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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能源合作的
新进展及存在的制约因素

徐洪峰　 王海燕

【内容提要】 　 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 乌克兰危机后美

欧对俄能源制裁、 国际油价暴跌、 国际原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以及中国经济 “新常态” 下油气进口需求持续强劲等新的国际国内背景

下ꎬ 中俄能源合作在原油增供、 东线天然气合作、 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

项目和下游炼化领域均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ꎮ 中俄能源合作既存在始终

“不变” 的战略和影响因素ꎬ 同时也出现了新的 “变化”ꎮ 中俄能源合作

面临价格分歧、 互信程度不高、 政策沟通和相互认知有限、 基础设施有待

完善等诸多制约因素ꎮ 未来深化中俄能源合作ꎬ 俄政府和能源企业须降低

对中国能源市场和企业价格承受力的过高期望ꎬ 通过风险共担和利润共享

实现利益捆绑ꎬ 扩展两国能源装备领域合作ꎬ 加强两国能源主管部门的协

调与沟通ꎬ 加强能源研究机构对彼此能源行业和政策的研究ꎮ
【关 键 词】 　 中俄关系　 能源合作　 新进展　 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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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对华施压的可能性及我国对策研

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 “一带一路” 战略下中国—中亚地区能

源合作机制研究———新地区主义视角的探索» (项目号: １５ＹＪＣＧＪＷ００３)ꎻ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低碳经济时代中美发展清洁能源的合作与冲突及中

国对策研究» (项目号: １１ＣＧＪ０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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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ꎻ 王海燕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际部高级经济师ꎮ

能源合作是中俄全方位战略协作的重点方向和领域ꎬ 在两国政府的推

动和企业的努力下ꎬ 迄今已取得诸多重要成果ꎬ 合作领域涵盖油气、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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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 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ꎮ 中俄两国政府将能源合作作为双边合作

的重要议程之一ꎬ 并在政府间总理会晤委员会框架内能源合作委员会 (能
源部长级) 的基础上ꎬ 根据两国元首倡议ꎬ 于 ２００８ 年将该机制级别提升至

副总理级ꎬ 并将机制名称改为中俄能源代表对话机制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ꎬ 中俄

能源谈判代表第一次会晤启动ꎬ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再次更名为中俄能源合作委员

会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双方代表共会晤 １２
次①ꎬ 通常一年举行两次会晤ꎮ 在此机制的协调推动下ꎬ 中俄能源领域合作

得以不断扩大和深化ꎮ 除官方重视外ꎬ 两国媒体和民众也给予高度关注ꎬ 无

论能源合作取得成果抑或出现较大波折ꎬ 两国媒体均会大量报道ꎬ 甚至出现

不符合实际的 “捕风捉影” 新闻ꎬ 这也反映中俄能源合作受关注的程度ꎮ

一　 中俄能源合作新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推动力

(一) 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关系不断加强

普京执政期间ꎬ 一方面ꎬ 俄罗斯受到北约东扩、 乌克兰危机、 叙利亚

危机等因素影响ꎬ 俄美关系 “重启” 乏力乃至不断恶化ꎻ 另一方面ꎬ 面对

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ꎬ 奥巴马政府提出 “重返亚太” 战略ꎬ
加大对中国的防范和制约ꎮ 俄美关系紧张和美国对华制约的增强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ꎬ 成为两国能源合作取得重

大突破的重要背景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期间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

经济带” 的设想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 分为南、 北、 中三线ꎬ 其中北线和中

线均过境俄罗斯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俄、 白、 哈签署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 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ꎮ 根据该条约ꎬ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在欧亚

经济联盟内部将实现商品、 服务、 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ꎬ 终极目标是建

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联盟②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期间提出

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对接③ꎬ 中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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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欧亚大陆腹地的 “西进战略” 与俄罗斯面向东方的 “亚太战略” 的交汇

有望为中俄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带来更多的互利合作可能和空间ꎮ
(二) 乌克兰危机后美欧对俄实施能源制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 乌克兰危机爆发ꎮ 之后ꎬ 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对俄罗

斯实施了全方位经济制裁ꎬ 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是其中重要举措之一ꎮ
首先ꎬ 美国对诺瓦泰克公司大股东季姆琴科、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总裁科瓦尔丘克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等俄能源企业高管实施了签证

禁令和资产冻结等制裁措施①ꎮ 其次ꎬ 对俄罗斯石油公司、 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 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 诺瓦泰克公司等能源企业以及为其

提供融资服务的相关银行ꎬ 包括俄罗斯外经银行、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俄罗斯储蓄银行、 俄罗斯外贸银行、 俄罗斯农业银行等实施融资限制②ꎮ
此外ꎬ 美欧对与俄罗斯深海、 北极大陆架、 页岩油勘探开发相关的技术和

设备实施了出口禁令③ꎮ
以上制裁措施使俄罗斯与美欧油气企业的部分重大合作项目暂停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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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ꎬ 俄罗斯对美欧先进油气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受阻ꎬ 造成俄罗斯能源企

业资金紧张、 融资难度加大ꎬ 削弱了俄罗斯油气行业的长期产出能力ꎬ 导

致俄罗斯财政收入和出口收入大幅减少ꎮ 美欧制裁推动俄罗斯政府加大了

与中国的能源合作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签署的中俄东线天然气购销合同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签署的中俄西线天然气供气框架协议均离不开乌克兰危机的重要背

景ꎮ 此外ꎬ 美欧制裁还为中俄两国扩大油气工程技术服务和设备供应合作、
油气上下游一体化合作、 油气融资金融合作提供了机会ꎮ

(三) 国际原油价格暴跌、 国际原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今ꎬ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经历了断崖式暴跌ꎮ 纽约商品交

易所 ＷＴＩ 原油期货价格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的最高价每桶 １０７ 美元暴跌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１ 日的最低价每桶 ２６ 美元ꎬ 最大跌幅达 ７６％左右ꎮ 国际原油

市场其他主要期货品种ꎬ 如北海布伦特原油、 迪拜原油、 米纳斯原油等均

经历了与 ＷＴＩ 原油类似的价格暴跌和深度调整过程ꎮ
此轮国际原油价格深度调整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国际原油供需失衡ꎮ 为

了与致密油生产商以及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出口国家争夺市场份额ꎬ 沙

特阿拉伯、 伊拉克等主要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持续增加产量ꎬ 使国际原

油供过于求的失衡局面进一步加剧ꎬ 导致国际油价持续下跌ꎬ 进入恶性循

环ꎮ 此外ꎬ 近些年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降低化石燃料比重、 增加清洁

能源份额的努力和政策不断推进ꎬ 使以石油为主力的化石燃料需求增长进

一步下降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国际原油供需失衡ꎮ
面对国际油价暴跌ꎬ 俄罗斯没有能力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调立场ꎬ 通

过降低产量遏制价格下跌ꎮ 为了保持本国在国际原油市场的出口份额ꎬ 俄

罗斯只有维持甚至提高产量ꎮ 在此背景下ꎬ 俄罗斯向石油需求相对强劲的

亚太地区ꎬ 尤其向中国增加原油出口的意愿大大增强ꎮ
国际原油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根本转变以及国际原油价格从高位

到相对低位的深度调整ꎬ 使中俄双方在能源谈判桌上的地位发生转变: 当

国际原油市场上有价格更低、 数量更多的原油进口选择时ꎬ 中国在中俄能

源合作中就掌握了更多的谈判筹码ꎬ 具备了更强的议价能力ꎬ 为消除长期

困扰中俄能源合作的价格谈判障碍提供了有利机会ꎮ
(四) 中国经济 “新常态” 背景下油气进口需求持续强劲

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ꎬ 进入 “新常态”ꎬ 但是ꎬ 由于可观的经济

总量和特殊阶段的能源消费结构ꎬ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

国、 俄罗斯第三大原油出口伙伴国ꎮ 在俄罗斯急于寻求原油出口多元化、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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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国原油寻找需求稳定而强劲的市场时ꎬ 中国无疑成为较优选择ꎮ
中俄能源合作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ꎬ 双方在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１０ 周年的联合声明中指出ꎬ “在能源领域ꎬ 全面推进石油、 天然气、
核能、 煤炭、 电力、 新能源等合作ꎬ 在互利基础上构建战略性、 长期性能

源伙伴关系”ꎮ 推进能源合作是中俄双方的战略选择ꎬ 能源合作的加强不但

会增强两国的能源进出口安全ꎬ 带动并促进两国的金融合作、 装备制造和

技术研发合作ꎬ 更重要的是ꎬ 将为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更多

的实质性内容ꎮ

二　 中俄能源合作取得新进展

在上述因素推动下ꎬ 中俄能源合作在上、 中、 下游领域全面取得重大

进展和突破ꎮ
(一) 每年 １ ５００ 万吨原油增供

２００９ 年ꎬ 在中俄能源谈判代表会晤的推动下ꎬ 能源合作取得重大进展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ꎬ 中俄双方企业签署了一揽子原油管道建设和运营合同、
长期原油贸易协议以及 ２５０ 亿美元融资贷款合同ꎬ 即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在未来 ２０ 年内俄罗斯每年通过建成的中俄原油管道向中国供应 １ ５００ 万吨

原油ꎮ 这是中俄能源合作史上的里程碑事件ꎮ
在中俄原油管道建成和成功运营两年多后ꎬ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又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了 «预付款条件下原油增供合同»ꎮ
根据合同ꎬ 俄方将在现有中俄原油管道每年 １ ５００ 万吨输油量的基础上逐年

向中国增供原油ꎬ 到 ２０１８ 年达到每年 ３ ０００ 万吨 (即每年再增加 １ ５００ 万

吨)ꎬ 增供合同期为 ２５ 年 (可延长 ５ 年)ꎻ 同时ꎬ 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 ꎬ 通过中

哈原油管道向中国每年增供原油 ７００ 万吨ꎬ 合同期为 ５ 年 (可延长 ５ 年)ꎮ
为实现俄罗斯向中国增供原油ꎬ 需要建设中俄原油管道复线ꎬ 复线中

国境内段建设的相关工作已经启动ꎬ 目前工程初步设计已获批复ꎮ 该复线

线路与已建漠河—大庆管道并行铺设ꎬ 途经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ꎬ 全

长 ９４１ ８ 公里ꎬ 计划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建成①ꎮ 通过管道每年增供 １ ５００ 万吨原

油ꎬ 意味着中国在东北方向每年可以长期稳定地获得３ ０００万吨俄罗斯原

—２９—

①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取得发改委核准批复 预计 ６ 月开工»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６ －０５ －１２ / ｄｏｃ － ｉｆｘｓｅｐｈｎ２２６３５３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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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ꎬ 占 ２０１５ 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总量 (３ ３５５ 亿吨) 的 ８ ９％ ①ꎬ 为 ２０１５
年全年俄罗斯石油出口总量 (２ ３８ 亿吨) 的 １２ ６％ ꎮ 对俄罗斯而言ꎬ 管道

出口有助于俄罗斯为本国远东地区的石油资源落实稳定可靠的市场ꎮ 从

２０１５ 年原油进口数量看ꎬ 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原油进口第二大来源国ꎬ 仅

次于沙特阿拉伯ꎮ

表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自部分国家进口原油状况 (单位: 万吨)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年占各国
石油出口比重 (％ )

沙特阿
拉伯

５７３ ００ ２ ２１７ ９０ ４ ４６３ ００ ５ ３８９ ９０ ４ ９６６ ２０ ５ ０５４ ２０ １５ １

伊拉克 ３１８ ３０ １１７ ００ １ １２３ ８３ ２ ３５１ ４０ ２ ８５８ ００ ３ ２１１ ４０ ９ ６
伊朗 ７００ ００ １ ４２７ ３０ ２ １３１ ９０ ２ １４４ １０ ２ ７４６ ３０ ２ ６６１ ６０ ７ ９

安哥拉 ８６３ ７０ １ ７４６ ３０ ３ ９３８ ２０ ４ ００１ ３０ ４ ０６５ ００ ３ ８７０ ８０ １１ ５
俄罗斯 １４７ ７０ １ ２７７ ６０ １ ５２４ ５０ ２ ４４４ ６０ ３ ３１０ ８０ ４ ２４３ ２０ １２ ６
哈萨克
斯坦

７２ ４２ １２９ ００ １ ００５ ４０ １ １９８ １０ ５６８ ６０ ４９９ １０ １ ５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整理而成ꎮ

(二) 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

中俄天然气合作启动较早ꎬ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ꎬ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俄期

间ꎬ 双方企业签署了对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金气田到中国的输气管

道进行经济技术论证的合作协议ꎮ 此后ꎬ 两国政府和企业签署了一系列关于

天然气合作的文件ꎬ 但是ꎬ 由于俄罗斯国内能源政策的频繁调整和中国利用

天然气政策不够明晰等原因ꎬ 双方未能签署供气合同和管道建设协议ꎮ
历经多年商务谈判后ꎬ 最终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上海 “亚信” 会议期间ꎬ 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

气购销合同ꎬ 自此ꎬ 中俄能源合作迈上新台阶ꎮ 根据合同规定ꎬ 自 ２０１８ 年

起ꎬ 俄罗斯将通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气ꎬ 输气量逐年增加ꎬ 最

终达到每年 ３８０ 亿立方米ꎬ 累计供气 ３０ 年ꎮ
中俄双方在天然气领域的谈判跌宕起伏ꎬ 核心难点是在天然气价格问

题上难以达成一致ꎬ 双方均错失过一些有利时机ꎮ 最终能够签署供气合同

是源于中俄双方处境的改变以及双方均有达成协议的共同愿望ꎮ
中国方面ꎬ 由于天然气需求不断加大ꎬ 在能源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清

—３９—
① 田春荣: «２０１５ 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ꎬ «国际石油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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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和低碳减排背景下需要加大天然气的引进力度ꎮ ２０００ 年至今ꎬ 中国

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长 １３ ９％ ꎬ 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升至

６ ３％ ꎬ ２０１４ 年天然气消费总量达 １ ８３０ 亿立方米ꎬ 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后

全球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①ꎮ 在价格有竞争力的情况下ꎬ 从东北方向引进

俄罗斯天然气可满足中国东北、 华北和华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天然气需求ꎮ
俄罗斯方面ꎬ 扩大对亚太地区能源出口是推进能源出口多元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 在欧洲推行能源进口多元化、 降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以及欧美对俄

能源制裁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开拓亚太市场ꎬ 尤其是中国天然气市场的愿望更加

迫切ꎮ
在双方意愿契合、 价格谈判互有让步的情况下ꎬ 中俄东线天然气购销

合同得以顺利签署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俄罗斯启动 “西伯利亚力量” 管道 (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境内段) 建设和恰扬金油气田开发ꎻ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底中

方启动自中俄边境交气点黑河市经东北到华北、 华东地区的天然气管道建

设ꎬ 预计将于 ２０１８ 年年底建成ꎮ 可以说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签署的中俄东线天然

气购销合同是影响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天然气市场的重要成果ꎬ 也是加深

中俄政治关系、 夯实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石的重要地缘政治经济

事件ꎮ

　 　 图 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和增长率 (单位: 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ꎮ

(三) 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签署了

关于收购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２０％ 股份的协议 (法国道达尔公司拥有

—４９—

① 钱兴坤、 姜学峰主编: «２０１４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ꎬ 石油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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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股份)ꎬ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双方完成股权交割ꎮ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位于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南坦别伊

气田ꎬ 投资规模超过 ２７０ 亿美元ꎬ 计划兴建三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ꎬ 每条

生产线年产能为 ５５０ 万吨ꎬ 是集气田开发、 液化天然气贸易、 项目融资和

工程建设为一体的上下游一体化合作项目ꎮ 成为项目股东后ꎬ 中国石油企

业将有机会参与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中国丝路基金完成对诺瓦泰克公司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

目 ９ ９％的股份收购ꎬ 成为该项目第四大股东ꎮ 自此ꎬ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

目的股权结构为: 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持有 ５０ １％的股份ꎬ 继续占据绝对

控股地位ꎻ “中石油” 和道达尔各持有 ２０％ ꎻ 丝路基金持有 ９ ９％ ꎬ 中国公

司持股比例接近 １ / ３ꎮ 此外ꎬ 中国的金融机构还将为项目建设提供一定数额

的融资支持ꎮ
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田地处北极极寒地带ꎬ 气田开发和液化天然

气工厂建设施工难度大ꎮ 为减少建设成本并节省时间ꎬ 项目的多数地面工

程采用模块化生产工艺ꎬ 即在项目以外地区生产各种模块ꎬ 然后将模块整

体运输至项目现场进行安装ꎮ
在设备制造方面ꎬ 中国石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

和江苏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公司等公司参与了该项目模块的建造工作ꎻ 中

国广州广船国际参与了该项目甲板运输船的建造ꎻ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中国宏华

钻机设备制造公司生产的国产第一台极光号极地钻机在亚马尔安装完成ꎬ
该钻机能够在零下 ５５ 度低温和 １２ 级以上强风的环境下工作ꎮ 可以说ꎬ 中

国资本和中国制造将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顺利按期建成提供有力

保障ꎮ
(四) 下游炼化领域合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所属化工销售 (香港) 公司与俄

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加工及石化产品公司西布尔集团签署了关于收购后者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市丁腈橡胶厂 ２５％ ＋ １ 股的协议ꎮ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丁

腈橡胶厂产能为每年 ４ ２５ 万吨ꎬ 是俄罗斯最大的合成橡胶企业ꎬ 市场份额

高达 ７８％ 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中石化” 再次与西布尔集团签订战略投资协议ꎬ 根据

协议约定ꎬ “中石化” 将购买西布尔集团股份ꎬ 成为其战略投资者ꎮ 协议的

签署将 “进一步深化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是 “落实中国 ‘一带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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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发展战略的积极尝试”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该笔股份收购顺利完

成第一笔 １０％股份转让的交割②ꎬ 第二笔 １０％的股份收购将在之后 ３ 年内

完成ꎬ 即 “中石化” 最终将获得西布尔集团 ２０％的股份ꎮ 此外ꎬ “中石化”
还宣布将与西布尔集团探讨扩大合作的可能性ꎬ 将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阿

穆尔天然气化工厂建设项目ꎮ
除 “中石化” 在俄罗斯下游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果外ꎬ 俄罗斯石油公司

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中国合资的东方石化天津炼厂项目也在推进

实施中ꎬ 双方商定将在天津建设每年 １ ６００ 万吨的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ꎮ 中

俄下游合作取得的进展表明双方在油气领域的合作已涉及上、 中、 下游各

个业务链ꎬ 利益关系更加紧密ꎮ
回顾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中俄能源合作取得的新进展ꎬ 可以观察到两国能源合

作中存在一些 “变” 与 “不变” 现象ꎮ
“不变” 现象包括: 一是中俄两国为保障各自能源安全而实施的能源进

口、 出口多元化战略没有改变ꎮ 俄罗斯加强与亚太地区ꎬ 包括与中国的能

源合作ꎬ 并不完全是因为乌克兰事件后美欧对其实施制裁ꎮ 二是中俄能源

合作中的政治推动力没有改变ꎮ 中俄是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重

要地位的大国ꎬ 双方致力于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能源合作得到两

国元首和政府的高度重视ꎬ 中俄两国企业达成的能源合作多数是两国高层

领导人积极推动而确定的合作方向和项目ꎮ 三是中俄能源合作的互补性没

有改变ꎮ 在双边合作中ꎬ 中俄各有优势ꎬ 俄罗斯倚重的是中国的资金和能

源消费市场ꎬ 俄罗斯对于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多的是其资源的丰富性ꎮ
除了 “不变” 之外ꎬ 在新形势下ꎬ 中俄能源合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

化: 一是能源合作的层次在提高ꎮ 通常两个国家的能源合作涉及国际贸易、
双边投资、 信息技术交流、 人才流动等几个方面ꎬ 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合

作中相对简单的合作方式ꎮ 近些年ꎬ 中俄签署的原油增供协议和东线天然

气购销合同均是金额高达几千亿美元的长期合同ꎬ 对带动两国的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ꎮ 同时ꎬ 随着互信的增强ꎬ 中俄能源企业在对方境内的相互投资

在增加ꎬ 如 “中石油” 和丝路基金参股亚马尔项目、 “中石化” 参股西布

—６９—

①

②

陈其珏: «中石化集团将成为西布尔战略投资者»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ｓｎｓ＿ ｂｗｋｘ / ２０１５０９ / ３５５３８２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 日ꎮ

«中国石化参股俄罗斯西布尔 １０％ 股权顺利交割»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５１２１７ / １４１２８４８５＿ 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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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集团、 俄罗斯石油公司参股中国化工集团等①ꎮ 但同时ꎬ 中俄双方在技

术交流、 人才流动方面的合作亟待加强ꎮ 二是合作主体更加多元化ꎮ 在之

前较长时期内ꎬ 中俄能源合作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ꎬ 随着中俄两国市场经

济的发展以及俄罗斯对外合作的灵活性增强ꎬ 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俄罗斯的

私有制企业也积极参与到中俄能源合作当中ꎬ 如中国的科瑞集团、 杰瑞集

团、 天狼星集团ꎬ 俄罗斯的诺瓦泰克公司、 卢克石油公司等已经成为两国

能源合作中的重要力量ꎮ 三是合作领域不断拓宽ꎮ 长期以来ꎬ 石油工业是

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支柱ꎬ 石油产业涵盖油气勘探与开发、 炼油与化工、 工

程建设、 工程技术、 装备制造等多个产业链ꎬ 俄罗斯的油气开采 (包括物

探、 钻井、 录井、 测井、 固井等)、 地面工程建设和油气设备采购方面的市

场非常广阔ꎮ 由于美欧制裁导致俄罗斯能源行业资金、 先进技术和先进装

备来源受限ꎬ 俄罗斯开始推行进口替代计划ꎬ 这为中国的工程建设、 工程

技术服务队伍和装备制造企业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了良好机遇ꎮ

三　 中俄能源合作深化的制约因素

自 １９９６ 年开始合作至今近 ２０ 多年的时间里ꎬ 中俄能源合作一波三折ꎬ
一些重要项目的谈判ꎬ 如中俄原油管道和中俄东线供气项目自启动到签署

协议直至最终建成投产延续十几年ꎮ 制约中俄能源合作的因素很多ꎬ 诸如ꎬ
俄罗斯国内对于中俄能源合作的不同意见ꎬ 来自其他国家 (日本、 韩国、
印度等) 的竞争ꎬ 俄罗斯内部利益集团分歧ꎬ 俄国内能源政策的调整等ꎮ
根据笔者分析ꎬ 中俄能源合作中还存在以下一些制约性因素ꎮ

(一) 价格分歧

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召开的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一次会晤上ꎬ 时任中方主

席、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提出中俄能源合作要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全面长

期合作的原则ꎬ 包括油气、 核能、 电力等方面和金融领域ꎻ 二是市场原则ꎬ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推进合作ꎻ 三是互利共赢原则ꎬ 充分照顾彼此关切ꎮ

中俄能源合作项目ꎬ 无论是原油、 天然气还是电力、 核能ꎬ 无论是能

—７９—

①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根据备

忘录ꎬ 俄罗斯石油公司将认购中国化工集团油气公司 ３０％ 的股权ꎻ 双方还签署了每年

２０ 万吨原油贸易合同ꎮ «中化集团将从俄进口 ２０ 万吨俄油»ꎬ ｈｔｔｐ: / / ｃｃｃｍ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１５０６ / ２０１５ ０６０１０２３１６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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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贸易还是上游开发、 下游销售ꎬ 价格因素是项目谈判中的核心商务内容ꎮ
尽管两国政府和企业都有开展合作的意愿ꎬ 但市场原则是双方谈判的重要

基准ꎬ 经济利益是双方合作的首要考量ꎮ 对于市场原则ꎬ 中俄双方存在不

同的理解和判断ꎬ 并且ꎬ 除了原油有相对统一的国际市场价格外ꎬ 其他一

些能源商品ꎬ 如天然气只有区域价格ꎬ 或者完全需要供需双方谈判确定ꎮ
作为买方而言ꎬ 中国企业考虑更多的是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能力ꎬ 而

作为卖方的俄罗斯企业考虑的则是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ꎬ 或向不

同方向、 不同市场销售产品的 “净回值”ꎬ 这些都是市场原则ꎬ 都是合理诉

求ꎮ 中俄能源领域的诸多合作项目因为价格问题导致谈判困难重重ꎬ 或久

拖不决ꎬ 或被放弃ꎮ
历经十几年谈判ꎬ 在价格分歧最终解决后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 “中石

油” 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了关于沿东线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

合同ꎬ 年均供气量 ３８０ 亿立方米ꎬ 这是截至目前中俄能源领域合作金额最

大的一笔合同ꎬ 是中俄双方顺利解决价格分歧的成功案例ꎮ
近些年ꎬ 中国能源企业有意扩大在俄罗斯上游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规

模ꎬ 如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中石油” 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了扩大俄罗斯东

西伯利亚上游项目的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俄罗斯石油公司对外公布的声明称ꎬ
双方企业有意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俄罗斯石油公司持股 ５１％ ꎬ “中石油”
持股 ４９％ ) 联合开发中鲍油田 (Ｓｒｅｄｎｅ － ｂｏｔｕｏｂｉｎｓｋ)①ꎬ 但最终双方未就资

产收购价格达成一致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俄罗斯石油公司以 ７ ５ 亿美元价格将

上述油田 ２０％的股份转让给英国 ＢＰ 公司②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俄罗斯石油公司

又将该油田 ２９ ９％ 的股权出售给印度石油公司财团③ꎮ 尽管有媒体援引俄

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的话称ꎬ 俄罗斯愿意让中国投资者购买俄罗斯战

略油气田超过 ５０％的股份ꎬ 即突破现有俄罗斯法律对外资进入战略资产的

比例限制ꎬ 但是ꎬ 在具体企业之间的商务谈判中ꎬ 中俄双方都追求经济利

益最大化ꎬ 结果是双方合作意向较多ꎬ 签署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备忘录、

—８９—

①

②

③

« “中石油” 与俄原油生产商 Ｒｏｓｎｅｆｔ 签署备忘录联合开发东西伯利亚石油资

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ｗｅｎｇａｏ ｎｅｔ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ｘｉｎｗｅｎｇａｏ / ８９２３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ꎮ
«俄油向 “ＢＰ” 出售其麾下石油子公司 ２０％股份»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５ｅ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９２５８２０ － 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ꎮ
«俄媒: 与中国公司谈判失败ꎬ “俄石油” 将目光转向印度»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

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６０３１８ / ４７９３２４３６＿ 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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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较多ꎬ 但最终签署合同、 付诸实施的项目相对较少①ꎮ
(二) 双方互信程度不高

在双边政治关系方面ꎬ 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ꎬ 高层交往密

集、 务实合作不断提升、 在国际事务方面配合紧密、 人文交流蓬勃发展ꎬ
这是中俄两国多数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共识ꎬ 至少目前两国之间没有深层次

或者悬而未决的重大矛盾ꎮ
但是ꎬ 由于诸多原因ꎬ 中俄民众之间、 具体从事中俄能源合作的人员

之间ꎬ 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人ꎬ 互信程度不高ꎮ 双方均有较强的

猜疑和戒备心理ꎬ 这增加了商务谈判和项目执行的难度ꎮ 中方对部分俄方

人员的印象是缺乏契约精神、 “多变”ꎬ 而俄方则认为中方人员 “是强硬的

谈判对手”②ꎮ 互信的缺失导致双方不能开诚布公、 直接地提出自身的关切

和底线ꎬ 担心对方 “挖陷阱” 或 “占便宜”ꎬ 这种主观上的心理印象和情

绪客观上影响了中俄能源合作的进程ꎮ
此外ꎬ 中俄两国的很多媒体甚至在两国能源合作价格达成一致、 签署合同

后ꎬ 还会质疑合同价格的合理性ꎬ 质疑声不绝于耳ꎬ 反映两国民众的互信程度

不高ꎮ 例如ꎬ 随着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的下跌ꎬ 俄罗斯有媒体③对中俄

企业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签署的东线天然气合同价格提出质疑ꎬ 认为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在未来无法收回气田开发和管道建设的成本ꎬ 会遭受亏损ꎻ 而中国

则有不少民众对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中俄企业间签署的长期原油贸易合同价格提出质

疑ꎬ 认为中方支付的固定价格和购买俄罗斯原油的价格并未随着国际油价的下

跌而下降ꎮ 对此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出面进行澄清ꎬ 表

示中俄原油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ꎬ 根据中国与俄罗斯签署的相关合作协

议ꎬ 中俄原油贸易价格公式与国际油价挂钩ꎬ 同时随着国际油价走势浮动④ꎮ
客观讲ꎬ 中俄两国对能源合作互有需求ꎬ 能源合作应该体现互利共赢的原

—９９—

①

②

③

④

案例之一ꎬ “中石化” 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预付款出口原

油备忘录ꎬ 双方约定从 ２０１４ 年起ꎬ 俄罗斯石油公司每年向 “中石化” 供应原油 １ ０００
万吨ꎬ 期限为 １０ 年ꎬ 但最终并未签署合同付诸实施ꎮ

Нужны ли Газпрому китайские аванс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２４ / ｖｏｚｄｕｓｈｎｙｅ － ｐｅｒｅｇｏｖｏｒｙ

Е Бурмистрова Контракт с КНР по восточному маршруту при цене на нефть в
５０ долл США / барр не является убыточным ｈｔｔｐ: / / ｎｅｆｔｅｇａｚ ｒｕ / ｆｏｒｕｍ / ｓｈｏｗｔｈｒｅａｄ ｐｈｐ?
ｔｉｄ ＝ ３４９４６

«外交部: 中俄原油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ꎬ ｈｔｔｐ: / / ｌｉｖｅ 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ｃｎ
ｃｏｍ / ｌｉｖｅ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２５６６７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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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ꎬ 只有树立这种意识ꎬ 中俄能源领域的项目合作才会不断取得进展ꎮ 此

外ꎬ 中俄双方应该降低能源合作的政治色彩ꎬ 降低从政府到民众对能源合

作的政治期望ꎮ
(三) 双方政策沟通、 相互了解有待加强

中国古语云: “知己知彼ꎬ 百战不殆”ꎬ 合作中需要知晓对方的政策、
照顾彼此关切才能促成合作ꎮ 具体到能源领域ꎬ 中俄双方政府和企业应该

加强沟通ꎬ 了解对方的能源发展规划、 能源发展政策、 法律法规、 税收、
市场发展现状和趋势等方面内容ꎮ

目前ꎬ 中俄两国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对对方能源发展规划、 产业政策了

解不够ꎻ 企业对对方社会经济发展、 投资环境和市场现状调研不够ꎮ 这些

信息的缺乏将影响能源投资决策和对能源合作时机的把握ꎮ 以原油为例ꎬ
部分俄罗斯专家对中国市场的消费增长、 俄罗斯对华出口原油的潜力存在

疑问ꎬ 这就是因为了解不够ꎮ 笔者认为ꎬ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进入

“新常态”ꎬ 但是 ２０２０ 年前中国仍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ꎬ 要

实现 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比 ２０１０ 年翻一番的目标ꎬ 预计中国 ＧＤＰ 将以每年

６ ５％ ~７％的速度持续增长ꎬ 经济增长依然会带动对石油的需求增加ꎮ 此

外ꎬ ２０２０ 年前ꎬ 中国将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ꎬ 汽车工业和石化工

业将加快发展ꎬ 产业发展将提高对石油的需求ꎮ 鉴于以上背景ꎬ 未来中俄

原油贸易仍然存在较大的潜力空间ꎮ 对于中俄双方政府而言ꎬ 正如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 １２ 次会议提出的 “要以 ‘丝绸之路经济

带’ 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为契机ꎬ 推进能源合作对接ꎬ 做好能源

合作长期规划ꎬ 实现双方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ꎬ 加强政策沟通、 谋划中俄

能源合作的中长期规划ꎮ
(四) 双方境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

俄罗斯能源资源丰富ꎬ 中国有广阔的市场ꎬ 中俄能源合作互补性强ꎬ 但

在很多情况下ꎬ 中俄双方扩大能源合作受制于各自境内基础设施的限制ꎮ 对

于俄方而言ꎬ 其境内西西伯利亚传统油气产区产量下降ꎬ 远东和东西伯利亚、
北极、 深水大陆架将成为产量接替的主要产区ꎬ 但这些地区基础设施严重缺

乏ꎬ 需要开发新的油气田、 建设新的油气处理设施和输送管道ꎮ 对于中方而

言ꎬ 中国国内能源输送网络脆弱ꎬ 如运输是制约煤炭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ꎻ
油气管道运营存在较大隐患ꎬ 很多原油管道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９０ 年代建成ꎬ 运

行期限超过 ２０ 年ꎻ 中国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亟待加强ꎬ 配电网发展水

平较低、 设备老化问题严重、 智能电网处于发展阶段ꎮ 因此ꎬ 为实施项目合

作ꎬ 中俄双方均需要配套建设新的能源基础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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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前扩大中俄能源合作的建议

国内有部分学者认为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遭受美欧经济制裁后被迫

进行 “战略东移”ꎬ 因此加强了与中国的能源合作ꎮ 这种观点有失偏颇ꎮ 尽

管在西方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后ꎬ 包括能源公司在内的很多俄罗斯企业与中

国合作的愿望加强ꎬ 但正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所言ꎬ 俄罗斯并未 “转
向东方”ꎬ 而是 “既面向西方ꎬ 又面向东方”①ꎮ 扩大与亚太地区ꎬ 包括与中

国的能源合作ꎬ 至少基于两点考量: 一是开辟除欧洲之外的新市场ꎬ 实现能源

出口多元化ꎬ 保障能源安全ꎮ 尽管从中长期看ꎬ 欧洲进口俄罗斯油气资源在其

进口总量中的份额会下降ꎬ 但绝对数量降低的可能性不大ꎻ 二是建设远东能源

生产基地和管道等基础设施ꎬ 带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ꎬ 切实推动远

东开发ꎮ 可以说ꎬ 扩大能源合作符合中俄双方的利益ꎬ 对于俄罗斯而言ꎬ 能源

是其国民经济发展支柱ꎬ 每年超过 ５０％的财政预算收入来自石油天然气行业ꎻ
对于中国而言ꎬ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不断加强ꎬ 近年

来ꎬ 中国石油进口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 ６０％ꎮ 此外ꎬ 中俄互为邻国ꎬ 输送能源

不必过境第三国ꎬ 扩大两国能源合作ꎬ 俄罗斯可以实现出口多元化、 增加出口

收入ꎻ 中国可实现进口多元化、 保障能源供应ꎬ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ꎮ 针对中

俄能源合作中存在的问题ꎬ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ꎮ
(一) 俄罗斯政府和能源企业应该深入了解和分析中国能源市场和企业

的承受能力ꎬ 降低期望值

俄罗斯远东、 东西伯利亚地区能源资源储量丰富ꎬ 这部分资源距离欧

洲市场远、 距离亚洲市场近ꎬ 并且未来亚洲市场能源需求增长潜力巨大ꎬ
因此ꎬ 将这部分油气资源出口到亚洲市场是俄罗斯最好的选择ꎮ 尽管能源

是战略性资源ꎬ 但也应该遵循普通商品交易原则ꎬ 即资源优势需要转化为

商品优势ꎮ 如果开展贸易销售商品ꎬ 卖方考虑项目的经济性和投资收益无

可厚非ꎬ 但不应追求超额利润ꎬ 或者超出买方的承受能力ꎮ
在多年的中俄天然气贸易谈判中ꎬ 价格是关键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中国天

然气市场发展迅速ꎬ 但价格承受能力较低ꎬ 市场培育需要时间ꎮ 在中俄西

线天然气谈判中ꎬ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希望在中国天然气市场培育

完成后再实施供气ꎬ 结果使来自中亚的天然气占得先机ꎮ 自 ２０１２ 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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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ꎬ 中俄转向东线天然气项目谈判ꎬ 由于东线到达中国主要天然气消费市

场———华东、 华南地区的距离近ꎬ 且该地区市场承受能力相对较强ꎬ 双方

终于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就天然气价格达成一致并签署购销合同ꎮ 与欧美、 日韩

等发达经济体相比ꎬ 无论是在能源贸易还是能源上游资产转让中ꎬ 中国能

源市场和企业的承受能力相对较低ꎬ 俄罗斯政府和能源企业应该考虑到这

一现实ꎮ 当然ꎬ 这并不意味俄方与中方开展能源合作要损害自身利益ꎬ 但

中国的比较优势是能源市场潜力巨大ꎬ 实现能源市场自由化是中国政府改

革坚持的方向ꎬ 中国国内的能源价格最终将由市场形成ꎬ 这就需要俄方在

占领市场与放弃市场、 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之间寻求平衡ꎬ 把握时机ꎮ
(二) 增强互信ꎬ 通过 “风险共担、 利润共享” 方式实现利益捆绑

中俄民众之间的互信需要通过具体合作来实现ꎮ ２００３ 年前后俄罗斯在

选择 “安大线” 还是 “安纳线” 问题上使中国民众普遍认为俄罗斯对中国

缺乏足够信任ꎮ 但此后ꎬ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成功合作增强了双方的战略互

信程度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俄罗斯确定远东石油管道走向方案 “泰纳

线” 并表示将修建通往中国的管道支线后ꎬ 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信任度增

加ꎮ 此外ꎬ 在对与俄罗斯商谈、 建设和运营中俄原油管道过程中ꎬ 中俄参

与合作的企业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ꎬ 项目推进过程中能源与金融相结合

的方式也成为中俄开展能源合作的一种创新模式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中石油” 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协议ꎬ 确定了上下游

一体化合作的原则ꎬ 即 “中石油” 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上游勘探开发ꎬ 俄罗

斯石油公司参与中国境内的下游炼厂和成品油销售市场ꎬ 资源与市场的一

体化合作是增强合作透明度的有效方式ꎮ 天然气领域是未来中俄能源合作

最具潜力的方向之一ꎬ 中俄双方可以借鉴石油上下游一体化合作的经验ꎬ
在开展西线供气项目时也可探讨尝试天然气上、 中、 下游一体化合作ꎬ “中
石油” 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上游气田开发ꎬ 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不

仅可参与中国境内的天然气销售ꎬ 还可以通过合资的方式参股中俄天然气

管道这一战略性资产ꎬ 从而实现双方优势互补、 利益捆绑ꎮ 这也是中俄双

方将合作层次从简单的贸易提升至相互投资的有效做法ꎮ
(三) 扩展中俄能源装备领域合作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美国宣布禁止本国企业向俄罗斯五家能源企业提供石油

设备和服务ꎬ 限制本国企业向俄罗斯提供深水及北极石油勘探开发以及页

岩油大型项目相关技术ꎮ 俄罗斯油气行业在技术和设备方面对外依存度较

高ꎬ 其 ８０％ ~１００％的油气开发软件、 ７０％的涡轮机和锅炉、 ５０％ ~ ６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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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 ２０％的管材、 ８０％的大陆架开发技术均依赖进口①ꎮ 为应对美欧在

能源技术和能源装备方面的制裁ꎬ 俄罗斯提出进口替代战略ꎬ 致力于发展

本国的相关技术和装备制造能力ꎬ 同时也有加强与中方合作的意愿ꎮ
与美欧企业相比ꎬ 中国企业在能源装备制造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和价

格优势ꎬ 但在与俄罗斯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是两国能源行业标准不

一致ꎬ 中国普遍适用国际标准 (如 ＡＳＭＥ)ꎬ 而俄罗斯则适用本国标准

(ＧＯＳＴ)ꎮ 为克服这一障碍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举行的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

商定ꎬ 将加强两国能源行业标准对接和互认ꎬ 在油气、 煤炭、 电力等领域

开展标准问题的研讨和交流ꎮ 此外ꎬ 针对俄政府批准在远东设立超前发展

区和自由港等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ꎬ 双方能源企业可以探讨在俄罗斯上述

地区设立装备制造合资企业和工厂的可能性ꎮ 在深水、 北极、 页岩油油气开

发方面ꎬ 中俄均不具备成熟和先进的技术ꎬ 但可以发挥各自优势ꎬ 进行联合

技术研究ꎬ 这有助于双方增进交流和了解ꎬ 增强互信ꎬ 提高合作水平ꎮ
(四) 加强能源主管部门的协调与沟通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中俄双方成立副总理级能源谈判代表对话机制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更名为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ꎬ 一方面体现了中俄两国政府对能源合作的

重视ꎬ 但另一方面ꎬ 由于中俄能源合作涉及领域广ꎬ 需要推动的事项繁杂ꎬ
每年召开一到两次能源合作委员会会议不足以充分交流合作中亟待解决和

推进的问题ꎮ
由于政府在中俄能源合作中发挥着主导和指导作用ꎬ 因此ꎬ 有必要加

强两国能源主管部门 (俄罗斯能源部和中国国家能源局) 的协调与沟通ꎬ
充分发挥能源主管部门作为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秘书处的作用ꎬ 就能源行

业政策和合作中的具体项目、 具体问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交流ꎬ 增进执行

层的互信ꎬ 为副总理之间和更高层面的领导人沟通做好铺垫和准备工作ꎮ
(五) 加强能源研究机构对彼此能源行业和政策的研究

中俄能源研究机构和学者应该成为促进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力量ꎬ 相

关研究机构需要加强对对方能源政策和行业发展的研究ꎬ 采取定期召开研

讨会、 互派访问学者或进行联合课题研究的方式ꎬ 加强交流和对话ꎬ 为两

国政府相关部门和实业界的务实合作提出有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参考建议ꎮ
(责任编辑: 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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