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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能源安全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 2006

年的八国峰会上, 能源问题更是占据议事日程之首。正如会议声明中提到的

那样, /对我们这些国家以及人类整体而言, 保证充足的、可依赖的、对环境

负责任的、反映市场价格规律的能源供应是一项挑战0。①当前, 全球能源安

全正面临着各种新旧挑战。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许

多研究人员已经对影响能源安全的多种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 但是, 现

有的研究在利用已有数据方面存在着不足。这些研究仅仅借助经济数据判断

能源安全的发展趋势, 而在分析因果或相关关系时基本采用的是传统叙述方

法。这样, 现有研究对问题的解释、尤其是在有关政治因素如何以及在何种

程度上影响能源安全的问题上, 显得含混不清、缺乏说服力。

鉴于当前研究的不足, 本文将从国际政治的视角考察能源安全的影响因

  ①  / G8 Support s -Open. Energy M ark ets,0 BBC, 16 July, 20061 ht tp: / / new s1 bbc1 co1 uk/ 2/

hi/ busin es s/ 51847761 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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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 国际能源安全状况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笔者认为,

能源问题的战略重要性使其从一开始起就与国际政治紧密相连。如果不将其

置于国际关系背景之中, 则无法正确理解能源安全问题, 也无法找出应对能

源安全挑战的方法。能源安全植根于国际政治关系之中, 只可能在友好而安

全的国际政治关系中得到改进和加强。此外, 在全球化时代, 能源安全的相

互依存特征愈加凸显, 其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无论国家多么强

大富有, 都不可能通过单边的行动真正实现能源安全。国际合作是改进能源

安全状况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为了检验国际能源安全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 本文将利用现阶段可获得

的数据, 选取统计模型进行分析。文章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要回顾已

有的研究文献, 重点讨论有关影响能源安全机制与因素的研究成果; 第二部

分从理论上说明了国际冲突和国际能源合作如何影响能源安全; 第三部分介

绍本文的数据来源和主要变量的选取; 第四部分选取相对恰当的统计模型对

选用的数据进行分析, 并对重要估计量做出了解释; 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

并提出了深化相关研究的一些建议。

一、能源安全的多种视角

国际能源组织将能源安全定义为 /在给定价格下, 满足能源需求的供给

在物理上的可获得性0①。学术界较为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定义是: 能源安全是

/石油和天然气充足、可靠、多渠道以及可负担价格下的供给, 以及具有充足

的基础设施将这些供给输送到能源市场0。② 由此可见, 能源安全可以通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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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来理解和测量: 合理的能源价格和充足的能源供给。①

今天, 人们对能源安全的担忧不无道理, 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该问题的

严重性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② 世界能源组织《2004年度世界能源展望报告》

警告我们, 由于近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和能源价格飞涨, /能源安全的短期风险

仍将上升0③。许多因素正在威胁着全球能源安全, 包括石油价格持续高涨且

不稳定, 石油市场功能不完善缺乏弹性, 放松能源市场管制失败, 能源投资

短缺以及能源剩余生产能力和储备不足等等。④一些国际重大事件也加剧了能

源安全的严峻形势, 如伊拉克局势长期不稳定, 中东其他国家和地区政治局

势紧张, 恐怖主义威胁, 以及近来欧洲因天然气供给引发的冲突和供给中断

等等。⑤ 针对这种状况, 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前能源安全形势严

峻的原因何在? 怎样才能够改善能源安全状况?

从市场角度出发, 有些学者强调供给 ) 需求关系机制在能源安全中的作

用。过去十年世界石油需求急剧增长,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

高速增长导致了所谓对能源安全的 /需求冲击0 ) ) ) 全球石油消费预期外的

增速是此前年增长率的两倍。与此同时, 石油的供给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一些重要石油出口国, 如伊拉克、委内瑞拉和伊朗等, 国内政治缺乏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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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能源市场失去弹性, 更容易受到外来的冲击。① 市场紧张导致现有的

能源政策已经很难应对新的能源挑战。供需关系不平衡带来了需求方之间的

激烈竞争, 而这种竞争使得国际政治关系愈加复杂, 引发了更多的国家间摩

擦和冲突。②

另一种与之看似相似却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更为倾向于市场自由主义。这

种观点认为, 今天世界的能源不安全应该归咎于国家对能源市场的管制。既

然能源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家不可能不

关注能源的供应和价格。于是, 能源的消费国和生产国均在不同程度上采取

了一些非市场手段维护本国的能源安全, 这导致信息和决策的透明度非常差。

要让市场发挥功效就需要有真正公平公开的竞技场, 而在能源市场上, 这样

的竞技场并不存在。市场不够开放和自由又导致运行规则和指南网络的缺乏,

因此能源市场的均衡很难实现, 即使实现, 也很难维持。③ 如果能够放松对

能源市场的管制, 价格上涨将会遏制需求量并鼓励产量增加从而使价格回落

到原来的水平, 于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为能源的供给而担忧, 能源问题也不

成其为真正的问题。④

有学者则指出, 能源资源自然禀赋在全球范围内差异巨大, 国家和地区

之间分布极为不平衡, 由此造成能源供给来源极度缺乏多样性, 进而导致了

能源安全的脆弱性。富藏能源矿产的国家大都分布在充满冲突和恐怖主义的

政治不稳定地区, 因此能源供给的可靠性较差。同时, 在地理位置上, 主要

能源消费国与其主要能源供应国距离遥远, 结果是世界能源供给链极其复杂

并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比如如何保证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安全、降低

能源投资领域内的高风险性和极大的不确定性等等。这些问题揭示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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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如此难以保证。①

有些研究者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政治因素上。他们认为, 由于能源交

易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交易, 例如石油就是一种政治商品, 不但要服从市场规

律, 更要受制于政治力量, 因此将能源安全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理解更

为恰当。能源禁运或联合抵制是常用的政治武器。② 此外, 对能源安全的挑

战还来自于国际政治结构本身。克莱尔 ( M ichael T1Klare) 认为, 能源安全

政治环境、需求和供给的动态变化以及地理限制等三个主要因素以及三者间

的互动决定了能源安全的现状和前景。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带来国

内和国际的政治冲突, 进而对国际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若综合而动态地考虑

这三个因素, 克莱尔预言, 能源安全的前景岌岌可危, 尤其在最敏感的所谓

/战略三角地区0, 更是充满了能源战争的威胁。③

还有一些学者将能源安全问题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全球化时

代, 尽管能源市场仍处于政府管制之下, 但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却不可低估,

并且这一市场是高度全球化、一体化的市场。这样, 国家能源安全只可能是

全球能源安全的一部分, 每个国家的命运都与能源市场紧密相连。国家能源

安全有赖于全球能源安全状况的改善。④ 因此, 国家必须通过政策的国际协

作和建立多种能源合作机制才能够改善其能源安全状况。⑤ 单边政策只能是

低效的, 或至少是次优的。国际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必不可少。

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出发, 一些学者也强调了国际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他们认为, 能源不安全的现状至少应该部分归因于国际合作不足,

并提出, /世界的能源安全是一个整体, 只有当各国政府意识到它们不但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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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改善自己的能源安全状况, 同时也必须为其他所有国家的能源安全

贡献力量的时候, 国家和国际在能源方面才能真正安全0①。由于能源安全是

一种公共产品, 其本质和特点要求国际合作, 没有跨国的政策协调和共同行

动就不可能有能源安全。② 其中一些学者还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出发对能源安

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 如非竞争性问题和搭便车问题等, 并得出结论认

为, 单边政策和行动既无法改善国际能源安全状况, 也不能对国家能源安全

产生实质影响。③

二、影响能源安全的国际政治因素

与一般商品的供给相比, 能源供给具有自身的特征。由于其战略地位及

其对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能源 ) ) ) 尤其是石油 ) ) ) 从来都是政

治关心的对象。④ 石油是一种政治商品, 其供给不仅遵循市场规律, 更受到

政治的操纵和摆布。⑤ 政治关系紧张时, 拥有石油权力的国家倾向于将石油

作为政治武器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而国家间的政治冲突同时会给石油安

全造成威胁, 摧毁从石油生产设备到石油运输等整个供给环节, 从而既损害

他国的利益也损害使用石油武器国家自身的利益。此外, 国际安全状况还直

接影响到能源投资的风险, 进而影响到对能源的实际投资, 并相应地影响到

能源的生产和运输能力。由此可见, 国际政治安全环境能够直接对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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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能源合作对于改善能源安全状况同样不可或缺。根据基欧汉 ( Rob-

ert O1Keohane) 的定义, 国际合作是指通过国家之间有意识的政策协调, 一

国认为其他国家的行为有利于实现本国的政策目标。合作要求通过谈判使得

独立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能够协调一致。① 能源合作之所以有利于改善国际

能源状况, 首要的原因在于国家能源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在全球化时代, 国

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能源市场, 其命运与市场整体的情况息息

相关, 没有全球的能源安全就没有国家的能源安全。② 国家想要改善能源安

全状况, 就必须建立起多方面、多层次的国际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机制。③

其次是由能源安全自身的特点和性质决定的。今天, 国际能源安全的全球性

质要求全球性的解决方案。④ 一个国家的单独行动无法解决其面临的能源问

题, 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⑤ 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与集体行动

对改善能源安全状况必不可少。更确切地说, 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公

共产品⑥, 具有非竞争性 (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影响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

费⑦) 和非排他性 (一旦产品得以提供则无法排除某个人对该产品进行消

费⑧, 这一特点和非竞争性一起带来了协作和贡献的问题⑨)。在公共产品问

70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Robert O1 Keohane, A f t er H egemony : Coop er ation and Disc or d in the World Poli t ic al Econo-

my ( Prin ceton, N1 J1 : Prin 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 , p1 51- 541

Down s, / Nat ional E nergy Security Depend s on Intern at ional Energy Security0 1

S imons, / E nergy S ecu rity As a Global Partnership0 ; Stan islaus, / Energy Compet it ion or Coop-

erat ion0 1

Down s, / Nat ional E nergy Security Depend s on Intern at ional Energy Security0 1

Yergin, / Ensurin g En ergy Security0 1

Kalicki and Goldwyn , / Int roduct ion: T he Need to Integrate Energy and Foreign Policy,0 p1 4;

Driving T ech nology: A T ran sit ion St rategy to Enhance Energy S ecuri ty, ht tp: / /

w ww 11 eere1 energy1 gov/ vehiclesandfuels/ pdfs/ program/ t sp paper final1 pdf1

Oliver M orrissey, Dirk W illem te Velde, an d Adrian H ew it t , / Definin g Intern at ional Publ ic

Goods: Conceptual Issues ,0 in In ge Kaul, et al, Pr ov id ing Global Pu bl ic G oods : Manag ing Global i za-

tion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132- 331

Ibid1

Ibid, p1 451



国际政治环境与能源安全

题上, 搭便车等集体行动的问题很难克服, 从而威胁到国际能源安全。① 但

是, 如果不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 各国不达成合作或进行政策协调, 能源安

全就更无法保证。② 基于此, 本文认为国际能源合作是影响国际能源安全的

另一个主要因素。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人们经常强调国际关系对能源安全的影响, 但很少有研究者对国际关系

因素的具体影响进行量化和实证研究。本文将运用现有条件下可获得的数据,

来检验国际冲突和国际能源合作对国际能源安全的影响。

笔者采用石油供给作为能源安全的代理变量 ( pro xy ) , 其理由是, 能源

供给的可靠性是能源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 而石油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最

重要的能源形式。③ 出于可操作的考虑, 我们必须在更为综合地理解能源安

全和更可量化地测量能源安全两者之间作一定程度上的取舍。在已有能源安

全的研究中, 能源安全概念相当模糊, 包含众多影响因素, 甚至涉及心理因

素等等。④ 因此, 理解能源安全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诉诸直觉或感觉, 而不是

一个切实可测量的概念。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用价格作为测量能源安全的指标,

认为如果价格 /不可负担0 或 /不合理0, 能源安全的形势就更为严峻。⑤ 这

些研究的问题在于, 什么样的价格是 / 不可负担0 的或 /不合理0 的, 人们

并没有共识, 其标准的选取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因此本文将石油价格作为控

制变量而不是因变量, 而选用石油供给作为能源安全的代理变量, 其优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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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可测量。

根据国际能源组织的界定, 石油供给中断泛指 /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在

获得外部石油方面相对于前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损失0①。但是, 石油市场是一

个动态的市场, 石油的供给量每天都在变化, 因此不是每次石油供给量下降

都能够称为 /供给中断0。国际能源组织对石油供给中断的测量标准由两部分

组成: 第一, 1995年 2月, 国际能源组织管理董事会所作的决议中指出, 供

给短缺达到或超过 7%即出现了石油供给中断。② 第二, 供给短缺不只是市场

的结果, 而是由某种外部事件和冲击引发。③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笔者只

关注国际性石油供给短缺, 不考虑国家边界内、局部的石油供给中断。可能

有人会认为, 石油市场一体化和各国在石油供给方面的相互依赖使得石油供

给中断不可能是 /局部0 的。但是, 全球石油供给中断与局部中断在起因和

程度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全球石油供给中断的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组织, 时间跨度为 1973 年 10 月

至 2002年 12月, 其中有 39个月为石油供给中断状态, 包括两次世界性的石

油危机。这两次危机共历时 12个月, 平均每日的短缺量为 250万桶。显然,

石油危机在程度上比一般的石油供给中断要严重得多, 因此可以将石油危机

和一般石油供给中断看成是按程度排序的数据。在第一组模型中, 由于数据

包含了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 石油危机用数字 3表达, 一般石油供给中断

为 2, 而正常情况为 1。在第二组模型中, 由于没有石油危机的发生, 因此石

油供给中断记为 1, 而正常情况为 0。

自变量国际冲突的衡量。在最初的研究中, 笔者曾尝试用国际危机和国

际战争一起来测量国际冲突, 不过最终还是放弃了使用国际战争的数据。原

因在于, 国际战争的月份数据存在问题。有些战争历时相当长, 而战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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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又大大高于战争结束的频率, 因此月份战争数据会随着时间而累加,

从而造成后期的战争数量总是大于前期。另外, 本研究使用的国际危机数据

已经包含了战争中的危机以及引发战争的危机, 因此如果再使用战争数据则

会造成重复计算的问题。① 考虑到以上原因, 本文只选用国际危机来测量国

际冲突。

国际危机数据来自布雷彻 ( M ichael Brecher) 和威尔肯菲尔德 ( Jona-

than Wilkenfeld) 的国际危机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的危机时间段是 1918年

到 2002年。② 本文将国际危机数据区分为没有/有海湾国家卷入的国际危机

两类。根据笔者的估计, 两类国际危机都会增加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

自变量国际能源合作的衡量。尽管非政府间的能源合作也是一种重要的

能源合作形式, 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国际关系 (国家间关系) 因素对能源安

全的影响, 因此可以把非政府间的能源合作留待将来的研究去考察。另外,

由于国际能源合作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 其形式多种多样, 定义可以非

常广泛, 包括所有的单边与多边集体行动, 也包括政府间的政策协调和协作,

因此要把所有的合作事件统计在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研究简单可行,

本文使用国际能源组织的建立和扩展作为代理变量, 以测量国际能源合作的

广泛程度。在能源合作领域, 国际能源组织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力、

合作程度最高的正式国际组织, 因此, 其建立和发展能够反映国际能源合作

的变化和发展。

自变量石油输出国组织 ( OPEC) 的作用。OPEC 国家、尤其是中东地

区的 OPEC 国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这些国家能源矿藏相

对丰富, 可开采的能源储备大大高于其它国家, 因此 OPEC 石油是最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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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OPEC也由此长期占有很大的能源市场份额, 具有相当的市场力量。①

OPEC国家曾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 而且这种禁运并不

仅仅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 因此石油短缺的影响会不可避免地会扩

散到许多国家, 于是 OPEC国家石油市场份额过高就被解读为缺乏能源安全

的信号。即使不从政治方面考虑, 过分依赖 OPEC 石油也是能源安全脆弱的

表现。纵然 OPEC尽其所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石油需求, 但由于这些国家

所处的地区政治动荡, 其生产能力和剩余生产能力都很脆弱, 容易受到外部

冲击而出现波动。再加上对 OPEC能源投资的不确定性很大, 这些国家都面

临着能源投资不足的严重困难。② 如果世界严重依赖这样一个不可依赖的石

油供给来源, 国际能源安全状况严峻就不难理解了。总之, OPEC 石油市场

份额过高是能源安全脆弱性的原因。本文的假设是, OPEC的市场份额增加

会导致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上升。有关 OPEC 市场份额的月份数据主要来

自于 BP 石油公司的工作文件《BP2006年世界能源统计回顾》。③

考虑到模型的变量之间有可能存在内生问题, 本文将自然灾害作为工具

变量。工业革命以来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 但是其勘探、开采、加工和运

输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 其中也包括自然灾害, 因此自然灾害本身就是自

变量之一。同时, 由于自然灾害不受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 但却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变化, 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能源安全, 因此自然灾害是

一个较为理想的工具变量。自然灾害数据来自紧急灾难数据库, ④ 这一数据

库收集了一百多年来全球所有自然和人为灾难的数据。本文只选择 1973 年

10月到 2002年 12月期间的自然灾害事件, 自然灾害的种类包括干旱、地

震、传染病、极端天气状况、虫灾、泥石流、火山爆发、水灾、森林大火和

风暴等。数据的统计方法是计算发生或持续发生在该月的各类自然灾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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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和。

本文的模型还包括四个控制变量。第一个控制变量是石油价格。石油价

格过高且不稳定通常有损于能源安全, 并反映出石油供给和需求间的落差。

此外, 还会刺激石油市场中的投机行为, 进一步恶化石油安全状况, 因为此

时人们具有相当强烈的动机囤积待售, 从而加大石油供给的缺口。① 由于石

油价格和石油供给之间明显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因此, 笔者同时运用当期

石油价格和前几期的价格进行变量控制。本文使用的价格数据并不是常见的

西得克萨斯中间价格、布伦特价格或 OPEC 一篮子石油价格, 其原因在于这

些价格数据没有具体到月份。研究选用的替代数据是美国原油离岸价格。数

据来源为美国能源部, 时间范围从 1984年 1月到 2002年 12月。

第二个控制变量是经济高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石油需求增长。有人认为,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石油需求量飞速增加,

造成或加重了石油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因此这些国家应该为全球能源

的不安全状况承担责任。我们采用中国和印度石油需求增长相对于世界整体

石油消费增长率的比例来测量这一变量。数据来源是 BP 的历史数据库。

第三个控制变量是石油市场的紧张程度, 可以用需求的价格弹性来测量。

正常情况下,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变化调节需求 ) ) ) 价格上涨时需求就会相应

减少, 尽管这一机制时常会有时间的延滞。所以, 正常情况下需求的价格弹

性应该为负。在石油市场上,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需求的价格弹性通常为正,

这意味着市场缺乏弹性, 价格无法调整需求, 市场均衡很难实现和保持。如

果高价格不能使需求减少, 就表明市场的紧张程度高, 市场无法起到缓冲和

调节的作用, 石油就更有可能被当作政治武器。因此, 市场越紧张, 发生石

油供给短缺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变量由两种数据组成, 价格数据来自美国

能源部的数据库, 而需求数据则来自 BP 的历史数据。

最后一个控制变量是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这本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

量, 但由于石油储备具有战略性, 国家通常不愿意报告它们的真实数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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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笔者只能获取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 但是数据的可靠性仍然值得怀疑。

尽管增加国家战略储备是国际能源组织经常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战略储备

的建立和扩大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国内政策范畴。根据石油市场的特征, 当

一国释放其战略储备的时候, 并不能保证这些石油不流出国境。也就是说,

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战略储备, 却并不能排除别的国家搭便车从而降低石油战

略储备的使用效果。如果没有国际政策协调和合作, 单纯地建立和扩大石油

战略储备并不能保证能源安全。石油战略储备的数据来自于国际能源组织的

数据库。

表- 1概括了主要变量以及内容, 表- 2、表- 3反映的是变量的统计

特征。

表- 1  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特征描述

ODIS 全球石油供给中断 ( Order ed o r Binar y)

NDA 发生在全世界的自然灾害 ( Count)

CRI 国际冲突 ( Count)

GCRI 有海湾国家卷入的国际冲突 ( Count)

OPPW OPEC 石油市场份额 (占世界石油总供给的百分比)

IEAM IEA 成员国数量 ( Count)

OECTSTS OECD国家石油战略储备 ( 100 m illion barr els)

OECDSTAD 前 1 期 OECD 国家石油战略储备 ( 100 million bar rels)

DVP 经济快速增长国家 (中国和印度) 的石油需求

相对于世界总需求的增长 ( per centag e)

MKTT 石油市场的缺乏弹性 ( - v demand/ v pr ice)

PRC 石油价格 ( real dolla r)

PRC1 前 1 期石油价格 ( real do llar)

PRC2 前 2 期石油价格 ( real do llar)

PRC3 前 3 期石油价格 ( real do 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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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的描述性统计 ( 1973年 10 月至 1983 年 12 月)

Variables M in 1st Qu. Median M ean  3rd Qu. Max 

NDA 01 00 01 00  21 00  11 894 31 00  81 00
CRI 01 00 21 00  31 00  31 57  51 00  91 00

GCRI 01 00 01 00  11 00  11 02  11 50  31 00
OPPW 281 43 401 42  481 90  461 19  511 66  551 71

IEAM 01 00 171 00  181 00  161 73  201 00  201 00

表- 3 模型的描述性统计 ( 1984 年 1月至 2002 年 12 月)

Variables M in 1st Qu. Median Mean 3rd Qu. M ax

NDA 01 00 41 00  61 00 61 67 91 00 251 00

CRI 01 00 11 00  21 00 21 15 31 00 71 00
GCRI 01 00 01 00  01 00 01 27 01 25 31 00

OPPW 271 68 361 94  401 66 381 87 411 92 431 83
IEAM 201 00 201 00  221 00 211 63 231 00 251 00

OECTSTS 321 92 361 32  371 59 371 27 381 68 401 85
OECDSTAD 321 92 361 31  371 58 371 27 381 68 401 85

DVP 61 35 81 23  101 10 101 68 131 22 161 74

MKTT - 261 08 - 01 69  01 01 - 01 19 01 56 241 02
PRC 81 18 141 68  161 75 181 12 221 07 301 75

PRC1 81 18 141 68  161 73 181 09 211 87 301 75
PRC2 81 18 141 67  161 73 181 07 211 68 301 75

PRC3 81 18 141 67  161 73 181 04 211 60 301 75

本文使用月份数据, 其主要原因是增加样本数量使得统计模型的估计结

果更为可靠。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 能源安全问题并不象后来那样引

人重视, 因此此前的月份数据很难获得, 所以本文数据的时间区间开始于

1973年。另外, 部分控制变量的数据开始于 1984 年 1月。因此, 我们将采

用两组不同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第一组模型的时间区间从 1973年 10月到

1983年 12月。在此期间发生过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 因此笔者将石油危

机和一般性石油供给中断区分开来, 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而

第二组模型的时间区间从 1984年 1月到 2002年 12月, 此间没有全球石油危

机发生, 所以运用 Binary Probit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这两组不同的模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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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时间区间, 使我们能够比较不同时间段内主要变量关系的变化情况。

四、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结果

为了研究国际冲突和国际能源合作对国际能源安全的影响, 本文首先运

用第一组数据 ) ) ) 时间区间为 1973年 10 月至 1983年 12 月, 采用 Ordinal

Probit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这一组模型一共包括四个模型, 模型 1、2、3

是模型 4 的嵌入模型。所有四个模型都包括了工具变量 / 自然灾害0

( NDA)。表- 4报告了统计分析的结果。

表- 4 效应参数汇总 ( 1973 年 10 月至 1983 年 12月)

Covariat es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 odel 4

NDA

 
01 00
( 01 09)

01 16
( 01 11)

01 23* * *

( 01 13)

01 26* * *

( 01 13)

CRI

 
01 02
( 01 08)

01 27
( 01 11)

01 11

( 01 10)

01 29* * *

( 01 12)

GCRI

 
01 32*

( 01 17)
01 03*

( 01 20)
01 36* * *

( 01 18)

01 08

( 01 14)

OPPW

 
01 14* * *

( 01 05)

01 07*

( 01 05)

IEAM

 
- 01 13* * *

( 01 03)
- 01 11* * *

( 01 04)

3 1

 
11 57
( 01 36)

01 51
( 01 44)

91 04

( 31 10)

41 71

( 31 00)

3 2

 
11 75
( 01 36)

01 73
( 01 45)

91 24

( 31 11)

41 94

( 31 01)

Standard err or s in par entheses

N : 123 123 123 123

Log- Likelihood: - 561 34745 - 461 8261 - 501 5403 - 451 5317

Model: probit probit pr obit pr obit

Signif1 Codes: 01 01 '* * * ' 01 05 '* * '01 1 '* '

在所有嵌入模型中, 参数符号表明国际冲突增加了石油供给中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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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但其影响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在模型 4 (完全模型) 中, 其影

响在国际能源合作和 OPEC市场份额两个变量得到控制后, 在统计上变得显

著, 其参数值为 01 29, 表明国际冲突对石油供给的边际影响较大。完全模型

的分析表明, 国际冲突的发生增加了国际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 这与前文

的估计一致。

关于有海湾国家卷入的国际冲突对石油供给的影响, 参数正号表明如果

该种国际冲突对石油供给存在影响, 其影响将是正向的 (提高石油供给中断

的可能性) , 而且在嵌入模型中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在完全模型中却失去了统

计显著性。这个分析结果与原来的预测不一致。统计结果显示在完全模型中,

海湾国家卷入的国际冲突的影响弱于更为普遍的国际冲突。这个现象确实比

较有趣。考虑到变量 OPPW ( OPEC市场份额) 的加入, GCRI (有海湾国家

加入的国际冲突) 失去统计显著性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大部分 OPEC 国家同

时也是海湾国家, 当国际冲突爆发后, 国际冲突首先会影响到 OPEC 的石油

生产情况, 而 CRI (国际冲突) 本身具有直接重要的影响。因此, 模型的结

果不能排除海湾国家卷入的国际冲突对石油供给的影响, 因为这种影响可能

是间接的, 但依然重要。

与预测的结果一样, 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OPEC 市场份额直接而显著地

影响到石油供给。OPEC能源市场份额越大, 世界对 OPEC能源的依赖越高,

世界能源安全就越成问题。OPEC 既是经济性组织, 也是政治性组织。它曾

经运用石油作为政治武器影响国际关系, 表明国际政治状况对能源安全具有

直接影响。当 OPEC 国家与其他国家关系紧张甚至爆发危机的时候, 石油禁

运以及其他运用石油供给以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就更容易进入 OPEC 的政策

考虑范围中, 甚至变为现实政策。尽管 OPEC存在所有卡特尔都面临的背信

问题, 比如沙特阿拉伯就屡次不遵守 OPEC的减产决议而破坏了 OPEC 的集

体行动, 但是 OPEC 作为一个整体至少强化了国际政治因素在能源市场中的

作用和影响。因此, 减少对 OPEC石油的依赖有助于改善能源安全状况。

模型的统计结果表明, 国际能源组织作为国际能源合作的代理变量, 对

于降低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具有重要影响。就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 参数

的符号为负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正如观察家们所指出的, 国际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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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证国际能源安全的有效途径。比较模型 2和模型 4对 IEAM 影响的估计

参数可以发现, 在两个模型中系数非常相似, 控制变量的不同并没有影响该

变量的边际影响, 这就表明 IEAM 的影响具有鲁棒性 ( r obustness)。

在四个模型中, 自然灾害的影响各不相同, 这一结果比较难以解释。当

模型中包含了较多的解释变量时, 自然灾害的影响在统计上的重要性增大,

而且边际影响也相应增加。在模型 1 中, 自然灾害对石油供给几乎没有什么

影响, 而在模型 4中, 其影响不但具有统计重要性, 而且在量上也不容忽视。

图- 1和图- 2直观地反映了模型 4 (完全模型) 的统计结果, 从中可以

观察到主要解释变量国际冲突、国际能源合作和其他变量对石油供给中断的

边际影响变化。计算图中各变量的边际影响时, 其他所有变量皆取均值。图

- 3显示的是模型通过估计潜在变量而预测的 1973年 10月到 1983年 12月之

间发生石油危机和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 即这一时期的石油能源安全状况。

不难发现, 模型所估计出来的结果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接下来, 笔者运用第二组数据、采用 binary模型对变量的参数进行重新估

计。这组数据的时间区间是 1984年 1月到 2002年 12月, 即 /后石油危机时

代0。由于发生石油中断的频率相对较低, 因此假设事件的分布是正态分布不太

切合实际, 这里假定分布为 C- Log- Log分布。但在模型 8和模型 9中, C-

Log- Log 分布在估计过程中数学上不能收敛, 所以我们使用 Probit作为替代模

型。不过, 在参数估计上, 一般情况下 C- Log- Log模型和 Probit模型的估计

结果非常相似, 因此使用替代模型不会改变统计分析的结果。

表- 5报告了模型的统计结果。结果显示, 自然灾害的影响与前一组模

型的统计结果非常相似: 在完全模型 (模型 9) 中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是在

嵌入模型中缺乏统计重要性。因此, 尽管我们并不能肯定自然灾害对世界石

油供给的影响究竟有多重要, 但其影响是存在的且不容忽视。在所有 5个模

型中, 国际冲突都具有重要影响。符号在模型 5中为负而非正, 其原因在于

加入了石油战略储备而排除了其它控制变量。在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 结

果显示, 国际冲突增加了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国际安全环境

直接而重要地影响到国际能源安全。有海湾国家参加的国际冲突在所有 5 个

模型中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而且参数的符号也不稳定。在加入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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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效应参数汇总 ( 1984 年 1月至 2002 年 12 月)

Covariat es Model 5 M odel 6 Model 7 Model 8 Model 9

( Inter cept)

 
- 71 70
( 51 88)

- 61 29* * *

( 11 50)

- 31 14* *

( 11 33)

41 44

( 41 47)

- 171 94*

( 91 90)

NDA

 
01 08

( 01 07)

01 05

( 01 07)

01 11

( 01 07)

01 07*

( 01 04)

01 10*

( 01 05)

CRI

 
- 01 36*

( 01 18)

01 56* *

( 01 23)

01 32*

( 01 18)

01 19*

( 01 11)

01 29*

( 01 16)

GCRI

 
01 66

( 01 59)

- 01 09
( 01 66)

01 25

( 01 51)

01 27

( 01 30)

- 01 12

( 01 44)

OPPW

 
01 07

( 01 06)

01 01
( 01 10)

IEAM

 
- 01 54* *

( 01 27)

- 01 52*

( 01 29)

OECTSTS

 
- 11 10*

( 01 59)

- 01 00

( 01 51)

OECDSTAD

 
11 18* *

( 01 59)

01 66
( 01 48)

DVP

 
- 01 12
( 01 13)

01 18

( 01 16)

- 01 18

( 01 20)

MKTT

 
01 04

( 01 12)

01 03
( 01 06)

PRC

 
- 01 36*

( 01 19)

- 01 26*

( 01 14)

PRC1

 
01 09

( 01 36)

01 14
( 01 26)

PRC2

 
01 66

( 01 41)

01 34
( 01 31)

PRC3

 
- 01 31
( 01 22)

- 01 10

( 01 16)

Standard err or s in par entheses

N : 228 228 228 228 228

Log- Likelihood: - 491 92 - 411 36 - 511 55 - 471 64 - 301 42

AIC 1111 85 1001 71 1131 09 1091 28 881 83

Model: clog lo g clog lo g clog lo g probit probit

Signif1 Codes: 01 01 '* * * ' 01 05 '* * '0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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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要变量对一般石油供给中断的边际影响 ( 90%置信区间) (模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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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变量对一般石油危机的边际影响 ( 90%置信区间) (模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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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后, 其影响变得越发模糊, 远远不如在第一组模型中那么清楚, 这

图- 3 石油能源安全的情况 ( 1973- 1983) (模型 4)

可能是因为石油价格和石油战略储备两个因素的作用。国际能源合作

( IEAM) 的影响在不同的模型中变化很小, 而且其结论是一致的: 国际能源

合作有效地降低了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其参数估计出来的边际影响未受

不同控制变量的影响, 这表明了其影响的稳定性和可靠性。OPEC 市场份额

的影响与前一组模型得出的结论不同。参数的符号表明 OPEC 市场份额的增

加会增加石油供给中断的风险, 但是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也就是说, 这

一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非常微弱。而且, 在模型 9中, 其边际影响从参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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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也是微乎其微, 只有 01 01,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分析也得出了较为有趣的结论。统计分析表明, 发

展中大国, 如印度和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并没有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威胁到国

际能源安全。相关参数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而且符号在大多数情况下为

负。这说明国际能源安全的严峻现状并非单纯源于市场供求的压力, 经济因

素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加剧了世界能源的紧张。

因此没有理由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世界能源的安全。此外,

对于石油战略储备的影响我们尚无法得出确切结论。当期的石油储备似乎对

图- 4  后石油危机时期的石油安全状况

降低石油供给风险有所帮助, 但是其影响很微弱, 也很难确定, 因为参数不

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前期的石油储备却有可能增加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

但是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正如前文所述, 石油战略储备数据的可靠性较差,

因此统计结果难以说明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更可靠的数据以进一步研究该

变量的影响。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统计结果是, 加入政治因素后, 市场因素

在各模型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这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比如, 价格的需求弹

性和石油价格的变化对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都没有什么影响。当期的石油

价格似乎有所影响,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 影响的方向却是负向的, 这表明石

油价格升高实际上是降低了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由于将市场紧张程度作

为控制变量, 不能把这一结果解释为价格通过调节需求而降低了石油供给中

断的危险。但是, 石油价格升高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一些因素进而间接影响到

石油供给状况。比如, 石油价格升高可能刺激技术创新, 推动能源替代,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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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石油供给中断的风险。

图- 6显示了模型 9 所估计的发生石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所有其他变

量取均值, 表- 7报告了模型估计出的各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 包括自变量

每单位变化、每标准方差变化和全区间变化引起的边际影响变化。

尽管两组模型采用了不同的控制变量, 但仍然可以对两组模型估计出的

参数进行比较, 进而比较在不同时期同一因素的不同影响。以下是比较两个

完全模型 (模型 4和模型 9) 后得出的一些结论。

表- 6  关键变量的效应 (按百分比)

Va riables v U nit vR v Range

 NDA 01 28 01 012  321 40  

 CRI 01 81 11 16  171 62  
 GCRI - 01 35 - 01 17  - 01 75  

 IEAM - 11 51 - 21 66  - 71 15  
 OPPW 01 04 01 16  01 55  

首先, 1984年前, 自然灾害的影响相对较大。在模型 4中, 自然灾害的

参数估计值比模型 9中的估计值要大很多。这一变化显示, 随着技术发展和

科学进步, 自然灾害的影响受到了控制, 石油能源安全受自然因素影响的脆

弱性降低。

第二, 两个模型都表明, 国际冲突对于石油能源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能

源安全依赖于国际军事和政治安全。模型 4中, 国际冲突的边际影响与模型

9正好相同, 都是 01 29。这说明该变量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未受控制变量变化的影响。

第三, 有海湾国家加入的国际冲突在两个时段、两种模型中都不具有显

著性, 其影响方向在模型 9中甚至是负向的。这说明石油能源安全更多是受

到国际政治及安全大环境的影响, 个别事件和特定事件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

的那样重要。

第四, 在两个模型中, 国际能源合作对石油能源安全的影响都是重要的。

但是在模型 4中, 参数的估计值是- 01 11, 而在模型 9中是- 01 52, 几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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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主要变量对石油安全的边际影响 ( 90%置信区间) (模型 9)

前一时期的 5倍。这一差异有趣而富有意义, 因为本文采用国际能源组织的

成员数量作为国际能源合作的代理变量, 仅仅能测量合作范围的变化, 无法

反映合作深度的变化。但是, 同成立之初相比 2002年国际能源组织合作的有

效性和深入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国际能源组织的历史上, 有许多克服集体

行动的重重困难而更好地发挥其功能的事例。20世纪 80年代, 国际能源组

织逐渐发展成为运转良好的国际组织, 许多原来无法实现的高层次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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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成为现实。因此, 两个模型中参数估计的差异表明, 国际能源合作的深

度与其广度同样重要。

最后, OPEC市场份额对世界石油供给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在模型 4中, 其显著提高了石油供给中断的可能性, 但是在模型 9中的影响

却很微弱。这不仅仅是因为控制变量的不同, 更多的是由于国际关系状况的

变化。在不同国际政治和安全关系的背景下, OPEC 市场份额具有不同的意

义。比如, 当国际局势紧张、冲突频仍时, 市场份额高意味着国家可以更有

效地运用石油作为政治武器。但是, 如果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友好, 市场份额

高意味着国家间的合作与对话, 而石油禁运较少进入政策考虑范围之中。

五、结  论

本文通过对两组数据的统计分析, 检验了国际冲突和国际能源合作对国

际能源安全的影响。尽管两组模型得出的结果有所差异, 但总体来看, 在主

要解释变量上是相互支持和补充的。通过对 1973年到 2002年相关数据的分

析, 笔者发现, 国际冲突显著地损害了国际能源安全, 而且更有趣的是, 普

遍的政治安全环境比个别和特定的事件更具影响力。同时, 国际能源安全合

作对于能源安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显著地改善了能源安全状况。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国际能源合作愈广泛、深入, 国际能源的供给愈有保障。

本文的结论对于如何改善国际能源安全状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首先,

不能把源安全理解为单纯的市场问题和供求关系的结果, 能源安全与国际政

治和国际关系密切相连、不可分割, 因此应该更多地将其作为一个国际政治

问题进行研究。第二, 由于国际能源供给链的复杂性和能源资源禀赋在国家

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性, 加强国际能源供给安全就必须依赖于更为友好和

平的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环境。各国如果不顾一切地进行能源竞争, 只会带

来相互之间的仇视, 甚至会引发国际冲突, 这不但无法保证能源安全, 反而

会恶化能源安全状况。第三, 国际能源合作是改善能源安全状况不可或缺的

有效途径。全球能源安全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性质, 尽管集体行动面临困难,

但只有克服这些困难才能够真正保证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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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尤其是各个代理变量能否准确有

效地反映相关自变量和因变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 能源安全不仅仅包括石油供给的可靠性和连续性, 而是一个内容

更为丰富的概念, 应将天然气、煤炭和水电等能源形式包括在内。在进一步

的研究中需要采取更为综合的能源安全概念和测量方式。

第二, 国际危机并不能完全测量国际安全环境, 就像国际能源组织的成

员国数量无法反映出国际能源合作的整体情况一样。

第三, 要提高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还需要更多的控制变量, 比如石油的

剩余生产能力、天然气的消费比例以及经合组织国家之外的石油战略储备和

能源研发数据。由于现有条件下难以获取这些数据的月份数据, 本文并没有

考察这些重要的控制变量。

总体来看, 本文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国际冲突、国际合作与国际能源

安全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初步的探讨, 其研究设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研究

结论也需要接受更为严格的实证检验, 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影响能源安全状

况的原因, 帮助政策制定者在能源安全问题上做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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