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能源转变美国的能源转变美国的能源转变美国的能源转变：：：：美国是否会离开中东美国是否会离开中东美国是否会离开中东美国是否会离开中东？？？？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IAGS)  盖尔盖尔盖尔盖尔····拉夫特拉夫特拉夫特拉夫特（（（（Gal Luft）））） 从美国最近经历的油气和天然气繁荣伊始，许多外国政策专家都相信：美国不再依赖进口石油,它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减少，因此可能会逐渐减少在中东地区驻军。这种逻辑跳跃的基础是自 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四十年来一直主导美国战略思维的思考模式，即认为美国严重依赖于中东石油，因此为了减少受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必须降低这种依赖并争取实现石油自足。但这种思考模式是建立在对全球石油市场本质和动力的错误认识以及美国对中东地区复杂认知的误解上。按照国际能源署的说法，美国能源转变能使它在未来五年成为世界顶尖的石油生产国，这种发展是值得欢迎的。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时代，这很有可能将提振美国的经济，但却不太可能让美国经济免受源自中东地区油价波动的影响，也更不可能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努力。事实上，大家完全可以预期实际情况将向相反方向发展。 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是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是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是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是油价油价油价油价而非石油本身而非石油本身而非石油本身而非石油本身 

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实际上美国并不也从未依赖过波斯湾石油。该地区目前供应

的石油还不到美国石油需求的 10%，如下表所示：历史上这一比例从未超过 15%。大多数

美国进口的石油来自西半球。 

 

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实际上并不是石油这种黑色液体，而是石油价格。当中东地

区局势不稳的时候，不论是否直接使用中东原油，所有人面对的石油价格都会上涨。比如：

2011年 2月中到 4月，利比亚战争导致美国石油价格每桶飙升 25美元，虽然美国并未从

利比亚进口石油。即使美国奇迹般地变成石油自足的国家，和其他像加拿大、英国和挪威

这些曾一度实现石油自足的国家一样，它也一定会受全球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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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2013年从波斯湾进口石油占美国总石油消费的比例年从波斯湾进口石油占美国总石油消费的比例年从波斯湾进口石油占美国总石油消费的比例年从波斯湾进口石油占美国总石油消费的比例



 黑线为美国石油净进口（单位：百万桶/天） 

 

此外，进口量和油价以完全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在最近几年越发明显。虽然美国石油

进口从 2005年占总消耗的 60%下降到 2013年的 36%，同一时期内石油的价格却翻了一倍

多。结论：石油自足不会带来低价。 

石油价格和进口量以相反方向发展的原因在于：石油价格越来越受到那些主要欧佩克

生产国财政需求的影响，而这些国家的经济主要依赖于石油收入。 

“阿拉伯之春”导致欧佩克成员国财政支出增加，迫使这些国家为了达到油价的保本

价格（用来平衡预算的每桶石油价格）而调整生产。这些国家生产的石油远远少于他们储

藏允许开采的量。虽然他们控制了超过 3/4 的世界常规原油储藏，而且过去四十年世界经

济迅猛发展，欧佩克当今生产的石油量却和 40年前完全一样，仍为 3千万桶/天。美国生

产情况的变化也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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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原油的需求在增加世界对原油的需求在增加世界对原油的需求在增加世界对原油的需求在增加，，，，欧佩克的生产却未增加欧佩克的生产却未增加欧佩克的生产却未增加欧佩克的生产却未增加。。。。 

  1973 2013 

世界人口世界人口世界人口世界人口 40亿 70亿 

机动车数量机动车数量机动车数量机动车数量 2.5亿 10亿  

世界世界世界世界 GDP总值总值总值总值 5万亿美元 70 万亿美元 

国际石油需求国际石油需求国际石油需求国际石油需求 5.5 千万桶/天 9千万桶/天 

欧佩克生产欧佩克生产欧佩克生产欧佩克生产 3千万桶/天 3千万桶/天 

全球供应份额全球供应份额全球供应份额全球供应份额 54% 33% 

 (2012 $)每桶价格每桶价格每桶价格每桶价格 $13 $100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极易受油价飙升的影响。如下表所示：过去四十年，每次油价大

幅上涨之后经济就会衰退。因此，美国人应该关注的不是石油的来源，而是石油的价格。

只要石油实际垄断全球运输领域，欧佩克就将主宰全球石油价格，很难看出在这样的条件

下美国如何能从中东撤离，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藏留给危险的政权管理。 

石油价格飙升和经济衰退石油价格飙升和经济衰退石油价格飙升和经济衰退石油价格飙升和经济衰退 

 

 

 

 



美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美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美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美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的的的驻军驻军驻军驻军吗吗吗吗？？？？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与很多因素有关。当然石油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素，但

引导美国在这一地区思维同样重要的因素有：地形、冷战遗留、以色列、恐怖主义、宗教、

核扩散以及促提升民主。任何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完全与石油相关”思维忽略了美国利益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波斯湾石油供应占美国石油消耗量

的比例还不到 5%。如果没有那些石油，美国肯定还会存在，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发动解

放科威特的战争。从那时起，美国就一直在这一地区保持长期而昂贵的驻军。据估计，非

战争年份美国在中东驻军的财政负担达 500～600亿美元/年。美国驻军不仅代价高昂，还

引发了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按照奥萨马·本·拉登的笔迹，美国在阿拉伯半岛驻军是基

地组织向美国发动 911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如果说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帮助保持

这一地区的稳定，它却并未有利于实际向美国供应能源。一个快速成本效益分析显示它与

流入美国的中东能源量成反比。最佳例证就是伊拉克，美国用血肉和财富承担起解放伊拉

克的大部分重任，而石油战利品如今却被中国和俄罗斯共享，几乎没有给美国公司带来任

何合同。同样惊人的是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和它在该地区的军事投资之间的差异。欧

洲、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都比美国的多。然而他们对保护这一地区

稳定的财政贡献却极少。实质上美国纳税人为全世界资助着中东地区的石油保护服务，而

他们的汽车和卡车使用这一地区的石油却最少。 

 上图中国家排列依次为：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印度、中国 

来源：国际能源署，2012年世界能源展望 

 

如果美国将要减少在中东地区驻军，那就或是因为国防预算削减，或是因为全球重点

向其他更不安稳地区转移，而不是因为美国能源组合的改变。至少有以下三个充足理由可

以假设即使实现能源自足，美国仍会在中东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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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随着亚洲对中东能源的依赖日渐增加，美国如撤离，中国或印度以及俄罗斯都

有可能在该地区驻军。这种结果并不是美国的战略需要。 

第二，美国能源生产大幅增加会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使美元走强，国家负债减少并改

善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美国就能维持军事预算，继续在中东驻军。如下表所示，过去四十

年间，因为油价大幅上涨，石油进口成本和国防预算之间的比例一直在缩小。1973 年，

美国在石油进口上的花费相当于当时国防预算的 2%，如今这个比例却几乎达到 50%。这

意味着任何能降低美国经济中石油进口财政负担的政策都有可能节约资源，降低削减国防

开支的需要。 

第三，美国航空和国防产品出口共计 1 千亿美元/年。超过 60%的产品出口到中东国

家。航空和国防工业在美国经济中占中心地位，这就要求美国留在最需要其产品的和最有

可能获得需求增长的市场中。 

 

 

所有这些对美国的战略姿态和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的所有这些对美国的战略姿态和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的所有这些对美国的战略姿态和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的所有这些对美国的战略姿态和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意味着什么？？？？ 

能源资源版图发生的一些变化，也许会在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其中一

个变化就是在地中海东部发现的巨大天然气储藏，以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新能源走廊的建

设。但正如上面讨论的，美国石油生产的增多并不是其中之一。因为激进伊斯兰的兴起，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尖锐而根深蒂固的对立，中东将继续表现

出长期的不稳定。这些问题将继续消耗美国的大部分精力，并且有时还需投入大量军事资

源。欧洲目前正在忙于解决内部经济问题，这很有可能妨碍形成新的跨大西洋分工和欧洲

在中东地区的新责任。如果说有新的分工，更有可能是在美国和中东能源的主要亚洲客户

之间进行。但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北美能源繁荣将是美国经济的兴奋剂，预示着工业复

苏，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关的进一步繁荣。这种经济好转很有可能让美国领导人更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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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3年以来的美国石油进口成本与国防预算



易地调动解决国际问题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和公众支持。总之，繁荣的美国意味着无所不在

的美国。 

改变游戏规则的天然气改变游戏规则的天然气改变游戏规则的天然气改变游戏规则的天然气 

如果说美国能源转变的其中一个方面可能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那就是从

页岩地层或其他非常规资源开采天然气新技术的发展。这种技术已经成熟，并且正在向世

界其他具有相似地质页岩结构的欧洲和亚洲国家传播。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大跌，美国也

正从天然气净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脱节为美国挑战石油在运输领域

的霸权带来历史性机遇。天然气可以压缩天然气的方式使用；电可用来驱动纯电动车和插

电式混合动力车；在能源当量基础上比汽油便宜 1美元的甲醇可以驱动灵活燃料车，这种

车相比仅使用汽油的车而言制造商的成本要高 100美元。通过开放机动车使用上述各种天

然气制成的燃料，美国将能够让天然气这种便宜且储量丰富的商品与石油这种价格高涨而

且还由欧佩克垄断的商品相竞争。在美国以外，开发更大非常规天然气储藏如甲烷水合物

的技术已经取得进展，能够为中国、日本和欧盟从石油向天然气转变带来相同的经济依据。

那个时候石油的定价是全球性的，受天然气和其他能制成运输燃料能源商品的影响。这种

商品套利能降低石油的战略地位，限制中东国家通过减少生产操纵原油价格的能力。这对

依赖石油美元的中东经济的影响将十分重大，至少会让他们开始痛苦的政治改革，并快速

发展经济中的非石油领域。即使这样，中东地区在这一漫长转变期的社会动乱将仍保持在

美国航空母舰的密切监视之下。 

翻译：关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