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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油气工业现状
与中哈能源合作

张乃欣　 张柏川

【内容提要】 　 油气工业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经济交往互动的先

导产业ꎬ 是打造中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

共同体的核心支点产业ꎮ 本文探讨了哈萨克斯坦油气工业面临的主要问

题ꎬ 分析了未来中哈能源合作的主要趋势ꎮ 哈萨克斯坦由于未建立合理完

善的产业梯度而形成单一的、 依靠能源和矿产资源为主的产业结构ꎬ 这种

结构看似安全、 实则并不安全ꎬ 成为影响哈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ꎮ 在中

哈能源合作中ꎬ 中方应在资金、 技术、 装备等硬实力方面和战略管理、 产

业规划等软实力方面给予哈方支持和引导ꎬ 在帮助哈建立完善的工业体

系、 摆脱 “不安全” 产业结构的同时ꎬ 实现两国合作的互利共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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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石油市场产业分工现状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２０１７ 年是中哈启动能源合作的 ２０ 周年ꎬ 两国领导人对能源合作给予高

度肯定ꎬ 并明确指出今后两国经贸合作的方向ꎮ 哈萨克斯坦已成为中国对

中亚地区的主要投资对象国ꎬ 也是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的主要

投资对象国ꎮ 据最新数据显示ꎬ 中国累计对哈投资近 ４３０ 亿美元ꎬ 涉及能

源、 采矿、 化工和机械制造等多个产业领域ꎬ 在中哈确定的合作项目中已

有多个落地实施并取得丰硕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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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之一ꎮ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ꎬ 学者们主要从地缘政治局势、 经济形势、 社会

稳定、 能源和民族宗教问题等视角ꎬ 运用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 外交战略

和国际贸易等理论对哈萨克斯坦的多个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ꎮ ２０１３ 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ꎬ 国内学者及时更新了研究视角ꎬ
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路” 战略对接等热点问题作

为新的研究方向ꎬ 形成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ꎮ 部分研究已深入能源产业

领域ꎬ 运用产业分工理论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能源产业分工协作进行

了初步研究ꎮ
师博、 王勤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 背景下能源产业链一体化模式ꎬ

认为 “促进多产业链条的联动发展ꎬ 对于推行 ‘中国制造’ 及落实 ‘走出

去’ 战略、 转移过剩产能、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意义重大”①ꎻ 郭爱君、 毛锦

凰分析了中亚地区与中国现有产业发展的现状ꎬ 构建了以能源开发、 矿产

资源开发、 机械制造等领域为基础的产业分工协作模式ꎬ 其目的在于以产

业空间分工协作带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迅速崛起②ꎻ 白永秀、 王颂吉

认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地带 “仍然存在工业分工水平较低、 资源环

境压力加大等问题ꎬ 构建工业价值链成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工业

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③ꎮ
油气工业涉及的主要生产要素如资本、 技术、 劳动力等都具有高度密

集性的特征ꎬ 同时ꎬ 其涉及的产业延伸和产业范围具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效

应ꎬ 因此是国际工业门类中最重要的门类之一ꎮ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

主要的能源出口国ꎬ 与中国近 ２０ 年的合作成果斐然ꎬ 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

有高度的契合点和利益交汇点ꎮ
哈能源工业外国投资占比较高ꎬ 其中中方投资在哈萨克斯坦外国投资

中排名前列ꎮ 据哈央行统计ꎬ ２０１６ 年哈外国投资中直接投资最多的前三个

国家分别是荷兰、 美国和瑞士ꎬ 中国名列第五位ꎮ 哈国内一直存在着关于

外国投资威胁本国经济安全的批评和怀疑ꎬ 但中国对哈投资是从资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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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管理等方面对哈经济的支持和帮助ꎬ 是在满足哈产业发展和居民对工

业制品的需求基础上的投资ꎮ 可以说ꎬ 中国对哈投资能够有力地扶持哈民

族工业的发展ꎬ 是中哈实现互利共赢的最优方案ꎮ
尽管国内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哈能源合作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状态ꎬ

但从产业安全和产业梯度的视角并结合哈萨克斯坦油气工业的运行规律进

行深入分析的成果仍较少ꎬ 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发掘ꎮ 产业安全主要围绕

国家对产业的控制力和产业的竞争力展开ꎬ 认为产业安全的标准ꎬ 即一国

经济体能够抵御和抗衡国内外对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ꎬ 保护产业协调发展ꎮ
产业梯度理论主要源于赤松要的 “雁阵模型” 理论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

理论ꎮ
这些理论系统地解释了国际产业的梯度性转移趋势ꎮ 如果以中国油气

工业的发展现状为 “中心” 的话ꎬ 那么ꎬ 哈萨克斯坦现阶段的油气工业就

处于 “外围”ꎬ 即中国位于梯度较高的阶段ꎬ 而哈萨克斯坦处于低梯度阶

段ꎮ 而从产业的国际分工来看ꎬ 产业的国际分工往往遵循从高梯度向低梯

度转移的规律ꎮ 中哈能源合作也同样是这一经济规律的体现ꎮ 本文以产业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为分析框架ꎬ 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油气工业合作

方面的问题和趋势进行研究ꎬ 期待学术界共同探讨ꎮ
(二) 世界油气市场产业分工现状

根据产业分工理论ꎬ 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带动产业的发展和进步ꎮ 产业

内的垂直分工带动了产业间的水平分工ꎮ 现阶段ꎬ 国际石油工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ꎬ 原油居于产业链的基础地位以及能源需求国

对原油的争夺使原油开采环节的利润足够丰厚ꎬ 从而使石油主产国惯性地

对原油开采环节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投入ꎬ 而对中下游的炼化、 精细化加工

往往投入有限ꎬ 国际油品市场出现产业布局不合理、 产品结构不合理ꎬ 导

致上游过热、 而下游产品不能满足需求的问题ꎮ
垂直分工方面ꎬ 不同用途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技术标准ꎬ 市场对下游炼

化产品如汽油、 柴油、 航空用油等产品ꎬ 在环保标准进一步提高的同时ꎬ
对其技术标准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ꎮ 高质量、 低污染的轻质油越来越受到

市场的青睐ꎮ
水平分工方面ꎬ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 与石油产业高度相关的汽车、 交通、

物流等行业出台的产业政策往往要求将环保、 清洁排在第一位ꎮ 由于汽车

产业的高速发展和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ꎬ 高品质汽油和柴油的缺口将进

一步加大ꎮ 石油制品的水平差异更加显著ꎬ 表现为由于技术落后、 设备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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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而生产的低端石油产品的产能过剩ꎬ 而高品质、 高纯度的轻质油品则相

对稀缺ꎮ
总之ꎬ 无论是垂直分工还是水平分工ꎬ 各产业的发展使产业间的关联

度加深ꎬ 进一步要求石油及其产品在完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同时实现产业

升级和优化ꎬ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ꎬ 做好市场和产品的细分ꎮ 而现阶段国际

石油市场普遍表现出石油加工技术和加工能力落后ꎬ 即石化工业发展滞后ꎬ
跟不上关联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ꎮ

当前国际石油市场正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ꎮ 但另一方面ꎬ 随着碳排放

标准在国际社会的普遍实施ꎬ 与石油及化工相关联的产业对终端石油产品

高品质的追求推动了高端油品价格率先上涨ꎬ 带动油价整体上涨ꎮ 国际油

价的涨跌实质是市场对油气工业从勘探开采到炼化加工等全产业链中发生

的技术进步、 加工工艺改进等生产力进步的综合性体现ꎮ
油气工业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基础性工业部门ꎮ 由于其产业链构成

较长ꎬ 技术密集ꎬ 产业关联度高ꎬ 具有广泛而显著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

效应ꎮ 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增速趋缓ꎬ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加快了经

济结构调整的步伐ꎬ 其中调整的重点就是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ꎮ 因

此ꎬ 这一轮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浪潮为中哈油气工业的纵深化合作提供了

良好的契机ꎮ 在油气工业的辐射下ꎬ 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ꎬ 从而促进

整个经济体的全面发展ꎮ

二　 哈萨克斯坦油气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哈萨克斯坦地处内陆ꎬ 经济发展受到没有出海口的限制ꎬ 但该国资源富

集ꎬ 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ꎬ 依靠出口自然资源获得外汇收入成为其主要立

国之路ꎮ 由于哈萨克斯坦经济实力较弱ꎬ 有限的国内投资不足以满足发展国

家能源工业的要求ꎬ 因此ꎬ 凭借实施开放经济政策ꎬ 引进外资成为哈解决经

济发展问题的主要措施ꎮ 世界银行资料显示ꎬ ２０１３ 年哈萨克斯坦已进入世界

投资最有吸引力的 ２０ 个国家名录ꎮ 近几年ꎬ 哈萨克斯坦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

依然排名前列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于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３ 日建立外交关系ꎬ １９９７ 年

启动能源合作ꎬ 迄今已有 ２０ 多年历史ꎮ 随着交往的加深ꎬ 中哈能源合作进展

顺利ꎬ 合作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ꎬ 在一些重大项目上取得巨大成就ꎬ 哈

能源工业水平也大幅提升ꎬ 但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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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础产业、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三位一体

能源资源富集是哈萨克斯坦的自然禀赋ꎮ 石油、 天然气、 煤炭和稀有

金属为其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资源基础ꎬ 同时ꎬ 资源开采业也自然

成为哈产业结构中的基础产业ꎮ 但能源资源富集的特点也成为哈萨克斯坦

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主要制约因素ꎬ 能源工业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ꎬ 政府

实施的产业政策对能源工业给予重点支持ꎬ 其到 ２０３０ 年的发展战略将油气

作为重点产业ꎮ
哈萨克斯坦工业基础比较薄弱ꎬ 独立 ２６ 年来ꎬ 尽管哈政府采取了优化

产业结构的措施ꎬ 但成效并不明显ꎬ 其制造业和工业配套能力仍处于相对

落后状态ꎮ 油气工业是哈萨克斯坦集基础产业、 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于一

体的典型代表ꎬ 也是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ꎮ 工业是一个经济

体经济发展的原动力ꎬ 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ꎬ 能源工业就是其经济发展的

原动力ꎮ 因此ꎬ 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成为掣肘哈萨克斯坦

经济发展的因素ꎮ

表 １ 哈萨克斯坦石油产量、 消费量、 加工量、 炼厂产能统计

(单位: 万桶 /日)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均增长率 (％)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产量 １３７ １４２ １４９ １６１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６ １７４ １７１ １７０ １６７ － １ ４ ２ ７

消费量 ２２ ２４ ２４ ２０ ２１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９ ２９ － ０ ６ ４ １

加工量 ２３ ２３ ２４ ２４ ２６ ３３ ３３ ３４ ３６ ３４ ３４ － １ １ ４ ６

炼厂
产能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 ０ ６

资料来源: 根据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数据整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ｚｈ＿ ｃｈ /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ｍｌ

表 ２ 哈萨克斯坦天然气产量、 消费量统计 (单位: 亿立方米)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均增长率 (％)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产量 １３４ １３８ １６１ １６５ １７６ １７３ １７２ １８４ １８７ １９０ １９９ ４ ５ ４ ０

消费量 ７４ ９０ ８９ ８３ 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２５ １２９ １３４ ３ ８ ６ ３

资料来源: 同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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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分工总体上处于低级阶段ꎬ 产业链布局仍徘徊于低端

中亚各国产业结构较为相似ꎬ 均以能源、 原材料工业为主ꎬ 其工业结

构建立在苏联时期产业布局的基础上ꎬ 受 “优先发展生产资料” 思想的影

响ꎬ 该地区的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ꎮ 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表现

在两个方面ꎮ
首先ꎬ 原油开采占整个采矿业的比重过高ꎬ 而加工炼化即产业链的中

下游配套能力不足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哈萨克斯坦有 １３０ 个行业实现增长ꎬ 这些行

业基本都集中在采矿业ꎬ 主要生产有色金属、 石油、 天然气和盐酸等 １２ 种

矿产品ꎮ 其中ꎬ 原油开采业产值为 ５ ８９４ ６ 万亿坚戈ꎬ 占采矿业的

７９ ０９％ ꎻ 石油化工产品每年都需大量进口ꎬ ２０１５ 年的进口量继续攀升ꎬ 主

要品种有氮肥、 硫酸、 油漆和清漆等ꎮ
其次ꎬ 油气产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关联不够紧密ꎬ 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ꎬ 也不能满足哈国内对油气产品的需求ꎮ 哈国内开采的原油主要以原料油

的形式出口换取外汇收入ꎮ 哈石油加工炼制水平落后进一步导致其贸易结构

不合理: 哈出口的是价格相对低廉的原油ꎬ 而出口原油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却

用来购买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石油加工产品ꎮ 哈国内使用的轻质油主要从俄罗

斯、 中国和荷兰等国进口ꎮ 中哈两国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实行来料加工贸易合作ꎬ
即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原油ꎬ 中国炼油厂将原油加工成汽油、 煤油和机油

等产品后再返回哈国内销售ꎬ 以满足哈国内对中高端油品的需求ꎮ
再次ꎬ 哈萨克斯坦面临着输油管和炼油厂设备的陈旧老化问题ꎬ 同时ꎬ

由于技术落后ꎬ 其自身石油加工能力也不足ꎮ 哈国内三大炼油厂ꎬ 即阿特

劳炼油厂、 巴甫洛达尔炼油厂和希姆肯特炼油厂ꎬ 年炼油能力不足 １ ５００ 万

吨ꎬ 预计 ２０１８ 年技术改造后其产能将略有提升ꎮ 巴甫洛达尔炼油厂是哈技

术水平最先进的炼油厂ꎬ 加工深度可达 ８５％ ꎬ 但生产的汽油标号低ꎬ 尚不

能达到欧洲标准ꎮ 此外ꎬ 哈国内还有 ３０ 多家小型炼油厂ꎬ 但这些小型炼油

厂生产的都是半成品ꎬ 需要二次深加工ꎬ 与大型炼厂一样面临着产品品质

低、 不达标的问题ꎮ
最后ꎬ 哈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和更新的周期较长ꎮ 例如ꎬ 在哈萨克

斯坦一个综合炼油厂一般需要 ７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建好ꎬ 而在欧洲和中国

只需要两年半左右的时间ꎮ 也就是说ꎬ 当中国和欧洲的炼油厂已经开始在

市场销售产品并已进入投资回收期、 获得经济效益时ꎬ 哈萨克斯坦的炼油

厂才刚刚建好ꎮ 以这样的生产效率根本无法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ꎮ 从全要

素生产率角度来看ꎬ 哈萨克斯坦的工业效率有待提高ꎬ 其工业化水平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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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升ꎮ
(三) 未建立合理的产业梯度ꎬ 产业安全并不安全

产业安全是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ꎮ 产业安全不仅是一种经济因素ꎬ
还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ꎬ 事关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产业安全既

要求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ꎬ 又要求国家和社会构筑安全的市场环境ꎬ 是一

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当前哈萨克斯坦油气工业的主要

问题在于: 由于产业过度安全而导致的不安全ꎮ 这种不安全表现在过于单

一的产业结构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ꎬ 国民经济对油气工业高度依赖ꎬ 一旦

油气工业出现问题就会引致国民经济整体不安全ꎮ
尽管哈萨克斯坦正在加快落实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创新发展计划ꎬ 但尚

未显著改善国民经济结构ꎮ 究其深层次原因ꎬ 主要在于哈油气工业仍未形

成合理的产业梯度ꎬ 整个油气工业的产业链体系还不健全ꎬ 仅以目前的工

业阶段和进程看ꎬ 位于上游的勘探开发略显发达ꎬ 但石油初加工和深加工

以及精炼工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ꎮ 哈大部分石油开采主要依靠外资公司

完成ꎬ 本国自主开采率偏低ꎬ 约占总开采量的 １５％ ꎬ 油品的初加工和深加

工也主要依靠外资建厂来完成ꎬ 外资公司对哈油气工业产业链的控制率较

高ꎮ 这种既无自主核心技术ꎬ 又无强大研发能力ꎬ 同时又面临资本短缺的

工业发展现状ꎬ 使哈能源工业被排斥在国际石油市场之外ꎬ 其经济命脉高

度倚重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涨跌ꎬ 并进一步反向映衬出哈能源工业看似安

全但实际并不安全的现实ꎮ
除了中国ꎬ 在哈境内投资的还有来自美国、 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大型

能源跨国集团ꎬ 这些跨国能源巨头在产业组织方面的优越性表现在: 资本

布局具有前瞻性ꎬ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ꎬ 盈利模式先进ꎮ 从国际能源巨头在

产业梯度布局方面的新动向可以看出ꎬ 国际能源巨头不仅是为了形成与传

统资源国差异化的业务特色ꎬ 更重要的是通过向非常规油气田的倾斜而培

养自己核心业务的接替能力ꎬ 通过产业梯度 “上台阶”ꎬ 试图探索形成未来

业务的发展方向ꎬ 形成新的利润增长来源ꎮ 这也是对哈萨克斯坦产业安全

的重大威胁ꎮ
相比之下ꎬ 哈萨克斯坦参与国际分工的时间较晚ꎬ 产业组织能力也相

对比较薄弱ꎬ 在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方面实力尚显不足ꎬ 在市场拓展能

力、 企业管理能力、 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储备和运用各种法律、 金融、
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知识工具方面ꎬ 与久经杀场的国际能源巨头相比均显

示出诸多差距ꎬ 而这些差距正是威胁哈萨克斯坦油气工业产业安全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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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因素ꎮ
(四) 哈油气工业对国际油价的依赖及产业损害

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体ꎬ 能源工业的一枝独秀使其经济增

长过度依赖油气出口ꎬ 其外汇收入与国际油价走势高度相关ꎮ 油价对哈经

济增长的影响已经严重影响到其国内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ꎬ 高油价刺激

了哈国内资本继续投向石油开采和加工等利润丰厚的领域ꎬ 而使其他工业

部门ꎬ 如电子、 机械、 医药、 日用品等得不到充裕的发展资金ꎻ 而油价低

迷时ꎬ 不仅整个工业生产出现停滞ꎬ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支出都捉

襟见肘ꎮ
产业结构决定了贸易结构ꎮ 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结构主要以出口初级

能源原材料为主ꎬ 其中能源矿产品占整个出口总量的 ７５％ 左右ꎮ 在当前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背景下ꎬ 不仅使国民经济步入下行通道ꎬ 且在

短期内也难以企稳复苏ꎬ 使其本已脆弱的经济结构更加雪上加霜ꎮ 油价的

“受制于人” 严重威胁到哈经济发展速度及国家建设的正常开支ꎬ 也使哈萨

克斯坦的经济转型更加难以实现ꎮ 从哈萨克斯坦近几年的贸易情况看 (见
表 ３)ꎬ ２０１２ 年达到对外贸易的峰值ꎬ 出口总额达 ９２２ ８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

降至 ７８２ ３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６ 年进一步降至 ３６７ ７５ 亿美元ꎮ 由于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ꎬ 油价经过 ２０１４ 年暴跌后ꎬ 市场行情恶化ꎬ 哈出口收入受到重

创ꎮ 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ꎬ 石油出口额下降 ２１ ６％ ꎬ 天然气出口额下降 ２６ ５％ ꎬ
可见ꎬ 哈经济对石油和天然气处于高度依赖状态ꎮ

表 ３ 哈萨克斯坦出口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出口总额 ７１１ ８３ ４３１ ９５ ５７２ ４４ ８８１ １８ ９２２ ８７ ８２５ １１ ７８２ ３７ ４５７ ２６ ３６７ ７５

　 石油 ４３５ ０８ ２６２ ０７ ３６９ ８２ ５５１ ７４ ５６４ ４２ ４０３ ０４ ５３６ ３０ ２６７ ７５ １９３ ７８

　 天然气 １９ ７９ １８ ０２ １６ ７７ ３８ ２１ ３６ ２０ ３３ ８５ ３２ ９７ ２３ ８４ １２ ８４

石油制品 ２０ ０３ １１ ９１ １７ ５５ ２４ ３３ ３２ ２７ ３１ ４４ ２９ ７０ １３ ７４ —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商参处: «原材料国家需 适 应 危

机 (三) ———对外贸易: 哈国民经济的镜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ａｅ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３０６１４７ ｓｈｔｍｌ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商参处: «２０１６
年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情况分析及 ２０１７ 年形势预测»ꎬ ｈｔｔｐ: / /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ｃｄｙ / ２０１８０２ / 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７１０４５１ ｓｈｔｍｌ

根据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ＷＴＩ) 和布伦特 (Ｂｒｅｎｔ) 油价走势可

以看出ꎬ 本轮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始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国际油价从最高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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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 １１０ 美元急跌至每桶 ４０ 美元以下ꎬ 经过 ２０１６ 年一年的盘整ꎬ 近期国际

油价小幅上涨至每桶 ６０ 美元上方ꎮ 国际油价的巨幅下跌对哈造成相当严重

的产业损害①ꎬ 对哈国内支柱产业造成严重冲击ꎬ 导致国内同行业企业的

经营和竞争环境不断恶化ꎬ 迫使一些企业破产和转产ꎬ 国内失业和半失业

人口增加ꎬ 严重加剧了社会负担ꎮ 更重要的是ꎬ 油价下跌导致国家外汇收

入减少、 坚戈汇率暴跌ꎮ 从近四年坚戈对美元的汇率走势图可以看出ꎬ 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５４∶ １ 开始ꎬ 经过几轮贬值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坚戈对美元

汇率在 ３３５∶ １ 上下浮动ꎬ 贬值率超过 ２００％ ꎮ 坚戈贬值进一步动摇了国家外

汇储备ꎬ 对国家整体支付能力构成严峻考验ꎮ

三　 中哈能源合作的现状、 趋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一) 中哈能源合作的现状及趋势分析

近年来ꎬ 随着中亚油气管道 Ａ、 Ｂ、 Ｃ 线的建成使用ꎬ 中国从中亚引进

的油气资源呈增长态势ꎬ 同时ꎬ 中国的油气企业在哈萨克斯坦通过收购、
合资等方式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装备制造、 技术服务和石化产业升级改

造等方面成绩显著ꎮ 目前ꎬ 两国已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合作机制ꎬ 相关法

律法规、 政策措施不断健全完善ꎬ 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可供 “丝绸之路

经济带” 沿线各国在国际合作中借鉴ꎮ 中哈油气工业的合作模式不仅是现

行国际能源合作的成功案例ꎬ 也是现行国际双边能源合作的典范ꎮ 中哈油

气工业的合作不仅可作为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国际产能合作的样本ꎬ
同时也是中国携手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各国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

同体的样本模式ꎮ
就两国的合作趋势来看ꎬ 未来中哈油气合作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ꎮ 在

油气勘探开发方面ꎬ 哈将增储上产作为其中长期目标ꎬ 而哈境内埋藏较深

和里海地区的油田勘探程度较低ꎬ 可以作为未来增储上产的主要区域ꎮ 另

外ꎬ 哈西部陆上老油田产区进入产量递减阶段ꎬ 需要在技术上提高采收率ꎬ
这将为中国油气勘探技术服务出口提供合作机会ꎮ 在炼化工业方面ꎬ 哈现

有的炼油厂规模小、 技术装备落后ꎬ 成品油供需矛盾突出ꎬ 主要表现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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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狭义的产业损害主要指倾销是构成产业损害的主要原因ꎮ 本文认为广义上的产

业损害应包括任何对产业利益或产业发展构成阻碍或破坏的因素ꎬ 这些因素都应成为产

业损害的原因ꎮ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ʌьной Азии / 中亚五国

合 “欧 ＩＶ” 和 “欧 Ｖ” 标准的轻质低硫油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ꎮ 在石化

工业产品方面ꎬ 主要问题在于产品线单一ꎬ 除了乙烯、 合成树脂和橡胶外ꎬ
基本没有合成纤维产能ꎬ 这为中国石化产业 “走出去” 提供了较好的合作

机遇ꎮ 目前ꎬ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炼化工程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已经

承接了哈芳烃联合生产装置项目ꎬ 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负责哈石油深加

工生产装置的改造项目ꎬ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ꎮ
中国不仅可以在装备技术改造ꎬ 而且可在生产基地建设、 工程技术服

务等方面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ꎬ 在继续推进中亚油气管线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丰富合作内容ꎬ 一方面深化巩固两国的原油贸易ꎬ 另一方面还需拓

宽两国的石化产品贸易、 装备贸易等ꎬ 使中哈能源合作继续沿着互利共赢

的道路良性发展ꎮ
(二) 中哈能源合作的政策建议

１ 切实做好国际产业分工ꎬ 奠定产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一方面ꎬ 产业分工决定着产业链上的关键节点ꎬ 更是中哈经济合作所

编织成的 “经济网” 的 “网结”ꎮ 应合理运用产业链分工和工序分工对现

行油气产业的国际合作进行国际分工ꎬ 特别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体

系实现国际分工ꎬ 将现有分工在炼化、 管道、 技术服务等基础上进一步细

化到研发、 人才培养等方面ꎬ 实现全产业链的价值提升ꎬ 构建分工合理、
技术先进、 附加值高的现代产业分工体系ꎮ

另一方面ꎬ 中方对哈投资要妥善处理好 “大而全” 和 “小而精” 的问

题ꎮ 杨格定理认为ꎬ 工厂规模的大小可能与工厂内的分工水平无关ꎬ 规模

大的工厂并不一定就代表内部分工水平很高ꎬ 而一个规模小的工厂却可能

代表全社会较高的分工水平ꎮ 中国对哈投资并不一定单纯追求项目规模的

大小ꎬ 而应该以现有各国的比较优势和产业优势为基点ꎬ 注重以合理的产

业分工带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ꎬ 进而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奠定坚实

的基础ꎬ 才能实现产业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ꎮ
２ 实施以技术转移为引领的产业布局

弗农的技术转移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技术

转移现象ꎬ 即将本国视为低端的ꎬ 或者即将淘汰的技术转移到技术水平低、
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的分工现象ꎮ 但在中哈能源合作中ꎬ 这一理论似

乎并不能较好地指导实践活动ꎬ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接受最新的、 最

前沿的技术ꎬ 而低端技术则普遍处于被淘汰、 被升级换代之中ꎮ 从产业布

局的阶段来看ꎬ 中哈能源合作正处在产业导入期ꎮ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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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ꎬ 但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ꎬ 产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来源于创新驱动因素ꎬ 技术作为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重要因素ꎬ 在

国际产业分工中更要注重投入产出比ꎮ 因此ꎬ 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是提高能

效产出的关键因素ꎬ 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持续高效发展的原动力ꎮ
虽然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富集ꎬ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油气工业ꎬ 但并不

是任何技术性投资都可以被其接受ꎮ 引进先进技术ꎬ 引导国际资本提升被

投资国的技术ꎬ 使其产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是一国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ꎮ
目前ꎬ 中国在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取得了许多技术成果ꎬ 涌现一批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和工艺ꎬ 在能源开采和机械设备加工制造领域

成绩斐然ꎬ 多项技术和成果领先于国际同行业水平ꎮ 在炼油化工领域ꎬ 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１６ 亿美元的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炼油厂现

代化改造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全产业链发展①ꎮ 因此ꎬ 中国在开展对哈萨克

斯坦等国投资过程中ꎬ 应该以技术转移为引领ꎬ 在资本 “走出去” 的同时ꎬ
还要实现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 “走出去”ꎬ 与当地能源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的

同时要注重将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ꎬ 共同提高科研开发合作能力ꎬ 在

提高当地油气开采技术水平的同时满足中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ꎬ 实现互利

双赢ꎮ
３ 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布局产业链ꎬ 将哈纳入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中

生产力是个全方位的概念ꎬ 包括多种生产力要素和一定的社会关系ꎮ
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决定了产业梯度建立的条件、 内容和形式ꎮ 当前ꎬ
中哈两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具备向较高标准的产业梯度推进的基础ꎬ 但

在众多决定性因素中ꎬ 劳动地域分工因为代表着劳动力的来源而成为基础

性因素ꎮ
哈萨克斯坦人口 １ ７００ 多万ꎬ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ꎬ 国内并不能提供

充足的就业岗位ꎬ 大量劳务移民流向俄罗斯等国ꎮ 而中国对哈投资有利于

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近年来随着中国—中亚油气管

道的建设和开通以及两国在相关领域的纵深合作ꎬ 中方已经为哈创造了 ３
万多个就业岗位ꎮ 就业岗位的增加有利于稳定当地人口ꎬ 进而为哈实现国

内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ꎮ
以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合作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充分发挥当地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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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ꎬ 有利于双方实现高效率的商品流通与要素交换ꎮ 从当前已经形成的

全球价值链可以看出ꎬ 正是因为分工的属地化催生了产业链的全球化ꎬ 带

动形成了价值链的全球化ꎬ 多条价值链编织成一张覆盖全球的价值网络ꎬ
使经济全球化态势得以巩固ꎮ 中国对哈投资不仅有助于形成并保持其固有

的地域分工特色、 保护其产业安全ꎬ 更重要的是使原本地域化的国内劳动

力纳入更广阔的经济联系中ꎬ 这意味着将哈纳入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区

域经济增长机制之中ꎬ 从而带动哈步入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ꎬ 为其经济恢

复和增长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机遇ꎮ
４ 以产业链布局高端化为方向开展产业合作

当前ꎬ 中国油气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产业布局未成体系ꎬ 尚未形成产

业布局的后续梯度ꎮ 由此ꎬ 实现向石油天然气产业的高端化发展ꎬ 两国共

同进行技术研发ꎬ 向高端和尖端技术延伸、 转移ꎬ 合理规划中国境内和哈

当地的油气工业结构及布局ꎬ 是今后中国对哈能源投资战略的新方向ꎮ 虽

然中国原油进口量大ꎬ 但结构并不合理ꎮ 中国进口原油的主要用途是满足

成品油和石化产品生产ꎬ 而油气工业的下游产业中各种石油制品的市场需

求分布并不均衡ꎬ 进口的原油主要用于炼制和加工国内短缺的油品ꎬ 如柴

油、 石脑油等ꎬ 因此ꎬ 还需将其他过剩的油品在国内或国外市场中销售ꎮ
这种现状说明ꎬ 中国企业应适当将产业链布局到海外ꎬ 而并不是将所有产

品的生产线都建立在国内ꎬ 这样也有利于提升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产业技术

水平ꎮ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油气工业产业梯度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产业投资成本ꎬ

并获得最佳规模经济效应ꎮ 事实上ꎬ 中国油企 “走出去” 战略的思路不应

仅仅是为了获得足够数量的原油ꎬ 而应该是在合理评估分析国内油品需求

结构和需求数量的基础上ꎬ 确定原油进口量ꎻ 同时ꎬ 应将 “走出去” 战略

延伸到油气工业的各个环节ꎬ 根据国内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确定海外产

业的布局ꎬ 对国内已经生产过剩或能够自给的油品生产环节ꎬ 可以转向通

过利用国外的生产力和当地的资源使其产品直接面向国际市场销售ꎮ 这不

仅有利于消化国内石化产业的过剩产能ꎬ 还有利于大幅降低中国在国际油

气市场上的采购水平ꎬ 使中国的产业结构获得优化的同时提高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ꎮ 此外ꎬ 通过市场换资源ꎬ 引导产业布局从上游向下游纵向延伸ꎬ
从而提升哈萨克斯坦当地的产业配套能力ꎬ 通过合理的产业规划进行产业

布局ꎮ
总体来看ꎬ 中哈油气工业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ꎬ 较系统全面的产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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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尚未展开ꎬ 可接替的产业梯度也未建立起来ꎮ 主要表现在纵向分工方面

产业分工不够细致、 产业链合作处于产业的低端水平ꎻ 横向分工方面产品

单一ꎻ 虽已涉及油品的终端销售ꎬ 但中间的加工炼化环节尚不够健全发达ꎬ
仍处于粗放式加工炼化阶段ꎬ 未发展到精细化加工阶段ꎻ 产业加工深度主

要集中在初级产品ꎬ 附加值较高的中高级产品种类较少ꎬ 规模经济和范围

经济效应未能体现ꎮ

四　 结　 论

哈产业结构单一ꎬ 尚不健全的产业梯度使其油气工业面临产业安全的

威胁ꎬ 过于简单的产业结构极易导致经济失衡ꎮ 提高原油开采效率、 提升

加工深度、 扩大产品范围种类以满足国内需求ꎻ 改善贸易结构ꎬ 在国际市

场上形成通畅的销售渠道ꎬ 扩大市场占有率ꎬ 加强哈在世界石油市场的地

位ꎬ 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在于建立完善健全的工业体系ꎬ 合理布局产

业结构ꎬ 提升制造业水平ꎬ 重点发展高新技术ꎬ 从技术创新到管理创新ꎬ
需要实现全方位的提升ꎮ 而中国作为近几年对哈投资的重点国家ꎬ 应充分

发挥投资主导国的积极作用ꎬ 不仅要从资金、 技术、 装备等 “硬实力” 方

面对哈提供支持ꎬ 还要在全面提升战略管理、 产业规划等 “软实力” 方面

引导哈产业政策与之配套ꎮ 只有 “硬实力” 和 “软实力” 兼备ꎬ 才能使哈

能源工业得以独立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ꎬ 进而建立完善的经济体系ꎬ 摆

脱由单一产业结构导致的不安全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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