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能源对冲战略：名过其实的俄罗斯天然气管道 

 

艾米·迈尔斯·杰菲、肯尼思·B.·梅德洛克三世、梅根·L.·奥沙利文1 

 

编者按：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近日发表研究报告，就中俄天然气贸易的发展前景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做出预测。报告认为，有关中俄能源合作会让两国携手挑战国际秩序的担忧缺乏

依据，因为在各种可预测的前景中，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在中国天然气总消费

中所占的比重都不会很高，不足以让俄罗斯拥有针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不仅如

此，如果美国、加拿大等国扩大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那么俄罗斯天然气在中国乃

至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将受到冲击。报告建议美国废除针对天然气输出的政治限制，

以此削弱中俄能源贸易的规模和战略影响，并扩大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该报告

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评估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发展前景，特予以摘译推荐。 

 

中国的能源需求一直以来都是影响 21 世纪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因素。相关

的政策制定者与行业领军者都在密切关注中国与其相邻的能源生产大国——俄

罗斯之间的战略与能源关系的发展前景。根据俄罗斯国家能源战略，“在俄东部

打造石油天然气产业复合体，不仅可以使这些地区不再依赖外部能源并加速发展，

而且可以将出口扩散到亚太国家”，这已成为俄罗斯未来能源政策的一大重要支

柱。中俄在 2014 年 5 月签署了里程碑式的天然气订单，恰恰印证了这个政策，

俄罗斯将通过西伯利亚输气管道向中国提供为期三十年的天然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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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文摘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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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评论家称赞此项协议证明了俄罗斯正日益转向以中国为导向的地

缘政治战略，而西方则开始警惕中俄两个超级大国携手挑战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令西方尤为忧虑的是，中俄或将通过扩大能源合作来替代西方主导的全球金融秩

序，或进行防务合作阻挠乌克兰危机、南海领土争端等问题的解决。 

考虑到中国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以天然气替代煤炭来解决环保忧患的

欲图，许多人推断如果俄方快速行动，灵活定价，就能夯实与中国的能源贸易以

达到其战略层面的目的。很多人忧虑，正如莫斯科利用俄欧之间的天然气贸易来

抑制欧洲对其政策的批判与反制一样，日益深化的中俄经贸关系也可能给予俄罗

斯掣肘中国之力。然而，本项研究显示，这一推断未成定局。相反，中俄能源贸

易的增长应该被理解为中方拓宽能源进口来源以防供给中断、同时压低能源采购

价格的一种对冲策略。作为一个大宗能源消费国，中国的天然气政策意在加强进

口渠道的可替代性，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因近年来液化天然气（LNG）价格已

超过每一千立方英尺 20 美元，另寻低成本的能源供给渠道对中国来说利益攸关。 

本研究采用莱斯世界天然气贸易模型（Rice World Gas Trade Model），预

估检验了中国天然气行业的若干发展模式以及各个模式对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影

响，得到研究成果如下：首先，在任一预测模式中，2030 年前俄罗斯在东北亚

天然气市场的份额都不会超过 9%，而在未来十年其市场份额很难突破 3%。而值

得对照的是，俄罗斯在欧洲的天然气市场份额已达到 27%，在东欧的市场更是占

据了支配性地位，控制了波兰以及若干前苏联国家 90%以上的天然气供应。其次，

我们发现与一般预期相悖，中国的能源结构有足够的弹性支撑多元而分散的供应

渠道去满足未来的天然气需求。这表明，美国可以推动中国更多地依赖其国内资

源或俄罗斯以外的天然气供应渠道，根据美国的利益控制中俄能源贸易的份量。 

 

背景：俄罗斯天然气的商业潜能 

 

从经济角度看，中俄能源贸易机遇巨大。俄罗斯天然气储藏量居世界之首，

在本土需求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俄东部能源滞销，需要从外部寻求出口市场。

中俄于 2014 年 5 月签署订单，同意自 2018 年起每年输气 380 亿立方米，并在同

年 11 月签订了备忘录，预备每年再增加输气 300 亿立方米。中国预计会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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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总增长中占到 48%的比重。据国际能源署（IEA）

2014 年发布的《中期天然气市场报告》预测，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在 2019 年将翻

倍增至 3150 亿立方米。而对莫斯科来说，在西方世界因乌克兰纠纷对俄罗斯发

动经济制裁之后，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以弥补欧洲不断下降的需求势在必行。 

 尽管目前天然气在中国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小，北京看重天然气在优化中

国电力与商业运输行业的燃料环境绩效方面所具有的战略潜质，意欲在未来大举

提升天然气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中国在2012年的天然气消费量为1480亿立方米，

虽居全球第四位，但只占到国内能源消费总量的5.9%，远低于全球天然气消费的

平均比重23.7%。在2000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天然气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了16.7%，几近石油（9.9%）和煤炭（8.8%）消费增长率的两倍。 

我们尚不能确定未来中国的天然气消费结构中，国内生产量与进口量之间的

比例。中国非常规天然气储藏丰富， 初步研究显示中国的页岩气可采储量可能

多于670万亿立方英尺，且每一千立方英尺的价格低于12美金。据美国能源情报

署（EIA）资助的先进资源国际公司（ARI）评估，中国境内页岩气的技术可采储

量最高可能达到1115万亿立方英尺。但中国国内页岩气的开发难度较大，迄今为

止对天然气上涨的需求大多通过进口得到满足。中国在2013年的天然气进口总量

为519亿立方米（1.8万亿立方英尺或每天50亿立方英尺），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25.2%，进口占比增加到了32.1%。就目前来讲，俄罗斯在中国天然气市场中的份

额并不显著。 

受经济增长模式和开发国内资源步伐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成为世

界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中东、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的油气管道与 LNG 生产

商都意欲与中国签订长期合同。考虑到美国对国际海上航道的控制，相较于海运

LNG，中国对油气管道输送有明显的偏好，而基于其丰饶的储藏量与地理优势，

俄罗斯无疑是最显著的潜在供应商。 

尽管中俄在经济与战略层面具有互容性，但两国之间的能源纽带一直以来都

发展缓慢，两国之间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天然气协议。直到 2014 年 5 月，俄罗

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剑拔弩张之际，中国才以 4000 亿美元的价格签下了每

年 380 亿立方米的订单。同年 11 月中俄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高调地签署了

关于建立第二条输气管道的备忘录。如果这两笔协议最终都能落实，在 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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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俄罗斯对华天然气输出将达到每年 680 亿立方米，占中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近

20%。 

 

全球天然气市场预测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采用莱斯世界天然气贸易模型预测了中俄能源贸易的几

个发展模式。该模型旨在量化地缘政治对天然气市场的影响，从而为本地域的供

需状况与价格变动提供一个展望。我们的研究结果凸显了俄罗斯打入中国天然气

市场的商业难度。中国对国内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以及美国与加拿大LNG开发商

的竞争都会给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出口带来挑战。 

按“正常运营”的发展模式，到 2030 年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将从 2014 年的约

5.8 万亿立方英尺增长到 12.4 万亿立方英尺（3323 亿立方米），增长主要集中在

工业与电力行业。届时中国进口渠道将呈现多元化发展，囊括澳大利亚、卡塔尔、

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而美国的 LNG 将从 2016 年起进

入亚洲市场，虽然届时美国 LNG 出口将以日本、韩国为主要销售对象，但美产

LNG 对其他出口商的冲击也会给中国市场带来间接影响。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

们预计包括页岩气在内的中国国产天然气开发将占其总消费量的 45%。而在未来

十到十五年内，俄罗斯对华天然气销售将无法突破 2014 年所签订的 380 亿立方

米的规模。 

我们的分析显示，中国会通过多种渠道满足其天然气需求。除两种情况外，

俄罗斯在中国天然气市场上所占的比重最多只能略高于上述模式下的预测。一种

情况是石油价格保持在每桶五十美元左右。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中国对国内页岩

气资源的开发在 2030 年还形不成规模，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出口将增长约 20%，，

占中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比重将从上述模式的 10.7%上升到 13.1%。 

如果石油价格稳定在每桶 50 美元的低水平，那么中国国内页岩气的开发将

会减缓。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对华天然气销售的绝对量会上涨到 1.5 万亿立方

英尺（420 亿立方米），但由于价格低廉，中国的消费总量也会相应地提升到 13.2

万亿立方英尺（3760 亿立方米），因此俄产天然气在中国市场虽会增加，但所占

比重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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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种发展模式中，天然气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从而有力

推动含亚洲在内全球各地区的本土天然气开发。市场竞争的加剧不但会阻挠俄罗

斯增加对华出口额，还会对俄产天然气在全球天然气市场中的地位带来极为严峻

的冲击。在这个预测中，俄罗斯对华绝对出口总额基本持平，份额将有所下降。

同时，俄产天然气在欧洲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也将显著缩小，在 2030 年欧洲可以

将俄产天然气的进口比重大举缩减到 16%。俄国以开发中国市场来缓冲其他地区

危机的寄望恐将落空。 

此外，在中东具备一个稳定而开放的投资环境的发展模式中，俄罗斯对华天

然气出口额会稍有下降。如果叙利亚国内以及伊朗与其邻国之间的冲突可以得到

缓解，那么伊朗与印度的关系将可能深化，伊拉克生产的天然气将开始流入土耳

其与欧洲地区，同时卡塔尔的天然气出口或可转向含中国的亚洲市场，从而降低

中国国内天然气资源开发量以及从中东以外地区的进口量。虽然任何单一因素对

市场的干扰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中俄贸易所受的影响却不一定很大。 

然而，在我们预测的发展模式当中，如若美国与加拿大两国的 LNG 供应商联

合开拓全球市场，俄罗斯对华天然气输出将会面临真正的风险。我们发现，当美

国日均出口量达到 120 亿立方英尺时，将产生所谓的“挤出效应”，导致俄罗斯

对华天然气管道输出的商业效应降低，俄罗斯对华出口将显著下降，在 2030 年

时对亚洲天然气出口总额与“正常运营”模式相比将减少约 18%。也就是说，美

国的 LNG 出口政策能够对中俄能源贸易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冲击。 

 

结论与政策建言 

 

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不必对中俄建立以能源贸易为基础的战略联盟鳃鳃过

虑。中俄之间天然气交易虽会增长，但所有预测结果都显示俄罗斯大举开拓中国

天然气市场的不易。俄罗斯在中国未来天然气市场中所能达到的比重皆不足以赋

予莫斯科钳制北京的政治影响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 LNG 市场让北京拥有更多

的备选进口渠道。从经济份量上看，天然气贸易不足以成为令两国在战略层面彼

倡此和的共同利益基础。 

对中俄关系的深化感到忧心的各国政策制定者应该意识到，他们的决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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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中俄天然气贸易的发展力度。天然气市场的自由化将推动更多投资涌入亚洲，

促成多元而分散的全球供给格局以及平均价格下降，从而压制俄罗斯在各地的出

口比重。出于这样的考虑，西方对中国本土的天然气开发也同样乐见其成。再者，

美国 LNG 的出口额也将影响中国对俄产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本研究强烈建议华盛

顿全面废除对 LNG 输出的政治约束，以便最大化地实现其战略与经济潜力。美国

输出 LNG 不但会压低中俄能源贸易额，亦是对亚洲盟友、特别是对在福岛核泄漏

危机之后存在能源忧患的日本的重要支援。此外，加强美国对亚洲能源市场的渗

透可以引导美国对华 LNG 的直销，扩大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 

 

（孙樱摘译，归泳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