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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能源产业在俄罗斯国家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ꎬ 能

源安全被界定为其经济安全的一部分ꎬ 同时也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关键要

素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俄罗斯能源安全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ꎬ 俄罗斯把推动与中亚

国家的能源一体化视作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最有效途径和巩固其能源大国地位的

战略依托ꎮ 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 由俄罗斯主导的区域能源一体化进程在欧亚经济联盟

范围内成功启动ꎮ 目前ꎬ 涉及中亚地区经济与能源一体化的设想有欧亚经济联

盟、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ꎮ 针对该区域ꎬ 中俄各自推出了具有不同

规则的区域一体化计划ꎬ 但推进的方式并不相同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

盟的诸多项目在中亚有交叉ꎬ 这意味着 “一带一盟” 对接倡议需要开辟共同经

济空间ꎬ 以能源合作为引擎推动地区一体化ꎬ 与中亚国家共建合作共赢的地区能

源新秩序ꎬ 并为世界能源的未来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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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ꎬ 而且受到整个社会经济、 政治与

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ꎮ 正因为如此ꎬ 当今世界能源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不确

定因素ꎬ 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于全球化走势和地缘政治变动ꎮ
能源安全通常被定义为社会、 国家和经济体免于遭受可能危及能源供应的威

胁ꎬ 进而指上述行为体以可接受的价格在必要的范围内为消费者提供可靠和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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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燃料与能源供应①ꎮ 能源安全具有全球维度ꎬ 成为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ꎻ 同时ꎬ 能源安全又是一国能源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主要方面ꎬ 它涉及政治安

全、 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 基础设施安全ꎬ 以及恐怖主义威胁和气候变化等问

题ꎬ 属于一种 “独特的公共利益范畴”②ꎮ 此外ꎬ 各国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对能源

安全概念的理解与阐释也有所不同ꎮ

一　 俄罗斯能源安全的内涵及特点

俄罗斯能源产业在国家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ꎬ 它在国家预算总额

中的占比已经超过 ５０％ ꎮ 此项数据表明ꎬ 需要将俄罗斯的经济和能源作为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ꎬ 也就是说ꎬ “能源取决于经济ꎬ 但也决定着国家经济的

未来”③ꎮ 世界原油价格与俄罗斯经济的关联度很高ꎬ 如果按年均计算ꎬ 世界原

油的价格每桶变动 １ 美元ꎬ 将导致俄国内生产总值约 ３０ 亿美元的变化幅度④ꎬ 因

此ꎬ 国际原油市场的波动使得俄罗斯经济面临非常高的不确定性ꎮ
作为世界主要能源大国之一的俄罗斯ꎬ 为了发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作用ꎬ 一

方面向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能源ꎬ 并过境其领土将能源从产地安全转运至各消费

中心ꎻ 另一方面ꎬ 在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层面积极组织和开展外交活动ꎬ 确保其国

家利益ꎮ 俄罗斯官方曾多次强调ꎬ 全球能源安全不仅是指供应的充足性与过境安

全ꎬ 而且指以长期合同和非歧视性地进入分销网络和零售市场为前提的有保障的

稳定需求⑤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ꎬ 俄罗斯联邦首次推出国家安全构想ꎬ 确定了俄罗斯在

各个领域的安全政策ꎬ 其中包括能源安全ꎮ 此后ꎬ 结合国内外时局的变化ꎬ 这份

有关国家安全的基础性文件几经调整与重订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台的 «俄罗斯

联邦国家安全战略» 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了能源安全的概念、 内容及其保障

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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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战略»ꎬ 能源安全被界定为俄罗斯经济安全的一部分ꎬ 其主要内容包

括: 为国内需求提供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提高能源效率和采取节能措施、 提升本

国能源公司和能源生产商的竞争力、 防止能源资源短缺、 建立战略燃料储备和后

备物资、 建造配套设施以保证能源和供热系统的稳定运行等方面ꎮ 关于保证能源

安全的必要条件ꎬ «战略» 指出: 必须提高国家对能源产业管理的行政效率ꎬ 能

源供给应具有可靠性和不间断性ꎬ 确保国家在世界能源市场上拥有自主技术产

权ꎬ 引入前瞻性的节能技术ꎬ 提高能源回收率ꎬ 防止针对海外的俄罗斯能源供应

商和在俄联邦境外开发碳氢化合物资源的俄罗斯开采企业实行歧视性待遇ꎬ 反对

某些国家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可行性操纵能源市场的企图ꎬ 以及研发先进的节

能技术并开展国际交流①ꎮ
在俄罗斯学术界ꎬ 关于能源安全的概念及其实现的手段和方法存在诸多观

点ꎬ 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俄能源战略研究所针对能源安全状况所进行的持

续不断的跟踪研判与分析ꎮ 受俄联邦政府的委托ꎬ 该研究所负责定期起草有关国

家能源安全状况、 面临的潜在威胁及政策措施的报告ꎬ 并将其提交俄安全会议和

总统批准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由俄能源战略研究所会同其他能源政策研究部门

的专家集体拟定的 «俄罗斯能源安全学说» (每五年修订一次) 草案经俄安全会

议和俄联邦政府审议之后ꎬ 由总统普京签署批准ꎮ 根据 «俄罗斯能源安全学

说»ꎬ 广义的国家能源安全是指依赖于能源因素的国家安全的一部分ꎬ 由不可分

割的四个方面构成: 资源的充足性、 经济的可承受性、 环境的可接受性、 技术的

可实现性以及具备平衡的能源供给与需求②ꎮ 俄联邦确立的能源安全学说旨在减

少或消除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ꎬ 同时提高能源供应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ꎬ 降低

其面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脆弱性和敏感性ꎮ 由此可见ꎬ 能源是俄罗斯经济安全乃

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ꎬ 具有战略意义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普京在俄联邦

安全会议上指出: “庞大的资源储备使我们能够完全满足国内对所有关键性能源

的需求ꎬ 而向欧盟国家、 亚太地区、 独联体国家巨大的能源出口不仅给我们带来

了丰厚的收入ꎬ 而且是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③ꎮ 作为能源出口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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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３１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５ г № ６８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ｃｏｎｓ＿ｄｏｃ＿ＬＡＷ＿１９１６６９

Доктрин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подписа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２９ １１ ２０１２ г Пр － ３１６７).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 ｇｏｖ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ｚａｋｏｎ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новая Доктрина
энерг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 ｇｏｖ ｒｕ / ｎｏｄｅ / １３３１１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俄罗斯更加关注能源出口安全ꎬ 特别是能源依赖型的经济结构使得能源出口收益

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国家经济的未来发展ꎬ 进而影响其在国际能源格局和世界经济

体系中的地位ꎮ
鉴于此ꎬ 俄罗斯能源安全的特点之一是外部相关性很高ꎬ 即相较于俄油气工

业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和政府管理体制方面的内部因素而言ꎬ 国际能源市场行情的

波动、 国际能源供需状况的变化ꎬ 以及与管道建设相关的地缘政治竞争等外部因

素对俄能源安全的影响更为显著ꎮ 其二ꎬ 由于俄罗斯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ꎬ 其

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敏感度较高ꎮ 俄罗斯地跨欧亚、 幅员辽阔ꎬ 其政治经济空间

的统一性有赖于整个基础设施体系的发展ꎬ 这自然也包括能源运输基础设施的建

设ꎮ 为此ꎬ 俄罗斯高度重视国内及其周边地区的能源管道建设ꎬ 因为只有完善的

能源运输系统才能使其资源潜力充分释放出来ꎬ 既可以发挥连结欧洲与亚洲的桥

梁作用ꎬ 也可以在其沿线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带ꎬ 进而实现其地缘政治抱负以

增强对国际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ꎮ
综上ꎬ 俄罗斯能源产业的稳定发展和能源安全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行业问

题ꎬ 同时也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关键要素ꎬ 即能源发展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将

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现实威胁①ꎮ

二　 俄罗斯能源安全外部环境的变化

尽管 «俄罗斯能源安全学说» 所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具有指导意义ꎬ 但在

未来的几十年里ꎬ 世界能源的面貌将会发生根本性改变ꎮ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ꎬ
不同层面的能源安全将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ꎮ 这些变化不仅与能源自身的演进有

关 (如日新月异的新能源技术)ꎬ 而且涉及能源系统发展和运行模式的根本性转

变 (如智慧能源等现代管理手段)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受市场、 科技、 地缘政治等因

素的影响ꎬ 俄罗斯能源安全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第一ꎬ 能源政治化倾向导致俄罗斯与其最重要的能源贸易伙伴欧盟的关系渐

行渐远ꎮ 欧洲市场是俄罗斯油气资源出口的传统重点方向ꎬ 也是俄罗斯能源收入

的主要来源地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向欧洲国家出口的原油约占其出口总量的 ６１％ ꎬ

００１

① Пяткова Н И Рабчук В И ꎬ Сендеров С М и др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 － во СО РАНꎬ ２０１１ꎬ Ｃ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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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往欧洲的管道天然气约占其出口总量的 ８８％ ①ꎮ 在 ２１ 世纪初国际油价不断攀

升和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ꎬ 欧盟曾一度强调要增加从俄罗斯的石油与天然

气供应ꎮ 在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举行的 “八国集团” 圣彼得堡峰会期间ꎬ 国际能源署执

行主任芒迪在其所作的 «优化俄罗斯天然气结构» 的报告中ꎬ 向俄政府提出了

关于提高俄国内天然气市场价格、 加强天然气生产商之间的竞争、 完善天然气运

输系统等建议ꎬ 目的是促使俄方减少自身的燃料消耗ꎬ 以增加向欧洲的出口②ꎮ
然而ꎬ 巨大的资源储量在给俄罗斯带来丰厚的经济与政治 “红利” 的同时ꎬ

也造成了与其欧洲邻国的紧张关系ꎮ 特别是与乌克兰多次爆发的天然气纷争使俄

罗斯作为欧洲可靠能源供应国的地位受到严重质疑ꎮ ２００６ 年年底ꎬ 欧盟能源委

员会就俄能源战略公开发表评论时指出: “俄罗斯没有能力满足欧洲日益增长的

能源消费需求ꎬ 它无法兼顾其内部需求与外部供应”③ꎮ 欧盟意图通过开发可再

生资源、 实现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提高能源效率等手段来维护自身的能源独立

性ꎮ 尽管俄欧能源关系的相互依存度较高ꎬ 但双方在能源发展方向和地缘战略目

标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 欧盟坚持能源市场自由化ꎬ 主张在能源领域引入竞争原

则以确保公平的市场环境ꎻ 而俄罗斯则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ꎬ 将能源产业视为

其外交战略资源ꎬ 采取了限制外资进入的一系列措施ꎮ 俄罗斯强势介入乌克兰危

机之后ꎬ 俄欧能源关系的过度政治化倾向促使双方各自寻求构筑多元化的能源合

作空间并加快拓展新的能源市场ꎬ 能源贸易不再是俄欧关系的纽带ꎬ 反而沦为双

方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ꎮ
第二ꎬ 当前的国际油气市场行情不利于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即能源需求安

全)ꎮ 俄罗斯的财富特征决定了其经济运行和社会政治发展都十分倚重能源原材

料等自然资源ꎬ 能源出口、 能源价格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是基础性的ꎮ 因此ꎬ 能

源依赖被认为是俄罗斯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ꎮ 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ꎬ 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的出口商品结构中ꎬ 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的占比始终维持在 ６０％
左右④ꎬ 由此可以看出ꎬ 能源出口和能源收入仍是俄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ꎮ

俄罗斯以油气为主的原料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较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Стимуляция диалога "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редлагает оптимизировать

газовую отрасль России / /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ꎬ １９ ０７ ２００６ г
ЕС не верит в энергостратегию России / / Коммерсантꎬ ０１ １１ ２００６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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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ꎮ 世界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时每桶约 １１１ 美元的峰值暴跌至

２０１６ 年的每桶约 ４３ 美元ꎬ ２０１７ 年价格略有回升至每桶 ５４ 美元①ꎮ 几近腰斩的国

际原油价格直接影响到俄罗斯联邦的预算收入和财政收入ꎬ 减少了外汇储备并提

高了在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ꎬ 这是造成俄罗斯经济近几年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 ＧＤＰ 增长率为负值ꎬ ２０１７ 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趋稳ꎬ 俄罗

斯当年的 ＧＤＰ 实现了略高于 １％的增长②ꎮ 可见ꎬ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动

力来源及经济和金融安全极易受到外部能源市场行情的冲击ꎮ 不容乐观的是ꎬ 美

国特朗普政府掀起的针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战ꎬ 使得世界各大经济体央行货

币政策收紧ꎬ 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明加剧了国际市场对能源需求增长放缓的担

忧ꎮ 国际能源署预计未来几年国际原油市场将延续供大于求的态势ꎬ 油价将维持

低位震荡ꎬ 难以有效提振ꎮ
第三ꎬ 出于政治动机的制裁与限制阻碍了俄能源部门获得发展所必需的最新

能源技术与投资ꎮ 乌克兰危机之后ꎬ 美国和欧洲相继宣布对俄罗斯在信贷融资、
技术设备出口等方面实施严厉制裁ꎬ 涉及俄金融、 能源和军事领域ꎮ 美欧意图通

过限制俄罗斯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和禁止其在国际市场获得先进的专利技术ꎬ
直接打击俄罗斯具有战略性、 前瞻性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ꎬ 使俄油气工业的中长

期发展失去后备储量支持ꎬ 进而从根本上阻断俄罗斯政府的主要财源ꎮ 由于俄罗

斯能源出口收入急剧减少和逐渐收紧的多轮经济制裁ꎬ 俄能源企业的盈利能力持

续下降ꎬ 面临产业投入资金严重不足的局面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俄经济发生严重危机:
当年 ＧＤＰ 增长率为 － ２ ８％ ꎬ 总投资额下降 ８ ４％ ꎬ 其中外资银行的信贷规模骤

然减少了 ３０％ ꎬ 出口下降 ３２％ ꎬ 进口下降近 ３８％ ③ꎮ 在此轮经济危机中ꎬ 外源

性冲击起了主导作用ꎬ 同时也促使俄罗斯积极推进进口替代政策ꎬ 重点支持发展

本国的能源机械制造业ꎬ 特别是在新能源技术和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设施领域

(如核电设施、 油气管道、 信息智能管理系统等) 实施进口替代战略ꎮ
第四ꎬ 能源技术创新重塑世界能源格局ꎬ 加剧国际竞争ꎮ 近十年来ꎬ 美国引

领的 “页岩气革命” 促使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呈 “多中心化” 趋势ꎮ 进入 ２０１８
年ꎬ 美国页岩油产量激增并首次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

国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美国石油产量达到 １ １７０ 万桶 /日ꎬ 已经超越沙特的

２０１

①
②
③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ｒｅｅ＿ｄｏｃ / ｎｅｗ＿ｓｉｔｅ / ｖｖｐ / ｖｖｐ － ｇｏｄ / ｔａｂ３３ ｈｔ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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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６３万桶 /日ꎬ 俄罗斯的 １ １４１ 万桶 /日ꎬ 整个世界石油市场呈现 “三足鼎立”
局面ꎮ 能源技术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 “低碳化” 能源

转型目标以及新能源技术的广泛应用ꎬ 令传统产油国难以承压ꎮ
美国页岩油气资源开发的繁荣打破了全球供应平衡ꎬ 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能源

市场上的竞争ꎬ 而近几年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所导致的能源需求下

降ꎬ 又使得世界能源价格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徘徊于低位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俄罗

斯现有的能源出口模式已无法实现它在 ２１ 世纪初期曾经创造的约 ７％的经济增长

率ꎮ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和西方国家对俄生存空间的不断挤压ꎬ 俄罗斯

逐渐意识到需要在经济和能源一体化框架内ꎬ 从根本上改变与中亚国家相互关系

中的消极倾向ꎬ 借助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影响力重新崛起为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重

要力量ꎬ 完成其成为欧亚强国的历史使命ꎮ

三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能源一体化实践

能源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与能源发展的特有现象和新趋势ꎬ 俄罗斯学界近

些年对一体化问题的研究日渐丰富ꎮ 关于能源一体化有不同的定义方法ꎬ 但总体

来看ꎬ 能源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在于: 参与国之间形成统一能源空间 (能源市

场)ꎬ 以协同发展的能源运输基础设施网络和共同的法律法规框架为基础ꎬ 协调

区域内各国的能源产业政策并进行长远规划①ꎮ 出于对自身在未来国际能源市场

上的影响力有可能减弱的担忧ꎬ 俄罗斯将推动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亚国家的能源

一体化ꎬ 视作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最有效途径和巩固其能源大国地位的战略

依托ꎮ
中亚能源一体化关注的是国家联合体层面 (区域能源安全) 的能源安全问

题ꎬ 它与民族国家层面的能源安全问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ꎬ 这主要源于联合体内

部各成员国能源产业的特点各不相同ꎬ 由于区域内各国的安全高度相互依赖ꎬ 从

而结成政治、 经济、 生态、 社会和能源安全共同体②ꎮ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３０１

①

②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единог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Ч １: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опыт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д общ ред Е А
Телегиной Ｍ ꎬ ２０１６ꎬ Ｃ １６２

Ｂｕｚａｎꎬ Ｂａｒｒｙꎬ Ｗａｅｖｅｒꎬ Ｏｌ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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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丰富且悠久的历史渊源ꎬ 它们都曾经是苏维埃联盟大家庭中的一员ꎬ 但在

１９９１ 年之后开始各自独立发展ꎮ 苏联解体使得它们当中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严重恶化ꎬ 原先以全方位的和紧密的经济、 社会与政治联系为纽带的单一经济体

的崩溃引发了中亚地带持续的系统性危机ꎮ 在当前形势下ꎬ 俄罗斯希望通过一体

化计划为该区域国家的安全与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ꎮ
后苏联空间的能源一体化尝试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独联体框架内建立起

来的一些国家间机制ꎬ 如独联体电力委员会、 独联体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委员

会、 独联体石油和天然气政府间委员会等ꎬ 但这些专门性能源机制在许多方面都

只拘泥于形式ꎬ 不过是通过了某些程序性的条约式文件ꎬ 不仅与国际法的通行原

则相去甚远ꎬ 而且没能建立起执行协议的保障机制ꎬ 其作用微乎其微ꎬ 双边协议

仍是该地区开展能源合作的基础①ꎮ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ꎬ １９９５ 年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关税

同盟条约ꎬ 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加入ꎮ ２０００ 年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宣布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ꎬ 取代原

来的关税同盟ꎮ ２００３ 年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 “单一经

济空间”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ｐａｃｅ) 协议ꎬ 但 ２００４ 年乌克兰因爆发 “橙色革命”
并退出了该协议ꎬ 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再次搁浅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后

苏联空间范围内开始了新一轮的区域一体化实践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和哈萨克斯坦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内率先成立三国关税同盟ꎬ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关

税同盟协议生效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ꎬ 三国单一经济空间开始运行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俄白哈三国首脑在阿斯塔纳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 欧亚经济

联盟正式成立ꎬ 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随后加入ꎮ 根据联盟条约的预定计划ꎬ
到 ２０２５ 年将实现商品、 服务、 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ꎬ 并形成电力、 石油、
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共同市场②ꎮ

欧亚经济联盟的启动及其成员国间能源一体化的发展ꎬ 使得该区域国家层面

和联盟层面的能源安全综合保障问题更为突出ꎮ 成员国基于各自不同的经济特

点、 能源状况、 国家发展目标和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来处理能源安全问题ꎬ 它们

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将采取何种手段、 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共同能源安全ꎮ 俄

４０１

①

②

Иванов И Д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и е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ꎬ М :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ꎬ ２００１ꎬ Ｃ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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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ꎬ 而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和亚

美尼亚则属于能源进口国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处理本国安全问题时ꎬ 除了确

保能源安全供应之外ꎬ 还都十分关注诸如提高能源效率、 合理调整能源平衡结

构、 加快能源综合体的创新发展等与之相关的事项ꎮ 鉴于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和地

缘政治方面的变化ꎬ 联盟的常设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于 ２０１７ 年将能源安全

问题列入其议事日程ꎬ 并开始在专家层面讨论这一问题ꎬ 议程涵盖的主要议题包

括: 制定欧亚经济联盟共同能源安全战略ꎻ 在联盟框架内ꎬ 列明需要共同实施的

优先规划清单ꎻ 在联盟层面确定衡量、 评估、 监测和展望未来能源发展、 能源效

率和能源安全的标准ꎻ 在地区层面和国际层面ꎬ 建立有专业外交人员参与的针对

能源安全问题的协调机制ꎻ 重点开展在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替代能源方面的国

家间合作ꎬ 可借鉴独联体在国家间机构活动中积累的经验 (如独联体执委会、 独

联体电力委员会) 等①ꎮ
可以预期的是ꎬ 作为地区一体化组织ꎬ 欧亚经济联盟为实现上述目标将会加

强沟通以提高成员国能源政策的透明度ꎻ 制定协调一致的能源外交行动计划以积

极应对地缘政治的新变化ꎻ 制订共同的风险评估和能源安全的监测指标ꎻ 确保成

员国能源供应安全ꎻ 建立管理、 调节、 监督三位一体的法律法规框架和有效的争

端解决机制ꎬ 进而打造单一能源市场等方面采取更多实际举措②ꎮ
一些俄罗斯学者进而认为ꎬ 未来一体化的范围可以扩大ꎬ 不仅包括欧亚经济

联盟成员国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ꎬ 还

将涵盖中亚其他国家ꎬ 如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③ꎮ 时至今

日ꎬ 中亚国家之间及其与俄罗斯的新型相互关系 (即战略层面稳固的经济和社会

基础) 实际上仍未真正确立起来ꎮ 中亚国家由于其客观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条件一

直是外部势力竞争的对象ꎮ 在经济方面ꎬ 中亚国家拥有大量宝贵的自然资源ꎬ 尤

其是碳氢化合物储量丰富 (见表 １)ꎮ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是中亚地区主要的原油生产国ꎮ 其中ꎬ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原油储量最高 (约占世

界总储量的 １ ７％ )ꎬ 天然气储量最多的是土库曼斯坦 (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５０１

①

②

③

Эксперты обсудили энерго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ТЭК в странах ЕАЭ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ｃ ｅａｅｕｎｉｏｎ ｏｒｇ / ｒ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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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ихачев В Л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ее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в ЕАЭС / /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ꎬ ２０１７ꎬ № １ꎬ Ｃ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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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９％ )ꎬ 但土国的天然气资源还远未被充分开发ꎮ 除碳氢化合物外ꎬ 中亚各国还

蕴藏有丰富的有色金属、 金、 银、 铂和稀土元素ꎬ 哈萨克斯坦的铀储量约占世界

的 １２％ ①ꎮ

表 １　 ２０１８ 年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三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状况

指标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石油
(亿吨)

天然气
(万亿立方米)

石油
(亿吨)

天然气
(万亿立方米)

石油
(亿吨)

天然气
(万亿立方米)

已探明
储量

３９ (占世界
总储量的
１ ７％ )

１ ０ (占世界
总储量的
０ ５％ )

１
１ ２ (占世界
总储量的
０ ６％ )

１
１９ ５ (占世界

总储量的
９ ９％ )

生产指标
石油

(万吨)
天然气

(亿立方米)
石油

(万吨)
天然气

(立方米)
石油

(万吨)
天然气

(立方米)

开采量 ９ １２０ ２４４ ２９０ ５６６ １ ０６０ ６１５

出口量 ７ ４８０ ５０ ３０ １４０ ３５０ ３３１

消费量 １ ６４０ １９４ ２６０ ４２６ ７１０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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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方面ꎬ 中亚的战略重要性早在 ２０ 世纪初就为经济学家、 地理学家和

各国政治家所关注ꎮ 按照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的 “地理中枢” 理论: 谁控

制了欧亚大陆的 “心脏地带”ꎬ 谁就能支配全世界ꎮ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 «文明

的冲突?» 一文中也强调了中亚的重要作用ꎬ 认为从欧洲文明 (基督教)、 伊斯

兰文明和东方文明 (佛教) 相互联系与互动的视角来看ꎬ 中亚是一个独特的区

域②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当今世界对中亚地缘政治的关注度并没有减弱ꎮ
此外ꎬ 中亚国家的土壤肥沃、 气候适宜ꎬ 大部分都可用于农业耕种ꎮ 中亚国

家的另一个优势是人口规模ꎬ 五国的总人口现已将近 ６ ５００ 万ꎬ 这不仅是庞大的

劳动力资源ꎬ 而且是一个潜在的商品与服务消费市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罗斯与这些

国家的外贸额下降到了危机前水平ꎬ 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担忧ꎬ 因为中亚国家对

其对外经济和外交活动至关重要ꎮ 中亚是俄罗斯成品出口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唯一

区域ꎬ 而中亚五国在 ２０１６ 年的俄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只占约 ４％ ③ꎮ 在俄罗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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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 外部对中亚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力正逐步增强ꎬ 中国、 美国、 欧盟甚至土耳

其都努力寻求在该地区占有一席之地①ꎬ 特别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五个中亚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从上面分析的中亚国家的客观条件可以看出ꎬ 俄罗斯对中亚的利益需求主要

体现在地缘战略依托和油气生产与运输的掌控方面ꎮ 俄能源专家据此认为ꎬ 俄罗

斯需要从根本上扭转与中亚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消极趋势ꎬ 并在经济和能源一体化

的框架下实现这种转变②ꎮ 中亚国家地处内陆ꎬ 俄罗斯把控制中亚能源外输管道

视作维持其在该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ꎬ 而能源管线的整合和发展统一

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体系是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实现能源一体化的必要条件③ꎮ
在能源运输方面ꎬ 中亚已有油气管线的地理分布决定了该地区国家间固有的

相互依存关系ꎬ 而俄罗斯在其中居主导地位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 早在苏联时期兴建

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在中亚地区保留了下来且继续发挥作用: 如始

建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 “中亚—中心” 天然气管道ꎬ 它同时跨越土库曼斯坦、 乌

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四国领土ꎬ 至今仍然是中亚天然气向俄罗斯和西

欧国家输出的主要线路ꎬ 并履行着俄罗斯最重要的天然气走廊之间的跨系统连接功

能ꎮ 为对抗中亚国家能源出口线路多元化的努力ꎬ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俄罗斯与土库曼斯

坦和哈萨克斯坦达成了关于建设沿里海天然气管道的协议ꎬ 设计年输气量为 ３００ 亿

立方米ꎬ 该项目一旦建成ꎬ 在中亚地区将形成规模最大的天然气输送网络ꎮ
在货物运输方面ꎬ 中亚地区有苏联时期就已建成的横跨东西、 纵贯南北的跨

大陆铁路网ꎬ 这些铁路将所有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和里海地区联结起来ꎮ 其中ꎬ 经

过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ꎬ 沿里海东岸通往俄罗斯的铁路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ꎬ 它包含通向中国的分支ꎬ 是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的一部分ꎮ 另一

条起始于印度经巴基斯坦到伊朗ꎬ 再从伊朗经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

克斯坦通往俄罗斯和北欧的铁路线ꎬ 相对于传统的从苏伊士运河ꎬ 经地中海、 直

布罗陀海峡再到波罗的海的海路运输来说是一个更佳的选择: 沿陆路的铁路运输

耗时约 １５ ~ ２５ 天ꎬ 而海路则需要一个半月左右ꎮ 考虑到印度经济发展的前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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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国和整个南亚区域的货物运输在对外贸易方面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ꎮ 由此

可见ꎬ 中亚铁路网是欧亚间跨大陆物流转运的关键环节ꎮ
显然ꎬ 俄罗斯必须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贸、 投资合作与政策协调ꎬ 特别是在

能源领域利用现有的经济和能源一体化机制ꎬ 整合包括国有股份制公司和私人投

资者在内的企业资源ꎮ 在这方面俄专家认为ꎬ 把已经运行了四年的欧亚经济联盟

的有益经验推广到其他中亚国家将是合理可行的①ꎮ 欧亚经济联盟主要通过资产

互换、 组建合资企业和财团、 项目融资、 国有—私营伙伴关系等渠道ꎬ 已经初步

搭建起一个良好的合作机制框架ꎮ 联盟范围内的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制度

安排在消除金融、 货物、 服务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互惠的

资产交换可以很好地平衡和保护掌握自然资源的公司及国家的权益ꎬ 而在该区域

成立合资企业则可以高效地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ꎮ 例如ꎬ 俄罗斯将本国公司的

部分制造产业转移到中亚国家ꎬ 同时购进该地区国家公司的资产ꎬ 这样有利于降

低生产成本、 促进投资和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ꎬ 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ꎮ
目前ꎬ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重点在于: 一是提高俄国公司在中亚地区

油气田开发过程中的参与度ꎻ 二是组建新的、 现代化的碳氢化合物加工企业以提升

产品的竞争力ꎻ 三是完善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过境运输网络ꎮ 俄专家认为ꎬ 合理利

用产品分成协议、 特许权、 租赁协定、 项目融资、 跨国企业联盟ꎬ 以及在中亚建立

特别经济区等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②ꎮ 当然ꎬ 这需要来自俄联邦和中亚各

国政府的支持ꎮ 在实践当中ꎬ 经济、 能源和公司一体化机制将可以保证俄联邦和

中亚国家经济的顺畅发展ꎬ 确保其经济空间的完整性以维护能源安全ꎮ
通过借鉴欧洲和美洲现有一体化组织的经验、 特点和机制ꎬ ２１ 世纪以来后

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实践致力于建设新的综合性能源基础设施ꎬ 共享互利合作的统

一能源空间ꎬ 最终目标是要在欧盟和东北亚两个战略市场之间塑造一个强大的一

体化联合体ꎬ 而毫无疑问的是ꎬ 俄罗斯将会竭力寻求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ꎮ

四　 “一带一盟” 框架下中亚能源一体化的前景

目前ꎬ 涉及中亚地区经济与能源一体化的设想有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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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以及由中俄共同倡导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ꎮ
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点区

域存在一致性ꎮ 欧亚经济联盟专注于超国家机构的建构和共同规则的制定ꎬ 旨在

消除内部壁垒的同时又通过关税将成员国市场保护起来ꎮ “一带一路” 倡议属于

开放型的合作模式ꎬ 旨在通过公路、 铁路、 光缆和管道等建设来促进区域一体

化ꎬ 而中亚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联通欧亚大陆的地理优势ꎬ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重点施力方向ꎮ
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在于获取国内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ꎬ 打通通向中东和欧洲

的交通运输线ꎬ 拓展中国商品和设备的出口市场ꎬ 这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利益

有所重合ꎮ 中俄各自推出了一体化计划ꎬ 都致力于推动构建彼此联通的统一能源

空间ꎬ 但推进的方式并不相同ꎮ 就此而论ꎬ “一带一路” 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之

间的互动可以为探讨中俄在中亚地区的相互协作方式提供框架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

俄两国签署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

明»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ꎬ 双方表达了

相互支持的决心并努力寻求两大计划之间的契合点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贯东西且

穿越中亚多国ꎬ 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贸易、 交通和投资领域的合作ꎬ
加强双方的互联性ꎬ 但这也使中、 俄在中亚的资源走向、 吸引力和影响力方面形

成竞争关系ꎮ
首先ꎬ 中亚是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布局的重要来源地之一ꎬ 中国企业在中亚

日趋积极的油气活动将挑战俄罗斯对该地区能源的垄断地位ꎮ 在中亚已建成多条通

往中国的油气管道ꎬ 主要有中哈原油管道、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Ａ / Ｂ / Ｃ 线ꎬ 正

在兴建的 Ｄ 线预计于 ２０２０ 年年底完工ꎬ 届时将形成连结中亚五国与中国的天然

气管网ꎮ 在中亚油气市场的上游领域ꎬ 中国能源公司已购得多个油气田的股份ꎬ
并与当地油气公司开展股权收购合作、 投资炼油厂等项目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

的涉及勘探开发、 运输设施建设及油品加工销售的全面合作关系势必会分流俄罗

斯在中亚的经济利益特别是能源资源ꎬ 削弱其区域能源权力和政治影响力ꎮ
其次ꎬ 中国规划的多条运输线路及经济走廊建设ꎬ 如亚欧大陆桥南线、 中

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会避开俄罗斯ꎬ 可能使俄罗斯失去实施本国过境潜力的

机会ꎮ 俄罗斯于 ２０１４ 年提出 “跨欧亚发展带计划”ꎬ 建议升级改造西伯利亚大铁

路ꎬ 并使之与中国和蒙古国的铁路干线对接ꎬ 以期巩固其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中

转作用ꎮ 因此ꎬ 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考量ꎬ 俄罗斯将优先考虑穿越而非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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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领土的计划ꎬ 如经由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线路ꎬ 而经由中亚五国

及里海周边地区、 绕过俄罗斯的线路则不会得到俄方的支持ꎮ 此外ꎬ “一带一

路” 设想的东西走廊与俄罗斯主张的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的南北走廊投资 (将
西伯利亚、 远东与中国连接起来ꎬ 再经由中亚与伊朗、 印度和巴基斯坦连接起

来)ꎬ 两者在中亚地区的行动意愿是背道而驰的ꎮ
再次ꎬ ２００９ 年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ꎬ 物美价廉的

中国商品加速涌入使俄罗斯生产商面临被排挤出去的风险ꎮ 面对中国在中亚的贸

易与投资增加 (同时也为应对欧盟东扩)ꎬ 俄罗斯以重启一体化计划作为回应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提高外部关税ꎬ 使俄罗斯商品获得额外

的竞争优势ꎬ 同时防止该地区国家的离心倾向ꎮ 就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思维而言ꎬ
它显然希望在中亚保留有比其他大国更强的影响力ꎮ

在当前国际能源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ꎬ 中亚区域能源供需关系和能源权力

格局面临调整与重塑ꎬ 其中既蕴含着机遇ꎬ 也潜藏着挑战ꎮ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中

亚周边的两大邻国ꎬ 在防范 “颜色革命” 等外部势力渗透、 维护中亚地区安全

稳定、 促进该地区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拥有共同利益ꎬ 而这是两国仅凭

一己之力所无法实现的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诸多项目在中亚有交

叉ꎬ 中亚地区同时成为两大计划推进不可或缺的战略空间ꎮ 这也就意味着中俄双

方顶层设计的 “一带一盟” 对接倡议需要开辟共同经济空间ꎬ 并在其间相互协

调ꎬ 建立起完整的基础设施网络和供应链ꎬ 以能源合作为引擎推动地区一体化ꎬ 与

中亚国家共建合作共赢的地区能源新秩序ꎮ 为此ꎬ 需要在以下方面提升区域能源合作

水平ꎮ
第一ꎬ 协商确定国际通道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项目ꎬ 提高中亚交通运输一体

化程度ꎬ 促进该地区各国的经济联系ꎮ 能源通道建设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的关键内容之一ꎬ 中亚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 发展潜力大但产

业基础薄弱ꎬ 中方投资可以引入先进的技术、 设备和产能合作ꎬ 如帮助升级改造

俄罗斯相对落后的铁路运输网络ꎬ 从而吸引优质投资到能源开发等大型合作项

目ꎬ 拓展能源供给渠道ꎮ 为充分释放相关国家的过境潜力ꎬ 中国推动的横向运输

走廊应考虑补充以纵向路线ꎬ 沿运输干线形成辐射四方的道路网ꎬ 这样既兼顾了

各方需求ꎬ 又可以保证开采中心、 原料加工与外运的通道顺畅ꎮ
第二ꎬ 欧亚经济联盟确立了 ２０２５ 年前建立统一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目标ꎬ

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贸易目前多以双边政府间、 企业间合作协议为主导ꎬ 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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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加剧区域内国家间在资金流向、 市场份额等方面的竞争ꎬ 不利于形成多方共赢的局

面ꎮ 为规避油气资源国、 管道过境国能源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ꎬ 保证油气管道的长

期稳定运行及可靠供应ꎬ 中国亟待推动 “一带一盟” 对接框架下的多边能源合作

项目ꎬ 寻找到双方合作的契合点ꎬ 与欧亚经济联盟协商优先对接那些包含有多个成

员国和伙伴国在内的已有规划项目ꎬ 促进能源生产国、 过境国、 进口国之间的利益

平衡ꎬ 打造能源利益共同体ꎮ 通过协调和落实一批多方参与、 共同受益的示范性项目

增强区域整体的竞争力ꎬ 并显著提升中亚一体化空间的吸引力、 创新力和联通性ꎮ
第三ꎬ 利用 “一带一盟” 项目对接的契机ꎬ 在中亚地区推动建立具有广泛

功能的多边协调机制ꎬ 包括能源政策沟通、 能源信息共享、 能源标准互认等方

面ꎬ 提升地区一体化潜力ꎮ 从区域能源安全的角度看ꎬ 在贸易、 海关、 技术转

让、 生态标准、 检验检疫、 竞争调节等方面确立共同的规则和法律规范将有利于

区域附加价值链的形成ꎬ 降低大型项目运作的成本和风险ꎬ 特别是在与中国经济

良性互动的同时可以促使各方立场接近、 立足全局、 理性让步ꎬ 开展更加均衡、
高效与包容的合作ꎮ

第四ꎬ 发挥金融保险与能源项目的相互支持作用ꎬ 为 “一带一盟” 对接合

作提供资金保障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开始运行的丝路基金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正式成立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ꎬ 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化

和经济一体化提供投融资支持ꎮ 丝路基金是中国按照市场化、 国际化、 专业化原

则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ꎬ 重点是与各国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相衔接ꎬ 为基础

设施、 能源开发、 产业合作提供投融资服务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丝路基金已与哈萨

克斯坦设立首个产能合作专项基金ꎮ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 中国为

其最大股东ꎬ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现均为亚投行的成员国ꎮ 以此为基础ꎬ 在中亚地区可尝试建立更加紧密的金融合

作制度安排ꎬ 通过构建公平、 有序、 惠及各方的区域金融秩序有效应对外部

冲击ꎮ
第五ꎬ 在打造中亚统一能源合作空间的过程中ꎬ 探索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对接平

台的可行性ꎮ 上海合作组织是现有的中国、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开展互利合作最

成熟的机制和平台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发布的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指出ꎬ 要加强同俄罗斯、 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区域建设ꎬ 着力打造 “一带

一路” 框架下的区域性能源交易市场ꎮ 目前ꎬ 该地区的多边合作关系还较为薄

弱ꎬ 需要建立起能够协调各参与方行动的有效机制ꎬ 并在已有国际法和国际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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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源宪章) 的基础上ꎬ 制定本地区的合作章程和规范ꎮ 上海合作组织拥有落

实将地区整合为一体的大型跨国能源项目的经验ꎬ 以 ２０１５ 年 “带盟对接” 声明

为契机ꎬ 上合组织有很大潜力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协作的主要

平台ꎮ
但是ꎬ 在深度发掘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对接平台的潜力的同时ꎬ 需要对以下不

利因素有清醒的认识: 一是相较于经济利益ꎬ 俄罗斯更专注的是地缘政治ꎬ 这意

味着它不会轻易降低对中亚资源、 出口路径和战略项目的管控力度ꎬ 也使俄方在

由中国主导的具体能源合作项目的推进中会有所保留ꎻ 二是目前上合组织框架内

的许多大型合作项目都有赖于中方的投入ꎬ 这种现实状况使得中亚国家存在着对

中国过度介入的担忧ꎬ 而俄罗斯可以恰当地利用此种情绪以强化自身在地区国家

的政治立场①ꎬ 以求尽可能地掌控中亚国家的行动空间ꎻ 三是上合组织关于地区

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和组织机制尚不完善ꎬ 各成员国因经济实力悬殊导致利益诉

求差异大、 能源一体化目标不一致ꎬ 致使以 “能源俱乐部” 为核心的多边能源

合作制度化建设进展缓慢ꎬ 已签署协议的执行力较弱并缺少实际成效ꎮ
当前ꎬ 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国和俄罗斯着眼于长远利益ꎬ

致力于筑牢彼此战略依托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初ꎬ 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坚定表明 “两国要携手并肩实现同步振

兴”②ꎮ 能源合作是中俄合作中分量最重、 成果最多、 范围最广的领域ꎬ 双方密切

协作将在国际多极能源格局构建和地区能源一体化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ꎮ 持续推动

共建 “一带一路” 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背景下的中亚能源一体化进程是深化中、
俄与中亚国家利益交融、 拉紧共同利益的纽带ꎬ 可以促使能源因素在本地区国家间

关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ꎬ 成为地区共同安全的稳定器ꎮ 而上海合作组织

作为区域务实合作的平台ꎬ 其已有的法律基础、 组织结构、 合作机制的健全与有效

利用ꎬ 将有助于维护公平、 公正、 合理、 有序的中亚地区能源秩序ꎬ 进而为全球能

源治理树立合作共赢的典范ꎬ 并为世界能源发展注入新动力和正能量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２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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