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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中东地区长期是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焦点地区。当前中东

地缘政治格局仍处于深刻变动进程中，具体表现在域内外大国间的影响

力对比变化及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将对我国的

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能源价格方面，短期内中东地缘政治冲

突导致石油供应大幅减少的可能性较低，页岩油产量增加也可抵消有可

能出现的中东石油供应量下降，基本不会出现油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中

期或许会出现页岩油增加的供应量无法抵消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中东常

规石油减少的供应量之状况，引发国际油价较大幅度上涨。在国际能源

投资方面，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导致多国进一步开放油气领域的外部

投资限制。我国应抓住机遇扩大在中东油气上游的投资规模，同时科学

评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合理布局能源投资以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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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储量及出口量均占全球比

例的近乎一半。同时，中东地区又是世界上政治格局最复杂、社会动荡最

激烈的地区之一。世界主要大国均对中东石油有较大依赖，高度重视中东

地区的政治安全局势，这使该地区长期成为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焦点。而

中东地区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二

战后，中东地区大小战事不断，多次造成国际能源市场剧烈波动。近年俄

罗斯大举介入中东事务，美俄博弈加剧，沙特、伊朗围绕争夺中东主导权

的对抗日益升级，加之土耳其强力回归中东以谋求大国地位，更使中东局

势复杂化，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加大。

我国是世界石油消费增量最大的国家，预测到 2035 年石油消费将高达

每日 1800 万桶，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1]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70%，而石油进口的一半来自中东地区，且主要通过易受中东局势影响的霍

尔木兹海峡运输。因此，就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来说，我国能源安全的敏感

性主要来自中东地区。

[1] British Petroleum，BP Energy Outlook 2035 , May 18，2015, http://www.bp.com/

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2015/Energy_Outlook_2035_

booklet.pdf，P.10.

图 1  中东石油产量及其占世界总产量比值图

资料来源 ：BP Energy Outlook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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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祥永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美国石油安全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

第 3 期，第 32 页。

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处于深刻变动的进程中，主要表现在对中东事务发

挥主要影响的域内外大国间影响力对比变化及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地缘

政治格局变动不利于中东整体局势稳定，加之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导致国

家治理能力下降，国内及跨国的民族、宗教冲突及恐怖主义等问题凸显，

至少在 3～5 年内中东地区局势仍将大概率持续动荡。

（一）域外大国在中东博弈激烈，美俄两强为竞争主角

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展开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显著特征是，美俄是博

弈的主要棋手，但美国影响力呈下降之势，俄罗斯则强势回归中东。美国

长期寻求并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排斥其他大国尤其是俄罗斯的

势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政策都或多或少与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资

源相关。美国掌控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不仅是确保自身石油消费供

给，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其竞争对手的发展，进而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

地位。首先，美国通过在该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接或通过代理人

以政治或军事手段达到对中东地区产油国的控制。其次，石油美元是美国

维持其中东地区能源主导权的重要支撑。美国通过与沙特的协议，使石油

输出国组织（OPEC）承诺只用美元为石油定价，使得石油进口国对美元产

生依赖性需求。美国通过向中东开放金融市场、接受石油美元存入美国银行、

购置美国不动产、投资美国证券和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吸收石油美元资本，

使其输出的“石油美元”顺利回流。 [1]

但近年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呈相对下降之势。主要原因在于随着页岩

油气技术的突破，美国已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对美国而言，中东油气资源

的重要性逐渐从维持国内供给的刚性需要转变为控制国际油气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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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在战略中的重要性明显不如前者。[1] 另外，美国的旧中东政策受到强烈

诟病。美国的“大中东”战略试图用军事打击加上和平演变对中东实行改造，

将西方民主模式和价值观强行移植到传统的中东集权与君主制国家政体内。

但美国严重低估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其巨大投入与有限产出不成比例，

使得美国不得不在民众的呼吁声中重新审视其中东政策。再次，中东地区

国家加大调整对外政策，积极“向东看”，推行多元化自主外交，逐步减少

对美国的依赖，形成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新的战略依赖和战略伙伴关系。

尽管如此，美国仍不会放弃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中东产油国对国际石

油市场仍具有决定性影响，美国需要维持控制力以确保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话

语权，并依然将保护盟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目标，

这是美国吸引盟友并与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因此，美国在

中东地区的总体走势是在确保该地区不被其他大国所控制的同时减少本身的

战略投入，而更多让其盟友尤其是沙特、以色列等中东盟友发挥作用。

俄罗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总体上，俄罗斯在中东

地区的能源战略目标是 ：视海湾地区为“能源伙伴”，积极参与油气开发和加

工，提供油气开采设备 ；利用能源合作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中

东事务，打破美国对中东能源的垄断局面，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2] 政

治上，俄罗斯积极参与中东事务，保持与主要能源大国的联系，尤其是加

强与伊朗等国合作，与美国在战略上进行博弈。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罗斯

不顾美国反对，坚持与伊朗发展核能合作，帮助其建造核电站，而且反对

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问题的制裁。经济上，俄罗斯积极参与中东石油开发、

抢占市场份额，特别是在伊朗遭到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参与其油田的开发。

俄罗斯还在中东大力推销“天然气欧佩克”理念，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欧佩

克的天然气输出国组织，促使天然气出口国协调彼此的行动。尤其是近年，

[1] 许勤华 ：《后石油时代的中东新地缘政治博弈》，中国财经网，2013 年 9 月 23 日，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30923/1828768.shtml。

[2] 李兴 ：《美俄中东能源战略比较分析》，载《国际观察》2009 年第 4 期，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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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通过大力介入叙利亚危机强力回归中东，通过出兵叙利亚、建立军

事基地、重建地中海舰队、联合军演等手段不断加强军事存在，大力提升

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安全影响力。

（二）域内地缘政治格局复杂，伊朗、沙特、土耳其影响明显

“阿拉伯之春”剧变以来，埃及在中东的地区影响力式微，伊朗、沙特、

土耳其等国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发挥重大作用，其中又以伊朗与沙特的战略

竞争最为关键。土耳其参与地区事务的实力与意愿不断增强，谋求地区领

导权，推动地区国际关系分化重组。中东多国内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导致

各国普遍政治脆弱化，冲突风险持续上升。同时，中东恐怖主义问题始终

严峻，极端组织崛起进一步搅乱地区政治生态。

1. 沙伊矛盾突出

沙特、伊朗两国对抗尤为突出，矛盾不断激化，在也门、叙利亚、伊

拉克等问题上展开较量，成为影响地区政治格局变动的主要域内因素，并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影响中东战略稳定的一对主要矛盾。

沙伊矛盾的本质为两国对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且存在难以调和的

宗教与民族矛盾。以波斯人为主体的伊朗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长期围绕海

湾权力展开争夺。早在 1981 年沙特倡导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 海

合会 )，便具有制衡伊朗的明显意图。如今沙特又意欲组建由阿联酋、巴林、

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被称为“阿拉伯北约”，以图增强进

一步对抗伊朗的阿拉伯力量。伊朗则试图构建以其为核心的什叶派势力圈，

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海湾各国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伊朗正成功实施建立

和巩固横跨黎凡特地区的什叶派轴心战略，使伊朗的影响力从扎格罗斯山

脉延伸至地中海，从德黑兰经由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延伸至贝鲁特。[1] 

在叙利亚问题上沙伊两国也呈针锋相对之势。叙利亚形成了以巴沙尔为

[1] 戴维·加德纳 ： 《特朗普缺乏中东战略使得伊朗受益》， FT 中文网，2018 年 10 月

8 日，http://www1.ftchinese.com/story/001079654?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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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政府军和以“叙利亚自由军”为首的反对派武装两大阵营。伊朗大力支

持巴沙尔政权，担忧其一旦垮台，将会导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夺取国

家政权，或将采取敌视伊朗的战略。沙特则大力支持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

此外，也门也是沙伊矛盾的焦点。沙特视也门为其“后院”，对也门局

势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长期处于对抗状态，胡塞武装属于也门

什叶派分支栽德派，沙特长期支持也门政府打压胡塞武装，甚至直接实施

军事打击。沙特认为胡塞武装是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并得到伊朗及其

资助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沙伊两国在也门的明争暗斗被许多学者称为

“地区性冷战”。

2. 土耳其崛起

土耳其近年从融入西方转向“回归中东”，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地位日

益上升。土耳其正发党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驱使，

调整国家定位，强调土耳其的国家特性 , 凭借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其连接东西

方能源运输的枢纽地位，谋求大国地位的信心不断增强。加之中东地区近

年的动荡局势对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较大威胁，使其愈发主动介入中东事

务，较为典型的便是对叙利亚内战的介入。库尔德族群在叙利亚内战中势

力不断扩大，威胁土耳其领土与主权。大量库尔德人集中生活在土耳其东

南部，占土人口总数的 23% 以上，其聚居区约占土全部领土的 1/4，且分离

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为阻止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内战中不断壮大势力，土耳

其日益加大介入叙内战的力度。

土耳其与沙特、伊朗均有矛盾，不会完全倒向其中一方。土耳其是逊

尼派大国、北约成员国，在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上与伊朗形成对立，在叙

利亚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与伊朗分属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 ; 土耳其又是非

阿拉伯国家、世俗民主国家，由选举上台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执政，在制度

与政治理念上与沙特互不相容 [1]，且土耳其希望削弱逊尼派大国沙特的影响

[1] 李亚男 ： 《转向的土耳其——雄心与困境》，载 《现代国际关系》 2017 年第 7 期，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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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此实现其对中东逊尼派国家的领导权。但土耳其又不是完全与沙伊

两大国对抗，而是游离于两国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

成为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走向的一大变数。

3. 政治民主化持续发酵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拉伯国家内部普遍掀起追求民主的

反政府运动，导致各国的政治脆弱化，中央政府控制力大为减弱，多国政

权名存实亡，教派、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及部落势力等异常活跃，不断提

高政治诉求，进一步加剧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2011 年后埃及政权两度更

迭，实力大损，面对频繁的恐怖袭击应对乏力，叙利亚、利比亚等国陷入

内战，除沙特等少数海湾国家仍能保持政局稳定外，其他多数国家均不同

程度受到这场风波影响。中东国家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地方武装派

别的暗流涌动互为因果，有些地方武装在外部势力的操纵下沦为“代理人”，

成为中东民族国家重建的重要挑战。[1] 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崛

起加剧了中东地缘政治碎片化趋势。尽管在各方打压下“伊斯兰国”作为一

个实体或许已经不复存在，但其崛起带来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抬头，已经

对多个国家构成现实威胁，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不断多发蔓延的趋势。总之，

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必然伴随较长的阵痛期，次国家行为体纷纷填补由国

家统治能力下降造成的权力真空，而目前争夺的仅仅是少数真空地区，未

来确定各个派别的控制边界必然是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冲突。[2]

二、中东地缘政治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中东地缘政治对我国能源安全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能

源价格 ；二是我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投资 ；三是能源运输通道，主要指中

[1] 孙德刚： 《土耳其政局与未来中东地区格局》，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 年 8 月 11 日，

http://www.cssn.cn/zzx/201608/t20160811_3158377.shtml。

[2] 牛新春： 《解体的中东 : 重回“弱主权时代”》，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7 期，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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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缘政治冲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安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

输出石油约 200 万吨，每年大约有 7.5 亿吨石油运往各地，占海湾石油出口

量的 90%，我国进口中东石油的运输几乎完全经过于此。伊朗因其地理位

置而对霍尔木兹海峡具有较大控制力，也曾多次在与美国关系紧张时宣称

封锁该海峡。但霍尔木兹海峡关涉利益太广，封锁该海峡的政治代价过大，

将遭致国际社会一致反对。伊朗海军实力面对美国强大的中东海军力量也

广遭质疑，实际操作的难度很大。因而，中东地缘政治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

响，主要从国际能源价格及我国在中东能源投资两方面体现。

（一）国际能源价格

1. 石油市场方面

地缘政治冲突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石油市场。国际能

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 2018》中明确指出，能源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

正在加强并且变得更加复杂，这是能源安全前景的一个主要因素。[1] 2011 年 5

月国际油价陡增，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利比亚内战、伊拉克乱局及美欧对伊朗实

施制裁等地缘政治冲突事件，共同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减少高达 300 万桶 / 日。[2] 

战争及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减少中东国家石油生产，并限制其出口能力，

同时地区内的资源开发投资降低，从而影响其中长期生产能力的提高，进

而可能导致国际市场因供应减少而抬高石油价格。影响油价的关键因素为

市场供需情况，地缘政治冲突仅是引发供需变化的诸多条件之一。由此，

地缘政治冲突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尤其是大幅上涨，但重大地缘

政治冲突往往是石油大幅上涨甚至出现国际石油危机的主要因素。从二战

后中东的战事与油价的关系中可以看出，许多冲突及战乱并未导致国际油

价明显上涨，但三次国际石油危机均与地缘政治冲突存在密切关联。

[1] IEA,“Preview of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8,”June 4，2018，https://www.iea.org/

newsroom/news/2018/june/weo-2018.html.

[2] Michal Meidan, Rosealea Yao, “How China Will Gain From Low Oil Price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 March 2015，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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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指出，当中东地区战乱发生在供需缺口趋于持续扩大之时，油

价往往会呈现趋势性上涨。当战乱发生在供需缺口趋于缩小之时，油价对于

地缘冲突的反应会较为平淡，典型的代表是 2014 年伊拉克内战以及 2015 年

也门内战。[1]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美国石油需求激增，其对中东石油

进口依存度处于历史高位，这与第四次中东战争共同引发了国际油价暴涨。

而 2003 年中国石油需求激增与伊拉克战争共同影响了又一次石油危机。

当前至中短期内，国际市场具备油价较大幅度上涨的因素。首先，中

东大国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分化组合中，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呈加剧之势，战

乱存在进一步蔓延的可能。地方武装、恐怖组织等次国家行为体往往将打

击石油开采、炼化及运输设施作为其在与政府对抗中获取不对称性权力的

重要手段，从而造成石油供应的减少。利比亚反叛武装就曾破坏国内的关

键基础设施，切断通往东部港口的石油运输通道。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叙

[1] 郭嘉沂、付晓芸： 《中东与油价的相爱相杀——地缘政治与油价专题》，华尔街见闻，

2018 年 1 月 19 日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58210。

图 2  二战后重要战事与油价关系

资料来源 ：兴业研究研报 ：《中东与油价的相爱相杀——地缘政治与油价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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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也门等国的武装行动也将动荡地区的油气设施作为重要攻击或夺取

对象。尤其是他们试图将触角伸到沙特东部省份，该地区生产沙特 90% 的

石油。[1] 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导致伊朗石油出口量急剧下降。美国已开始针

对伊朗能源行业的新一轮制裁，包括禁止美国企业及美国的贸易伙伴向伊

朗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购买石油、汽油和石油化工产品。伊朗是中东

石油出口大国，其 2017 年原油产量位列 OPEC 成员国第三，仅次于沙特阿

拉伯和伊拉克，当前出口量约占世界总量的 4%。西方国家上一轮对伊朗实

施制裁，直接导致其原油日均出口量骤减 100 万桶以上。其次，由于受中

国等新兴经济体推动，中短期内全球原油需求仍保持增长势头。OPEC 预测

到 2023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 1.045 亿桶 / 日，比 2017 年高出 700 万

桶 / 日，年均增长 120 万桶 / 日。[2] 再次，石油长周期项目投资低迷或导致

增产能力不足。2014 年以来的油价暴跌，导致石油长周期项目投资信心不足，

在石油价格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石油行业的多数投资都是短期的，长周

期项目投资大幅削减，常规石油产量增长前景不乐观。但同时能源市场中

仍存在抑制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因素，主要是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快速提升。

到目前为止，美国页岩油的平均成本已经降低到每桶 50 美元之下，巴肯地

区的成本仅仅 40 美元出头。如果不是美国运输管道的限制，美国的原油产

量将会增长更快。[3]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测，2018 年美国原油产

量为 1090 万桶 / 日，将增加 155 万桶 / 日， 2019 年原油产量为 1206 万桶 / 日，

将增加 116 万桶 / 日（见图 3）。尽管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呈加剧之势，但多

数石油出产大国尚未受到影响，沙特等海湾石油大国局势相对平稳，是石

油产出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

[1] Amy Myers Jaffe，Jareer Elass, “War and the Oil Price Cyc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9, No. 1 (Fall/Winter 2015).

[2] OPEC ：《全球能源展望 2018》 ，https://www.opec.org/opec_web/en/publications/340.htm。

[3] 杨安、董硕： 《页岩油产量爆发带来供应端囚徒困境，OPEC 减产协议能否再次“逆

天改命”？》，凤凰网，2018 年 11 月 14 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81114/165704

5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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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短期内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石油供应大幅减少的可能性较低，

美国页岩油产量增加到高于 100 万桶 / 日，可以抵消有可能出现的中东石油

供应量下降，基本不会出现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中期来看，沙特、伊朗、

土耳其等中东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爆发大规模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中东民主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动荡持续发酵，中东产油大国或受波及。页岩油

开采成本在中期内将会进一步降低，页岩油的供应量也将进一步增加。但考

虑到美国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较长时间进行完善升级，这在中期内

仍将限制美国原油对国际市场的供应量，即超过 200 万桶 / 日增量的可能性

较小。OPEC 在未来 1～2 年内减产是影响国际油价的一大变量。2018 年底

OPEC 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再次达成减产协议，表明“OPEC+”合作

机制在提振国际油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 OPEC 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阴晴不

定，整体趋势处于恶化阶段，加之各产油国对市场份额进行争夺，大幅减产

执行的可能性也不大。比如，在“OPEC+”减产协议仍然生效的情况下，俄

罗斯就曾不仅不减少其原油产量，反而还不断增加。因此，中期内或出现页

岩油增加的供应量无法抵消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中东常规石油减少的供应量

之状况，引发国际油价较大幅度上涨。但中期内全球石油需求不会出现爆发

式增长，发生类似历史上石油供应危机的可能性依然很小。

图 3  美国 2010 - 2019 年的原油产量

数据来源 ：EIA（美国能源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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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短期来看国际油价仍有望保持较低水平，这对我国能源安全是

利好因素，最突出的便是可节约我国进口石油的成本，并为我国原油进口

多元化提供更大操作空间。我国在 2015 年总共花费了 1342 亿美元用于进

口原油，比 2014 年减少了 41.2%，即便我国的原油进口量在这一时期增长

了 8.8%。[1] 中期来看，存在中东石油供应较大幅度减少以及国际油价上涨

的可能性，这对我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应

充分利用当前低油价的契机，一方面加快石油储备建设，尽量进口更多的

石油，提升储备的进度与规模，同时放宽企业进口原油资质的限制，鼓励

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参与石油储备。适当增加美洲等其他地区的石油进口

额，进一步提升我国原油进口格局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加快我国原油期

货市场建设，增加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进口，尽早形成国际油价的话语权。

2. 天然气市场方面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对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在中东的

天然气进口来源国主要是卡塔尔，占我国 LNG（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20% 以上。卡塔尔断交危机未对其 LNG 供应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沙特、阿

联酋和埃及对于卡塔尔 LNG 和 PNG（管道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较高，卡

塔尔希望通过增加天然气供应缓解与沙特等国的关系，因而宣布将在 2024

年前把产量提高约 30%。中短期内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天然气供应

安全压力。在进口气源短缺时期，我国的议价能力有限，与卡塔尔签订的

LNG 贸易合同以长期协议为主。随着亚太地区天然气供给日渐增加，卖方

市场下的定价体系已有松动可能。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气买家之一，是

各 LNG 出口国展开竞争的主战场。我国应抓住卡塔尔扩大天然气产量并拓

展亚太市场的机遇，提高 LNG 进口话语权，合理调整 LNG 长期合约与现货

采购的比重，要求卡塔尔在 LNG 价格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另外，加快在我

国建立天然气现货和期货交易平台，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天然气进口

大国沟通，发挥优势互补，共同提升在亚洲天然气价格形成中的影响力。

[1] 田春荣 ：《2015 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16 年第 3 期，

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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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在中东的能源投资

中东地区成为中国油气对外投资的重要场所，投资领域涉及油气的上

游、中游、下游各个方面，涵盖风险勘探、油气开采、冶炼、油气厂建设、

管道铺设、港口建设等项目，参与形式主要是以合资方式，力求在份额油

上寻求保障。[1] 以中石油为例，中国在中东地区 5 个国家运作经营着 13 个

油气投资项目，2017 年在中东地区的油气权益产量达到 4230 万吨，占其海

外权益总产量近“半壁江山”。尽管如此，我国在油气项目上游的投资规模

仍相对较小，而这恰恰是通过海外投资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领域。

通过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投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一方面应抓住机遇扩

大上游投资规模，沙特、科威特等国长期奉行传统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

对国外资本投资其上游石油工业限制较多，导致我国在中东油气项目上游

投资的规模难有较大突破。但近年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导致诸多中东油气

大国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从而缺乏足够的油气项目投资资本。而多数海湾

国家为确保在国际油气市场的份额，又希望维持较高产能，进而放松对其

上游项目的国外投资限制，这为我国加大在中东上游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

比如，沙特政府明确提出扩大石油工业上游的投资，同时大力开发非常规

石油和天然气，沙特阿美公司计划到 2025 年投资 3340 亿美元支持石油

产业以维持石油产能。伊朗也致力于争夺更大的世界油气市场份额，仅在

2015 年便发布了 52 个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项目。卡塔尔同样存在 LNG 项目

上游合作契机。此前，卡塔尔的 LNG 生产项目中具有过于浓厚的西方背景，

经过断交风波以后，卡塔尔对于美国和亲美中东国家将更为戒惧，对我国

的能源企业而言，也将迎来一个新的业务拓展窗口期。[2] 2018 年 1 月，阿

[1] “Saudi Aramco Eyes $ 334bn Investment by 2025”，September 27，2016，http: / /www. 

Aljazeera.com/news/2016/09/saudi-aramco-eyes-334bn-investment-2025-160926 

141352702.html.

[2] 薛庆： 《卡塔尔石油公司：外交危机下的一张底牌》，载《能源评论》2017 年第 9 期 ,

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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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CEO 在访华时表示，正在考虑向包括中国

公司在内的价值增值公司开放石油上游开发特许权。[1] 这是对中国能源企业

油气资源上游开发技术、融资等能力的充分肯定，中国在中东油气上游领

域投资面临较好机遇。另一方面应科学评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合理布局

能源投资以规避风险。中东国家总体上政治安全风险较高，受“阿拉伯之春”

运动影响，若干国家政局始终难以稳定。叙利亚、伊拉克等近期经历过战

乱的国家，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另外，由于中东为“基

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的大本营，恐怖主义威胁中短期内难以

得到显著改善。

目前，中东的伊朗、土耳其、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黎巴

嫩、埃及均属于政治和安全风险都很高的国家。中短期内，加强我国在中

东地区能源投资，应注重向风险较低而获利较高的国家集中，如加大对沙特、

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投资力度，尽量避免在风险高而获利较低的

国家增加投资，如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国家。

总之，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存在动荡局势加剧之势，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演变将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我国应抓住

机遇，科学评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合理布局能源投资以规避风险。

【收稿日期 ：2019-03-20】

( 责任编辑 ：张晓青 )

[1] 邓雅蔓 :《阿布扎比 ：考虑给予中国公司石油上游开发特许权》，中国能源网，

2018 年 2 月 9 日 ,http://www.cnenergy.org/yq/sy/201802/t20180209_4507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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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ed one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hich may even witness 
a cold spell.

The Deteriorating of US-Turkey Relation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an Analysis of its Prospect, by Gong Xiaofei, 
Doctoral Stud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njing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Fellow of the Center for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Since President Trump came into power,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Turkey have been stepped up, with diplomatic 
conflicts continuously going on, economic frictions constantly 
upgraded and security relations seriously worsening between them. 
From a short-term point of view, Trump’s adjustment of the US strateg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based on his “America First” ideology, his 
coping with the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realism and the importance he has attached to the roles of Israel and 
the Gulf states have marginalized Turkey in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the Middle East, thus constituting the direct cause for the drastically 
deteriorating of US-Turkey relations.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Erdogan and the AKP, Turkey is trying to de-
Westernize its national identity, pursue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and get closer to Russia, which constitute the deep-root causes for the 
US and Turkey to drift apart. The respective adjust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by the US and Turkey have further intensified 
their disagreements or contradictions on such Middle East geopolitical 
issues as the Kurdish issue,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and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thus speeding up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However,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US and Turkey will break 
up completely as they still have a broad basis for cooperation, though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improve their soured relations in a short run as 
determined by their respective domestic politics. As a result, Turkey is 
likely to go on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The Evolution of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Impacts on China’s Energy Security, by Dr. Mao Jikang, 
Research Fellow from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Studies, China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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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 Corp. The Middle East has long been the focus of global energy 
and geopolitical concerns. Currently,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Middle East is in a profound change, featuring the change of influence 
contrast among powers within the region and the major power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realignment of various forces. The evolution of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exert a major impact 
on China’s energy security.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from a short-term point of view, as the likelihood of a drastic reduction 
of oil supply wrought by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is 
small,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increase of shale oil production 
may offset the possible reduction of oil output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basically unlikely that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will soar up. 
From a medium-term perspective, it is likely that the increase of shale 
oil production could not offset the reduction of oil produ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due to regional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will send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up drastically.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investment, the evolution of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Middle East has resulted in quite many regional 
countries further opening up to foreign oil and gas investment. 
Therefore, China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it upstream 
oil and gas investment in the Middle East, while scientifically assessing 
the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rationally planning its 
investment there to evade ris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