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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油能源在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南海地区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储量和

独特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愈来愈成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能源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南海重

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和南海丰富的石油资源关乎我国的能源和贸易安全，中国南海石油安全的对策应是旨在为

维护我国南海主权，继续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对话，采取更加务实的

态度，逐步谋求解决南海地区争端的途径，促进南海局势的稳定和中国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中国；  南海； 石油安全 ； 地缘战略 

中图分类号：F407.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6995(2010)08-0028-04

中国石油安全之南海地缘战略思考
■ 赵 海 

（山西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临汾 041004）

1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能源在国家

和地区的发展中占据着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南海地区因其

丰富的石油资源储量和独特的地缘

战略价值，愈来愈成为周边国家和

地区关注的焦点，并大有成为地区

乃至全球地缘角逐核心的趋势。

2009年2月，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

基线法案单方面将中国的黄岩岛和

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

土。同年3月，马来西亚总理巴达

维首次以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身份宣

称对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

拥有“主权”。这一系列举动再次

掀起南海权益争端的波浪。在当前

形势下，如何从能源地缘政治学的

角度探讨我国南海主权争端及石油

安全问题，对维护我国国家主权，

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

非凡。

2 南海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2.1 十字路口的地理区位

南海，又称南中国海(S o u t h 

China Sea)，泛指位于中国东南，

介于北纬23ο27′和南纬3ο,东经

99ο10′和东经122ο10′之间的广

大海域，面积约350万km2。其东

北部经台湾海峡、吕宋海峡分别与

东海、太平洋(菲律宾海)相通，东

由巴拉克等海峡接苏禄海，南经卡

里马塔等海峡连爪哇海,西南通过

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相

邻。[1]在辽阔的南海水域中散布着

的约270多个岛屿、沙洲、礁、暗

沙和浅滩，统称之为“南海诸岛”

中国在南海中对大

部分(即南海“九

段线”以内约200

万km2)的海域及岛

礁享有主权。

从区位地理

条件上看，该区连

接亚洲和大洋洲、

沟通太平洋和印度

洋，是世界海、

陆、空交通的十字

路口，历来为东亚

通往南亚、中东、

非洲乃至欧洲必经的最优国际通

道，在地区政治、经济、国家安全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

2.2 动荡不安的海域争端

2.2.1 海域岛礁归属之争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

土，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发现并命

名了南海诸岛屿。东汉班固的《汉

书·地理志》中已经有汉武帝派遣

使臣从南海航行至海外的记载。明

朝时郑和“七下西洋”曾长期航行

于南海，并绘有《郑和航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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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中、美、英联合发表的《开

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宣

布，把日本从我国窃取的领土包括

岛屿应全部归还给中国。总之，

不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国际法

角度分析，我国对南海都拥有绝对

的主权。然而，1982年《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签署的200海里的专属

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导致世

界范围内的“海洋圈地”运动。南

海周边一些国家以专属经济区或大

陆架制度为依据，无视“海洋基线

法”，纷纷对我国传统海疆线（即

南海“九段线”也被称为“U形

线”）内的岛礁提出主权要求。

针对南海周边部分国家抢占

南海岛礁的行为，中国一直采取自

我克制态度，并建设性的提出了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

为表示诚意，2002年11月，中国与

东盟诸国签署了《南海各国行为

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

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

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强调

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

解决南海有关争议。但是由于宣言

没有强制力，在南海丰富的资源和

独特地理位置的诱惑下南海周边部

分国家公然无视宣言精神。单方面

划界，设立所谓自己的渔区、专属

经济区和实际开发区，甚至强行占

领、强行开发,这实际上是对中国

海洋国土的野蛮分割和对中国国家

主权的严重侵犯。

目前，在南海四大群岛中，西

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

之下，东沙群岛由中国台湾控制。

而南沙群岛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它

南北长550多海里，东西宽约400海

里，分布着230多个岛屿、沙洲、

礁滩。其主权虽然属于中国，但

189个已命名的岛礁、暗滩和暗沙

中，除中国控制的永暑礁等8个岛

礁和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外，大部分

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下。据统

计，南海部分国家抢占我国南海岛

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领南沙岛

礁29个，菲律宾派兵先后占领了9

个(也有说10个)，马来西亚占领5

个(也有说6个)。文莱、印度尼西

亚也各自宣布了对中国海疆的“主

权”，文莱的8个油田中有2个就在

中国海域内。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问

题逐渐突显并日趋升级为地区的焦

点，特别是2009年初菲律宾和马来

西亚相继宣布对部分岛礁拥有“主

权”事件，更是引起世界的广泛关

注。尽管近年来中国与南海周边国

家的双边合作领域取得了进展，但

仍然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南海海洋

秩序。再加上一些西方国家对南海

问题的介入和台湾在南海问题上不

同立场的影响，使得南海海权之争

变得更加复杂化并具有国际化的倾

向。

2.2.2 重要海峡的“集聚效应”,加

剧了南海地区的动荡

被称为“世界咽喉”的马六

甲海峡位于南海西侧。在美国的全

球战略中，马六甲海峡被描述为

“是必须控制的世界16大咽喉水道

之一”，可见其地缘战略地位和航

运价值的重要。但是由于马六甲海

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3个

国家共同管理的。其在防务能力、

利益分配、通航规则、地区局势、

国家关系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安定因

素，这给南海地区的安全带来极大

的隐患。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俄、

日、美、澳等西方大国觊觎南海的

地缘政治区位、世界航运价值以及

丰富的资源储量，对南海地区事务

的干涉，使得南海地区的局势更加

复杂和动荡，并大有成为地区乃至

全球“热点” 之势。

3 关乎国家安全的石油资源及

重要的运输通道

南海海域蕴藏着大量的矿藏

资源，其中油气资源尤为丰富。目

前，我国管辖的海域近300万km2

面积上的石油资源量为陆上资源

量的39.84%～45.97% ，仅南海石

油地质储量就约在230亿～300亿吨

之间，其中，南沙群岛海域的储量

最丰富，号称全球“第二个波斯

湾”。[2]然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

以来，周边一些邻国编造各种借口

或完全背弃《南海各国行为宣言》

原则，不顾中国反对纷纷抢占我国

南沙群岛的岛礁，并声称对南沙部

分岛礁拥有主权或实施掠夺性开

采。目前在南海拥有所谓石油承

租权并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国

际石油公司大约有200多家，超过

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部分国家勘探

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

万吨，相当于我国大庆油田的年产

量。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02年的

资料，南海地区每天产出石油200

万桶，每年产出天然气2.5亿立方

英尺，其中文莱、马来西亚、菲

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5国每天

生产石油合计152.5万桶，每年产

出天然气1.8亿立方英尺，分别占

南海石油和天然气产出的76.2%和

72%。[3]据统计，一些国家自从涉

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

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

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

口国。（见表1）

南海素有“亚洲地中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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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石油产出/天

(万桶)

天然气产出/年

(亿立方英尺)

文莱 1.95 3340

马来西亚 75 14370

菲律宾 0.946 10

越南 35.6 190

印尼 21.5 120

合计 152.546 18030

表1 东南亚5国对南海石油资源开发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简报总第546期2005年3月2日(南海开发

计划与海南战略基地建设)。

称，它独特的海上枢纽地位使之成

为世界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据

统计，每年在马六甲—南海一线

航行的约5万只运输船中，油槽船

（主要是VLCC型即巨型油轮）约

占30%，运输着全球超过一半的原

油，即占世界贸易量三成的产品，

而这些数字每年还以8%的速度递

增。[4]

2009年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首

次突破2亿吨，其中超过90%都是

通过海上运输的。据测算，每天通

过马六甲海峡的世界船只近6成是

中国的，其中4／5左右是从中东和

非洲等地进口原油的。航运方面，

在我国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中，有

21条通过南海的南沙群岛海域，外

贸运输的60%也从南沙海域经过。

可见，马六甲—南海航线已经逐渐

成为我国国家能源和贸易安全的生

命线之所在。

4 中国南海石油安全对策

4.1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削弱区域

“集团化”，缓解南海石油安全压

力

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南海

地区能源政治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

证。针对南海地区的复杂形势，中

国在加强能源外交活动方面,不但

要与南海周边国家,而且也要与中

东、非洲以及俄罗斯等石油生产国

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外交活动，

营造良好的南海地缘政治环境，提

倡“双赢”、“多赢”的能源贸易

战略，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能源

安全机制。

针对南海周边部分国家试图形

成 “集团化”对抗中国的现象，

中国应高度警惕，积极有效应对，

充分利用南海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

领土和领海主权争端的矛盾，采取

分化政策，只和国家个体谈，不和

“集团”谈，防止形成和坚决打破

各方可能对我国的联合遏制，彻底

粉碎南海“集团化”倾向。同时，

还应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进一步

增强与潜在盟友国的友好关系，扩

大合作成果。

当前南海地区已经初步形成

了东南亚地区反恐会议制度、《打

击海盗和武装袭击船舶的地区合作

协议》等机制，中国宜及早参与其

中，防止被边缘化。此外，在处理

敏感问题上，要正视部分国家在南

海的航行安全利益，支持《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给予的各国舰船在南

海海区的航行权利，并充分利用中

国海洋软实力优势，加大对南海周

边国家的建设援助，积极参与各种

海洋和环境倡议，如东亚海环境管

理伙伴关系计划（PEMSE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

南海项目，以及在马六甲海峡和新

加坡海峡实施的维护航海安全和环

境保护合作机制。此外，2010年1

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

建成，也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

与南海周边各国的关系，缓解南海

地区石油安全压力。

4.2 开拓石油进口来源，实现进口

渠道多元化，打破单一石油运输

“瓶颈”

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中国的

马六甲—南海石油运输线路比较脆

弱，极易受到封锁，无论从地区安

全还是从国家长远利益来看，都要

求中国在寻找更多的石油进口源头

和渠道方面有较大突破，以缓解单

一石油运输“瓶颈”的压力，降低

国家石油进口风险系数。其中，可

以通过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积极与南海周边友好国家签署石油

共采、共建协议以及共同铺设运输

管道、联合开凿运河、共筑石油铁

路运输网、建立海外石油生产供应

基地等措施打破南海单一石油运输

的现状。目前专家们的设想方案主

要有以下几种：中缅油气管道；亚

西安管线方案；穿泰运河方案；北

马输油管方案；克拉地峡运河方

案；中新泛亚铁路方案。

4.3 加强战略石油储备，减少国际

石油依存度风险

石油储备概念虽然早在20世纪

2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但真正广泛

运用则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

后。实践证明,建立石油战略储备

是应对突发事件，实现能源安全的

重要手段。它对增强国家、地区抵

御石油危机的能力，稳定国家、地

区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具有重要

作用。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

石油战略储备，美国的石油战略储

备相当于168天的进口量，日本为

166天，德国达到127天。[5]与这些

国家相比，我国石油战略储备明显

不足，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将会极为

被动，甚至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就当前来看，我国石油和成品油库

存水平较低，只能满足日常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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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应对石油进口中断能力较脆

弱，石油安全预警系统不完善，石

油储备相关法律法规（如《战略石

油储备法》）欠缺，战略储备也不

尽如人意，起步较晚。因此，尽快

推进和完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体系

建设势在必行。

此外，在石油储备基地的选择

和油品储备内容上，应注重基地布

局的均衡性、战略性和油品的多样

性。在石油储备基地布局方面，从

南海地缘安全角度考虑应重点在南

海附近如粤、桂一带设置数目适量

的石油储备基地，以备非常时期之

需。

4.4 建立自主远洋运输船队，构筑

强大的南海石油运输格局

据统计，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的

90%是由外国船队来运。2002年，

中国进口的原油为6941万吨，其中

通过油轮运输的约为6450万吨，而

中国船只所承运的进口原油约为

680-700万吨，仅占中国进口原油

的10%左右。中国海军远洋保障能

力严重不足，是自主远洋运输业长

期处于持续低迷状态的重要原因。

与美国利用其海军的远洋能力干预

南海局势和其它周边国家利用近在

咫尺的区位地理优势侵占南海岛屿

及其资源的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

中国对石油战略中的运输安

全问题重视不够。石油供应链、运

输链的安全，应该与“控制资源”

和“建立储备”处于同等重要的位

置。应该考虑逐步把中国石油运输

纳入国家能源战略体系之中，从运

输链安全的角度出发，支持中国的

石油运输业尤其是远洋运输业的快

速发展。在马六甲—南海地区作为

世界两大主要石油进口国的中国和

日本，其运输线几乎重叠，但日本

目前面临的石油运输安全问题远小

于中国。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日本

一直坚持国油国运的战略，自二战

以来日本就建立了保护本国石油安

全运输体系，其进口石油的80%～

90%都是本国轮船自己运输的。这

样就有利于及时掌握油轮信息，

一旦遭袭可以迅速作出反应。[6]日

本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借鉴

意义。此外，中国在以下三条重

要石油运输航线上的运输量所占

比例也不高。在中东东行的航线

上，2002年中国船东所承运的石油

进口为130万吨，只占该航线石油

进口的3.78%；在西非东行的航线

上，2002年中国船东所承运的石油

进口为零；在东南亚航线上，2002

年中国船东所承运的石油进口为

550万吨，约占该航线石油进口的

52.43%。[7]

此外，为保障南海地区石油安

全和维护地区稳定，还应加快建设

航母、新型核潜艇和大型海上作战

舰艇，加强远洋作战控制力。建造

航母不仅适应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卫

走向远洋防卫的需要，同时可以形

成强大的威慑力，无疑也将增加解

决南海争端的政治筹码。同时，在

南海周边地区或部分国家建立港口

基地，如中国在巴基斯坦援建的卡

拉奇和瓜达尔港口，将是中国海军

保障马六甲—南海航线安全的支撑

点。在规划建设远洋海军的同时，

还可以适当加大南海各群岛的空军

基地建设，如在西沙群岛扩建（增

建）军民两用机场，同时也可以考

虑在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建设浮动

船坞和岛礁机场，以扩大中国空

军的作战辐射半径，确保中国在南

沙、中沙的空中优势，为全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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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石油运输线路的安全、维护我

国南中国海主权打下坚实基础。

5 结论

在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复杂多变

的国际形势下，要用发展的眼光审

时度势，以长期性、全方位、多角

度、前瞻性的思维随时调整中国的

南海能源战略对策，逐步完善我国

南海地区内外兼备、多元供给、储

备保障、运输安全的能源地缘政治

战略体系。在坚持南海领土主权的

前提下继续倡导“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和对话，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逐

步谋求解决南海地区争端的途径，

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以

便在世界激烈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

中维护中国的主权，促进南海局势

的稳定和中国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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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nergy geopolitical point of view, geopolitical strategic 
value and rich in oil resources of South China Sea is essential to 
the security of new sources of energy and trad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way to dealing with South China Sea’s petroleum security 
should be designed to safeguar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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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how the geological exploration 
industry will deal with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seek their 
development. It propos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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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eral resources integration is to integrate the 
elements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such as mining rights,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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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ly realizing breakthrough in geological prospecting.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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