴單一而漫長的海路，為避免原油因動亂供應不足或自然災難導致的中斷風險，

保證石油供應無虞，成為中國石油安全的最大目標，於 2004年中共中央全國人

52
〈中國首個戰略油儲基地 10 月運營〉，《經濟導報》（香港），2006 年第 32 期，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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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會時，上海社科院提出對中國戰略石油儲備框架性立法報告，即中國要

用 15年期間分 3個「五年計畫」，完成 90天安全線的石油儲備。計畫中的十大

儲備基地見表 4-2。
53 

表 4- 2：中國十大戰略石油儲備基地 

地點 說明 儲量 

天津 
石油儲備基地 

中石化管道公司承建，該基地包含 500 萬公噸的國家戰略石油
儲備罐，和超過 500 萬公噸的商業石油儲備罐，總庫容 1000
萬公噸。可儲備超過 600 萬噸以上的石油，為中國目前規模最
大的石油儲備基地。 

1000 萬公噸 

鄯善 
石油儲備基地 

中石油旗下新疆油田公司 EPC 項承建，該基地具 800 萬公噸的
容量。2008 年底，來自哈薩克的原油開始注庫儲備。 

800 萬公噸 
 

舟山 
石油儲備基地 

中化集團承建，2010 年 7 月完工總庫容為 500 萬公噸。2009
年，獲批增加 250 萬公噸的儲備容量，作為中國第二期石油儲
備基地建設計畫的一部分，總庫容達 750 萬公噸。 

750 萬公噸 
 

獨山子 
石油儲備基地 

中石油獨山子石化公司承建，總規模 540 萬公噸，投資額達 26.5
億元。 540 萬公噸 

鎮海 
石油儲備基地 

中石化承建，2007 年 12 月 19 日完工，規模 520 萬公噸，共 52
座儲油罐，目前已全部儲存原油 520 萬公噸 

惠州 
石油儲備基地 

中海油承建，總規模庫容為 500 萬公噸，投資約 38 億元人民幣。
該基地採取地下水封洞庫，基地建成後主要進口中東和非洲安
哥拉低凝點原油作為油源。 

500 萬公噸 

黃島 
石油儲備基地 

中石化管道公司管理，原隸屬國資委，基地主體工程包括 32
台單體罐容為 10 萬公噸的雙盤式浮頂油罐及系統配套工程，總
庫容為 320 萬公噸，2008 年 11 月啟用。 

320 萬公噸 

大連 
石油儲備基地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承建，設計擁有 30 個 10 萬公噸儲油罐。
該儲備基地的建設總投資 25.1 億元人民幣，能儲備 300 萬公
噸，即近 1,900 萬桶石油。 

300 萬公噸 

蘭州 
石油儲備基地 

中石油蘭州石化公司承建，專案總投資 23.78 億元，工程主要
包括 30 座 10 萬公噸的石油儲罐，總庫容 300 萬公噸，2011
年上建成並投入使用。 

300 萬公噸 

錦州 
石油儲備基地 

位於錦州開發區建設國家石油儲備基地錦州地下水封洞庫工程
項目，由中石油開發承建，設計庫容 300 萬公噸，計畫投資 22.6
億元。 

300 萬公噸 

資料來源：中國能源網，「中國十大戰略石油儲備基地」
http://www.china5e.com/special/show.php?specialid=470，瀏覽日期2010年9月22日。 

「十一五」期間，中國制定有關石油安全的規劃，其目標以建構完善石油戰

略儲備體系為主，輔以適時建立企業義務儲備，鼓勵發展商業石油儲備，以完善

石油安全儲備體系，提高中國能源安全保證。而 2006年中國國家發改委石油儲

備辦起草的國家石油儲備管理條例，訂出「西部油氣東輸、東北油氣南送、海上

油氣登陸」格局，加強主要油氣管線建設，增加必要的複線和重點聯絡線，加快

中轉樞紐和戰略儲備設施建設，逐步形成中國油氣骨幹網和重點區域網路。54 

在擴展海外油源方面，中國則表示以全球四大產油戰略區為重點，以分散石

53 
郝望，《台海兩岸綜合實力對比及預測》（台北：秀威資訊，2005 年 6 月），頁 42-43。 

54
 中國網，「十一五中國將加快政府石油儲備建設」，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04/10/content_8097156.htm，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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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供應風險，四大戰略區域分別是：中東北非戰略區、中亞和俄羅斯戰略區、東

南亞戰略區、南北美戰略區，其目標是希望中國要降低從單一石油生產區進口的

依賴狀況(見圖 4-2)。
55 

 

圖 4- 2：中國擴展海外油源四大產油戰略區 

資料來源：圖片來自英國石油公司，http://www.bp.com，自行編輯繪製。 

2007年12月18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宣佈，中國國家石油儲備中心正

式成立，旨在加強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建設，健全石油儲備管理體系，中國當局決

定用15年時間，分3期完成石油儲備基地的建設。中國石油儲備基地建設第一期

主要集中於東部沿海城市4個戰略石油儲備基地，分別位於浙江舟山和鎮海、遼

寧大連及山東黃島，全數已於2008年全面運作。56在第二期規劃中，內陸地區將

扮演重要角色、同時第三期工程正在規劃中，預計於2020年儲備基地完成後，中

國的儲備總規模將達到100天左右的石油淨進口量，可將中國石油儲備能力提升

到約8,500萬噸，相當於90天的石油淨進口量，這也是國際能源署（IEA）規定的

55 朱新民等，《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台北：遠景基金會，2005 年 3 月)，頁 123。 
56 中國網，「中國成立國家石油儲備中心以加強戰略石油儲備」，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12/18/content_9397541.htm，瀏覽日期 2012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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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石油儲備能力的標準（見圖4-3）。57 

 

圖 4- 3：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基地佈局圖示 

資料來源；中國能源網，http://oil.in-en.com/html/oil-1705170572827430.html. 

中國對進口石油的過度依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

的威脅，因此加強資源戰略儲備，是目前中國處理和面對資源困窘的主要手段。

除此之外，建立可開採的油田儲備，將已經可以投入生產的油田或是部分油井封

存，是在石油戰略儲備外的另一種方式，也是中國目前採行的另一做法。58 

二、 石油運輸容易受制於人 

2011年中國每天進口原油超過 665萬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進口國之

一。59過高的石油進口依存度，使中國石油的供應在未來遭遇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影響。同時，從石油來源途徑上看，石油運輸主要靠海運且路線單一，使得石油

進口風險倍增。目前中國石油除從俄羅斯、哈薩克進口的石油可藉陸路運輸外，

57 崔民選主編，《2007 中國能源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 3 月)，頁 140。 
58 關東原，《中國資源安全戰略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69。 
59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BP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2,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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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運的成本較為低廉，故海運仍是中國石油進口的主要方式。60在海上運輸

中，除從南美洲委內瑞拉等國進口的石油採取太平洋航線外，其餘運輸都集中於

波斯灣(經荷姆茲海峽)→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南中國海→台灣海峽一線。由於

必需使用印度洋經麻六甲海峽至南中國海的航線，易遭封鎖且海盜猖獗，加上過

份依賴中東及非洲地區出口的石油，不僅增加中國石油進口運輸的風險，更導致

麻六甲海峽通道成為中國石油進口的咽喉通道(見圖 4-4)。
61 

 
圖 4- 4：麻六甲海峽地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圖轉用自 Google Earth，並依研究資料內容自行繪製。 

進口石油過度倚賴海上運輸，且海運路線對中國而言具有極大安全風險，中

國正加快實施進口多元化戰略。中國採取從進口來源和運輸途徑上進行多元化的

調整，以有效降低石油進口風險。石油進口多元化戰略目前主要透過地緣政治關

係和經濟關係，積極主動向相關國家拓展石油外交，以改善中國目前仰賴進口石

油的狀況，避免對中東、非洲和海上線路運輸的過分依賴，並主動尋找更多的石

油交易夥伴國。此外，近年來中國努力改善石油進口通道，採取積極加強和擴大

中俄石油鐵路運輸貿易，推動中俄遠東石油管線的建設、促進中巴在石油管線運

60 宋吉峰，《南海衝突下的台灣海軍戰略》（台北：秀威資訊，2012 年 9 月），頁 110。 
61 張幼文，黃仁偉，《2007 中國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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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方面的合作，將進口自中東與非洲的石油，借道巴基斯坦鋪設的陸上石油管線

進入中國新疆。選擇陸路石油管道的好處是既可避開海上咽喉要道麻六甲海峽，

更可大幅降低運輸成本。
62 

三、 石油進口來源過度集中 

由於中國石油的進口來源地有限且過度集中，使中國石油安全容易受到國際

局勢的變化而造成影響。依據2012年BP報告指出，中國原油進口結構為：中東61

％(742.7億桶)、歐洲及中亞12％(144.4億桶)、非洲10％(117.2億桶)、中南美9

％(103.5億桶)、北美5％(59.9億桶)、亞太3％(40.5億桶)。其中進口量一半以

上來自中東，由中國石油的進口結構顯示，如果某些勢力控制中東，即可間接對

中國石油能源產生控制。 

742

144 117 103
60 40

0

200

400

600

800

進口數

中東

歐洲及中亞

非洲

中南美

北美

亞太

線性(中南美)

圖4- 5：中國石油進口來源比例圖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自行繪製。 

能源安全的隱憂促使中國的國際行為轉為更加積極，特別是與中亞、中東與

非洲等重要供應國多方展開的國際能源合作關係。63除此之外，中國與鄰近的亞

太地區國家也持續加強合作，其中與能源消費大國日本、韓國的雙邊能源合作也

持續推展，以避免惡性石油競爭；同時中國利用與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62 麻六甲海峽（Phillips Channel）位於新加坡附近的重要水道，它的西北端通印度洋的安達曼海，

東南端連接南中國海，是連接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國際水道。海峽全長約 1,080 公里，西北

部最寬達 5.4 公里，東南部最窄處只有 1.8 公里，而其平均深度僅 25-27 公尺。許文廷，《東南

亞》(台北：旗林文化出版公司，2004 年 7 月)，頁 220。 
63 Evan S. Medeiros, 李柏彥譯，前揭書，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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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ASEAN，東協）的合作關係，透過東協自由貿易

區的成員國優勢，積極運作與東協各國的石油能源合作，並加強南美與拉丁美洲

地區石油輸出國的能源合作等，都是中國在解決石油進口來源過度集中問題的戰

略選項。 

四、 過度依賴進口石油 

進口依存度不斷上升，將增加經濟持續發展的阻礙與提高風險。南韓能源經

濟研究所預估，油價上漲 1美元，南韓的經濟成長率將因而下滑 0.1％，消費者

物價指數也將上揚 0.15％，因此油價持續走揚，將對經濟面造成負面影響。
64就

此比例對全球經濟而言，油價每提高 1美元，全球消費者 1年就會損失 120億美

元;油價上漲 10美元並維持 1年，全球經濟年成長率將減少 0.5個百分點，而亞

洲經濟合作組織國家的經濟年成長率則會減少 0.8個百分點。
65 

圖 4- 6：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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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EIC 

因此，在中國石油進口依存度持續成長的情況下，一旦出現國際石油市場供

應中斷或價格飆升，將對中國國內經濟體系、社會生活和國家安全皆產生重大直

接影響。 

64 中華經濟研究院，〈專題分析〉，《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 1537 期(2004 年 5 月 20 日)，頁 8。 
65 劉江永，《跨入 21 世紀︰世界與中國(首卷 2000--2005)》(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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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運的成本相對低廉，目前進口石油仍仰賴海上船運，而運輸主要依靠

外國油輪承擔，因此中國的石油進口極易受制於人。目前中國 3大石油公司的海

上油運業務大多是向國際油輪聯營體系、環球航運及韓國現代等海外油輸公司承

租油輪，其中在中東東行及西非東行航線上，由中國籍油輪承運的比例更少，這

使中國的原油運輸受制於人，一旦遇到戰爭、外交或是其他不可抗拒的風險因素

影響，對中國石油進口運輸安全極為不利。
66 

2002年 8月中國交通部頒布《公路水路交通發展戰略》，提出「海運強國

戰略」。這個戰略明確指出，必須建立中國自己強大的國際海運船隊，大力推動

中國大型油輪船隊、散貨運輸船隊和集裝箱運輸船隊的發展，提高中國船隊大型

化、專業化、現代化水準，為中國各種重要戰略物資提供運輸保障，確保國家經

濟安全。
67 

由於中國的石油進口主要來自中東和非洲地區，因此石油運輸要經過漫長的

海上航行，無可避免必須途經一系列脆弱的隘口，其中包括戰亂頻繁的荷姆茲海

峽和海盜橫行的索馬利亞海域及麻六甲海峽，且多數石油運輸途經地區均有美國

建立的軍事力量。中國的石油運輸通道極有可能由於戰爭、恐怖襲擊和政治因素

等遭到中斷，從而威脅中國的石油安全。因此建立油輪船隊的需求不僅迫在眉

睫，而且意義重大。因為建立油輪船隊，除了可降低海外資源的進口成本外，更

可避免遭到國際海運公司乘機壟斷海運價格的風險。因此若中國能建立油輪船

隊，擁有自主油輪運輸能力，便可以在地區局勢產生變化時，理直氣壯地進行武

裝護航，更可以在發生問題後即時有效的進行危機處理工作，避免因對外國租借

油輪而造成的種種認證、歸屬問題，而造成救援時機的延誤，同時可妥善保護中

66 張幼文、黃仁偉，《2004 中國國際地位報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3 月)，頁 360。 
67 
中國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經濟年鑑中國經濟年鑑》(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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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業利益乃至整個商業經濟的安全。 

貳、 中國石油戰略作為 

中國在 19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下，高度經濟持續成長。由於境內石油資源

開採，已不敷國內發展所需與龐大人口產生的需求，中國只能透過進口滿足國內

的能源缺口，同時因中國對石油日益龐大的需求，使中國的能源消費量佔世界能

源的消費比重，逐年升高，2000年時中國的石油僅佔世界能源總消費量的 6.3％，

到 2010年攀升到 10.6％，更在 2011年提高到 11.4％(見表 4-3)。
68 

表 4- 3：中國能源消費量佔世界能源總消費量之比重  單位：％ 

年  初級能源 石油 煤炭 天然氣 核能發電 

 2000  10.44 6.30 28.54 1.01 0.65 

 2001  10.73 6.38 29.00 1.12 0.67 

 2002  11.14 6.86 29.68 1.15 0.93 

 2003  12.53 7.40 32.84 1.30 1.64 

 2004  13.93 8.37 35.54 1.47 1.82 

 2005  14.89 8.49 37.85 1.68 1.91 

 2006  15.92 8.89 39.94 1.97 1.95 

 2007  16.78 9.21 41.12 2.36 2.27 

 2008  17.74 9.60 42.65 2.69 2.49 

 2009  19.50 10.42 46.90 3.01 2.60 

2010  21.0 10.60 48.20   3.40 2.70 

2011   19.80 11.40 49.40  4.0 3.30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p.11. 

由於對石油的大量需求，在 1993年後石油對外依存度已從 1995年的 7.6

％增加到 2004年的 39％，2005年中國的石油進口依存度更達到 50％的標準，2010

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為 55％，甚至到 202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費

國，預計 2030年中國國內供油自足僅佔全國預期需求的四分之一，到 2025年，

石油消費量將達到每天 1,420萬桶，其中 1,009萬桶需要仰賴進口，因此中國能

源消費的 82％將依賴進口。69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局勢變化，中國更加重視能

68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p.9. 
69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組織編著，《民營經濟與中國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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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應安全，石油安全已經成為刻不容緩必須面對的問題。2005年 6月 2日中國

官方宣布成立「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其職能為統籌中國能源政策的戰略

規劃策定與重大政策的執行、掌握中國能源安全狀況、預測並預警能源問題。
70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 於 2011年 12月發行的《世界能源展望 2011》（World 

Energy Outlook 2011）數據指出，估計在 2010年到 2035年期間，非經濟合作

組織國家佔人口成長的 90％，佔經濟產出的 70％，佔能源需求成長的 90％。中

國在 2009年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初級能源消費國。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

中國仍將維持世界最大能源消費國的地位。到 2035年時，中國的能源消費將比

第二大能源消費國美國的能源消費高出將近 70％。
71近年來持續積極對外爭奪能

源的策略，除加強與中亞、中東、非洲等產油國互動能源外交外，更強調以合作

取代對抗，採用併購、收買等方式試圖掌握資源安全需求，中國的石油戰略已在

國際能源事務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經濟全球化促使國際間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聯繫更加熱絡，而在「911事

件」後，中國開始重視非傳統安全所帶來對國家利益的威脅，包括恐怖主義、武

器擴散、環境惡化與天然災害。
72其中因為恐怖主義的蔓延，造成國際社會對於

安全的危機意識，其中更是凸顯對於各國賴以發展的石油資源問題的迫切需要，

石油安全不再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石油與政治、軍事、外交的關係更是成為影

響國家安全與持續發展的一個非傳統安全問題。 

世界各國的石油戰略一般都從屬於各自的發展戰略，是各國國家戰略的重要

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各國賴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即使中國具有一定能源蘊

藏，在中國國內對能源需求迅速增加的情況下，為了緩解資源壓力，也開始進口

70 曾復生，《中美台戰略趨勢備忘錄第三輯》（台北：秀威資訊，2006 年 11 月），頁 135。 
71 請參閱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於 2011 年 12 月 9 日發行之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1，頁 3。 
72 Evan S. Medeiros，李柏彥，前揭書，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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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為能獲取能源供應無虞的保證，中國開始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世界

各大主要石油產區都是「走出去」重要地區。 

中國「十二五」規劃有關能源發展就石油生產而言，中國油氣開發將依照「十

一五」時期「挖潛東部、發展西部、加快海域、開拓南方」的原則，積極投資並

運用新技術等措施，努力增加產量。
731997年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國共產

黨第 15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首次提出從中國「走出去的戰略」，此一

戰略明確定調為中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基本方向。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 WTO)，面對著日益競爭的國際環境，江澤

民在當時經濟發展環境與改革開放的基礎上，提出要積極擴大中國企業的對外投

資和跨國經營。
74中國體認到石油是戰略性能源，但卻必須仰賴進口，因此中國

採取走出去的戰略，向全球各大石油產地進行各種商業行為。 

依據江澤民的解釋，「走出去戰略」是由中國政府支持並鼓勵有競爭優勢的

中國企業「走出去」，以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經營，

強化中國企業國際化的程度與發展。中國政府也支持在海外與各國合作開發中國

國內所短缺的資源，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降低資源進口的集中性，而在積

極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必須與周邊國家進行經濟技術合作，更須以維護國家經

濟安全為「走出去」戰略重要的核心。 

一、 政治手段 

「五年計劃」是中國經濟計劃的一部分，主要是對全國重大建設專案、生產

力分佈和國民經濟重要比例關係等作出規劃，為國民經濟發展遠景規劃目標和方

向。從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已於 2010年完成，目前

正在推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73 龍永圖，《來到博鰲的領導者》(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 7 月)，頁 266。 
74 劉良雲，《國際投資》(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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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十二五規劃」，起止時間自 2011起到 2015年止。 

依據「十二五規劃」，中國的國內石油戰略將堅持節約優先、立足國內、多

元發展、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合作，調整優化能源結構，構建安全、穩定、

經濟、清潔的現代能源產業體系。
75並針對中國國內石化產業進行結構性調整，

以推進能源多元清潔發展。透過提高石油資源勘探開發，穩定中國內需石油產

量。發展清潔高效、大容量燃煤機組，優先發展大中城市、工業園區熱電聯產機

組，以及大型坑口燃煤電站等，並積極發展水力發電，置重點於西南地區大型水

電站建設。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加強並網配套工程建設，有效發

展風電。積極發展太陽能、生物質能、地熱能等其他新能源。促進分散式能源係

統的推廣應用。
76 

「十二五規劃」中對能源的發展戰略，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替代能源，

減少對石油的依賴。若能依照規劃中的各種政策施行，將提高能源運用效率，運

用替代能源或提高中國國內石油資源的開發，都可有效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

當石油的進口需求減少，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可以獲得更高的自主性，減低因國際

情勢影響而對中國石油安全的衝擊。另外由中國中央政府統籌規劃以建設山西、

鄂爾多斯盆地、內蒙古東部地區、西南地區和新疆等五大國家綜合能源基地，作

為能源戰略的重要建設，其重點在東部沿海和中部部分地區發展核電，減低運用

石化、煤炭發電的比例。另外中國也積極規劃建設能源的儲備設施，以完善石油

儲備體系。同時加快西北、東北、西南和海上進口油氣戰略通道建設，使中國國

內油氣運輸路線更加完備。 

二、 經濟行為 

7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http:// 
www.asifma.org/pdf/12-5YP(InChinese).pdf，頁 6。  

7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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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國制定「走出去」戰略，並於 2003年加強要求中國企業走向全

球市場，擴大利潤和學習具備全球競爭力。77近年來中國石油的海外發展戰略更

加多元化，主要透過中國國內石油公司投資跨國企業集團，達到深根海外的目

的。投資項目也從以往單純的石油生產擴展到油氣勘探開發、生產銷售、管道運

輸、煉油化工等領域，透過以上作為使中國國營石油企業實力不斷增強。中國國

營石油公司已經陸續成功地在非洲、中亞、拉美、中東和亞太等五大油氣合作區

建立完整的產業鏈。 

 
圖 4- 7：中國在全球石油投資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海外創業，合作雙贏」，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2/01/17/001362108.s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4 月 19 日。 

中國積極透過對外投資，鞏固和拓展多雙邊經貿關係，在全球各地區實施雙

贏的開放戰略，使中國的國際地位與經貿環境明顯改善。其中中國石油企業投資

參與海外的石油開發項目，在 2005年有 65個，共分佈在 30個不同國家。782008

年中國企業的國際工程技術服務業務已分布在全球 28個國家和地區，共有 73個

專案項目，近 500個工程技術服務隊伍在 48個國家和地區施工作業。792010年底，

77 Evan S. Medeiros, 李柏彥譯，前揭書，頁 95。 
78 
崔民選主編，前揭書，頁 73。 

79 
李桂芳，《2009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析報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 年 5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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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在全球建立 163個雙邊經貿合作機制，共簽署 129個雙邊投資協定，與美、

歐、日、俄等主要經貿夥伴都設有經濟高層對話的機制；同時中國與有關國家和

地區已簽署 10個自由貿易區協定。
80 

不論是技術投資、商業投資甚或是直接購買，都是以石油生產區或天然資源

生產區為主要的戰略目標，顯示中國對全球石油資源獲取的迫切需求。中國在全

球進行的投資行為具有積極的戰略意義，擴大海外資源企業的投資有助於中國提

升在全球資源產業中的地位，強化國際競爭力及影響力，同時可達到有效緩解中

國資源緊缺的窘況，藉以蓄積經濟發展的能量。
81 

由於世界石油資源分佈的差異，使世界多數國家必須依賴國外石油的進口，

因而形成國際間主要石油消費國聚焦在各主要石油產區，為了爭取石油安全的保

證，運用各種手段以獲取經濟發展與維持國家運作的石油資源。中國曾經維持多

年能源自給自足的狀態。但隨著經濟的高度發展，逐漸形成龐大的能源需求，中

國國內的石油供給量已無法滿足經濟成長的幅度，同時中國國內三大油田，「大

慶」、「勝利」與「遼河」油田也逐漸枯竭，使中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度日漸提升。

1993年 11月起，中國成為石油的淨進口國；2001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

國的第二大石油貿易國。
82此後為了爭取石油，開始努力向外發展。 

三、 軍事作為 

2010年 11月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彙編的《能源政治

與世界經濟新走向》，彙集近期中國學者對國際能源政治問題的看法，其中王震

「當前國際能源格局對中國的影響及其應對」一文，提到中國的經濟發展，相對

能源對外的依存度不斷上升，加上國際間資源環境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影響

103。 
80 中國中央政府門戶網站，「商務貿易」，http://www.gov.cn，瀏覽日期 2012 年 4 月 19 日。 
81 關東原，前揭書，頁 207。 
82 郝睿，《未來三十年的中國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 8 月)，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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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狀況下，中國必須在地緣政治的競爭與各國對中國因經濟

崛起引發「中國威脅論」的議題所構築的安全防線上，採取「走出去」的戰略。 

中國資源「走出去」戰略的方向多是存在風險較高的地區，其中以石油為例，

目前中國大約 60％的原油來自政治動盪的中東地區；另外 30％的原油則來自落

後的非洲國家，而且中國進口石油 90％必需經由海路運輸，其中 80％必需經由

麻六甲海峽、索馬利亞海域及亞丁灣等高風險地區。
83由於印度洋沿岸海上運輸

安全遭到地區的海盜影響，另外美軍持續掌控波斯灣與麻六甲海峽等戰略通道，

中國的能源運輸安全遭到上述因素的影響，對其海上運輸安全造成威脅，為能安

全無虞的獲得能源供應保證，是中國目前致力解決的重點，也是對中國國家安全

極為重要的關鍵。 

中國軍事建設自 1979年懲越戰爭結束後，即展開一系列軍事變革，持續挹

注大量國防預算，進行現代化軍力組建與作戰架構轉型。
84尤其在波斯灣戰爭、

科索沃戰爭及阿富汗戰爭後，深受戰爭型態轉變及現代化科技影響。隨著整體經

濟崛起、綜合國力增強與科技發展的因素下，中國在國防軍事科技與武器裝備發

展方面也獲得高度成效，並持續進行更大規模軍事現代化變革及軍事轉型，對軍

隊編制和結構做出重大調整、更新武器裝備、加快軍事技術、作戰理論以及作戰

方法等變革，致其軍事力量對區域平衡產生衝擊。85 

美國正運用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聯盟、中亞的軍事部署、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

增加等軍事行動以圍堵中國的策略，都使中國感受到必須建立足以遏制美國對中

國圍堵戰略的能力。86中國認為，海軍作戰是強權在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時的最後

仲裁力量，然而由於中國海軍的能量與維護能源利益的能力無法相提並論，因此

83 
王震等著，《能源政治與世界經濟新走向》（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 年），頁 11。 

84 仲一平，〈胡錦濤國防建設新觀念〉，《鏡報月刊》，第 344 期(2006 年 3 月)，頁 30-31。 
85 Dennis J. Blasko, 歐冠宇譯，〈共軍現代化概況〉，《國防譯粹》，第 33 卷第 4 期(2006 年 4 月)，

頁 78-79。 
86 Evan S. Medeiros, 李柏彥譯，前揭書，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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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加快軍事力量的建設，其中更以海軍力量為主要的目標。87尤其近年來

建造海軍航母的行動更使全球關切，而中國國防部表示，中國有權建造航空母

艦，建造航艦是顯示中國對海軍發展現代化的決心。
88 

面對全球化時代的挑戰，中國的武器裝備重點發展除了建立龐大的陸地戰力

外，海上的防空武器、反坦克武器、海軍艦艇、電子對抗、自動化的指揮系統都

是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另隨著中國航母的發展，中國海軍戰略也改變從建軍以

來沿襲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戰略思維，轉為 1985年由劉華清提出的「近海防

禦」的戰略構想，2008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提到「要逐步發展遠洋合作與應對非傳

統威脅能力」的「遠洋戰略」。
89顯示中國的海軍發展已經跨入遠洋戰略的階段，

空軍戰略則從被動防禦變為主動。
90近年來逐步從「近岸防禦型」轉變為「近海

防禦型」，同時藉由艦隊互訪和派遣艦隊赴亞丁灣打擊索馬利亞海盜的行動，逐

漸累積遠海作戰經驗，進而逐步朝向「遠海防禦型」發展；中國海軍藉由水面艦、

核子潛艦和航艦所組成的攻擊載台，逐步增大近海防禦的戰略縱深，使其具備航

向藍水多層次攻擊的海上聯合作戰能力。91 

在南海議題上，由於南中國海資源豐富，加上位居能源運輸的樞紐戰略位

置，構成鄰近各國競逐動力。南沙群島共有 230座島嶼，礁嶼和沙洲，中國佔有

永暑礁等 7座島嶼，越南佔有南威島等 29座島嶼，兩國各自修建建築，宣示主

權，談判進行近 30年，仍多次發生海上衝突。92 

87 Ryan Clarke, 陳清鎮譯，《中共海軍與能源安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 年 1 月），

頁 27。 
88 Ryan Clarke, 陳清鎮譯，前揭書，頁 44。 
89 王信力，〈中共海軍發展航母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6 期(2010 年 6 月)，頁 52-57。 
90 
蔣寶棋主編，《中國國防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北京：國防大學，1990 年），頁 86。 

91 中國對於「黃水」係指距海岸線 100 浬以內的濱海區，「綠水」意指距海岸線 100 浬以外至另

一個大陸塊之間的近海海域，「藍水」係指距海岸線 1,600 浬以外。請參見：Larry M. Wortze, 李
育慈譯，《共軍七十五週年之歷史教訓》(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 10 月)，頁 210。 

92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出版，2007 年 1 月），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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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中國宣示南海是其「核心利益」，93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則反駁南海的自由通行權是包括美國在內相關各造的「國

家利益」。當時歐巴馬政府與北京關係不佳，國務院勢力主導對中國採取強硬政

策以介入南海紛爭，希望由美國主導採國際多邊方式協商解決爭端。美國與越南

更於 2010年 7月於南中國海進行聯合海軍演習，2012年中國與菲律賓因黃礁嶼

更造成軍事衝突，均導致南海地區的緊張情勢升溫。
94 

中國與鄰近國家的關係因為南海的爭議多次引發衝突與區域情勢緊張。其中

菲律賓、越南等國均與美國建立有軍事合作關係，同時美國更與日本建立美日安

保條約的軍事協定，美國選擇以日本作為太平洋軍力部署的前緣，並扮演亞太地

區美國的代理人。然而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的擴展，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對安保

條約重新定義，其保障體制的範圍已經越出日本向東南亞擴展，甚至包括東南亞

和西亞，假想敵為俄羅斯、北韓及中國，其中尤以中國為首要目標。
95 

在地理因素下，中國日益依賴海路運輸進口石油，為了保護海上通道的安

全，在經濟力量的輔助下，致力於提高裝備的現代化，中國正積極建立強大的海

軍艦隊，包括航母及戰略潛艇部隊。中國除了為確保台灣海峽的軍力優勢能維持

安全之外，還在可能的石油海運途經地，透過簽署港口開發協議等形式，獲得包

括印度洋中緬甸若干外島的海軍基地使用權，確保從緬甸、孟加拉、巴基斯坦至

南中國海的南亞水路安全，上列的作為均可始中國在東南亞，尤其是在麻六甲海

峽取得戰略籌碼。96 

近年來中國海軍更進入西太平洋實施遠洋訓練，在索馬利亞亞丁灣海域執行

93 宋吉峰，前揭書，頁 291。 
94 新台灣國策智庫，〈台灣流失在南海的戰略籌碼〉，http://www.braintrust.tw/article_detail/820，

瀏覽日期 2012 年 9 月 10 日。 
95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 年 2 月 15 日），頁

128。 
96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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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航行動，其主要目的是為確保跨越印度洋與地中海航道的安全，2011年 3月中

國海、空軍還成功從利比亞完成撤僑工作，以上動作係中國向國際展示中國海軍

已從傳統近海防禦的力量，擴大成具備遠程作戰能力的現代化海軍。
97然而如果

中國不與其他尋求相同利益的國家合作，尤其不與將太平洋視為傳統勢力範圍的

美國合作，那就有可能爆發地區衝突。 

中國為維護能源運輸安全，已在印度洋沿岸要衝地點，積極部署；包括在巴

基斯坦的瓦達爾港建造海軍基地、在孟加拉的吉太港建立貨櫃港，同時強化與鄰

近麻六甲海峽的緬甸外交關係，一切作為均以確保海上運輸通路的安全，並進一

步擴張海上軍事實力，展現其擔負與維護國際安全的能力，並蓄積與強權競爭的

軍事及外交力量，藉以獲得國際政治上的運作籌碼。
98 

四、 外交作為 

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增強，同時在全球政治版圖中，中國的地位也隨之上

升。目前中國將促進經濟發展、獲得安全保證、防止地區衝突、分散天然資源獲

取管道等作為列為外交重點目標。99而以上的思考方向即成為中國近年來對外國

際行為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反映在中國對於安全環境程度的感受。近年積極採取

全方位外交手段與世界各國交往，包括促進與發展中國家遍及全球各區域的合

作，如非洲、中東、拉丁美洲、歐洲與亞洲，積極和各地區國家擴展外交發展經

濟關係，改變對外援助作法、發展雙邊經貿和金融對話、並參與聯合國事務。100並

擴及經濟、政治、能源、軍事、科技、文化、教育和觀光等全方位領域。 

面對美國，中國不希望挑戰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也不願成美國顯性的競爭

者。中國強調建立多極化的秩序，近年來中國領導人陸續出訪，其目的除為了宣

97 Ryan Clarke, 陳清鎮譯，前揭書，頁 66。 
98 
李櫻穗、林育鴻，〈中共能源需求與國際安全新秩序〉，《空軍學術雙月刊》，第 613 期（2009
年 12 月），頁 99。 

99 Evan S. Medeiros, 李柏彥譯，前揭書，頁 73。 
100 Evan S. Medeiros, 李柏彥譯，前揭書，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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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和諧世界的理想外，更負有開拓經濟版圖的使命。特別對於部分資源豐富的地

區或具有開發潛力的國家，更是中國積極爭取的對象。從 1993年成為石油的淨

進口國開始，中國已經感受到能源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因此，近年來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出訪行程，多與能源安全的議題相關連，因此，

透過外交力量結合能源戰略的作為，已經成為中國的基本策略（見表 4-4）。 

表 4- 4：中國與相關石油生產國家及地區建立的戰略合作關係表 

國家 規劃 時間 內容 

俄羅斯 

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及睦
鄰友好合作
條約 

1996 年及 2001 年
江澤民與葉爾欽
進行高層會晤時
簽訂 

締約雙方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則，承諾互相尊
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
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長期全面發展兩國睦鄰、友
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巴西 
長期穩定的
戰略夥伴關
係 

2012 年 6 月 21 日
溫家寶與巴西總
統羅塞夫舉行會
談 

兩國透過加強政治對話和擴大雙邊合作以提升中巴
關係，同時中國與巴西新簽訂的《十年合作規劃》將
指導兩國未來十年在多方面的合作包括科技創新、航
太、能源、礦產、生物技術及各項基礎設施及民間合
作等領域的交流。 

拉丁美洲 

全面合作夥
伴關係及全
面戰略夥伴
關係 

2008 年 11 月 5 日
中國政府發表
《中國對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政策
文件》，開啟與
拉美的合作關
係。 

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先後與委內瑞拉（2001）、墨西
哥（2003）、阿根廷（2004）及祕魯（2008）等國建
立戰略夥伴關係，2008 年 11 月胡錦濤在秘魯國會發
表《共同構築新時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係》演講後
「中拉關係發展進入『全面合作伙伴關係』的新階
段。」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議題上建立
多種的合作計畫。 

哈薩克 
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 

2012 年 6 月 6
日，胡錦濤與哈
薩克總統納紮爾
巴耶夫在北京簽
署合作宣言。 

2012 年 6 月 6 日，在上海合作組織北京峰會期間，胡
錦濤與哈薩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哈薩克共和國聯合宣言》。雙方持續強化政治、
經濟與軍事合作關係，務實提升人文和民間交往合
作，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密切協調配合。 

非洲 
21 世紀持續
發展戰略夥
伴關係 

2000 年 10 月 12
日，中非合作論
壇後雙方透過對
話與合作機制，
持續推動各種領
域的合作。 

2000 年成立後，中非合作論壇通過《北京宣言》和《中
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兩個文件。中非雙方決
定建立和發展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夥伴關係。
更在 2006 年中非論壇北京峰會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
中，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
交流互鑒的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 

歐盟 
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 

1998 年歐盟通過
《與中國建立全
面夥伴關係》的
對中政策文件，
建立中歐合作。 

2001 年，中國與歐盟決定建立全面夥伴關係。2003
年 10 月，第六次中歐領導人在北京會晤後，雙方決
定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此後中歐之間在政治、經
貿、人文等三大主軸，建立涵蓋 60 多個領域的密切
對話合作關係。 

東協 
和平繁榮的
戰略夥伴關
係 

1991 年 7 月 19
日，中國外交部
長錢其琛在吉隆
坡出席第 24 屆東
盟外長會議開幕
式後，正式開始
雙方全面的合作
關係。 

1991 年中國與東協建立對話夥伴關係後，雙方各領域
合作不斷拓展深化，建立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
係。2003 年 10 月 8 日中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在巴厘
島簽署並發表《中國與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
伴關係聯合宣言》開啟合作。此後雙方持續在科技、
教育、文化、環境、資源、地方政府和民間交流等各
領域密切合作，也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東盟面向和平
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綜合研究資料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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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指出，軍事外交屬於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此後中國

開始積極透過雙邊或多邊的軍事互動，擴大與相關國家的合作。顯示中國希望運

用軍事外交向亞太國家展示中國軍事安全的保證，減低亞太國家的不安。
101同時

由於石油的龐大需求，中國正在積極推展能源外交。在 2004年 11月 11日至 23

日胡錦濤的首次拉美之行中，就由中國三大石油公司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的

決策人員陪訪。1022006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上任後密集訪問的 14個國家中，

與中國有石油合作關係的就有 6個，分別是俄羅斯、哈薩克、加蓬、阿爾及利亞

和烏茲別克。中國與上述產油國都簽訂類似的石油供需協定，不僅突顯能源外交

的色彩，
103並且顯示中國石油戰略，正透過政治、外交、文化等手段已經成功擴

及到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地區，證明中國在能源方面向外走戰略的明顯成效。 

五、 全球戰略佈局 

中國積極在全球各地透過日益強大的經濟力量在各產油國實施佈局，其中以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簡稱 CNPC

或「中石油」）、中國石化集團公司（Sinochem Corporation簡稱 Sinochem或「中

石化」）、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簡稱 CNOOC或「中海油」)為代表的三大國營公司在中東、非洲、中亞及拉丁美

洲等地積極參與石油及天然氣開發。有關中國對全球石油戰略佈局的情況如下： 

(一) 中東石油佈局 

在波斯灣建立石油供給據點是中國能源戰略的主要手段之一。中東國家在

「911事件」後與亞太國家的合作愈趨熱絡，自 2004年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建立

「中阿合作論壇」後，兩國以此為平台加強雙邊的合作關係，也簽署多種合作協

101 Evan S. Medeiros, 李柏彥譯，前揭書，頁 114。 
102 丁金光、李廣民，《當代國際關係出版社》(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306。 
103 劉杰主編，《國際體系與中國的軟力量》(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 年 7 月)，頁 116-133。 

17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議，例如 2010年 5月中阿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中國天津舉行，雙方即

簽訂「天津宣言」、2010年 6月中國與波斯灣合作委員會簽署「中國和海合會關

於戰略對話的諒解備忘錄」等，中國與中東國家發展的全面性戰略合作關係，使

中國在中東地區的舞台上佔有更重要的分量。
104 

中東是中國主要石油供應區，中國自 1990年代中期開始擴大從伊朗進口原

油。1995年 5月，中國與伊朗協商，將進口石油由每日 2萬桶提高至 6萬桶。105

到 2000年，伊朗每天輸入中國的石油已增加 10倍達到 20萬桶，沙烏地阿拉伯

則是 35萬桶，增加 6倍。2003年，沙烏地阿拉伯的進口量佔中國總進口量的 16.8

％、伊朗佔 13.8％、阿曼佔 10.3％、葉門佔 7.7％。106根據國際石油諮詢公司(FACTS 

Global Energy) 2010年 12月發行的《中國石油和天然氣月報》顯示，中國在 2010

年每日從沙烏地阿拉伯進口石油 893萬桶、從伊朗進口 426萬桶、阿曼 317萬桶、

伊拉克 225萬桶、科威特 197萬桶。
107中國在中東地區的經營獲得極大成效，目

前中東仍是中國石油進口的主要區域。 

除了與波斯灣主要石油供應國簽訂長期購買協定外，1997年由中國石油天然

氣集團公司和生產武器的中國北方工業公司(China North Industries Corp簡

稱：Norinco)等國營企業合資共同獲得開發伊拉克中南部阿赫代布油田(Al Ahdab)

的協定。1082003年 8月中國協助伊朗完成 240哩石油管線，以換取伊朗南部原油

出口到中國，同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取得伊朗最老油田馬斯吉德蘇利曼

(Masjed-I Suleyman)的股權；2007年 10月，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甚至與伊朗國

家石油公司簽約，到 2032年前每年購買 1,000萬噸液化天然氣交換亞德瓦蘭大

104 崔立如等編，《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 2010-2011》（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 1 月），頁

191。 
105 陳文生，〈崛起的中國對伊朗之能源戰略〉，《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期（2008 年 1 月），頁 26。 
106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石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台北：財信出

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270。 
107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BP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2, P.6. 
108 Muhammad Abed Mazeel, Iraq Constitution, (Hamburg: Druck Disserta Verlag, July, 2010), 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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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Yadavaran)的控制權。109中國海洋石油於 2011年 8月底與伊朗簽署一項價

值 160億美元的協議，在 8年內分 4期開發伊朗 North Pars天然氣田。 

另外在沙烏地阿拉伯，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 1999年拜訪利雅德時曾宣

佈中沙兩國建立「策略石油合作夥伴」；2006年 1月阿布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繼任國王後，首度出訪就選擇到中國進行訪問，並與中國簽署「合

作投入石油、天然氣與礦物資源的合作協定」，為中國與沙烏地的能源公司預留

更多的合作空間。同年沙國向中國保證，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出口至中國的原

油由每天 44萬 5千桶，提高到 2010年每天 100萬桶。
110 

沙烏地阿拉伯是中國最大的石油供應國，2012年 1月 1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抵達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儲兼副首相納伊夫（HRH 

Crown Prince Nayf bin Abdul Aziz Al Saud）舉行會談，兩國同意深化能源伙

伴關係，並擴大原油和天然氣貿易。同時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沙烏地阿

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和「中國石油化工公司」簽署合約，前者斥資 100

億美元，與後者計劃於紅海城市揚布（Yanbu）合建日產量將達 40萬桶的煉油廠，

「揚布阿美中國石化煉油計畫」（YASREF）目標在 2014年開始運作。
111 

目前中東地區的石油近三分之二輸往亞洲，隨著中國強力的外交手段介入該

地區事務，加上中國能源公司積極和當地國營事業建立合作關係，尤其成功與伊

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發展的雙邊關係，都顯示中國長期深耕該地區，已獲得在

該地區未來可以與美國、日本、印度等石油消費國抗衡的更多籌碼。112 

(二) 非洲石油佈局 

109 李櫻穗、林育鴻，〈中共能源需求與國際安全新秩序〉，《空軍學術雙月刊》，第 613 期（2009
年 12 月），頁 97。 

110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73。 
111 〈中國總理隔 20 年訪沙煉油廠合作今簽約〉，《蘋果日報》(台北)，2012 年 1 月 15 日，版 25。 
112 Thomas L. Friedman, 丘羽先等譯，《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台北：天下文化出版，2008 年

12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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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非洲的歷史淵源久遠，雙方的交流最早可追溯到 1421年鄭和奉明朝

永樂皇帝之命，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艦隊到達今日東非國家肯亞。鄭和的遠航

發揮宣揚國威、擴大朝貢的效果，對當時中國的海外發展也有深遠的影響。
113隨

著中國對石油的殷切需求日增，在中東與中亞地區的石油開發已趨近飽和的狀態

下，非洲成為中國實踐「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地區。 

由於非洲已探明的石油儲量不斷上升，產量和出口量快速增加，已逐漸成為

全球能源供應的重要地區。中國專家預測，未來 25年將是非洲石油業蓬勃發展

的黃金時期。
114因此近年來，中國積極透過中國海洋石油、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

及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等國營企業，積極參與安哥拉、查德、赤道內幾內亞、利

比亞及奈及利亞等國的建設，
115並積極投資非洲石油礦產資源，希望提高從阿爾

及利亞、安哥拉、查德、利比亞與尼日等非洲產油國進口的能源比例，因此由中

國國營石油企業投資開發安哥拉、查德、赤道幾內亞、利比亞、尼日等地的石油

探勘區，使中國在非洲成功蓄積大量的影響力，提升中國在非洲的地位。 

1990年代中期，中國首先從蘇丹展開非洲計畫，當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

司取得大尼羅河石油公司(Greater Nile Company, GNPOC)的大量持股(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為主導)，116長期的投資使中國累積龐大的非洲資源。中國從 1992

年起開始從安哥拉與利比亞兩國進口石油，此後石油進口來源國與進口數量持續

增加。2005年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石油數量佔全球進口的 30％，是僅次於中東的

第二大進口來源區，主要集中在安哥拉、蘇丹、剛果及赤道幾內亞等國。117根據

國際石油諮詢公司(FACTS Global Energy) 2010年 12月發行的《中國石油和天

113 王壽南，《中國通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頁 466-467。 
114 BBC 中文網，「非洲：中國石油戰略新重點」，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070000/newsid_4077400/4077430.stm，瀏覽日

期 2012 年 7 月 18 日。 
115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31。 
116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33。 
117 關東原，前揭書，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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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月報》顯示，2010年中國進口原油有 3％來自利比亞，5％石油由蘇丹南部

進口。中國與非洲的貿易中，石油貿易即佔 80％，從非洲的石油進口也佔中國總

進口量的三分之一。
118 

近年來蘇丹的石油資源使中國積極強化雙方的交流。1956年蘇丹脫離英國獨

立以來，位於北方的庫圖木(Khartoum)政權與南方的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就因

為種族與宗教衝突而導致內戰，2004年 12月雙方達成停火協議。1191996年中國

石油天然氣在蘇丹投資大筆資金與庫圖木政權合作開採油田，其中 80％油井位處

南部，需穿越北方的石油管道，才能把石油輸往中國修建的紅海港口，因此中國

除了協助蘇丹建立油管取得大量管線的股權之外，更在蘇丹首都庫圖木修建一座

煉油廠和其他能源資產。
120 

中國對蘇丹除了石油工業的投資之外，更提供為數不少的軍事設施與武器援

助。2011年 7月，南蘇丹脫離蘇丹獨立後，雙方就石油過境費僵持不下，北蘇丹

要求中國向南蘇丹施壓，南蘇丹則宣布逐步停止石油生產，影響中國在當地的龐

大石油利益。中國成為南北蘇丹石油角力的中間人，既要向擁有油田的南方提供

經濟援助，又要與擁有輸油設施的北方維持友好。2007 年，蘇丹發生種族衝突，

引發人道危機，因內戰所引發的族群暴動造成殘酷的殺戮，聯合國主張對其實施

制裁措施。121但中國為了石油資源的考量，認為應由蘇丹政府自行處理，被西方

指摘是中國是因為在蘇丹龐大的石油投資利益，才會完全忽略聯合國的制裁行

為，此事成為近年來中國在國際間最富爭議的一項行為。122 

118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hina”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CH,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119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16。 
120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在蘇丹》報告，頁 3。 
121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35。 
122

 中國透過一般商業管道(收購或競標其他公司)取得這些持股，是因為當時許多西方企業不願和

惡名昭彰的庫圖木政權交往。l989 年起，蘇丹總統奧馬爾艾哈邁德．巴希爾(OmarAhmedal Btslur)

開始掌控庫圖木政權，外界普遍認為其是導致蘇丹南部與西部達富爾大屠殺的獨裁者。張幼

文、黃仁偉，前揭書，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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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後中國努力擴充在非洲其他產油國的勢力，尤其在安哥拉、尼日、奈

及利亞與利比亞。2004年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從 BP手中取得安哥拉離岸第 18

區油田一半持股，成為該油田的主導業者。同年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首次在奈及

利亞能源業中取得股權，有權和奈及利亞國家石油公司一起開發尼日河三角洲

(Niger Delta)的 2區石油。2007年底，中國海洋石油公司也表示有興趣取得英

國殼牌在尼日的部分持股。
123 

此外中國也在非洲其他地方積極競標新探勘的油田。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在

阿爾及利亞擁有部分油田的持股。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在利比亞取得開發及探勘

石油的權利，子公司也在查德收購加拿大石油公司的探勘權及興建煉油廠；中國

海洋石油公司則是在赤道幾內亞的幾內亞灣準備開發離岸油田。
124 

中國對非洲的重視，主要是想要藉由非洲石油降低長期向波斯灣進口石油的

依賴。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在非洲相對於歐美國家更具有優勢，因為歐洲的殖民主

義與美國冷戰時期的政治手段讓非洲充滿負面印象，然而遠在亞洲的中國毫無類

似的歷史包袱，因此與非洲國家多數都可建立良好的關係。此外，中國也承諾提

供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給非洲國家，使非洲可以由落後的第三世界晉升為比較富

裕的國家，這是許多非洲領袖夢寐以求的發展。125 

(三) 中亞及俄羅斯石油佈局 

對於中國而言，中亞地區的石油資源是中國實現多元化進口戰略、確保石油

安全的關鍵來源。而中國日益成長的石油需求，也為中亞石油穩定而低成本的石

油產業帶來光明前景。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亞 5國宣布獨立。中亞國家憑藉豐

富的天然能源，以引進外資開發能源等手法，發展國家經濟。中亞主要 5國哈薩

123 Robert Irwin Rotberg,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October, 2008), p.54. 

124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石油的政治經濟學》(台北：財信出版，2008 年 12 月)，頁 237。 
125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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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和塔吉克中，有 3國與中國西面邊界接壤。除

了地理上關係密切，中國也是中亞國家鄰近的第 2大國。而中亞地區的石油和天

然氣，也是未來中國極力爭取的重要油氣資源供應地。據統計僅在哈薩克、土庫

曼和烏茲別克 3個中亞國家的石油儲量就大約在 250億桶以上。
126在中國經濟快

速成長下，對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的需求亦持續上升，中亞地區的豐富資源成為

解決中國可能面臨的石油需求缺口。而中亞也急需資金的挹注以改善經濟，雙方

在各自的需求下各取所需，中亞近年已成為中國能源主要進口地之一。 

1996年 4月，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俄羅斯及塔吉克五國高峰會首度在

上海舉行。會中討論區域與國際共同利益議題，包括邊界問題、邊境地區裁軍、

加強軍事信任談判。之後每年舉辦一次五國元首會晤，逐漸形成固定的合作機

制。直至 2001年，由於烏茲別克的加入，加上「上海五國」的成員國決定將此

機制層次提升，因此將「上海五國」改制成「上海合作組織」。
127對於俄羅斯、中

亞國家及中國而言，營造穩定的環境有利於國內的穩定發展，是「上海合作組織」

的主要目的，上合組織對三方面具有外交及實質上的意義。而中國則藉由上合組

織持續與中亞地區國家進行能源合作，並取得多項重大進展。 

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以來，就一直關注裡海盆地的石油，1997年

中國以 43億美元取得哈薩克阿克托比(Aktobe)油田的大量股權，2003年再度取

得北布札奇（North Buzachi）油田 50％的持股，更在 2005年 8月以 42億美元

收購哈薩克石油公司的部分石油開採權，目前中國公司在哈薩克境內的石油產量

佔該國總產量約三分之一。128 

中國除了以投資獲取石油資源外，更積極從該區建造通往中國的管線，並投

126 
張小明，《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分析》(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2003 年 6 月)，頁 197。 

127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簡稱上合組織）是中國、俄羅斯、哈

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六國組成的一個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一個在中

國境內宣布成立並且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國際組織。曾復生，前揭書，頁 96-101。 
128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193。 

1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資 35億美元興建 1,900哩的中哈石油輸油管線延伸至中國邊境。中哈石油管線

是中哈兩國之間的第一條跨境石油管道，它將中石油在哈薩克中部的油田透過油

管連至新疆。2003年第 1段連結阿克托比油田與裡海沿岸附近的阿提羅石油樞紐

管線正式完工。
1292004年 9月中國與哈薩克簽署協議，雙方從哈薩克中部阿塔蘇

(Atasu)延伸到中國新疆阿拉山口段(Alashankou)，全長 615公里正式破土動工，

這是中國第一條跨境外國家的石油輸送管道，2006年 5月中哈石油管線全線貫通

正式運作，中國首次從境外陸路獲得石油的進口(見圖 4-8)。
130 

 
圖 4- 8：中哈石油管道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www.usinenouvelle.com/article/les-visees-chinoises-sur-le-kazakhstan.N123001 

中國擁有廣大的領土是傳統的陸權國家，但相對在海權上中國則較顯弱勢，

因此無論從石油進口地區，或是石油運輸通道以及運輸的方式，種種因素都對中

國在石油安全上造成嚴厲的挑戰。中國石油安全過度依賴來自美國不惜動武也要

爭取具有「絕對戰略控制」的中東地區。目前中國石油採海運為主，且八成以上

必須經由美國勢力控制的麻六甲海峽運輸，除此之外還有南海及台灣海峽的高風

險地區，因此不利於中國的石油安全。131 

129 同前註。 
130 陳立中，〈千里迢長的中哈輸油管〉，《瓦斯季刊》，第 79 期（2007 年 4 月），頁 39。 
131 關東原，前揭書，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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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海運的劣勢而言，中國的陸地運輸卻有極大的優勢。資源豐富的中亞地

區與中國位處歐亞大陸中心的新疆接壤，歷來是歐亞大陸的路上通道樞紐，北可

抵蒙古和俄羅斯、西可通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中亞五國、南可抵巴基斯

坦和西亞各國及印度。因此新疆在地緣政治上佔有重要的關鍵地位，通過新疆可

以在穩定、安全、經濟與多元的狀況下獲得來自中亞甚至中東的石油。
132因此中

國積極與相關國家建立各種石油運輸管道的合作關係，其中與俄羅斯及哈薩克等

國的對接中哈石油管道更是提供中國石油安全的保證。 

中哈石油管道二期工程於 2011年完成，年輸油能力可達 2,000萬噸。對中

國來說，這條跨國輸油管道，可以減少中國對中東地區能源進口的過度依賴，也

有助中國取得更安全，更長期穩定的能源供應。
133中國將挾以其地緣上的優勢向

中亞五國尋求合作發展的機會，而強調能源、區域安全及反美主義的上海合作組

織將是雙方的橋樑，在中國與中亞間無論政治上或是經濟上的合作中，皆可以看

到中國希望在現有中亞的戰略佈局成果更加擴大，以謀求中國自身利益作為。 

2009年 2月，中俄共同簽署《從俄羅斯斯科沃羅季諾到中國邊境的管道設計、

建設和運營協議》，中俄原油管道起自俄羅斯遠東管道斯科沃羅季諾分輸站，經

中國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 13個市、縣、區，止於大慶末站。134管道全長近

2,700公里。2009年 4 月兩國政府共同簽署關於石油領域的政府間合作協議，中

俄原油管道是實施中俄關於修建中俄原油管道、長期原油貿易、貸款等一系列合

作項目協議的重要內容。按照雙方協定，俄羅斯將通過中俄原油管道每年向中國

供應 1,500萬噸原油，合約期 20年。135中俄原油管道於 2011年 1月 1日正式投

132 關東原，前揭書，頁 204。 
133 Bedeski, Robert, Eurasia’s Ascent in Energy and Geopolitics: China,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August 02, 2012), p.32. 
134 張幼文、黃仁偉，前揭書，頁 413。 
135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6 年新聞發布會集》（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7 年 7 月)，頁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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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運營。至 2011年 12月底，俄羅斯對中國年輸油量已按計劃達到 1,500萬噸，

未來 20年將累計達到 3億噸(見圖 4-9)。136 

 
圖 4- 9：俄遠東原油管道和中俄原油管道走向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intl.ce.cn/zgysj/201008/30/t20100830_21772430.shtml 

中亞五國政府多次表示希望中國的企業，能夠到中亞投資或開發當地的資

源。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2006年 6月出訪中亞烏茲別克和哈薩克，中國分別

與中亞國家就共同開發部分重大項目達成協議，此後，中國方面逐步開始參加中

亞地區基礎建設。1372007年 3月中石化成功收購美國第一國際石油公司，獲得在

哈薩克擁有和部分擁有的 6家子公司以及所屬的石油開發探勘權。138另外，2004

年 6月中國與烏茲別克兩國簽署能源與反恐合作協定，同時烏茲別克國家石油天

然氣公司與中石油集團並簽訂 6億美元能源開發合作協議，推動雙方的油氣合

作。協定中中國承諾 5年內投資 2億多美元，開鑿 15口油井，中方可按計畫自

2007年 4月起開始為期 5年的油氣勘探作業。139 

136 
中國中央政府門戶網站，「守護在跨國能源大動脈上」，

http://www.gov.cn/jrzg/2011-12/20/content_2024893.htm，瀏覽日期 2011 年 12 月 20 日。 
137 趙常慶主編，《十年巨變一中亞和外高加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

2001 年 8 月)，頁 274。 
138 

李桂芳主編，《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析報告 2008》(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年 7 月)，

頁 113。 
139 

蔡東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8 年 3 月)，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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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石油合作早在 1994年即由俄羅斯提議，1996年中俄兩國領導人決議加

強雙方油氣戰略合作、建設中俄原油管道等重大決策。同年中國-俄羅斯石油與

天然氣合作委員會成立，其宗旨是促進俄羅斯至中國輸油管線的發展，中俄雙方

對出口管線的合法性進行合作評估，並簽署一系列中俄政府級合作協定。這些協

議明確表明將加快建設從俄羅斯到中國輸油管線的雙邊意向，並確定中俄的專案

參與方為俄羅斯石油公司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1402006年上海合作組織鋒

會上，俄國總統普丁建議俄、中及中亞四國共同建立「能源俱樂部」（Energy 

Club），除組織深具遠見的能源合作外，並有意主導國際能源市場。
141事實上，中

國也透由深化軍事關係，確保中國在中亞地區能源的投資，經濟投資加上上海合

作組織的延伸勢力，使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日漸增加。 

(四) 拉丁美洲佈局 

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長期在美國勢力的範圍下，因受到美國的影響，加

上與亞洲相隔千里，因此拉美地區的政治體制較為偏向民主政體，與中國的關係

並不密切，雖然拉丁美洲是中國較不熟悉的地區，但是中國對拉丁美洲的經營並

不會因為政治或經濟因素而改變其旺盛的企圖。雖然如此，但是在美國因素的考

慮下，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一直等到 1972年 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之後，

才陸續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42 

中國的拉丁美洲能源戰略是以「高層外交」(包括國家主席、總理、中央政

治局常務委員的對外活動)為核心的主要模式，再透過投資與開發及經濟援助的

手段，確保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利益，近年來中國積極採取海外直接投資的方式進

行佈局，再加上政府相關部門(包括外交部、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

140 
戚文海，《中俄能源合作戰略與對策》(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372。 

141 
黃一哲，〈上海合作組織的現況與發展〉，《國防雜誌》，第 24 卷第 3 期（2009 年 6 月），頁 8-11。 

142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3 年 3 月)，頁 29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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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配合作為主要的策略。其中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

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等三大國營石油產業各相關企業整體的配合，近年

來對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更是積極。
143 

從 2001年江澤民出訪拉丁美洲之後，雙方高層領袖和企業界人士的互動日

益頻繁。2001年江澤民訪問過程中，中國和委內瑞拉兩國共同簽署有關能源、採

礦、農業及稅務方面的協定。在一個月後查維茲的回訪中，兩國更進一步簽署為

期十年的「戰略能源方案」(Strategic Energy Plan)。其中主要內容是委國增

加對中國石油的石油出口，而中國協助提高委國的農業生產。
144  

2004年 11月胡錦濤訪問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等四國，過程中總計簽

署 39項合作協議，內容涵蓋貿易、投資、航空、旅遊、能源等各種領域。
145隨著

中國政經力量的崛起，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在迅速成長的雙邊經貿關係帶動下更

加緊密。2004年胡錦濤訪問拉丁美洲的效益，使中國成為美洲國家組織觀察員和

「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 IADB)的成員，其

後中國派遣維和警察參與海地維和行動等情勢演變，皆顯示中國的拉丁美洲政策

已獲得成效，其與拉丁美洲關係顯示已日趨緊密。146 

中國推動的高層外交，是典型的經濟外交，主要的重點是因為彼此經濟互補

的需求，歷年來中方的訪問團均有重要企業界人士隨行。在 2004及 2005兩年中，

胡錦濤分別藉著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非正式領袖高峰會議」和出席「聯合國

成立 60周年元首高峰會議」之便，訪問西半球主要國家，包括巴西、阿根廷、

143 
鄧中堅，〈崛起的中國在拉丁美洲的政策與作為：追求霸權或是建立夥伴關係〉，《國際關係學

報》，第 23 期（2007 年 1 月），頁 32。 
144 Sidney Weintraub, and Annette Hester, and Veronica R. and Prado, Luis Alberto Moreno,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Benefits and Impediment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p.185. 

145 
羅致政、宋允文，《解構「一個中國」：國際脈絡下的政策解析》(台北：台灣智庫，2007 年 10
月)，頁 258。 

146 
張幼文、黃仁偉，《2005 中國國際地位報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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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古巴、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國。此外，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 2005年 2

月出席「中國-加勒比海經濟與貿易合作論壇」(China-Caribbean Economy and 

Trade Cooperation Forum)首屆部長會議的同時，於 2005年 1月訪問墨西哥、

秘魯、委內瑞拉、千里達、牙買加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
147 

2007年 11月，中國與委內瑞拉成立「聯合開發基金」，由中國與委內瑞拉

各自負責 40億與 20億美金，提供貸款在兩國從事基礎設施、能源開發與社會建

設。中國在 2008年 2月提撥相關資金，委內瑞拉則以石油支付。
148另外，2008

年 10月 24日，美洲開發銀行接納中國成為第 48個成員國，中國承諾將向開發

銀行撥出 3億 5,000萬美金的款項，並指定其中 1億 2,500萬美金提供低利「特

別行動基金」專用，第二筆專款 7,500萬美金列為「多重援贈款」，協助提升各

國中央、地方政府及私營機構的效率。另有 7,500萬美元撥付「多重投資基金」，

協助發展微型企業。
149 

近年來中國領導階層接連訪問拉丁美洲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家，可見

中國對拉丁美洲的重視程度。根據中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顯示「中

國願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同拉美各國建立和發展國家關係」的隱約意涵，表達

有關中國與未建交拉美國家發展關係的政治基礎，並依例重申一個中國原則，顯

示中國將從戰略高度規劃與執行未來的拉美政策，並致力於建立與共同發展平等

互利的合作性夥伴關係，將以「互尊互信、擴大共識」、「互利共贏、深化合作」、

「互鑒共進、密切交流」等政策，穩定的資源獲得與經濟利益是中國在拉美國家

積極發展的總體目標，並藉由經濟力量擴大中國在拉丁美洲影響力。 

147 Paul Tjon Sie Fat,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Suriname: The Inevitability of Ethnic Performing (La 
Vergne: Lightning Source Inc, January, 2010), pp.147-148. 

148 BBC 中文網，「中國與委內瑞拉簽署巨額石油協定」，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080000/newsid_7082300/7082303.stm，瀏覽日期

2012 年 9 月 20 日。 
149 Paul Tjon Sie Fat,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Suriname: The Inevitability of Ethnic Performing (La 

Vergne: Lightning Source Inc, January, 2010),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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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地區佈局 

中國東海蘊藏豐富石油和天然氣，中國和日本自 1998年 8月起，就專屬經

濟區和大陸架劃界展開談判。日方主張東海應從「中間線」劃界，以釣魚台作中

間線南端基點。中方則主張大陸架延伸至沖繩海溝。中方於 2003年 8月開發「春

曉」油氣田，中日談判於同年 12月第 8輪磋商後中斷。
1502011年 11 月，中國政

府提議重啟中日東海劃界談判，同年 12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日本首相野

田佳彥在北京會晤，雙方協議將東海之爭以理性面對，「不希望東海成為爭端之

海，希望成為中日友誼之海」，同意落實讓東海成為「合作之海」，化解中日兩

國政府東海石油衝突問題。
151 

加拿大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2012年 2月訪問中國並與溫家寶會面。

哈珀此行目的在為加國天然資源如石油和天然氣等，尋求拓展中國石油市場，使

加國不致過於依賴美國市場。
1522012年 2月中石油集團和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

簽署協議，中石油將收購殼牌在加拿大 Groundbirch地區擁有的頁岩氣項目 20

％股權。153此項交易是中國的油氣集團積極「走出去」，進軍國際非傳統化石燃

料領域的一項新動作。中石油集團早在 2011年即宣布投資 54億美元，與加拿大

能源公司共同開發加國西部 1座大型頁岩氣項目，後來雙方因在合資項目各個關

鍵內容有不同意見，最後談判破裂而停擺。此次中石油通過殼牌管道收購加國的

Groundbirch地區頁岩氣項目 20％股權，其成功的迂迴戰術引人注目。154 

150 BBC 中文網，「日媒披露中日或恢復東海劃界談判」，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11/111128_china_japan.s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9 月 20 日。 

151 
張宇燕主編，《2009 亞太地區發展報告》(上海：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4 月)，頁 38。 

152 王煜翔，「中國大陸與加拿大完成投資保障協定談判」，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20398，轉引自 2012
年 2 月 9 日 Washington Trade Daily，瀏覽日期 2012 年 9 月 20 日。 

153 吳福成輯，〈國際能源掃描〉，《經濟部能源報導》（2012 年 3 月），頁 39。引述自 2012 年 2 月

2 日「RIGZONE」。 
15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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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能源外交方面，力求來源地多樣化，而中亞國家也力求能源出口市場

多元化，中國與中亞地區合作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能源。事實上，中國與非洲傳

統的邦交國家以及中東的波斯灣各國均有各式合作，不只侷限於石油的交易，而

是擴及能源技術、設備等領域。不過，能源外交也引起不少爭議，中國為了石油

利益與部分中東及非洲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然而當這些國家與西方國家發生衝突

時，中國要如何維持國際大國的姿態與保護利益，經常成為北京當局棘手的問

題，而中國所選擇的決策與動作也經常招致西方輿論的批評。 

2012年的伊朗核問題亦顯示中國與西方的矛盾。伊朗有三分之一石油出口至

中國，是中國的第三大石油來源國。
155美國與歐盟指伊朗正研發核武，向伊朗實

行制裁，美國的制裁行動卻影響中國在伊朗的國營公司利益，一度引起中方強烈

不滿。中國認為，為了與伊朗保持正常的能源及經貿合作，中國企業大量投資伊

朗，然而美國企圖將單方面對伊朗的制裁措施國際化，損及中國公司的利益，除

了造成中方的損失之外，中國認為美國的制裁行為並不符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對

伊朗核子問題決議案的內容及精神。 

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提供相關國家便捷的運輸通路，中國受限於海運與

陸上石油管道的安全無法有效控制，有意與泰國合作在泰國南部中南半島的克拉

地峽開鑿運河，以便原油可由運河經曼谷北上川滇，以爭取能源運輸保障並兼顧

國家安全。
156另中國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遂積極透過「博

鰲論壇」整合區域經濟，並於 2004年 7月 17 日於伊朗首都德黑蘭，召開境外第

一次「博鰲亞洲能源論壇」。2005年 6月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論壇時，中國與集

155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hina Background”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CH,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156 克拉地峽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一個狹長地帶，東西最寬 250 公里，最窄處僅寬 64 公里，

北連中南半島，南接馬來半島，地峽以南約 400 公里的土地多為泰國領土。蔡東杰，《當代中

國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8 年 3 月），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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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國家及地區代表紛紛藉此機會與石油開採國家交換相關科技經驗。157 

2007年迄今，中國陸續在非洲、拉丁美洲、中亞等地區進行油氣田投資、建

設輸油管道等多項進展，作為爾後有效控制全球能源戰略之佈局。2011年中國石

油在全球的戰略佈局隨著經營規模和效益逐步擴大，在各主要石油生產地區新增

重點項目計 53項，均與石油相關資源有關。
158雖然中國透過國際合作關係，希望

減低對中國威脅論的影響，然而，中國追逐能源勢必加強和周邊國家之間的競爭

和對立。加上中國的經濟佈局手段是透過「向外走戰略」直接控制資源的方式來

確保自己的能源安全，必然會加劇國際能源的緊張局勢。 

中國透過頻繁的外交行動和採取經濟投資的石油戰略，已經成功讓中國的能

源佈局達到初步成果，為能獲取更大的利益，中國未來必將更積極介入中東、中

亞乃至拉丁美洲等產油區的地區事務。雖然中國尋求能源安全的過程，多次遭到

質疑為忽視國際道義和人權，甚至中國多次試圖利用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身分，配

合擁有的全球政經力量，企圖影響甚至左右聯合國的決策，類似往往不顧國際社

會的期待的作為，加上在安理會決議案表決中行使否決權的行動，經常遭到世界

輿論的撻伐與質疑，同時也對中國積極營造的和諧世界的宗旨相違背。 

中國在能源安全的外交戰略思維，轉化為透過經濟、外交、軍事等作為，對

世界各地的積極佈署，同時各種投資也已經獲得顯著的成效。縱然在部分的國際

行為上曾遭到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所抨擊，但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國仍

然決定採取強硬的態度，持續依照向外走的戰略積極向全球進行各種佈局行動。 

第四節 小結 

中國是最早有紀錄運用石油的國家，然而在明朝後經歷清朝的閉關自守，使

157 博鰲亞洲論壇，「博鰲亞洲論壇三大議題成為焦點」，

http://www.boaoforum.org/mtzxmtzz/1171.j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0 日。 
158 資料來源：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2011 年度報告，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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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科技錯失發展良機。長期以來中國的資源思維是以自給自足為目標，但是

在工業革命後，中國的國家發展政策明顯與世界潮流脫節。1911年辛亥革命後成

立的中華民國，雖然極力擺脫落後的現況，但是卻因遭遇到日本的侵略與內戰的

影響，使中國再度錯失發展良機。中國在近百年陸續遭到列強壓迫，因此在 1949

年 10月 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所說的「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159即是宣示中國的

獨立自主與發展。雖然陸續發生國內的政治動盪，但中國的石油需求仍然長期維

持自給自足的局面將近 30年。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獲得前所未有的興盛

榮景，然而經濟的高度發展卻必須付出資源大量消耗的代價，自給自足已經無法

滿足需求，因此中國憑藉著厚實的政經實力，積極在全世界搶佔能源佈局。 

2005年 6月，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公開演講

中提出警訊表示，石油資源的競爭將是導致未來爆發國際衝突的主要原因。
160中

國綜合實力的崛起，並積極向外尋求能源供應來源的作為，已經明顯的提升中國

與俄羅斯等中亞、北非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的外交關係。目前中國原油進口的

主要地區包括伊朗、阿曼、葉門以及沙烏地阿拉伯，但是中國認為應該分散海外

能源供應的來源，因此積極向印尼、澳洲、委內瑞拉、祕魯、蘇丹、哈薩克等國

進行能源共同開發，以獲得能源安全的保證。161 

由中國「十二五規劃」顯示，中國企圖透過調整民生與經濟結構的方式，降

低對石油的依賴。近年來世界原油市場受到國際情勢動盪的影響，造成油價的飆

漲，而龐大的工業與經濟體系，面對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國的石油安全更容易受

到影響，而使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中國應對石油安全的挑戰，採取加

159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游梓翔，《領

袖的聲音：兩岸領導人重要演講選輯，1906-2006》(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6 年 9 月)，

頁 365。 
160 Heinz Duthel, the Big Bang Financial Crash! And How to Plan on a Limited Budget (Raleigh: 

Lulu.com, March 27, 2009), pp.79-80. 
161 

曾復生，《中美台戰略趨勢備忘錄第三輯》(台北：秀威資訊，2006 年 11 月)，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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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發展清潔能源(如天然氣、太陽能)，與積極開發石化的替代能源，如水電、核

能等手段，並透過強化風力發電、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質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

的發展，除企圖減低石油的需求外，更是為了貫徹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目

標，中國採取的石油安全戰略如下； 

壹、 廣拓石油來源 

根據國際石油諮詢公司(Facts Global Energy Inc)的數據，中東仍然是中

國原油進口的最大來源地，雖然來自非洲地區的石油近年來逐步成長。2010年中

國進口原油約 47％來自中東，30％來自非洲，4％來自亞太地區和 20％來自其他

國家。同時根據 EIA的資料，2011年起中國每天進口石油 480萬桶，更在 2012

年 5月到達 600萬桶的歷史新高。沙烏地阿拉伯及安哥拉是中國最大的兩個石油

進口區，共佔中國的原油進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162位於非洲的安哥拉已成為

中國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對中國輸出原油的第二大國。中國的石油戰略佈局初步

已經成功轉移過度依賴中東的狀況，未來中國將從目前仰賴中東地區進口石油，

積極轉移目標到非洲地區，藉以分散風險。 

2007年國際能源機構(IEA)的預測，世界初級能源需求在 2005年至 2030年

間將成長 55％，其中中國與印度的成長率共佔 45％，近半數的額外需求必須依

賴進口滿足。163中國目前石油消費對外依存度已接近 51％，而且需求依然快速成

長。如果按照目前的需求增加的速度，EIA 估計 2013年前中國的石油依存度將達

到 65％，大幅超過目前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164目前，中國原油進口地區包括中

東、亞太、非洲、拉丁美洲、歐洲及北美洲等地區，油源已逐步分散，未來若進

162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hina Background”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CH,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163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08, September, 2009, P.11. 

164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hina Background”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CH,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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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取得俄羅斯的協助，以及透過合作投資方式與委內瑞拉、蘇丹、伊朗、亞塞

拜然、印尼和澳洲等國企業合作，將加速達成其分散油源之目標，這對於鞏固國

家安全戰略佈局將大有助益(見圖 4-10)。 

 
圖 4- 10：2010 年中國石油進口來源比例圖 

資料來源：國際石油諮詢公司(FACTS Global Energy) 2010 年十二月發行中國石油和天然氣月報。 

從近年來中國的外交行動中顯示，因能源供應安全產生的威脅已使中國感到

焦慮，為了確保能源和天然資源的供應無虞，中國正積極透過各個層級的交流合

作、運用各種外交工具，拓展或建立全新的政治關係。165為了能持續獲得能源的

安全保證，中國積極建立與各地區的雙邊關係，除此之外中國致力提升與泛撒哈

拉地區非洲國家的合作。其中蘇丹、辛巴威長期是中國重要能源供應國，但卻因

人權議題遭到聯合國的制裁，在此壓力下中國仍然採取支持並推翻聯合國決議的

作為，均引起國際上的指責。 

貳、 分散供應管道 

目前中國進口的石油主要來自中東地區，來源有限，運輸石油的線路也沒有

太多選擇。因此，如果運輸遭到控制勢必影響石油安全，將使人民生活、經濟運

行乃至國防安全都會受到影響。根據美國「環球透視公司」(IHS Global Insight, 

165 Evan S. Medeiros, 李柏彥譯，前揭書，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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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的資料，目前中國的總原油管道約 20,567公里，其中 70％約 13,300公里由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管理，其餘 30％由其他國家石油公司經營。為保證油源

安全無虞，中國分別致力陸上石油管線的興建與建立海上能源安全力量，包括積

極與哈薩克、俄羅斯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繼而推動能源合作，爭取興建油管直通

中國，用以提高其輸油安全係數。其中中國已與哈薩克完成中哈石油輸送通道，

哈薩克可提供每年至少 2,000萬噸的原油，成為中國「西油東運」的主要來源，

完成中國石油戰略的初期目標，預計到 2014年，產能將躍升至每天 40萬桶。 

中國被視為亞太的新興強權，在軍事上擁有核武，解放軍也在持續現代化且

軍費連年增加。航空母艦的建造宣告中國邁向藍水海軍的戰略目標已見基礎，積

極建設並採取「珍珠鏈」方式從地中海到南中國海以設立軍事基地或投射軍力，

確保石油運輸通道不受威脅的戰略也初具成效。中國的珍珠鏈戰略，其部署自西

向東有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緬甸、泰國、南中國海與海南島。
166透過

珍珠鏈戰略中國將在西太平洋、箝制中東與中亞，並且掌握印度洋(見圖 4-11)。 

 
圖 4- 11：中國珍珠鏈戰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中國現已完成馬爾地夫的馬拉、緬甸的可哥島、孟加拉的吉大港和巴基斯坦

166 
梁正綱，《貶值的籌碼：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台北：秀威資訊，2012 年 1 月)，頁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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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瓜達爾港等合作計畫，並規畫在非洲國家建立沿海基地。1672008年 12月 26日

由中國海軍組成首批護航編隊赴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執行商船護航任務，維持

海上交通線暢通，他們的任務是保護中國航經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船舶和人員

安全，並保護世界糧食計畫署等國際組織運送人道主義物資船舶的安全，
168顯示

中國已有初步具有維護海上運輸安全的能力。 

參、 外交力量相輔相成 

中國領導階層近年來頻頻出訪世界各國尋求可能的能源資產。除宣傳與中國

建立關係的優點外，並提供協助基礎建設與財務等誘因。同時，也為來訪國家高

層精心安排行程，邀其至北京參加高峰會議，使對方順勢簽下許多能源供給約定

與相關協定。 

1999年中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建立「策略性石油合夥關係」，由中國石油總公

司和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合作開發沙烏地阿拉伯油田與天然氣田，並讓沙烏地

阿拉伯石油公司投資中國的精煉廠與石化廠。2009年 9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

司也計畫和委內瑞拉國家石油一起開發委內瑞拉奧利諾科一帶的重油蘊藏區。

2012年 6月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針對包括能源與經貿合作等議題

會晤，會議中雙方簽署 11項協議與合作諒解備忘錄。
169 

中國透過對外經濟合作，由於資源來源的多樣化，使中國獲得國內發展亟需

並且短缺的重要資源，維持其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目前，中國在外交及經濟

力量的輔助下，透過境外的資源合作不僅止於石油與天然氣，更涵蓋固體礦產、

農業、林業、漁業等眾多領域，同時與全球 30多個國家建立資源能源長期合作

167 宋吉峰，《南海衝突下的台灣海軍戰略》（台北：秀威資訊，2012 年 9 月），頁 192-195。 
168 

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年鑒編委會編，《世界軍事年鑒》（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頁 38-39。 
169 中國焦點，〈普丁抵北京談能源合作〉，《蘋果日報》(台北)，2012 年 6 月 6 日，版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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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肆、 發展替代能源 

國際能源總署預估，中國對石油的需求將從 2004年的每天 640萬桶增至 2030

年的 1,570萬桶，增幅約為一倍，170能源供應不足將成為限制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

因素。為解決未來經濟發展瓶頸問題，確保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中國國務院

2006年公佈實施「可再生能源法」，確立可再生能源政策框架，並相繼頒布「可再

生能源產業發展指導目錄」、「可再生能源發電有關管理規定」、「促進風電產業發

展實施意見」等系列配套政策與細則，重點發展包括水電、生物質能、風電、太

陽能等新能源。
171 

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 2008年，全中國水電裝機達 1.7 億瓩，

年發電量 27,793億瓩，已建立浙江秦山、廣東大亞灣、江蘇田灣三個核電基地，

投產核電站裝機容量達 885萬瓩，年發電量達每小時 684億瓩；利用太陽能之光

伏電池產量達到 200萬瓩，佔全球產量 15％；太陽能光伏發電容量 15萬瓩；太

陽能熱水器年生產能力達 4,000萬平方公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量佔中國一次

能源結構中的比重已由 2％提升至 9％，依據「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目

標，至 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費量將可達整體能源消費量 15％。
172 

伍、 以合作替代對抗 

中國經濟崛起需要能源支援，由中國在全球石油的戰略佈局作為可以發現，

中國因為對石油龐大的需求，不得不在全球爭取更安全的石油保證，然而中國的

行動卻造成全球地緣政治和經貿策略的改變，已使世界局勢出現微妙變化。在中

170 王勇，《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台北：秀威資訊，2007 年 12 月)，頁 495。 
171 Clini Corrado, Musu Ignazio and Gullino Maria Lodovic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periences and Case Studies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June 30, 
2009), p.220. 

17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集 2005 年度下冊》(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

2005 年 9 月)，頁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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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積極維持經濟成長的幅度狀況前提下，中國仍將持續在全球各主要石油產區進

行戰略佈局，也必將引起國際局勢的連鎖反應。 

隨著中國的經濟能力大增，為確保石油的安全保證，中國積極在亞洲、非洲、

中亞與拉丁美洲各石油產油與相關國家在資源、能源方面的合作，顯示中國既是

能源生産大國，同時也是能源消費大國，中國的持續發展需要長期的能源保證。

因此採取拓展能源外交，利用和平與經濟的外交手段促進國內發展，同時，近年

來在外交領域的努力與世界各國建立的能源關係，更加強化與鞏固中國的世界地

位。以現階段的結果看來，能源外交在中國外交作為中十分成功，也顯示石油戰

略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上升。當中國經濟勢力抬頭，中國高層逐漸正視到石油能源

將是關係未來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於是透過能源外交持續向中東、中亞乃至於

非洲展開油源開發觸角，在能源安全的需求下，採取經濟、外交等手段鞏固能源

政策，也因此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國能源威脅論」之隱憂，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

壯大，資源安全與經濟發展將不僅是中國，更是全球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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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美石油戰略與我國國家安全 

第一節 中、美石油戰略競合情勢 

中國採取外交、商業投資等手段貫徹「走出去」戰略，積極在全球進行能源

佈局，已經引發美國的憂慮。美國認為中國在全球各重要的石油產區或國家對石

油的佈局作為，將對世界能源及局勢產生影響，更對美國的利益造成明顯威脅，

尤其中國在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地區積極進行石油的戰略作為，在美國看來，是

「侵入」美國傳統的經濟地帶，挑戰美國主導權的行為，已對美國現存的利益造

成損害。中國走出去戰略所形成在全球進行的石油佈局，已成為美國政府密切關

注的焦點。做為全球兩大石油消費國，兩國將石油及能源議題提升為戰略層級的

競爭與合作關係，使全球的局勢隨中美的競合關係產生變化。 

中國自 1993年即已出現石油短缺，強烈需求使中國快速成為石油進口國；

2003年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僅次於美國）；中國於 2010

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費國。由於中、美兩國每天約消費原油 2,820

萬桶石油，接近世界原油消費量的三分之一。1全球石油需求的增加，多數來自

中國發展的需求，對於中國而言，獲得石油安全的保證與維持經濟發展同等重

要，在這一關鍵因素下，即不難解釋中國積極在全球進行石油戰略佈局的動機。 

2004年 9月起全美安全委員會(The National Safety Commission)對中國

能源安全與美國政策的影響為題進行討論，透過密集的討論以廣納各方意見。從

2005年 6月到 9月的短短 3個月時間裡，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針對中國的聽證會就多達 3次，其密度甚至超過

同期該委員會對有關伊拉克政策的討論。2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能源問題在這幾

場報告會上都是關注的焦點，而其背後則隱約出現美國國內有關「中國石油威脅

1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p2. 
2 Kaim, Markus, Great Powers and Regional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sian Gulf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 22 August, 2008), pp.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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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陰影。其中對中國與拉美的戰略投資，更使保守派的人士認為，中國與拉

美的經濟聯繫持續增溫，將對美國在拉美的影響與利益構成嚴重的未來威脅。3 

美國保守派的學者同時認為，「中國正在利用拉美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

導地位，中國把那些利益和價值觀方面與美國不同，甚至對美國懷有敵意的國

家，組成一個第三世界的集團」。4因為當發生區域衝突或影響地區安全的狀況

時，中國將採取行動，保護在拉美投資的利益，而中國的應變作為，將會嚴重影

響美國在拉丁美洲地區的戰略利益。中國在拉丁美洲積極的全方位佈局作為，已

經獲得明顯成效，由於美國近年關注的焦點主要在中東與亞太地區，間接忽視持

續經營與拉美地區多數國家的合作及戰略關係，在面對中國深耕拉丁美洲的趨勢

下，已產生對美國優勢地位造成威脅與隱憂的疑慮，美國政府則積極制定對拉美

的新戰略，期望透過擴大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幫助友好美國的拉丁國家持續

發展，建立更加緊密的安全合作關係，以便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2005年 9月 6日，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華盛頓表示：

「他不清楚北京的能源交易有多少是由新的中國石油公司還是政府的「戰略計

畫」推動的。同時美國認為中國和中東的伊朗、非洲的蘇丹、拉丁美洲的委內瑞

拉等美國認為屬於「麻煩製造者」的國家進行交易，在高風險的狀況下，中國無

法有效保證可以從上述國家獲得能源供應的安全保障。」5縱然如此，除了中國

在美國後院的大規模佈局行動外，中國對於中亞的經營也頗具成效，其中更以裡

海周邊產油國更是積極佈局的重點。 

中亞位居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誰控制中亞，誰就能在全球能源的競爭賽局

中掌控先機。中國與中亞的塔吉克、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等產油國直接接壤，與裡

海周邊的烏茲別克、土庫曼等產油國也相距不遠。中亞各國的豐富油藏對亟需大

量進口石油的中國，提供可從陸上油路輸送的新選擇。近年來中國與中亞四國積

3 王勇，《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台北：秀威資訊，2007 年 12 月)，頁 489-490。 
4 王勇，前揭書，頁 490。 
5 曹新元等著，《中國國土資源安全狀況分析報告》(北京：地質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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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合作經由石油天然氣管道，與中國的西氣東輸管道對接(見圖 5-1)。6 

 

圖 5- 1：中國油氣管線系統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中國石油：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1/07/01/001339899.shtml。 

多年來，美國為阻斷中國西部與中亞的石油通路一直積極進行戰略佈局。小

布希時期美國外交政策即逐漸向南亞傾斜，並拉攏印度建立軍事合作夥伴關係，

以圍堵中國南下印度洋和向西尋求石油通路的戰略意圖。7進軍中亞，更是美國

得以掐緊中國陸上油路運輸咽喉的關鍵戰略。自「911事件」後美國以反恐名義

進入阿富汗，順利將美國勢力深入中亞。據 2012英國石油公司統計，裡海周圍

的亞塞拜然、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等國加上俄羅斯擁有全球石油儲量的 9

％，估計約有 1,286億桶的石油儲量。8這是唯一可能無須經由海運就能抵達中

國本土的石油供應來源，如果美國控制中亞，也就控制這些石油的去向，等於關

上了「中國的後門」。 

6 中亞油氣管道與西氣東輸二線管道在新疆霍爾果斯對接後，東到蘇滬，南到香港，通過中國境

內全長 8,704 公里的一條主要幹線和八條支線，向沿線省份和香港輸送能源。資料來源：中國

石油新聞中心網站新聞，「西氣東輸二線保障能源消費」，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1/07/01/001339899.s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3 月 12 日。 
7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出版，2007 年 1 月），頁 67。 
8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BP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2,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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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考量除了石油利益外，同時防範中國與俄羅斯在中亞

地區內的勢力擴張也是重要因素。除了中亞的戰略佈局外，美國的重返亞太政

策，其目的也隱約指向逐漸壯大的中國。依據我國外交部網站統計，亞太地區包

含我國及中國在內共有 38國，其中重要海域計有東海、台灣海峽、南海、麻六

甲海峽、印度洋等，而區域內航線為中東原油輸往亞太各國必經要道，對亞太經

濟安全至關重要(見圖 5-2)。9尤其以東南亞區域內的南海、麻六甲海峽等更是海

上運輸的重要關鍵。近年來以中國為主的各國在南海議題上的爭議，多次造成區

域內國家的情勢緊張而備受國際關注。因此，美國若要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及與各盟國友邦的合作關係，必須提供各國具備有效說服力的證明，以展現其願

意承擔，並且有能力協助各國面對中國日益強大挑戰的保證。在此前提下，「離

岸制衡」安全戰略即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最佳選擇。 

 

圖 5- 2：亞太地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亞太地區示意圖」，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AreaInfo/?opno=1aa74900-ea96-4bcd-a615-f38cc33bb9

86。 

歐巴馬的重返亞太政策也是實踐美國的「離岸制衡」戰略，近年來積極在亞

太地區內（包括日本、韓國、泰國等東協國家及澳洲、紐西蘭）進行軍事合作，

建構海洋安全網，同時在日本、南韓和關島部署兵力及最先進防禦設備，以擴大

9 龐中鵬，〈南海爭端中不容忽視的日本因素〉，《學習月刊》，(2011 年第 17 期)，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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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的安全防線。10上列作為主要目的都是為了維持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

預防區域霸權興起。美國透過上述的戰略部署企圖達到「有效遏制」中國，減緩

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發展的腳步。而中國則強勢主導地區內事務的發展，例

如南海爭議、北韓的核武發展等議題，企圖營造中國在亞太地區是具有實質影響

力的大國。美國政府體認並接受中國在亞太地區甚或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因

為中國挾帶迅速發展的政經力量對亞太地區以及世界秩序已產生深遠影響。 

冷戰後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取代傳統的安全威脅，隨著全球

化效應影響，經濟與資源安全成為全球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因素。中國的改革開

放帶來經濟實力增強，在國際社會上的政治影響力日漸崛起，強大的政經實力使

中國取代冷戰時期的蘇聯成為美國的「假想敵」。「911事件」改變美國政府的中

國政策，放棄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並調整政策方向，企圖促使中國成

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與利益相關的參與者。11中美之間的競爭轉變成在經濟、政

治、安全及文化等全方面的利益關係，雙方為求共同利益，都希望保持亞太地區

的和平與穩定，因此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成為中美關係的推動重點。 

近年來藉由對話與合作機制，使美中關係進入成熟與穩定的階段，雙方致力

於擴大共同利益、減少分岐，妥善處理摩擦。另一方面美中經貿的相互依賴程度

持續強化，成為雙方互動及關係穩定的重要基礎，同時兩國已建立包括各級戰略

對話、熱線聯繫、軍事磋商、人權對話、反恐與防核子擴散交流、避免海上危機

及海上通道安全等幾十種交流平台或機制，並在經貿合作方面加強合作，透過中

美高層領導人的互訪，也強化兩國的戰略伙伴關係。 

中美兩國的交往也從過去的政治、經濟、文化層面逐步拓展到戰略安全和全

球議題。中美兩國建立包括兩國領導人「熱線」和多層次的戰略對話與危機管理

機制，近十年來中美兩國透過高層互訪，拉近關係，並提供兩國在遇到重大問題

10 Steve Chan, Looking for Balanc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wer Balancing in East Asi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28-229. 

11 王緝思、倪峰主編，《美國在東亞的作用觀點、政策及影響》（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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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能及時進行溝通，使兩國政府有能力將摩擦把握在可控範圍之內。12 

表 5- 1：近十年中美高層互訪表 

時間 概要 影響 
2003 年 

6 月 1 日 
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
會議在法國舉行，期間胡
錦濤與美國總統小布希
會面。 

胡錦濤重申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在談到北
韓問題時，兩國領導人表示，雙方將致力於維護朝鮮
半島的和平穩定支持無核化，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問題
並持續保持溝通與合作。 

2003 年 
10月19日 

APEC 第 11 次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在泰國舉行，期
間小布希與胡錦濤會面。 

雙方就中美關係及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小布希
認為，良好的美中關係對美國很重要，並將繼續致力
於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 

2004 年 
11月 20日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
議在智利舉行，期間胡錦
濤與小布希會面。 

雙方肯定兩國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取得的積極進展，
並將繼續加強合作以及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磋
商與協調。 

2005 年 
9 月 13 日 

胡錦濤出席在紐約舉行
的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會
議時，與小布希會晤。 

雙方表示將增進互信，加強合作，共同致力於發展中
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 

2005 年 
11月 19日
至 21 日 

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與來訪的小布希舉行
正式會談。 

就中美關係和國際與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兩國一
致同意，增進瞭解，擴大共識，加深互信，全面推進
21 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 

2006 年 
4 月 18 日
至 21 日 

APEC 第 11 屆領導人會
議在新加坡舉行，期間胡
錦濤與小布希會晤。 

中美雙方一致認為，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方面擁有廣泛而重要的共同戰略利益，良好的中美關
係對維護和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發展具有戰略意義。 

2006 年 
7 月 16 日 

G8 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
話會議在俄羅斯舉行，期
間胡錦濤與小布希會晤。 

中美願意共同努力，拓展兩國的共同利益，加強雙方
在經貿、能源、防務、反恐、防擴散等各領域合作，
妥善處理兩國敏感問題，推動中美關係繼續向前發展。 

2006 年 
11月 19日 

APEC 第 14 屆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在越南舉行，期
間胡錦濤與小布希見談。 

雙方同意中美應該就事關世界和平穩定和全人類共同
利益的重大問題加強對話，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妥
善處理分歧，推動中美各種戰略對話和各層次交往。 

2007 年 
6 月 8 日 

G8 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
話會議在德國舉行，期間
胡錦濤與小布希會談。 

小布希表示，中國經濟實力快速成長為國際社會所關
注，雙方同意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是妥善解決兩國經貿
摩擦的主要方式，應該繼續下去。 

2007 年 
9 月 6 日 

APEC 第 15 屆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在澳洲舉行期
間，胡錦濤與小布希見
談。 

雙方同意中美關係應積極推展，兩國高層保持經常性
溝通、戰略經濟對話和戰略對話機制，各領域務實合
作有效推進，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保持良好溝通
和協調。 

2008 年 
7 月 9 日 

G8 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
話會議在日本舉行，期間
胡錦濤與小布希會談。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胡錦濤表達感謝國際提供的
援助，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支持和幫助下，中國
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克服困難，重新建設。 

2008 年 
11月 21日 

APEC 第 16 屆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在秘魯舉行，期
間胡錦濤與小布希見談。 

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
進世界經濟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
題深入交換意見。 

2009 年 
4 月 1 日 

G20 高峰會在倫敦舉
行，期間胡錦濤與歐巴馬
舉行首次會晤。 

雙方就中美關係、如何應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及
其他共同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雙方一致同意
共同努力建設 21 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 

2009 年 
9 月 22 日 

在紐約舉辦的聯合國峰
會期間，歐巴馬接見到美
出席會議的胡錦濤。 

雙方會談內容為致力中美貿易合作，並在國際金融危
機、氣候、糧食、核武、傳染性疾病防治等全球性問
題上共同合作，此外也加強兩國的人文交流。 

2009 年 
11月 17日 

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與來訪的美國總統歐
巴馬舉行正式會談。 

雙方發表《中美聯合聲明》，並加強中美關係、促進高
層交往、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建設全面互利的經濟
夥伴關係、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合作以及擴展人文
交流等方面持續努力。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整理，自行繪製。 

12 倪世雄、王義桅主編，《中美國家利益比較》(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 6 月)，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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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美高層領導人互動最多的一年，小布希與胡錦濤先後在莫斯科、

紐約、華盛頓、首爾和北京進行 5次會晤。雙方的密切互動使中美兩國在政治、

經濟、軍事等方面充分溝通，為了提升合作與互動，雙方更建立中美定期高層政

治與戰略對話機制，使兩國的對話機制從原有的在經貿、科技、反恐、防擴散等

工作層次的定期會晤磋商機制和「危機處理」的模式，提升到全球戰略層次。 

「911事件」造成的影響層面，除對全球政治與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外，同

時也因此改變美國傳統的戰略思維，區域安全成為維持國際秩序的主軸。美國對

於傳統戰略思維因恐怖攻擊的影響而調整、改變，對於亞太地區戰略，尤其與中

國的政策更因此而修正。儘管中美雙方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但兩國也在利益的

衝突、戰略目標的差異、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不同，造成相互間的誤解與懷疑，

成為雙方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的主要障礙。在經濟利益的考量下，中美的戰

略伙伴關係，從國際競爭轉為商業競爭，尤其在中美石油戰略的佈局上，更出現

多次的交手。13 

表 5-2：2012 年 7 月世界經濟展望對中美經濟成長預測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美國 3.0 1.6 2.0 2.3 
中國 10.4 9.2 8.0 8.5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2 年 7 月。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2012年 7月 16日發布的 2012年 7月《世界經濟展望》

(World Economic Outlook)資料顯示，201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降至 3.5％，2013

年為 3.9％，全球經濟依然脆弱，亞洲經濟仍存在嚴重的下修風險。歐元區債務

危機沒有完全解決，該地區的金融動盪與政治不穩定狀態仍可能持續加劇，並向

全球傳播，而地緣政治的風險將進一步推高能源價格。相對於 2012年 1月發佈

的《世界經濟展望》資料對比，原先預測中國的經濟成長在 2012年將可達 8.25

％，同一資料在 7月份發布時已經下修至 8％，顯示全球經濟現況對中國經濟發

展仍然造成影響。但預測還是強調 2012年下半年以及 2013年，中國經濟可能重

13 鄭宇碩、孔秉德，《1997-1998 峰會後中美關係之發展》(香港：中文大學，1999 年 10 月)，頁

1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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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速，而 2013年的經濟成長將達到 8.5％。14 

中國在 19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國內人

口增加和資源消費遽增的趨勢，帶來的後果是出現中國國內能源嚴重短缺的現

象。1995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為 7.6％，2003年增加到 34.57％，預計 2020

年將超過 60％。15因此對於資源需求的已是迫切的危機，中國北京當局格外重視

能源的供應安全。 

由於繼續開發和利用本國能源自足已經遠遠不夠，發展替代能源又緩不濟

急，中國只能把目光轉向國外市場，尋求更多的石油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

制定「向外走」全方位的能源戰略，近年來持續積極對外爭奪能源，除加強與中

亞、中東、非洲等產油國互動能源外交外，更強調以合作取代對抗，採用併購、

收買等方式試圖掌握資源安全需求，中國的政策影響全球能源的流動，中國的資

源戰略已在國際能源事務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第二節 中、美國石油競合情形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美兩國的競合情形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及外交等各

領域，而中美競合情形也多半圍繞在以石油為主的能源競爭中，並隨著國際情勢

的變化，呈現不同的競合局勢。因此，本節將以石油為主因，著重中美兩國在世

界各主要石油生產區的戰略佈局，並透過雙方在現今國際情勢發展現況的競合情

形，進行分析與探討。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與進口國，伴隨中國經濟起飛而來的龐大能

源需求，為確保能源的安全供應，中國石油企業積極在全球各主要資源生產區進

行戰略佈局，中國在世界能源領域的擴張行動，已經引發美國的關注與擔憂。16近

年來中國在伊朗、蘇丹等國建立能源合資企業，美國認為在全球日漸緊繃的能源

1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2, Overview of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Projections, April 2012, p.2. 

15 崔民選，《2006 中國能源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 4 月)，頁 127。 
16 王勇，前揭書，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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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中，中國為了滿足日益擴大的能源需求，採取國有企業對全球能源產業的商

業投資手段，將會造成全球能源遭到中國壟斷與控制，不利於全球穩定與發展。

為了能夠緩解可能發生的危機，中美兩國積極透過雙方的對話機制，企圖達成共

識。 

在中美能源問題對話方面，能源安全問題納入 2005年中美外交事務副部長

級首次戰略對話；2005年 7月中美兩國政府在華盛頓舉行首次能源政策對話，

議題包括清潔能源、石油天然氣、核電、節能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內容。中美

雙方一致同意，將提高能源效率和發展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作為未來兩國能源

合作的重點領域。主導中方對話的中國發展改革委員會認為，中美兩國在能源領

域面臨雖然許多共同挑戰，但合作潛力很大，因此加強雙邊交流對增進互相理

解、擴大互利合作、維護中美兩國能源安全和促進世界能源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

大意義。17 

2006年 9月中美兩國舉行第二次能源政策會議中，中方提出願意加強與美

國公司以及其他國家的合作，共同參與國際能源的探勘與開發。中美企業間的合

作包括油氣探勘與開發、煉油化工、能源生產裝備等領域。而美國與中國同樣面

臨嚴峻的能源挑戰，雙方加強在能源安全的合作，符合彼此的利益，也有利於世

界的能源穩定。18 

然而中美雙方近年來的互動關係，仍無法擺脫歷史上的因素，美國長期扮演

國際霸權與仲裁者的角色，相對於中國卻在近一世紀來遭到西方列強的欺凌，導

致泱泱的東方大國受到制約。但是現在中國已經壯大，不在是過去那個衰弱的中

國，已經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因此中美兩國在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也表

現在各種國際事務上，中美雙方除了在能源議題上採取合作外，在政治、經濟、

外交與軍事等各領域上，仍然著眼在各自的利益考量，呈現出各種不同程度的競

合關係。 

17 王勇，前揭書，頁 495。 
18 王勇，前揭書，頁 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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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政治與外交競合 

2001年 9月 28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1373號(反恐)決議案後，19美國因反

恐逐步走向單邊主義。然而，反恐行動必須依賴各方參與及共同建構的協商機

制，透過各方決議建立在共識基礎上的行動，才能發揮成效。因此「911事件」

發生後，美國即以強勢的國際地位推行單邊主義與多邊合作並行的方針，一方面

在未獲得聯合國的授權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另一方面以反恐為由，主動調整

與各大國的關係，並稱俄羅斯與中國為「反恐盟友」。20 

中國在「911 事件」發生後初期，雖表明斥責恐怖主義之暴行，但仍抱持傾

向美國依據聯合國憲章行事的主張。然而，中國考量現實的國際利益與政治現

況，在反恐議題上與美國合作是最佳的戰略選擇，最後中國的決策是採取：「趨

利避害」和「去異求同」的決定，也就是盡量強化與美國的合作面，並淡化兩國

之間的對立衝突面。21 

小布希政府承認和接受中國正在崛起的事實，美國政府認為加強對中國的接

觸與互動才能符合國家利益，並依此對中國政策積極思考和評估並做出調整。

「911事件」後，美國放棄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的思維，採取「需要選擇與

中國合作」、「促使中國成為這個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與美國

「共同經營國際秩序、共擔風險和責任」、「共同迎接新世紀的挑戰」的戰略。22 

2008年歐巴馬接任美國總統時，面臨來自國際金融風暴的挑戰，為了挽救

美國經濟，歐巴馬採取倡導「全面接觸戰略」，除鞏固傳統盟友關係外，尤其強

19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遭受恐怖攻擊後，聯合國隨即通過第 1373(2001)號決議，並指「911 事

件是恐怖行為，如同任何國際恐怖主義行動，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並要求各國對可

能發動恐怖攻擊的個人、團體、組織及其資產採取相應行動，以阻止恐怖主義的蔓延，並設

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此後打擊恐怖主義成為全球共同的義務與職責。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Legal Dept, Suppressing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A Handbook for Legislative Drafting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4), p.15. 

20 李明正等著，《國際關係》(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5 月)，頁 289-290。 
21 蘇進強主編，《九一一事件後全球戰略評估》（台北：台灣英文新聞，2002 年 9 月），頁 49。 
22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中關係是我們戰略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們歡迎一個強大、

和平而繁榮的中國的出現。」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 2005 年 9 月 21 日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的講話。邱子軒，《龍鷹共舞-中共與美國海事安全互動》(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 11 月)，

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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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深化與新興力量合作。因此採取「與中國做朋友，共同面對全球挑戰」的戰略

手段成為歐巴馬就職後的選擇。23更於 2009年 11月中旬赴中國訪問，與中國國

家主席胡錦濤會面，雙方共同發表「中美聯合聲明」內容包含強化中美關係、建

立和深化雙邊戰略互信、經濟合作和全球復甦、地區及全球性挑戰及氣候變化、

能源與環境等六大共識。24 

然而隨著中國政經實力的發展，中美關係的發展對美國經濟、就業和日常生

活的衝擊更全面的引起美國公眾的關注。「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中國機

遇論」成為近年來美國媒體、學術界和公眾最為關注的議題之一。美國的政策目

標是中國能夠繼續作為經濟的夥伴，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並扮演世界上良

善的力量。美中兩國除了雙邊議題亟待解決外，在區域安全與全球議題方面，也

亟待磨合以尋求可能的合作或妥協空間，其中包括朝鮮半島、伊朗核武、南海自

由航行及區域安全等問題。中美兩國在國際間的競合關係，在各地區的地緣政治

上出現既競爭又合作的現象。 

一、 亞太區域競合 

1989 年亞太經合會（APEC）成立之後，所謂的「亞太地區」的名詞已漸漸

被國際接受，「亞太地區」係指涵蓋整個環太平洋地區，包括亞洲太平洋部份、

大洋洲、澳洲、拉丁美洲、美洲環太平洋部分及其周邊的島嶼。25區內約有近 40

個國家，亞太地區也是全球經濟近年來發展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其中中國是世界

第 2 大經濟體，經濟實力再加上政治與軍事力量的擴張，中國成為亞太地區的政

治大國。近年來中國為了獲得經濟持續發展的保證，積極透過經貿活動，結合外

交手段，以期能將其影響力整合到地區經濟體系和全球政治體系中。在外交上中

國也配合經濟實力輔助，以經濟力量進而換取政治上的利益與外交上的優勢地

位。 

23 崔立如等編，前揭書，頁 243。 
24 中國政府網，「中美聯合聲明」，http://www.gov.cn/jrzg/2009-11/17/content_1466607.htm，瀏覽

日期 2012 年 9 月 17 日。 
25 邱稔壤、柯玉枝，《國際反恐與亞太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5 年 4 月)，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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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亞太地區的外交作為，中國是採取「大國外交戰略」及「睦鄰友好外交」

的兩手策略。而中國積極執行「睦鄰友好外交」，主要是爲了防範美國在亞太地

區對中國採取的「圍堵策略」，因此積極拉攏周邊國家，增進東亞各國對中國的

信任，爭取區域的主導優勢，並透過「有所作為」的策略，以尋求穩定周邊環境

和抗衡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勢力。26在太平洋對岸的拉丁美洲也是中國積極經營的

地區，依據 2005 年《中國外交白皮書》顯示，中國對拉丁美洲、非洲、東南亞

等國家採取「經濟外交」，憑藉目前的優勢國力持續對該等國家投注更多的「外

交資源」。27除了獲取政治上的利益外，拉丁美洲的天然資源也是中國積極開發的

目標。 

全球化的影響加速全球的區域整合，同時亞太區域整合也持續發酵中，近年

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力大幅提升，對亞太地區現有權力結構已產生重大影

響。中國利用大國外交手段，在亞太地區採取推動東協加一「ASEAN+1」架構

的合作，已在 2010 年成功建立自由貿易區，而 2013 年「東協加三」也將成為區

域合作的主要架構。28除東協組織外中國也積極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東亞高

峰會」、「召開六方會議」、「博鰲論壇」及「防止核武擴散」等各種區域合作，積

極尋求對外和諧與發展的外交戰略，以確保在亞太安全環境中的大國地位，並維

護戰略安全利益。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帶動中國政治的影響力，已經對區域內國家造成影響，

使亞太地區的合作模式也出現微妙變化。亞太地區近年的重要改變，顯示中國已

經成為亞太地區具備實質領導力及影響力的區域大國。中國龐大的經濟力量，透

過積極的商業行為，對地區內的國家與企業形成強力的磁吸效應。甚至在能源佈

局與資源戰略的成功運作下，中國成功整合包括能源及等工業原料供應鏈，促使

地區內跨境合作日趨增加，也間接提高中國在地區內的地位。 

26 楚樹龍、耿秦主編，《世界、美國和中國：新世紀國際關系和國際戰略理論探索》(北京：清華

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0 月)，頁 407。 
27 翁明賢等編，《新戰略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8 月)，頁 516。 
28 邱垂正，《兩岸和平三角建構》(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 4 月)，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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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亞太地區主要區域合作組織 

組織名稱 參與國家 成立目的 成立時間 備註 
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Nations, 
ASEAN）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
律賓、汶萊、越南、柬埔寨、緬甸、
寮國。 

安全、對話
並推動東協
自由貿易區   

1967 年 東亞區
域整合
核心 

太平洋盆地經濟理
事會(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 ) 

中華民國、美國、澳洲、汶萊、加拿
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厄瓜多、
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墨西哥、紐西蘭、秘魯、菲律賓、新
加坡、太平洋島嶼論壇、泰國與越南 

參與者共同
討論亞太區
域的現勢發
展與政策 

1968 年 我國、中
國、美國
均參與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
事會(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PECC) 

中華民國、中國、俄羅斯、澳洲、秘
魯、菲律賓、哥倫比亞、加拿大、韓
國、馬來西亞、美國、墨西哥、日本、
泰國、汶萊、新加坡、紐西蘭、印尼、
越南、智利，以及香港、南太平洋島
國以及法屬南太平洋領地。 

加強經濟合
作，以充分
發揮太平洋
周邊國家的
潛力。 

1980 年 我國、中
國、美國
均參與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 APEC) 

中華民國、美國、中國、東協十國(扣
除柬埔寨、緬甸、寮國)、澳洲、加拿
大、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香港、
日本、韓國、墨西哥、蒙古、紐西蘭、
秘魯、太平洋島國論壇、法國。 

貿易、對話 1989 年 美國、中
國及我
國均參
與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貿易、對話 1991 年 美國主
導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
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CSCAP ) 

中華民國、美國、澳洲、文萊、柬埔
寨、加拿大、中國、印度、印尼、日
本、北韓、韓國、馬來西亞、蒙古、
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菲律賓、
俄羅斯、新加坡、泰國、越南和太平
洋島國。 

貿易、對
話、安全 

1993 年 我國、中
國、美國
均參與 

東亞區域論壇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目前成員包括東協十國、中國、日
本、南韓、紐西蘭、澳洲、印度、美
國、加拿大、俄羅斯、蒙古、北韓、
巴布紐幾內亞、東帝汶、巴基斯坦及
歐盟。(共 25 國)  

安全、對話 1994 年 中國、美
國及歐
盟均參
與 

博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 

我國、中國、東協十國、澳洲、孟加
拉、印度、日本、伊朗、哈薩克、吉
爾吉斯、蒙古、尼泊爾、巴基斯坦、
韓國、斯里蘭卡、塔吉克、土庫曼及
烏茲別克。(共 26 國) 

貿易、對話 1999 年 我國、中
國均參
與 

東協加三(東亞經濟
共同體) 

東協十國+日本、南韓及中國 貿易、安
全、對話 

2010 年 中國參
與 

東協加六 
(包括東亞高峰會及
東亞 FTA 倡議) 

東協十國+日本、南韓、中國、印度、
紐西蘭及澳洲。 

安全及對話 2010 年 中國參
與 

泛太平洋戰略經濟
夥伴關係協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美國、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
澳洲、日本、馬來西亞、秘魯、越南、
墨西哥及加拿大。(共 12 國) 

貿易、安全 2011 年 美國主
導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整理，自行繪製。 

美國面對中國對其區域地位的挑戰，也積極利用美國是太平洋周邊國家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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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營造在地區內的正當性，同時也參與區域內各種組織的事務。亞太地區相關

的區域合作組織，主要目的以促進亞太地區經濟合作、軍事安全、文化交流等全

方位的合作為主，透過貿易、安全或對話機制運作，近年來也成為區域內主要的

協調管道。亞大地區組織透過表 5-2 以表格方式呈現，可更清楚觀察參與國家以

及區域整合形式目的。 

近年來，中國積極與亞太地區各國建立的友好外交關係，主要是基於中國試

圖掌握在亞太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優勢。雖然中國與亞太地區內國家的互動關係，

目前朝向積極且全面性的發展，然而面對中國強大的政經壓力與軍事擴張的威

脅，對亞大地區內的國家而言，多數國家仍然較為期望美國能夠在亞太地區，做

為制衡中國擴張的主要力量。 

亞太地區的合作組織中，於 1967 成立的東南亞國協為亞太地區最早成立的

區域組織，近年由於區域內各國合作關係的日漸緊密，遂於 1992 年東協國家開

始推動在 2007 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成員由東協國家，加入中國、

日本、韓國等國組成；29除東協組織外，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為地區內最大的國際合作組織，主要功能以

促進亞太地區經濟成長、合作、貿易及投資，最初於 1989年成立，目前有 21

個成員經濟體。30 

由於我國是 APEC 的會員國，而 APEC 在推動區域合作功能上也設有多種不

同取向的組職，以推動不同領域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ECC)，設立的目的為促進 APEC 事務推動，其主要的功能為整合亞太區域各

國的理念溝通與政府間的協調事務，並藉此連結亞太地區各國的互助聯繫。由於

亞太地區擁有各類型的國際合作組織，因此間接促成地區內國家的合作，有效維

持地區的穩定與發展。31 

29 Mori, Kazuko and Hirano, Kenichiro, A New East Asia: Toward a Regional Community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July 31, 2008), pp.93-94. 

30 Mori, Kazuko and Hirano, Kenichiro, A New East Asia: Toward a Regional Community, op.cit p.234. 
31 Mori, Kazuko and Hirano, Kenichiro, A New East Asia: Toward a Regional Community, op.cit 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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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2 年開始，東南亞國協(ASEAN)以及未來積極持續推動的東協自由貿

易區、東協加 3、加 6 及東協共同體，成為近年亞太地區最積極的區域組織，可

以預見未來東協也將是地區的核心組織。中國在東協中所扮演的角色顯示在組織

中與東協各國關係的密切，已具備足夠的影響力，對美國形成威脅。而美國也在

積極介入地區的事務，其中「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在美國持續的推

動下，未來也將在亞太地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32 

在亞太區域整合過程中，中國近年來扮演重要的主導關鍵角色。中國的崛

起，對亞太地區多數國家而言，雖然因經濟的磁吸效應，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

卻同時也提供新的機會。現階段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在以中國主導的亞太區域

整合中，已經出現微妙的變化。2012 年起美國藉由 TPP 重回亞太地區的動作愈

趨積極，未來在亞太地區中國及美國的競合關係，亦將影響亞太區域整合之發

展，也牽動地區的秩序。 

二、 中亞地緣政治 

中亞地區傳統均被視為俄羅斯的後院，中亞豐富的資源與位居重要的戰略地

位，使中亞的地緣政治競爭展現在政治、權力、資源及安全等面向，蘇聯尚未解

體前完全獨佔中亞地區與裡海的資源，並建設密集的鐵路運輸、瓦斯及石油管

道，甚至航空運輸全都以莫斯科為中心相向外擴散，因此透過通路(access)的嚴

密掌控，使中亞地區在蘇聯解體前仍能維持區域的穩定。332001年「911事件」

的影響，美國藉由「反恐戰爭」介入中亞地區的政治、軍事與經濟活動，自從美

國進入中亞後戰略形勢為之丕變。2003年 3月 20日美國在沒有獲得聯合國的授

權狀況下，發動伊拉克戰爭，34其基本的戰略目標仍在於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石油。

但真實的國家戰略意義則是透過控制中東及中亞地區的石油資源，穩定美國的國

家利益。同時利用該地區的戰略位置，發揮牽制俄羅斯及中國崛起的力量，以鞏

32 Ali, S. Mahmud, Asia-Pacific Security Dynamics in the Obama Era: A New World Emerging (Oxon: 
Taylor & Francis, August 25, 2011), p.121. 

33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大國政治》（台北：立緒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頁 184。 
34 Schoenbaum, Thomas 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ath Not Taken: Using International Law to 

Promote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ne 30, 2006},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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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及軍事優勢的全球霸權地位。 

由於目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尚未完整建構在海外可供投射的戰略力量，無

法確保自海外購入石油的運輸線路安全，透過建立輸油管線成為中國最有利的選

項之一。中亞地區蘊藏的大量石油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極大吸引力，為了建構

能源安全防線，中國在中亞投注大量的經費，建設石油管線以強化石油安全的保

證。然而在輸油管線建設過程中，通常會遭遇地主國維護利益與國家安全的考

量。由於輸油管線路經地主國，且基於主權國家互不干預的原則，即使是管線的

所有國，亦無權派兵保護管線運輸安全，僅能依靠地主國保護，且地主國對輸入

與輸出境內的物資具有課徵關稅的權力，故提供輸油管線的地主國其國際地位和

對相關國家建設油管的議價籌碼將隨之大增。因此在中亞石油相關議題外，中國

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俄羅斯等國也常因邊界及鋪設的輸油管線發生爭

執。35 

在能源安全問題上，俄羅斯並非中國可靠的盟友，而在美國積極固化中亞勢

力的情況下，中國與哈薩克合作興建的陸上輸油管道，「中哈石油管道」亦不能

完全保證中國進口石油的安全，中國的能源安全依然壟罩在美國單邊主義的霸權

陰影下。「911事件」後中國受到美國勢力伸入中亞的刺激，同時與俄羅斯合作

的石油管道因日本介入而失利。36中國面臨來自不同領域的挑戰，加上國內龐大

的石油需求與壓力，中國開始發揮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SCO）的功能，期能透過與中亞地區各國的合作，以

獲取能源安全的保證。37 

由於宗教、文化和歷史的因素，美國在中亞的影響力相對有限，而敵視美國

的勢力則根深蒂固。總體而言，石油與維持中亞的地區安定及根除恐怖主義的威

35
 劉富本，《國際關係》(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196。 

36 2003 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積極游說俄羅斯總統普丁，將興建中的石油管線，由原來從西伯

利亞安加斯克（Angarsk）到中國黑龍江省的大慶油田「安大線」計畫，改成由日本出資，從

安加斯克到納霍德卡港（Nakhodka）的「安納線」計畫，由於日本提出優厚條件，俄羅斯基

於利益考量採取日本提議，輸油管道由安納線取代安大線計畫。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石

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台北：財信出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154-155。 
37

 許湘濤，《俄羅斯及其周邊情勢之研究》(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 2 月)，頁 135-140。 

2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脅，符合中美雙方在中亞的共同利益。因此中美兩國在本地區出現既相互約制又

利益交叉的態勢，可預料的是這種狀態將持續維持。阿富汗戰爭後，美國以打擊

恐怖主義勢力為由，企圖長期經營中亞，未來勢將面對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及上合

組織的軍事力量競爭。為此，若美國可以尋求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或協調，甚

至加入該組織成為會員國，將有助於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業與地區安全。38 

相對美國的先天弱勢，中國則對中亞佔有地理上的優勢。冷戰結束後，俄羅

斯對中亞的影響力明顯大不如前，在俄羅斯弱化的同時美國和西方國家也趁機開

始積極介入中亞事務。中國則透過上海合作組織作爲與俄羅斯及中亞國家發展各

領域關係的平台，積極擴大在中亞的影響力，希望藉以平衡或減低美國在中亞地

緣戰略上的作為，並且維護中國在中亞的石油權益。39另一方面，中亞產油國多

與中國直接接壤，石油運輸管道除來自裡海及俄羅斯的石油必須跨越鄰國外，從

新疆以後的主要部分則處於中國主權範圍之內，中國若可以成功解決與鄰國的歷

史爭議，將可更有效的建構其安全的石油運輸管線，同時可以發揮日漸茁壯的軍

事力量，確保西部石油通道的安全，獲得中亞地區絕對的地緣優勢。 

三、 中東地緣政治 

美國自二戰後期即全力經營中東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及軍事力量，隨著英國與

蘇聯退出中東舞台，美國仍然在中東屹立不搖。2001年的恐怖攻擊事件，引發

一連串的反恐戰爭，全球在美國的領導下，共同對抗恐怖主義，透過數次的地區

戰爭後，美國的努力獲得重大進展。隨著伊拉克與阿富汗支持恐怖主義的政權被

推翻，中東的局勢除了零星的恐怖攻擊事件以及伊朗與敘利亞的局勢外，多數已

經恢復應有的平靜狀態。中東是美國的「加油站」，更是美國軍力對外投射的中

繼地。2012年的民主化運動時，造成中東地區的局勢動盪，但在美國總統不願

過度涉入中東事務的原則下，選擇較為溫和的作為處理此次的地區事務。透過歐

38 許湘濤，前揭書，頁 140。 
39 邱稔壤、柯玉枝，前揭書，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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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馬政府處理中東事務的細膩手段，顯示美國仍然重視在中東利益的維護。40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在 2012年 6月的資料，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約 1,512

億桶，約佔世界總儲量的 9.9％，居世界第 4位。目前伊朗是世界第 4大石油生

產國，2010年伊朗是全球 3大石油出口國，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及俄羅斯，由

此可見伊朗的重要性不言可喻。412011年 11月 8日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公布一份

調查報告，提供「可信」證據顯示，證實伊朗正在研發核武，再度引發波斯灣局

勢的緊張。42 2012年 1月 23日歐洲聯盟 27個會員國外長，在比利時首都布魯

塞爾舉行的歐盟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通過針對伊朗

實施石油禁運。禁運令的範圍包括禁止會員國由伊朗輸入及轉運原油、成品油和

石化工業產品，也不可替伊朗的石油貿易提供融資與保險服務。另外決議歐盟會

員國將凍結伊朗央行在歐盟的資產，以確保合法交易必須在嚴格監控的條件下進

行，並凍結伊朗中央銀行在歐洲的資產，希望能夠迫使伊朗就核子計劃重返談判

桌。43 

2005年以來，美國與北約盟國運作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4輪制裁案，企圖阻

絕國際社會對伊朗供應推動核武計劃的人才、財力、技術、裝備和原料。44然而

現況顯示聯合國的制裁效力相當有限。2012年的制裁行動雖然西方國家拒絕購

買伊朗石油，但中國和印度依舊是伊朗原油外銷的大宗。 

對擁有聯合國安理會席次的中國，為了保護在伊朗投資的利益，多採取對伊

朗袒護的態度，甚至由中國國營企業協助伊朗軍事現代化，提供伊朗研發核武和

彈道飛彈所需技術和原料。45美國於 2011年要求行政部門懲罰這些中國企業，國

會並通過一系列授權的法律，促使歐巴馬政府決定對協助推動伊朗核武計劃的中

40 陳喬，〈茉莉花與石油的難解習題〉，《商業週刊》，(2011 年 3 月 3 日)，頁 143-144。 
41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ran Background,”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IR,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42 Robert E. Williams Jr., Arms Control (Santa Barbara: ABC-CLIO, May, 2012), P.183. 
43 資料來源中央社新聞網站：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201240009.aspx。 
44 CIA World Factbook, “Introduction Iran,”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ir.html,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45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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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業採取制裁行動。2011年 9月美國財政部專司反恐和金融情報的副部長戴

維.科恩(David .S .Cohen)訪問中國，明確警告北京當局：「中國許多銀行和金

融機構不得再與伊朗對口往來，否則將受到制裁。」46而中國能源公司，如中國

國家境外石油公司和中石化集團，多與伊朗簽訂長期合約，協助伊朗開發天然氣

和油田，其附屬公司在美國上市，都是美國法律制裁的對象。對此制裁行動嚴重

傷害中國在伊朗的利益，也對中國企業在伊朗的投資造成嚴重影響。 

沙烏地阿拉伯與波斯灣國家都深怕伊朗變成核子強權，阿拉伯傳統政權也深

受伊朗聖戰革命的威脅；在中東，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利用宗教上的仇恨，仇視美

國，希望美國勢力退出中東地區，更藉由阿拉伯人與以色列的宿仇，亟欲消滅以

色列。47美國身為國際強權，加上中東的龐大利益，因故美國絕不可能退出中東。

而以色列多年來希望建立在中東地區的絕對優勢軍力，以抵禦阿拉伯國家對以色

列國家安全的威脅，其中伊朗與以色列因為宗教信仰的對立與歷史的仇恨因素，

加上兩國邊界的接壤，造成兩國的紛爭延續數十年。以色列與伊朗若發生戰爭，

無可避免會引發區域動盪，而中東、歐洲和美國最終也恐將捲入其中。2012年

的制裁行動是美國與歐洲各國對伊朗採取的強硬政策，其中也要防範以色列對伊

朗核子設施採取類似六日戰爭期間的先發攻擊行動。而伊朗若受到攻擊為了報

復，將可能發動毀滅性的反擊行動，瘋狂攻擊以色列和在中東的美國設施、船隻

和殺害美國公民，進而觸發整個中東地區的戰亂。 

四、 南海主權問題 

南海位於太平洋與印度洋間，北方及東北方毗鄰我國與中國、東面為菲律

賓、西面為越南、南面則接鄰馬來西亞和印尼。由近 260個大小島嶼、沙洲和礁

灘所組成，其分布位置北起北緯 21°附近的北衛灘、南至南緯 3°40’的曾母暗

沙、西起東經 109°30’的萬安灘、東至 117°50’的黃岩島；其中包括東沙群島、

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以及距其約 160海浬的黃岩島；散布海域東西距

46 張旭成，〈制裁中國美國遏止伊核新招〉，《蘋果日報》(台北)，2011 年 12 月 1 日，A17。 
47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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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為 1,380公里、南北距離則達 2,380公里，總面積約有 350萬平方公里。48 

南海為通往東亞、非洲和歐洲的主要航道，全球有逾半數以上的油輪和商

船，航道都必須航經南海航線，是全球海上貿易的必經要道，南海海域不但是連

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航道，同時亦是聯繫亞、非、歐三洲的海上樞紐，因此

南海對相關國家具有戰略上的特殊意義，加上位居能源運輸的關鍵戰略位置，成

為鄰近各國爭取主權的主要目標(見圖 5-3)。 

 

圖 5- 3：南海諸島及周邊區域圖 

資料來源：圖轉用自 Google Earth。 

南沙群島島嶼中，我國也主張擁有南海主權，並在太平島長期駐軍。中國佔

有永暑礁等 7座島嶼，並宣稱擁有絕大部分南海主權，近年來中國積極擴張軍

備，發展航空母艦，建構「藍水海軍」。492010年初，中國宣示南海是其「核心

利益」，引發美國和宣稱擁有部分主權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越南等周邊國

不快。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2010年 7月 23日表示：「南海的

自由通行權攸關美國和東盟各國的國家利益，希望南海爭議各方切勿威脅或實際

使用武力。」中國外長楊潔篪隨即譴責美國試圖將南海的領土爭議問題國際化。

48 沈克勤，《南海諸島主權爭議述評》（台北：學生書局，2009 年 4 月），頁 21。 
49 林中斌，《核霸》（台北：學生書局，1998 年 9 月），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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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 8月 2日，中國南海艦隊進行軍事演習。美國則在與韓日進行聯合軍演之

後，將華盛頓號航空母艦（USS George Washington CVN-73）駛往越南蜆港(Da Nang)

訪問，2010年 7月美國與越南於南中國海進行聯合海軍演習。50透過希拉蕊的談

話，顯示美國在南海議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並強力介入南海紛爭，希望藉

此主導由國際多邊機制解決南海爭端。 

南海油藏豐富，被視為「波斯灣第二」，海底蘊藏豐富石油和礦藏，是周邊

國家覬覦的主要原因。中國地質部門預測數據曾指出，南海油氣資源主要分布在

鄰近 24個沉積盆地，其總面積約有 72萬平方公里，油氣儲量可能高達 420億噸。

隨著石油探勘科技的進步，近海石油鑽探技術效率更高，加上各國因應自身工業

和經濟發展對石油的高度需求，促使全球主要石油公司與周邊國家結合，紛紛在

南海諸島附近海域進行探勘與開發，目前包括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等

國在區域內鑽探之油井和天然氣井數目已達 121座。51 

各國紛紛採取行動「宣示」主權，強調對南海的所有權之際。中國對南海區

域的企圖心，隨著其經濟和軍事力量日漸強大，態度轉為強硬，由於歷來中國堅

稱「主權歸我、暫擱爭議、聯合開發」的立場主張，可簡單歸納為「三不政策」，

即一、對南沙主權爭議堅持雙邊協商，而非多邊協商；二、主張擁有南沙全部島

嶼主權，無意針對某一特定島礁提出主權要求；三、不願將南沙問題國際化，且

反對非爭議國涉入南沙問題協商。52儘管中國堅持南海主權爭議不宜在國際會議

上討論，應由有關的主權國家透過友好協商和談判解決，但美國仍堅持應在國際

會議場合討論此議題。 

東南亞國協 10國，加上美國、中國和日本等 8國參與的東亞高峰會領袖於

2011年 11月 17日在印尼峇里島召開第 19屆高峰會，能源與南海領土主權是重

點討論議題。53會後由與會國共同簽署峇里島條款（Bali Principles），各國同

50 李怡，〈南海利益為何能改變和平？〉，《天下雜誌》，第 455 期（2010 年 9 月 8 日），頁 176-178。 
51 沈克勤，前揭書，頁 25。 
52 沈克勤，前揭書，頁 200。 
53 駐越南台北代表處，「2011 年 11 月東協高峰會及相關東協與對話夥伴國高峰會的會議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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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互相尊重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不以武力威脅他國，和平解決紛爭。2011年

11月 18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印尼峇里島與東協(ASEAN+1)領袖舉行的峰會表

示，「外部勢力」沒有理由干涉錯綜複雜的南海爭議，此宣示間接警告美國與其

他國家，切勿多管閒事，增加南海爭端的複雜性。美國總統歐巴馬則希望中國對

南海主權爭議問題「能遵循國際法規和平解決」。美國無意介入南海主權爭議，

只是希望像南海這麼重要的航道能開放各國通行，「美國沒有任何主張，也沒有

要選邊站，只是身為貿易大國和海上強權，希望見到南海自由通航、自由貿易，

及和平解決主權爭議問題。」54 

五、 拉美地緣政治 

拉丁美洲自 19世紀初期就被美國視為必須主導並長期經營的區域。美國認

為傳統「後院」拉丁美洲長期的穩定狀況，可以在美國的控制下維持基本現狀，

並不會有任何外來勢力挑戰美國的地位，或是造成美國利益損害的可能。因此美

國於冷戰後將外交的重點和注意力逐漸轉移到傳統的盟友歐洲、衝突不斷的中東

和快速崛起的中國，造成從政治、經濟乃至軍事上壓縮對拉丁美洲各國的重視程

度。疏於照顧與重視的結果，導致傳統的美國後院出現如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

(Hugo Chavez)等人的激烈反美勢力。縱然如此，拉丁美洲長期與美國關係密切

仍然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因為中國經濟的崛起，開始深耕拉丁美洲，但是美國憑

藉著地利之便與長年的友好關係仍然維持現狀，然而在中國積極的介入與反美勢

力逐漸高漲的局勢下，美國的「傳統後院」已被中國與拉美持續熱絡的經貿合作

關係影響，而逐漸動搖。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拉美各國對美國的重心轉移紛紛表達不滿的同時，拉丁

美洲各國經濟逐年下滑、國內政局不穩，左翼政黨從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

智利到巴拉圭，全都是左翼紛紛崛起並陸續上台執政。拉美這股「左轉」的潮流

與當時「右轉」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馳。並且呈現出新的拉美強人政治(Caudillo)

http://vietnam.nsc.gov.tw/ct.asp?xItem=21001&ctNode=4399，瀏覽日期 2012 年 5 月 17 日。 
54 請參見：BBC 中文網，「溫家寶在東亞峰會重申南海立場」，網址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11/111119_wenjiabao_east_as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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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號召人民奮起抵抗外來如美國的強權，以捍衛國家。55目前左翼政黨執政

的拉美國家已佔該地區國家數的 70％，古巴、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更組成了「反

美鐵三角」，56其中委內瑞拉是拉丁美洲最激烈的反美國家，委國總統查維茲甚至

揚言，將停止對美石油輸出，並將石油轉賣中國。2006年厄瓜多總統柯利亞

（Rafael Correa）也加入查維茲陣營，成為反美勢力。57  

雖然近年來中國在拉美地區建立龐大的貿易和投資規模，但是仍然無法對美

國的地位造成嚴重威脅，再加上中國在拉美的經濟利益受限於地理環境的因素，

無法與美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相比。其次美國吸納大量拉丁美洲移民，強化了

美國與拉丁美洲的文化與經濟聯繫。相較之下，美國仍然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貿

易夥伴，拉丁美洲的出口有 40％流向美國，同時，美國還是拉美地區最重要的

僑匯來源地。2008年拉丁美洲收到的約 600億美元僑匯中，75％來自美國。58  

反觀中國在拉美的發展，繼 2008年 10月成為美洲開發銀行第 48個會員國

後，同年 11月《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的發表，重點指出經貿合

作是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未來發展的核心，更為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建立全

方位合作的戰略框架，中國逐漸成為拉丁美洲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59長期以來，

由於地理位置、意識形態、語言文化的隔閡以及美國勢力介入的原因，中國與拉

美國家的關係僅限於古巴等少數國家，即使中國與拉美間的貿易合作關係已得到

進一步增強，拉美地區最重要的交易夥伴仍然是歐美國家。 

隨著中國的「向外走」戰略佈局，從石油到煉油廠，中國正在積極佔領並整

合拉美地區。從 2010年開始，中國在拉美地區至少達成價值 650億美元的商業

交易。預計這些交易最終將轉成每天至少 100萬桶原油和石油提煉産品，並推動

55 Fareed Zakaria, 孟玄譯，《自由的未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100。 
56 李慎明、王逸舟，《2009 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327。 
57 陸以正，「拉丁美洲的新反美集團」，《中國時報》(台北)，101 年 4 月 23 日，版 A15。 
58 王勇，前揭書，頁 491-492。 
59 徐一帆，《2009 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年 11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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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拉美地區市場的發展。602011年 3月初中國海洋石油公司以 31億美元入股

拉美油氣開發商布里達斯公司（Brides Corporation）50％的股份，而該公司則

斥資 71億美元從英國石油公司手中購買泛美能源公司（Pan American Energy）

60％的權益。同時中海油以 71億美元收購巴西和西班牙合資的油氣商雷普索爾

（Repsol YPF）石油公司巴西子公司 40％的股份。61此舉將大大提升中國石油企

業在拉美能源市場的地位。 

2011年 2月 22日，中石化集團所屬的國際石油勘探開發有限公司與美國西

方石油公司（OXY）就阿根廷公司收購項目成功交割。該專案收購協議於 2010

年 12月 10日簽署，中國石化以 24.5億美元收購 OXY阿根廷子公司 100％股份

及其關聯公司（OXY阿根廷）。62從近年中國積極且強勢的商業併購動作，顯示在

向外走戰略的支持下，中國企業的商業投資行為對拉丁美洲具有全面影響，這也

證明中國對拉美地區的貿易具有實質影響力。63 

根據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LAC）統計，2009年受全球性

的金融風暴影響，當年國外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有

815.8億美元，2010年增加為 1,208億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除歐盟佔

投資總額的 25％外，美國是最大的投資國，佔投資總額的 18％，其次是西班牙

14％、亞洲 9％(見圖 5-4)。64 

60 環球新聞網，「1 年 650 億美元中國搶先美國搞定拉美」，

http://www.gcpnews.com/zh-tw/articles/2011-03-26/C1041_63555.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9 月

10 日。 
61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油喜摘能源奧斯卡」，

http://www.cnooc.com.cn/data/html/news/2011-01-14/chinese/301902.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9
月 10 日。 

62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化與美國西方石油公司成功交割阿根廷公司收購項

目」，http://www.sinopec.com/media_centre/news/20110225/13999.s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9
月 10 日。 

63 環球新聞網，「1 年 650 億美元中國搶先美國搞定拉美」，

http://www.gcpnews.com/zh-tw/articles/2011-03-26/C1041_63555.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9 月

10 日。 
64 ACERCA DE LA CEPAL,「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ceived US$153 Billion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2011」, 
http://www.eclac.cl/cgi-bin/getProd.asp?xml=/prensa/noticias/comunicados/4/46574/P46574.xml&
xsl=/prensa/tpl-i/p6f.xsl&base=/tpl-i/top-bottom.xsl,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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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外商直接投資來源 

資料來源：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 ECLAC 網站 http://www.eclac.org/。 

近年來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不斷擴大和深化資源關係，特別是與委內瑞拉等

部分反美立場國家的密切合作，讓美國倍感威脅。中國以能源合作成功推動與拉

丁美洲國家的政治、經貿及安全等全方位合作關係，使中國的影響力在該區愈見

強大。65面對中國的積極動作，2008年歐巴馬上台後宣示美國必須加強與拉美地

區的關係，並出「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企圖拉攏拉丁美洲國

家，提升美國在地區內的影響力，然而中國持續對拉美地區的經營與深化，已在

該區經濟與政治建立影響力，未來中國在拉美地區的角色將日漸重要。 

六、 非洲地緣政治 

為了加強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以及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促進共同發展，經

中國政府倡議，於 2000年 10月 10日至 12日在北京召開「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FOCAC)北京 2000年部長級會議」，會議宗旨為

「平等磋商、增進瞭解、擴大共識、加強友誼、促進合作」。66此後中非合作論壇

開始制度化，成為中國和非洲國家集體對話的重要平台，其後中國透過中非論壇

機制與非洲各國進行多項的合作。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2006 年 11月起

65 關東原，前揭書，頁 53。 
66 中非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宣言」，

http://www.focac.org/chn/ltda/dyjbzjhy/hywj12009/t155560.htm，瀏覽日期 2012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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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相繼免除 31個非洲國家的債務，67中國透過在非洲國家建立的各種戰略夥伴

關係，已深植在非洲的影響力，並達成建構足夠影響國際局勢能力的企圖心。 

除政治與經濟的合作之外，資源合作是中國與非洲的重要項目。非洲擁有全

球石油儲量的 8％，68且集中在西非太西洋沿岸的幾內亞灣地區。由於非洲國家

的經濟發展水準普遍較低，各產油國的石油均能提供出口。中國加強與非洲產油

國合作主要目的是為了「確保穩定的資源來源」。近年來，中國高層頻頻出訪非

洲，也是為了獲取石油資源，以解決中國國內日益緊張的能源危機(見表 5-3)。 

表 5- 3：近十年中國高層訪問非洲一覽表 

時間 地點及內容 影響 
2002年

4 月 
江澤民訪問奈及利亞、利比
亞和突尼西亞等非洲三產
油國。 

中國藉此次訪問對強化包括奈及利亞在內的非洲國
家能源合作關係，並鞏固雙邊經貿合作，推動雙邊
戰略夥伴關係發展。 

2004年
2 月 

胡錦濤訪問阿爾及利亞、加
朋和埃及等三國。 

此行主要為鞏固和擴大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並簽署有
關石油、天然氣開發的協定，同時中國與相關國家
達成合作開發幾內亞灣石油的決議。 

2007年
2 月 

胡錦濤訪問喀麥隆、賴比瑞
亞、蘇丹、甘比亞、奈米比
亞、南非、莫三比克和塞內
加爾八國。 

中國官方表示這此次訪問對促進中國與非洲 8 國的
友好合作，強化中非論壇承諾，推動能源合作，鞏
固、發展中非傳統友誼，促進中非友好合作關係具
有重要意義。 

2009年
2 月 

胡錦濤訪問賴比瑞亞、蘇
丹、甘比亞、奈比瑞亞、南
非與莫三比克等國。 

胡錦濤承諾，中方將落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確
定的各項援助，並繼續增加對非援助、減免非洲國
家債務、擴大對非貿易和投資、加強中非務實合作。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整理，自行繪製。 

中國積極轉移對中東石油的依賴，進而轉向非洲尋求資源。受到二次世界大

戰後獨立運動的影響，非洲是擁有最多新興國家的地區，也是世界上國家數最多

的大洲，區內總計有 56國。69因此非洲國家在聯合國擁有龐大的會員。近年來中

國經營非洲的手段除經濟外，為了政治利益中國多次援助如蘇丹、辛巴威、剛果、

安哥拉、肯亞等因人權和貪汙問題遭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制裁委員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Committee)制裁的國家，而在國際上遭

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譴責。從美國對中國的譴責與反制行動可以發現，中國

對非洲的經營策略，已經使美國感到憂慮，並採取對中國的反制行動，企圖藉此

67 中非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介紹」，http://www.focac.org/chn/ltda/ltjj/t933521.htm，瀏覽日

期 2012 年 10 月 21 日。 
68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BP (British Petroleum), June 2012, P.6. 
69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非洲地區國家一覽表」，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AreaInfo/?opno=4a7c00a4-708b-4fba-a1f3-494a
99933a27，瀏覽日期 2012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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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中國對非洲的影響力，以減少對美國在非洲地區的利益所造成的威脅。 

美國積極發展「泛撒哈拉自由行動夥伴」關係，地理範圍涵蓋茅利塔尼亞、

塞內加爾、查德、奈及利亞等國，透過合作關係，逐步強化美國在西非地區的領

導地位，以遏制恐怖主義擴張，固化美國與西非國家雙邊軍事關係。為促進非洲

的經濟發展及和平穩定，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 2012年 8月訪問非洲南蘇丹、烏

干達、肯亞、馬拉威及南非等國。南蘇丹於 2011年 7月脫離蘇丹獨立。由於南

蘇丹與蘇丹在部分邊界劃定、石油資源分配等問題上仍存有諸多爭議，使該地區

依然面臨戰爭威脅及政治不穩定的挑戰。70在非洲其他國家，美國也持續就地區

發展和反恐等議題與各國進行接觸，並尋求推動與各國跨領域的合作。 

非洲是中美兩國競合情形最為激烈的地區，除了經濟的競爭外，對於爭取非

洲國家的資源，中美同時也提供軍事援助作為換取資源的籌碼。2005年中國提

供 12架 F-8IIM多功能戰鬥機及多艘輕型巡邏艇給奈及利亞，換取石油資產。除

此之外，中國也提供現代化武器給辛巴威、肯亞、獅子山、坦尚尼亞等非洲國家

換取各種資源。美國則是對安哥拉、赤道幾內亞、衣索比亞、肯亞、馬利及烏干

達提供軍援。同時中美並提供對非洲的軍事服務，包括培訓計畫、聯合作戰演習、

情報分享等援助。71 

非洲由於發展落後造成與國際經濟連動關係薄弱，反而在國際金融風暴下得

以脫身，但因局部動盪與各種暴力衝突，造成在地區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上嚴峻

的挑戰與風險。中國與非洲國家自 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建立以來，雙

方朝著以「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戰略夥伴關

係持續推動合作。在經濟的合作上已取得明顯的成效，中國已成為非洲第一大貿

易夥伴，非洲也成為中國第 4大海外投資地，在積極向外走的戰略佈局下，中國

企業積極投資非洲，參與農業、礦產、基礎設施等經濟建設。72中國透由中非合

70 中國新聞網，「美國務卿希拉蕊將訪非洲多國尋求推動地區合作」，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7-31/4070934.s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31 日。 
71 Michael T. Klare, 洪慧芳譯，前揭書，頁 295-296。 
72 崔立如等編，前揭書，頁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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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論壇的作用，預料在非洲的影響力將依此持續擴大，甚至超越美國。而美國則

在感受威脅的狀況下，持續對非洲國家透過各種軍事、經濟等協助，希望能在中

國的挑戰下，維持在非洲的優勢地位。 

貳、 經濟競合 

2005年 7月 26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安東尼.韋恩(E. Anthony Wayne )表示，

美國經濟政策的重點可歸納為「四大支柱」，同時也反映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

第一、力圖確保美國的經濟安全；第二、推動全球成長，幫助確保國內外的經濟

健康發展；第三、促進可持續發展，盡力保證貧窮國家能充分參與經濟繁榮的潮

流；第四、拓展國際貿易和投資機會，促進全球共同繁榮。韋恩表示：「在應用

這四大支柱的過程中，美國認識到必須審慎處理與中國至關重要的雙邊關係。這

也意味著美國應保持在各個領域，特別是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邊和多邊接觸。」73  

2005年 6月 22日，中國國營的中國海洋石油公司（CNOOC）宣佈以 185億

美元的天價競標創立 115年的美國優尼科公司（Unocal Corporation），該公司

在東南亞、墨西哥灣、裡海等地區擁有大量優質油氣儲備。此一價格是當時中國

企業有史以來競標國外企業最高出價，中國的大動作立刻引起國際商業關注，除

了顯示中國對商業收購行為的實力，亦表示中國能源企業已有足夠能力和美國第

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 Corporation）同台競標。美國國會共和黨議員

擔心寶貴的能源蘊藏量就此拱手讓給中國國營企業，於是發動立法提案，以可能

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為由，企圖阻礙中國競標。74 

2005年 6月 30日，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財政撥款修正案第 344號決議。決

議中提出，石油與天然氣資源是策略性資產，中海油買進優尼科的重要能源資

產，此舉有害「美國國家安全」。7月 30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能源政策法案

(Energy Policy Act)的修正案，要求美國能源部與其他政府單位開始優先審查

73 王勇，前揭書，頁 495。 
74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國際經濟研究院，樂為良、黃裕美譯，《重估中國崛起：世界不能不知的

中國強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6 年 9 月），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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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能源政策。75由於優尼科的股東在 2005年 8月上旬的股東會議上，就要投

票表決雪佛龍的競標，美國政府的介入動作基本上即是阻止中國的出價，中國海

洋石油遂於 8月 2日宣佈退出競標，8月 10日，優尼科股東接受雪佛龍出價。76 

表 5- 4：2009 年至 2012 年中美兩國在全球石油資源佈局整理 

時間 地點 投資標的 投資公司 投資金額 
2009 年
7 月 

哈薩克 中方收購哈薩克國營石油公司(JSC 
KazMunaiGas Exploration Production)，獲得該公
司石油、天然氣的開採權利。 

中國主權基金 10億美元 

2009 年
8 月 

澳洲 美方投資澳洲外海巴羅島（Barrow Island）油氣
田及果爾根（Gorgon）天然氣田。 

美國艾克森美
孚、雪弗龍、
殼牌石油 

390 億美
元 

2009 年
10 月 

俄羅斯 中方收購俄羅斯諾貝魯石油公司(Nobel Oil 
Group) ，獲得該公司石油、天然氣的開採權。 

中國主權基金 3 億美元 

2010 年
3 月 

澳洲 中方收購澳大利亞阿羅(Arrow)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權。中石油將可獲得在澳洲昆士蘭的
煤層氣資產和澳洲國內電力業務、殼牌在昆士
蘭州的煤層氣資產、以及殼牌在格拉德斯通市
柯帝士島的擬建液化天然氣生產項目。 

中國石油天然
氣股份有限公
司子公司中石
油國際投資有
限公司 

34.8 億美
元 

2010 年
10 月 

非洲 中海油收購美國科斯摩斯(Kosmos Energy)能源
公司在迦納擁有的油氣資源及該公司在朱比利
(Jubilee field)油田開發項目上所持有的股份。 

中國中石化集
團 

50億美元 

2010 年
10 月 

巴西 中石化收購西班牙公司雷普索爾公司(Repsol 
YPF SA)巴西資產的 40％股權。該公司在北
非、拉丁美洲、墨西哥灣、千里達和巴西等地
區擁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探明儲量。 

中國中石化集
團 

71億美元 

2012 年
6 月 

加拿大 中方購買加拿大阿爾伯達東北部地區兩個油砂
專案的多數權益。 

中國中石油 17億美元 

2012 年
7 月 

加拿大 中方收購加拿大尼克森（Nexen）公司，該公司
擁有加拿大西部、英國北海、墨西哥灣和奈及
利亞海上等全球最主要產區中包含油氣、油砂
及油頁岩資源，計擁有 9 億桶石油儲量及以加
拿大油砂為主的 56 億桶油潛在資源量。 

中國海洋石油
公司 

151 億美
元 

2012 年
8 月 

安哥拉 雪佛龍公司投資 Lianzi 油田，該油田位於安哥
拉和剛果之間，其探明儲量達 7,000 萬桶。 

美國雪弗龍公
司 

20億美元 

2012 年
9 月 

挪威 殼牌石油收購英國石油公司(BP)在挪威海
Draugen 油田的 18.4％非運營權益。 

荷蘭皇家殼牌
美國公司 

2.4 億美
元 

資料來源：蘇鵬元，〈世界強權掀起資源搶奪大戰-近三年各國大型礦業購併案〉，《商業週
刊》，(2009 年 11 月 9 日)，頁 94-95 及綜合資料整理，自行繪製。 

此後中國在美國與能源相關的商業活動轉為謹慎，深怕落實「中國能源威脅」

的論點，因此在經濟活動上，中國採取務實的態度，透過商業投資等手段，逐步

蠶食美國及全球的經濟市場。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雖然中美兩國在能

源安全政策和戰略利益上各有不同的思維，但兩國在全球秩序上皆具有足夠的影

75 Edward M. Graham and David M. Marchick,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y, 2006), pp.130-131. 

76 Wong, Yee and Sheth, Ketki,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Disputes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eptember, 2006), pp.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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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同時雙方也體認到對目前的競合關係，必須以達到雙贏為最佳目標。因此

透過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能源等各方面領域進行合作，建立包含能源合作在內

的全方位合作模式，以確保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見表 5-4)。 

世界各國透過主權基金、由政府與企業，在全球各主要資源區進行投資的行

為，除了商業利益的考量外，另一個積極的目的，就是因為天然資源已逐漸枯竭，

全球對資源的龐大需求卻日益增加的狀態下，將使各種的國際競爭更加激烈。77各

國在維持生存與發展的過程中，都有著各自的國家安全戰略與能源安全政策及國

家利益，但是若在各自的國家利益與他國發生衝突與重疊時，極易發生摩擦進而

產生爭議，甚至導致衝突或戰爭。因此，中美的經濟合作策略在長遠看待，對全

球的能源安全和秩序穩定將有正面的發展。 

參、 軍事競合 

冷戰後美國在外交上奉行單邊主義，同樣美國在軍事上的單邊行動，也造成

國際體系的單極化。長期以來美國透過雙邊或多邊方式，建立以美國為主協同日

本、南韓、泰國、澳洲及紐西蘭等國的軍事同盟條款。另外在更與菲律賓、新加

坡等國建立軍事合作協定，在歐洲更為了抵制蘇聯的勢力擴張，於 1949年即成

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簡稱北約）

作為地區軍事力量延伸的軍事同盟體系。78 

隨著中國經濟高速成長與軍事現代化，改變中國的國際地位，取代解體前的

蘇聯，成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911事件」後，美國政府採取與俄羅斯

以及中國一起站在反恐的合作立場上，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

義。其實早在 1993年，美國國防部就為了安全利益考量，積極恢復與中國的關

係，並於當年 11月派遣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赴北京與中國

軍方聯繫。1994年經由軍方高層互訪建立共識後，美國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於當年十月訪問中國，與江澤民、李鵬、遲浩田等人會談，雙方並簽署

77 楊少強，〈實物強權〉，《商業週刊》，(2009 年 11 月 9 日)，頁 96。 
78 Michael J. Romano, CliffsAP European History (Hoboken: Wiley Publishing, Inc, 2010), 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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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軍事諮商協議及其他聲明。79此後中美的軍事關係持續發展，相關狀況如下： 

一、 中美戰略伙伴關係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H. W. Bush）迫於輿論壓力，

對中國採取制裁政策，1989年 7月，布希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前往中國，表示要與中國修復關係，並提出積極交往的政策。80柯林

頓（Bill Clinton）上台後，美國持續對中國採取「接觸」(engagement)與「擴

大交往」(enlargement)的政策。1997年 10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美國，

並與柯林頓舉行高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決定「共同致力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伙

伴關係」，中美戰略對話是雙方最早的對話機制(見表 5-5)。81 

表 5- 5：歷次中美戰略對話(Strategic Track)一覽 

次別 時間 地點 參與者 對話內容 
1 2005 年

8 月 
北京 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戴秉國、美國副
國務卿佐利克 

首次對話由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與美國常
務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主持。這是中美建交
以來雙方首次舉行此類高層定期對話。 

2 2005 年
12 月 

華盛頓 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戴秉國、美國常
務副國務卿羅伯
特佐利克 

雙方一致認為應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審視和
處理中美關係，以建設性的態度看待和認識對
方十分重要，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領域
在不斷增加，兩國關係已遠遠超出雙邊範疇。 

3 2006 年
11 月 

北京 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楊潔篪與美國
副國務卿尼古拉
斯·伯恩斯 

中美關係至關重要，通過雙方共同努力。不僅
可以推動雙邊關係，還可以就共同關心的其他
問題交換意見，因為雙方對全世界的和平與安
全都負有責任。 

4 2007 年
6 月 

華盛頓 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戴秉國與美國
常務副國務卿約
翰·內格羅蓬特 

雙方以「深化戰略溝通與務實合作，推進持久
互利的中美經濟關係」作為主題，就事關中美
兩國和國際經濟領域戰略性、長期性、全域性
問題進行深入溝通，達成新共識，深化各領域、
各層面務實合作，取得了 67 項具體成果。 

5 2008 年
1 月 

貴陽 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戴秉國及美國
副國務卿約翰·內
格羅蓬特、中國國
防部外事辦公室
副主任丁進攻少
將 

雙方就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如何確保中美關
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加強兩國在國際和地區
問題上協調合作等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同意，
2008 年中美雙方將繼續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
要共識，保持高層交往，深化對話與合作，加
強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協調，妥善處理敏感
問題，推動中美關係穩定發展。 

6 2008 年
12 月 

華盛頓 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戴秉國及美國
副國務卿約翰·內
格羅蓬特 

雙方就如何保持中美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
加強兩國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合作等問
題交換意見。 

資料來源：綜合研究資料，自行繪製。 

79 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台北：台灣商務，2001 年

3 月），頁 165。 
80 Sally Bryant, China and the Issue of Most-Favored-Nation Status: 1989-1992 (Ann Arbor: ProQuest, 

1993), p.39. 
81 劉慶祥主編，《兩岸和平發展與互信機制之研析》（台北：秀威資訊，2010 年 6 月），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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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1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Bush)在智

利聖地牙哥 APEC高峰會期間，由中國主動提出加強雙邊對話的建議，兩國達成

舉行「中美戰略對話」(U.S.-China Senior Dialogue)的共識，據此，兩國首次

戰略對話於 2005年 8月 1日在北京舉行，美方代表團由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

(Robert Zoellick)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舉行會談，就中美關係和重大國

際與地區問題磋商及交換意見。82其中包括美方極度關心的能源問題，小布希政

府建議中國在能源問題上採取更廣泛的定義，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開發新能

源，提高石油和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效率。2005年 12月兩國進行第二

次對話，針對雙邊經貿、智慧財產權保護、能源戰略、朝鮮半島六方會談及中國

和平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83雙方一致認為，除雙方戰略對話外，另增經濟對話

有助於兩國增進互信、擴大共識、拓展合作，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持續發展。 

表 5- 6：歷次中美經濟對話(Economic Track)一覽 

次別 時間 地點 對話內容 
1 2006 年 

12 月 14 日
至 15 日 

中國 
北京 

中美達成多項協定、中國加入「未來發電計劃」政府指導委員
會、加入汎美開發銀行、啟動雙邊航空服務談判等；在中國設
立紐約證交所和納斯達克代表處；並在有效保護知識產權、加
強法治和消除貿易與投資壁壘、加強能源安全，環境保護和醫
療以及加強在高科技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市場經濟地位、結
構性問題方面達成共識，並達成價值 5.5 億美元的合約。 

2 2007 年 5
月 22 日至
23 日 

美國 
華盛頓 

雙方在服務業、投資與透明度、能源和環境、平衡成長和創新
等議題進行討論。在這次會議上，中美在達成擴大合資證券公
司業務範圍，提高 QFII 投資額度的問題、全面開放貨運航權、
削減或酌情取消環境產品和服務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問題、擴
大人民幣日交易浮動區間等問題上達成協定。 

3 2007 年 
12 月 12 日
至 13 日 

中國 
北京 

雙方在產品品質和食品安全方面、金融服務業領域方面、在能
源和環保領域達成多項共識，其中中美將在能源和環保領域加
強合作，達成 10 年合作規劃；美方答應積極推動對華民用高科
技貿易；另外，中美雙方同意行政規則制定的透明度得到提高
並承諾繼續就應對經濟不平衡進行磋商。 

4 2008 年 
6 月 17 日
至 18 日 

美國 
安納波
里斯 

雙方在貿易、投資、金融、能源和食品五大領域進行討論，增
進相互理解和戰略互信。中美簽貿易協議總額 136 億美元，同時
中美同意啟動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談判，美國表態歡迎來自中國
的主權基金。中美並簽署能源環境合作框架檔、食品安全領域
合作協議以及在醫藥領域、防災減災方面擴大合作。 

5 2008 年 
12 月 4 日
至 5 日 

中國 
北京 

中美雙方在宏觀經濟合作及金融服務、能源與環境合作、貿易
和投資、食品和產品安全以及國際經濟合作五個領域進行深入
探討，達成 40 餘項共識。 

資料來源：綜合研究資料，自行繪製。 

82 Jerald D. Finn, China-U.S.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Relation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February 01, 2008), p.7 

83 蔡東杰，前揭書，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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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雙方經過多次的會談與溝通，藉由合作對話機制，雙方承諾加強在能源

與環境領域的長期合作，2008年 6月中美在第 4次戰略經濟對話中共同簽訂《中

美能源環境十年合作框架》，宣布框架下的第一階段將在電力、交通、清潔水源、

清潔空氣、保護濕地等五大目標展開合作，雙方透過建立各領域短期、中期和長

期合作的可行性目標，並設有五個工作小組，以推動所有的能源環保行動計畫。84

在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下，雙方在能源與經濟及環境等各領域的合作關係也迅速

擴展，同時使雙方的關係更加密切(見表 5-6)。85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和最大的原油進口國，中國則是世界上能源

需求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中美兩國對能源與環境的影響，將是未來全球必須面臨

的問題，而中美兩國體認到，雙方的合作比成為競爭對手更有利，中美的合作對

世界各國也是正面且積極的行動，因此雙方藉由多次表達合作的意向，以預作因

應。 

面對中國政經力量的持續強大，已經呈現區域霸權的態勢，雖然雙方已有全

方位的跨領域合作，但美國仍視中國為潛在的競爭對手，並對中國的狀況關注與

掌握，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 2010年的評估

報告中，將全球相關主要國家的政經力量參考比較，其報告結果認為美國在 2025

年仍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國力佔全球權力分配的比重將下降至 18％，

而中國將以 16％的比例居次。86 

雖然美國在不得不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下，只能選擇和中國繼續合作才能維

持現有的優勢地位。然而隨著兩國的關係進展，雙方在全球事務上也逐漸呈現美

中共治的現象。兩國的共治關係在雙方開啟戰略及經濟對話後已有明顯進展，

2009年 4月 1日胡錦濤與歐巴馬（Barack Obama）於倫敦 20國集團高峰會（Group 

of Twenty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簡稱 G20）會晤

84 翁知銘，《話中有劃─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台北：秀威資訊，2009 年 6 月)，頁 22。 
85 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

http://tyf.ndrc.gov.cn/Article_List.aspx?columnID=5，瀏覽日期 2012 年 8 月 10 日。 
86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Governance 2025: At a Critical Juncture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0),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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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雙方達成開始制度化中美高層協調的對話機制，並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機制。87經過 6次中美戰略對話和 5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後，2009 年 4月中美

雙方將對話層級提升為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此後雙方的合作關係更趨密切，從

經濟、地區事務、環保、能源等議題，都是討論與合作的領域。  

表 5- 7：歷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一覽 

次別 時間 地點 對話內容 
1 2009 年 

7 月 27 日
至 28 日 

美國 
華盛頓 

首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方代表為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國
務委員戴秉國，美方為國務卿希拉蕊和財政部長蓋特納。雙方
認為面對及處裡國際金融危機的合作是美中合作的一個轉捩
點。美中採取的應對行動不僅有利於兩國人民，還有利於全球
經濟復甦。金融危機使雙方認識到需要改變經濟成長模式，美
中需要緊密合作，才可確保均衡、可持續的經濟成長。 

2 2010 年 
5 月 24 日
至 25 日 

中國 
北京 

雙方代表與第一次相同。雙方同意應本互相尊重和合作的精神
處理雙邊關係，促進更強有力的全球經濟發展，建立更加穩定
的全球金融體系，共同支持更加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建立更
堅實的國際金融體系，完善國際經濟治理結構，以更有效地應
對氣候變化、金融不穩定和發展不平衡等全球性挑戰。。 

3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 

美國 
華盛頓 

雙方代表仍與第一次相同。中美雙方商定，本次經濟對話的主
題為「建設全面互利的中美經濟夥伴關係」，雙方將就促進貿
易與投資合作、完善金融系統和加強金融監管、推進結構調整
和發展方式轉變以及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等議題
展開討論。在對話期間還舉行了首次中美戰略安全對話。 

4 2012 年 
5 月 3 日至
4 日 

中國 
北京 

會中除以「深化戰略溝通與務實合作，推進持久互利的中美經
濟關係」為主題，針對促進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拓展貿
易和投資機遇、金融市場穩定和改革等三個議題進行經濟對話
外。在會議期間，雙方並舉行安全與軍事戰略會談，針對中美
關係、廣泛領域合作、在亞太地區的互動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
地區問題等進行討論，這其中包括外交政策、氣候變化、能源
安全、南北蘇丹、南亞問題、聯合國維和等議題。 

資料來源：資料取自中國新聞網及綜合研究資料，自行繪製。 

中美雙方從「戰略對話」進展成為「戰略經濟對話」，2009年更將部長級

的戰略對話及戰略經濟對話，提升為副元首級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強化戰

略性對話的比重。雖然雙方在國際上的情勢仍出現許多競爭，但雙方在建立戰略

夥伴關係上，透過對話機制仍有效達到充分溝通的功能，無形中也形成中美共治

「G2」的態勢，而中美雙方迄 2012年共舉行 4次戰略與經濟對話(見表 5-7)。88 

二、 美國重返亞洲 

歐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後，認為美軍必須撤出中東地區，應僅在國際海域保留

8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 2010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2010
年 9 月)，頁 197。 

88 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戰略與經濟對話背景」，

http://tyf.ndrc.gov.cn/Article_List.aspx?columnID=1，瀏覽日期 201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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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力量，以有效削弱恐怖組織組織「蓋達」和其他反美勢力的藉口，「離岸制

衡」(offshore balancing)戰略再度成為美國的國家政策。離岸制衡戰略是以現

實主義的觀點，提供冷戰後美國維持霸權的戰略思維。其核心內涵係減少美國國

際義務，其主要論點是透過現實的國際社會環境是一個趨向多極化的演變過程，

美國無法永遠維持單極的霸權地位，為了避免成為每次地區衝突的主角或因介入

衝突而形成資源過度消耗，美國透過在世界其他地區與區域內國家，建立戰略合

作及同盟關係，以分攤國際責任、減少前沿部署，除可避免過度耗費美國實力外，

更可以此防止地區霸權出現，僅當出現敵對或影響美國利益的霸權大國時，美國

才直接插手重塑地區平衡，從而降低陷入大國衝突的風險。89這也是「歐巴馬主

義」（Obama Doctrine）的實現。 

美國「離岸制衡」戰略運用實例如：2011年美軍不以實際戰鬥，僅以後勤

支援，採取不直接干涉利比亞內戰的模式即是「離岸制衡」戰略的體現。此外，

美國保持與日本及亞太地區國家的軍事聯盟亦為該戰略運用的結果，美國運用自

身優勢海空軍力量，以補足日本等盟國軍事防禦能力的不足，此舉既可避免過度

捲入亞太地區或區域的紛爭，又能達成區域平衡與維護秩序的目的，「離岸制衡」

戰略可視為美國更明智與更有效維護區域局勢穩定的戰略選擇。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1年 11月 17日訪問澳洲，於澳洲國會的演說中，正

式宣示美國擴大亞太地區軍事部署的決心，並將增加在澳洲北部軍事巡弋與訓

練，這意味美國戰略重心調整到亞太，以制衡崛起的中國，提供盟國安全保證之

餘也鞏固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根據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於

2012年 3月 10日表示，美國將轉移更多軍力到太平洋地區，包括加派一艘航空

母艦，以期在中國勢力日增的情況下，維護亞太地區的現狀。90同時基於美澳軍

事合作協議，美軍將於 2013年起調派陸戰隊進駐澳洲北部達爾文基地(Darwin 

89 Art, Robert J. and Waltz, Kenneth N, The Use of Force: 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August 01, 2003), pp.283-284. 

90 青年日報編譯組，〈美增強亞太軍力抗衡中共勢力〉，《青年日報》(台北)，101 年 3 月 10 日，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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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base)，並持續在南韓與日本駐軍。澳洲達爾文港位於中國導彈射程之外，

美國在此部署兵力，可視為其區域大戰略一環，在必要時美軍可藉此快速介入亞

太盟國爭端。91  

中國外交部質疑美軍駐澳協議不恰當，官方媒體《環球時報》也強烈回應，

指澳洲應該謹慎，小心可能有「捲入戰火」風險。達爾文基地距印尼僅 800公里，

印尼外交部長馬提（Marty Natalegawa）也警告此舉恐引發猜疑，他「不樂見這

種發展導致緊張、猜疑或不信任的惡意循環。」92 

對中國而言，美國近年在亞太的軍事投資投注更多資源在麻六甲海峽，企圖

進一步聯結至印度洋與阿富汗，形成圍堵態勢，此舉明顯是希望建立從海、陸同

時掐住中國石油運輸路線的戰略手段。中國深知美國與東南亞友美盟邦的合作企

圖，近年也積極發展「珍珠鏈戰略」，包括與柬埔寨、孟加拉、巴基斯坦、泰國

建立港口合作關係，從這 5國直接進口石油進入中國內陸，跳過麻六甲海峽。93 

在軍事力量方面，為了因應中國過去 10年持續擴張的海軍力量，美國將斥

資 80億美元，在關島興建一座超級軍事基地，包括能讓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停靠

的碼頭、飛彈防禦系統、實彈射擊訓練場及擴建關島空軍基地。此為二次大戰以

來西太平洋最大軍事基地投資計劃，也是美國海軍基礎建設數十年來最大預算開

支。94 

2011年 6月 25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出席在美國夏威

夷美中亞太事務磋商(US-China Asia Pacific Consultations)時表示：「對於南

海爭端將敦促各方克制，並希望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準則來解決有關爭

91 青年日報編譯組，〈反制中共美澳擴大軍事合作〉，《青年日報》(台北)，101 年 3 月 28 日，版

5。 
92 World News Australia, “Military plan causes tension at ASEAN,” 

http://news.smh.com.au/breaking-news-world/military-plan-causes-tension-at-asean-20111117-1n
k9e.html,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93 劉世忠，〈台灣流失在南海的戰略籌碼〉，《蘋果日報》(台北)，2011 年 6 月 18 日，版 A28。 
94 環球華網，「美國斥資 80 億美元 要將關島打造成超級軍事基地」，

http://www.gcpnews.com/zh-tw/articles/2010-10-26/C1038_58193.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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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95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2011年 11月 17日訪問菲律賓時簽署兩國共同聲明，

也呼籲舉行多邊會談，以解決南海爭議。96美國近期推動「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

伴協定」（TPP）和擴大美軍駐澳洲規模，都使中國產生「針對性」的感受，更突

顯美國強勢介入亞太事務的企圖，以致中國與美國因此時常產生齟齬。2011年

1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出席東亞峰會期間，強調美國是太平洋強權國家，要和中

國分庭抗禮，並表示美國不會在亞太地區事務中缺席。97 

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其主要用意在於圍堵中國，從 1974年起美國即與亞太

地區盟國建立每 2年舉行一次聯合軍事演習的慣例。2010年 6月美軍與日本、

澳洲、韓國、新加坡等 15個國家舉行「環太平洋演習 2010」（Link Pacific Ocean 

2010 exercises；RIM of the Pacific 2010 exercises），演習由美軍第三艦隊

與第七艦隊主導，顯示美國透過演習對全世界展現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力量，宣

示在亞太地區不容挑釁的戰略意義。98 

2012年 2月美軍協同日本、南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 17 個國家在

泰國實施「金色眼鏡蛇」（Cobra Gold）聯合軍事演習。對美國而言，雖然強調

軍演的目標在於確保參加國能共同應對軍事危機、強化區域同盟，保證亞太地區

的合作、繁榮與安全。而對東南亞國家而言與美國進行聯合軍演，可以拉近與美

國之間的軍事關係，對於保證各國在南海的既得利益，更增助益。99但類似的行

動卻使中國感到如芒刺在背，認為美國的各種軍事作為，都將對中國的發展戰略

與國家安全產生威脅。 

中國海洋安全已與東亞各國，以及美國經濟安全利益息息相關。中國認為，

95 郭壽旺，〈美中舉行首次亞太事務磋商之研析〉，《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2011 年 9
月)，頁 4。 

96 曾復生，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美「中」日亞太戰略競逐形勢剖析」， 
http://www.npf.org.tw/post/2/10771，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0 日。 

97 美國參考，「歐巴馬總統會晤東盟和東亞峰會領導人」，

http://iipdigital.ait.org.tw/st/chinese/article/2011/11/20111121163059x1.100868e-02.html#ixzz29B
QiqrJv，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0 日。 

98 楊志恆，〈美軍 2010 環太聯合軍演與東亞安全〉，《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8 期(2010 年 8 月)，

頁 16。 
99 李忠謙，「金色眼鏡蛇登場驗證美軍亞太戰略」，《青年日報》(台北)，101 年 2 月 10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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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重返亞洲部署，將引起緊張與不信任的惡性循環。在全球化時代，亞太地區

事務已非由單一強權即可主導，隨著亞太地區新興的勢力，新的權力中心已在快

速形成，長久以來維持平衡的局勢正在轉變，逐漸出現中美維持穩定平衡發展的

現象。至於美國積極在亞洲採取離岸制衡的策略，主要目的是盡量避免與中國正

面交鋒，雖非可行的長期安全戰略，但在目前的局勢下，美國的戰略選擇似乎是

唯一可以避免發生區域衝突的選項。而美國重返亞洲後，對亞太局勢的影響，則

必須要看中國是否願意保證在區域扮演維持良善的角色，以及對區域安全與利益

的感受而定，因此中國態度攸關美國新戰略的成敗。 

三、 中美亞太安全思維 

仰賴進口石油等戰略物資，使中國對外石油的依賴日益加重，已對其維持持

續發展的戰略目標產生威脅，因為中國的進口石油透過海運為主要途徑。因此近

年採取「向外走」的發展戰略，企圖尋求石油供應多元化，然而積極併購與能源

生產和出口有關的海外資產舉動，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帶來諸多問題，使世界各國

對中國的行動充滿戒心。在美國仍能主導的國際局勢下，中國深切體認，即使擁

有石油資源和石油運輸管道也不能完全保證石油安全。 

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依賴對外的進出口貿易維持動能，也高度仰賴海上運輸

維持，無論經由東向太平洋，或是南下大洋洲和印度洋，都要經過渤海海峽、台

灣海峽、巴士海峽、麻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何姆茲海峽及巴拿馬運河等各地

區戰略水道，而以上的重要區域都是美國長期經營的勢力範圍，除此之外海盜加

上地區衝突及政治的不穩定狀態，都是影響海上運輸安全的重要因素。而為了能

保證進口石油運輸的安全，就必須擁有足夠的軍事能力去保護海外資產。因此，

中國軍隊一直在積極進行有效的軍隊現代化工程，其中更以建設「藍水海軍」為

主要戰略構想，企圖透過海軍戰力，形成聯合戰力投射機制。 

2009年中國基於保護其自身的海運安全，派遣兩艘驅逐艦與一艘補給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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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索馬利亞及亞丁灣海域實施護航任務。100中國的護航行動獲得聯合國的支持，

也是中國自 15世紀以來，首次派遣軍事力量赴海外維護國家利益的軍事行動。

中國並與美國及歐盟等國共同維護亞丁灣與索馬利亞海域的航行安全，顯示中國

傳統的「近海防禦」戰略已呈現轉向「遠洋」發展的趨勢。101 

中國學者宋健坤在其著作《資源空間論》提到，在美國總統歐巴馬上台後，

積極調整美國的戰略任務，實施簡稱「1、3、5」的戰略，1所指的是一個戰略

重點方向，即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喀什米爾-伊朗」一線；3 所指的是三

個焦點「防止核擴散、全球氣候變遷、處理中國與太平洋關係」；5所指的是五

個支點「金融復甦、金融監管、就業保證、醫療保證、新能源經濟體轉型」，此

戰略顯示美國的戰略意圖與重點在於資源與中國。102 

「911事件」發生後，改變美國傳統「單邊主義」路線的戰略思維與外交政

策，一改過去以「防禦」為核心的嚇阻、圍堵戰略，並著重於「先制攻擊」的思

維。而美國戰略與外交政策的改變，也反映到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長期以來難以

解決的「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的底線，但反恐卻有助於中美雙方關係的升溫，

同時我國與美國間也因反恐而得以加強原本的合作關係。 

中國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努力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同時也希望美國尊重

中國的國家利益，並改變美國長期對中國不合理的政策和國際規則。然而在美國

努力維持霸權，不願做出讓步與妥協的狀況下，為國家利益的考量，雙方採取努

力推動加強合作，但現況雙方仍然是處於高層對話的狀態，中美目前主要透過建

立雙方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朝維持積極全面合作的目標發展雙邊關係而努

力。103在目前的機制下，雙方仍然維持穩定發展的局面，面對全球性的議題，中

美雙方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例如在 20國集團高峰會、伊朗的核子問題及應對全

100 Ryan Clarke, 陳清鎮譯，《中共海軍與能源安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 年 1 月），

頁 44。 
101 吳建德，〈中共索馬利亞護航的法律戰策略〉，《空軍學術雙月刊》，第 613 期（2009 年 12 月），

頁 26-38。 
102 宋健坤，《資源空間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9 年 11 月)，頁 9。 
103 崔立如等編，前揭書，頁 252。 

23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球氣候變遷，甚至全球能源開發等，中美在各自的國家利益考量上，雙方都採取

全面性與密切的合作關係，以共同面對及謀求解決各種議題。 

雖然雙方努力維持在競爭狀態下的合作關係，然而現階段中美雙方最有可能

發生武裝衝突的區域卻是在台灣海峽。104其原因主要係歷史因素產生的糾結，源

自 1949年後來自台灣海峽兩岸的政治問題，長期是地區的問題，同時也是潛在

衝突點。中國在維護領土完整的前提下，除了早期兩岸的軍事衝突造成影響區域

安全外，1996年 3月中國在台灣海峽試射飛彈，並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大規模

的軍事演習，也引發台海軍事危機，更再度造成區域的情勢緊張。105危機過程中，

美國透過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巡弋展示武力表達關切，106飛彈試射使敏感的台灣海

峽長期穩定狀態一度受到衝擊。 

台海的安全牽涉我國、中國與美國三方的利益，一旦衝突造成局部戰爭，將

對區域的和平甚至亞太的局勢產生嚴重的影響，對世界各國而言均是不願見到的

結果。戰爭是矛盾衝突的最高解決手段，往往也是最後解決手段。107傳統「國家

利益」的精神，是基於維護多數利益為前提的考量。因此美國在國家利益、保證

人民權益的前提下，介入台海危機，除了緩解地區的紛爭，更得以在現實的國際

社會體系中展示實力並捍衛其國家利益。 

美國在 1996年台海危機中介入的做法也是一種透過美國一貫的「單邊主義」

原則，來有效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與穩固美國的國家安全的作為。然而美國的作法

卻因此常遭國際社會質疑，單邊對他國作出干涉、制裁或攻擊性行為，對相關國

家而言，常被視為侵犯主權與尊嚴的行動。108縱然如此，受到傳統「美國霸權(單

邊)主義」的影響，美國長期習慣透過類似作法，具體表現在處理外交事務的作

為上，一方面對所謂「不符合美國利益」者給予懲罰與制裁；另一方面，透過介

104 Evan S. Medeiros, 李柏彥譯，《中共的國際行為：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台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9 年 5 月），頁 56。 
105 陳建民，《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台北：秀威資訊，2007 年 6 月），頁 4-5。 
106 Zbigniew Brzezinski,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209。 
107 宋鎮照，《社會學》（台北：五南出版社，2009 年 10 月），頁 278。  
108 楚樹龍、耿秦主編，《世界、美國和中國：新世紀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理論探索》（北京：清

華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1 日），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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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區事務建立與其他國家的不對稱合作關係。在亞太地區中，傳統美國與東亞

國家之間的關係，普遍就是基於這一種「主從」式的不對等發展，造成多數國家

過度依賴美國，也使美國成為穩固的地區仲裁者。 

第三節 對我國家安全的影響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自從中國在 1949年內戰結束後，形成的兩岸分治局面，

數十年來由於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的差異，造成同文同種的民族，卻呈現兩種截

然不同的發展過程與結果。我國與美國是長期盟邦，關係密切，雖然在 1979年

中美建交後，已經沒有實質的外交關係，但是依據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美國有義務提供我國有效與足夠的自衛能力，並且兩國在經濟與政治上也有

深厚的連結。109隨著中國的崛起，中美兩國的關係日趨緊密，同時也在國際間存

在許多的合作與競爭關係。在這樣的狀況下，愈發凸顯我國未來將因中美兩國的

互動關係，遭到連動影響。 

 

圖 5- 5：我國 2010 年能源安全度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手冊》，頁 22。 

109 陳建民，前揭書，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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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面而言，我國長期仰賴資源進口維持經濟成長，進口的資源中更以石

油為最重要的戰略物資。由於先天的條件限制，雖然早在 1878年位於苗栗的油

井即已自力成功商業開採，但是苗栗的油井不符開採效益，在全球化經濟時代，

自產的能源無法滿足及提供經濟發展所需，無助於我國的經濟成長與國家運作，

而且此後再無有規模的油礦可供開採或探勘。我國是屬於資源輸入為主的國家，

依賴資源進口的結果，使我國容易受到國際情勢的波動影響，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的統計資料，我國的能源 99％均需要依靠進口，其中更對來自中東的石油重度

依賴，因此我國的能源安全，容易受制國際局勢的變化影響，能源安全將是我國

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的隱憂(見圖 5-5)。 

中東與北非是我國石油進口的主要地區，但在 2010年末至 2011年初，北非

突尼西亞發生人民為爭取民主，發生反政府街頭示威活動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導致地區的動亂。其後民眾示威擴散到約旦、伊拉克、阿爾及利

亞、伊朗、葉門、巴林、埃及與利比亞等國。1102011年 2月初，蘇伊士運河管理

局多達 3,000名工人引發埃及暴動行動，影響中東原油運輸。由於動盪的政局造

成石油整體性停產，造成國際油價大漲，間接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動能。同時自

2010年以來，全球經濟復甦進度緩慢，加上歐洲受財政緊縮計畫影響，歐洲國

家普遍陷入歐債危機。國際油價在 2010年 12月達到 90美元，高油價形成經濟

成長的阻礙，111更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限制。 

中國積極在全球各主要產油區實施佈局後，雖然在商業的利益考量上，對我

國的石油進口不致造成立即的嚴重影響。但由於中美的競合局勢，兩國大力介入

地區事務與透過商業投資地區石油相關產業的結果，再加上當中美已有能力主導

石油生產的能力後，即可能會對地區的產油秩序進行干預，甚至會對於全球的經

濟局勢造成影響。對仰賴石油進口的我國，任何波動都是對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

素。其中中美全方位的競合局勢對我國而言，也形成一定的影響力。 

110 陳喬，〈茉莉花與石油的難解習題〉，《商業週刊》，(2011 年 3 月 3 日)，頁 142。 
111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手冊，頁 3。 

23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壹、 中美競合對我國的影響 

「911事件」對中國而言，既是威脅、也是機會。在美國成功建立反恐聯盟

後，美國再度回到國際領導者的地位，對於中國而言，因為反恐與美國建立更密

切的合作關係，有助於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但也必須負擔更多的國際社會責

任。中國由於認知到這一點，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911事件」發生的隔日

即和美國總統小布希透過電話聯繫，江澤民除了譴責恐怖份子對美國的攻擊外，

也表示願意和美方加強對話，共同合作來打擊恐怖主義暴力活動。2001年 9月

1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在記者會中強調：「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活動和組

織，或對阿富汗等支持恐怖組織國家採取報復行動，須在聯合國憲章的基礎上進

行，美國不能侵犯他國的領土和主權。」112同時，也呼籲美國必須尊重其他國家

的主權獨立和完整。上列的發言顯示，中國企圖將反恐行動與「台灣問題」結合

在一起，藉機要求美國做出讓步。然而，有鑒於中國在考量諸多原因之下，並不

想公開和美國唱反調，於是其最後的決策是採取：「趨利避害」和「去異求同」，

也就是盡量加強與美國的合作面，並淡化兩國之間的對立衝突面。113但在台灣問

題上，對於「一個中國」的原則，卻從不動搖。 

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美中兩國共同利益日增，美方認為中國已由

國際體系「挑戰者」轉變為「參與者」角色。2002年 2月 21至 22日，小布希

應江澤民之邀訪問中國，雙方在會談時討論國際反恐情勢，兩方均同意繼續在雙

向、互利基礎上加強磋商與合作，充實兩國中長期的反恐交流與合作的機制。114

在小布希的主導下，美國積極進行反恐行動，2003年 11月溫家寶訪美，美中兩

國表示打擊恐怖主義雙方均有共識並將持續配合，此行溫家寶並在接受美國華盛

頓郵報專訪時表示，「中國人民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祖國統一」，小布希則在布

溫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尊重基於 3個公報、台灣關係法的中國的一中

112 蘇進強主編，前揭書，頁 93。 
113 蘇進強主編，前揭書，頁 49。 
114 David M. Lampton, 計秋楓譯，《同床異夢-處理 1989 至 2000 年之中美外交》(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2003 年 8 月 10 日)，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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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115由此可看出，美中之間在反恐行動後關係有逐漸升溫的趨勢。因此，

中國即使不滿於美國在其他議題的處置，例如：台灣問題、美對台軍售問題等，

但仍然必須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因為「反恐」顯然是有助於中國獲取其他利益

的籌碼。 

美國利用「911事件」鞏固全球發展戰略，並透過反恐行動加強與全球各主

要國家的合作。反恐行動已成為國際間另一種合作機制，在全球反恐的行動中，

我國身為亞太國家，同時也是美國的長期友邦，也全力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我

國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在國際間卻佔有經濟、科技的重要地位，在地理

上也凸顯我國在亞太地區所佔有的重要戰略位置。在反恐立場上，我國雖然堅持

「反恐問題」與「台灣問題」必須分開來處理，然而在國際政治局勢中，我國也

應盡量避免引起美國和中國的疑慮，以降低台海情勢及中美關係的緊張。116 

 
圖 5- 6：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 

資料來源：綜合研究資料，自行繪製。 

美國透過反恐行動在全球建立雙邊與多邊合作的方式，也間接促進並強化地

區的合作機制，美國的反恐戰略，也是藉此得以介入全球各主要地區組織。面對

美國的積極反恐動作，中國也在地區事務上加快腳步建立或強化相關合作機制，

115 鄭偉靜，〈外交〉，收錄《大陸情勢》，(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4 年 1 月)，頁 67 
116 劉江永，《跨入 21 世紀︰世界與中國（首卷 2000-2005）》(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 1 日)，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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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合組織、博鰲論壇、東協等均可見到近年來中國積極主導的情勢。國際反恐

行動成功帶來全球穩定發展的動能，但我國亦不能輕忽中國崛起所帶給我國的可

能威脅，在中國政經力量崛起後，藉以成功主導區域組織，而中國在未放棄「一

個中國」的原則下，可能對我國產生的排擠效應或是使我國因此邊緣化，相關的

作為都可能對我國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造成衝擊(見圖 5-6)。 

我國與美國是長期的友邦，台海安全與美國利益相關，我國位處太平洋第一

島鏈的戰略要點，在經濟與軍事上都是重要的關鍵，因此我國的國家安全在亞太

地區更顯重要，對美國而言我國國家安全也牽涉其地區的利益。台海兩岸曾發生

多次緊張的對峙狀態，美國均以「台灣關係法」實踐對我國安全的承諾，並反對

中國在兩岸問題上採取軍事解決手段，都是基於美國利益的考量。 

美國的主要戰略目標是防止潛在競爭對手挑戰美國傳統的霸權地位，中國政

經力量的崛起已經成為影響美國全球利益的關鍵因素，因此美國除在國際事務上

對中國採取合作的手段外，也必須對中國快速成長的軍事力量加以防範，對中國

軍事威懾即成為美國在亞太地緣政治的主要戰略。積極透過與日本、韓國、泰國

等亞太地區國家的軍事合作，形成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壓迫力，同時我國所佔有的

戰略位置也間接使我國經濟與軍事的戰略價值因而提高。 

中國在能源安全上所採取向外走戰略的影響，在其廣拓油源的外交作為上，

已經改變過去「被動反應」的模式，轉而採取透過其強大的經濟資源，以務實路

線從財政援助、貿易交流、能源合作開發等，作為籠絡能源出口國家的籌碼。117

而中國的能源外交及商業的作為，也相當程度的對我國在中東與拉丁美洲的外交

關係與經濟及政治利益產生影響。 

貳、 我國能源戰略作為 

台灣是一個面積不大的海島，資源缺乏，且 4分之 3為山地，2,300萬人口

117 李櫻穗、林育鴻，〈中共能源需求與國際安全新秩序〉，《空軍學術雙月刊》，第 613 期（2009
年 12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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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剩下的 25％土地上，人口密度居世界第 2位，僅次於孟加拉。118由於國土

狹小、人口稠密、資源匱乏加上市場小的限制，容易受到國際政治和地緣經濟的

制約。因此，只有以經濟和人力資源換取海外自然資源和市場，利用外來的資源

生產出口，以世界為市場，才創造出令全球驚豔的經濟奇蹟。 

1973年及 1978年發生 2次全球能源危機，全世界經濟陷入低迷不景氣局面，

政府有鑑於能源為長期性問題，必須設立專責機構長期從事能源規劃及研究發

展，乃於 1979年 10月經行政院核定「經濟部能源委員會暫行組織規程」，成立

能源委員會，積極推動能源有關業務。並於 2004年 1月 20日改組正式成立經濟

部能源局。119 

 
圖 5- 7：截至 2010 年我國能源供給與消費趨勢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2011年 6月發行的 2010能源統計手冊數據顯示，我國能

源需求在過去 20 年間成長快速，國內能源消費自 1990 年起平均成長率為 4.39

％(見圖 5-7)。2010年國內能源消費量中，能源消費佔 96.17％，非能源消費佔

3.83％；若按消費部門分，則能源及工業部門佔 60.78％，運輸佔 12.92％，農

業佔 0.82％，服務業佔 10.95％，住宅佔 10.71％。2010年國內能源消費量若按

118 龐建國，《台灣經驗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3 年)，頁 2。 
119

 經濟部能源局，《2010 年經濟部能源局年報》(台北：經濟部能源局，2011 年 6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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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別分，則煤炭及其產品佔 8.33％，石油產品佔 40.23％，天然氣佔 2.46％，

電力佔 48.60％，太陽熱能佔 0.09％，熱能佔 0.29％。 

經濟發展是我國得以持續生存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國在世界上佔有重要地位

的關鍵，隨著經濟的發展，2010年國內能源消費量為 12,031萬公秉油當量，其

中能源消費部分佔 96.17％，非能源消費部分佔 3.83％，合計較 2009年增加 6.41

％。能源消費量中，若按部門別分析，僅農業部門及住宅部分較 2009 年分別減

少 2.84％和 1.37％，其他能源部門自用、工業、運輸、服務業等部門則皆有所

增加，非能源消費部分亦同(詳見表 5-8)。又其中佔能源消費量最大宗（達 53.81

％）的工業部門，2010年消費量較 2009年成長 8.99％。120
  

      表 5- 8：我國能源消費量及成長率 單位：萬公秉油當量 

 
 

項目 
2009年 2010年 成長率 

數量 ％ 數量 ％ ％ 

能源消費(能源別) 11,306.39 100.00 12,030.77 100.00 6.41 
煤及煤產品 768.19 6.79 1,001.94 8.33 30.43 
石油產品 4,675.92 41.36 4,839.58 40.23 3.50 
天然氣 249.43 2.20 296.57 2.46 18.90 
電力 5,572.87 49.29 5,846.61 48.60 4.91 
太陽熱能 11.32 0.10 11.43 0.09 0.99 

熱能 29.58 0.26 34.68 0.29 17.25 
能源消費(部門別) 11,306.39 100.00 12,030.77 100.00 6.41 
工業部門 5,938.87 52.53 6,473.58 53.81 8.99 
能源部門自用 815.95 7.22 838.17 6.97 2.72 
運輸部門 1,487.60 13.16 1,554.63 12.92 4.51 
農業部門 101.07 0.89 98.20 0.82 -2.84 

服務業部門 1,303.23 11.53 1,317.31 10.95 1.08 
住宅部門 1,306.41 11.55 1,288.51 10.71 -1.37 
非能源消費 353.26 3.12 460.37 3.83 30.32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根據同一份資料， 2010年我國從沙烏地阿拉伯進口 1億 577萬 9千桶石油，

佔總石油進口的 33.4％。如果因為區域的動亂造成中東油源的斷絕，將造成國

際能源價格高漲，和引發全球性經濟災難，同時我國的進口原油也會因此受到限

制，將對經濟產生嚴重影響，甚至引發石油危機。由於我國目前對進口石油依賴

120 經濟部能源局編印：《經濟部能源局中華民國 99 年能源統計手冊》2011 年 5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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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達 98％，而主要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工業多數必須仰賴化石燃料做為原料

使用，因此石油在我國的能源供給中居於關鍵地位，如何獲得更安全的石油保

證，將是我國能否維持高度成長的重要因素。 

與中國的石油輸入狀況相同，我國的能源進口極度仰賴中東地區，一旦中東

地區局勢動盪，將影響我國的能源供應(見圖 5-8)。因此要如何拓展更多的石油

進口來源，已經是國家戰略層級的議題，必須嚴正看待與加快處理。而太平洋彼

端的拉丁美洲天然資源豐富，擁有包含石油在內的各式天然資源。拉丁美洲是我

國長期的友邦地區，亦不乏能源出口國，諸如厄瓜多、巴西、阿根廷等國，皆是

可供我國積極發展能源或天然資源經貿關係的重要國家，對我國在外交與經貿事

務有一定程度重要性。 

 
圖 5- 8：2009 年我國原油進口地區分布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手冊》，頁 53。 

我國的能源政策於 1973年經行政院核定公布，其後歷經 1979年及 1984年

兩次能源危機的衝擊，1990年波斯灣戰爭爆發，國際油價大幅波動及因應 1996

年能源產業自由化及國際環保趨勢，1996年由行政院核定「台灣地區能源政策

及執行措施」，透過 6大能源政策方針成為我國的能源戰略基礎。6大能源方針

依序是：「穩定能源供應」、「提高能源效率」、「開放能源事業」、「重視環保安全」、

24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加強研究發展」及「推動教育宣導」等 6項。121而我國的能源政策以確保「能

源供給安全」為最重要的目標。 

石油戰略儲備是國家面對國際突發狀況，造成能源輸入中斷或影響時緊急使

用的安全機制。對嚴重依賴進口能源的我國而言，確保穩定石油安全存量機制，

建立儲備是攸關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因此在戰備石油儲備方面，為加強國家

石油供給安全，依據「石油管理法」，我國政府明定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應儲

備前 12個月國內石油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不低於 60天之安全存量，且煉製業不

得低於 5萬公秉，輸入業不得低於 1萬公秉。我國並運用石油基金儲存石油，於

2007年 10月完成政府儲油 283萬公秉之購儲，其中包含原油 160萬公秉（佔儲

油比例 57％）、成品油 123萬公秉（佔儲油比例 43％），約計相當於國內至少具

備 30日需要量之存量。122 

目前全球油價高漲，減少石油的需求成為各國減低石油安全威脅的主要任

務。隨著氣候變遷，「節能減碳」成為全球矚目的發展趨勢，世界各主要國家莫

不大力推動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低碳經濟」，積極發展「低碳技術」，並

對產業、能源、技術及貿易等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以實際降低對能源的需求。由

於國際能源市場容易受到來自世界局勢的變化所影響，加上我國傳統的能源供給

來源多集中於世界上較不穩定的區域，因為經常性的政治動盪不利於能源生產、

運輸，進而影響油價。油價的變動將會提高我國對石油進口的成本，減緩經濟發

展的幅度，上列原因均對我國能源安全構成威脅。 

能源不僅是現代工業與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更是戰略層

級的關鍵，因此各國均將能源安全的保證與國家安全互相連結，並依此作為外交

拓展的主軸。因應我國的能源安全受限於自有資源的不足，並容易遭到國際能源

情勢的影響，對此我國能源規劃應將能源安全、經濟發展及國家安全置於同等地

位。 

121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提供之文宣手冊《能源政策與能源供需情勢》。 

122 經濟部能源局編印：《經濟部能源局中華民國 99 年能源統計手冊》，2011 年 5 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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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於 2008年 6月提出「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希望在追求永續能源發

展過程中，兼顧「能源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以滿足未來世代發

展的需要。123除此之外，積極參與國際能源組織，加強與石油產區的能源出口國

合作，並積極強化、建立區域或多邊能源國際關係，是我國刻不容緩的戰略作為。

相對於我國能源進口來源的集中，改善石油進口來源單一，使進口能源適度分

散，才能減低我國受到國際情勢變化的影響。 

除了依據國家政策執行戰略目標外，在當前多變的國際局勢下，目前我國的

能源政策應以追求能源安全為目標，審慎衡量國際發展，逐步減低對能源的龐大

需求。透過積極研發替代能源、提高自主能源生產、加強區域合作、提升能源效

率與擴張科技能量等方式，以獲得在國家發展戰略上的能源安全。 

第四節 小結 

中國的持續壯大是美國不願見到的結果，雖然中國的經濟勢力已經深入全球

各地，而其石油戰略佈局已經在全球各主要石油生產區有效部署。中國的經濟作

為，已經對美國產生嚴重的威脅。目前美國面對中國的積極作為，主要採取持續

在經濟活動上與中國強化各種類型的合作；在國際外交政治上與中國透過戰略合

作結盟採取友好的態度；在能源上持續壓縮中國在全球的戰略佈局；在軍事上競

爭、圍堵及防範的戰略作為。同時透過控制中國的海陸運輸咽喉要道，進而迫使

中國能依照西方世界的期望發展，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國際大國。 

近年來美國積極推動與東協等各區域國際組織的合作，並持續強化與泰國、

緬甸以及東南亞等國家的外交關係，目的希望削弱中國石油運輸通道的便捷性。

其中，中美的衝突更以南海問題最為明顯，美方除了以維持航行自由為由介入南

海事務，讓中國長期認為南海屬於內政問題的觀點受到美國的干涉感受之外，美

國加強與南海周邊國家的合作關係，對南海資源的佈局也使中國感到芒刺在背。 

123 2010 年 5 月，能源報導「我國運輸部門節能減碳政策與作法」，

http://energymonthly.tier.org.tw/outdatecontent.asp?ReportIssue=201005&Page=5，瀏覽日期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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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國仍然將持續對中國採取接觸與合作加上防範的兩手策略；另一方面

持續透過積極接觸對中國施加影響力，並推銷以民主、自由的資本市場價值觀，

企圖透過各種方式影響中國的民意。在外交作為上則結合政治、經濟與軍事等領

域的合作策略，使中國願意配合美國在反恐行動和維持區域穩定的作為；經貿上

美國利用中國龐大市場獲取利益，透過對話與合作政策將中國導入美國設定與期

望的國際秩序中；同時，仍不忘加強對「中國崛起」的防範，避免中國挑戰美國

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美國為防止任何挑戰其地位的大國和區域力量崛起的戰略目標仍未改變，隨

著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以及美中之間在意識型態、人權、安

全及台海等問題長期存有重大的分岐，美國仍將中國視為潛在的對手。然而中美

之間的資源合作利益遠大於競爭壓力。美國總統歐巴馬就職後，對於與中國的資

源合作與國內新資源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頗多著墨，認為中美兩國應該持續強化兩

國的雙邊合作。124 

中美石油的發展歷程受到各自國家屬性與歷史特性的影響，未來中美關係仍

將處於合作與競爭併行狀態，在經濟與軍事上雖然仍會出現意見分岐與摩擦，但

兩國政府亦會將摩擦範圍掌握在可控制範圍內。而石油因素將是未來雙方最可能

出現的衝突點，中美未來在石油安全戰略的競合關係及對我國可能造成的影響，

歸納重點如下： 

一、 從地緣政治看，中東地區之所以成為世界火藥庫，不僅是因種族、宗教、

文化與文明的衝突，關鍵更在於該地區蘊藏豐富的油源，同時中東地區所

處的位置北接亞洲、東臨歐洲、西濱太平洋、南跨非洲，更突顯中東地區

所在地緣戰略對中美兩國的重要性。因此若能佔有或控制石油產地與運

輸，就能控制全球所需戰略與工業物資所需的主要原料與價格。資源已成

為世界的新戰場，對中、美二國來說，藉著控制中東地區就可以達到牽制

競爭對手的效果。同樣的對我國而言，所處的戰略位置，恰好箝制中國東

124 關東原，前揭書，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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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太平洋的重要關鍵點，我國處於此一有利的戰略位置，應憑藉所處地緣

因素制定最佳的國家戰略，才能凸顯我國佔有的地緣戰略天然優勢。 

二、 從國家安全問題看，資源安全已經成為各國主要的國家安全議題，一個世

紀以來歐美等國家都以競逐資源為發展目標，本世紀起獲得經濟高度成長

的中國也加入爭奪的行列。各國透過石油戰略的思維，運用各種手段獲得

冀望石油安全的保證；而處在中東產油國家的人民，卻因為長期以來在歐

美國家競爭與壟斷的石油戰略思維下，利用族群矛盾的操弄或在各國勢力

的分化打壓作為，造成中東地區長年的動盪與不安，嚴重危害地區安全。

佔有石油即佔有了工業之血，也佔有了能源供給的通路與價格，更佔有在

國際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決策位置。中東的衝突與不安全，是長久以來

歐美國家在資源需求下所形成的局面，而我國因資源皆須仰賴進口，僅能

調整資源的分配以獲得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全球資源的分配與獲取，與

國家安全影響深遠。 

三、 從現實主義看，石油已經成為國際關係中影響各國利益的重要因素。中美

為了追求石油安全，運用各種手段在全球進行能源的掠奪，處處可以見到

現實主義的叢林法則貫穿其中，在叢林中犀牛因為犀牛角成為獵人的目

標，而在國際間犀牛角變成石油，而擁有石油國國家就成為沒有利用價值

的犀牛，可以隨時犧牲。扮演獵人的國家憑恃優勢的軍事力量，控制主要

的產油地區與國家，在利益的前提下，若能獲得石油控制權就可以確保資

源安全的保證，並以石油資源掌握世界經濟，進而控制全球。因此，以中、

美為首的經濟大國，無不以石油作為關鍵利益的考量，以強大的經濟實力

與軍事戰略力量，依所處的地緣政治區分能源與分配爭奪的勢力範圍，利

益競爭的過程具體展現在國際資源戰場上。 

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看來，世界經濟應該是要建立在自由貿易、專業化及國

際分工基礎上發展世界經濟，並促進國內的發展為主要目的。
125國際間資源的確

是在自由的市場，但有關能源消費國、資源國和過境國間的利益碰撞和衝突，卻

125 Robert Gilpin, 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8 月），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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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油為中心，成為圍繞在世界地緣政治與經濟競爭中最關鍵的要素。盟友或敵

人可能都有共同或競逐的利益，在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下，相對獲利通常成為

破壞合作的契機，但是共同利益能夠促進合作，國家成為既是世界能源合作的主

體，也是競爭的主體。126
 

「911事件」後，美國戰略佈局與外交主軸已有變化，中東與亞太地區成為

美國積極拉攏的對象，除了因為亞太地區航道具有戰略重要性之外，中亞地區潛

在的豐富能源蘊藏，同時吸引中美的關注。因此，美國自然將中亞視為重要的反

恐戰場，並藉由反恐行動深入地區事務。美國發起的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反恐戰

爭，造成地區安全的隱憂，從這些具體的行動中，可以看出美國的動機意圖；而

中國則透過大量的經濟援助與企業佈局，積極在中東與中亞爭取資源的保證，中

美兩國在全球能源安全戰場上，除了採用軍事與經濟力量的競爭，更以戰略伙伴

關係進行合作，顯示能源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左右中美國家安全的關鍵因素。 

人口多，沒有資源只能靠輸出勞力來賺錢，國際上對經濟安全的普遍看法，

就是貧窮是國家的最大不安全。127一個國家維護經濟安全能力，主要由經濟的生

存力、競爭力與國家的發展能力來評量，並結合對抗抵禦外力威脅的能力來構

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我們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越來越不可分

割」、「我們的外交實力、保持一支天下無敵的軍事力量能力以及我們的價值觀

及對國外的吸引力，所有這些都取決於我們的經濟實力」、「如果沒有一個確保

我們經濟強大的戰略，我們在世界上相對的經濟地位以及自衛能力都將陷入危險

境地」。因此，由於各國國情不同、經濟實力不一、面臨的威脅各異，不同國家

對經濟安全所持觀點也不盡相同。 

對世界各國而言，可靠的能源供應是國家發展與安全的重要關鍵。美國與中

國對能源安全的理解並不完全一致，美國的能源安全戰略傾向於對能源資源進行

控制及掌握，並獲得市場利潤和規避商業風險。中國對能源安全的戰略則為了維

126 Bur chill, Scott, 莊皓雲譯，《國際關係理論》（台北：時英出版社，2010 年 6 月），頁 67。 
127 呂國禎，〈人口與資源撐腰印尼鍍金〉，《商業週刊》(2009 年 11 月 19 日)，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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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經濟持續發展確保能源安全，故傾向於在海外投資擁有石油資源。但後者容易

遭遇來自國際局勢的影響，當面臨國際政治風險時，將無法解決能源安全問題。 

世界局勢瞬息萬變，原本處於相對弱勢的中國，藉由經濟成長已經成為區域

的超級強國；美國則因為遭受國際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力遭到重創，連同影響原

來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同樣歐美國家自 2010年起面臨歐債風暴的蔓延自顧

不暇。2012年全球僅剩亞洲及部分拉美國家的經濟維持持續成長，其中亞太地

區的穩定成長，已經成為國際間唯一保持穩定發展的區域，其中更以中國的發展

令人矚目。在這種局勢發展下，國際社會已重新檢討對美國及對歐洲各國的相關

政策，國際間亦開始討論美、中雙方「G2共治」的可行性，使美國不再是一極

獨霸。局勢迫使美國在朝鮮半島、伊拉克及阿富汗等國際事務上均須與中國進行

磋商，中美之間權力的傾斜狀況日趨明顯。同時中國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隨著

政經力量的茁壯，影響力已較以往大幅度提升。 

經濟永續發展有賴穩定安全的能源供應，欲維持能源安全供應體系，一般作

法莫不促進能源多元化、擴大自有能源比例、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發展節能減碳

技術、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等。我國自產能源不足，高達 99％能源仰賴進口，國

際局勢與能源價格的變化，對我國民生與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容小覷，因此對能源

供應安全與穩定更加值得重視。面對能源與環境挑戰，除了強化自有能源及替代

能源的開發外，政府也制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與推動節能減碳計畫，以實現

「能源、環保與經濟」三贏之政策目標，以因應國內外局勢變化。128提升國家能

源安全與穩定經濟發展。  

中美兩國透過各自合縱連橫等手段，在石油的議題上不斷互相衝撞，並在各

種衝突中獲取各自所需的利益。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能源的需求問題更將戰略資

源的石油推向國際政治舞臺。在這樣的國際態勢下，全球的石油戰略已經形成以

美國及中國為二大主導力量的國際體系，我國要如何在東西力量交匯現實的國際

複雜競爭環境中尋求最大的利基，將是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

128 資料來源：請參閱經濟部能源局，「2012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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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隨著全球化、資訊化及多元化趨勢的發展，世界變的更「小」，縮短國與國

之間有形的與無形的距離。由於各國之間有形的距離縮短，促使國際間相互依賴

程度增加，進一步突顯非傳統安全威脅對全球安全的影響。非傳統安全威脅雖然

對各國的國家安全尚不致產生「立即而明顯」的危害，但是由於這些威脅多與公

共安全及人民生命財產有關，且影響範圍擴及國民經濟、社會秩序與人民生活。

對於上述安全威脅因素，若未能即時、妥善處理而任由其發展，則有可能擴大、

引發或衍生，抑或被敵對勢力加以利用，而惡化成為危及政治穩定、國家發展、

國家存續、安全與繁榮的威脅，其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不容小覷。1因此，世界

各國皆將非傳統安全議題視為影響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因素，並運用國家整體資

源，積極進行跨部門合作機制的運作，以保證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安全。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加上經貿活動的持續熱絡，全球經濟與國際政治的全方

位合作，間接促使各類型全球性及區域性組織陸續成立。國際關係也因各種跨國

組織，促使國與國的往來日趨緊密，儘管各國仍然必須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但

在共同制定的國際組織機制規範下，已大大降低發生衝突的機會。各國在追求經

濟發展的同時，「資源安全」成為各國關切與面對的重要課題，尤其是提供經濟

發展動能的「能源供應安全」。在中國、俄羅斯、巴西及印度等金磚四國(BRICs)

快速崛起之際，龐大的能源需求已經對全球的資源市場產生排擠效應，使全球的

能源情勢再度緊繃，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已經使能源出現短缺的疑慮，「石油」

將再次成為國際間衝突的導火線。 

有限的石油供應人類百年來的發展，然而石油在大量開採下已經開始呈現枯

竭趨勢，未來全球石油儲量豐富的地區，勢將成為各國積極爭取與染指的「必爭

之地」。面對來自石油安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將在可見的未來成為我國無時無

1 朱蓓蕾，《兩岸交流的非傳統性安全》(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5 年 3 月)，

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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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影響國家安全的隱憂，及早認清與面對未來的局勢，採取有效的因應作為將可

使我國受威脅的程度降低，同時可確保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安全。 

整理與歸納 

中美兩國有各自不同的石油發展歷史，但兩國的石油安全戰略與思維，卻都

將維持經濟發展作為石油安全戰略的首要目標。歷次石油危機造成經濟與安全嚴

重傷害的教訓，促使中美積極建立石油的安全儲備機制，以面對突發的可能狀

況。同時兩國也以積極建構及維持世界強權的企圖為目的，對全球石油資源產區

的政治、經濟事務採取介入的各種作為，以獲取更大的利益及凸顯地區影響力。 

在資源獲取上，中美兩國均藉由對全球資源區的石油資源，採取積極佈局，

透過各種經濟與政治及全方位合作的手段，鞏固各自在全球石油的利益。並透過

外交政策結合商業行為，對全球相關石油及礦源進行併購、探勘與儲備，建構各

自能源安全的防線。同時與國際間產油地區國家，建立各種資源合作協定，為資

源與國家安全戰略的目標實施佈局。 

探討與分析中美兩國石油發展歷史演進過程，可以發現目前世界兩大石油消

費國所採取的石油安全戰略，都與各自的石油發展歷史產生密切的連結。中國早

在北宋時期即有石油運用的歷史，但是在明朝後期開始採行的閉關自守政策，嚴

重影響中國近數百年的國家發展。中國在 1949年兩岸分治後，呈現兩種不同的

政治體制，在中國大陸的共產體制下，經歷近 30年的發展遲緩期。直到 1980

年後中國的經濟開始起飛，隨著經濟的成長，對石油的需求也日益龐大，甚至從

1993年後必須開始進口能源才得以滿足經濟發展所需。 

中國的石油安全戰略發展脈絡係隨著國內局勢與國際環境持續改變，從「自

給自足」轉變為「向外發展」的過程，也顯示中國為配合國家發展調整國家石油

戰略的變化。而美國的發展也與全球局勢的發展密切連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

美國石油發展的機運，大量的美國石油出口到歐洲及全球，奠定美國在國際社會

的重要地位。緊隨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持續扮演石油供應者的角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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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石油的大量出口構建美國的政經實力。英、法是最早介入中東事務的國家，

戰後由於歐洲經濟遭到嚴重的傷害，使原本世界強權的英國在 1950年代急速衰

退。趁著英法的退出中東舞台，美國順勢接替成為中東地區的領導者。此後油量

蘊藏豐富的中東地區多數成為美國掌握控制的資產，也是鞏固國際政經地位的基

礎，中東也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 

美國藉由中東的豐富石油成功維持經濟與政治力的成長，雖然曾面對來自蘇

聯的挑戰，也因此使中東成為冷戰時代東西勢力的戰場。但在蘇聯解體後，美國

再度成為世界的霸權。隨著中國政經力量的崛起，使美國感受到霸權地位已受到

來自中國的威脅。中美兩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因為面對不同的發展模式與機

運，兩者間的戰略思維與作為不盡相同。但兩國在石油安全戰略的基礎上，以確

保國家經濟持續發展與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卻完全一致，因此在相同的目的配合

不同的戰略思維下，中美兩國在全球各主要石油生產區，都可以見到兩國的競爭

與合作現象。 

經歷兩次的世界大戰與多次的區域戰爭，可以證明石油與國家安全的重要關

係。中東位於歐洲、亞洲與非洲交界的樞紐位置，地底下擁有的豐富油藏，使中

東成為全世界的焦點。麥金德的大陸心臟地帶論，認為中東是世界的心臟，誰佔

有中東就可以佔有全世界。美國在 1950年代起就已經在中東地區成為關鍵的主

導者，在蘇聯的勢力消退後，美國也在同時成為世界的霸權，無形中呼應與驗證

麥金德的理論。然而在各國的角力之下，中東提供世人的印象就是漫天黃沙、戰

亂與貧困的景象。石油使中東成為世界的焦點，但也是石油使中東成為戰亂與貧

困落後及封閉的地區。 

美國強權地位受到中國的挑戰，而中國要維持能夠與美國挑戰的資格，先決

條件就是必須維持經濟持續成長的動能。對現代國家而言，石油是發展的必要條

件，對中國而言，石油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關鍵，因此中國在全球各地積極爭

取油源供應安全，就是獲得挑戰美國霸權能力的保證。中美兩國為維護石油安

全，而在國際各主要石油產區佈局與作為不遺餘力，企圖極力爭取戰略優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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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石油主要產區侷限於中東、中亞、拉丁美洲等特定地區，在安全因素的考

量上，中美對於石油安全戰略的思維，也透由各自在全球各主要石油產區，建立

在確保供應無虞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各種政治、經濟、軍事與外交行為。 

心得與檢討 

自 1859年後，人類邁入石油世紀以來，石油已成為國際間最重要與應用最

廣泛的戰略資源。隨著石油科技的進展，石油的運用充分擴及人類的每一個生活

層面，小至個人，大到國家，無時無刻都與石油或其相關產品產生關連。對於現

代國家而言，石油的安全等同於國家安全，而包含石油輸出國家的產油政策、國

際情勢的安定、油源的來源、運輸的安全、供需的平衡等是都影響石油安全的因

素。若石油安全無法得到保證，則會影響國民生計、經濟運行乃至國防安全，因

此中美石油的競合也呈現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與外交各種領域中。 

歷史上出現多次的石油危機，歷次的石油危機都造成全球經濟的嚴重傷害，

石油危機引發的石油安全問題不僅是石油輸出國與消費國之間的衝突，更是形成

影響全球秩序安全的主因，因石油而引發的地緣爭奪議題，也牽動著國際政治、

經濟、戰略神經。在各國為維護「國家利益」、保證人民權益的前提之下，各國

必須在現實的國際社會體系中，積極捍衛國家利益，而捍衛國家利益的基礎，即

建立在國家的綜合國力，以及如何展現在國際社會而受到他國尊重的能力。 

美國是國際的強權，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維護，長期以來透過軍事力量與經濟

實力的展現，從不遺餘力的使世界各國與美國國民相信，美國將堅決的維護國家

利益，因此美國給世人的印象就是，美國將毫不猶豫透過「單邊主義」原則來有

效維護與穩固美國的國家安全。但此，卻有對他國作出制裁或攻擊性行為的危

險。這也具體表現在美國的外交作為上，受到傳統「單邊主義」盛行的影響，一

方面對所謂「不符合美國利益」者給予懲罰與制裁；另一方面，也開啟與其他國

家的不對稱合作關係。 

「911事件」是美國傳統思維的轉變關鍵，事件發生後，來自國際社會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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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狀況，改變美國傳統戰略思維與外交政策。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強權印象在中國

的崛起後，已不再是全球唯一霸權。相對於以往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國際社會

出現來自各地區整合的區域聯盟與地區大國。「911事件」後使美國認知，反恐

戰必須要藉由集體合作才能有效進行。因此，改變過去「單邊主義」的路線，加

入「多邊合作」的概念，才是對美國最有利的戰略。因此，採取對中國一改過去

視為「競爭對手」概念，選擇採取戰略伙伴的合作關係，共同維護國際秩序與全

球經濟及政治的穩定。 

雖然建構穩定的國際秩序有助於各國政治與經濟發展，然而在自由的經濟市

場上，中美為了爭奪石油資源，卻無可避免的以尖銳的競爭情勢，表現在全球石

油生產區的戰略佈局上。從 2005年中國國營石油公司對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的

收購案遭到美國政府的干預而失敗後，中國國營石油公司轉向中亞、非洲、澳洲

以及加拿大積極尋找目標，以應付國內不斷增加的能源需求。2010年艾克森美

孚欲出價 40億美元，收購美國科斯摩斯能源公司(Kosmos)在非洲重要產油國迦

納的油田資產。中海油卻比艾克森美孚的出價，再多加 10億美元，並聯合迦納

國營石油公司(GNPC)向科斯摩斯能源公司提出收購其持有的迦納 Jubilee油田

股權。2除此之外，2012年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宣佈，將以 151億美元收購加拿大

大型能源企業尼克森石油公司。中海油收購尼克森也被外界認為是中國進軍北美

石油市場，轉變石油戰略的一個開端。3中美雙方在全球石油資源的商業競爭已

經出現利益的衝突，中美的能源競爭白熱化程度如此可見，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

雙方的資源爭奪也將日益尖銳。 

對軍事與安全而言，麻六甲海峽扼守印度洋至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道，控制

著中東石油輸往中國的生命線，也成為中國石油安全的命脈，麻六甲困境多年來

均使中國坐立難安。因此中國除積極發展陸上的石油運輸管道與開拓中亞地區的

2 請參閱中國能源網，「中海油擬聯手迦納 50 億美元競購 Kosmos 資產」，

http://www.china5e.com/show.php?contentid=135210，瀏覽日期 2010 年 10 月 25 日。 
3 請參閱國際石油網，2012 年 7 月 26 日，「中海油收購尼克森或拉開中國海外石油戰略序幕」，

http://oil.in-en.com/html/oil-07470747121491328.html，瀏覽日期 2010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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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合作外，中國也在積極發展具遠航能力的海上軍事力量。海權論的代表人物

馬漢（Alfred T. Mahan），對於地緣戰略觀點的看法，特別重視作為海上交通樞

紐的海峽和島嶼。他提出，掌握海峽即可控制敵人的海上運輸，阻止或減緩其海

權發展，而島嶼如能獲得優勢的空權與海權，則可以成為控制陸權之戰略據點。

所以，美國一直高度重視台灣海峽和麻六甲海峽的海洋地理戰略價值。我國位於

這條封鎖中國的第一島鏈上的戰略樞紐點，是一艘「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我

國應該善加利用這得天獨厚的戰略優勢，作為我國在資源戰略上的資本。 

台美關係攸關我國的核心利益，隨著臺海兩岸緊張關係的逐漸緩解、交流日

益頻繁，使兩岸政經關係呈現和解的氛圍。但我國的資源仰賴輸入，是不爭的事

實。我國在中美兩大國際強權中間，既需要美國支持，又不能對美國過度依賴；

同時既需要和中國交往，卻不能完全信任中國。換言之，這應是一種在各自利益

考量下的良性發展，但對我國而言，卻必須同時應對來自中美雙邊關係壓力的挑

戰。兩岸關係雖然重要，但是美國的支持是我國國家安全根本保證之一，缺乏美

國支持將失去與中國互動的籌碼，如何維持與平衡中國、美國三邊關係是政府應

為妥善處理的重要課題。 

對於我國而言，與中美兩國維持目前的三角關係是最佳的國家戰略選擇，然

而受限於中國堅持的「一中原則」，卻使我國的國際外交身分因而受到限制，在

此狀況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是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的另一種方式。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 (APEC)是我國長期積極參與的國際組織，也是提高我國在國際社會能見

度的重要場合。APEC相關活動，是亞太地區各經濟體高階代表間非正式諮商論

壇，提供各會員國之間的對話與協商管道，同時 APEC於 1990年成立能源工作組

（Energy Working Group, EWG）。4其目的在於尋求能源部門對於亞太地區經濟

及社會福祉的最大貢獻，同時減少能源供給與使用對於環境的衝擊，而我國是能

源工作組有關新能源及再生能源專家分組成員，負責推動國際合作，促進各經濟

體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擴大再生能源利用。透過參與此一組織相關活動，有效拓

4 經濟部能源局，《2010 年經濟部能源局年報》(台北：經濟部能源局，2011 年 6 月)，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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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國國際空間與地位。 

 
圖 6- 1：APEC 能源工作組組織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除 APEC之外，我國於 1990年 1月 1日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

為世界貿易組織 WTO之前身），並在 2002年 1月 1日正式成為 WTO第 144個會員。

WTO除提供我國在國際經濟相關爭端體制處理管道外，在國際法平等互惠原則下

更提供我國參與多邊貿易談判諮商的機制，避免遭受他國單獨對我國採行不利之

歧視措施，保證我國經貿利益，對我國國際地位提升及國際參與機會，意義顯著。5

參與 WTO除能提供我國在經貿上的助力外，對於與能源相關之經貿議題，包括能

源產品與貿易往來及能源服務業之投資經營等層面，均可透過正式的國際機制，

提供我國權益維護的有效的保證。 

石油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石油成為權力的指標，誰擁有石油就可

以主導世界，從近代歷次的衝突教訓可知，爭奪石油成為近代地區衝突的導火

線。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後政經力量的遽增，透過各種手段在主要產油國的積極作

為，甚至在美國國內相關企業著力日深，與美國產生利益的衝突也將與日俱增。

中、美資源問題面臨複雜的嚴峻挑戰，雙方在國際間的競合牽動世界局勢，對我

5 經濟部能源局，《2010 年經濟部能源局年報》，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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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濟發展、外交政策、國家安全等領域均會產生影響；我國向來仰賴石油進口，

國際間各國多變的資源戰略作為都可能對我國造成衝擊，未來我國定將面臨因能

源造成國家安全威脅的事實與日益嚴峻的石油安全危機，除此之外，國際情勢的

變化也對我國國家安全密切連動。為此我國的資源戰略應該要有突破現有安逸現

狀的思維，及早面對與制訂配套的戰略作為，才是目前急迫的國家安全需求。 

石油議題面向廣泛，涵蓋經濟、政治、外交與環境保護等各層面，研究全球

目前兩大強國其各自的石油安全戰略，僅能依據現有資訊加以探討，惟世界局勢

發展變化太快，其中與石油相關的議題也主導目前的國際局勢，繼伊朗因核子問

題引發何姆茲海峽危機以來，中東地區的敘利亞也持續發生內戰，更使地區情勢

更加嚴峻。在南海的爭議上，雖然各相關國家決議和平解決，但隨著中國在南海

建立「三沙市」後，也使南海爭議再起。6種種的國際事件，均與石油資源相關，

而在各爭議地區也同樣出現新現實主義的理論貫穿其中，競爭與合作的關係除在

中美兩國出現外，在中東的歐美國家、南海的東南亞國家均可見到競合的現象。 

研究發現與展望 

透過整理、分析與比較中美兩國的石油戰略，歸納所得發現，中美兩國為避

免因石油安全受制而影響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均以「強化合作、立足國內，節

約優先」的原則，作為國家維護石油安全的思維與基礎，雖然兩國在石油安全戰

略上略有不同，但卻都有下列相同之處： 

壹、 能源代表權力 

美國參議員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2005年在美對外關係委員會發

表演講時指出：「相較於 20世紀最大的衝突是美國和蘇聯的軍備競賽，21世紀

最大的衝突可能就是中美之間對能源的爭奪。中美關係中潛在的最大的衝突源

就是兩國對全球石油資源的競爭。」7事實上，中國現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

6 中央社，「陸成立三沙市爭南海主權」，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207240112.aspx，
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1 日。 

7 丁剛，《脫美國化-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定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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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 2大能源消費國，未來如果兩國在石油安全問題上都視對方為威脅，彼此

都採取敵視和對抗的態度，就很容易陷入不能自拔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最終導致衝突的發生，甚至影響全球政治與經濟穩定。 

以往軍事力量是全球排名的主要決定因素，冷戰時期美蘇等核武大國，具

備足夠的政經能力得以影響或威脅其他國家，迫使各國必須選擇與其結盟或扈

從，否則即為敵對。無可否認軍事力量在當今世界仍有優勢，但經濟發展實力

及能源充裕與否已逐漸淩駕於軍事力量，成為評估國家影響力的重要元素。例

如，沙烏地阿拉伯幾乎毫無軍力，但他擁有全球最大的油藏量，所以對全球事

務有很大影響力，而在第二章所提中亞地區與非洲國家的亞塞拜然、哈薩克、

安哥拉、蘇丹等油藏量較小的國家也享有與其規模及條件不成比例的影響力，

這些能源過剩的產油國有個特點，就是國家的政治高層經常利用其特殊地位，

迫使能源消費者接受許多不合理的條件，但石油消費國僅能配合與接受，因此

擁有能源就擁有權力。 

貳、 強化國際合作  

全球除主要產油國外，多數國家均需依賴石油進口，才能維持國家發展所

需，其中雖然中國及美國在其國內仍具有一定的石油蘊藏，然而在石油戰略的

構想下，不約而同均採對國內的石油資源有限度開採，並積極向外獲取石油資

源的手段，達到其國內的供需平衡。 

能源的耗竭將是未來必須面對的結果，無限制的使用與開發將會加速能源

的消耗，為能獲得資源永續發展，節約利用有限的能源，透過合作與開發替代

能源，藉以降低能源消耗才是減少需求與節約成本的唯一選擇。全球消費大國

的美國與中國也透過合作對話機制，積極持續在能源開發和能源研究方面加強

合作，以應付及解決兩國對能源的龐大需求。中美兩國唯有加強能源合作才能

營造全球的穩定局面，提高國際更好的發展環境。面對未來資源即將耗竭，透

過強化國際合作，才可以做好面對未來石油因素帶來衝突的可能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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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善用經濟作為 

石油價格深受國際突發事件的影響。最為著名的就是 1973年因為中東戰

爭而出現的阿拉伯國家對西方國家石油禁運導致第一次石油危機，這讓嚴重依

賴進口石油的西方國家受到沉重打擊，出現經濟混亂。因此石油被稱為國民經

濟的「血液」，當人體失血過多時，將會危急生命的安全，由此可見石油在國

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位置。 

國際間對於武力獲取資源的行為深惡痛絕，也常因此遭到國際輿論的制

裁。1990年 8月 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並引發以美國為首的 34個國家在

聯合國的授權下，制裁伊拉克即是一例。也成為國際間對於挑起紛爭的行為的

應變模式，伊拉克戰爭成為野心行為者必須謹記在心的案例。為此，在全球化

的時代，經濟成為軍事以外的選項，因此中國與美國均透過其強大的經濟實

力，在全球各主要的石油生產地區積極佈局與投資，發展石油貿易，以提高石

油進口的多元化，分散石油供應的風險。同時積極參與境外油源的勘探開發，

任何可以獲得的礦源、開採權甚至是與能源相關的企業都是佈局的目標，而經

濟也是目前中美競合局勢中，最為明顯與激烈的戰場。 

肆、 建立石油儲備 

為了維持國家發展與運作所需，各國根據國情不同，普遍建立有各自的戰

略儲備制度，以保持一定規模的戰略儲備，如石油、黃金、外匯、糧食、稀有

金屬及化工原料等，以作為緊急狀態下的應急使用。 

戰略石油儲備是各國能源戰略的重要關鍵，世界各國都把石油儲備作為一

項重要的國家戰略加以部署實施。戰略石油儲備是在遭遇戰爭或自然災難時，

得以確保國家石油的供給不間斷為目的，保證國家的能源安全，不受外力影

響。同時戰略儲備亦可發揮經濟方面的調節效果，透過向市場釋放儲備油減輕

市場的心理壓力，以降低石油價格不斷上漲的可能，達到減輕石油供應對整體

經濟衝擊的程度，獲得平抑油價波動的目的，維持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減低石

油遭到人為控制供應，衝擊石油安全的影響。對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而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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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儲備是國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  

伍、 有效軍事作為 

歷次因石油引發的戰爭經驗教訓說明，擁有豐富的資源除了能提供國家生

存發展所需外，更可作為外交與戰略運用資本，然而若無法掌握有效保護資源

的能力時，擁有的一切將成為吸引外患垂涎的重大目標，並可能造成國際紛爭

影響國家安全，中國進口的石油均需透過漫長的海上運輸，維持運輸的安全成

為中國刻不容緩，亟需解決的問題，因此中國持續強化軍事科技能力，並將重

點置於海軍的建設工程上，期望透過海上的武裝力量，獲得保護石油運輸的安

全的能力。 

長期以來波斯灣是全球最容易引爆衝突的地區，中東地區也是美國龐大利

益所在。波斯灣一直是美國軍事力量的投射區，維持波斯灣的穩定影響美國的

經濟與國際地位，美國不允許任何國家挑戰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權威，因此冷戰

以來美國均透過強大的軍事力量，藉以提醒各國絕不可輕舉妄動，進而維持波

斯灣的穩定。同時波斯灣的優勢地緣關係，也提供美國得以透過波斯灣快速部

署軍力，至歐亞非三洲任何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 

陸、 降低石油需求 

「能源與安全」、「能源與環保」，能夠二者兼顧的只有節省能源，透過革

新的作法與科技協助，達到環保與滿足能源需要。然而工業化社會目前只能選

擇煤、石油、天然氣及核能。開發新能源、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已是世界潮

流，引起世界各國特別是能源消耗大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積極運用科技與政策

鼓勵風能、太陽能等清潔、環保的可再生新型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減少石油等

一次性能源的消耗，改良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用。降低石油需求與尋找更便

捷、更經濟的替代能源已是各國迫切的需要。 

石油供應安全是影響國家經濟運作、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中美為降低石

油需求，均透過國家政策的制定，獎勵企業發展非石化能源以有效降低石油的

需求，並大幅度提高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海洋能、地熱能等其他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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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在國家能源消費中的比例，希望透過提高新能源的使用，來滿足迫切的

石油需求。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市場上對能源投資速度持續加快，貫徹維持資源內需與外

銷平衡的傳統石油安全戰略，透過中國「向外走戰略」的佈局，已經掌握多數可

供中國所需的石油資源。但是美國對中國在海外佈局、開發石油資源的行動視為

對其利益的競爭，甚至看作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縱然如此，中國已逐步從

生產為主的策略走向資本強國戰略方向發展，尤其在中國對資源投資方式愈趨靈

活，除發揮更大投資效益、爭取更多發展資源外，對中國的經濟持續成長、外交

工作遂行與整體國家競爭力提升，將更具助益。然而中國積極對國際資源的龐大

投資，將加大國際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增加中國海外投資的政治阻力，即

便如此，強大的中國將無形加大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力，甚至對我國的國家安全產

生潛在威脅。 

我國能源供給結構高度依賴煤炭、石油及天然氣等化石燃料，進口能源佔總

能源供給的比例高達 99.4％，並且因為能源供應管道過度集中，致使能源安全

體系極度脆弱。在這樣的狀況下，降低我國對傳統進口能源依賴、提高能源供應

自主，才可提升能源供應安全與穩定。而參考全球各重要國家在能源政策上，多

採行包括減少需求、發展石油替代方案等政策，均可有效解決我國可能面臨的石

油安全問題。 

我國容易受到國際情勢的影響，面對國際間能源價格波動，所造成的石油供

應安全也是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建構更堅實的經濟環境更顯重

要，必須減緩內耗，並透過有效的經濟政策指導方可完成。傳統能源耗竭已不可

避免，及早尋求替代能源的開發顯得日益迫切。若無法衡量目前的局勢與自身的

狀況，當未來發生與石油相關的危機時，將會直接衝擊我國的經濟發展。在我國

能源必須仰賴進口的狀況下，如何有效掌握國際情勢的變化與變遷，提早透過政

策手段來建立穩定安全的石油供應體系，並兼顧國家安全與環保要求，將是未來

我國所要面對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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