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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邓向 辉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091)

[摘  要 ] 苏丹石油资源丰富, 为了开发本国的石油资源,苏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投资

的优惠政策,为中苏石油合作提供了机会。经过 1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在苏丹逐步形成集

生产、精炼、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中国与苏丹在石油领域的合作堪称中

国在非洲实施 /走出去 0战略的成功典范。同时,中苏石油合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为了进一步

加强中苏之间的石油合作,建议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政治领域的合作,扩大经济贸易规模, 加强与

当地石油企业、欧美石油公司的合作。

[关键词 ] 中国;苏丹;石油合作;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 ] F407. 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 1673- 5595( 2010) 01- 0012- 05

  近年来,在中国石油安全形势日益突出的情况

下,中苏石油合作迅速发展,成绩显著。与此同时,

中苏石油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形势喜人与挑战

共存的情况下,有必要对中苏石油合作面临的挑战

进行分析与思考,并提出对策建议,以利于中苏石油

合作进一步健康发展。

一、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的现状

(一 )苏丹丰富的石油资源

苏丹地处非洲东北部,是红海地中海战略要冲,

也是自北进入非洲腹地的门户,为重要国际战略通

道。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苏丹境内发现了储

量极为丰富的油田。 1997年,苏丹探明石油储量为

30亿桶, 2007年探明石油储量为 66亿桶,占世界石

油份额的 015%。随着苏丹探明石油储量的不断增
加,苏丹在石油出口国中地位逐步得到提升, 2001

年 8月,欧佩克给予了苏丹欧佩克会议观察员身份。

苏丹石油日产量也逐年增加,从 1997年的 9千桶到

2003年石油日产量超过 30万桶, 2007年石油日产

量达 4517万桶。¹苏丹宣布于 2009年把原油日产量

提高到 50万桶,到 2009年底争取达到 60万桶。
[ 1]

苏丹具备形成大型油田的地质条件, 拥有丰富石油

资源的潜质。随着石油勘探技术的逐步提高和勘探

领域的不断扩大,其储量、日产量和出口量不断上升

是毫无疑问的。苏丹近年来石油日产量见图 1(资

料来源 BP Stat isticalRev iew ofW orld Energy 2008)。

图 1 苏丹近年来石油日产量

(二 )苏丹政府的鼓励性投资政策为本国石油

开发提供了机会

为了吸引外资,苏丹政府于 1999年制订并通过

了新的5投资鼓励法 6。该法的明确性、透明度和对

投资者的优厚条件相对于其他国家都是少见的, 与

投资有关的各项程序也是简捷的。苏丹政府还在多

种场合声明,欢迎各国公司投资苏丹石油业。对于

开发前景如此可观的石油资源, 美英等国的石油公

司垂涎三尺。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马

来西亚和中国先后派团到苏丹考察, 参与苏丹石油

业和其他实业的开发。美国还戏剧性地改善了同苏

丹的关系,得到了苏丹部分石油区块的开采权。日

本通过淡化政治、突出经济、提供经济援助、免除债

务等手段,发展与苏丹的关系,以谋求更大的石油利

益。印度在苏丹石油领域的投资规模也比较大, 迄

今累计投资 15亿多美元。
[ 2]
据苏丹政府透露, 在过



去几年里,苏丹已累计吸引外资 50亿美元。
[ 3]
为了

加快石油工业的发展,苏丹政府划定了 15个对任何

投资者都开放的石油勘探与开采区。最大和最重要

的 3个区是:穆格莱德盆地中的尤内特和海格里哥

( the Unity andHeglig) ,位于首都喀土穆西南约 800

公里处,穆格莱德盆地面积约 36万平方公里, 其含

油沉积物层深达 116万米; 迈鲁特盆地 ( TheM elut

basin), 面积约 615万平方公里, 其含油沉积物层深

达 1137万米,到目前还未得到很好的开发;蓝尼罗

河盆地 ( B lue N ile basin) ,面积约 616万平方公里,

其含油沉积物层厚达 9 144米。其他有前景的地区

是靠近埃及和利比亚的西北地区及红海沿岸

地区。
[ 4 ]

(三 )中苏石油合作开创了中国海外寻油的成

功先例

苏丹石油开发项目是中国与非洲合作开发石油

资源的典范, 成效显著。 1995年 9月,苏丹总统巴

希尔访华时提出希望中国公司到苏丹勘探开发石

油,帮助苏丹建立自己的石油工业。中国领导人指

示 CNPC(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研

究。CNPC在对苏丹的投资环境和石油地质资料进

行分析后认为,苏丹地质情况与中国渤海湾盆地极

为相似,公司有勘探开发这类油田成熟的技术和成

功的经验。因此, CNPC决定参与苏丹的石油开发,

并申请中国政府援外优惠贷款作为启动资金。之

后,中国政府与苏丹政府签订了中国向苏丹提供

115亿元政府优惠框架协议, CNPC与苏丹能源矿产

部正式签署了共同勘探开发苏丹石油六区的 5产品

分成协议6, 以及在石油勘探、冶炼和运输等领域的

一系列合同,独资或合作经营。
[ 5]
至此, 中国企业打

入了苏丹石油市场。 1996年 11月 CNPC中标获得

了苏丹穆格莱德油田 1 /2 /4区块开发权,并负责组

建新的投资集团 ) ) ) 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 ( GN2
POC ), 其中 CNPC参股 40%,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

司 30%, SPC25%, 苏丹国家石油公司 5% (干

股 )。
[ 6]

GNPOC被5石油企业管理 6称作 CNPC投资

最多、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海外项目之一。至

2002年,该项目 /运行不到两年,已经收回了总投资

的 60%以上 0。[ 7]
1999年 8月, 由中国援建的苏丹南

部穆格莱德盆地黑格林格油田出油。一年内该油田

共生产原油 6 400多万吨,苏丹收入 618亿美元,中

国收入 312亿美元。2000年 5月,喀土穆炼油厂正

式投产, CNPC和苏丹政府各占 50%的股份,年加工

能力 250万吨, 目前运行良好。 2002年 3月, 喀土

穆石油化工厂正式投产, CNPC占股 95% ,苏丹政府

占股 5%, 设计年产 115万吨聚丙烯。[ 8]
截至 2003

年底,中国累计在苏丹石油领域投资 2713亿美元,

不仅为苏丹修建了 1 506公里的石油管道, 而且还

帮助苏丹发展完善了从开采到销售的一系列石油工

业体系,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额油总额已位居海外

份额油来源的第一位。
[ 9 ]

2004年, CNPC高层分别与

苏丹能源矿产部、财政国民经济部签订了富拉 ) 喀

土穆石油管道项目、喀土穆炼油厂扩建项目和组建

中苏物探合资公司等三项正式协议。 2006年中国

还购得了苏丹 60%的石油。目前,中国在苏丹已形

成了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的系统工业体系, 在苏

丹石油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中国在海外最大

也最成功的项目,堪称中国在非洲实施 /走出去0战
略的典范,使中国每年拥有上百万吨权益油和稳定

的石油供应渠道。

(四 )中苏石油合作取得的成果

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上看, 苏丹在中

国的全球石油战略中已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已成

为中国稳定的石油供应渠道之一。从企业层面上

看, 苏丹已成为中石油在海外的主要产区,而且中石

油不仅拥有开采权,还有炼油厂以及加油站,已在苏

丹逐步形成集生产、精炼、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完整

的石油工业产业链。从政府层面上看,中国与苏丹

政府的合作形势也很好, 苏丹已成为中国海外最大

的和最成熟的石油开采地, 是中国海外石油战略的

一个多元化的支撑点,是中国 /走出去0战略中迈出

的最为坚实的一步。目前, 中国在苏丹拥有 1/2 /4

区、3 /7区、6区、15区四个上游投资项目。另外在

苏丹还有喀土穆炼油、喀土穆化工、石化贸易等三个

下游投资项目。在投资项目的带动下,中国所属工

程技术服务公司在苏丹快速发展, 建立了集地面施

工、物探、钻井、测井、管道建设、物资供应为一体的

配套服务体系,并成为苏丹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市场

最有实力、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中苏石油合作, 为苏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1999年 9月,随着满载苏丹原油的第一条油轮

驶离苏丹港,苏丹结束了石油进口的历史,政府不再

每年花上亿美元巨资进口石油产品。外国投资开始

流入苏丹,苏丹很快从石油进口国变成石油净出口

国, 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 建立了上下游一体化、技

术先进、规模配套的石油工业体系。近 10年来, 在

石油工业的带动下,苏丹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复苏状

态。石油生产从 1993年的日产 2000桶提高到目前

的 50万桶, 2006年原油出口占总出口的 84%,
º
经

济增长率近年来保持在 8% ~ 12% , 在东北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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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名列前茅。石油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发

展,石油工业已成为苏丹的支柱产业, 这在苏丹政

府、苏丹人民中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苏丹能矿部

长阿瓦 #贾兹说,我们指望欧美公司做了几十年的

石油梦,今天是中国人民帮助我们圆了这场梦。
[ 10]

巴希尔总统更是由衷地称赞道: /苏丹工业的开创,

作出贡献最大的是中国, 干得最出色的是中

石油! 0[ 11]

二、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面临的挑战

(一 )苏丹的产业结构单一, 经济发展存在不稳

定性

苏丹经济结构单一, 油气工业是其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油气工业造成经济体

系很脆弱。苏丹的经济建设资金主要来自石油出口

收入, 国民经济发展易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的

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尽管苏丹

经济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但是上述问题如果不

能得到妥善解决的话, 必将影响到苏丹经济的长期

稳定发展。因此,中国石油公司在大力拓展苏丹能

源市场的同时,应努力规避因其经济发展不稳定性

而引发的诸多风险。

(二 )达尔富尔问题悬而未决

2003年 2月,由当地土著黑人组成的 /苏丹人

民解放军0与 /正义与公平运动 0, 以苏丹政府忽视
该地区的发展及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的袭

击为由,展开了反政府的武装冲突,冲突造成了大量

的难民和人员伤亡。尽管中国与联合国和非盟等国

际组织、美英等西方国家, 以及尼日利亚、埃及、利比

亚等非洲国家一直都为解决冲突做努力, 且冲突双

方也在进行着和谈, 但是整个达尔富尔地区的局势

仍然十分紧张。中国目前在苏丹拥有最大规模的海

外石油投资, 而且这些投资大都靠近战乱地区, 如

1 /2 /4区有部分区域在达尔富尔地区, 3 /7区也靠

近南苏丹地区。因此, 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危机直

接影响着中国石油在苏丹项目的安全。中国在苏丹

的这些投资不仅对中国开发苏丹石油资源必不可

少,而且是将来开发整个非洲石油的立足点。达尔

富尔问题的尖锐化, 使中国的海外石油战略和经济

安全受到威胁,给中苏能源合作投下了重重阴影。

(三 )西方国家对中苏石油合作的恶意诽谤

苏丹巨大的石油利益牵动着西方大国的神经,

因此一些西方国家、媒体和个人便诽谤中国与苏丹

的能源合作。一种论调是 /新殖民主义 0, 认为中国

在非洲大打能源牌, 各种友好举动都是为了获得非

洲的能源和市场,搞新殖民主义, 甚至称 /苏丹是中

国的殖民地0。[ 12]另一种论调是 /掠夺资源论 0, 指

责中国近年来由于资源需要开始对非洲加大渗透。

/今天,能源、贸易和不断增加的地缘政治利益成为

中国在非洲的极重要的因素。0 [ 13 ]
认为中国目前的

做法并不是真正的关心非洲,关心非洲的经济发展,

中国所关心的仅仅是它的矿产、能源和石油,中国到

非洲去就是为了掠夺非洲的资源, 而且将非洲和苏

丹自身的一些社会问题归咎于中国。事实并非如

此, 中苏能源合作 10多年来, 中国为苏丹合理利用

资源、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把本国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发展优势做出了积极贡献, 促进了当地社会经

济的发展。据悉, 中石油在苏丹已累计捐资 3 228

万美元, 其中 1 928万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中石油下属石油作业公

司捐资 1 300万美元,建设学校 22所,设立医院、诊

所 101所,打水井、修水塘 156个, 当地受益民众超

过 150万人。
[ 14]
中国企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热情

为当地民众造福的举动, 赢得了苏丹政府和人民的

交口称赞。事实表明,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与过

去一些殖民者在非洲所做的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国

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合作更不是 /受狭隘的商业利益

驱动,只盯上了石油、矿石等自然资源 0。[ 15]
西方国

家恶意诽谤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丑化中国、破坏中国

的形象,以阻挠中国进入非洲能源市场与西方企业

竞争,维护少数国家在非洲的既得利益。

三、进一步加强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的对策

分析

尽管中苏石油合作面临诸多挑战, 但是中苏双

方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

一是中苏两国政治关系日益加强。中苏两国人

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苏丹是非洲最早与中国建

交的国家之一。中苏两国都有着被殖民侵略的历

史,有着相近的民族独立情感。两国在国际事务中

相互支持、相互合作, 是可以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

朋友和好伙伴。苏丹是 1971年投赞成票支持中国

重返联合国,并驱逐台湾代表的国家之一。冷战结

束后,苏丹在人权、台湾问题上给予了中国很多支

持, 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 1997年, 两国建立了定

期政治磋商机制, 之后双方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进行

过多次会晤。 2007年 2月, 胡锦涛对苏丹进行国事

访问,双方就发展中苏友好关系交换了意见。胡锦

涛就发展中苏关系提出了三个建议: /一、巩固传统

友谊,增强政治互信。继续保持两国高层互访,增进

相互了解,扩大双方共识, 密切两国政府部门、立法

机构、政党的友好交往, 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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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问题加强协调和配合。二、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

利共赢。中方愿继续扩大和深化双方通信、水利、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提高经贸

合作水平,实现互利双赢;加强双方人力资源开发、

职业培训、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

文化交流。三、加强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双边合

作。做好中方加强对非务实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发

展的 8项政策措施在苏丹的落实工作。0 [ 16]
为中苏

关系的友好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中苏两国的石油合作具有互补性。中苏石

油合作是一个新领域,苏丹石油资源丰富,但缺少资

金和技术,需要外援。中国石油工业基础实力雄厚,

拥有先进的勘探技术和设备,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

作风过硬的石油专业队伍。因此, 中苏石油合作前

景广阔。作为石油进口国, 中国更多地关注石油进

口安全,既需要引进外资,建立石油战略储备, 改造

和建设炼油厂,也需要对外投资,建立海外石油供应

基地, 以保证本国的石油供应安全; 作为石油输出

国,苏丹则更加关注石油出口安全,需要为保持和扩

大市场而引进外资,提高石油生产能力。因此,中苏

在石油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符合双方的

战略利益,可以实现互利双赢, 对双方来说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为了实现更有效的合作, 中苏双方应

该加强能源政策、法规、发展战略、技术等方面的信

息交流与技术培训, 推动两国企业发挥各自的竞争

优势。

开发苏丹石油资源, 加强中苏石油合作无论对

中国还是对苏丹来说都是一项非常务实有利的策

略,因此中苏都应该朝着这个互利双赢的方向而努

力。为使中苏石油合作持续健康发展, 笔者提出如

下建议:

(一 )进一步深化与苏丹在政治领域的合作,为

经济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

中苏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 非一朝一夕而

成,中苏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关系。中苏同为发展

中国家,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受,

中国要利用这些优势,与苏丹加强沟通与协商。良

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中苏石油合作关系的成长。同

时,中国应加大向苏丹提供无附加条件的援助,尤其

是资金和技术援助, 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减少

/中国威胁论 0的影响。
(二 )扩大双方经济贸易规模, 为中苏石油合作

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目前中苏双方都处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要充分认识到中非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加强在

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中苏经济贸易规模,增强

双方经济利益共同点,强化彼此在经济领域的相互

依存性,构筑双方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

双方石油合作不仅会顺利发展,而且可以达到平等、

互利、安全的 /双赢 0佳境。

(三 )加强与当地石油企业、欧美石油公司的竞

争与合作

中国只有加强与苏丹当地石油企业的合作, 建

立合资公司,才能发挥苏丹本土公司的优势,争取到

更多的区块权益。面对欧美石油公司的挤压与制

衡, 中国应积极应对, 利用中国的竞争优势, 加强与

欧美能源公司在苏丹的竞争,推行国际化资源战略,

注重苏丹有潜力区域的勘探和开发。此外, 中国公

司应大胆探索与欧美石油公司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以强强联合的方式解决深海勘探开发的技术问题。

中国还应当充分利用欧美石油公司在苏丹能源方面

的共同利益与不同利益, 在欧美国家之间的石油博

弈中定好自己的位置,在彼此之间找到合适的立足

点和利益最大化的生存空间, 防止出现欧美联手抵

御中国的局面。总之,与东道国公司和西方石油公

司结成利益共同体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中国石油

企业的合法权益,分散风险。

(四 )在国内大型企业率先开发苏丹能源, 担当

起弄潮儿角色的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引导鼓励中小

型企业走出国门

中国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优

质服务,因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发是一个周期

长、投资大、见效慢的过程, 这使得许多企业特别是

中小型企业不敢企及。因此, 政府应该通过实施一

些措施来鼓励它们大胆地走出国门, 如提供专项的

信贷业务、扶持基金等。同时,政府应当给企业更多

的自主权,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事效率。中国在苏

丹的石油投资面临不少挑战, 中国只有更好地完善

自身的条件,参与竞争, 才能在国际能源舞台上站稳

脚跟,分享国际油气资源。

(五 )在加强对苏丹石油勘探开发的同时, 还应

发展一系列相关产业以降低成本和风险

随着石油产量的不断增长,为了改变大量出口

原油而进口成品油的现状, 苏丹也在逐渐发展自己

的炼油和石化工业。直接在原产地加工精炼原油,

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的石化工业的发展,减轻在能源

运输上的压力,而且也可以带动苏丹当地经济的发

展,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可以让苏丹有机

会接触和学习更多有用的技术知识。因此, 中国的

石油企业除了参与苏丹地区油田的勘探、开发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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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规避风险、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择机在当地投资

建设炼油厂和石化装置, 实现海外石油基地的上下

游一体化。

四、结论

综上所述, 近年来中苏石油合作关系的发展是

中苏政治关系、经贸往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一方面,中国在苏丹的石油投资和贸易活动既

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又能较好地体现苏丹的石油

和经济利益。随着中苏石油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中

国在苏丹影响力的日益增强,西方大国对中苏关系

的关注和疑虑将进一步上升,中苏石油合作面临的

挑战也将越来越艰巨。从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国家利

益、有利于苏丹的长远整体利益、有利于展现中国良

好的国际形象的角度分析, 上述所提建议既是必要

的也是可行的。与此同时,中苏通过加强经贸往来、

石油合作,实现两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标一定

能实现,苏丹一定能在建立石油工业的基础上早日

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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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M easures of Petroleum Cooperation between Ch ina and Sudan

DENG X iang2hui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 trategy, P ar ty School of the C entral Comm ittee of C. P. C. ,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 t: Sudan is abundant in petro leum resources. In order to deve lop its petro leum resources, Sudan has offered a series of favo red

po lices to encourage petro leum investm en t, prov iding an opportun ity o f m ak ing the petro leum cooperation between Ch ina and Sudan.

Sudan is one of earliest destinations of China s' overseas seek ing o i.l A ftermo re than ten years of susta ined efforts, China already form ed

a comp le te cha in of petro leum industry, inc lud ing produc tion, re fining, transpo rtation and m arketing. The petro leum coopera tion be2

tween Ch ina and Sudan is seen as a successfu lmodal for China to imp lement the "go ing overseas" strategy in A fr ica. A t the sam e tim e,

the petro leum cooperation be tw een Ch ina and Sudan is facing a lot o f cha llenges. It recomm ended tha t to deepen fu rther b ilatera l coop2

e ration in the po litica l fie ld, to expand econom ic and trade scale, to streng then the cooperation w ith the lo ca l o il compan ies o f Sudan

and European and American o il com pan ies and so on.

K ey words: Ch ina; Sudan; petro leum cooperation; challenges; m 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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