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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观》

内容概要

《新能源观》全面分析了全球能源格局与发展趋势，以能源与国际秩序双重视角，揭示中国能源安全
与发展的热点问题。
作者对“资源战争论”“资源争夺论”等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资源只是引发冲突的因素之一，
而且资源是无法被控制的，海外投资也不等于控制他国资源，更加不能将能源安全等同于“自给自足
”式的能源独立，各国应该建立相互依存的能源观。此外，作者也对页岩气革命、能源与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等热点问题做出了专业解读和预测。
作者强调，应该摒弃“战争”“争夺”等看待能源问题的传统视角，重视全球一体化和市场化对全球
能源配置与发展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实现从能源“战场”到能源“市场”的思路转变，积极
融入国际能源秩序，同时进行国内改革，建立能源安全自信。这也是当前中国国内深化改革、国际深
化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能源的跨国流动如何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国的能源进口会不会发生有钱买不到的情况？如何分辨
西方关于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的精华和糟粕？类似这些问题，本书作者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阅读本
书，有利于我们在思考能源与中外关系时，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能源和能源安全是当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当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最大
国以后。本书无疑可以丰富我们对能源和能源安全问题的认知，为我们答疑解惑。书中论述了许多学
术界和思想界长期跟踪研究的国际国内能源问题，同时也为读者指出了更具理性思考的答案。总之，
这是一部论述能源安全问题的难得的好作品。
——韩文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曾几何时，认为人类为争夺不断枯竭的地球资源而不惜诉诸武力的“战争论”和名目繁多的“阴谋论
”充斥全国。这些理论的直接后果是将油气行业认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不仅国内资源和贸易渠道需
要国有控制，还需要动用国家力量去搞能源外交，为能源安全而“走出去”，不顾风险地扩大中国公
司的“份额油”规模。赵宏图的新作会让我们对此进行反思。在能源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大
于“战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最佳手段是建立并维护相互依赖、有效运营的国际和国内贸易市场
。
——陈新华 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
这本书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另一面”进行了认真探讨，关心能源安全问题的读者可以从中获得新的启
示，对能源安全问题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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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宏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能源和资源问题研究。目前研究领域也
包括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能源宪章组织
秘书处（布鲁塞尔）等做访问学者。主编及合作撰写有《全球能源大棋局》、《国际战略资源调查》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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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能源安全不是什么 // IX
第一章 “资源枯竭？” ——有限资源的“无限”供给
“资源枯竭论”由来已久 // 003
有限资源的“无限”供给 // 008
资源储量潜力巨大 // 011
需求并非无止境 // 016
资源短缺的实质及应对 // 020
第二章 “资源战争”： 人类会为资源而战吗？
“资源战争论”日渐流行 // 027
历史上的资源战争 // 030
国内资源冲突远多于国家间战争 // 032
与资源相关的战争不等于资源战争 // 033
资源只是引发冲突的因素之一 // 035
战争成本越来越高昂 // 036
如何解决资源争端 // 037
贸易促进和平 // 039
第三章 “资源争夺”： 资源控制还是市场竞争？
“资源争夺论”的逻辑 // 045
资源能被控制吗？ // 046
通过战争和占领无法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 047
海外投资不等于控制他国资源 // 050
海外投资与能源安全基本无关 // 052
海外能源资产为何受青睐 // 053
国家间争夺还是企业竞争 // 055
跨国石油公司与国有石油公司 // 057
第四章 能源危机： “天灾”与“人祸”
150 年油价波动史 // 064
第三次能源危机？ // 070
石油危机还是政策危机？ // 073
价格控制导致供应紧张 // 076
高油价是世界经济景气的反映 // 079
能源危机与经济危机 // 082
国际油价与世界经济 // 084
高油价的另外一面 // 085
低价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 088
2014 年油价暴跌反映经济复苏乏力 // 091
油价不可预测，但可以分析 // 092
第五章 能源安全： “能源独立”还是“相互依赖”？
“能源独立”的由来及演变 // 098
人们为何热衷于“能源独立” // 100
美国“能源独立”的实质 // 102
美丽但不现实的梦想 // 105
国际能源依赖加深 // 109
能源安全越来越具全球性 // 112
第六章 能源外交： “目的”还是“手段”？
以能源为手段的外交 // 120
以能源为目的的外交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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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能源竞争与合作展开的外交 // 125
多边能源外交与国际能源治理 // 127
当前主要国际能源机制 // 130
中国能源外交的现状及特点 // 133
中国多边能源合作：在路上 // 135
实质性参与国际能源治理迫切性上升 // 138
第七章 “欧佩克情结”： 垄断还是市场？
历史的产物 // 144
影响今不如昔，但仍是市场老大 // 149
“天然气欧佩克”难现欧佩克辉煌 // 151
多数类似欧佩克组织均昙花一现 // 155
市场力量将战胜对价格的人为控制 // 159
第八章 石油武器： 锋刃已钝
石油禁运的历史 // 163
禁运的效果 // 166
产油国的“石油武器”风光不再 // 168
国际制裁手段之一—石油禁运 // 170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与禁运 // 171
第九章 能源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吗？
能源进口是中国的软肋？ // 177
自然资源缺乏仍可实现高速增长 // 179
许多资源富国陷入“资源诅咒” // 179
对中国崛起最重要的是社会资源 // 181
国际贸易使短缺不再成发展障碍 // 182
国际能源安全形势相对好转 // 184
客观看待中国能源安全形势 // 185
能源安全保障的重心在国内 // 187
调整心态，增强自信 // 188
增加一些常识，修正一些概念 // 190
第十章 海外投资： “走出去”不等于“拿回来”
快速增长的海外资源投资 // 196
国际社会的误读与批评 // 197
国内经济结构的外在反映 // 200
海外资源投资的原因与动力 // 203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 206
国际对话与合作 // 208
深化国内改革 // 211
第十一章 海运安全： “马六甲困局”与“珍珠链战略”
对美国石油禁运与海上封锁的担心 // 218
美国对华石油封锁难度较大 // 220
海上能源运输的现实威胁 // 221
马六甲海峡的替代路线 // 224
陆路运输通道面临的风险 // 226
“珍珠链战略”: 美国制造的西式“阴谋论” // 228
未来合作方向 // 231
第十二章 “中国能源威胁论”： 战略互疑与互动
源起与发展 // 237
主要内容与观点 // 238
形成原因 //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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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主流 // 245
理智应对 // 248
从能源视角看国际秩序：融入还是挑战？ // 251
中国正积极融入现有国际秩序 // 253
由“走出去”到“走进去” // 254
第十三章 气候变化： 全球变暖是世界末日吗？
全球变暖问题的本质 // 260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增加 // 262
国际气候谈判格局重组 // 263
“页岩革命”对气候变化利弊参半 // 264
理性扩大全球气候变化共识 // 267
第十四章 国际能源转型：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概念的界定 // 274
能源转型的历史 // 275
当前发展态势 // 276
动力机制 // 279
前景乐观 // 281
问题与挑战 // 282
过程曲折 // 284
第十五章 可持续发展： 拯救的不是地球，是人类
地球资源能否支撑人类发展？ // 292
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核心 // 293
过度的恐慌容易导致非理性的决策 // 294
能源环境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 // 297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根本 // 298
后 记 // 301
注 释 //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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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怎么说呢？！一本中规中矩的书。理念也算是中立的。虽然能学到不少能源方面的知识。但是感
觉不够深入。毕竟是从宏观，战略格局上写的~ 不到收藏的价值。
2、作为行业内的翘楚，赵老师这本书写的面面俱到，从各个方向对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行业进行了
深入剖析，无论作为入门人士还是具有一定政治经济学背景的人，都是值得研读的一部难得好书，赵
老师把若干年的研究成果汇成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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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能源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是各个行业能够顺利运转的基石。伴随而来能源危机这个问题在近
年来的国内各大媒体常见报端，但是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对此还是不太了解，直接形象的感受就是电
费，水费，气费是不是在上涨，外出坐出租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时会觉得费用在年年上升，因为油价
上涨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随着现在互联网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有很多人获得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广
，一看到国际油价下降而国内油价却不降反升的时候就开始各种抱怨和抗议，殊不知这里面所牵涉的
不仅仅是一个价格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如果想要系统的将这些讲得清清楚楚，还是很有
困难的。而这本《新能源观》就可谓是一本专业系统讲述现代社会能源情况的书。本书一共分为十五
个章节，从资源枯竭到继而产生的“资源站争论”的讨论，从“资源争夺”到“能源危机”，从“能
源安全”到“能源外交”等等，基本是全方面多层次的探讨了能源现状。我们提起能源，也经常提到
另外一个词——“能源安全”，作者在前言中就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通过与案例相结合提出能源危
机实际上问题不是很大这一观点，为全书奠定了一个基调，读者在阅读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在本书
中我们可以很系统的了解到平时一些人云亦云的问题，例如经常提到的资源枯竭与资源战争的问题，
记得之前就有新闻报道美国之所以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利比亚的战争，主要不是人权，而是因为能
源问题。而且后面俄罗斯与乌克兰起冲突后，会发现国家石油价格就连续下跌，而刚好俄罗斯也是世
界上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家之一，在这期间中国就发挥了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便宜油价的石油不买
，购买俄罗斯的高价石油，这些都引起了普通民众的热议。在本书的一二章中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看到
其实资源的供给还是足够我们使用的，作者在这里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模式提出即使石油等化石能源
不足，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储量相当大的可替代能源使用，看完这一章我是很赞同作者的这个观点的
。但是既然能源危机不是这么严重，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说这个，作者也分析了一下这个，在
第三章“‘资源争夺’：资源控制还是市场竞争”里面就详细探讨了资源争夺的情况，通过举出美国
发动战争的案例指出通过战争和占领无法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在这一章还对海外能源投资这一模式从
各方面进行了讨论，澄清了其中的一些误解，这对于普通民众深入了解海外投资有了更理性的认知，
例如对于中国中投中石油等在非洲的投资可能就不会这么反对了（我在网上看到的评论基本上是一边
倒的反对之声）。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正文中花了很多笔墨来对中国当下的能源情况进行了
论述，并给出了相关的一些建议，例如要客观看待能源安全形势，在能源商场方面要调整好心态，增
强自信等等，对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进行了全面概述，建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 关系。我在看完本书
之后，觉得本书针对的阅读人群相当广泛。不仅仅相关的公共管理人员可以看看，相关的企业家或者
管理人员也可以看看，相关的研究人员可以阅读，甚至就连理工科的人员也可以了解了解，例如本书
最后提到的全球的气候变暖的问题，估计这个就是化工环境等相关专业的认识研究的问题了，所以这
本书的受众可以说是相当广泛的。而且本书的排版布局都相当有条理，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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