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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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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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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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以下简称lEA)是发达石油消费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
内成立的一个独立自治的国际组织。
lEA保障能源安全的各项法律制度，如石油安全应急制度、石油市场信息制度、能源合作与研发制度
、能源争端解决制度等，对于中国构建能源安全框架、深化国际能源合作、完善能源法制建设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极有必要加强与IEA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合作。
在条件成熟时，中国可以考虑加入IEA组织，参与国际能源规则的制定，与发达能源消费国一起协调
利益分歧，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中国如果加入IEA，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在国际能源问题上争取到更大的发
言权和决策权：还有利于增强lEA组织的代表性，提高其集体能源安全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因此，中国加入IEA将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既能够促进中国能源安全，也有利于改善全球能源安全形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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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IEA的对外行为能力　　“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对外行为能力，主要表现在缔约权、对外
交往权、承认与被承认的权利、国际责任和索赔权及继承权等方面。
这些权利是实现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的具体体现。
”[1]对IEA而言，其对外关系的行为能力主要体现为缔结国际条约、接受成员国的常驻代表、与非成
员国开展合作、与石油公司建立联系、召集国际会议等五个方面。
　　（一）缔结国际条约　　国际组织建立对外关系的最重要方法是与成员国、非成员国或其他国际
组织缔结国际条约。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条的规定，“国际组织缔结条约的能力依照该组织的规则”，而“组
织规则”是指“该组织的组成文书，按照这些文书通过的决定和决议，以及确立的惯例”。
[2]有时，国际组织的缔约权限会明确规定在基础文件中。
例如，《联合国宪章》第43、57、63条分别授权安理会、经社理事会代表联合国与成员国或其他国际
组织缔结国际协定。
然而，许多国际组织的基础文件并没有对缔约能力作出特别规定，但这并不影响其缔约实践。
对．IEA而言，其缔约能力来源于“习惯国际法规则”，即国际组织能够缔结实现组织宗旨、履行组
织职能所必要的条约。
　　IEA的组织章程《IEP‘协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缔约权限，但协定对组织宗旨和职能的规定隐
含了IEA的缔约权力。
例如，《IEP协定》第63条规定，“为了实现本计划的目标，本组织可以与非成员国、政府间组织、非
政府组织、其他实体或个人建立适当的联系。
”这种“建立适当的联系”的授权应当可以视为对IEA享有缔约能力的默示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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