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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量急剧增长，国民
经济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依赖度日益增加。石油、天然气
等能源已成为我国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由于
我国陆上石油资源日益减少，海上石油开发成为我国发展能
源的战略重点。南海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海域，从目前已探
明的油气资源储量及其能源通道的独特地理位置来看，在破
解我国能源制约难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南海能源
争议不断升级，周边国家在南海我国传统疆界内油气开采量
不断高涨，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主权和经济安全，解决我国
南海能源安全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大局，已刻不容缓。

一、南海在我国能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南海又称为南中国海（the South China Sea），指的是我国
广东南澳岛经澎湖列岛到台湾石港一线以南的辽阔海域。南
海海区北起北纬23度27分的北卫滩，南至北纬3度40分的曾
母暗沙和亚西暗沙；西起东经99度10分至112度10分广大海
域，南北长约2380公里，东西宽约1380公里，面积约为350万
平方公里，约占我国海洋面积的一半，是我国最大的海域。[1]

南海面积辽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不仅是我国重要的
海洋渔场，还蕴藏着丰富矿产和油气资源，同时也是我国海
上交通的咽喉要道，在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和能源安全体系中
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

1.南海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南海是世界四大海底储
油区之一，有“第二波斯湾”之称。20世纪60年代，该地区被发
现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海洋地质学
家埃默里发表了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的油气资源调查报告，
认为亚洲最大的油气产地在南中国海，仅在南部的曾母暗
沙、文莱沙巴等5个盆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内，初步估
计石油蕴藏量达200亿吨左右，天然气蕴藏量约为20万亿立

方米。[2]据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南海石油蕴藏量达418亿吨，
天然气蕴藏量约7.5万亿立方米。有专家预测，南沙群岛地区
实现有效开发，每天可产石油大约在150万桶与300万桶之
间，而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将从2002年的每天不足200万桶
增加到2030年的980万桶，[3]所以，如果能从南中国海获取石
油，中国目前石油的进口需求就可能得以大大缓解。此外，
2002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四号”调查船首次在南海
北部海域发现可燃冰(可燃冰是天然气水合物的俗称)存在的
可靠标志———冷泉，其成分的80%为甲烷，它被认为是人类未
来最理想的替代能源之一。初步的探测表明，仅在我国南海
的北部地区的可燃冰储量就已经达到我国陆上石油资源已
探明储量的一半左右。[4]虽然可燃冰的勘查和开发的技术难
度比较大，但我国已预计将在2020年实现可燃冰的商业化开
采。目前，我国已经将南海地区确定为国家十大油气战略选
区之一，南海将成为我国能源的接续基地，其蕴藏的丰富的
油气资源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在陆地油气资
源开发增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是
大势所趋，加速对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对解决中国油气储
量的不足、减少进口比例、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缓解国内
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南海油气资源在我国能
源安全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将会更加突出。

2.南海是我国能源通道的咽喉。南海是中国最南的海洋
国土，被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
六国所环抱，是沟通太平洋、印度洋和连接亚洲、大洋洲的海
上要道，有“远东十字路口”之称。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世
界上海运最繁忙的地区之一，是仅次于欧洲地中海的世界海
运量第二大的海上航道。目前，我国的海上远洋运输以天津、
上海、香港、广州等港口为主要基地开辟了北、东、南、西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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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向的主要航线。从南行航线来看，中国至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尼、菲律宾以及中国到西南太平洋岛国的航线都需要
从南海经过，也就是说从我国到东南亚、大洋洲等国的航线
主要是从南海经过。从西行航线来看，从我国沿海各港口经
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非洲、红海、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阿拉伯
各国、地中海沿岸及到大西洋、欧洲等国的西行航线是我国
目前的一条主要航线。我国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中的21条是
必须经过南海的。[5]另外，我国的石油已有一半以上需要进
口，而其中经南海航运的占五分之四左右，我国的对外贸易
也主要是通过南海进出。据美国能源部预测，到2020年，我国
每天将不得不从中东进口690万桶左右的石油，占我国石油
需求的大约60%。[6]而我国石油运输以海洋运输为主，尽管未
来我国的石油进口可能会采取海洋、管道运输的方式，但从
成本角度考虑，海运的成本只有管道运输的十五分之一，应
该说我国的石油运输进口方式仍然将主要是以海运的方式
来进行。从中东进口的大量石油，主要从南海运输。因此，中
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不但取决于波斯湾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同
时也取决于南海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南海航线的运输安全已
直接关系到我国石油的供应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南海对
我国的石油供应、能源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
战略“生命线”价值。

二、影响南海能源安全的主要因素

1.区域外大国的影响。主要是美、日及印度的介入，使得
南沙问题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明显。近些年来，美国加强了其
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公开以“保障航行自由”和“维护地区稳
定”等为借口，密切与南海诸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合作，加强
对南海及其附近海域的控制。同时，频频与菲律宾、泰国、马
来西亚、印尼及文莱等国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据《青年参
考》报道，日本政府一直很关注南海问题。日本公然鼓动东盟
四国“合纵”对抗中国。印度为了实现其地区霸权的战略目
标，提出“东进政策”，宣称从“从阿拉伯海的北面到南中国
海，都是印度的利益范围”。俄罗斯紧随美日之后，为保持在
南海地区的军事影响，一直与越南就在金兰湾保持军力一事
进行谈判。澳大利亚以及某些欧洲国家，也以“南海航行权”
关系到其国家利益为由，表示“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区域外
大国的主动介入，打破了南海争端各方业已形成的共识和力
量平衡，力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成为南海能源安全威胁的
重要因素之一。[7]

2.周边国家对南海能源的争夺。南海在20世纪60、70年代
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之前，其归属问题没有争议。在石油资
源越来越稀缺、石油对一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
许多国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是南海属权争端激化的主要原
因。南海周边国家也正是看中了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近年
来不断强调对南沙的主权地位，并大肆在南海钻井取油。至
2000年，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已在南海建起
200多个钻井平台，打出的油气井超过1000口，并已探明近80
个油田、70个气田，其中有11个油田和15个气田在我国传统

海疆线内。各国的油气开发量也在逐年增长。据美国能源信
息署2002年5月的资料，南海地区每天产出石油200万桶，每
年产出天然气2.5万亿立方英尺，其中越南每天产出石油35.6
万桶、年采气量190亿立方英尺；马来西亚在我国传统海疆线
内打了150多口油气井，发现2个天然气田和3个油田，年采天
然气14370亿立方英尺，原油近75万桶/天；菲律宾已在邻近南
沙的巴拉望海域打了7口油井，产油约1万桶/天，年产天然气
10亿立方英尺；印尼已在我国传统疆线内打了29口油井和4
个气田，产油21.5万桶/天，年产气120立方英尺。文莱已在我
国传统疆线内打出9口高产油井，开发了7个气田，产原油19.5
万桶/天、年产天然气3340亿立方英尺。上述南海五国南海采
油量已高达152.5万桶/天、年产天然气达1.8万亿立方立方英
尺，近几年开采量还在迅速提高。[8]若照此速度开采，南海的
油气大约20年左右就会被采掘殆尽。没有油气，南海何谈能
源安全！

3.南海能源通道的威胁。控制南海战略通道，不仅涉及国
家经济利益，也涉及国家安全。我国目前的石油进口运输海
上 通 道 集 中 于 霍 尔 木 兹 海 峡———印 度 洋———马 六 甲 海
峡———南海———台湾海峡一线。据测算，每天通过马六甲海
峡的船只近六成是我国船只。可以说，马六甲海峡是我国海
上石油生命线中最关键、最要害的环节。近年来，马六甲海峡
恐怖主义和海上犯罪活动频繁发生，美日等大国借机渗透，
地区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对我国能源通道安全产生了重要影
响，但现阶段我国海军尚处在向远洋发展过程中，对该地区
我国能源运输的安全防卫能力十分有限，“马六甲困局”对我
方的制约日益严重。

4.海军远洋控制力量不足。中国海军远洋控制与作战能
力不足，无法确保南海能源安全。一是主战舰艇平均吨位偏
小。目前，我海军主力战舰平均吨位约三千吨，远远低于美国

（一万四千吨），不及日本（三千七百吨），甚至赶不上印度（三
千三百吨）。如海军江卫Ⅱ级导弹护卫舰排水量只有两千多
吨。虽然新型战舰性能比较优良，但其数量严重不足。如排水
量达到七千五百吨以上的052B型导弹驱逐舰，目前总共只有
两艘装配到南海舰队。二是主力作战舰艇装备性能欠缺。我
海军战斗序列中的大中型作战舰艇数量比例低，许多重要装
备多处于概念或者预研论证阶段，形成战斗力尚需时日。三
是作战舰艇与保障舰艇的比例失调。目前美国作战与保障舰
艇比例约为3:2，日本约为3:1，印度约为5:4，而我国海军这一
比例严重偏低，这将严重制约海上作战范围和持续时间。此
外，还受空军作战能力的限制。海空军对南沙控制能力偏弱，
与周边国家相比有鞭长莫及之虞。[9]区域外大国对南海大肆
干涉、周边国家对南海能源猖狂掠夺，正是基于我国海空军
事实力的不足。

5.海上石油开采技术面临的挑战。2011年5月，中海油“海
油石油981”在上海完工，我国具有了首台3000米深水半潜式
钻井平台，7月，我国自行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深海下
潜已达到5188米，这些标志着我国深海钻探技术有了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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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是，在海上油气开采技术上，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
决。一是技术研发到广泛运用还有待时日。我国虽然在深水
载人下潜和深水钻井平台技术上有很大突破，但这些技术用
于南海开发还有一个较长过程，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为时已
晚。二是海上油气输送技术难度高。海上油田原油多具高粘、
易凝、高含蜡等特点，同时还存在高温、高压、高二氧化碳含
量等问题，这给海上油气集输工艺设计和生产安全带来许多
难题。当然，这不仅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石油界面
临的难题。三是南海环境条件复杂。南海环境条件特殊，夏季
有强热带风暴，冬季有季风，还有内波、海底沙脊沙坡等，使
得深水油气开发工程设计、建造、施工面临更大的挑战。四是
经济高效的边际油气田开发技术难掌握。南海油气田大多具
有底水大、压力递减快、区块分散、储量小等特点，在开发过
程中往往需要考虑采用人工举升系统，这使得许多国外边际
油气田开发的常规技术(如水下生产技术等)面临着更多的挑
战，意味着水下电潜泵、海底增压泵等创新技术将应用到我
国边际油气田的开发中；同时也意味着，降低边际油气田的
开发投资，使这些油气田得到经济、有效的开发，将面临更多
的、更为复杂的技术难题。[10]种种技术难题，不同程度到我国
在南海的油气安全。

三、我国南海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

1.增强紧迫感，树立南海能源安全的大局观。南海周边国
家按照现有的开发速度，只需20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将南海的
油气开发殆尽。所以我们在处理南海能源安全问题上首先要
增强紧迫感。久拖未决、拖而不决都将使我们面临巨大损失。
一方面，拖得时间越久，南海所剩的油气资源越少；另一方
面，周边国家造成占有事实，给解决南海争端会带来更大的
难度。二是在处理南海能源安全问题上要站在国家利益的大
局上来看待。南海能源安全不是局部问题，而是事关国家能
源安全乃至国家主权的大局，因此，处理南海能源安全问题
要树立大局观。保证南海能源安全是我国开发海洋、建设海
洋强国和治国兴邦的战略需要。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要用发展的眼光审时度势，以及时性、全方位、多角度、前
瞻性的思维，全面制定南海能源安全的战略对策。

2.提升综合实力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战略。南海
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看实力说话。这里实力主要是
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海上军事实力和技术实力。一是能
源外交话语权最终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平解决南海能
源争端，进行外交斡旋、外交辞令、打口水战是必不可少的。
外交话语权的分量主要看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高低，说
到底也是看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
许多国际问题上都有中国的声音，但是从当今局势来看，中
国的影响力还无法与美欧等大国相比。南海周边国家有美国
等大国支持，又有以东盟为整体与中国争夺南海，形势异常
复杂，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影响受限。从长远来看，中国
还要加快经济发展，壮大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二是海上

军事实力是解决南海能源争端的坚强后盾。刺刀见红、你死
我活的战争并不是解决南海能源争端的最佳策略，但是强大
的海上军事实力会产生巨大的威慑力，所以加快海上军事发
展，是解决南海能源争端的最核心战略。从近代西班牙、荷兰
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英国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
来看，海上军力是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从现代科
索沃战争以来的国际形势变化看，没有强大海军保障的国家
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中断并掠夺的可
能。从我国的经济实力来看，海军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因此，
我们应早做准备，提升海上军事实力。三是海上油气勘探与
开采技术实力是解决南海能源安全的支撑条件。我们至今在
南海没有一口油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实力不够。
鉴于此，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
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参与，投入必要
资金，共同研究海洋开发技术，力争在近两年内有大的突破，
解决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油气勘探与开发技术。

3.多途径加快南海能源开发。在南海能源安全问题上，我
国开采的越多就越安全，相反，他国开采的越多，我国就越不
安全。现实状况是南海周边国家的油气开采量逐年增多，我
国还在“按兵不动”，至今没有一口油井。我国提出的“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已转变为“中国搁置，他国开
发”。从客观现实来看，中国南海处于失控的状态，230个岛屿
中，我国只占6个，其余被周边国家侵占。目前，周边国家在南
海竖起了1000口井架，疯狂开采油气资源。为保证我国在南
海的利益，我们应多途径、多方式，积极组织开发。一是坚持
主动自主开发，边开发边解决争端，不能等争端解决后再开
发。“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三大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
要改变油气开发的重点区域和开发策略，坚持“先海上后陆
地、先远深海后近海”的原则，积极开采南海能源。二是进行
油气开发体制创新。打破国有公司的垄断地位，鼓励有能力
的民营企业到南海开发油气资源；也可通过招投标、中外合
作的方式，吸引海外有实力、有技术的大企业参与南海油气
开发。三是在有争议的地区，本着和平相处的原则，可以
采取合作开发模式。鉴于南海争端一时难以解决的事实，
可以倡议南海六国七方联合成立南海能源开发合作组织，
在“主权归我”的前提下，共同开发南海能源，以实现各方
利益最大化。总之，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把南海能源掌控
在我们手中。

４.构建南海能源安全领导体制。我国能源政策的制定、
管理、开发体制存在多头领导、缺乏协调和分工模糊等问题，
在南海能源问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要明确南海能源政
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从我国能源政策制定上来看，其权限
在国家能源委员会，温家宝总理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能
源领域的日常事务主要由附属国家发改委的国家能源局来
处理，国家能源局首要任务是要培育和发展新兴能源产业，
其中包括核电、水电、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
源，同时还要加快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产业升级。对海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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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主要是石油）开发缺乏相应管理机构。过去主要是“中海
油”、“中石油”、“中石化”自主开发，缺乏统一协调机构。而面
对南海复杂的局面，仅靠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是难以处理
的。从南海的管辖机构来看，南海又划归海南省管辖，但无论
是管理能力，还是协调能力，靠海南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国家应成立由国家能源委员会统一领导的南海能源开发机
构。这个机构应该包括军队、国家有关部委、海南省等多家联
合，并制定明确的协调机制，统一领导，协调配合，充分发挥
中央与地方、军队与企业多方面的积极性，以便加快南海能
源开发。

5. 合理开展地缘政治斗争。在南海能源问题上，与周边
国家适时、合理地开展地缘政治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一是要
加强与南海周边各方的双边关系。东南亚各国情况各异，利
益诉求千差万别，开展地缘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也不应一
样。对新加坡、泰国等关系比较好的国家，要积极发展，保持
传统友好态势；积极争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保持良
好外交关系；对越南、文莱、菲律宾等争议较大的国家，一定
要坚持“主权在我”，不能有丝毫让步，适时适度在国际政治、
经济往来等方面予以打压，但同时也要积极倡导“和平协商，
共同开发”。在南海问题上，积极谋求和台湾当局形成共识十
分必要。多年来，台湾一直派军队驻守在南沙群岛的最大岛
屿太平岛上。由于同是炎黄子孙，台湾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
有很多共同语言。事实上，1974年1月，在我军对入侵西沙群
岛的南越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时，台湾就给予了大陆以很大的
支持。因此，应该积极谋求和台湾联手合作。二是要处理好和
东盟整体的关系。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往往联手对抗中国。我
们应该利用现有的中国———东盟合作平台和合作机制，积极
与东盟开展对话与斗争，形成南海问题共识。也可利用东盟
各国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如文莱与马来西亚之间大陆架
分界线争议不断，分歧至今没有弥合。再如，柬埔寨与越南有
历史恩怨，柬埔寨和泰国有现实矛盾等。因此，我国需要选准
时机与重点，集中力量加强与其中一国或数国的合作，形成
在南海问题上对我有利的局面。

6. 提高对南海海岛的控制力度。首先要巩固我国在东沙
和西沙的地位。中国南海由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
组成。南海问题主要不是东沙和西沙群岛的问题，因为在南
海诸岛中，东沙群岛位于南海东北部，目前由台湾派军驻守；
西沙群岛距离我国海南省最近，主要由大陆实际占据。因此，
我国应该首先扎实做好对东沙和西沙群岛的实际控制。其次
是加强对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实际控制。当前，我国应提
高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对内对外的双重开放水平，让海岛享
受比沿海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开发开放政策。主要是对那些
地处国防前哨又具有资源价值的岛屿，实行特殊的开发开放
政策，鼓励以我国为主，积极引进国内各种力量和有利的国
际力量介入南海开发，以加强我国对南海的实际控制效果。

目前，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一是把一些岛屿长期出租
给国内民间力量或有利的国际力量进行开发，并由国家出面
予以保护；二是参考近期越南和美孚石油公司的合作方式，
引入有利的国际力量进行开发，从而掌握南海问题国际化的
主动权，以中国的主动国际化遏制他国的国际化。[10]

7. 建立南海能源安全的研究基地和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南海能源安全问题错综复杂，又极其敏感，既有国内能源安
全领导体制不顺，又有南海周边多国矛盾的交错，还有区域
外多国的介入；既涉及经济问题，又涉及政治、军事、法理问
题；既需要加强海洋管理的研究，又需要加强海洋国际法的
研究。为此，要加速南海问题研究机构的合作与分工，成立南
海问题研究学会，推动南海研究的快速发展。海南可以利用
地处南海前沿的区位优势，加快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大学、
南海经济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合作机制建设，率先把海
南建设成南海问题的研究基地。

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解决能源安全的
重要举措。未来中国石油的开采已转向海洋，因此，无论从资
源储备、技术储备，还是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在我国石油多
元化的战略中，开发海洋油气资源已成为重要一环。目前南
海油气开发已处于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各方面的时机已经
成熟。海南通过建省20多年的发展，在石油加工、冶炼、储备、
运输等方面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尤其是海南的洋浦港具有
石油储备的天然优势，已有年产800万吨炼油实力，为此，从
全国的石油储备基地布局来看，应该把海南洋浦建成我国战
略石油储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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