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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俄能源合作简状

在石油领域，委内瑞拉、非洲、俄罗斯、中东是我国的

石油进口的四大主要来源地区，这四大地区中，在“一带一路”

倡议的有力助推下，中俄两国石油能源合作领域的细化项目规模

在稳步扩大，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总量比例亦呈现持续增加

态势。中国与俄罗斯“3.6亿吨的原油供应协议”于2013 年签

订，于此同时，对应的油路输送管道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工程也随

之展开，并随即投入到东部中俄管道的使用中。紧接着，中俄“万

科尔项目10%股份协议”也于2014年顺利签署了，且成功开展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的建设，这大大加深了中国与俄罗斯

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上中下游能源合作紧密程度。此外，两国一

直保持高密度的石油合作，仅在2018年时两国原油输油量已超

过3000万吨，且我国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需求仍在继续增长。回

顾“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近年中俄两国的石油合作，我国石

油的进口总量得到了很大增长，双方一路合作走来，无论是激增

的石油进口量，还是持续升级革新的油管等基础设施，无疑都充

分凸显了中俄两国能源合作的巨大潜力。

在天然气领域，自“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于 2013 年

全线开通以来，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在天然气能源领域的合作程

度及规模便得到大幅推动。此外，2014年 5月，由中国石油和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成功签署了30年期的“中国与俄罗斯东线天

然气购销合同”，其中明确规定：从2018年开始，通过该天然气

输送路线经由俄罗斯向中国输送天然气，且供应量逐年增加，最

终达到380亿立方米每年。紧接着，2015年6月，“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境内段）”随着正式开工，这是我国长距离天然气输

送管道设施中所能承载压力级别最高，且输送管道口径度最大

的高级管道，该管道充分利用原有管线的优势，并原有基础上

与新管道相融合，配有系统的地下储气资源库，线路最终直达

上海，该管道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天然气管道网络系统，也

进一步拓宽俄罗斯出口天然气能源的途径，标志着中俄双方能

源合作进入了新阶段。

2  中俄能源合作的地缘政治视角分析

2.1中俄能源合作的基础

在资源上，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各类燃料及矿物资源，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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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多得的全球少数能够实现能源自给的超级大国；在地理位置

上，俄罗斯不仅作为我国路上邻国，且拥有独特的自身地缘优

势，其国土横向贯穿亚欧大陆板块，贯通大西洋、北冰洋、太平

洋的三大出海口，且中俄两国长期良好的政治关系更是使双方在

各领域能源合作上具备先天的可持续性优势；在发展目标上，我

国要实现发展的现代化，俄罗斯则要实现重返大国地位的目标，

且两国作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都要共同应对当下全球

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可以借助各自平台和

资源以实现双方自身的发展和政治目标，而能源合作便是这其中

最重要领域之一。

2 . 2“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能源合作的地缘政治风险

分析

中亚地区是亚洲、欧洲以及中东地区的中间地域，加之其丰

富的油气资源使其具有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中亚地区也是中俄

双方能源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的主要聚焦区。总的来看，自苏联解

体后，中亚地区便成为了权力真空的独立政治经济区域，而多方

势力也紧接着加入了该地区的能源争夺之中，使得中亚局势复杂

多变。大国势力的持续渗透与反渗透逐渐演变为该地域的能源地

缘政治基本态势，而能源过境国、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多元角力亦

深刻影响着中亚能源格局的动向。

从主要参与国角度分析，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主要受来

自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相互博弈影响。俄罗斯是中亚能源格局中

最核心的力量，其维护地缘政治战略影响、参与世界政治经济体

系的重要途径便是通过油气资源，故而中亚地区对于俄罗斯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中亚首当其

冲的油气资源便是核心聚焦区；美国则通过众多国际石油公司和

油气管道设施直接争夺油气资源，同时还以“反恐战争”、“颜色

革命”等形式活动对中亚地区进行价值观渗透，逐步在地域内建

立自身的亲美政权，加大对中亚的渗透。而随着中亚地区博弈的

越演越烈，欧盟、日本等也逐渐渗透到中亚的地缘政治中，再者

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深化，许多非国家行为体纷纷在

中亚登台发声，这又进一步促使中亚政治行为体走向多样化和关

系复杂化发展态势。

除了来自外界各主体的政治角逐，中亚各国内部的争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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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依旧在政治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能源合作的

战略性和敏感性点燃的民族分裂主义，以及中亚内部宗教极端

主义（伊斯兰解放党、伊斯兰圣战同盟、伊斯兰兄弟会）和

国际恐怖主义等多支力量已在思想、组织、行动上具备了对当

地各国政权产生威胁的必备要素，这些不稳定因素使得中亚政

治局势极度动荡，再者中亚地区仍然存在不少反华和排华的此

类突发事件，而这些不稳定的活动也必将影响我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顺利开展，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中俄双方在油

气资源合作领域的政治风险。

3  中俄能源合作的地缘政治风险改善建议

首先，中俄双方可以在充分了解两国投资环境、地区发展

水平、宗教风俗等多个层面基础上，逐渐建立具有针对性的专

项能源跨国法律，逐步明确和完善法律条框及内容，尤其是能

源合作的价格相关条款，涉及双方利益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更

应明确化，这样才能给两国能源合作和企业安定的法律环境，

为两国能源合作长久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应着

重聚焦临时预案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面对中亚地区复杂多

变的政治环境。

再者，双方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助推下，建立

双方特定的边境能源自贸区，把能源自贸区先初步建设在沿线

边境城市，并在此基础上，利用 5G，大数据等多元信息技术

构建能源网络辅助系统，促进双方能源合作的信息化，互通

化。也可以借助互联网生态平台，加强两国人民的人文交流，

逐步实现双方能源合作的生态构建，最终打造专属两国的能源

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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