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
世界

2013.6
CONTEMPORARY WORLD44

中日韩能源合作与地区秩序转型
■   钟飞腾／文

中国自 1993 年成为原油净进口

国之后并没有对能源安全投入

十分的关注度，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

爆发以及加入 WTO 后进一步融入世

界市场的制度约束，中国觉察出能源

依赖度的上升对经济的危害性。过去

十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飞速增长，石

油进口大幅度上升。2012 年，中国

进口原油已达到 2.7 亿吨，而且其增

长势头还在持续进行。由此，能源安

全成了举国关注的战略性课题。

从理论上讲，能源安全的内涵存

在多种定义。比如，对经济学而言，

主要是能源的使用效率，而对对外政

策而言，主要是能源安全保障，即不

出现供应突然中断或大规模短缺、价

格上涨超出预期等事件。一般认为能

源安全主要是供应安全，即所需能源

的进口渠道可以保障。由于中国煤炭

储量丰富，狭义的能源供应挑战主要

是石油。[1] 不过，最近也有学者建议，

关于“能源安全”的定义需要新的范

式，至少包括五个方面 ：能源供应、

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环境、社会文

化差异以及国际政治等。[2]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能源

消费区的东亚理应存在着极大的合作

空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去考虑广义

上的能源合作。东亚不仅是未来经济

增长的动力所在，其对能源的需求也

具有相当类似的发展。中日韩都极大

依赖于中东地区的原油供给，在确保

地区稳定以及海上通道上拥有共同的

利益 ；随着中国日渐强调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推动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日

本、韩国作为资源匮乏国实现节能发

展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推动中国转

型。

一、亚洲是世界能源

的主要消费区

从已探明的世界石油储量来看，

中东地区遥遥领先，而亚洲处于全球

最弱势的位置。自 1980 年以来，中

东地区占世界已探明总储量的比重基

本维持在 56% 左右，在 1988—2002

年间甚至上升到 66% 左右。按已探

明储量计算，世界可以大致分成四个

等级区域 ：处于第一等级的是中东地

区，其次是美洲地区，第三等级是非

洲和欧亚大陆，第四等级是亚洲 / 大

洋洲、欧洲。亚太地区的储量只相当

于中东地区的 6% 左右。

更进一步而言，从原油消费生产

失衡角度衡量，亚洲的能源安全问题

更为突出。中国是唯一进入全球 15

大生产国的亚洲国家，而消费大国中

亚洲就有四个，分别是中国、日本、

印度与韩国。从总量看，尽管亚洲四

大消费国加起来相当于美国的消费

量，但亚洲国家的能源供应具有比美

国更严重的脆弱性。日本、韩国是典

型的能源依赖型国家，就连印度也没

有进入全球前 15 大原油生产国，这

些国家的原油供应基本依靠地区外生

产地，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形

成了竞争态势。

在天然气方面，亚洲的地位也

比较低。据英国 BP 公司统计，2011

年亚太地区的天然气储量只占全球

的 8%，产量占 14.6%，而消费量占

18.3%。[3] 由于天然气的消费与一国

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

平高的日本、韩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

天然气消费结构类似，而中国、印度

这样的国家天然气的消费量占其能源

消耗比重相对低很多。因此，韩日与

中印在天然气安全上特点并不完全相

同。亚洲唯一占据优势地位的是煤炭，

储量排名全球第二，而产量与消费量

则占到全球的 67%。总而言之，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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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方面的特点是消费远大于生产

能力。

二、中日韩在亚洲的能源地位

按照能源需求，亚太地区主要

是六个大国，过去 30 多年来占亚洲 /

大洋洲的初级能源消费总额基本稳定

在 86%，呈现出三级阶梯式分布 ：中

国处于第一极，日本、印度处于第二

级，韩国、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处

于第三极。2009 年，中国占亚太地

区的比重为 50.7%，印度占比（2009

年印度超过日本）12.2%，日本占比

11.6%，韩国占亚洲 / 大洋洲的消费

比重为 5.6%。

基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美国能

源署的《国际能源展望 2011 年》报

告给出了各大区域至 2035 年的初级

能源消费预测，其中亚太地区占全球

份额的比重将从 2008 年的 35.1% 增

加到 2035 年的 44.9%。仅次于亚太

的北美地区占全球比重，则从 2008

年的 24.4% 下降为 2035 年的 19.2%。

在非 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国家中，中国增速达到 3%，而印度

的增速甚至超过中国达到了 3.2%，

到 2015 年印度就会超过日本成为仅

次于中国的亚太能源消费大国。[4] 因

此，就未来的发展态势来看，长期而

言对中国构成较大竞争压力的主要来

自非经合组织国家，特别是印度。

从中国的能源消费构成来看，煤

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 世纪 90 年

代初期，煤炭一度占到 76% 的份额，

自 21 世纪初开始逐步稳定在 70% 左

右。石油在中国能源消费构成中占到

第二位，2011 年为 18.6%。天然气的

比重曾长期稳定在 2% 左右，但自 21

世纪初开始逐步增长，尤其是近六

年年均增速达到 30%，2011 年占比

5.0%。水电、核电、风电三者的比重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 5% 左右，

每 隔 5、6 年 增 加 1 个 百 分 点， 从

2008 年起每年在 8% 左右。据 2012

年 3 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煤炭

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未来

相当长时期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

地位不会改变。[5] 

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对煤炭

的需求非常突出。如表 1 所示，2011

年，煤炭在中国初级能源结构中占

比 70.4%， 日 本 为 24.6%， 韩 国 为

中国

日本

韩国

原油

461.8

201.4

106.0

天然气

117.6

95.0

41.9

煤炭

1839.4

117.7

79.4

核能

19.5

36.9

34.0

水电

157.0

19.2

1.2

可再生能源

17.7

7.4

0.6

合计

2613.2

477.6

263.0

表1 2011年中日韩三国的初级能源消费结构（百万吨标准煤）
资料来源 : BP,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p.41.

化，特别是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发达经

济体，在能源利用率上具有非常大的

优势，这为中国提升能源利用率、降

低对环境的污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照 2005

年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

所产生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2010 年 中 国 为 3.8， 而 韩 国 是 5.3，

日本是 8.6。尽管能源消耗与工业结

构相关 , 服务业经济一般能耗低，但

显然日本、韩国都具有优于中国的能

源产出效率（如图 1 所示）。

30.2%。而可再生能源方面，中国的

比重是 0.7%，日本为 1.5%，韩国为

0.2%。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迅速，不仅总量上得到进步，在比重

上也不断取得进步。

从表 1 可以看出，日本、韩国的

能源消费结构非常接近。更进一步而

言，由于日本、韩国已经实现了工业

图1 中日韩的GDP单位能源消耗，1980-2011年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三、确保地区秩序稳定

是三国的共同利益所在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中

国通过出口石油换取外汇推进改革开

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原油的出口

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战略，包括推动与

日本的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加速经济

发展，从 90 年代初期成为石油净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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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种局面已不复存在。不过，由

于中国的能源消费主要依赖于煤炭，

短期内中国的能源净进口依然显著低

于日本、韩国。如图 2 所示，按照能

源净进口计算，2010 年日本的能源净

进口为 81%，韩国 82%，而中国只有

9%。但中国的趋势是稳步增长，未来

将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能源供给。

中国的原油进口严重依赖于中

东地区，其次是西非，第三大进口来

源地是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从国家来

讲，包括沙特、安哥拉、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等都是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

地。此外，将来可能会从南美这些地

区增大原油的进口量。同样作为能源

消费和进口大国，美国的进口来源地

不同于中国。据美国能源署数据，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从欧佩克的石油

进口达到高峰，1977 年曾一度高达

70%，但 1992 年美国从非欧佩克国

家的进口超过欧佩克国家，主要是加

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多了，2010 年

自欧佩克的比重已下降至 40%。如果

从地域划分，那么目前美国大约四分

之三来自西半球的加拿大、墨西哥、

委内瑞拉，这些国家临近美国，对美

国来说相对是安全的。从进口地政治

风险看，中国要高于美国。

图 2 中日韩能源净进口占能源使用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与中国、美国相比，韩国、日本

更加依赖于中东地区。据美国能源署

资料，韩国 2011 年的进口来源地中，

沙特阿拉伯占比 33%、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23%、卡塔尔 10%、科威特 7%、

伊 朗 9%， 俄 罗 斯 4%， 其 他 14%。

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遭受两次石油

危机之后，曾一度降低了对中东地区

的石油进口，1986 年降低至历史最

低点的 12744 万立方米。不过，随着

冷战的结束，美国重新掌控中东的地

区局势之后，日本再度严重依赖于中

东地区的原油供给。2008 年金融危

机后，源于国内经济萧条，从中东的

原油进口显著下降（如图 3 所示）。

由于严重依赖区域外原油供给，

中日韩在确保马六甲海峡的运输通道

安全上存在着紧密的合作需求。这

种利益也被三国首脑普遍认可，自

1999 年启动中日韩首脑会议以来，

在历次会谈中都会涉及到能源安全问

题。2012 年 5 月三方举行第五次首

脑会议后，在合作宣言中三国表示

要“致力于加强合作维护能源市场稳

定”。[6] 从依赖角度讲，中国对马六

甲安全的担忧并不比日本、韩国更强，

后两国有更多的理由要担心这一区域

的安全问题。

在天然气方面，澳大利亚、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是重要的出口国，

日本与韩国是主要的进口国。液化天

然气的轮船运输直接经过中国的南海

以及东海，而近期中国周边海域的紧

张程度有所上升。日本加强与菲律宾、

越南、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其意图

中有能源方面的考虑，但主要还是借

助于美国重返亚洲积极培育自己的军

事实力，以提升在美国国力衰退态势

下自保的能力。未来如果海上发生冲

突，那么对亚太地区天然气市场的影

响将十分巨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中

图3 日本原油进口的地区分布，1970-2012年
资料来源 ：日本经济产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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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能源供应安全的关

注将日益变得与日本、

韩国趋同。为此，中国

对海洋事务的关注前所

未有地加强，国际社会

将 此 解 读 为 中 国 对 领

土、领海的主权性利益

声索，但实际上更重要

的是中国对于保护合法

的海外利益的重视。这

种利益乃是中国融入国

际社会，构建有利于中

国和平发展的环境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而一个

稳定的、开放的地区秩

序也与日本、韩国的能

源安全利益吻合。从这

个意义上说，中日韩的

合作空间非常的大。一

个严重依赖地区外市场

供应能源的亚洲，需要

东北亚经济三强从长远

角度考虑确保地区秩序

稳定的战略意义。

四、美国再平衡战略

与页岩气革命的影响

由于能源与国际政

治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美国再平衡战略引发的

各国政策调整将对能源

安全产生重大冲击。美

国 自 2009 年 初 奥 巴 马

政府上台之后，以雁阵

的方式展开其在亚洲的战略部署，不

仅自身加速调整在亚太的军力部署、

加大外交资源投入，还连同更新了与

同盟国的关系。尽管有论者认为由于

美国财力紧张，重返亚洲更多是虚张

声势不易落于实处，但我们见到的实

际情形是亚洲的局势因美国的口头说

辞和一系列动作发生极大转变，中国

周边安全环境已经恶化。[7] 在美国的

带动下，美国的同盟国之间的沟通、

磋商显著加强，对地区安全局势更加

敏感和多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加大

了地区内国家间的不信任，而这显然

不利于对安全比较敏感的能源供应。

美国国内经济的振兴是支撑美国

战略再调整的基石，涉及到能源领域

的重大事件是，美国不仅有可能在未

来 20 年通过页岩气革命实现能源独

2013年3月12日，日本“地球”号深海勘探船在日本爱知县附近海域作业，通过降低地层压力
将甲烷水合物中的甲烷气体与水分离提取，即成功分离可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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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且成为天然气出口第一大国。

由于发达国家天然气消费占比普遍较

高，美国页岩气革命将深刻影响未来

亚洲的能源格局。对美国而言，页岩

气革命不仅意味着能源消费结构的转

变，还预示着制造业回归美国。美国

制造业竞争力抬升，不仅给日本带来

极大的压力，也将促动中国更加重视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某种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启示，不

仅中国加快了对页岩气的开发，积极

吸收外资和民营企业参与，日本与韩

国也显著加快了对页岩气的开发。日

本、韩国是全球第一、第二大液化天

然气买家，日本传统的天然气进口来

源地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在 2011 年 3 月发生“东

日本大地震”灾害后，天然气的需求

量显著上升。日本加强了从卡塔尔的

进口，从俄罗斯的进口也显著增多。

2013 年 3 月 15 日，日本宣布参加“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

随后美国表示要提前向日本出口天然

气。这表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所

具有的广度和影响力。

韩国要比日本更依赖于天然气

进口，其国内生产占消费比不足 2%。

为强化对天然气的消费，以韩国知识

经济部为首，韩国政府联合企业以

及科研院所组建了一个页岩气行动

小组，以增强韩国在该领域的保障。

2012 年 5 月，韩国国家石油公司则

表示正在收购美国页岩气公司，同时

也考虑投资开发中国的页岩气。与日

本相比，韩国的优势在于已经与美国、

欧洲等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不仅

有利于提升其出口竞争力，也有利于

韩国公司充分利用美国的天然气开发

能力。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加速进

展，未来 20 年美国将逐步减少从中

东地区的原油进口，显著加大其天然

气的出口，那么新的地缘政治命题是

“后美国世界”是否需要新的原油运

输保障国，东南亚在韩、日天然气进

口来源地的地位如何加以保障？这并

非杞人忧天。据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

研究所分析，自 2006 年美国从国外

石油进口达到顶峰之后，已经连续七

年呈下降态势。该报告认为，这一布

局的变化将对中东的战略形式产生极

为重要的影响，即美国对中东和平稳

定的承诺是否会兑现，如果美国撤离

会对地区秩序产生严重的影响。[8] 显

然，中日韩有必要思考后美国世界的

能源供应安全问题。

五、结论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亚洲各国

进入了一个经济长期增长的时代，也

由此带来了能源安全问题。在全球能

源格局中，亚洲主要是一个消费者，

对区域外能源供应的稳定十分关注。

作为东亚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中日韩

都严重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中

日韩的能源政策将影响亚洲的经济发

展模式、地区经济合作以及地区秩序

的转型。对这一课题，需要三国人员

共同探讨加以解决。

对于能源合作问题，中日韩三国

有必要采取新的“能源安全”视角去

看待。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能源

安全事关环境、技术、能源供应、社

会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秩序的转变等问

题。在能源领域，中日韩三国具有不

同的比较优势，但具有基本相同的能

源需求，理应发挥不同领域的优势，

扩大共同利益。

长期而言，随着中国能源净进口

的不断增长，在能源利益上将越来越

与日本、韩国趋同，这不仅是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也涉及地区秩序

变动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的沿

海地区，人均 GDP 将日益接近日本、

韩国，从而在安全上具有类似于日本、

韩国的需求。也就是说，一个日益发

展繁荣的中国，在安全秩序的塑造上

将朝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

态演化，因此，中日韩三国的利益共

荣性也将显著扩大。

不过，未来仍然面临挑战，如果

美国从中东撤离，那么谁将承担起捍

卫地区秩序的责任呢？如果美国的亚

洲再平衡政策变成遏制中国的政策，

造成经济与政治的分离，那么亚洲地

区的能源安全很难得到确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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