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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源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也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考验。
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看，不论是能源资源的开发还是分配都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也直接
导致国际关系的微妙变化，能源外交已经成为各国外交战略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为深入探讨能源问题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的影响，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组织了一批研究力
量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本辑的内容主要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初步展示。
其中余建华的《二十世纪美国能源战略的演变发展探析》、丁佩华的《俄罗斯能源战略与创新》、孙
霞的《中国油气运输安全与管道外交》等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各国的能源战略提出了有益的分析和
思考，相信对人们更好的站在全球视野审视能源问题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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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示视野下的能源问题二十世纪美国能源战略的演变与发展探析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根据2009年6月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C0.Ltd——BP）发布的具有国际权威性质的最新版年度
报告——《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11295百万吨油当
量中，美国就占了1／5的份额（2299百万吨油当量），其中石油、天然气和煤各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2.5
％、22％和17％。
而在能源资源蕴藏方面，美国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探明储量分别占全球第一位、第六位和第十一位
，当然美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和煤炭生产国、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由此，美国显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资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再加上其在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的能源战略不仅在世界各大国的能源安全战略中最具有典型意
义，而且美国能源战略，包括其国际能源政策的任何重大演变，均会对世界能源体系产生举足轻重的
深刻影响。
由于美国是当今全世界最主要、最重要的能源资源，其能源战略和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也集中以石
油为代表。
一就当今“能源之王”——石油而言，现代石油业最早是在美国拉开帷幕。
1859年8月，“德雷克油井”的出油标志着世界石油商业性开采开始。
随后在高额利润和需求增加的驱使下，石油业成为现代经济中一个竞争激烈、影响广泛的庞大行业。
“德雷克油井”迅速带动了美国和世界石油工业的启动。
不仅一大批钻井找油的石油开采商——石油公司和加工原油的炼油厂涌现，向外运输石油的管道开始
铺设，从钻井制造、钻井承包到石油运输、石油销售，上下游一条龙的整个石油服务业也开始形成。
美国成为世界石油工业的摇篮。
1861年纽约就向英国运出了第一船石油，当年共出口2.7万桶石油，价值达100万美元。
由此从美国开始，石油业成为“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兴起的世界上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商业和最为
庞大的工业”。
总体而言，从l859年现代石油业诞生到1945年二战结束，属于世界石油史上的墨西哥湾时代。
在这段时期，美国以世界第一产油大国的雄厚实力牢居世界石油业“龙头老大"的宝座。
②美国的石油业集中在德克萨斯州等墨西哥湾沿岸，而邻国墨西哥也是世界另外一个主要产油国，墨
西哥湾成为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心。
1870年美国石油产量为526万桶，占世界产量的90.7％；1890年产量增为6362万桶，占世界产量的42.7％
。
l899～1919年美国石油产量更是以年均增长率45％的速度迅猛增长，1917年美国石油产量已升至2.66亿
桶，占世界67％的产量，其中1／4出口，大部分输往欧洲。
1923年和l943年美国石油产量分别越过l亿吨和2亿吨大关。
1925年、l930年、l935年和l940年美国石油产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71.5％、63.5％、60.2％和62.9％。
也就是说，在20世纪前半叶，全球约2／3的石油产自美国，美国石油业处于其成长的“青年期”。
20世纪前半叶，美国的能源战略总体上是保障国内资源有序开发，推动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在世界
大战中有效地支持盟国的军事行动。
从美国诞生的世界石油业几乎一开始就是一个垄断程度高、国际化倾向强的全球性行业。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号称“七姐妹”①的西方石油垄断巨头控制着世界能源工业的绝大
部分——从油气勘探开发到储运、提炼和销售。
在很大程度上，石油“七姐妹"是建立在美国洛克菲勒石油帝国的基础上的。
1882年洛克菲勒创立了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托拉斯——标准石油托拉斯，并创建了若干家地区分
公司。
其中，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就曾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在新泽西、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三州的子
公司。
慑于社会反托拉斯的强大压力，为遏制垄断资本的过度过快膨胀，根据西奥多·罗斯福联邦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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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施政”的能源政策，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分解为各自独立经营的34家
地区性、专业性子公司。
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联邦政府在能源领域的反垄断政策，只是为了托拉斯的长远利益而采的一定程度
上的改良举措。
而后继承标准石油公司46％资产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即后来的埃克森），在政府支持下逐渐扩展
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生产商、石油炼制商和油品销售商，整个营销网络遍及西欧、东南亚、北美，雄
居“七姐妹”之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石油作为战略物资的重要性明显突出。
美国作为当时全球头号石油大国，是这场世界大战所需石油的主要供应者。
美国石油提供了协约国战时石油需求的80％的份额。
美国参战前脚踩两只船，同时向交战双方提供石油。
1917年4月参战后全力以赴向协约国供油。
1917年3月，威尔逊政府聘请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贝德福德组建石油顾问委员会，德士古、海湾
等石油公司的首脑均被纳入其中。
这是美国石油业与政治、军事结合一体的标志。
联邦政府赋予该委员会很大的权力，负责从美国及协约国石油生产计划的制定、所有石油订单的采购
，到通往欧洲石油运输的协调。
石油顾问委员会后来被改组成具有政府职能的全国石油战时服务委员会，其不仅包括所有大石油公司
，而且扩展到油轮、管道、天然气和能源设备供应等公司，成为独立的联邦燃料局下属机构。
一战结束后，1918年冬全国石油战时服务委员会转换为美国石油学会（API），这是在联邦政府支持下
石油巨头们聚首研究问题、协调立场、商量对策的场所，是美国石油界情报和技术交流的中心，也是
联邦政府能源战略决策的“思想库”。
一战还开启了美国对外能源合作政策。
一战期间协约国内部建立了“石油会议”制度。
这是一个由美、英、法、意等国政府官员和石油巨头们组成的组织，具有掌控和协调所有协约国石油
供应和油船活动的广泛权力，除保障协约国的石油供应之外，还通过美国石油学会制定各国共同的石
油产品标准。
加之此前美国政府建立的三个海军石油储备油田，作为能源供应的应急措施。
这样到一战结束时，协约国为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的诸种努力，事实上已为国际能源安全合作构建了基
本轮廓，应急国内控制、国际合作和物质准备这三方面的政策，为未来的国际社会处理能源危机提供
了基本框架。
1974年石油危机后由美国主导成立的国际能源机构可由此找到最早的历史脉络。
虽然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已拥有世界石油生产近2／3的份额，但服务于美国石油巨头对超额垄断利润的
追逐，一战以来美国也十分积极地推行争夺中东等海外石油资源的对外能源战略。
一战后美国对海外尤其是中东的石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国石油垄断资本不能容忍英国在未来“世
界油库”中东建立石油霸权的独家垄断格局。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美国地质局首席地质学家戴维·怀特就呼吁美国石油公司“发动更强大的勘探
攻势寻找新的石油资源，尤其是在中东和南美”。
②美国石油学会也为美国石油巨头争夺以中东为主的海外石油资源提供了组织条件。
英法“圣雷莫协议"在美国引起“强烈的暴怒”，美英因争夺中东石油资源关系骤然紧张。
于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机会均等”的口号下，要求英法在中东的委任统治在经济和商务方面实行“门
户开放"政策。
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和美国石油公司软硬兼施的手段下，英国不得不作出妥协，决定“开放"美索不
达米亚的石油资源。
1928年7月31日，美、英、荷三国石油巨头的代表与英国石油富商古尔本金在比利时的奥斯坦达成“红
线协定”，确定土耳其石油公司改组为伊拉克石油公司，由新泽西与纽约美孚（最初还有海湾等公司
）组成的近东开发公司、法国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公司各持有23.75％的权益，古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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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拥有其余5％权益；并约定各方均不得在奥斯曼帝国边界（除伊朗和科威特外）这一红线范围内谋
求石油特许权。
由此，“红线协定”成为世界石油史上列强对世界能源的首次分赃。
随即在英国的阿克纳卡里古堡，美、英、荷三国石油巨头——新泽西美孚、英国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
公司又就垄断世界石油市场和油价的战略和方针达成了“阿克纳卡里协定”。
这份协定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各大石油公司进行协作的指导原则，包括它们在石油产量、市场份额、
石油价格、设备利用、运输和成本等具体问题上的一系列协调，还特别就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确定了
明显有利于美国的“海湾基价另加运费”原则，即以美国墨西哥湾出口原油的价格加上从墨西哥湾到
消费中心的运费为国际石油贸易的基准价格。
“阿克纳卡里协定”是20世纪国际石油界建立的第一个卡特尔，它代表着西方石油巨头的根本利益，
不仅有利于国际石油巨头在中东等世界各地的石油开发与攫取，而且充分照顾了美国的利益。
因此美国海湾、纽约美孚、加州美孚和德士古也相继表示支持“阿克纳卡里协定”，并加盟这一垄断
世界石油市场的卡特尔，形成闻名全球的“七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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