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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安哥拉石油业

的合作风险及规避措施
*

亢   升

  内容提要  安哥拉已成为大国石油利益博弈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日益借助国际石油市场

供应的中国来说, 获取安哥拉优质石油同样是石油外交的重点。鉴于中国与安哥拉良好的关

系, 两国的石油业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安哥拉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 也使中安石油业

合作面临挑战。探讨中国与安哥拉石油业合作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 以及进一步完善双方

石油业合作的路径和方式, 对中安石油业合作的长远发展乃至中国对非洲石油外交的战略构

架具有重要价值, 亦对中国有效规避海外石油业投资风险、保护海外石油利益意义深远。

关 键 词  中国石油安全  安哥拉石油业  石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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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1世纪, 中国日益借助博弈激烈的国际石油市场, 并通过加强石油外交以确保国内石油供

应安全。基于非洲石油储产量的持续增加和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 中国也将石油外交的重点转向了非

洲。但是, 中国在非洲构建石油安全方略的过程中, 既有机遇, 也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以中国

与安哥拉石油业合作为个案, 深入探讨中安石油业合作面临的风险, 进而正视中国在非洲石油外交中

面临的挑战, 可以加深对中国石油外交方略和政策的理解, 也有助于我们探求中国维护海外石油利益

的路径与方式。

安 哥 拉 石 油 资 源 前 景 及 中 安 石 油 业 合 作 现 状

位于非洲大陆西南部的安哥拉, 1956年开始生产石油。之后, 石油产量逐步增长, 由 1956年的

019万吨增加到 1970年的 507万吨。1979年, 安哥拉成立了石油部。20世纪 80年代, 安哥拉石油勘

探获得突破, 先后共发现了 17个油气田, 1985年全国石油日产量达 2311万桶。随着安哥拉内战的

结束, 石油勘探进入了新高潮, 国际大石油公司如埃尔夫、埃克森 -美孚、印度国家石油公司、中国

石油化工总公司 ( S inopec) 等纷纷进入安哥拉石油勘探和开采领域。 2004年, 安哥拉石油日产量首

次超过 100万桶, 达 10512万桶; 2006年石油日产量为 13815万桶; 2007年日产量为 170万桶, 预

计 2008年深水油田投产后, 其日产量可达 200万桶, 安哥拉将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次于尼日

利亚的第二大石油生产国。观察家指出, 在下一个十年中, 安哥拉有可能与尼日利亚竞争非洲最大产

油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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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 27年的安哥拉内战中, 由于落后的基础设施及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 一些援助国纷纷撤

出安哥拉。在安哥拉经济发展非常困难、急需外援的关头, 中国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 不附加任何政

治条件援助安哥拉, 开展与安哥拉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双边经济合作中, 中国不限于单纯的资源开

发, 也注重安哥拉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当地公益事业的发展, 双方经济合作迅速发展。随着安哥拉大储

量油田的发现, 双方在能源开发与合作方面更加深入, 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甚至包括民营石油企业在安

哥拉成功中标数个油区开采权。2004年, 中国与安哥拉签订了 20亿美元的石油项目合同 ¹ ; 2006年

4月, 中国石化总公司与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 ( Sonango l) 签署管理和启动协议, 双方确定合作的方

式º; 2008年 4月, 安哥拉石油公司和中石化公司签署协议, 成立中国石化 -安哥拉石油公司, 该公

司将建设自己的炼油厂, 预计 2010年正式运营, 届时, 石油日处理能力为 20万桶, 会大大改变安哥

拉出口低价原油而进口高价成品油的被动局面。在石油业合作的带动下, 中国增强了在安哥拉农业、

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援助与合作, 同时积极参与安哥拉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的内战毁坏

了安哥拉大量设施,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参加了安哥拉战后重建工作, 这些亦成为中安石油业合作

的坚实基础。

在安哥拉石油出口对象国中, 中国居第二位 (首位是美国 )。在中国进口石油的国家中, 安哥拉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第二位。 2001~ 2004年, 安哥拉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增长了 6倍。2005年, 中国

从安哥拉进口 1 746万吨石油; 2007年, 进口 2 49916万吨, » 已超过自苏丹进口的石油量。随着中

安合作项目的运行, 中国进口安哥拉的石油量会持续增加。

中 安 石 油 业 合 作 面 临 的 风 险 与 挑 战

一般来讲, 当某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 5 000万吨以后, 国际石油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到该国

的经济运行; 超过 1亿吨后, 国家就应该有包括外交、军事和经济在内的有力措施来保证石油安

全。¼ 由于中东石油出口形势的复杂化, 中亚石油面临许多大国的觊觎, 俄罗斯远东石油有日本的强

烈竞争, 拉美石油远水不解近渴的现实, 非洲石油就成了中国在全球石油战略布局中的重点。目前中

国从非洲输入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 30% , 失去非洲将给中国的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对中国而言,

非洲既是存在较多机遇的大陆, 也是暗藏玄机的火药桶。随着中国与非洲各国合作的加深, 中国在非

洲的利益将遭遇多重挑战。½ 显然, 中国的石油进口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而中国石油公司能在竞争对

手林立的安哥拉站稳脚跟, 与安哥拉不满西方石油公司长期垄断安哥拉石油上游市场, 希望寻求多元

化的合作伙伴有关, 亦与中国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中安传统友谊及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等因素有关。但

不容忽视的是, 在安哥拉探寻石油, 中国的石油利益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

(一 ) 面临美国的竞争甚至挤压

美国是安哥拉石油出口的第一大买家。由于石油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 石油安全直接影响到国家

的经济安全, 同时波及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 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大计, 因而掌控石油阀门成为大国

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来说, 控制世界主要能源产地和供应线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基础和手段

之一, 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会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为此, 美

国一直在世界有关产油区追求主导地位, 且成效显著。尽管如此, 美国对其他大国的任何石油外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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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仍十分敏感, 特别对中国格外关注。因此, 为霸占油源与其他石油消费大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紧张

关系。同时, 美国强烈的控制意识使它与许多产油国亦存在矛盾。而中国与石油生产国在不干涉内政

和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关系, 与许多产油国关系融洽, 增加了美国的猜忌和敌意。两国的竞争和对抗

可能因出乎预料的灾难性事件而增强。¹ 美国一些学者和政治家不无偏颇地认为, 中国日益增长的石

油需求意味着中美两国争夺世界石油将日趋激烈, 在对石油产地的控制上, 中美之间已经开始在全球

层面上全面接触。º 美国白宫公布的 5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6 明确指出, 确保能够获得国外生产的石

油仍然对美国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美国必须在重要的石油产地保持区域性的稳定和安全, 以确保能

够获得石油资源和确保资源的自由流动。同时强调, 与非洲产油国的合作是 /加强美国自身石油安

全 0 的重要途径。» 为达此目标, 美国不惜故意给中国抹黑, 称中国对能源的 /庞大需求0 将带来全

球性的影响, 不仅会使世界原油价格上涨, 影响未来生态环境, 还可能引发中国与他国的冲突, 威胁

全球油气地缘政治的平衡。甚至指出, 这种状况将使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更趋强硬, 为能源

不惜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¼ 这种宣传, 使美国石油公司容易对不断取得进步的中国石油公司从

/零和0 认知视角产生敌意, 从而设置种种障碍。在安哥拉发现大量海上石油后, 美国发起了针对安

哥拉的石油外交攻势, 以艾克森 -美孚等世界级公司为主积极向安哥拉石油业扩张的同时, 不忘鼓吹

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 0。可见, 美国在争夺安哥拉 /黑金 0 的过程中, 势必对中国与安哥拉的石油业

合作构成威胁。

(二 ) 面临运输线路与运输能力的挑战

由于石油运输线的分布严重不均匀, 缺乏强大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的远距离运输通道必然是

石油安全的 /软肋0。中国进口石油除少量通过铁路和管道运输之外, 93%通过海上运输实现, 而且

主要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中国从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的石油进口几乎全是通过海上线路运输, 经过

局势动荡不安的非洲和中东海域, 面临海盗劫船、基地恐怖活动等多重安全挑战的漫长航线。这在某

种程度上显露出中国石油进口的脆弱性。从运输能力看, 中国目前控制的大型油轮承运能力大约为每

年 3 000万 ~ 4 000万吨, 与中国石油进口增长不成比例。从进口石油的具体份额看, 更是不成比例。

仅就包括安哥拉的西非航线来看, 中国船东所承运的石油进口为零。中国大部分油轮船队以服务国际

油轮运输市场为主, 而日本和韩国则承担了主要石油运输任务。½ 因此, 从运输路线和运输能力来

看, 进口安哥拉石油同样面临风险。

(三 ) 中国石油公司在技术、规模、资本、经营等方面同国际大石油公司有一定差距

尽管中国石油公司在陆上石油勘探、边际油田的开发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和开采经验, 但在

海上勘探开发技术方面还不够先进, 不能同一些大的国际石油公司相抗衡, 海上勘探开发技术的滞后

对中国石油公司在非洲海域的发展速度构成影响。安哥拉是海上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 2006年 5月,

中国石化集团竞标安哥拉 7个石油区块中的 3个油田开发特许权时, 就因安哥拉评标委员会认为中石

化没有深水油田开发技术而受挫。¾

(四 ) 安哥拉国内石油利益分配导致的政治动荡

安哥拉有种族纠纷、宗教冲突, 以及政治派系斗争等不稳定因素, 易诱发外资企业经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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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油资源的大量开发, 安哥拉石油财富的分配问题越来越成为利益集团和民众瞩目的焦点。对石

油资源 (以及钻石资源 ) 收益的争夺, 导致该国长期政治动荡和战乱, 使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联合

国发展署对全球国家发展水平的几次排名, 拥有丰富资源条件的安哥拉都居倒数十来位。直到目前,

作为最主要产油区的卡宾达省, 还在为石油财富进行独立斗争。¹

(五 ) 安哥拉国内政策法规的挑战

目前, 安哥拉正在修订本国法律和制度, 对外资石油公司控制安哥拉石油资源的现象加以修正,

以促进本地公司参与石油合作。安哥拉石油公司主管总经理阿比里奥在题为 /石油天然气工业目标0

的演讲中强调, 一个新的合作与伙伴模式将是安哥拉本国公司在石油勘探和开发项目的决策与实施上

享有最大主导权。他说, 目前外国公司掌握着相关的资源、勘探、开发和生产进程, 安哥拉应坚持本

国公司更积极参与石油开发与生产过程, 这应引起中国相关企业的重视。

(六 ) 贸易产品结构单一, 数量有限, 无助于双方石油业合作

自 1983年中安两国建交以来, 两国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安哥拉正逐渐成为中国

在非洲大陆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进口商品基本是石油、木材等原材料, 石油进口主要是转口贸

易。出口商品一般是轻纺、服装、鞋帽、杂项制品等日用消费品及数量极小的机械、家电产品。出口

贸易经营主体多以个体商人为主, 商品低档价廉, 附加值低, 经营规模小, 行业单一。多年来, 中国

进口远远大于出口, 贸易逆差大, 两国贸易极不平衡。直接贸易较少, 双边贸易额波动幅度较大。贸

易严重失衡和产品单一, 对两国贸易长远发展不利, 也势必对两国石油业合作形成掣肘。

规 避 中 安 石 油 业 合 作 风 险 的 对 策

中国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免除非洲国家债务和无偿培训非洲本土人才, 积极参与非洲民

生与基础设施建设, 为双方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在安哥拉内战期间, 由于西方国家认为投资

风险太高不愿融资, 中国提供的融资解决了安哥拉对建设资金的需求; 内战结束后, 西方社会对安哥

拉战后重建的援助附加很多限制条件, 致使安哥拉无法获得启动资金, 而中国提供的 40亿美元贷款

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在安哥拉没有抵押品和偿还能力的情况下, 双方约定用未来开采出的石油

偿付, 这种集融资、石油勘探开发为一体的成功做法被誉为 /安哥拉模式 0º。非洲是石油消费大国

竞争激烈的地区。面对安哥拉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 我们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应重点研

究规避石油外交风险的举措, 探讨促进中安及中非石油业合作的长效机制。

(一 ) 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加强与西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安哥拉石油出口的第一大国是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 美国对世界石油资源的掌控和占有程度独

占鳌头, 我们应主动与美国全面对话, 因为双方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如果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知名石

油公司实现了合作, 就可直接借鉴欧美石油公司在非洲长期经营中积累的应对非洲政局、经济波动的

经验。同时, 与这些大国石油公司合作不仅可以共担项目风险, 而且有助于中国石油公司不断丰富先

进管理经验和技术, 包括海上勘探开发技术。

(二 ) 谋求与安哥拉石油业合作方式不断创新, 将 /安哥拉模式0 树立为石油业合作的范例

安哥拉是一个资源丰富, 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尽管其投资环境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 投资

会有很大的风险, 但风险总是与巨大收益挂钩。在对待像安哥拉这样的石油资源大国时, 更需要多从

战略上考虑, 在石油项目合作上, 要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国家、又具可行性的合作方式。如提供不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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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条件的巨额资金和对安哥拉基础设施投资, 是帮助中国成功进入竞争激烈的安哥拉产油区的手段

之一, 这种 /安哥拉模式0 已成为石油业合作的范例。另外, 中国在非洲的 /股权换油计划0 合作
模式也值得在安哥拉实验和推广, 其他合作模式还需进一步探索。总之, 这些合作模式都应秉承中国

/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0, /平等互利、公开透明0 的合作理念, 这样, 才能够打造出双方长期合作的

雄厚政治、经济和外交基础, 并通过与安哥拉的合作经验和自身的良好声誉, 攻破西方媒体散布的所

谓 /新殖民主义论0。

(三 ) 做好政府公关工作, 消除外界对中国的误解

中国在与西方国家和资源国沟通时, 应在多种场合表达中国寻求能源合作、共谋发展的意愿, 充

分阐明中国的和平能源安全观。强调为消除石油问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制约, 要加强这一领域的合

作, 开展政府对话, 提高能效, 开发新能源; 要加强石油出口国和消费国之间、石油消费大国之间的

对话与合作; 要维护石油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 应携手努力, 共同维护产油地区的稳定, 确保国

际石油通道安全; 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与矛盾, 不把石油问题政治化。

(四 ) 加强海上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力度, 提高海上石油勘探和开发的能力

中国石油公司要想在安哥拉石油领域取得突破, 海上勘探是必不可少的选择。包括安哥拉在内,

未来油气资源异常丰富的西非几内亚湾, 面向国际社会招标的区块都是深海油田。只有加快海上勘探

开发技术研发力度, 方能获取在这些区域从事石油勘探开发的机会, 才能加强同资源国石油公司合作

的力度, 在石油上游产品上分得利好, 真正减少风险, 确保自身利益。

(五 ) 要把发展海权的短期行为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 有效保障中国石油通道的畅通

短期内, 要处理好与能源过境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 保障石油运输安全, 防止出现能源运输中

断。从长期来看, 中国要逐渐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 以保障中国海外石油运输线的安全。

(六 ) 加强投资风险和投资环境的系统评估, 尽可能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由于安哥拉最主要的产油区卡宾达省还在为争夺石油资源财富而要求独立, 经济、政治形势相对

复杂。中国石油企业必须加强对安哥拉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系统评估, 做到谨慎投资。

结   语

未来数十年, 石油仍将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他能源无法替代石油的战略地位, /为最后一滴
油而斗争0 仍很可能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战略主题。¹ 中国一方面要增强经济实力, 提高整体经济竞争

力和石油企业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占有率, 应对各种石油突发事件和石油价格波动; 另一方面, 鉴于

石油外交的相对低成本性, 通过石油外交谋求石油安全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 一国的石油安全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 同时还

与该国对世界石油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 如果过分依赖海外石油进口, 必然对中

国的国内经济生活乃至国防产生重大影响, 寻求能源多元化和提高能源使用率才是最有效的方式之

一。能源安全是世界性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把供需双方联系起来, 把全球能源问题与全球经

济失衡联系起来, 通过构建国际合作框架, 实现多方共赢, º 才能对能源的长期安全供应提供保障。

(责任编辑: 邢永平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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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gola O ilCo- Operation R isks and the AvoidanceM easures

Kang Sheng pp140- 44

  W ith large num ber of o ffsho re o il discovered,

Ango la has becom e an im portant country in the o il

interest gam es betw een wo rld pow ers. Depend ing on

the grow ing supply of internat iona l oilm arke,t China

has diplom atically focused on Ango la in order to

obtain h igh - qua lity o i.l O il cooperat ion betw een

China and Ango la has m ade great ach ievem en ts

based on good bilatera l re lations. H ow ever, the

special politica l and econom ic env ironm ent in

Ango la has also m ade cha llenges to the b ilateral o il

cooperation, and risk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 a2
ted. It is of great va lue for the long term deve lop2
m en t of Ch ina - Ango la o il cooperat ion and for

China- A frica diplom atic o il strateg ic fram ework,

and o f pro found significance for Ch ina to avo id

oversea o il investm ent risks and protect its oversea

o il interest to probe in to the ex isted m a jor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Ch ina- Ango la o il cooperation.

The Ghettonization of Jerusalem and Its Impacts

Wang X inzhong& Che X iaomei pp150- 55

  Ghetton ization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phenom e2
non that a c ity is iso la ted for som e reasons in its

deve lopm en.t In its long h istor ical developm en,t

Jerusalem has been the city w ith three m a jor

re lig ions and tw o ethnic groups inhab ited and

interacted com plicatedly. Further mo re, a series o f

Israe li Jew ish po licy w ere im plem ented in Jerusa lem

since 1967, wh ich m ade Jerusalem a typica l

Ghetton ized city. There are d ifferent causes and

features of the Ghe ttonization in d ifferen t parts o f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Ghettonization is imposing

negat ive im pacts on Israeli - Pa lest in ian peace

process, solution of the issues o f Jerusa lem,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the A rab ian and Jew ish ethnic

groups and Jerusalem . s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 lopm ent in future.

Research on African LegalReg ion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G lobalization

X ia X inhua& P eng Yanyan pp156- 61

  R eg iona lizat ion of the law s in A frica is a new

breakthrough and progress o f A frican law s in the

contex t of globalization, w hich has been the internal

dem ands of A frican reg ional integ ration, reasonable

cho ice of A frican coun tries under the ex terna l

pressure o f lega l g loba lizat ion and also been the

realistic dem and of the overa ll developm ent o f

A frican legal cu ltures. The A frican reg iona l

organizations have m ade reg iona l o rgan izational law s

and established reg iona l politica l and legal institu2
t ions; the O rgan ization for the H arm on izat ion o f

Business Law in A frica has been prom ot ing the

deve lopm ent o f the business law in North A frica; the

reg iona l hum an rights pro tect ion m echan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legal cooperation at reg ional leve l

has been conducted in peace- keeping and

env ironm enta l pro tections. W hile achieving, A frican

legal reg iona liza tion is m eeting diff icu lt ies and

obstacles such as socia l obstac les, lega l corners and

technical issues. The developm ent o f A frican lega l

reg iona lizat ion w ill be slow and g ra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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