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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合作与中国能源外交:理念、机制与路径》内容简介：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既是一个和平发展
的机遇期，又是一个经济发展与资源辣缺、环境恶化等矛盾相互交织的凸显期。
中国既要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体系，又要积极
参与全球能源开发，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利用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
首先，《国际合作与中国能源外交:理念、机制与路径》论述了能源资源的战略地位，对能源安全的进
行了理论分析，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基本态势进行了全面阐述；其次，《国际合作与中国能源外交:理念
、机制与路径》专门探究了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特别论述了中国能源国际战略的改革与调整；
再次，《国际合作与中国能源外交:理念、机制与路径》重点考察了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动因与约束、
定位与策略；最后，分别对中国与东盟的能源合作、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的能源合
作进行了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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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具体而言，应该着重在以下三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要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
国际社会应该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国际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促进油气资源开发以增加供给，实
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在能源需求和供给基本均衡的基础上确保稳定的可持续的国际能源供应
及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确保各国能源需求得到满足。
二是要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
应该加强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支持和促进各国提高能效，节约能源，探讨建立清洁、安全、经济、
可靠的世界未来能源供应体系。
要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看待这些领域的合作，处理好资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推广等问
题，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
三是要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
应该携手努力，共同维护产油地区的稳定，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
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和矛盾，而不应该把能源问题政治化。
 新能源安全观的提出为当前棘手的能源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框架，即通过合作在全球框架下解决
目前的能源问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能源供
应环境，这对解决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四、遵循能源清洁利用原则 经济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享受了交往时空被彻底打破的便捷性，同时人
类社会也愈加深重地感受了全球化异化带来的灾害性后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危机、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各类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凸显，相互交织，严
重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需要各国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用相互联系的眼光看待和应对，国
际社会需要树立共同责任意识，加强国际合作。
在利用化石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上，国际社会需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
都议定书》的主渠道地位，相关国际合作应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
标，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转让技术的支持
下，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适应气候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能源战略重心开始向清洁能源转移。
发达国家纷纷转向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包括传统能源的清洁化以及可再生能源）、研发节能减排技术
、布局智能电网等领域。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清洁能源发展战略正在促进一个新的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市场
的形成。
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利用清洁能源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为本国占据未来能源领域的制高点。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国内经济低碳发展和全球温室气体
减排的巨大压力。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国际合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节约优先、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通过制定和公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已经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现
代能源产业，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国情、能力，在能源国际合作上侧重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注重加强能
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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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合作与中国能源外交:理念、机制与路径》由赵庆寺著，采用国际关系的一般研究方法，注重能
源安全问题的综合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力图从政治、经济和法律视角综合分析中国能源外交机制的构
建，对影响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和约束因素展开详细分析，充分论证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在国
际合作中的复杂性博弈过程，揭示能源安全对中国外交的整合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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