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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克成员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大幅降低了
,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石

油出口国的市场地位与作用得以有效提升了
,

非洲能源开发也不断升温
。

东北亚地区

在世界能源需求方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

石油美元地位受到冲击
。

二
、

中国能源地缘政治环境

在东北亚
,

中国
、

日本和美国围绕俄罗斯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油气

资源开发竞争相当激烈
。

东南亚经济圈与中国能源安全关系密切
。

在南亚
,

竞争下的

合作是未来中印两国石油安全的双赢战略
。

来自伊朗和沙特等中东国家的石油和天然

气
,

可以通过巴基斯坦的中转而输往中国
。

在中亚
,

里海石油是中亚地缘经济政治的核

心内容
。

美俄都在力图控制该地区
,

尤其是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资源
。

三
、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突出间题

中国能源的现实格局是
:

缺油
、

少气
、

富煤
。

石油能源的安全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的核心
,

我国石油能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东地区突发事件引起的国际油价波动
,

其次

是由于其他国家间的重大冲突造成的短期石油供应受阻波及中国
。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

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原油需求持续膨胀
、

供求矛盾 日益显著
、

原油供给受制于人
、

应对石

油风险能力脆弱
、

周边能源资源面临威胁
。

四
、

中国的能源地缘政治战略

(一 ) 从地缘政治上看
,

积极推进能源外交
。

(二 ) 从地缘经济上看
,

要建立和完善国家石油安全防御体系
。

1
.

多途径控制石油

资源
。

2
.

多元化参与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
。

3
.

提升国际原油价格话语权
。

4
.

建立完备

的石油储备制度
。

5
.

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
、

节能优先的方针
。

6
.

积极推进能源替代

战略
。

(三 ) 从地缘文化上看
,

要消除
“

中国威胁论
” ,

建构地区认同
,

构建新能源安全观
。

( 第一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

第二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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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的标准
,

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建设一个 自我表达
、

自我组织的社会环境
,

认

为一个国家要实行民主制度
,

必须有一个相对独立并能对政治形成制约的社会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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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略

西方理论家认为市民社会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点
:

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市民社会的

基础
,

中产阶级
、

非政府组织
、

公民参与是市民社会的几个要素
,

并以此为标准对普京领

导下的俄罗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

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
,

以公民社会为专题的论坛已经举办了好几届
。

与此相

应
,

普京还采取了自上而下建立
“

可控制的 民主
” 、

颁布《政党法》
—

完善相关机制和法

律基础
、

成立俄罗斯联邦社会院
—

建立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
、

通过《非政府组织

法》

—
规范非政府组织行为

、

树立俄罗斯新思想
—

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等一系列措

施加快公民社会的建设速度
。

几年来普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俄罗斯构建公民

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问题
。

(一 ) 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理论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在上个世纪 9 0 年代初期被引人我国以来
,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

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

产生 了一批代表性成果
,

出现了一批专家学者
,

可以说
,

已

经经历并完成了对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引入
、

研究和批判阶段
,

现在到了建立中国自己

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时候
,

到了拥有 自己的话语权的时候
,

到了成为
“

自己
”

的时候
。

(二 ) 如何发展中国自己的构建模式

公民社会的核心
,

首先是法治
,

这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来实现的
。

市

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国家的作用
,

在这一方面俄罗斯的经验值得借鉴
。

因为我

国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

当前的社会既有商品经济的基础
、

又具有法律契约关系的保护
,

同时国家已经向社会让渡出部分领域
,

各种平等自愿的社

团应运而生
。

应当说
,

公民社会的基础已经形成
。

(三) 充分发挥非正式组织的作用

总之
,

公民社会的培育不是一毗而就的事情
,

对于我国而言
,

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建设道路
,

历史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

(第一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 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
、

博导
,

第二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

欧洲治理中贯彻
“

融合与趋同
”

的经济意义

杨逢巩

“

融合与趋同
”

是欧共体 /欧盟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实行欧盟区域共同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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