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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视角中伊石油合作政治风险探讨
*

薛静静,郭巧梅,薛真真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北碚 400715)

摘  要: 中国与伊朗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中国实施外向型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重要环节。 21世纪以来, 中伊能源合

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从政治的角度着眼,系统地研究中伊石油合作中的现实和潜在的政

治风险。伊朗核危机日渐升级,中伊石油合作需应对美欧制裁和国际外交孤立、中东局势动荡、世界大国争夺控制资源

等国际政治风险。长远来看,伊朗国内法律和政策、宗教文化及民族主义也将是中伊石油合作中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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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伊朗丰富的能源资源与中国巨大的需求市场对

应,双方石油合作呈现互补型结合。 2004年底伊朗

石油探明储量为 1 325亿桶, 约占全球总储量的

11. 4%, 位居世界第二。伊朗石油资源储采比达到

89年,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 1]
。目前, 中国已经

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 石油进口每

年的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据国际能源机构预计,

到 2030年中国将每日进口石油 1 100万桶, 占中国

石油总需求的 80%。21世纪初期,中国从伊朗进口

的原油数量迅速增长, 从 2001年的 1 084. 7万吨增

长到 2009年的 2 315万吨,作为我国第三大石油进

口来源地,伊朗的能源供应对中国不可或缺,中伊石

油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但从长远来看,中伊石油合

作面临许多现实和潜在的政治风险。

1 伊朗国内政治风险

1. 1 法律和政策风险

中伊石油合作受伊朗国内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

策的制约, 投资尤为明显。为吸引更多外资, 2002

年伊朗政府重新修订了5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法6,

新法规明确规定所涉及的外国投资可以同等享受国

内投资享有的所有权利、保护和优惠。较之于 20世

纪 90年代颁布的法规和优惠政策, 投资领域拓宽,投

资方式也更加灵活,但在投资比例、投资安全等方面

还存在较大限制,如5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法6明确规
定:外国投资所产生的产品及服务价值的比例, 在每

个经济部门不超过 25% ,每个行业不超过 35%; 以

/国民参与0、/回购0和 /建设 -运营 -移交 0方式投

资的资本返还和利润的获得仅通过投资项目本身的

经济活动来完成,而不依赖政府或银行或国有公司的

担保;如果法律或政府的决定导致禁止或停止执行本

法已同意的财政协议所引起的损失将由政府偿还,但

最多不超过到期的分期付款额。另外,投资合作手续

的办理、损失的赔偿及资金转移的操作效率过低,还

不能适应国际投资发展市场化的需求。

伊朗国内政局不稳, 尤其是 2009年 6月第 10

届总统大选后,伊朗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较量日趋

尖锐,国际核危机形势变化莫测,因此,伊朗国家政

策具有多变性,而伊朗对外政策的转变对中伊石油

合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2010年 6月 9日, 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新一轮制裁伊朗的 1929号决

议, 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与伊朗存在大规模经贸往

来的国家投赞成票。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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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杜拉 #卡比说,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正在研究可

行的方法以做出制裁这些投赞成票的国家的决

定
[ 2]
。伊朗对华石油出口很可能会减少或受限,届

时中国能源安全将面临重大挑战。

1. 2 宗教文化风险

伊斯兰教为伊朗的国教, 98. 8% 的居民信奉伊

斯兰教,伊朗是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国家, 伊斯

兰宗教思想根深蒂固, 具有强大的政治社会动员力

量,长期禁锢着领导人和人民的思想。伊朗坚持

/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0的政策, 伊斯兰

意识形态对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了强劲的推动力。

目前, 以内贾德为首的强硬派掌握伊朗国家政

权,对内遭遇经济衰退、政局动荡, 对外面临国际制

裁和战争威胁,这种敏感的国内、国际环境极易造成

激进的伊斯兰势力重新抬头。新疆地处中国的西北

地区, 由于在地理上与伊朗较为接近,气候条件以及

生态环境乃至文化传统上的相似性使新疆地区的伊

斯兰文化受到伊朗因素的作用更为独特、深刻和持

久
[ 3]
。我国目前有 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伊

朗追求跨文化外交,向中国输出激进的伊斯兰思想,

威胁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政治立场决定国家的对

外经济态度,一旦中伊发生政治利益冲突或威胁,必

然反映到经济层面上来,因此, 如果伊朗继续向中国

输出伊斯兰价值观, 中伊石油贸易及投资势必会受

到影响。

1. 3 民族主义风险

民族主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 特别是

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 往往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

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

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
[ 4] 1- 2

。伊

朗是中东地区的大国,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引以为骄

傲的波斯文明,历史上波斯民族饱经磨难,经历过多

次外族的入侵。近代以来不断遭受沙俄、英国、法国

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摧残和践踏。 1979年伊朗爆

发了伊斯兰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阿亚图拉霍

梅尼的政权作为新的统治政权出现在世界面前,长

期受到压制的伊斯兰文化重新找到快速生根繁衍的

土壤, 以伊斯兰宗教文化和思想为纽带,霍梅尼政权

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 使伊朗民

族主义情绪的热情重新点燃。

伊朗民族主义的新特点主要表现为: 伊朗伊斯

兰政治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

化民族主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伊朗伊斯兰民族

主义。而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核问题上表现得非

常统一,核武器被赋予了多种民族主义的政治色彩,

成为伊朗民族主义的象征和发展的新载体
[ 5]
。伊

朗发展核技术具有谋求扩大在中东和国际上影响力

的意图,发展核武器可以满足伊朗实现大国梦的野

心, 采取和解远不如发展核武器所受到的国际关注

带来的现实利益大。一旦伊朗具备核能力, 中国作

为亚洲和世界政治、经济大国的国家安全将面临威

胁, 因此, 从长远来看,防范核武器成为中伊能源合

作能否长久开展的潜在风险。

2 国际政治风险

2. 1 核危机风险

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伊朗核问题使伊朗成为全

球热点国家,伊朗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受到世界大国

的关注。自 2003年以来, 伊朗核问题就成为国际社

会上炙手可热的话题,紧张与缓和起伏跌宕。 2009

年 11月 29日, 伊朗总统内贾德宣布,伊朗决定在境

内再建 10座铀浓缩工厂, 计划年产核燃料 300吨。

2010年 2月 7日,他又下令伊朗原子能机构着手生

产纯度更高的浓缩铀, 由 3. 5% 提高到 20%。 2010

年 2月 11日, 内贾德在庆祝伊斯兰革命 31周年集

会上说, 第一批纯度达 20%的浓缩铀已经生产出

来, 伊朗已经是 /核国家 0。随着伊朗核野心的不断
膨胀,伊朗核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国际形势越来越

扑朔迷离。

伊朗研制核武器,挑动阿以冲突敏感的神经,内

贾德曾多次宣称要把以色列 /从地图上抹去0, 同时
还支持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恐怖分子, 这对以

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都是极大的威胁。

美国绝不容许世界上最具威胁的政权使用世界上最

具破坏性的武器来进行威胁
[ 6 ]
。 2010年 4月 12

日,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大将在莫斯

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

谋部掌握有美国和以色列作为极端措施准备轰炸伊

朗的计划, 2010年伊朗国土上空布满战争疑云。一

旦新的伊朗核战争爆发,美国可能暂时控制伊朗,但

伊朗被完全征服的可能性不大, 战争会被延长和扩

大化。世界石油市场必然会出现供应短缺, 石油价

格失去控制,甚至会出现高于 2008年 7月 133. 4美

元 /桶的局面。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同时又是石油

净进口大国,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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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格的急剧攀升会造成我国对外石油贸易成本提

高,大幅增加外汇支出,同时形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

力,将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2. 2 美欧制裁和国际外交孤立风险
为了能有效遏制伊朗核问题的发展势头, 美国

先后敦促安理会通过第 1696、第 1737和第 1747号

决议。 2008年 3月 3日, 安理会在继 1696、1737、

1747号决议的基础上,又再次通过了制裁伊朗的第

1803号决议
[ 7]
。不断强化的制裁并没有击退伊朗

拥有核能力的野心, 相反伊朗对待核研发的态度出

现亢奋状态。

2009年底和 2010年初, 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

燃料交换与伊朗进行了长期磋商, 伊朗拒绝国际原

子能机构核燃料协议中 /把伊朗大部分浓缩铀送到

国外0的内容,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国家在核
燃料交换问题上未达成一致。2010年 6月 9日,由

美欧国家推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新一轮制

裁伊朗的 1929号决议, 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中国投

赞成票支持对伊朗的制裁。 /外交 0、/制裁 0和 /军

事打击 0是美国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三把尚方宝剑。

2010年 9月 22日, 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伊朗核问题

六国外长会议上,六国表示愿继续积极与伊朗进行

接触, 从当今形势来看,短时间内对伊朗进行军事打

击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外交接触和国际制裁将是解

决伊朗核问题的重点。在伊朗核问题的国际周旋中

中国一直没有坚定的立场, 既反对伊朗违反国际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发展核武器, 又不主张对伊朗

的动武和制裁,一旦核危机出现激化的态势,美欧推

动对伊朗实施具有真正杀伤力的制裁或者战争爆

发,若中国支持伊朗, 极有可能面对国际外交孤立的

风险, 相反, 则危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因此, 中国如

何在国际舆论中站定自己的立场, 对中伊石油合作

的影响极其重要。

2. 3 中东政局动荡风险

中东是世界石油资源宝库, 2004年剩余探明储

量为 1 074. 9亿吨, 占世界总量的 61. 4%。 2000年

和 2008年中国分别从中东进口原油 3 765万吨、

8 962万吨, 分别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53. 6%、

50. 1%。中国的石油储采比不到 15年,而中南美洲

大约为 46年,中东大约为 80年
[ 8]
。中东地区对于

中国的石油供应长期不可或缺,沙特、伊朗、伊拉克

和科威特等是中国在中东地区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

国,但阿伊冲突、伊拉克局势不稳、伊朗核问题,基地

组织、伊斯兰集团、真主党和哈马斯等恐怖组织不断

制造暴力事件,使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安。

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 而伊朗被认为是全部

挑战的核心,伊朗北接里海、中亚地区,南临波斯湾

和阿曼湾,控制波斯湾东岸, 扼守霍尔木兹海峡, 霍

尔木兹海峡运输通道安全对保证我国的中东石油供

应极为重要。 2009年底伊朗核问题呈不断激化的

态势,据以色列国土报猜测, 以色列正在筹备 /铸铅
行动二0, 目标极有可能是伊朗。近日,核危机争端

日渐升级,伊朗和以色列针锋相对, 军事演习、研制

并批量生产新式攻防武器,积极寻求国际外交声援,

核危机形势接近摊牌,以色列极有可能对伊朗实施

军事打击。一旦爆发战争, 伊朗方面表示革命卫队

和民兵组织将通过对外军事行动转移国内矛盾, 甚

至会发动哈马斯和真主党进行报复, 整个中东地区

将会陷入一片混乱的局面。

2. 4 世界大国控制争夺资源风险

世界已经进入资源紧缺时代。能源地缘政治时

代来临,世界能源分布不均以及供应紧张状况加剧,

造成大国在能源尤其是石油领域激烈的争夺。新世

纪伊朗打出: /能源牌0开展能源外交, 并且出台一

系列吸引外资的措施,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就像一

块诱人的奶酪,引发各国在伊朗的能源博弈。伊朗计

划在今后 20年内,引进将近 4 80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

发展能源产业,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日本、印度、韩国和土耳其等国都成为我国的竞争对

手。日本是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每日进口 40多

万桶原油,日本 INPEX集团公司曾占到伊朗最大的

Azadegan油田 75%的股份;印度目前每日进口 36万

桶原油,预计印度 Reliance公司投资 60亿美元的世

界上最大的 Jamnagar炼油厂投产后,印度每日从伊朗

进口的原油将增加到 58万桶,不久的将来,印度将取

代日本成为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 9]
。伊朗石油部

官员 2009年 12月 9日透露,马来西亚 SKS公司将对

伊朗位于波斯湾的两处近海气田投资 200亿美元,他

还补充说,马来西亚对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油田也

很有兴趣,伊朗与马来西亚、越南、叙利亚等其他亚

洲国家扩大合作也是必然的趋势。

3 中国加强风险防范的战略措施

3. 1 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和制度

石油属于战略稀缺资源, 全球石油资源分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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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石油市场易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和操纵,国际

石油贸易与投资面临政治、经济、市场和运输等风

险。中国是石油净进口大国,石油供给关系到国家

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 为防范石油供应风险, 避免

/事后扑火0的现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国际石油合

作风险评估机构和制度。风险评估可以由政府和大

型石油企业共同承担,建立专业化的评估机构,保证

评估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运用专项分析工具,结合相

关理论模型,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对关

键风险指标进行全面的剖析,针对中国能源资源和

能源市场定期评估,预警能源危机, 制订应急预案、

国际能源合作战略等。

3. 2 制定专门的对伊战略

正常的中伊国家关系是实现长期互利共赢的中

伊能源战略关系的基础, 实现中伊关系正常化需中

国制定专门的对伊战略。中国 -伊朗关系历史悠

久,虽未出现国家严重对立的局面, 但国际局势、大

国因素、政治体制等一直是影响中伊关系的重要

因素。

近期迫于美国的压力,中国最终在安理会投票

中赞成制裁伊朗,这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战略意图,

中国很有可能遭受伊朗的能源制裁来为这一行为买

单,这对建立中伊长期能源战略关系极为不利。改

变以往的被动立场,明确对伊朗核问题的态度,利用

美伊冲突中的有利因素, 制定具体的外交战略和措

施,借助伊朗核问题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是中国

的明智选择。新时期中伊国家关系应本着求同存异

的原则,追求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 借助国

际、国内形势中的有利因素推动中伊关系发展。

4 结  语

伊朗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方面,对 21世纪初期

中伊石油合作存在着政治风险,伊朗石油供应对于中

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性,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和

制度,并制定专门的对伊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引起国家能源安全部门和主要石油经济体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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