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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地缘政治与石油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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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油在现代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导致了以石油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的兴起和各国在石油地缘政治区域的博弈。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争夺石油为目标的局部地区斗争从未停息。在石油利益的驱使下，美国、中国和欧盟等大型能源消耗

体为争夺石油展开了激烈竞争。产油国也利用自身能源地缘政治优势不同程度地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在未来，石油的

开采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不管是在深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对于石油的争夺会更加激烈，新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将发生重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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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基辛格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
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从石油燃料代替煤炭燃料

以来，石油的用途迅速扩大和发展，没有哪个国家

能脱离石油生存，更别提发展经济。而在过去的一

百年里，控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成为各国国家安全

与发展战略的核心和重要目标之一。没有石油，经

济灾难将接踵而至。因此，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

制了潜在竞争对手经济发展的命脉，进而称霸世

界。这种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与反控制也成为许多

国家和地区间不断发生冲突与战争的重要原因。

　　一　石油与国际冲突史略

石油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极少数价格可能远

高于其生产成本的原材料之一。数十年来，石油成

为国家实力的象征，成为地区危机和局部战争的源

泉。在世界各地，油田或是天然气藏的发现都或多

或少地成为有关国家的噩梦，对石油的争夺和贪婪

挑起无数邻国甚至所谓“友国”相互间的仇视和

战争。

历史上，地缘政治与石油第一次联系在一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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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１１年爆发大革命的墨西哥。革命爆发后，墨
西哥国内的混乱局势一直持续到１９２４年，美国军
队以保护其本国居民及财产为由乘机干预墨西哥

内乱，企图在墨西哥丰富的石油资源开发中占到便

宜。而与控制资源和保证石油供应安全有关的争

端，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是为石油而战，有

关石油的地缘政治战略涉及到各个方面。事实上，

导致日军袭击美军珍珠港这一军事行动的一个根

本原因，就是日本石油储备的下降。１９４１年４月，
日本和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后，德国开始攻

打苏联。随着事态的发展，日本军方高层进而确定

他们不会与苏联在伪满洲国边境地区发生正面冲

突。正由于此，美国开始停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没

有了石油，战争机器将无法运转，此时的日本别无

选择，开始准备与美国交战，只是还没有确定具体

时间。之后，罗斯福总统下令冻结了日本在美国所

有的资产，又使得日本无法像以前那样支付美元购

买石油。在如此政治情况之下，日本陷入绝望因此

孤注一掷，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偷袭珍珠港。［１］可
是，日军在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时的同时，并没有

摧毁美军在瓦胡岛上的４５０万桶燃油。这样，日军
虽然赢了珍珠港一役却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

而当时的纳粹德国，虽然围困莫斯科多日，却

未能最终占领该区域。这其中主要是因为希特勒

临时改变决定，调军南下支援，为的是切断俄国人

在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供应线。同时德军还发动斯

大林格勒会战，一方面是想掐断支援苏联军工和战

机所必须的石油供给；另一方面，也是其根本目标，

就是夺取高加索油田并占为己用。如此，德军将更

有可能打通前往中东地区的通道，占领伊朗和伊拉

克，进而控制石油资源更为丰富的海湾地区。［２］可

以说，德国贸然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正是燃料危

机造成的结果，该战役的失败则使德军丧失了获得

维持战争机器运作的能源后盾。其后，德军战线不

断收缩，并逐步进入防御，直至完全失败。

在二战结束前夕，与雅尔塔会议上富兰克林·

罗斯福、约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一起确

立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还有罗

斯福与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在“昆西”号战

舰上最终达成的《昆西协议》［３］。协议把确保沙特

阿拉伯的石油稳定当做美国的根本利益之一，确立

了两国“石油交换安全”的合作模式：美国在某个不

确定期限的时间内，保证沙特王室的安全和稳定；

作为回报，沙特保证让美国从沙特获得大量石油，

并参与发展沙特的石油工业。事实上，在同盟国庆

祝他们的胜利时，斯大林并不在意所有签订的合

约，而是盘算着企图通过支持和组织在阿塞拜疆南

部和伊朗北部的民族分裂运动，将伊朗北部丰富的

资源占为己有。这项战略的目标是搅乱伊拉克摩

索尔地区和波斯湾地区的稳定局势，从而削弱英国

在中东的战略地位。

二战结束后，世界局部反殖民主义的抗争历史

也同样被有关石油的冲突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其

中，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０年的比夫拉湾战争（即尼日利亚
内战）最为明显地揭示了这一点。６０年代初，尼日
利亚人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东区地带发现了大油田，

但是控制该地区的伊博人并不希望石油开发的收

益被其他民族均沾，而另两个民族，即富拉尼族和

约鲁巴族则认为，既然是一个国家，资源理当属于

全体国民。［４］因此，在官方声称的民族矛盾和宗教

冲突的原因之外，更根本的是这一地区丰富的石油

资源导致了战火的蔓延和尼日利亚的分裂趋势。

冷战时期，石油战略博弈更是处在美苏紧张关

系的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

夺控制世界石油资源进行公开或隐蔽对抗的世界

格局。从这一点看，与两国石油战略联系得最为紧

密的一次冲突就是安哥拉内战。安哥拉的石油、天

然气和矿产资源丰富，而当这个非洲第二大产油国

陷入内战混乱局势时，美苏两大国牵涉其中。莫斯

科开始支持罗安达政权领导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

动（ＭＰＬＡ／安人运），而美国则援助乔纳斯·萨文比
领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ＵＮＩＴＡ／安
盟）。他们把安哥拉变成其争霸全球的又一场代理

人战争的战场，并导致这场内战的复杂化和持

久化。

另外，阿以冲突也致使阿拉伯国家于１９７３年
用石油作为经济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西方

国家进行石油制裁，最终导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在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之间爆发斋月战争之后，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ＯＰＥＣ）的１０个成
员国宣布收回原油标价权。基于政治等原因，欧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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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国家开始减少石油产量，对输往美国的石油实行

禁运，并将基准原油价格从每桶３美元提高到１２
美元，使世界油价猛然上涨了３倍［５］。这次石油危

机造成了西方联盟的破裂，也在外交上孤立了

美国。

近３０年来，石油争夺成为不少区域帝国主义
横行和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以争夺石油出口通道阿拉伯河
为战略目标而爆发的两伊战争中，美苏表面声明保

持独立，实际上加紧对世界石油宝库———海湾腹地

的争夺，遏制但同时又维持两伊实力平衡，对双方

即拉拢又打压。战争对两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其

财力、物力蒙受巨大损失，综合国力受到极大削弱，

同时也加剧了中东各国间的紧张关系。

１９９０年，伊拉克为掠夺石油入侵和占领科威
特；１９９１年，美国介入海湾地区，进而爆发海湾战，
并借此机会获得在海湾驻扎军队的特权，海湾六国

则用石油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这样，美国不仅确

保了石油的稳定供应，而且在海湾地区大作军火

交易。

１９９７年，厄瓜多尔与秘鲁在富含石油的孔多尔
山脉爆发冲突。两国自独立以来一直对边界的划

分存在争议，并爆发多次武装冲突。秘鲁希望维持

里约协定（１９４２年在美国、阿根廷、巴西、智力调停
之下签订的“和平、友好和边界议定书”），而厄瓜

多尔坚持重新划定边界。争论的焦点在孔多尔山

脉中发现的切涅帕河，该河因通向亚马逊河而在战

略上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之后，该地区发现石油

资源，更加深了两国的冲突。

还有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在石油岛屿巴卡西半

岛上的冲突。两国就非殖民化过程中的疆界模糊

问题曾引发争议，７０年代末，巴卡西半岛附近海域
发现石油和天然气，致使两国对该半岛的争夺更加

激烈，并发生多次武装冲突。最终国际法庭于２００２
年裁决要求尼日利亚从巴卡西半岛撤军，并将该岛

归还喀麦隆。

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入侵及 ２００３年的占
领，也与石油相关。１９７４年，东帝汶在脱离葡萄牙
殖民统治９天后，即受到印尼入侵并占领。东帝汶
于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日独立，成为联合国第１９１个成
员国，但印尼并没有停止对东帝汶的占领，其根本

原因是为了控制帝汶海域东面的阿拉弗拉海域丰

富的石油资源。

如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石油处在地缘政治竞

争的中心位置，那么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则

是：石油已成为导致地缘政治紧张气氛的关键性

因素。

　　二　石油与当代地缘政治格局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石油的争夺愈演愈烈，油

价一路攀高。在这背后，国际石油地缘政治格局也

发生着重大变化。冷战后一直维持着霸主地位的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耗国，在其国内石油资

源与产量远不能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石油进口

的稳定与否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

保证自身能源安全，美国对全球石油战略区域进行

不同程度的干预和控制。欧佩克国家和非洲产油

国自然而然成为美国和能源消耗飞速增长的亚洲

国家的主要争夺区域。而一些由于发现石油而从

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上有着相当重要影响

的国家（如伊朗、委内瑞拉等），也随着国际油价的

不断飚升而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热点。与沙特阿拉

伯或是科威特用石油交换军事保护不同，他们将石

油视作维护其意识形态的武器。这些国家几乎都

与美国有矛盾，敌视美国。他们反对自由市场，想

要将石油资源国有化，以至于让石油买家在能源需

求的压迫之下服从他们的意愿。然而，国内原有的

民族和宗教矛盾加上国际社会的介入让战火和纷

争从未远离。但石油价格的上涨也使得石油消耗

国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加强和改善与产油国家的关

系，使产油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更大的提升。

在油田密布的中东，伊朗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

油气资源，而且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伊朗是世

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和欧佩克第二大石油输出国，

占据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

将近世界４０％的石油要从这个狭窄的水道通过。
但是近年来伊朗的一意孤行和战略上的不确定性，

让那片区域蒙上了核扩散危机的阴云。伊朗与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伊朗核问题的争议导致地

区关系紧张，并且一直用石油相互要挟。但能源优

势却赋予了伊朗强大的地位，使之能够在与美国和

欧盟的对峙中持有强硬的立场。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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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华盛顿、渥太华和巴黎以国家名义对伊朗石油

实行禁运并冻结了其在伊朗中央银行的资产。经

济制裁似乎成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

但是此举必定会加剧石油价格的上涨，损害西方国

家利益，这让英美等国也头痛不已。对伊朗而言，

它显然并不在意西方国家的制裁，加上中国和俄罗

斯的暗中支持，让阿玛迪·内贾德更加没有意愿要

放弃核试验。伊朗石油出口也更加让亚洲地区受

益，其中中国拿到了伊朗石油出口总量的２２％，日
本１４％，印度１３％，欧盟只享受到了１８％。［６］在受
到以色列威胁要对其出兵动武的刺激后，伊朗更是

报复性地停止石油出口，从而导致了全球油价

上涨。

另外一个对国际油价波动有巨大影响的中东

国家是伊拉克，其原油储备在欧佩克国家中排名第

三，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但这个石油生产和

出口都具有极大能力的国家却深陷动荡局势。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联合国严厉的经济制裁便使伊拉克的
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伊拉克的石油无法卖出也无

法进口所需商品，海湾战争则把伊拉克的经济炸回

到了工业化前的时代，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发动名
为反恐、反核、反暴政，实则为占领伊拉克进而控制

中东地区的战争，仅短短几周就推翻了萨达姆政

权，为控制伊拉克石油扫清了道路。而此后的伊拉

克却并没有像美国发动战争时所承诺的的那样“和

平、民主、发展”，反而危机四伏，千疮百孔，首都巴

格达爆炸事件不断，恐怖阴霾密布。尽管最终美军

撤出伊拉克，新政府也组建，但伊拉克仍暴力活动

不断，政局扑朔迷离，周边国家加紧干涉伊拉克内

政，国内局势面临诸多挑战。

在北非，利比亚的石油储量居非洲首位，世界

第九，石油是其主要经济支柱。利比亚爆发战争

后，国际石油价格猛涨，给欧洲经济造成了沉重打

击。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导致利比亚局势迟迟没有

稳定下来的原因也与石油的争夺相关。美、英、法

等国都觊觎这个国家丰富的石油资源，各方都希望

抢占先机，瓜分这块肥肉。法国表示了争取后卡扎

菲时代原油开采优先权的意愿，意大利则表明要在

新利比亚扮演头号角色。与此同时，利比亚内部部

落和各政治派别也都打着重建的旗号进行经济利

益争夺。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昔兰尼加地区更是

趁着政权重组的混乱局面要求自治，试图掌控境内

石油资源。各方种种矛盾和角逐都使得利比亚的

重建之路任重道远。

仅次于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的非洲第三大石油

出口国苏丹的形势，则充分显示出了中国和美国各

自的石油战略在该区的冲突。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南苏丹在经历了长达５０年的内战后宣布独立，联
合国随之承认南苏丹共和国的建立，并便之成为联

合国第１９３个成员国。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苏丹总
统巴希尔却对南苏丹宣战，誓称要推翻由苏丹人民

解放运动执政的南苏丹政权。苏丹的冲突表面上

涉及宗教和族群，但更吸引世界关注的却是中美两

国在苏丹石油和输油管上的分歧。北京支持历来

对石油财富有掌控权的苏丹喀土穆政权，因为供应

世界市场（主要是中国）的输油管道和炼油都靠北

部，并在红海港口出海。而作为幕后支持的对等条

件，北京垄断了达尔富尔南部的石油钻井开发。［７］

这也解释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一系列倾向于

巴希尔政府的举动。反观美国，南苏丹的独立少不

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和军事援助，但其背后原因也昭

然若揭：南部拥有全苏丹８５％以上的石油储量。正
因如此，在华盛顿的石油战略影响下，今年肯尼亚

与南苏丹已经签订了一项石油管道建设协议，计划

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开工。这条长达２０００公里的石油
运输线将横穿乌干达和肯尼亚，将南苏丹的石油运

至肯尼亚东南沿海的拉姆港口出海。这无疑对北

苏丹是灾难性的，也让中国的一大能源供应链出现

危机。

至于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他们依

靠自身资源优势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自普京执政以来，俄国重振大国雄风，借助国际石

油价格的飚升，呈现出强劲的复兴势头。这个仅次

于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拥有世界

石油蕴藏量的１２％，经济增长从根本上得益于能源
出口的拉动。为此，俄罗斯以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

作为武器，力求对国际石油战略格局施加更大的影

响。也因为这样，俄罗斯逐步地在其周围国家圈里

奠定了主导地位。能源正成为俄罗斯维护大国地

位的重要政治和经济砝码。

作为拉丁美洲能源大国的委内瑞拉也在积极

寻求自己的石油出口多元化，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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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依赖。委内瑞拉不仅将石油利润注入多数拉

美国家，还削价向拉美国家出售石油。这些举措增

加了委内瑞拉在拉美地区的政治影响，并对美国在

拉美的传统霸权构成了挑战。同时，为了减轻国家

债务，委内瑞拉还积极寻求外国贷款，尤其是面向

中国和日本。

与美国的明争不同，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他

国内政”和“双赢”的政策。这个难以满足自身石

油需求的能源消耗大国，通过加深与伊朗、委内瑞

拉、苏丹、乍得、安哥拉等国之间的“潜在关系”，［８］

而成为在这些国家享有石油或天然气运送优先权

的顾客。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已经逾越了单纯

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偏向类似于遏制美国全球霸权

主义的政治协定。

大国都在积极寻求自身石油进、出口的多元

化，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调整能源结构。从长远发

展角度来看，一幅新的石油地缘政治图面正在悄无

声息的绘制。

　　三　石油与地缘政治未来展望

在未来，海洋将会成为各国角逐和石油战略博

弈的中心。地球表面的７２％被海洋覆盖，随着石油
价格的走高和对海洋深层区域钻井新技术的开发，

“深海”这片区域将使全球石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

经济发生巨大变革。

北冰洋拥有和沙特阿拉伯同等的石油蕴藏以

及与卡塔尔相近的天然气蕴藏。随着地球气候变

暖，极地冰盖消融，深入北冰洋的钻探变得更易作

业，争夺北冰洋石油的战争已经打响，能源公司纷

纷把视线投向北极，寻找潜在的超级新油田。俄罗

斯、美国和加拿大随之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相

继在法律和军事上进一步定义他们的经济领域，加

紧制定石油钻探相关法规，北冰洋石油争夺战正悄

悄升温。

俄罗斯石油公司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于２０１２
年８月３０日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巴伦支海和鄂霍
茨克海大陆架油气资源的《联合开发北冰洋大陆架

油气资源协议》［９］后，显然成为该项目最为活跃的

行为者。对俄罗斯而言，北冰洋的资源是推动其油

气出口的关键，并且从长期看，增加能源开发活动

将会刺激俄罗斯北部沿海航线的航运发展；而航运

的发展又会帮助俄罗斯靠北极内陆的辽阔地区更

加对外开放。然而，对北冰洋石油资源的明争暗夺

引起了因纽特人的反对。对他们而言，在北极点附

近无人区的一系列活动会影响他们的居住区，北极

地区航运量的增加则会破坏冰层和当地动物的迁

徙模式，进而影响因纽特猎人的生计，而石油钻探

更是加剧了这一区域石油污染的可能性。

至于巴西，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他们已经在大西洋
南部长达８０００千米的海岸外深水区发现了多个大
油田，其潜在的油气储量甚至可以与英国和挪威在

北海的石油储量相当。如今，巴西凭借着数量众多

的深海钻探井平台和作业一跃成为世界上第六大

石油生产国。２０１１年，巴西国防部推出“蓝色亚马
逊”计划，［１０］扩充军备提高国防科研与创新投资，

其背后的意义也是为保护丰富的石油资源开采不

被美国介入。

说到中国，在能源的竞争中，中国还远落在美

国之后，并且在保证能源安全供给的问题上也存在

一定困难。中国的企业在科技层面还没有达到其

竞争对手的水平，特别是在近海石油钻探和深海石

油开发等领域。但北京没有一天不在对外宣称自

己对南海的主权。中国对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的态度一直是：坚持南沙群岛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发展海军方面，中国亦没有

放慢脚步。国防白皮书上，中国政府甚至明确表

示，对南沙群岛石油资源构成损害或威胁的活动，

中国军队将有权采取行动。这些埋藏在深海中的

石油，已经悄无声息地导致了新的敏感区域的形

成。对于陆上石油而言，有两个地区正占据着并将

在今后几十年里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

地位，他们就是非洲和中亚。黑非洲如今掌握着世

界３０％已证实的石油蕴藏，这使得非洲大陆成为新
的石油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北京与华盛

顿便是这片陆地上石油战略与政治外交上的主要

竞争对手。

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和哈萨克斯

坦丰富的石油资源同样构成了北京的战略重点。

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将里海区域定义为其主要石油

战略组成部分。由此一来，美国不仅把伊朗的地缘

政治重要性看做是掌控海湾国家的关键所在，同时

也看做是里海战略区域内的一个重要因素。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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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美国眼里影响着里海 －中亚地缘政治轴线的
战略支柱性国家。正因如此，有研究学者指出：“像

卡沙干油田（位于哈萨克斯坦，发现于２０００年，是
近年来发现的最大油田之一，商业储量大概为 ９０
亿桶到１６０亿桶）的输油管道在未来将顺理成章地
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价值的管道之一”［１１］。

除此之外，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被发现的能
够提取石油的沥青砂，也开始重新受到人们关注。

加拿大西南部分布着大量的沥青砂矿产，可以提炼

为石油。但最初由于开采成本过高，缺乏经济效

益。近年来，随着石油价格的一路攀高，这种矿物

质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随着开采技术日新月异

和不断进步，据估计，目前加拿大可以开采出相当

于１７００亿桶具有经济效益的石油。当这个数据被
确认之后，加拿大立刻跃居已知石油蕴藏量世界第

二位，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但沥青砂的开采无疑将

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开采过程中不仅要剥除沥

青砂上所覆盖的植被和土壤，还要将大量高温蒸汽

注入地下，以分离油砂里的沥青和沙。这样的开采

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并且热水和蒸汽会最终形成

泥浆，沉淀出有毒的化学污染物。对于未来，当能

轻易开采的石油越来越少之时，像加拿大沥青砂这

样，用不管在经济成本还是环境成本上都十分“昂

贵”的开采方式，来提炼石油的例子势必会越来

越多。

综上所述，新石油开发而带来的新地缘政治格

局在逐渐生成。陆上和深海将有越来越多的开发

者，而现在牵涉到其中的国家就有六十多个。旧地

理图上的石油蕴藏区域，将随着北冰洋、中国南海

和拉丁美洲石油的勘测钻探以及新矿产提炼的发

现而拥有新的形态。同时，石油的运输和未来海洋

石油开采设施的安全问题将推动从中国到巴西的

新海上强国的形成，石油将会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成

为未来几十年中最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和能源

资源。但石油终将越用越少，今后我们是否要靠牺

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或是否存在新的获取能源

的途径，这值得更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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