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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动荡局势对
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王安建1,3*    王春辉2,3

1  中国地质科学院  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7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北京 100083

3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037

摘要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向现代化建设跨越的关键发展阶段，能源资源支撑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国

情没有改变。当今世界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之大动荡。欧洲正在发生的政治、军事危机加速了世界

地缘政治版图变革，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资源供需与贸易格局。现今全球石油天然气资源供需“四圈两系”

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清洁能源矿产供应链竞争日趋紧迫。除煤炭和稀土等能源资源外，中国重要能源资

源国内供应严重不足、海外来源单一和输运通道受制于人的三大安全短板一直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大国竞争

背景下，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增加，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趋于更加复杂。文章就提高国内能源

资源供应弹性、科学规划境外能源资源开发布局、积极推动能源资源全球治理，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全球能源资源格局，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挑战，对策与建议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21102003

能源资源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和物质

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 年，我国

原油进口量为 5.13 亿吨，占全球进口量的 31%，对

外依存度  72%；天然气进口量为  1 698 亿立方米，

占全球进口量的 19%，对外依存度 45%；新能源矿

产锂、钴和镍的进口量（金属量）分别为  6 .29 万

吨、10.1  万吨和  134  万吨，分别占全球总进口量

的 66%、81% 和 90%，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65%、

85% 和 92%。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持我

国庞大数量境外关键能源资源安全供给需要稳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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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环境和和谐的贸易格局。

当今世界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之大动荡。

欧洲正在发生的政治、军事危机加速了世界地缘政治版

图变革，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资源供需与贸易格局。

近 30 年相对稳定的国际规则正在受到持续的侵蚀，金

融、货币、能源、资源、科技甚至相关产品相继被政治

化、武器化，以及受法律保护的国家和个人资产安全问

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阵营化、集团化和“去全

球化”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和合理性提出了新的挑

战。大国竞争背景下，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

增加，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趋于更加复杂。

有关中国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中国学者在资源、

政治、经济、外交、环境、科技、气候变化以至于体

制、制度和政策方面都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和解读，提

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意见建议[1-5]。在新的全球治理体

系建立之前，国际局势的大动荡难以避免，新形势下

中国能源资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是中国学

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从全球能源供需格局

入手，着重讨论了我国能源资源供应风险及安全方面

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1 全球主要能源资源供应稳定性和有序性面
临新挑战

地球形成演化动力学过程造就了现今世界能源资

源时空分布特点，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世

界各国能源资源需求迥异，超越国家边界和意识形态

的能源资源分布受地学规律支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

应有尽有或完全满足需求，通过贸易互通有无是当今

世界国际贸易的基础。讨论全球主要能源资源供应和

贸易格局的均衡性、稳定性和有序性，对于探讨动荡

国际环境下的国家能源资源安全问题具有十分必要。

1.1 油气资源供需与贸易的“四圈两系”格局或将
发生重大调整
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相对优质、低碳的重要化石能

源，在全球能源消费中占比近 60%，一直是各国能源

安全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常规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发现与开

发，北美和拉丁美洲已经形成供需平衡和略有富余的

态势，欧洲、亚太地区和中国油气供需缺口持续增

长，中东地区、俄罗斯和非洲油气资源一直扮演供应

者角色，并构成了全球油气资源“四圈两系”的贸易

格局（图 1）。

“四圈”是指中东-亚太贸易圈（Ⅰ）、俄罗斯-

欧洲贸易圈（Ⅱ）、美洲贸易圈（Ⅲ）和非洲-南欧-

南太贸易圈（Ⅳ）（图 2）；“两系”系指美洲贸易

圈（Ⅲ）的油气供需一体化体系和其余 3 圈的油气供

需分离体系。尽管各贸易圈之间有部分重叠，但是贸

易数量较小。油气供应和需求市场相邻、输运设施完

备、输运通道通畅和价格经济是“四圈两系”稳定贸

易格局形成的基础。供需一体化的美洲贸易圈在现有

油气供需体系中比较稳定，供需分离的其他 3 个贸易

圈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而显现出明显的脆弱性。

以俄罗斯-欧洲贸易圈为例，俄乌冲突以来，欧盟

相继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限购、限价、限运，并寻

求俄罗斯之外来自中东、美国和非洲的油气供应，已

经开始改变现有全球能源资源供应和贸易格局；特别

是经由波罗的海的“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

道遭到破坏，俄罗斯在亚洲寻找新的市场已成定局。

如果冲突持续并且没有相互妥协的解决方案，全球油

气贸易格局的改变将成为必然。

1.2 锂、钴、镍、稀土清洁能源资源供应链竞争将
趋紧
世界银行将锂、钴、镍和稀土等 17 种矿产定义为

清洁能源矿产[6]。事实上，发达经济体在 21 世纪初开

始就已经把该类资源列为关键矿产[7]，并将其供应问

题提升到关乎国家安全和全球新能源产业制高点争夺

的战略高度。

全球清洁能源资源生产与消费极不均衡。以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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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和镍为例，欧盟、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是全球

重要消费国（地区），供应则主要来自俄罗斯、非洲

和拉丁美洲，空间上供应和需求基本处于完全分离状

态（图 3）。

全球清洁能源资源贸易格局已经形成，但其稳定

性和有序性仍面临严峻挑战。① 全球锂资源贸易圈

已经基本形成了亚洲-澳洲和欧洲-美洲 2 个主要贸易

圈，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等主要锂资源供应国

分别与 2 个不同的贸易圈发生密切关系（图 4a）。中

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锂资源进口国和出

口国。② 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钴资源贸易

体系，中国则与全球钴主要供应国刚果（金）形成

了中国-刚果（金）贸易圈，中国对刚果（金）钴矿

资源供应高度依赖。由于南非、刚果（布）、莫桑

比克均有不同数量的钴矿产出，其与东南亚其他国家

形成一个较小的贸易圈（图 4b）。③ 全球镍矿资源

图 1     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需格局（2021 年）
Figure 1     Global supply and demand patterns of oil and natural gas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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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球石油（a）和天然气（b）贸易的“四圈两系”
Figure 2      The “four circles and two systems”  in global oil (a) and natural gas (b) trade

资料来源：钟维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与管理”成果
Source: Zhong Wei-qio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 Resources Security and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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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加拿大和俄罗

斯。表面看来中国似乎具有全球最大、最完整的镍产

业链，但其上游镍矿和镍铁供应高度依赖印度尼西亚

和菲律宾，凸显了其上游资源供应链高度集中的脆弱

性（图 5）。④ 中国是全球稀土重要供应国。近年来

美国泛国家安全概念，持续推动新稀土项目开发，尽

全力压缩中国稀土供应链、产业链发展空间。目前，

中国稀土供应全球占比已经由 2018 年的 90%，下降

到 2021 年的 60%[9]。

以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为标准，推动全球阵营化、

集团化甚至“去全球化”是影响未来世界能源资源供

应体系安全、稳定和有序的最大挑战。特别是一些重

要的能源资源供应国在阵营或集团之间不得不选边站

时，市场的稳定性、供需的均衡性、输运通道的安全

性和贸易活动的有序性都将会受到巨大冲击。

2 中国能源资源供应链脆弱，安全面临多重
考验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向现代化跨越的关键发展

阶段，战略性矿产资源支撑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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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Global supply and demand patterns of lithium, cobalt, and nickel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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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国情没有改变[10]。然而，中国能源资源国内供应

严重不足、海外来源单一和输运通道受制于人这三大

安全短板一直没有得到显著改善。中国作为全球矿产

资源第一消费大国和进口贸易大国的态势 2035 年前难

以改变。

2.1 重要能源资源国内供应能力低，对外依存居高
不下
重要能源资源国内供应严重不足。与庞大的矿产

资源需求总量相比，中国国内资源供应能力持续下

降，国内资源供应安全红线由 60%、50% 到 40%，一

降再降，已经触及甚至击穿安全底线。2021 年我国仍

有 20 种矿产消费量超过全球总量的 50%，24 种矿产

需要进口，对外依存度超过 50% 的矿产 16 种，其中

石油、铀、铁、锰、铬、铜、镍、钴、锂、铌和铂族

等 11 种战略性关键矿产进口量超过消费量的 70%。

重要能源资源保障程度堪忧。预测  2 0 2 1 —

2035 年，中国还将累计需求石油 110 亿吨，相当于中

国现有经济可采储量的 4 倍；粗钢 121 亿吨，相当于

中国现有铁矿石经济可采储量 2 倍；铜 2 亿吨，接近

于中国现有经济可采储量 7 倍；原铝 6.4 亿吨，与中国

现有经济可采储量相当；钴 248 万吨，相当于中国经

济可采储量 30 多倍；镍 2685 万吨，相当于中国现有

经济可采储量 8 倍[11]。

2.2 境外能源资源来源单一，潜在供应风险较大
海外资源来源相对单一。2021 年中国石油进口量

的 50% 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26% 的天然气、

62% 的铁矿石、73% 的锂、58% 的锆来自澳大利亚，

68% 的镍来自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98% 的钴来自刚

果（金），96% 的铌来自巴西，28% 的钾盐来自加拿

大，近 47% 的锰和 72% 的铬来自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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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Global trade relations of nickel industry chain with major nickel products in 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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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缺资源境外供应潜在风险持续增加。美国

于 2019 年与加拿大、刚果（金）、赞比亚、纳米比

亚、博茨瓦纳、秘鲁、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和澳大

利亚等 10 国签署了具有联盟性质的“能源资源治理

倡议”①。之后，又于 2022 年与加拿大、澳大利亚、

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

盟委员会建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②。

表面上是为保障清洁能源和关键技术至关重要矿产

的供应，本质上是强化阵营化、集团化和“去中国

化”[12]，这些做法极大地削弱了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

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有序性。

2.3 境外能源资源运输能力较低，输运通道安全缺
乏保障
境外运输能力偏低、输运通道安全缺乏保障的短

板一直没有得到补足。以石油为例，据不完全统计，

2021 年运输我国境外石油到港油轮总计 2 637 艘次，

涉及船只 873 艘，运输量 4.85 亿吨。其中，以国外油

轮运输为主，内地和香港油轮运输量约 1.17 亿吨，占

比仅为中国石油进口海运总量的 24.1%。

除管道运输外，抵达中国的大部分油轮经由霍尔

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海等重要战略要塞或

高度敏感区。2021 年经由马六甲海峡运抵中国的原

油 4.07 亿吨，占进口量的 79.3%，消费量的 57.1%。

一旦这些重要输运通道出现意外，将对中国经济造

成巨大冲击。模型测算表明，若马六甲海峡发生阻

塞并持续 6 个月，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景下，将会造

成中国原油进口量减少约 2 亿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GDP）超过 3%，物流货运减少近 20%，就业人口减

少超过 1 000 万人③。显然，这是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

展难以承受之重。

除原油外，中国天然气、铁矿石、铜、铝、锂、

钴、镍等能源资源进口均高度依赖这些战略要塞和敏

感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和国际局势的动荡将加

剧我国境外能源资源供应的脆弱性。

3 解决中国能源资源安全问题需要采取特别
措施

美国 2022 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界定

为当今世界有意愿并唯一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最强

劲竞争对手，立誓团结盟友和伙伴决胜未来决定性

的 10 年④。客观地讲，未来 10 年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

最关键的 10 年，在纷乱复杂、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国

际背景下，进一步梳理并形成行之有效的对策，对于

确保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不受侵犯非常重要。

3.1 夯实资源基础，有效增强国内能源资源供应
弹性
国内资源是国家资源安全的基石，改善国内矿业

开发环境，提升国内供应弹性是各国保障资源安全的

通行做法。增强供应链弹性就是要在面对内部或外部

干扰时，有效提升国内资源供应的自我恢复能力。

（1）夯实能源资源基础。加强隐伏矿床、深部高

品位矿床、特殊景观区内的大矿和富矿、“三稀”金

属矿床、新类型矿床以及海洋、极地等重要矿产的公

益性地质调查和勘查，为资源接续提供后备基地，提

升我国能源资源保障程度。

（2）营造稳定和支持国内矿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

境。调整矿业权配置、流转、价款（权益金）收取、

行政审批、安全和环境等相关政策，有效增加国内能

源资源供应能力和供应弹性。

（3）加快能源资源替代和国家储备体系建设。立

① Energy Resource Governance Initiative. (2019-06-11). https://2017-2021.state.gov/energy-resource-governance-initiative/index.html.
②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2022-06-14). https://www.state.gov/minerals-security-partnership/.
③ 高湘昀 .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新时代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与管理（内部资料）.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 (2022-10-1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

PDF-for-Uplo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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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基本国情，在强化碳捕获、利

用与封存（CCUS）技术的基础上，建议将煤制油年

产能扩展到 1.5 亿吨（含技术储备），石油储备提升

到 1.4 亿—1.8 亿吨（90 天的进口量或消费量），大幅

提升应对风险和重大危机的能力。

3.2 科学制定国家全球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推动境
外资源来源多元化
任何国家或地区能源资源都不可能应有尽有或完

全满足需求，全球能源资源配置是各国无法回避的选

择。

（1）制定科学的国家全球资源开发利用战略。聚

焦全球资源富集区、大矿山、大公司，从矿种和重点

地区 2 个维度，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南部非洲、

拉丁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形成战

略性矿产全球战略支撑点，布局质量优、竞争力强的

资源聚集区、资源供应地和生产企业，制定 2035 年前

的我国全球资源产业规划布局方案，以提升中国矿业

的全球竞争力。

（2）通过多元化资源配置提高我国能源资源供应

系统的安全性。从矿产种类、供应地、供应国家和区

域，以及其政治、经济、矿业政策稳定性出发，科学

制定来源多元、经济可获得、输运通道便捷、安全的

境外战略性矿产资源配置规划，以提高我国境外能源

资源供应系统的安全性。

3.3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坚定不移推动
全球能源资源治理体系建设
解决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资源安全问

题，本质上需要构建一套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能源资源全球治理体系，有效保障各国能源资源需求

和供应安全。

（1）构建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多品种、多

环节复杂的治理体系。建立 3 个空间层次（国家—区

域—全球）、3 个时间尺度（短期—中期—长期）、

4  类国家主体（资源国、生产国、贸易国、消费

国）、3 类资源品种（能源、大宗矿产、新兴矿产）

以及供应链、产业链各环节（勘查—开采—冶炼—加

工—消费—回收）的配置体系。

（2）构建公平、公正、均衡、稳定和有序的全球

能源资源治理体系。制定避免单极或少数国家掌控、

资源国民族主义作祟，以及阵营化、集团化和“去全

球化”，既多元、多级又包容、共赢，所有行为主体

参与并公认的国际规则，以提升全人类能源资源安全

供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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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Turmoil Situation to 
China’s Energy Resource Security and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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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t a critical stage of development from late industrialization to modernization, and is still in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energy 
resources suppor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world today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turmoil situa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ongo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risis in Europe has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s geopolitical map 
and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global supply, demand and trade pattern of energy resources. Nowadays, the “four circles and two systems” pattern 
of global oil and gas supply and demand is undergoing major adjustments, an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clean energy mineral supply chain is 
intensifying. The three major security shortcomings of China’s important resource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domestic supply, limited overseas 
sources and constrained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have not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cept for energy resources such as coal and rare earth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uncertain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re increasing,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will tend to be more complex. This study provides relevant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supply 
flexibility of domestic energy resources, scientifically planning the layout of overseas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energy resources.

Keywords      global energy resource pattern, uncertainty, challenges for China,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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