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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与拉美能源关系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

赵春珍  龚  伟

  [摘要]  近年来,在中拉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能源投资额和贸易额不断增长 ,拉美石油对中国能源安

全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能源合作是中拉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是能源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中拉关系不断发展的必

然结果。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拉美国家的石油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及地区政治风险是中拉关系发展中存在的带有

普遍性的问题,也是中国对拉美能源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中国与拉美能源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的角度看,

中国必须重视和应对上述问题,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有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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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日益突出、拉美国家

在中国能源安全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的情况下, 中拉

能源关系不断发展。2008年 11月中国政府首次发表

了5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6。这一纲领性文件
涵盖了经济、外贸、金融等十多个领域,其中能源与原

材料合作是中拉关系发展的核心和重点。与此同时,

进一步发展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能源关系面临不少问

题。在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情况下, 有必要对中国与拉

美国家能源关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风险和挑战

进行分析和思考, 以利于中国与拉美国家能源关系的

进一步发展,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一、中国在拉美能源利益的基础、机遇与缘由

1. 中拉能源合作深化的基础

第一,拉美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英国石油

公司的5世界能源统计评论6显示, 拉美地区已探明的

原油储量为 1351亿桶,占全球的 10. 7% ; 这一储量虽

远远不及中东地区, 但其比重仍高于北美洲的 4. 7% ,

更高于亚太地区的 3. 3%。拉美地区已探明的石油资

源超过北美地区和亚太地区已探明储量的总和。
112
按

2008年的产量计算,拉美石油的储采比
122
年限为 50. 3

年,仅低于中东地区的 78. 6 年, 而高于非洲地区的

33. 4年,欧亚地区(俄罗斯、中亚地区等)的 22. 1年、亚

太地区的 14. 2年、北美地区的 13. 9年,居于世界第二

位。这说明,拉美地区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具有相当大

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
132
从资源分布看, 拉美国家中委

内瑞拉的油气资源最丰富。2008年 4月,委内瑞拉能

源部宣布,其探明的石油储量已增至 1300 亿桶, 如果

把已探明的 2700亿桶重油储量计算在内,委内瑞拉的

石油储量超过沙特阿拉伯而居世界首位。墨西哥的石

油储量居拉美第二位,是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巴

西的石油储量居拉美第三位。2007年 11月,巴西国家

石油公司宣布在巴西东南沿海发现图皮( Tupi)油田,

已探明石油储量近 80亿桶。2008年 4月, 巴西又在近

海发现一个巨型油田, 据巴西官方估算, 其储量高达

330亿桶。142厄瓜多尔的原油储量居拉美第四位。目

前,虽然一些拉美国家的石油储量不大, 但潜力巨大。

有的专家认为,在近期和中期内,拉美地区的石油对国

际市场的重要性将大于俄罗斯。在满足包括中国在内

的未来全球能源需求和能源供应多元化方面, 特别是

在中东地区政局不稳的情况下, 拉美石油具有重要的

战略价值。

第二,拉美石油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价值, 特别

是在减轻或者降低中国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方面,

拉美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由于拉美石油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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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消费水平相对较低, 可供出口的比重较大,是全球

三大石油出口地之一。2007 年, 拉美地区日产石油

1 011万桶,占世界石油日产量的 12. 9% 。
152
2007年, 中

国从委内瑞拉进口原油 411. 5 万吨, 从巴西进口原油

231. 5 万吨。162
2009 年 2 月 19 日, 巴西石油公司

( Petrobras)官方消息称,将向中国两大石油企业供应总

计 10万桶/日到 16万桶/日的原油, 这相当于年供应

总量为 800万吨(按 16万桶/日计算) , 约合中国 2008

年1. 78亿吨原油进口量的 4. 4%。该协议的签署也意

味着,巴西对中国的原油供应量将增加 4倍以上。172但

目前,中国从拉美国家进口的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

量和拉美国家石油出口总量的比重仍旧较低。2007年

中国从拉美国家进口原油 1370万吨, 分别只占中国石

油进口量和拉美国家石油出口量的 6. 7% 和 5% 。182从

中国进口原油的潜力来看, 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

和巴西等国可成为持续进口的对象国。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能源合作不仅体现在石油进口

贸易方面,还包括能源投资、开发和生产活动, 而且是

中国石油业根据/走出去0战略而设定的三大战略地区

之一。与中东地区相比,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能源投资

更早,更多,涉及的项目更大, 对拉美能源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中国的对外能源合作首先

是从拉美国家起步的。1993年, 中石油的一家子公司

以 2500万美元取得秘鲁塔拉拉油田 20年的开采权。

这是中国的石油公司第一次进入国际石油业的上游领

域。1997年,在委内瑞拉第三轮国际石油招标中,中石

油获得马拉开波湖上的英特尔坎波油田和东委内瑞拉

盆地的卡拉科尔油田 20年的开采权。2004年 7月, 中

国与哥伦比亚签订合同,铺设从委内瑞拉至哥伦比亚

的输油管道,以便委内瑞拉向中国出口原油。2004 年

12月,中委两国签署能源合作协议,中国可在委内瑞拉

15个地区开采石油, 这些地区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

1亿桶。2005年 1 月, 中国与委内瑞拉签署合作开采

石油和天然气协议。近年来, 中国与秘鲁的能源合作

日益密切。2005年 1月 27日,中国和秘鲁就进一步扩

大油气勘探与开发、炼油化工等领域的合作达成谅解

备忘录。巴西从 2008年 12月以来与中国进行了积极

协商,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2009年 2月,巴西与中国

签署了 100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0协议。目前, 中国
与拉美的能源投资与合作已经扩大到巴西、委内瑞拉、

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尽管如此, 目前拉美石油出口的

主要流向国家仍旧是美国。2007年拉美国家向美国出

口原油 2. 04亿吨,占拉美原油出口总量的 74. 43% , 中

拉能源投资与贸易仍有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空间。192

2. 中拉能源合作深化面临的新机遇

近年来, 由于投资不足、设备技术更新缓慢, 一些

拉美油气生产国的油气产量下降。而且作为世界上主

要的石油产地之一, 拉美地区的石油资源大都为西方

国家所控制,拉美国家能源利益大大折损。因此有选

择地吸引国际投资参与其上游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

和生产投资仍旧是拉美发展不可避免的选择。由于中

国的能源需求日益增加和对外投资能力不断增强, 拉

美国家吸引能源投资来源有了更多选择, 规避了单纯

依赖西方的风险。这一特点不仅对拉美具有重要利

益,而且也对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乃至全球供应

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拉美主要油气生产国近

年来有着强烈的与中国开展能源合作的政治意愿。

此外,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益蔓延的背景

下,拉美国家与中国能源合作意愿进一步强化, 出现了

新的合作机遇。近一个时期以来, 国际原油价格持续

低迷,使得高度依赖油气出口的拉美国家经济遭受重

创。以委内瑞拉为例, 石油出口收入占其对外贸易额

的比重高达 90% , 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石油价格急剧

下跌,使查韦斯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极大影响, 严重削

弱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能力, 委内瑞拉国家

石油公司的再投资能力和原油产量也在持续下降, 这

些因素都将迫使查韦斯政府扩大引资规模。墨西哥

2008年 10月 23日通过了新的能源改革法案。这项法

案的内容包括, 适度放宽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与外国

石油公司合作的相关限制,开放本国石油行业, 吸引私

人资本和外资,引进先进技术。

3. 能源合作深化是中拉互补性利益要求的必然

结果

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能源合作是能源市场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也是中拉关系不断发展和/ 双赢0

的结果。

第一,加强与拉美地区全方位的能源合作是中国

能源安全的客观要求。20世纪 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

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但仍受到能源问题和资源问题的

制约,且这些问题日益突出; 特别是对石油的依存度日

益加大,能源进口的集中化日趋明显。因此, 获得可靠

的、安全的和多元化的能源供应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

的优先目标。油气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对中国经济的

重要性日益突出。1997 ) 2007年, 中国日消耗石油从

417. 9万桶增至 785. 5 万桶( 2007 年日消耗石油占世

界日消耗石油的 9. 3% ) ;同期,中国石油需求增长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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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石油需求增长量的 1/3。11022007年,美国能源署估

计,中国日产石油 390万桶, 1112而要满足日均 750万桶

石油的需求,中国每天需进口约 370万桶石油。
1122
如果

没有发现新的油田, 预计中国的石油产量 2012年将达

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1132而 2010年中国总的能源消

耗将超过美国。据美国能源署预测, 2030 年中国日均

原油消费量将超过 1740万桶, 而日产石油只有 410 万

桶,日进口原油将超过1000万桶。
11 42
美国能源基金会

副主席兼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杨富强表示, 中国非常

希望加强与南美国家在石油领域的合作以及增加从南

美国家进口石油的数量。
1152
据报道, /中国目前的石油

进口量 30% 来自非洲, 47% 来自中东。0这种能源来源
结构/存在相当大的风险0。1162此外,目前中国在中东地

区和非洲地区的一些合作伙伴存在相当大的不稳定因

素,这给中国的能源供给带来了变数。因此,随着能源

需求不断增加, 扩大进口渠道、建立更广阔的海外石油

基地尤为重要。

第二,扩大对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以外的能源需

求也是当前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的现实需要。众所周

知,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一直不稳定。近年

来成为中国能源多元化渠道的一个主要地区 ) ) ) 非

洲,由于国内独特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结构, 一些产油

国的民族矛盾尖锐、内战不断、社会动荡。如中国在非

洲的主要能源进口国苏丹和尼日利亚,分别存在着达

尔富尔问题和暴力冲突问题。2006年以来不断发生的

对石油设施的袭击事件使尼日利亚的石油产量下降了

20% 。尼日利亚财政部长透露, 由于尼日尔河三角洲

地区的骚乱,尼日利亚的日石油产量在 180万 ) 200万

桶之间,而其潜在的实际日产石油能力为 300 万桶。

/该地区动荡的局势吓跑了对石油业的投资者0, 1172非

洲能源部门和全球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更加严重。
1182

这种情况不仅可能使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投资和生产活

动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而且可能导致中国来自非洲

的能源供应面临中断的巨大风险。
1192
因此,拉美的石油

供应具有更大的意义。

第三,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能源投资和贸易活动促

进了拉美能源工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自实施/ 走出

去0战略以来,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向多个拉美国家投资

并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自 1993年起, 中国国家石油

公司先后对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

维亚等国投资, 从事油气勘探和开发。1202中国在拉美的

油气投资,不仅促进了拉美能源工业的发展,而且带来

了市场的额外供应, 增加了全球能源供应并有助于国

际能源安全。中国石油公司在拉美地区积极从事石油

勘探、扩大油田的产量,对拉美产油国和国际能源安全

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从经济互补性的角度看, 中国与拉美国家开

展能源合作具有坚实基础。拉美拥有丰富的资源, 中

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潜力, 双方的互补性为

中拉能源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拉双方都视对方为

理想的经贸伙伴。中国现已成为拉美第三大进口国和

第四大出口国;中国已与 20 个拉美国家签订政府间贸

易协定和科技协定,与 10多个拉美国家成立了经贸与

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 与 8个拉美国家签订了鼓励与

保护投资协定; 与 12个拉美国家建立了磋商制度; 中

国已成为一些拉美组织的观察员。这种共生关系不仅

是能源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也是中拉关系不

断发展和双赢的结果, 同时也是近年来中拉关系不断

发展的原因之一。正是能源因素和资源因素的凸显使

近年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具有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崭新

内涵。美国5侨报6刊载的时事评论文章指出, 对能源

和资源的关注是中国发表5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政策文件6的重要因素之一。1212美国学者欧内斯特 #威

尔逊认为,各国使用国家工具达到其多重利益, 包括获

得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利益, 都是/天经地义0的; 各国政

府都趋向于重视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也不例外。
1222

  二、中国对拉美能源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

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拉美国家的石油与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及地区政治风险是中拉关

系发展中日益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也是中国对

拉美能源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一,从能源利益关系与地缘角度分析, 石油政治

化源于拉美国家间对能源的竞争与争夺, 由此不可避

免地引起相关国家间的利益摩擦甚至冲突。

美国因素是中国与拉美开展能源合作必须面对的

一个问题。美国对拉美国家有着较强的地缘经济和政

治影响。拉美石油出口也主要面向美国市场。随着中

国石油企业进入拉美地区, 美国担心它将减少在拉美

市场的份额并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10年前,美国还

能把拉美石油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而现在形势已发

生变化,随着中国对拉美石油需求和依赖的不断上升,

美国已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1232美国十分关注

中国对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在能

源领域的投资。
1242
2008年 4月, 美国海军宣布重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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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舰队;同年 8月 11 日, 美国吸纳了多个拉美国家在

巴拿马附近水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彰显其对

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力。所以, 一旦拉美地区局势紧张,

中国从拉美国家进口石油的运输安全将受到重大

威胁。

第二,在现阶段,拉美石油政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石油资源通常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直接联系。中

国在与拉美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时, 对此应有充分的认

识和预见。拉美石油政治的这种特征,其根源在于拉

美国家独特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结构, 政局不稳, 经济

发展缓慢,贫富差距较大等等。这些特点对拉美石油

工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形成了拉美独特的石油地

缘政治风险。从能源安全角度而言, 拉美石油政治的

风险不可低估。5纽约时报6曾评论说, /油价高企唤醒

了-能源民族主义. 0。1252近年来, 拉美各国的政治生态

开始向/左0转。为解决社会问题,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
影响下,左翼政治力量往往选择包括对石油资源在内

的重要经济产业和部门实行国有化的政治经济手段。

2006年 3月 31日, 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废弃 20 世

纪 90年代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所有石油开发合同。

所有外国公司只有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建立由后者控股的合资公司,才能在委内瑞拉继续从

事经营活动。合资公司要交纳 50% 的所得税、30% 的

矿区使用费和 3. 33% 的附加税, 1%的税前利润要留作

油田所在城市的发展建设基金。对今后石油行业的合

同纠纷,委内瑞拉政府将不再接受任何国际仲裁, 只承

认委内瑞拉法庭的裁决。2007年 2月 1 日, 查韦斯宣

布,在 5月 1 日前完成对奥里诺科重油带四大战略联

合项目的国有化, 并要求 PDVSA 所占股份不得低于

60% 。同年 6月, 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和康菲石

油公司拒绝作为小股东继续参与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开

发,退出了委内瑞拉石油市场。毫无疑问, 中国石油企

业在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也遭受重大损失。1262玻利维

亚是仅次于委内瑞拉的拉美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 来

自美国、巴西、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 20 多家跨国

公司经营玻利维亚全国 72% 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总

额超过 30亿美元。2006年 5月 1日,莫拉莱斯总统签

署法令,宣布对本国油气资源实行国有化。玻利维亚

国家石油公司( YPFB)将对全国所有油气田实行全面

控制,在玻利维亚的所有外国石油公司必须在 180 天

内与 YPFB重新签订合同, 并将所生产的 82% 的油气

上交。如果外国石油公司不接受这些条件, 外国石油

公司必须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离开玻利维亚。

2006年 5月 15日, 厄瓜多尔政府决定终止厄瓜多尔国

家石油公司于 1999 年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签订的石

油合同。根据厄瓜多尔石油法的规定,合同终止后,外

国石油公司在合同范围内的油田将收归国有。2007年

10月,厄瓜多尔政府宣布,进一步将因石油价格上涨而

超出原合同基础价格的 99% 收缴政府, 且没有任何补

偿。这基本上把在厄瓜多尔投资的外国石油公司逼上

了绝路。对于刚刚进入厄瓜多尔的中国石油公司而

言,将无法收回投资。

第三,拉美地区政治风险也不容忽视。从中短期

来看,拉美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较小, 但是, 安第

斯地区诸多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危及中国在该地区的油

气投资。12722008年以来, 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委内瑞

拉因打击厄瓜多尔境内反政府武装,引发了/南美外交

和军事危机0。美国也因大使被驱逐与玻利维亚和委
内瑞拉爆发了一场/外交战0。

此外,拉美主要油气生产国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

维护劳工权益的问题。如 2006年 10 月, 秘鲁的印第

安部落强制阿根廷 Pluspetrol 公司停止石油生产, 该公

司被迫答应印第安部落提出的新的环境标准, 并且每

年提供 125万美元用于社区项目的建设。1282以上因素

都使中国与拉美的能源合作面临风险与挑战。

  三、能源利益、国际责任与中国能源政策的调整

鉴于拉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定的政治环境、遥远

的运输距离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相对发达的替代能源技

术,从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拉美国家的长远

整体利益、有利于体现中国国际责任和国际形象的角

度出发,中国需要着手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有关

政策进行调整。

一是树立/合作安全0的观念。/ 合作安全0是/以

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非对抗性作为其政策的基点,

其实质是建立在互信互利基础上的国家间相互合作的

安全关系。01292
从能源安全角度来看, 尽管能源市场竞

争激烈,能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因此, 中

国必须探索地区合作和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和思路,

为能源市场的平稳发展创造条件。考虑到美国在拉美

的政治影响,中国以多边合作为依托, 与美国共同构建

稳定的拉美能源供应, 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促进世

界能源市场稳定至关重要。2006年 7月,胡锦涛主席

在莫斯科出席八国集团领导人与发展中国家首脑会议

期间,提出了/新能源安全观0,强调/良好的政治环境0

#40#

关于中国与拉美能源关系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



和/产油地区的稳定0对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而美国

对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开展的能源合作, 其基调自

2008年以来已有所改变。一些美国学者认为, 在能源

领域,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竞争关系,但不是威

胁。为此,需要构建美中两国之间的拉美事务磋商机

制。中美两国在拉美有着诸多的共同利益, 可以成为

双方合作的基础, 且拉美地区可以从中获益。在占领

市场和获取资源方面,中美两国虽然面临着直接或间

接的竞争关系, 但不会阻碍两国之间的合作。在拉美

能源方面,中美两国可能会面临冲突, 为避免误解和实

现共同利益, 两国可就拉美事务建立稳定的磋商机

制。1302而中国企业在拉美国家的油气合作应强调/石油

增量共享0策略,突出中国企业在拉美国家进行油气合

作的市场行为, 缓解其他国家对拉美地区石油出口的

疑虑。

二是探索合作新模式, 创建与社会各层面的紧密

联系,降低风险。首先在合作模式上, 可以参考西方成

熟的/软性政治风险保险0战略。这种战略的核心就是

本地化。在实践操作上主要是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

业,争取多边机构参与项目, 使政治风险相对较大的项

目/贷款者0来自更多的国家, 包括资源所在国的银行。

这种战略的最大优势在于,可降低进入资源国市场的

门槛,减少政治风险, 且有可能享受该国国民待遇, 免

受非关税贸易制裁, 还可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 有

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这种战略成功的关键在

于先要学习和遵守资源国的法律和法规,聘请当地的

法律人才,通过寻求/本土化0的法律保障, 来大大降低
政治风险。此外, 在实践中还可探索诸如/ 工程换石

油0的合作新模式。1312其次针对拉美社会风险的复杂

性,应创建和加强与当地各层面的紧密联系, 化解风

险。在政府层面上应建立政府间的风险应急机制。拉

美社会问题的爆发, 尤其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不可

预测性,有时难以控制。而通过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

机制,一旦爆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可以借助东道国政府

的力量,保护我方公司的财产安全以及工作人员的人

身安全。在非政府层面上, 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当地非

政府组织的沟通与联系,尤其要处理好与劳工组织的

关系,提前化解劳工组织的负面影响, 让他们了解、认

同、接受、支持我方公司所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特别

需要关注印第安人社区的公益性事业。西方国家的石

油公司在拉美的石油投资一直深受印第安人组织的困

扰,无法摆脱。我国能源企业进入拉美后, 要汲取前车

之鉴,不可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还应通过为印第安人

社区在医疗、教育以及交通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

援助,改变西方石油公司/他们仅仅为石油而来0的公

司形象,建立/双赢模式0, 从而为中拉能源可持续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三是石油安全的概念不仅仅是指原油的供应, 还

包括石油运输等多方面因素。拉美与中国相距遥远。

能源运输的安全已成为制约中国与拉美能源合作的一

个障碍,实际上也是国际能源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世界上主要海上石油运输通道上海盗猖獗,对

中国和世界的能源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巨大威胁。因

此,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石油运输安全既是中国国家

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承担的国

际责任。在联合国的授权下, 中国海军已开始在索马

里海域护航,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由于在索马里

进行军事护航还只是孤立的、权宜性的事件, 相关国内

立法还没有确立制度化框架。中国有关原则和政策的

调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在多边协调机制

中,与时俱进的政策调整会带来新的身份界定和利益

获取,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自己

的贡献,同时争取到相应的国际影响力与回报。

然而,也需积极探索各种措施来应对政策调整过

程中所带来的政治冲击: 首先, 需要根据新的时代特

征,赋予/不干涉内政0原则和政策以新的内涵。即在
注重/不干涉内政0原则的同时扩展其政策效度, 可以

考虑加上/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及有关国际法规定0,

以及/不对地区和国际和平构成任何威胁0等前提条

件。其次,需要重视对中国外交理念变化的宣传, 化解

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在更深层面上建立起新的/道德模

范0国际形象。再次,需要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 最初

尽量采取低调、个案的做法,然后积累形成惯例, 同时

通过诸如多边机制、联合国外交、议会外交、公众外交

等路径来达到影响对象国的目的, 逐步获得国际社会

的理解和接纳。1322

四是从中拉能源合作与中国国际责任来看, 中拉

能源合作需要扩展到石油合作以外的广泛领域。近年

来,由于石化燃料的消耗造成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

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等国)在

替代能源技术方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因此, 有必要加

大与拉美国家在替代能源方面的合作, 这符合中拉双

方与世界三方的利益与需求。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拉能源关系的发展是能源市

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 中国在拉美

的能源投资和贸易活动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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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拉美国家的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 这些投资和活动

有助于增加全球能源供应。另一方面,中国与拉美国

家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也受到拉美国家内部政治发展和

地缘政治的影响。从政策层面来看, 为了促进中拉能

源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对有

关政策的调整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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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rts mad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laid a soli d foundation for the normali zat ion of Cuban2Ameri2
can rel ati ons, though the ice in their relat ions is hard to break in the near future because of many dif f iculti es.

Relat ions between China and O ther C ountries
33  Sino2US S ecur i ty Relat ionship af t er Pr esident Obam a C om ing into Pow er ) An Analy sis f rom a

Const r uct iv ist View point by  Y ang Cheng

The security rel ationship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ino2US relat ionship, which to a great extent inf lu2
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2US bi lateral rel ationshi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as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both stabilty and continuity ,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changeabil ity and adjustability. The Obama

Adminstrati onps pol icy has shown some noticeabl e element of change. From a constructivist viewpoint, the ar2
t icl e will analyze the impact these f actors have on Sino2US security rel ati onship, and based on the impacts, the
anthor is able to point out the three basi c ways of constructing Sino2US Security Rel ati onship.

37  Som e Th ought s on the D evelopm en t o f S in o2Lat in Am er ican Ener g y Relat ions
by  Zhao Chunzhen &Gong Wei

In recent year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al l2round development of Sino2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the
vol ume of bilateral energy investment and trade grows continuously . The strateg ic importance of Latin Ameri2
can oil for Chinaps energy security becomes more evident. The geopoliti es and economic inf l uence of the U. S.
together with the oil politi cs and nationali st ic ideology of Latin America and regional poli tical risk have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constant i ssue f or China, and is the major strateg ic challenge that China must f ace in

it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To safeguard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and promote f urther development of Si2
no2Latin American energy relat ions , China shoul d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issue, and
make necessary adjustment to related policies whil 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T heoret ical Probes

43  Th e Str ateg ic Cul tur al Sour ce o f U S Behav io r: A Rev iew on C o lin Dueckps Reluctant Cr usader s
by  Li Y ongcheng

Strategic culture i s an important theorctical tool for the analy si s and comprehension of a stateps foreign strategy,
hence it is val uabl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conduct in forei gn af f airs to invest igate into the charac2
teristi cs of US strategic culture and i ts working mechanism. Based on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previous academic

works, this revi ew essay focuses on Conlin Dueckps theoretical model of / liberalism + limited l iabi lity0, em2
bodi ed in his recent book Relu ctan t Crusader s , and of fer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 c evaluation on the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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