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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天然气东线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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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2014年5月中俄签订的东线天然气合作协议,以中、俄文资料文献为基础,运用国际合作理

论、地缘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着重分析了中俄天然气东线项目的合作现状及危机风险,

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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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中俄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天然气供应谈判,签订了东线天然气合作协议,这标志

着中俄天然气合作已经完成了谈判阶段,进入到实际建设阶段。该协议的签订对于中俄之间加强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能源合作关系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1 俄罗斯东部主要天然气资源分析

从地理条件上看,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特别是天然气资源,拥有世界

最大的天然气产量和世界第二大的天然气消费量,同时也是天然气管道最长且出口量最大的国家,被世

人誉为 “天然气”王国。截至目前,俄罗斯已经探明有西西伯利亚、北高加索 伏尔加河、东西伯利亚

等6个富气区,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32.6×1012m3。而据2015年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

显示,全球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为187.1×1012m3,俄罗斯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占比17.4%[1]。
俄罗斯天然气资源分布不均,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西西伯利亚地区,其探明储量占到整个俄罗斯的

80%;其次为北高加索、科米自治区共和国及伏尔加 乌拉尔区等地[2]。然而,在这些地区天然气消费

水平也相对较高,储量开发的程度已经过半且新油气田的发现几率也不大。而在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

以及东部大陆架区域,天然气开发程度尚不足10%,这里天然气资源量丰富且极具开发潜力,是中俄

天然气合作的首选位置。

1)东西伯利亚地区 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油气资源主要蕴藏在西伯利亚地台南部,发现有37个油气

田,只有10%左右的油气资源被转化为了工业储量。区内已发现的8个主要气田,其天然气探明与控

制的总储量约为5.37×1012m3,仅恰扬金和科维克金这两个巨型气田就有3.1×1012m3 的天然气储

量[3]。

2)远东地区 远东所有的行政区都有油气资源,大致可分为3个大型油气区:临海 (白令海、鄂

霍次克海和萨哈林州东北临海)油气区;北极临海 (拉普捷夫海、东西伯利亚海和楚科奇海)大陆架油

气区;萨哈 (雅库特)共和国大型油气区。

3)东部大陆架区域 俄罗斯大陆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特别是萨哈林州附近的海域大陆架。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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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岛是俄罗斯最大的岛屿距离中国和韩国都不远,周围石油和天燃气储量丰富。据预测,萨哈林大陆

架蕴藏有约10×108t的石油和凝析气,以及约30×1012m3 的天然气资源[4]。其天然气资源如此丰富,
是中国进口天然气的最佳选择。

2 中俄天然气东线合作现状及风险分析

2.1 合作历程及现状

近年,我国天然气需求量不断攀升,天然气缺口逐年拉大,中国正在步入天然气的大规模使用期。要

保持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大量进口天然气势在必行。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资源互补性方面考虑,中俄两

国的天然气合作都势在必行,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俄就已经开始了关于铺设两国间天然气管道的商

讨。主要有东西两条天然气管道,一条是西线的 “阿尔泰”天然气管道,另一条是东线的 “西伯利亚力量”
天然气管道支线。到了2004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以下简称 “俄气”)开始正式与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中石油”)进行洽谈,考虑从东西两线每年对华供应680×108m3 的天然气。同年10
月,俄气与中石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06年3月中俄双方签署了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关于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5]。根据这份备忘录,俄罗斯将修建两

条天然气管道,分别从东西两向通往中国。其中 “东线”天然气管道将达到380×108m3 每年的出口量,
从萨哈林地区开始,途经哈巴罗夫斯克进入中国东北,合同期限为30年。但由于价格问题,中俄天然气

供应谈判陷入僵局、停滞多年。直到2012年双方才重启谈判。2013年9月,俄气与中石油签署了通过东

线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到了2014年5月,中俄才正式签订了东线天然气合作协议,双方

长达10年的天然气供应谈判终于结束了,天然气供应合作开始进入项目建设阶段。

2014年9月1日,俄 “西伯利亚力量”管道项目开工,工程总长度为3968km,建成之后不仅可以

保证俄罗斯本国的市场供气,同时还可以对华出口,是中俄 “东线”天然气管道的俄国境内段。该项目

原料基地为东西伯利亚地区伊尔库茨克州的科维克金气田以及雅库特共和国的恰扬金气田。到了2015
年6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中国境内段正式开工,自黑龙江省黑河市中俄边境,途经黑龙江省、吉

林省、内蒙古、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以及江苏省,止于上海市,全线3170km,这标志着

联结中俄两国的陆地能源通道全线启动建设。管道建设计划2015年12月完成⌀1422mm段试验工程,
于2018年完成黑河 长岭段干线和长岭 长春联络线建设并投产进气。

2.2 风险因素分析

首先,中俄天然气合作仍存在价格风险。对于俄罗斯来说,亚太市场潜力巨大,与中国签署天然气

合作协议,价格问题不仅涉及中俄两国利益,未来也会成为俄罗斯与其他亚太国家天然气合作的重要参

考标准。如果价格过低不利于俄罗斯天然气在亚太市场的占据有利地位。亚太天然气市场的主要气源是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些地区地广人稀,基础设施薄弱,客观上增加了原油运输成本。石油天然气工

业是俄罗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油气收入占到俄罗斯GDP的12%,财政收入的50%以上。因此,天

然气价格问题不仅关系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还关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发展的资金来源。中俄天然

气谈判持续多年,价格一直是困扰双方的最大分歧所在。
其次,页岩气革命对东线影响不容忽视。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对美国及其他36个国家页岩

气资源量评估数据显示,页岩气可采资源量几乎可与目前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相媲美[6]。预计2017年,
美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而我国也在一直致力于页岩气藏的有效开发,一旦获

得重大突破,俄罗斯的战略地位也将随之下降。
此外,仍存在第三国风险因素。2009年,美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

美国天然气产量的猛增,随之而来的是天然气价格的暴跌。美国天然气出口还可能会改变天然气资源大

国主导的定价模式。美国天然气出口后将会造成天然气进口国的多元化选择的局面,改变天然气价格与

原油价格挂钩的这种定价模式。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不仅对俄罗斯的欧洲市场提出挑战,中国也可与美国

合作,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大幅增加页岩气产量。另外与中亚的天然气合作在相当程度上也会瓦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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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7]。

3 中俄天然气东线合作前景展望

随着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战略空间被西方国家的不断挤压,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后俄美关系恶化,
发展面向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部署和外交对于俄罗斯稳固本国安全和发展、拓展自身战略空间以及提升

其大国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国际能源署报告的预测,虽然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量仍会逐年增

长,但是其份额将从2010年的45%降至2035年的35%。另一方面,作为俄罗斯天然气最主要出口对

象的欧洲,其天然气年消费量也会逐年下降。上述原因势必导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议价能力的骤降[5]。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则有着巨大前景。近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不断攀升,天然气

缺口逐年拉大。中国国家能源研究所预测,中国天然气需求的增长速度会在近20年内明显加快。因此,
扩大对中国的油气出口将成为俄罗斯应对欧洲市场疲软的重要战略措施。

在战略层面上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天然气合作,可以实现欧亚权力平衡上的转变,并增加对欧的砝

码。东方市场的开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俄罗斯对欧洲市场的依赖。中俄天然气合作既可以确保中国

成为东部稳定的天然气消费市场,还可以带动其经济的发展。随着页岩气革命的进行,以及欧盟天然气

市场的萎缩,俄罗斯也迫切希望在其东边打开一个出口。而天然气一直供不应求、而且需求潜力巨大的

中国无疑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俄罗斯东部资源虽然重要,却不能长期保有,随着世界页岩气市场的开

发,俄罗斯资源面临贬值。中俄天然气合作被俄罗斯视为促进经济复苏的一股无可忽视的强大力量[8]。
综上所述,中俄两国的天然气合作:一方面,中国得到了稳定的多元化气源;另一方面,俄罗斯赢

得了中国巨大的天然气消费市场,这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局面。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势必进一步对亚太

地区开放其天然气资源,中俄天然气合作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4 结语

中俄签订东线天然气合作协议,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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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关于沿西线管道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说明中俄油气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国

作为天然气消费和进口大国,力争实现天然气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保障我国的能源进口安全;俄罗斯作

为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大国,正在积极寻求多元化的油气出口市场,希望丰厚的外汇收入帮助其早日走日

经济衰退的泥潭。因此,中俄油气合作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虽然中俄天然气合作还面临诸多困

难,但两国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应秉承 “互利共赢,风险共担”原则,不断克服当前困难,实现更加紧

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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