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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 

壳牌在尼日利亚的石油开发 

2022 年 12 月 23 日，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尼日利亚子公司（下简称“壳牌”）同意向尼

日利亚尼日尔三角洲石油泄漏区三个村庄的村民赔偿 1590 万美元，以解决石油泄漏及其引

发的社会环境问题。至此，壳牌与尼日尔三角洲农民持续 14 年之久的石油泄漏纠纷最终以

三角洲农民和环保人士的胜利而告终。 

壳牌作为尼日利亚最大的石油开发商之一，生产该国约 39%的石油，对尼日利亚，特别

是尼日尔三角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壳牌为首的石油公司一方面推动着

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又将尼日利亚拉入资源诅咒。本文将从壳牌在尼日利亚的投资

历史、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同尼日利亚社会的冲突三方面阐述壳牌在尼日利亚的石油开

发活动，并对尼日利亚石油产业的未来做出展望。 

一、壳牌在尼日利亚的投资历史与地位 

壳牌是最早发现并开发尼日利亚石油资源的企业，其在尼日利亚的石油开采活动可追

溯至殖民时期。1937 年，壳牌获准在尼日利亚进行原油勘探，成为第一家进入尼日利亚的

石油企业。1956 年，壳牌在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发现石油，并于 1958 年开始商业开采，

日产 6000 桶。随着 1960 年尼日利亚独立，壳牌更加深入地参加到尼日利亚的油田钻井、管

道铺设、炼油厂建设与港口设施开发等活动中。同时，道达尔、埃尔夫等欧洲大型石油公司

也相继进入尼日利亚。20 世纪 70 年代后，壳牌在尼日利亚的业务进一步扩大。到今天，壳

牌在尼日利亚经营着超过 1000 口钻井、87 个流量站以及尼日尔三角洲长达 6000 多公里的

输油管道，日产油能力已经超过 100 万桶。 

壳牌在尼日利亚的地位非同小可。在石油开发领域，壳牌作为最早的开发者，长期占据

垄断地位。1979 年之前，在石油储量最高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壳牌的石油产量超过地区

总产量的一半，超过了美孚、埃尔夫等 10 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产量总和。1977 年，尼日利亚

政府成立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简称 NNPC），希

望通过收购股份的形式在石油行业推行国有化。于是在 1979 年，国有化 NNPC 与壳牌组建

了合资公司“壳牌尼日利亚石油发展公司”（Shell Petroleum Development Company of Nigeria，

简称 SPDC）。其中 NNPC 占股 55%，壳牌占 30%，其余石油公司分享剩下 15%的股份。

从股份上看，壳牌相比于其他外国石油公司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从管理结构来看，虽然

SPDC 的大股东是 NNPC，但其仍属于荷兰皇家壳牌的海外子公司，且经营者仍为壳牌，并

且历任总经理都由壳牌人员担任。可见该公司仍然是由以壳牌为代表的外国资本主导。合资

公司成立后，壳牌开始开发尼日利亚的深水油田，大大提高了石油产量。1998 年，壳牌开

始进军天然气行业。自此，壳牌在尼日利亚的经营领域开始由较为单一的石油产业向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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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部门迈进。 

 

二、壳牌投资对尼日利亚社会经济的影响 

从宏观数据来看，壳牌在尼日利亚的投资为尼日利亚政府提供了大量收入。2020 年，

壳牌向尼日利亚政府支付的各项税费、分红等总计高达 32.4 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尼日利亚

政府收入的 40%。壳牌对尼日利亚政府收入的贡献一方面有利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惠及民

生，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壳牌几乎把握住了尼日利亚的经济命脉。 

其次，壳牌在社会责任方面也有所担当。壳牌在商业活动之外，还在三角洲地区修建了

一些非石油类基础设施，以提高当地社区的生活水平。1992 年到 1997 年间，壳牌共在尼日

利亚修建了 64 条道路、28 个市政项目、286 座校舍。壳牌推出了多个社区发展计划，为需

要帮助的家庭提供小额信贷，奖学金等财政援助。奖学金方面，壳牌设立了“从摇篮到职业”

（Cradle-to-Career）、中学、大学及研究生四类奖学金，鼓励尼日利亚的教育发展。其中，

大学奖学金每年平均有 16000 人申请，其中超过 4000 名尼日利亚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仅

2014 年一年，壳牌就向奖学金投资了 1480 万美元。此外，壳牌在尼日利亚的石油开发活动

缓解了该国的就业压力。壳牌在尼日利亚雇佣了 6000 名直属员工与承包商，其中 90%是尼

日利亚人，并且在各类项目中也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壳牌给尼日利亚带来的好处只是表象，石油产业的繁荣之下隐藏着

的是尼日利亚对石油资源的重度依赖，以及日益加深的环境与社会矛盾。 

首先，尼日利亚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出口收入。据约克大学教授瓦菲奥昆·伊德穆迪亚

（Uwafiokun Idemudia）计算，2012 年，油气开发与出口的收益占政府收入的 83%，同时占

外汇收入的 95%。而石油产业的独大又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构成了强烈的排他性影响，挤压了

工业与农产品加工等行业的发展空间。数十年来，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一直处于 10%以下，

工业、农业发展水平极低。 

其次，壳牌在尼日利亚创造的社会价值多依附于石油产业，反过来又加剧了尼日利亚对

石油的依赖。例如，壳牌创造和带动的就业都属于石油产业，这使得尼日利亚的就业情况与

全球油价高度相关，就业稳定性变差。此外，壳牌为村落、社区修建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多

数是为了方便开发石油而修，还有一些属于为了在村落开发石油而订立的交换条件。但根据

ARTE 电视台的纪录片报道，壳牌修建的许多道路相当敷衍，甚至不符合尼日利亚的一般道

路标准，而且事后也再不承担维修保养之责。如此名不副实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不能真正帮助

到尼日利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更糟糕的是，壳牌等公司在尼日尔三角洲开发石油的过程中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

染。壳牌在世界范围内 40%的石油泄漏事件都发生在尼日尔三角洲。在 1976 年到 1994 年

间，壳牌在三角洲的开发活动共造成了 2976 次漏油事件。大规模的石油泄漏导致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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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许多石油管道穿过的农田严重减产，周围水体中大量鱼类与水生生物死亡，严重

影响了许多三角洲居民赖以为生的传统产业渔业，进而加剧了地区贫困。同时，石油开发对

空气与水体的污染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健康水平，导致该地区的呼吸道疾病、胃肠炎与癌症

发病率高于尼日利亚其他地区。 

面对企业与民众间的矛盾，尼日利亚政府却很难发挥应有的协调治理作用。壳牌作为独

立前即存在的老牌大型企业，又是纳税大户，与政府利益高度重合，关系非常紧密。尼日利

亚独立后的政治局势并不稳定，60 年间共发生过十余次政变。但无论何种政治力量登台，

国内精英团体与石油行业的利益总是紧密相连。因此，尽管政治不稳定，尼日利亚的石油政

策鲜有改变，除个别特例之外，总能尽量保证壳牌等石油公司的生产活动有序进行。甚至，

尼日利亚政府为维持石油生产，曾派出警察保卫壳牌在三角洲地区的安全，导致当地居民无

法分辨尼日利亚政府的警察与壳牌保安，统称之为“壳牌警察”。1995 年，曾有环保人士激

烈反对壳牌，宣布“壳牌在奥戈尼（三角洲）不受欢迎”，最终却在尼日利亚的特别军事法

庭中被判处绞刑。三角洲居民在自身利益受损时往往求助无门，甚至遭到政府的压制。这加

剧了三角洲居民与壳牌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壳牌与尼日利亚社会的矛盾冲突 

鉴于壳牌等石油公司的石油开发活动与三角洲居民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政府又难以承担调和者的角色，三角洲居民开始自发反抗。其中一些反抗活动试图通过最极

端的暴力手段逼迫政府与石油公司让步；另一些则尝试运用法律手段，同时利用国际社会的

舆论压力推动石油公司做出改变。 

1. 尼日尔三角洲武装冲突 

尼日尔三角洲社会形势较为复杂，有近 5000 个村落和 50 个少数族群，族群间冲突时有

发生。自古以来，中央政府极少踏足族群事务，独立后的尼日利亚政府更是甚少派驻官僚机

构直接管理，连邮局、警察局都几乎没有在此设立。1956 年，这个地区却被发现是尼日利

亚石油储量最高的地区，并吸引了以壳牌为首的大型石油公司来此开发。但石油公司的入驻

并没有拉动当地的经济，三角洲地区反倒始终属于尼日利亚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到 21 世

纪仍然有超过 70%的民众生活在赤贫之中，日均收入不超过 1 美元。长期的贫困和存续已

久的地区内部矛盾本就容易滋生暴力，再加上壳牌等石油公司对当地居民生存环境的侵占

与污染，以及伴随石油产业发展产生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三角洲民间的暴力组织将

矛头指向石油公司。 

在众多石油公司中，壳牌首当其冲。作为最先进入三角洲地区进行石油开发，并且也是

在三角洲业务最多的公司，壳牌在三角洲地区拥有大量的石油管道和相关基础设施，造成的

泄漏事故最多，侵占居民的生活区域也最大，因而受到了最多关注。另外，为保护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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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不止聘请政府警察作为公司保镖，更通过贿赂尼日利亚政府，利用政府军镇压反对势力，

压迫三角洲人民。壳牌的种种黑色交易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

等三角洲人权活动家曝光，一时间使得壳牌成为了“尼日利亚的人民公敌”。在 1995 年，

维瓦因在三角洲的维权行为被尼日利亚政府逮捕，判处绞刑。壳牌由于直接参与了针对维瓦

的行动，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也被更加坐实了其“人民公敌”的形象。 

从 2004 年起，三角洲民间帮派与政府和石油公司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其中包括著名的激进组织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The Movemen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iger Delta）和尼日尔三角洲复仇者（Niger Delta Avengers）。武装分子绑架外国石油工人，

向石油公司勒索赎金，并且破坏石油管道，影响了石油公司的正常生产。尽管冲突愈演愈烈，

壳牌依旧与尼日利亚政府的暴力部门保持着合作关系，利用政府军警保障自己的安全。壳牌

甚至为了转移矛盾，资助不同的民间帮派使其内斗，以降低自己的安全压力。如此混乱的局

面一直持续，直到 2009 年，在政府承诺赦免之后，约 26000 名武装分子终于同意停火，武

装冲突形势才得以缓解。但这之后，尼日尔三角洲的安全局势仍令人担忧，邪教传播、海盗

活动和一些小型武装冲突仍在继续，致使三角洲约 20%的家庭受到冲突的直接影响。 

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石油泄漏的风险，使三角洲环境更加恶化，许多石油

公司也开始考虑撤资。但冲突并没有迫使壳牌离开三角洲。首先，三角洲储油量之高、壳牌

在三角洲石油开发之深，都让壳牌难以轻松离开。其次，其他企业的撤资正好给壳牌留下了

更多的扩张空间和竞争机会。最后，武装冲突的混乱虽然导致石油减产，但也给壳牌提供了

石油泄漏的借口，使其减轻了一些社会责任与国际舆论压力。因此，这些反抗并没有减轻三

角洲对石油的依赖，石油公司与民众的矛盾冲突仍在继续。 

2. 对壳牌关于石油污染问题的诉讼 

除了直接诉诸暴力手段之外，一些三角洲居民也在尝试运用法律手段争取权利。2008 年，

由于尼日利亚本国司法程序难以做出公正裁决，4 名尼日尔三角洲农民在荷兰海牙地区法院

对壳牌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对其在尼日利亚的子公司疏于监督管理，致使其放任石油泄漏，

对三角洲的三个村庄造成了严重影响，要求壳牌对此负责并进行赔偿。十余年间，原告与被

告就母公司是否对子公司具有管辖权、赔偿金金额大小、漏油事故责任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

了反复辩论，判决一改再改，三角洲农民也进行了两次上诉。壳牌一度将漏油行为完全归咎

于三角洲武装分子的破坏，意图撇清责任。但最终，荷兰法院裁决原告胜诉，认为壳牌应对

所诉漏油事件负责，有责任支付赔偿金，并应在其管道中安装石油泄漏检测设备。同时，法

院裁定壳牌须允许索赔人查看与本案关系密切的公司内部文件。最终，经过近两年的协商与

博弈，就在 2022 年底，壳牌同意向上诉社区支付赔偿金 1590 万美元。但是，壳牌依旧坚称

三个村庄的石油泄漏非壳牌之责，而是三角洲冲突中的武装分子破坏管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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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裁决意义非凡，是第一次有荷兰母公司因为其外国子公司的行为而在母国被起诉

并最终败诉，这对各大跨国公司疏于关注子公司在海外的活动是一次严肃的警告。对三角洲

居民而言，这场判决也是一场难得的、出乎意料的胜利。 

 

四、未来展望 

未来，尼日利亚若希望摆脱冲突、混乱与贫困，必须要走出石油资源的诅咒陷阱。如何

处理与壳牌等大型石油企业的关系并逐步摆脱其控制变得至关重要。 

1. 壳牌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经历了十余年的暴力冲突与国际社会在环保与社会责任方面的压力，壳牌等石油企业

也在改变其在尼日利亚的经营模式，更充分地履行其社会企业责任。2021 年，壳牌启动“推

动进步战略”（Powering Progress Strategy），称要在 2050 年实现零碳排放，帮助尼日利亚

等非洲国家改善电网，解决能源贫困问题。壳牌还启用了全新的数字化设备来监控各类污染

排放，从而尽量降低漏油和生产废物排放等给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壳牌开始着手保

护、恢复漏油区的自然植被，维护生物多样性。总之，壳牌宣称正尝试用一种更负责任、更

温和的态度与石油开发区居民交流。 

然而，无论壳牌如何优化经营模式，其石油开发模式并未做出根本性调整，因此在短期

内尼日利亚对石油的依赖也很难被改变。壳牌所宣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是否真的能令地区

发展受益，主要取决于壳牌自身的意愿和投入，尼日利亚政府对此仍然无能为力。 

2. 壳牌等国际石油企业的撤资 

自尼日尔三角洲冲突开始，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许多国际石油企业开始从尼日利亚

撤资。道达尔、ENI 等大型石油公司都宣布撤资，并将部分份额转让给尼日利亚本土石油公

司。受环保活动与社会动荡的影响，加之近年来尼日利亚不断推动石油本土化策略，壳牌也

不得不在 2021 年开始撤资。石油企业撤资直接导致尼日利亚外国直接投资（FDI）急速下

滑。2021 年，尼日利亚第二季度 FDI 由第一季度 19.1 亿美元下降至 8.75 亿美元，降幅超过

一半。媒体 FDI Intelligence 表示，尼日利亚近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萎靡不振。近期尼日利

亚不确定的经济政策与波动的汇率，或将使这一趋势延续下去。 

不过，石油资本的撤离也给尼日利亚经济带来了新的可能。根据 Big Deal Africa 统计，

在 2021 年的前 9 个月中，尼日利亚的科技初创企业吸引了 12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占所有

非洲科技初创企业流入资金的 44%。这也许会成为其摆脱外资依赖、走出能源诅咒的一大机

遇。因此，尼日利亚或可尝试吸引更多外资投入科技初创企业，这将缓解石油外资大量撤出

的影响，并将更多的外资引导至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尼日利亚经济的多样化和健康

发展。当然，为吸引此类投资，尼日利亚还需加强基础设施与制度建设建设，使贸易更加便

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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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能源动态 

尼日利亚 

欧盟在尼日利亚投资建设价值 340 万美元的太阳能电网设施 

2023 年 1 月 5 日，欧盟批准 Okra Solar 公司在尼日利亚建设价值 340 万美元的太阳能

电网设施。Okra Solar 公司的网状电网技术可使安装单位自行组建微型电网，是扩展传统电

网成本的十分之一，非常适合农村等难以接入国家电网的地区使用。当前，尼日利亚仍有约

8000 万人生活在未通电地区。预计到 2025 年底，该项目将为超过 76000 个尼日利亚家庭与

企业提供电力服务。 

——编译自 2023 年 1 月 5 日 All Africa 

 

乌干达 

乌干达与两家石油公司签署是石油勘探协议 

1 月 12 日，乌干达能源部与澳大利亚石油公司 DGR Global 和乌干达国家石油公司两家

石油公司签署石油勘探协议，勘探许可为期两年。本次签署的勘探区面积 637 平方公里，位

于乌干达与刚果（金）接壤的艾伯丁裂谷盆地。2006 年，乌干达首次在该盆地发现商业原

油储量，并表示将于 2025 年开采出第一批石油。 

——编译自 2023 年 1 月 12 日 Reuters 

 

南非 

南非国有电力公司 Eskom 总经理在能源危机中辞职 

2022 年 12 月 14 日，由于南非的能源危机日益恶化，南非国有电力公司 Eskom 总经理

德·鲁伊特尔（De Ruyter）宣布辞职。多年来，由于 Eskom 的火电设备老化过时，发电能力

跟不上用电需求，导致南非经常发生停电事故，严重影响经济运行。2022 年，受全球能源

危机的影响，加上机构管理不善，腐败问题频出，南非停电情况愈演愈烈，造成了数亿美元

的经济损失，人民生产生活受到严重扰乱。11 月，负债 233 亿美元的 Eskom 称，为稳定局

势，已用尽所有资金购买柴油。宣布辞职后，德·鲁伊特尔将留任至 2023 年 3 月，等待完成

继任者的选拔与职务交接。 

——编译自 2022 年 12 月 14 日 RFI 

 

编译：蒋欣辰 

审核：撒哈拉以南非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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