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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油，作为世界上的第一能源，是工业经济的“血液”。
石油不仅仅是金钱，更多的是安全和战略性资源。
石油既是产油国致富的源泉，更是消费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和决定性的因素。
因此，能否获得充足的、可持续的石油供应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
    据统计，海洋蕴藏了全球70%的油气资源，全球深水区最终潜在1000亿桶，深水是全球重要的油气接
替区。
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资源、环境制约发展的瓶颈期，陆域资源、能源和空间的压力与日俱增。
在这样的情势下，世界沿海国家和地区为谋求发展空间，纷纷将国家战略利益竞争的视野转向资源丰
富、地域广袤的海洋，并加快调整海洋战略，制定海洋发展政策，以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海洋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
中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曾经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
海上。
”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首先就是从海权的丧失开始的。
海洋主权丧失的沉痛历史让人惊醒，“坚船利炮”也是国人首先学习的对象。
美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马汉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    作为海洋大国，中国近海的大片海域内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
自“十二五”以来，中国石油产量增长的一半就来自海洋。
单从中国近海海域石油储量来说，南沙的石油储量尤为丰富，南沙的石油储量大概在550亿吨，相当
于10多个“大庆”，另外还有20多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相当可观。
然而，自被探明有丰富油气资源以来，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的南海便成为世界热点争议地区。
    台湾海峡的石油资源颇为丰富，其战略地位也是举足轻重，那一弯浅浅的海峡，蕴藏着多少和平统
一的国人愿望⋯⋯    毫无疑问，中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海洋油气战略环境是极其严峻的。
如果听任海洋方面的不利局势继续下去，如果继续被困在近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从何谈起？
中国的海权如何得到伸张？
又怎能赢得别国对其海权的尊重，又有何资格奢谈成为世界强国或实施亚太战略甚至全球战略呢？
对中国来讲，现在已经是到了维护海洋权利的关键时刻了。
这一迟到的觉醒，使得国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近海已经成为中国无法避免的崛起门槛。
    本书回顾了人类石油勘探与开发中的海洋向度；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中国向海洋石油资源进军的艰难
历程，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周边一些邻国在中国近海的挑衅行为，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中国在近海石油资
源引起的觊觎中隐忍与克制。
书中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控制和利用开发海洋能力的话，人家就会到家门口来争海权，人家就会
到家门口开发你的资源。
因此，本书还在字里行间透视出核心立场：中国海权问题不容质疑，“主权属我”四个字决不能丢！
    近些年来，一些国际势力觊觎中国近海资源，中国近海事态波澜不断，“炮舰政策”和外交讹诈的
影子若隐若现。
然而，历史早已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
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在涉及近海主权问题上也决不妥协！
使命的召唤促使我们每个人都要用全新的视角去认真地关注和解读海权，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都要有
维护海权意识，为维护国家海洋权利努力做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就是从近海石油资源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海权现状、普及国民海权意识的一种努
力。
    何沙秦扬    2011年7月9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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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陆地石油的逐步衰竭，石油精灵从陆地走向海洋。
作为海洋大国，我国近海的大片海域内拥有着巨大的石油财富，但是近些年来，这些烙印着重要“战
略性资源”的中国海洋石油，越来越受到日本、韩国以及南海周边国家的觊觎，同时还面临着外部势
力介入的挑战，我国近海石油开采竞争日趋激烈，我国领海的油气资源正不断地流失，一场围绕中国
沿海大陆架的海上石油争夺战正在升级⋯⋯
　　本书回顾了人类石油勘探与开发中的海洋向度；重温了中国向海洋石油资源进军的艰难历程，分
析了一些国家在我国近海的频频挑衅行为，探讨了我国在近海石油资源引起的觊觎和挑衅中隐忍与克
制，揭露了我国近海一些周边国家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其中背后的石油大图谋。
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环环紧扣的形式来分析上述问题，带领读者走进中国近海，不仅让读者可以了
解这些争端的真相，更为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海权状况的窗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挑衅>>

作者简介

　　何沙，西南石油大学工学学士、西南师范大学法学学士。
现为西南石油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兼任四川省高校思政与法律基础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管理学、法
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近10多年来，何沙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级、省部级及校级科研课题30多项，在《学术界》等刊物上发
表了《亟待为我国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立法》等论文近60篇，主编和参编了《石油法规与国际石油合
作》等专著、教材达19部，荣获省部级和院级科研、论文奖30余项。

　　秦扬，西南师范大学法学学士，复旦大学哲学硕士。
现任西南石油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委员会委员；系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法学学会会员，中
华教育艺术研究会会员，南充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四川省犯罪防控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石油
天气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和国际石油合作与法律法规，她在资源法学、环境资源法学与民商法学等方面
研究都有着较高的学术造诣。
近年来，秦扬教授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学术界》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国际法视角下的海洋油
气资源争端—以我国与邻国海洋油气资源之争为例》等学术论文30余篇，编著、参编《国际石油合作
法律基础》等专著、教材18部，完成省部级、校级科研课题30余项，荣获省部级和院级科研、论文
奖30项，综合奖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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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世界各地的观光者纷至沓来，迪拜的旅游经济也开始初显成效。
现如今，旅游业已几乎占到迪拜经济的半壁江山，迪拜也逐步摆脱了石油经济的单一模式，正朝着多
元化、科技化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迈进，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成功的转型，迪拜才日益成为全球瞩目的
中东城市之一。
需要看到的是，“迪拜模式”的市场门槛并不高，很容易被其他城市效仿，失去其独有的存在价值。
但从整个中东地区的大范围来看，迪拜的成功模式又是独一无二的，并不见得有多少可复制性。
这种成功模式或许只对迪拜适用，放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其效用想必会大打折扣了。
迪拜率先做出了积极的改变，抢占了发展的先机。
但对于其他更多的中东国家而言呢？
情况恐怕就不乐观了。
实际上有关石油的危机感在这些国家早已萦绕多时。
这种危机不只是石油资源日渐枯竭的危机，也包括石油被新型能源替代的危机。
马利卡气田不断传出来的有关可燃冰的好消息，普通老百姓或许不觉得什么，但一定让那些中东的石
油大亨们如坐针毡，这就是一种切实的危机，远比石油的枯竭来得更紧迫。
对中东产油国而言，最大的威胁便是来自于石油替代能源的商业化开发，如果以后具有竞争力的新能
源大规模进入市场，那将对以石油出口为生的国家带来难以预料的重大打击。
在将来的某一天，当全球大规模开发的可燃冰成为主导能源时，中东这个昔日的石油能源中心或许只
能沦为看客了。
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不久的将来就可能面对的现实。
造物主不会总是眷顾于同一片土地，就像它不会放弃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角落一样。
北极圈上空的晨曦已经散开，马利卡气田上的朝阳正在初升，映衬着中东沙漠的夕阳和石油富人的眼
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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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些年来，烙印着重要“战略性资源”的中国海洋石油，越来越受到日本、韩国以及南海周边国家的
觊觎，同时还面临着外部势力介入的挑战，中国近海石油开采竞争日趋激烈，属于中国领海的油气资
源正不断地流失，一场围绕中国沿海大陆架的海上石油争夺战正在升级。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从海洋石油资源的战略地位入手，就中国近海“若干岛屿让人家控制，
油气资源被人家开发”的局面进行了思考和审视。
书中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中国近海石油资源是如何从海底浮出水面的？
堂堂中华、泱泱大国为何却在海权问题上频频受到挑衅？
蝇头小国为何却可以在中国深海竖起数百口油井？
外部势力竟然想介入中国近海争端，在事关中国主权问题上包藏祸心。
技术封锁的年代已经告别我们很多年了，为何中国深海石油装备技术落后如此之大？
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已经3次遨游太空，可为何在南海却没有立起一座深水钻井平台？
中国近海石油资源的和平开采与利用的前途将何去何从？
    为了系统地给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关于中国近海石油资源问题的全貌和历史视角，我们参考了国内
外大量的文献资料、新闻报道和研究成果，这些前期成果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和借鉴。
同时，本书还引述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观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主要有以下几个单位的同志负责完成。
西南石油大学的何沙教授、秦扬教授任本书编委会主任，负责书稿提纲拟定、部分书稿撰写和稿件审
定工作；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的李秀铎同志、西南石油大学的陈东升同志任副主任，负责部分章节
撰写、统稿整理和有关联系工作；参加撰写的西南石油大学同志还有：宁佳、史德刚、吉安民、朱林
、杜鹃、罗文、周楚、姬荣斌、曹丽娟等；参加撰写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的何松阳同志；西南大学的
何沐曦同志；中石化股份河南信阳石油分公司的李秀山同志和中石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的黄云同志。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西南石油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西南石油大学发展规划处、西南石油
大学研究生部、西南石油大学文法学院、西南石油大学政治学院、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以及西南财经
大学、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中石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中石化股份河南信阳石油分公司等有关领
导、老师、同学、朋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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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挑衅:中国近海争端背后的石油大图谋》：1.中国近海石油开采竞争日趋激烈，属于我国领海的油气
资源正不断地流失，一场围绕中国沿海大陆架的海上石油争夺战正在升级。
2.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已经3次遨游太空，可为何在南海却没有立起1座深水钻井平台?面对外部势力的不
断挑衅，我国近海的石油资源的和平开采与利用的前途将何去何从?3.21世纪是中国的海洋时代。
如果听任近海油气资源严重流失下去，如果听任海洋方面的不利局势继续下去，如果继续被困在近海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从何谈起?中国海权如何得到伸张?4.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曾经说过:“欲国
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在涉及近海主权问题上决不妥协!警钟敲响：陆上石油资源逐步走向衰竭
，近海掘金：中国向海洋石油进军，蠢蠢欲动：日本对中国近海石油资源的觊觎野心，恶意强占：每
年将近1500万吨的石油资源被周边国家开采，强行介入：美国染指中国近海问题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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