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課題 

能源外交：中國取得巴基斯坦瓜達爾港（Gwadar Port）的營運權 
 

相關概念  /  名詞 

 不可再生能源（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下載區→概念與議題→新高中通識） 

 能源科技（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下載區→概念與議題→新高中通識） 

 天然資源的消耗（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下載區→概念與議題→新高中通識） 

 改革開放（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下載區→概念與議題→新高中通識） 

 國際合作（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下載區→概念與議題→新高中通識） 

 能源外交（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07/ED1109070026.htm） 

 

建議探究重點 

 瓜達爾港的地理位置如何？中國取得該港口的營運權，對於中國的能源運輸帶來

甚麼影響？印度以至美國等國家又為甚麼會因為中國取得營運權而感到不安？ 

 從中國取得瓜達爾港營運權例子，以及中國現時能源使用情況，能源外交對於中

國的重要性何在？ 

 中國可以朝哪些方向及對象進一步拓展能源外交，以期取得更大成效？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78 頁） 

 以中國的能源儲備及使用情況為例，令學生掌握中國推動能源外交的背景，並進

而探究能源外交在多大程度上有助紓緩中國能源不足的情況。 

 

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  短片 

 〈瓜達爾港讓中巴兩國雙贏〉（內附瓜達爾港位置圖及中國石油運輸路線圖）
（http://bbs.tiexue.net/post_6581245_1.html） 

 〈視頻：巴基斯坦將瓜達爾港運營權移交中國企業〉（普通話對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RICOA9fXr8） 

 王鼎立〈中國的歐亞能源戰略〉（信報，2013 年 7 月 6 日） 

 〈連接新疆喀什至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口 中將修建連接巴公路與鐵路（新加坡聯合早

報，2013 年 6 月 8 日） 

 〈中企正式接手瓜達爾港 專家：中國不會將其轉為軍港〉（大公報，2013 年 2 月 19 日） 

 〈印媒：瓜達爾對北京是福是禍〉（環球時報，2013 年 2 月 5 日） 

 〈避駐軍掣肘華四線保能源供應〉（明報，2013 年 2 月 2 日） 

 〈巴戰略港交華 邀建海軍基地 外交部：只要有利兩國中方積極支持〉（文匯報，2013

年 2 月 2 日）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中國能源問題（LO_2008_0038c） 

 石油與國際政治（LO_2009_0359c） 

 



校內評估題目（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內地能源的發展（CD21） 

 中國的低碳能源（CE45） 

 

教材套（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中國能源科技的發展與影響 

 

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張希良教授〈從經濟、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外交等角度看國家的能源開發及能源

貿易〉（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培訓課程資料重溫現代中國） 

 袁彌昌博士〈新「大博弈」：中亞的油氣管戰爭〉（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培訓課程資料

重溫→全球化） 

 羅惠儀博士〈中國的能源結構與可持續發展〉（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培訓課程資料重溫

→能源科技與環境） 

 
與本課題接近或可供互相比較的探究例子 

 中國與週邊國家合作開發運輸能源管道，縮短運輸能源的距離及保障運輸安全；

此外，也積極於能源蘊藏量豐富的國家尋找投資機會，以開拓能源來源。 
 建成中緬天然油氣田管道，全長 2520 公里，每年將有 120 億立方米天然氣

從緬甸輸往中國西南地區。（〈中緬天然氣管道全線貫通投產 每年輸送 120 億立方米〉，文匯

報，2013 年 10 月 21 日）（〈中緬天然氣管道全線投產 中國能源進口版圖輪廓初勾勒〉，北京商報，2013
年 10 月 21 日） 

 中國企業投資開發位於巴西的全球最大海上油田。（〈華企開發全球最大海上油田 位

於巴西與本土法荷巨擘攜手〉，明報，2013 年 10 月 23 日）（〈華油企「走出去」：變「收購」為「鑽探」〉，

大公報，2013 年 10 月 23 日） 
 除了中國外，其他國家亦積極開展能源外交，以保證能源安全（例如印度、日本），

又或是利用豐寫能源蘊藏以擴展國家的外交影響力（例如俄國），詳情可參考以

下評論文章： 

 汪巍〈印度能源外交呈現六大特點〉，中國經濟時報，2013 年 3 月 11 日。 
 林奔〈安倍結束中東行 能源經貿政治一箭三雕〉，第一財經日報，2013 年 8

月 30 日。 
 丁興安〈俄羅斯的「三環」能源外交〉，

http://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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