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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进入21世纪，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
对于快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来说，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与此同时，能源资源的战略特性日显突出，拓展国际能源关系越来越离不开能源外交的运筹。
而能源外交涉及的领域和参与的主体都十分广泛，特别需要相关理论研究的支撑。
中国能源外交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理论研究仍是空白，因而这任务更为艰巨。
王海运、许勤华编著的《能源外交概论》目的即在于：探讨能源外交的基础理论和前沿理论，为能源
外交学科建设奠定初步基础，填补国内这研究领域的空白，考察世界能源外交形势及国际能源关系，
为中国能源外交运筹提供参考：梳理中国能源外交面临的突出问题，探讨构建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的基
本思路，整理能源外交相关知识，为从事能源外交、能源国际合作的人士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关
系等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一本比较实用的案头书、工具书、参考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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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石油武器的过度使用与“反石油危机”　　1980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由于不满与伊朗
的边界划分而挑起了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
伊拉克敢于对伊朗发动战争显然是得到了美国的武器支持和外交怂恿，而“从华盛顿的观点来看，两
伊战争的完满结果是两败俱伤”。
美国人的战略思维是：伊朗革命和人质危机有可能使美国政府丧失对伊朗局势的控制，而伊拉克人则
可以为它报一箭之仇；欧佩克及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发生分化，有利于西方国家石油控制角色
的恢复；鼓动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旧仇新恨可以部分降低阿以矛盾的热度；两伊战争一旦爆发，无论
是两伊还是其他邻国对美国武器进口和安全保护的依赖必然加深，美国可借机增加在中东国家的驻军
并扩大政治影响。
两伊战争中，美国同时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提供情报，怂恿双方相互扭打。
1988年停火时两伊国力都大大削弱，而美国政府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力却得到加强。
美国的成功还在于，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充分利用其中东局势的主导地位，迫使资源国政府听从其对国
际石油产量和价格的安排，确保了国际石油价格在低位徘徊。
　　回顾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产油国石油控制权之争，有必要将视线投向冷
战的另一极——苏联，探讨一下石油在美苏全球争霸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二战结束后苏联人恢复石油生产的爆发力令世界震惊。
50年代初期开始开采的位于伏尔加一乌拉尔地区的罗马什金诺大油田“几乎把苏联淹没在了石油中”
。
随后在西西伯利亚又有了更大的石油发现，60年代苏联石油行业已经出现生产过剩、精炼设施缺乏的
情况。
于是，苏联开始推行原油出口政策，以赚取国家经济发展急需的硬通货，换取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设
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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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全球化能源市场里，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所面临的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能源技术革命
等诸多挑战，国际合作是唯一途径。
由此产生了能源与外交之间的必然联系及“能源外交”这一学科。
《能源外交概论》是国内第一部全面阐述这一关系的理论专著，填补了这一重要领域的空白，其理论
与实践价值将随着我国国际能源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而得到体现。
　　——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 陈新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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