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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非 洲 国家石 油 开发所 出 台 的 法律法规构成 其本土
？

化 战 略的 制 度基础 。 非 洲 石油 部 门 监管 严格化 、 生 产 本 国 化 及其

在非 洲 大陆 范 围 内 的横 向 合作 则 是本土 化 战 略 的 逻 辑 延伸 。 本土

化战 略的 形成根源 于非 洲 石 油在 国 际 能 源格局 中地位 的提升 以及

非 洲 石油 国家政 治经 济环境 的 变 迁 。 非 洲 石 油 开 发本土 化 战 略 实

践主 要体现 在石 油 开发 监 管 严格化 、 石 油 资 源 开发本 国 化 趋 向 、

非 洲 国 家之 间 的 横 向跨 区合作 三 个层次 。 非 洲 石 油 开 发本土 化 战

略是 当前 非 洲 各产 油 国 石 油 开发政策 的 重 要取 向
, 其 实质 在 于增

加资源 国 在 国际 石 油 开 发合作 中 的 利 益分享 , 非 洲 石 油 开 发本土

化 的意 义在 于非 洲 自 身 成 为 国 际 石油 公 司 的 新 的 竞 争者 , 将会增

加外国 石油公 司 在非 洲 的 石油开发成本 , 挤压外 国公 司 的 生存 空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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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 , 世界对石油的需求愈来愈大 。 寻找新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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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石油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 非洲产油 国开始强调其在石油

开发合作中 的利益 , 强烈的主体意识导致本土化战 略的萌生 。 所谓非洲石

油开发本土化 , 旨在本国法律保护下 , 着眼 国家长期利益 , 借助 国 际资本

技术 , 提升本国石油公司在合作 中 的收益 , 从而为 国家的持续发展提供资

本积累和动力支持 。 非洲产油国对本土化战略的强调和重视 , 将会挤压外

方投资者的逐利空间 , 影响外国石油公 司与非洲 的石油开发合作 。 本文拟

以非洲石油资源开发本土化战略的制度依据为基础 , 阐述近年来非洲石油

资源国本土化战略在实践层面的运作 , 分析非洲石油资源开发本土化发展

的动因 , 进而探讨其对非洲石油开发国际合作的影响 。

－

本土化战略的制度基础

非洲产油 国有关油气开发的法律 , 是非洲石油开发本土化战略的首要

制度基础 。 自 2 0 世纪中 叶 以来 , 非洲主要产油 国皆根据 自身 国情制定 了

相应的石油开发法律 ,
以充分利用石油资源发展 国民经济 。 就此而言 , 非

洲石油开发本土化倾 向
一开始就 巳蕴含在其油气开发法律之中 。 并且 , 随

着时间 的推移其本土化倾向愈加 明确 、 具体 。

北非最重要的石油 国家利比亚早在 1 9 5 5 年 即 已颁布首部 《碳氢化合

物法》 (
Ｈ

ｙ
ｄｒｏｃ ａｒｂｏｎＬａｗ ) 以规范石油开发 , 保护本国利益 。 北非另

一重

要产油 国阿尔及利亚于 1 9 8 6 年颁 布 《 油气法案 》 , 是为阿尔及利亚石油

勘探 、 开发和储运的法律依据 。 2 0 0 5 年 3 月
,
阿议会通过油 气改革法案 ,

让渡部分利益与国际石油公 司 。
2 0 0 6 年 , 新的 油气法修正案则 规定 ： 阿

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在新启 动的项 目 中 ,
可获得 5 1 ％ 以上 的股

份 。 外 国企业只有与阿国家石油公司合作方能进行油气产品销售 。 此后 ,

国际石油公司在阿的获利空间进一步缩小 。
1 9 7 2 年苏丹第 5 9 号法令成为

该国油气资源勘探与生产的法律依据 。 然而 ,
国际石油公司与苏丹能源矿

产部签订的相关合同 ,
内 容相对灵活 。 涉及具体 问题时 , 主管官员 的决定

权至为重要 。 同属北非的埃及也是较早制定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法律的 国

家 。 纳赛尔政府建立初期 , 埃及颁布了第 6 6 号法案 ,
用以约束和规范埃

及 的石油开发 。

作为撒哈拉 以南非洲最重要 的产油 国之
一

, 尼 日 利亚政府于 1 9 6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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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第 5 1 号法案 。 按照尼 日 利亚法律规定 , 其石油开发主要包括三种模

式 , 即产量分成协议 、 合资经营和矿区税费制 。 产量分成协议主要用于深

水及超深水区石油勘探和开发项 目
, 其主要法律根据为尼 日 利亚 1 9 9 9 年

发布 的 《产量分成合 同法 》 。 在合资模式 中 ,
尼 日 利亚极力 突 出 尼方利

益 。 尼 日利亚 国家石油公司 在合资公 司 的持股 比例通常超过 5 5％ 。 尼 日

利亚乔纳森政府于 2 0 1 0 年通过 《油气工业本土化发展法案 》 , 将强制推

行本土化政策 。 赤道几内 亚石油勘探与开发的法律
．

依据为 1 9 8 1 年制定 的

《石油法 》 及其修正案 。 近年来 , 赤道几 内亚政府通过新 的立法 , 对本 国

公司参与合资公司的最低股权标准作了 明确规定 , 旨在提升 国家石油公 司

在油气资源开发中的影响力 。 安哥拉于 1 9 7 8 年颁布第 1 3 号法令作为安哥

拉石油勘探与生产的基本法律依据 。 为适应本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 政府 已

着手制定新的税法 、 外汇法和石油法规 , 并开始考虑
“

石油工业安哥拉

化
”

、 规范化和法制化等方面的问题 。

协议范本是非洲油气资源 国本土化 战略在制度层面 的直接体现 。 利 比

亚石油工业对外合作采取直接协商 的形式 , 根据石油勘探和产量分成协议

与外国公司合作 。 然而 , 利 比亚并不满足于既有合作框架。 利 比亚通常采

用招标的方式发放油气勘探和开采许可证 , 能够为其国家石油 公司 提供最

大股份和收益的公司方能中标 。 而且 , 在开发初期油 田 开发商必须全额承担

开发油 田所需资金 , 但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持有对油 田 的所有权 。

赤道几内亚石油开发亦采用产量分成协议 。 按照分成协议 , 投资收益

高于 5 0 ％ 时 , 承包商只能分成 2 0 ％ 。 1 9 9 8 年 , 赤道几 内亚政府修改了产

量分成协议 , 提高了政府在分成协议 中收益分享的 比例 。 安哥拉与外国石

油公司 的合作一般须遵循如下条款 ： 勘探期 4 年 , 生产期 2 5 年 ； 东道 国

参与 , 政府收取
一

定的 签字费 ； 成本 回收 比例为 5 0 ％
； 利润分成比例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另 行协商 ；
所得税率为 5 0 ％ 。 除了 超过 1 5 0 米的深水项

目外 ,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 的参股比例不得低于 5 1 ％ 。
？

非洲主要产油 国石油开发法律的总体特征 ,
是突 出本国 的利益 ,

强调

石油开发中本国 的参与 ,
不断挤压外国石油公司的利润空 间 。 但是由 于历

史条件的限制 , 很多法律条款并未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
本土化倾 向并未演

① 商务部 网站 ： 《 安哥拉 石油法 》 。 Ｈｔｔ ｐ ：

／／ ａｏ． ｍｏｆｃ ｏｍ ．

ｇｏｖ ．ｃｎ／ａ ａｒｔ ｉｃｌｅ／ ｄｄｆ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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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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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大规模的开发实践。 然而 , 随着石油收益在非洲产油 国经济结构 中 的

比重不断提高 ,
本土化成为一个现实的需求 , 非洲石油资源国在实践 中开

始突 出本土化战略 。

二 本土化战略的实践探索

充分利用 自身丰富的 资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 是非洲 产油国 的普遍要

求 。 非洲石油资源开发的本土化实践则是这种要求的逻辑结果 。 非洲油气

资源本土化实践大致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 ： 其一 , 石油开发监管严格化 ；

其二 ,
石油资源开发本国化趋向

；
其三 , 非洲 国家之间 的横向跨区合作 。

长期 以来 , 非洲产油 国家在石油开发方面往往受制于外 国石油公司 。

随着非洲石油开发重要性 的不断凸 显 , 非洲产油 国家 巳开始 收回 管理权

限 。 非洲油气资源开发本土化实践 的第一个层次是石油开发监管严格化 。

监管严格化倾向是非洲油气资源国在执行国家能源政策时的重要变化 。 油

气资源管理部门 ,
不仅是非洲相关 国家资源主权之象征 , 亦为资源开发的

决策机构 , 其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着非洲油气资源开发政策的走向 , 进而深

刻影响国 际石油公司在非洲 的投资收益 。 苏丹 国 家石油委员 会 (
ＮＰＣ

) ,

负责厘清南北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所订合同的合法性 。 赤道几内亚几乎所

有石油收人被纳入 国家财政预算 , 经济财政部负 责签署石油勘探 、 开采协

议和合同 , 最后交 由 总统批准 。 赤道几 内亚专设石油开采工作 跟踪 委员

会 , 对油气资源开发后续事宜予 以监督 。 利 比亚能源部为配合利 比亚经济

改革 , 着手重新拟定与外国能源公司签署的合同 , 旨在强化利 比亚在合作

中的决策地位 ,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稳定和多元化收益的合作模式 。 非洲油

气资源国 的管理机构基本职能是制定国家能源开发总体战略 , 其基本倾向

是加强对合作开发的管理 , 突 出本国利益 。

非洲油气资源开发本土化实践的第二个层次是油气资源开发的本 国

化 。 其基本趋势是强调本国资本介入石油产业参与开发 , 尤其重视对 中下

游产业的投人 。 尼 日利亚政府已意识到构建完整的石油产业链对其经济发

展的意义 ,
因此 , 推出 了所谓

“

原油精炼本地化
”

计划 。 2 0 0 4 年 ,
尼 日

利亚政府便要求国 际石油公司须将其所开采原油的一半就地提炼 。 为提高

炼油厂的炼油能力 , 满足 国 内对石油产品的需求 , 尼政府授权组建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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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厂 。 与此 同时 , 政府也计划将尼 日 利亚 国家石油公 司下属 的炼油厂 、

石油化工厂和输油管道等出售 , 通过私有化来提高其生产效率 。 政府为鼓

励私人投资炼化业及下游生产 , 出 台 了
一系列 的优惠措施 。 为借国际石油

公司之力 , 推动本 国石油经济发展 , 尼 日 利亚政府采取
“

上下游关联
”

的政策 。 这一举措有利于带动尼 日 利亚 国 内石油产业链 的发展 。 与此 同

时 , 尼 日利亚政府出 台
“

边际油 田 开发计划
”

( ＭＦＤＰ ) , 为尼 日 利亚地方

参与油气资源开发提供优惠的税率 , 增加地方对所开发的油气资源 的股

权 , 以鼓励油气资源所在地区参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政府竭力帮助本土

能源公司参与其油气资源开发 , 加大了外国石油公司进人的难度 , 意在保

护尼 日 利亚本 国资本利益 。

非洲油气资源开发本土化实践的第三个层次是非洲国家之间 的横向合作 ,

即能源开发的非洲化 。 近年来 , 非洲 国家之间开始协调合作 , 共同分享非洲

的油气资源 。 尼 日利亚与其邻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拥有共同开发的区块 , 即

所谓联合开发区块 。 两国协议共享区块潜在储油量在 1 4 0 亿桶以上 ,
尼 日 利亚

政府与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政府分别可 以获得 6 0％和 4 0％ 的联合区块税费收益 。

赤道几内亚政府还与喀麦隆 、 尼 日利亚等邻 国商讨在赤道几内 亚比奥科岛附

近进行各国油气资源开发合作的设想 。 不仅如此 ,
阿尔及利亚 、 南非等国家

的石油公司开始走出 国门 , 在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开展石油合作业务。 近年来 ,

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 巳在利比亚 、 埃及 、 毛里塔尼亚 、 尼 日 尔 以及西撒

哈拉等地获得了油气勘探开发的合作项 目 。 南非国家石油公司先后在西非的

尼 日利亚 、 加蓬 、 赤道几 内亚 、 纳米比亚以及北非 的苏丹 、 埃及等国获得了

多个油气勘探开发区块。 南非沙索 (
ＳＡＳＯＬ

) 公司在尼 日 利亚 、 加蓬等非洲

国家开始拥有上游资产 。 南非欧菲尔 (
Ｏ
ｐ
ｈｉｒ ) 石油公司致力于非洲地区上游

业务的开拓 , 在尼 日利亚 、 赤道几内亚、 加蓬 、 坦桑尼亚 、 刚果共和 国等国

获得十几个区块的勘探幵发权 。 2 0 0 9 年 , 南非与油气资源丰富的安哥拉签署

了石油项目合作协议 , 今后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
？

近十年来 , 非洲石油开发本土化战略在各主要非洲 产油 国 得到强化 ,

在实践中表现得渐趋 明显 。 尼 日利亚甚至于 2 0 1 0 年 4 月 通过 了 《 油气工

业本土化发展法案 》 , 以法律的手段强制性规定尼 国 家石油公 司必须高 比

① 中国石 化新 闻 网 ：
《 南 非和 安 哥拉 签署石油 项 目 合 作 协议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ｉｎｏｐｅｃ

－

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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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地使用本土人力 、 物力和各种服务 。
？ 这种趋势并非偶然现象 , 其背后

必有深刻 的社会 、 政治和经济背景 。

三 本土化战略形成的原因

非洲石油资源开发本土化倾向 的形成 , 具有诸多推动因素 , 包括非洲

石油 国家和 国际社会对非洲石油开发前景的髙度认可以及非洲经济社会发

展的 内在需求 。 非洲油气开发本土化倾 向形成的基本动因 , 是非洲和世界

对非洲能源潜在价值的认同 。 据统计 , 世界能源需求每年 以 1
．

5 ％ 的速度

增长 ,

② 能源短缺成为人类须共同面对的 突 出 问题 。 非洲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能源聚集区之一 , 其石油资源蕴藏十分丰富 。 截至 2 0 0 9 年底 , 非洲 已
．

探明的石油储量为 1 2 7 7 亿桶 , 占世界 已探 明 石油储量 的 1 0％ 。
？ 而且 ,

非洲石油产量 占世界石油产量的 比例正在稳步提升 , 预计到 2 0 2 0 年 , 非

洲 的石油产量将 占世界总产量的 1 5％ 左右 , 届 时非洲 的石油产品将为满

足全世界的能源需求做出重要贡献 。
④

国 际社会对非洲能源的竞相追逐构成非洲石油开发本土化倾 向形成

的外在条件 。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 原有的 能源体系 已难 以支撑庞大的

能源需求 。 丰富的 非洲资源进人 国际能源巨头 的视野 。 非洲石油大多投

资回报率高 ,
国际石油公司纷纷与非洲 国家在石油资源开发方面展开密

切合作 。 欧美石油公司不断加大对非洲石油开发的 投入
； 非洲本土石油

公 司 、 亚洲和南美洲新兴 国家 的石油公司 亦不断介人非洲石油领域 , 非

洲油气资源领域 的群雄逐鹿局面 已经形成 。 预计到 2 0 2 0 年 , 非洲 的 石

油产量将 占世界 总产量 的 1 5 ％ 左 右 , 世 界和非洲均有望 受益于非洲 油

气资源 的开发 。 在此背景下 , 非洲能源开发对非洲 的发展而言是不容错

过 的契机 。

① 苏文 ：
《资源国本土化政 策对 国 际石油公 司权益 的影 响 》 , 载 《 中 外能源 》 2 0 1 1 年第 1

期
, 第 1 9

一

2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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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国家政治与社会的嬗变 , 是非洲石油资源开发本土化倾 向形成的

内在条件 。 第一 , 非洲石油资源 国执政当局是非洲油气资源开发本土化战

略形成的重要推动 因素 。 非洲能源在国际能源结构 中地位的提升 , 为非洲

政府获取更多收人提供了新的机会 , 石油工业 已成为非洲产油 国的经济命

脉 。 伴随着非洲石油资源逐渐被重视 , 非洲政府利用所谓非洲 民众和政治

反对派的声音 , 增加与 国际石油公司谈判的筹码 。 此类存在于产油 国政府

层面的能源开发本土化倾 向 , 直接反映在国际油气开发合约之中 , 对非洲

能源开发的本土化趋势起着决定性作用 。

第二 , 非洲石油资源 国 当局通过非洲政府间组织强化资源 国之间 的横

向联系 , 扩大 了石 油开发本土化 战略的 影 响 力 。 非洲石 油 生产 国 协会

(
ＡＰＰＡ

) 旨 在加强非洲产油 国之间 的沟通与合作 , 努力实现非 洲产油 国

石油利益最大化并造福于非洲各国 民众的 目 标 。
？ 近年来 , 非洲石油生产

国协会活 频繁 , 在成员 国之间 的石油勘探 、 生产炼制 、 技术交流 以及成

员 国之间的市场政策和市场 战略协调方面发挥着 日 益重要的 作用 。
ＡＰＰＡ

国家的石油产量 占非洲 国家石油产量 的 9 8％
, 其 日 产量达到 1 0 0 0 万桶 ,

？

其政策走 向对世界能源结构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

第三 ,
石油 的大规模开发并未引领非洲 国家走出发展困境 , 是非洲 国

家石油开发本土化倾向产生的重要原 因之
一

。 非洲大多数油气资源国对其

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 然而 , 石油资源的开发并未从

根本上改变非洲资源 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 作为非洲石油生产大国 , 尼 日 利

亚的一系列与贫困有关的社会 、 经济 问题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
？ 尼 曰 尔

河三角洲 的贫民 ,
连基本的 生存饮水都成问题 , 国际石油公司却在那里大

发其财 。
？ 带有依附色彩的经济增长模式非但未能推动非洲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 反而在
一

定程度上成为非洲经济整体进步的障碍 。
⑤ 这一困境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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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社会精英开始思考石油 资源开发本土化的可能性 。

第四
,
非洲石油资源开发本土化意识的萌生 , 与非洲 国家的 民主化进

程密切相关 。 自 2 0 世纪 9 0 年代 以来 , 大多数非洲 国 家摒 弃传统政治模

式 , 改行西方多党制议会 民主 。
？ 虽然西式 民 主在非洲 的推行并不顺利 ,

但是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仍然使非洲人 民获得 了一定程度 的政治参 与意

识 。 更重要的是西方民主模式的推行 , 给政治反对派提供 了表达异见的平

台 。 政治反对力量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 , 充分利用非洲发展的困境 , 攻击

执政当局的能源政策无法解决非洲 民生问题 。

第五 , 非洲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 , 是推动非洲能源开发本土化倾向形

成的重要原因 。 近年来 , 非洲公 民社会组织发展迅速 , 它们对非洲 国家的

政治与社会影响 日渐明显 。
？—方面 , 公 民社会组织利用其在 国际上的 活

动能力 , 将非洲在其石油资源开发进程中忽视非洲 民众权益的行为迅速置

于 国际社会的关注之中
,

对非洲相关政府 的施政构成 国际压力 ； 另 一方

面 , 非洲公民社会组织采用 自 下而上与 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 , 关注非洲

贫困状况与非洲能源禀赋之间 的联系 , 利用非洲石油资源国社区和政治反

对派的力量对政府施压 , 从而强化了非洲能源服务非洲的理念 。

非洲石油开发本土化倾 向 , 与非洲 油气资源本身的价值具有不可分割

的联系 ,
而国际社会对非洲油气资源的强烈需求推动了这一倾 向 的发展 ,

非洲国家本身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亦是推动其本 土化发展的 基本动力 。 然

而 , 这一切皆是非洲 国家强调 自 身国家利益至上要求的必然结果 。 非洲 国

家要求更多的利益 , 自 然会影响到与其合作的外国石油公司的利益 。

四 本土化战略的可能影响

外 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石油开发领域的利益下降 , 是非洲石油开发本土

化发展 的逻辑延伸 。 目 前 , 世界主要石油公司与非洲 的合作方兴未艾 。 然

① 王莺莺 ：
《对非洲民主化 的再思考 》 , 载 《 国 际问题研究 》

2 0 0 2 年第 6 期
；
郭树勇 ： 《 9 0

年代 非洲 民主转型的回顾与前瞻 ＞ ,
载 《西亚非洲 》 1 9 9 9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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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随着非洲能源开发本土化战略的推行 , 外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石油利

益面临 的挑战亦将不可避免 。 非洲石油开发本土化的实质 , 在于强调非洲

在其石油开发 中利益分享的增加 。 非 洲本土利益至上的 基本理念使
“

低

风险 、 低投资 、 高收益
”

成为非洲油气资源国 对外合作 的潜在要求 。 然

而 , 作为投资者 , 外 国石油企业所追求 的基本 目标亦在此列 。 在非洲资源

国强调其资源主权意识 日 浓的背景之下 , 对有限利益的分割难以维持均衡

状态 。 非洲石油开发本土化战略及带有本土化色彩的衍生政策 , 将对 国际

合作产生关键性影响 。 非洲产油 国对石油资源主权的追索 , 将迫使外 国企

业降低 自 身的贏利预期 。

首先 , 非洲石油国 家在监管领域和制度层面的本土化趋势 , 将加大

外国企业投资非洲石油资源开发的成本 。 由 于资金 、 人才 、 技术水平和

制度资本积累 的制约 ,
非洲石油开发对外部的依赖状态在短时期 内仍然

难以改变 , 与外 国石油公司 合作依然是其石油开发的 主导模式 。 在此状

态下 ,
非洲 石油开发本土化主要体现在其法律制度及监管 突 出强调本土

利益方面 , 由此带来的影 响是非洲 油气部门上游利润 的减少 。 同 时 , 基

于本土化战略的影响 , 石 油收益 的 最大化是非洲 国 家主要关注 的 内 容 。

非洲能源已 成为世界能源消耗大国 的争夺对象 ,
非洲产油 国业 已意识到

自 己存在获取更多收益 的可能性 。 非洲石油资源国利用选择资源开发合

作对象 的权利 , 提高本 国 利益分享 的 比例 , 从而 导致上游 开发成本上

升 。 而且
, 由 于非洲石 油对各国石油公司仍有极大的 吸引力 。 非洲产油

国在石油资源开发本土化战略的主导下 , 将 以趋于严格 的方式突显本 国

利益 ,
以投资 回报率高低作为合作伙伴取舍 的依据 。 目 前非洲石油开发

领域是欧美石油公司 的天下 。 同时 ,
亚洲 、 南美洲等地 区参与非洲石 油

开发的公司 日 渐增多 。
？ 因 此 , 外 国石油 企业须在 全球范 围 参与 角 逐 ,

需要付 出高昂 的代价 。

其次 , 非洲石油资源国本土化的战略会压缩外国能源企业 的活动空

间 。 非洲产油国资源开发 的本土化倾向 , 加大 了东道国私人资本 的注人

力度 , 提高了东道 国对合资企业 的影响力 与控制能力 。 而且 , 非洲产油

国为满足国 内对石油产 品 的需求 , 摆脱对进 口 产品 的依赖 ,
开始介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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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资源 的 中游乃 至下游开发 。 非 洲某些国 家为促进地区 经济发展 ,
开始

以捆绑招标的方式 与外国能源公司合作 。 非洲石油资源 国采取 以 石油 换

取投资人参与该 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 ,
以强化石油 资源对本 国 发展 的

贡献 。 尼 日 利亚与韩国 电力公司 在阿布贾建造燃气电 厂 , 以满足尼 日 利

亚 国 内 的 电力需求 。
？ 通过此类

“

惠 民
”

之举 , 韩 国 电 力拥有 了在该 国

优先获得油气项 目 的权利 。 尼 日 利亚和安哥拉 国家石油公 司 在对外合作

谈判 中 , 更强调 自 身的长远利益 , 如要求投 资方 培训和使用 当地工 人 。

以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议范本 已非独门秘技 , 各 国石油公 司均可

效行 。 在生存空 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 ,
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 诸如

环境保护 、 员工本土化 、 员 工福利和技术培训 ,
因此外 国企业 的 刚性支

出也将大 幅升高 。

非洲 国家在能源领域 , 包括石油勘探 、 精炼和配送 领域 的 横向 深度

合作 , 将逐渐克服非洲在能源开发资金 、 技术和人才方面的 困 难 ,
从而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外部 的依赖 。 非洲能源开发本土化战略对 非洲 国

家的影 响
,
集中体现于其合作对象可选择性 的增加 。 在既定 的合 作模式

下 , 非洲石油资源 国从 国际能源合作 中获得的利益将会有所增加 , 而外

国企业 的 收益则会降低 , 双方的利益逐渐趋于新 的均衡状态 。

就法律制度层面而言 , 非洲主要产油 国的石油开发中的本土化早已 有

迹可循 。 这些法律规章构成非洲石油开发本土化 的制度基础 。 非洲石油资

源国近年来的开发实践将本土化战略推向 了新的 阶段 。 国际资本对非洲石

油资源的追逐 , 提升了非洲石油资源在国际能源格局中 的地位 。 非洲石油

国家 国内政治 、 经济环境的嬗变扩大了本土化战略的社会基础 。 与之相伴

而来的是非洲石油服务于非洲的要求与 日俱增 , 以突出非洲产油 国 自身的

利益为基本特征的本土化战略应运而生 。 非洲产油 国基于资源主权意识要

求分享更多石油利益 , 势必挤压外 国石油公司 在非洲石油领域的 生存空

间 ,
导致各石油公司之间竞争加剧 , 进而减少其利益获取 。

当前 , 非洲 已成为欧美大国 、 新兴国家争夺 的对象 。 这些国家之 间或

明或暗的较量构成 当今国 际关系的重要 内容 。 然而 , 国际社会也面对着一

个难 以解决的矛盾 。
一方面 , 非洲长期 的贫困 ,

是世界 的灾难 , 世界也难

① 汪巍 ： 《 非洲 石油市场开发 与竞 争 策略 》 , 载 《 中 国石油 和化工 经济 分析 》 2 0 0 7 年第

1 8 期
,
第 6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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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非洲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 ； 另一方面
,
如果非洲获得成长的机会变得

越来越强大
,
那就没有 哪个国家可以像过去

一样 , 在非洲为所欲为 。 非洲

石油开发本土化战略的意义在于对那些希望在非洲有所崭获者增加了新的

竞争对手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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