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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和日本两国都是石油消费大国 , 两国在寻求安全便捷的石油来源渠道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战略

利益碰撞。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 , 日本不愿看到近邻的再次崛起 , 通过挑起能源领域的争端想牵制中国的

发展。不过中日两国经济的高度依存与互补性也会使日本不敢贸然采取过激措施 , 中日在能源之争问题上有合

作的基础与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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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 , 石油是现代国家国民经济的命脉 ,

石油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集中反映。中日两

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 , 确保稳

定安全的石油供应成为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1993年 , 中国从一个原油自给国家变成一个

石油净进口国 , 到 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石油进口

量日益上涨。日本是一个能源极度匮乏的国家 , 其

石油进口的85%[ 1]都来自中东地区 , 而中东地区又

是世界上的热点地区之一 , 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

素。因此 , 就近寻找其它的能源出路 , 不仅是中国

的重要国家战略取向 , 也是日本重要的战略选择。

一 、 中日东海油气之争的由来

近两年来 , 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角力异常激

烈。围绕俄远东输油路线的竞争不过是序曲 , 而最

近在东海 (被称为 “第二个中东”)油气资源开发

权上的激烈争执更印证了这一趋势。中国是近年来

世界上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国家之一 , 而在东亚地

区 , 日本仍是第一经济强国。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东海之所以被称为 “第二个中东” , 在于它惊

人的油气储备。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的东

海问题专家哈里森相信 , 中国宣称拥有开发权利的

大陆架上的天然气储量大概在 5万亿立方米 , 至少

是沙特阿拉伯发现天然气储量的 8倍 , 是美国天然

气储量的1.5倍。而这一大陆架的原油储量则大

概为 1000亿桶 , 与之相比 , 沙特的原有储量大概

是 2671亿桶 , 美国的原有储量则只有220亿桶。在

这其中 , 近来成为热点的春晓气田的天然气储量就

达到了 510亿立方米 , 因此备受关注。据了解 , 春

晓气田每年可以生产大概 19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

而到2010年 , 产量则将达到 99亿立方米。在它西

北部的平湖气田 , 据信储备量在 107亿立方米 , 目

前已经开始通过管道向上海地区供气。事实上 , 东

海最为富裕的油气产地应该位于冲绳海沟 , 在中国

大陆架延伸的最东端 , 拥有一个沉积许多个世纪的

矿床。另外一个油气聚宝盆则位于一直存在争议的

钓鱼岛附近。据哈里森分析 , 它的南边和西北边的

海床里 , 蕴藏着 945亿桶左右的原油。[ 2]

中日两国在东海油气之争上的关键分歧在于两

国对东海海域划界范围的看法不同。中国政府一直

依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的二百海里大陆架

自然延伸原则对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进行划

分 , 这就与日本主张的 “中间线” 原则产生了矛

盾。1996年 6月 , 日本国会通过了 《关于排他性

经济水域与大陆架的法律》 , 该法明文规定 “排他

性经济水域 , 是由我国的基线至从基线开始测量出

的最近距离为200海里的所有点所构成的线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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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 。[ 3]该法还规定 , 在国家间

海岸相邻或者相向时 , 如果这一 “从基线开始测量

出的最近距离为 200海里的所有点所构成的线段”

超过了 “从基线起测定的中间线” 时 , “其超过部

分以中间线为准” 。这就是日方坚持主张的 “等距

离中间线” 划界原则。

2004年 5 月 , 日本 《东京新闻》 刊载了题为

“中国在日中边界海域建设天然气开采设施” 、 “日

中两国间新的悬案” 等文章 , 称该报记者通过调查

发现 , 中国已经着手在非常接近 “日中中间线” 的

中国海域内 , 建设用于开采天然气的设施。文章还

说 , 东海事实上可能成为 “中国内海” , “中国积极

向东海扩张” 等等。[ 4]这些煽动性文字在日本大小

数百家网站立即进行了转贴 , 结果造成了日本民众

在这种恶性鼓动下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同时 ,

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右翼势力也参与进来 , 要求

小泉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 维护日本海洋权益。

在这种背景下 , 日本政府官员的行为也逐步升

级。2004年 6月 23日 ,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

一乘直升机飞到东海上空对中国的 “天外天” 、 “平

湖” 和 “春晓” 三个油气田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

“视察” , 并认定中国侵犯了日本的海域经济权益。

在时隔不久举行的中日两国外长会谈中 , 当时任日

本外相的川口顺子向中国外长李肇星表示 , 日本希

望中方能提供开发区域海底的地质构造数据 , 遭中

方拒绝 , 但中方同意就此问题与日方展开磋商。自

此 , 中日两国的东海纠纷正式进入前台。

从地图上看 , 东海是一片由中 、 日 、 韩三国领

土环绕形成的半封闭海域。东海大陆架位于三国之

间 , 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东海大陆架蕴藏

着非常丰富的水产、 石油 、 天然气以及稀有矿产资

源。近年来 , 我国东海油气勘探取得了很好的业

绩 , 勘探人员先后在中国东海大陆架上发现了平

湖、 春晓 、 残雪 、 断桥、 天外天等七个油气田和一

批含油气构造。丰富的海底资源对临近的日本来说

无异于一块靠近嘴边的肥肉 , 早就试图从中分一杯

羹。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世界海洋中的近

海以领海 、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形式被沿海国划

为辖下的 “蓝色国土” , 从 20世纪开始的 “海洋扩

张” 运动 , 直到今天仍然硝烟弥漫 , 各国争议的焦

点集中在权利主张重叠海区的划分上。全世界 144

个沿海国家中 , 海岸相邻或相向的国家间有 380多

处海洋边界需要划定 , 目前只解决了约 1/ 3。[ 5]对于

中国而言 , 虽然从南海到东海与多个国家都有领海

争议 , 但关于中日领海争议的解决 , 此前长期并未

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 这就给日本某些右翼政

客趁机扩大东海争端提供了机会。

二 、 中日东海油气之争的深层次原因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 , 一个国家对

其领海及领海以外的水域的自然资源 , 拥有管辖

权 , 并称之为专属经济区。[ 6]其向海洋伸展的宽度 ,

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超过 200海里。东海

最宽处仅360海里 , 这样 , 中国和日本之间似乎产

生了至少40海里宽的争议海域。

早在 1982年日本就提出 , 在争议海域中间划

线的办法 , 这就是日方所谓的 “日中中间线” 原

则 , 但这种方案早已被中方否决。日本认为应按照

两国海岸线的中间线来划分东海海域日中两国的专

属经济区 , 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76条规定:

“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领海以外 , 依其陆地领土的

全部自然延伸 , 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

床和底土。” [ 7]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还规定 , 切断

大陆架的标准深度为 2500米 , 而冲绳海槽的深度

为 2940米 , 是当然的中国大陆架和日本琉球群岛

岛架之间的分界线。按照这个原则 , 冲绳海槽以西

都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

2004年 6 月 , 日本政府成立了 “海洋权益相

关阁僚会议” , 表明了对东海海域资源的 “重视”。

按照日本对所谓 “本国大陆架” 的范围划分 , 除了

小笠原诸岛 、 南鸟岛、 中国领土冲之鸟礁以及钓鱼

岛 , 以及与韩国有争议的独岛都是日本的 , 总面积

可以达到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 1.7倍的 65万平

公里。

日本的无理要求 , 与它是资源穷国有很大联

系。日本政府估计 , 已调查的大陆架海底蕴藏着价

值数十万亿日元的资源。这些丰富的资源足以使日

本从天然资源贫乏国摇身一变为 “天然资源大国”。

想当资源大国的日本 , 不仅是其经济增长所

需 , 更是其扩张政策所需。缺少资源却不能坐下来

与中韩商谈 , 是因为日本已储藏了相当多的煤 、 油

等资源 , 目前其经济结构对天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也

不大。“较真” 的目的 , 不过是想拖住中国的后腿 ,

延后中国发展的时间 , 在此期间 , 完成其政治大

国 、 军事大国的部署。

日本指出 , 自从 20世纪 80年代末 , 随着中国

经济不断发展 , 中国的国防经费增长速度不断提

高 , 而且中国成为亚洲国家中惟一具有研发和部署

各类射程弹道导弹能力的国家。
[ 8]
在日本看来 , 中

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无疑将对其安全构成威胁。基于

此考虑 , 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增

强 , 而欲阻止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 , 就必须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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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进行掣肘 , 其中 , 一个可以运用的重要

手段就是利用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的能源 , 也即

通过能源问题尤其是石油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步

伐 , 从而最终达到削弱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的目的。

从国际大背景下看 , 冷战结束后 , 尤其是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 在中国经济不断迅速发展

的同时 , 日本经济陷入了持续性衰退 , 面对中国的

崛起 , 日本无形中产生了失落感。冷战后 , 伴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 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 , 但日

本还是抱着冷战思维不放 , 不断加强日美同盟 , 不

断在历史问题上冒出奇谈怪论 , 暗中为台独势力张

目等等 , 这一切的举动无非就是不愿看到中国的发

展 , 意图遏制中国上升的势头。随着中国能源的日

趋吃紧 , 日本在能源领域做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

结果 , 制定与调整地区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

地实现国家在本地区的利益。国际与地区政治、 经

济、 安全环境的变化 , 要求决策者及时把握时局特

征 , 相应调整政策。同时 , 由于国内政治结构的变

化、 不同利益集团的现实需求以及最高统治者的个

人素质与情感取向等原因 , 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内涵

的界定会有所不同 , 尤其在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上

可能会大相径庭。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内因是其力

求成为 “普通国家” 和 “政治大国” 的目标。为实

现这个目标 , 在近中期内日本的地区外交战略不会

改变美日同盟这一基轴 , 通过强化外交与经济手

段 , 使日本能够继续在东亚地区成为主导力量。在

未来的20年内日本可能还将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

国的优势地位 , 占据经济与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

仍旧是其立国之本 , 也是实现其 “政治大国” 战略

的物质基础。[ 9] 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经济

长期徘徊不前后 , 日本必然要想方设法扭转被动局

面 , 而东海海底丰富的油气资源加上近在咫尺的距

离 , 日本当然不会置之不理 , 日本必然要抢先开

发 , 以便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安全便捷的资

源供应。

日本挑起东海油气之争还有另外的原因 , 即染

指中国领土钓鱼岛。钓鱼岛周边海域的石油储藏量

高达 1095亿桶 , 在其周围的大陆架地层中 , 钴的

储量可供日本使用 1300 年 , 锰的储量可供日本使

用320年 , 镍的储量可供日本使用 100年 , 这些稀

有金属矿藏是日本生产高科技产品所急需的原

料。[ 10]不仅如此 , 日本更知道控制东海大陆架以及

钓鱼岛极具战略意义 , 由于日本本土缺乏战略防御

纵深 , 如果控制了东海大陆架将使它的防御范围扩

大了 300公里 , 在战时能赢得时间。同时 , 东海海

域又是中国向东进入太平洋 、 美国向西进入东亚以

及俄罗斯南下的必经通道 , 如果日本控制了这一海

域 , 就能影响几个大国。[ 11] 除了与中国有钓鱼岛的

领土争议之外 , 日本还与俄罗斯有北方四岛、 与韩

国有独岛 (日方称竹岛)的争执 , 如果日本完全彻

底地控制了东海海域与钓鱼岛 , 不仅对中国有战略

影响 , 而且对韩国与俄罗斯也能形成战略压力 , 进

而获得更多的战略利益。

三 、 寻求解决中日油气之争的渠道

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 , 中日两国都要谋划

新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 、 更趋一

体化的今天 , 各种经济摩擦也将更加频繁和广泛地

出现。作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油气资源 ,

各国都对此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中国要想取得经济

的更快发展 , 获得便捷的安全的油气资源供应地是

必须且迫切的 , 而日本作为资源贫乏大国更是使尽

手段要寻求可靠的能源供应地 , 于是东海作为一块

待开垦的油气资源宝地 , 中日两国发生战略碰撞已

属必然。但是 , 在今日之世界 , 世界各种行为体之

间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加深 , 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发展

几乎不在存在 , 各种行为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已经成

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 ,

中国必须在战略上谋求和平发展 , 其核心内容之一

就是经济发展 , [ 12]而且这种发展必须在稳定的国际

环境下才能取得。

第一 , 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 , 采用极端的方

式 (例如战争)解决东海油气之争 , 对于中日两国

而言 , 显然不是明智途径。据统计 , 2004 年中日

两国贸易总额达到了 1680 亿美元 , [ 13] 2005年有望

实破 2000亿美元。中日贸易如此紧密 , 日本没有

理由不重视中国 , 不重视对华贸易。从长远角度考

虑 , 如果受原油供应的影响中国经济减速 , 也会给

日本经济带来不良影响 , 所以日本在能源问题上未

必就会走与中国对抗的路子 , 通过合作寻求双赢对

双方都有好处。

第二 , “搁置争议 , 合作开发” 的战略思想依

然是解决东海油气之争的最优选择。中日两国和则

两利 , 斗则两伤 , 鹬蚌相争 , 只能是渔翁得利 , 中

日两国如在东海油气争端问题上擦枪走火 , 只会延

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 只会给对中国心怀叵测的

国家找到制约中国的借口。中日两国间在东海海域

划分及油气田开发等方面的争端是十分复杂的 , 涉

及到各种国际法和现实的矛盾与相互间国家战略的

博弈 , 但双方都不会突破各自的 “底线” , 目前双

方的所有举措 , 包括军事部署 , 都是为了在外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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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与谈判桌上争得更多的筹码。中国当然必须保持

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防力量 , 但这不仅仅是保卫国

家安全的唯一手段 , 而且也是一种处理各种国际关

系的博弈手段。[ 14]

第三 , 尝试建立一个包括中 、 日、 韩、 俄罗

斯、 东盟等在内的东亚能源合作论坛 , 形成相关政

府官员年度会晤机制 , 同时每年定期召开的东盟+

中、 日 、 韩峰会 (10+3)也可以讨论包括中 、 日

等国的能源合作问题。因为目前中 、 日两国从中东

非洲进口的大量原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 而马六

甲海峡是世界上海盗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 , 中日两

国都面临着石油运输路线安全的威胁 , 有着共同的

合作利益。如果上述论坛能够在中日两国的推动下

得以成功建立 , 必将为中日东海油气之争找到较好

的解决问题的平台 , 同时论坛的建立也能为拟议中

的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注入积极的因素。

第四 , 中日两国可在节能技术与建立石油战略

储备方面进行合作。日本是目前世界上能源综合利

用效率最高和节能技术最领先的国家。 20世纪 70

年代后在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打击后 , 日本提出了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 旨在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高

度去审视日本的能源对策。日本一方面对耗能较多

的主要生产部门不断降低能源单耗和原油单耗 , 另

一方面 , 设法提高家用电器等耗能用具的能源效

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方

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 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 但

在单位产值能耗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仍然很大。中日

在节能方面可以展开非常广泛的合作 , 这对中日双

方都是有利的。如果中国在节能方面采取切实措施

真正减少了石油消耗量 , 必将大大缓减目前中日之

间能源竞争的强度和烈度。日本拥有成熟的节能技

术与充足的资金 , 中国存在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廉价

的劳动力 , 双方的合作是可能的。[ 15]

在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方面 , 西方国家包括日本

都已建立了较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 , 日本的国家石

油储备达 5098万千升 , 可使用 91天;民间储备达

4350万千升 , 可使用 78天 , [ 16] 这种能源储备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世界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

击。而中国的石油储备能力仍较低 , 不足以应对世

界石油市场突发性的变化。如果中国的能源体系出

现不稳定影响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 也会波及到

日本 , 所以中日两国有必要在建立能源储备机制方

面进行合作 , 以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石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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