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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石油进口量的增加，中国能源结构正在进行重大调整，能源安全的形态正在发生质
变，这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保障中国能源安全
问题。
为了促进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研究，2005年12月，我作为首席专家，以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为依
托，组织国内外一些研究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学者和实务部门的专家，成功申报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研究——法律与政策分析”，并获准立项。
之后，在教育部社科司的指导下，根据有关专家的意见，我们课题组对课题的研究方案进行了适当的
调整和完善，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目标和思路，并就研究工作的分工做了安排。
经过近4年的精心准备和深入研究，课题组成员相继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在国内外学术刊
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了一组重要的咨询报告等。
《能源安全法律与政策研究丛书》也是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为国内首套专门研究中国能源安全的法律与政策问题的丛书，我认为，《能源安全法律与政策研究
丛书》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能源安全问题既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影响
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同时还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基础和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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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能源安全的界定为起点，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深入剖析中国能源安全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法律保障措施。
即：以多边合作为依托，重点加入国际能源机构；以区域合作为基础，借鉴欧盟能源法律政策的成功
经验，推动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以双边合作为纽带，扩大与能源生产国与能源消费国的合作
领域：最后指出完善中国能源安全法律制度的具体步骤，并从学理上探讨“国际能源法”的性质定位
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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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武装冲突的根源在于能源。
正如美国《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高加索地区——外交和战争不仅仅关乎霸权，同样
关乎石油和天然气。
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胜利使其在争夺里海石油和天然气的较量中占了上风。
可能成为失败者的是美国以及对里海下大赌注的西方石油公司。
”[1]2．能源资源也是影响军事战略部署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一些大国在世界重要产油区保留着明显的军事存在。
例如，美国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是否出兵海湾，是关系
到“世界上庞大的石油储量的控制权”的问题，“美国不容许如此重要的一种资源为伊拉克所控制”
，保卫石油供应的安全就是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从长远来看就是为了确保美国主导伊拉克的石油资源。
诚如美国著名石油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所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有一个共识，即布什—
—切尼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占领伊拉克，是与对石油的控制有关，控制的石油越多越好。
”[2]又如，“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积极插手中亚事务、寻求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驻军
，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对这些地区石油的控制权，早日打通中亚通往国际能源市场的商路。
这正如沙特阿拉伯《生活报》刊登的一篇题为《石油拉开了世界大战的帷幕》的文章所指出的：“美
国入侵阿富汗的真正目的是为铺设横贯阿富汗领土的里海石油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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