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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利用能源经历了从薪柴时代到煤炭时代再到油气时代的演变，能源结构的每一次变化，都意
味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一次飞跃，都带来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进步。
但同时，人类社会对能源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能源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其中，石油更是被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血液”，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并不惜诉
诸武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总理克莱蒙梭（clemenceau）曾说，“一滴石油相当于我们战士的一滴
鲜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不惜与美国为敌，出兵东南亚，目标就在于夺取缅甸和东印度群岛的石油；
纳粹德国侵略罗马尼亚和苏联，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也是为了夺取那里的石油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因素
则相对上升。
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能源安全已经不再是区域性、单纯性的经济问题，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政治和战略问题。
石油也不再是市场上简单买卖的商品，而是首要战略资源。
未开发的油气资源及矿物储备地区突然间成了具备全球意义的战略争夺对象，寻求并控制油气资源等
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核心动力，企业围绕油气资源展开的争夺演化成了攸关国家生死
存亡的国家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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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亚地区是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能源战略的一个重要关注点，虽然对中亚地区能源资源的重视并非
始于布什政府，但是，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于中亚地区能源资源的战略考虑和政策布局才真正充
分展开。
中亚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地缘战略位置重要，将中亚能源安全更多地与地缘政治深入结合在一起即始
于布什政府。
当前，能源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互动和多边外交机制建设的重要关注点
，此外，能源问题也已经超越单一功能领域的范围，与美国、中亚国家的双边外交关系、区域经济合
作、以及地区安全等多方面问题结合在了一起。
《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2001-2008)》的目的即在于：结合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战略，以及地区和
全球能源地缘政治以及能源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中亚地区能源战略的基本思路
和参与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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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期以来，能源问题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一直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从历史角度来看，相比过去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前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的美国能源外交
政策在意义和内涵上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过去，美国的能源外交政策主要侧重于经济层面，重点是保障能源的供应安全。
当前的美国能源外交政策更多地是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进行考虑，重点是关注隐含于能源安全背后的
国家安全利益。
两者的视角不同，政策目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9·11”事件以及之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客观上给布什政府的能源外交提出了新的政策和任务
要求。
布什政府也应国际政治、安全和能源形势的变化，在政策内涵和外交机制、地区布局等多个方面，对
美国的能源战略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相关问题的政策导向本应引导着该问题的研究实践，但在很多时候，由于这种政策变化的历史时
间相对较短，内容、特征展现得不太充分，学术界的研究便可能无法跟上这种政策的变化节奏。
对于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能源战略的调整，学术界未能给予过多的重视和研究，比较缺乏结合美国的
外交战略进行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思考，或者是虽然看到了能源政策与外交战略的联系，但却没有认识
到在美国外交战略的推行过程中随着地区、国际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形势的变化，能源政策本身也在
进行着适应性的调整，即没有看到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形势变化与能源政策二者之间的互动性。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