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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波俄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ꎬ 经历了 “重启—紧张—缓和—再

紧张” 等多次跌宕起伏ꎬ 其中夹杂在两国之间的历史纠葛、 地缘政治攻守以及背

后的大国博弈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波俄关系的惯常性变量ꎮ 然而ꎬ 这些并不能有

效解释牵动当前波俄关系敏感神经的波动性变量是什么ꎮ 在乌克兰危机之后ꎬ 随

着俄罗斯 “北溪 － ２” 项目的启动ꎬ 波兰长久以来对俄罗斯能源的不对称依赖不

断扩大ꎬ 成为俄罗斯对波兰施加政治影响的武器ꎮ 本文从能源视角出发ꎬ 通过敏

感性与脆弱性两个核心变量构建波俄能源不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框架ꎬ 试

图解释俄罗斯在启动 “北溪 － ２” 项目之后ꎬ 依赖较大国波兰努力降低或摆脱对

俄能源脆弱性依赖可能的政策回应及其对双边关系可能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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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波俄双边关系历经考验ꎬ 从 “橙色革命”、 俄格冲突、 斯摩棱

斯克空难事件ꎬ 到乌克兰危机ꎬ 这些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唤起了影响波俄关

系的惯常性变量ꎮ 自冷战结束以来ꎬ 关于波俄关系的论述ꎬ 不论是中国学界还是

波兰或俄罗斯学界的主流观点都集中在历史纠葛、 地缘政治、 大国博弈等因素

上ꎮ 少有学者从能源视角出发ꎬ 将波俄能源合作中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作为影

响当前波俄关系的重要变量加以详尽分析ꎮ
首先ꎬ 从历史角度看ꎬ 波俄关系中的历史纠葛至今无法抹去ꎬ 已经成为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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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族主义者反俄仇俄的历史性记忆ꎮ 自 １７７２ 年波兰第一次遭受俄普奥瓜分

之后ꎬ 就已经埋下仇恨的种子ꎬ 成为横在波俄关系之间一以贯之的因素ꎮ 其次ꎬ
夹缝中的地缘宿命ꎬ 使波兰始终无法摆脱来自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威胁和大国博弈

的命运ꎬ 这导致俄罗斯至今仍被波兰视为危险的近邻ꎮ 然而ꎬ 这些影响波俄关系

的传统因素并不能有效解释当前波俄关系的波动原因ꎮ 因此ꎬ 该文从能源视角出

发ꎬ 探究乌克兰危机之后影响波俄关系的能源因素显得更具现实意义ꎮ
国内学术界对于波俄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以下几个分析视角ꎮ 第一ꎬ 来自可

能复活的帝国主义的地缘威胁①ꎮ 第二ꎬ 波俄关系中的乌克兰因素ꎬ 以及中东欧

地区的大国博弈②ꎮ 第三ꎬ 多数学者通过历史、 地缘和能源等多个视角ꎬ 面面俱

到地分析了波俄关系的变化③ꎮ
具体到能源视角上ꎬ 少数学者在其文章中仅将能源因素作为波俄关系的影响

因素之一加以考察ꎬ 均未详细展开分析ꎮ 熊昊指出ꎬ ２００６ 年年初爆发的俄乌天

然气冲突造成了整个欧洲的能源恐慌ꎬ 此次能源危机对波兰的冲击尤为深刻ꎬ 将

波兰对俄能源的不对称依赖暴露无遗④ꎮ 这直接影响了图斯克政府上台之后的对

俄积极政策ꎮ 赵艳霞等则将 “波兰对俄能源的高度依赖视作影响波兰国家安全的

一个主要外部威胁”⑤ꎮ 王一诺认为能源领域的较量是影响波俄关系的重要因素

之一ꎬ 即波兰一直积极借助入盟契机逐渐摆脱对俄能源单一依赖ꎬ 而俄罗斯则不

遗余力地保持其在能源上的垄断地位ꎮ 朱晓中指出ꎬ 俄波关系是俄罗斯与所有中

东欧国家关系中最复杂和曲折的一组ꎬ 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原因之一就是能

源问题⑥ꎮ 此外ꎬ 郭洁在 «近二十年波兰外交转型刍议» 一文中梳理了从冷战结

束至 ２０１１ 年近 ２０ 年左右的波兰外交转型历程ꎬ 指出 “能源问题———无论是冷战

期间还是冷战后ꎬ 波兰对苏 (俄) 的天然气高度依赖局面始终没有扭转”⑦ꎮ
国外学者对波俄关系的研究关注度要高于国内ꎬ 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ꎮ 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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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ꎬ 绝大多数学者的分析视角仍然集中在影响波俄关系的传统议题上: 首先是

历史纠葛问题ꎬ 其次是地缘担忧ꎬ 最后是乌克兰问题和其他现实性利益纠纷问题

(包括能源政治)ꎮ 第一ꎬ 俄罗斯作为侵略者这一刻板印象的历史性记忆ꎬ 以及

波兰曾经作为欧洲强国的大国情结长久地存在于波兰人的心中ꎮ 莫斯科国立外交

学院的安娜切尔诺娃指出ꎬ 现代波兰的外交仍受到历史上立陶宛波兰公国、 俄

罗斯帝国和苏联时代刻板印象的影响①ꎮ 罗蒙诺索夫北方 (北极) 联邦大学的米

哈伊尔苏普鲁恩在 «波兰与俄罗斯: 地区安全方面» 中分析ꎬ 波兰对外政策

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ꎬ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在中

欧和东欧次区域的野心ꎮ 波兰的 “东方伙伴” 战略将俄罗斯排除在外ꎬ 对俄罗

斯总是怀有警惕之心ꎮ 此外ꎬ 俄罗斯国立旅游服务大学的波斯特尼科夫认为ꎬ 波

兰的东方政策中民族中心主义占了极大的比重ꎬ 波兰总梦想成为东欧区域大国ꎮ
其中立陶宛、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则被其视为这一地缘抱负中的重要利益区和政治

伙伴ꎮ 而俄方认为ꎬ 波兰时常将俄罗斯视作阻碍其实现这一地缘梦想的敌人②ꎮ
持相同观点的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维尔施宁分析了现代波俄关系中的历史因

素ꎬ 认为改善波俄关系的一个阻碍就是波兰民众普遍认为他们自己是苏联专制历

史的牺牲品③ꎮ 美国杜兰大学政治系教授雷德蒙塔拉斯指出影响波俄关系的核

心因素之一是来自波兰的 “恐俄症”④ꎮ
第二ꎬ 地缘政治博弈引发了波兰对俄罗斯可能复活帝国主义的担忧ꎮ 俄罗斯

高等经济大学的奥菲采洛夫 －别里斯基教授指出ꎬ 波兰和俄罗斯的命运总是互相

羁绊ꎬ 外部影响因素层出不穷ꎮ 诸如美国 “９１１” 恐怖袭击事件、 乌克兰 “橙
色革命”、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 乌克兰危机等都对波兰与俄罗斯的关

系造成了重大影响———其中大部分是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和警惕情绪⑤ꎮ
第三种观点集中在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波兰对俄罗斯的扩张担忧与现实性利益

的考量ꎮ 格达尼综合技术大学学者克里斯蒂娜戈木尔卡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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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十分关心波兰自身经济、 政治和领土安全的情绪ꎮ 媒体则大多十分担忧俄罗

斯的强势扩张对乌克兰造成的打击会殃及波兰①ꎮ 别尔哥罗德大学的叶尔菲莫娃

分析了乌克兰局势对俄罗斯和波兰的经济的影响ꎮ 由于俄乌关系的恶化ꎬ 乌克兰

面临制裁ꎬ 波兰的能源、 旅游业、 边境安全等有可能受到波及②ꎮ
第四种观点则是综合了政治、 经济、 安全、 文化与历史等多重因素ꎮ 例如ꎬ

华沙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克莱巴通过对 «波兰对欧洲和后苏联空间政策的理念基础»
这一官方文件的分析ꎬ 总结出波兰人对欧洲和原苏联地区战略形势的看法: 害怕俄

罗斯的新帝国主义政策、 否认中欧和东欧国家作为权力政策对象的看法、 对西方邻

国与俄罗斯可能达成的秘密协议感到担忧、 希望尽快融入西方军事同盟一体化结构

之中以及追求在中东欧次区域的领导者地位③ꎮ 利夏科维奇认为政治、 经济、 能

源、 安全、 历史和文化是影响俄罗斯与波兰关系的决定性因素ꎬ 两国关系不稳定

的原因主要是双方自身定位的不对等和对欧洲秩序的期望有冲突④ꎮ
通过简要的学术梳理发现ꎬ 国外学者对波俄关系的分析视角主要聚焦于历史

纠葛、 主权关切、 地缘政治博弈、 领土安全以及波兰的大国梦想等因素ꎬ 对于近

年来波俄能源关系仍然缺乏关注ꎮ

二　 波俄能源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一) 波俄能源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

一般而言ꎬ 依赖是指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ꎬ 相互依赖指

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⑤ꎬ 而完全均衡

的相互依赖很少出现ꎬ 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对称性依赖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ꎮ
在这组依赖关系之中ꎬ 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通常可以从相互依赖中获得权力ꎬ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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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ꎬ 门洪华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版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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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双方利益的某些问题上掌握讨价还价的主动权ꎮ 此外ꎬ 这种权力通常被视

作对资源的控制或结果的潜在影响ꎻ 这使得依赖性较小的一方时常具备较强的权

力资源ꎬ 并且该行为体有能力促动变化或以变化相威胁①ꎮ
非对称依赖中的敏感性是指: “某政策框架内作出反应的速度ꎬ 即一国变化

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ꎬ 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ꎮ”② 从表 １ 数

据可以看出ꎬ 在波俄能源关系中ꎬ 德国作为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最大市场ꎬ 其出

口占比达到 ３２％ ꎮ 排在第二到第六位的分别是土耳其、 意大利、 白俄罗斯、 荷

兰、 匈牙利ꎬ 合计占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 ４６％ꎬ 前六名国家总共占到了 ７８％ꎮ 而

波兰排在第七位ꎬ 占比仅为 ５％ꎮ 由此可见ꎬ 俄罗斯能源经济对德国的天然气需求

量波动性十分敏感ꎬ 其次是土耳其和意大利ꎬ 而波兰的需求量对俄罗斯的能源经济

影响较小ꎮ 因此从天然气供应市场维度来看ꎬ 俄罗斯对波兰的敏感性依赖较小ꎮ

表 １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天然气主要出口国家

序号 国家 出口 (百万立方米) 出口占比

１ 德国 ７１ ９８１ ３２％

２ 土耳其 ２８ ５５６ １３％

３ 意大利 ２７ ４２９ １２％

４ 白俄罗斯 １９ ０１４ ８％

５ 荷兰 １４ ６８０ ７％

６ 匈牙利 １２ ６９８ ６％

７ 波兰 １０ ３１７ ５％

８ 日本 ９ ７０５ ４％

９ 法国 ９ ２３０ ４％

１０ 捷克 ８ ８８９ ４％

　 　 数据来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ｅｎｅｒｇ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ｇａ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８＿ ｎａｔ＿ ｇａｓ － ２０１８ － ｅｎ

对波兰而言ꎬ 长久以来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ꎬ 对方的能源政策直接牵

动波兰经济的敏感神经ꎮ ２００７ 年 «波兰共和国国家安全战略» 明确指出波兰的

４８

①

②

〔美〕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ꎬ 门洪华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版ꎬ 第 １１ 页ꎮ

同上ꎬ 第 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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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来源结构过于单一ꎬ 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①ꎮ 多年来ꎬ 波兰作为俄罗

斯天然气输往欧洲的中转国之一ꎬ 一直享有价格优惠ꎮ 然而ꎬ ２００４ 年两国关系

恶化ꎬ 波兰能源安全立刻遭到俄方的制裁威胁②ꎮ 此外ꎬ 波兰每年消耗大约 １５０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ꎮ 它自己只能够生产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ꎬ 其余通过进口获

得③ꎮ 从表 ２ 数据来看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是波兰最主要的天然气进口来源

国ꎬ ２０１５ 年进口占总进口量的 ７３％ ꎬ ２０１６ 年小幅上升到 ７４％ ꎮ 值得注意的是在

２０１７ 年ꎬ 进口占比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跌ꎬ 原因在于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积

极推行的天然气进口多元化战略收到了一定成效ꎮ 但是ꎬ 波兰从俄罗斯进口的天

然气比例仍然维持在 ２ / ３ 左右ꎮ

表 ２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波兰天然气主要进口国

年份 从俄罗斯进口 (百万立方米) 进口总量 (百万立方米) 进口占比

２０１５ ８ ７８６ １２ １２１ ７３％

２０１６ １０ ９０２ １４ ６７９ ７４％

２０１７ １０ ３１７ １５ ７２７ ６６％

　 　 数据来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ｅｎｅｒｇ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ｇａ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８＿ ｎａｔ＿ ｇａｓ － ２０１８ － ｅｎ

(二) 波俄能源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

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强调的是政治层面ꎬ 即一国针对外部变化进行政策调整

的代价有多大———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ꎮ
以石油进口为例ꎬ 进口占总需求量 ３５％ 的两国似乎对石油价格的上涨同样敏

感ꎬ 但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可以付出适中的代价转向国内资源ꎬ 而另一个国家则

没有这种替代选择ꎬ 那么后者的脆弱性大于前者④ꎮ 具体到波俄能源关系中ꎬ
在 “北溪 － ２” 项目运行之前ꎬ 俄罗斯对欧出口天然气的主要线路有七条 (见
表 ３)ꎮ

５８

①

②
③

④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Польша ( Варшаваꎬ ２００７ года)ꎬ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ｒ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５６０４ꎮ

郭洁: «近二十年波兰外交转型刍议»ꎮ
Политика и немного бизеса Польша заключила контракт на поставки СПГ из СШАꎬ ＴＡＣＣꎬ １８

октябряꎬ ２０１８г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５６８７２０７
〔美〕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ꎬ 第 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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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俄罗斯对欧出口天然气的主要线路

名称 线路
管道长度
(公里)

输气能力
(亿立方米 / 年)

建成投产或
计划运行时间

“兄弟” 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捷克—
德国—法国—瑞士等

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奥地利—
匈牙利—意大利等

４ ４５１ ２４０ １９６７ 年

“北极光”
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
乌克兰—立陶宛等

７ ３７７ ４６０ １９８５ 年

“联盟”
天然气管道

北线: 俄罗斯—乌克兰—波兰—
德国—法国

南线: 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土耳其等

１ ７８０ ２８０ １９７８ 年

“亚马尔—欧洲”
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 ２０００ ３２９ ２００６ 年

“蓝溪”
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黑海海底—乌克兰—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

１ ２１３ １６０ ２００３ 年

“北溪”
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维堡港—波罗的海—
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

１ ２２４ 第一条: ５５０
第二条: ５５０

２０１２ 年第一条
２０１９ 年第二条

“土耳其溪”
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黑海海底—土耳其—
东南欧 (两条线路) ９３０ 两条各 １５７ ５ꎬ

合计 ３１５

总体计划完成
时间: ２０１９

年底

　 　 表格为作者自制ꎬ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ｚｐｒｏｍ ｃｏｍ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事实上ꎬ 俄罗斯对波兰的脆弱性依赖主要表现是对波兰过境天然气管道线路

的依赖ꎮ 当前ꎬ 俄罗斯通过陆路运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共有四条ꎬ 分别是 “兄
弟” 天然气管道、 “北极光” 天然气管道、 “联盟” 天然气管道、 “亚马尔一欧

洲” 天然气管道ꎬ 总计年输气能力达到 １ ３０９ 亿立方米ꎮ 国际能源署数据 (ＩＥＡ)
显示ꎬ 俄罗斯 ２０１７ 年天然气总出口量约为 ２ ２５５ 亿立方米ꎬ 以上四条管道运气能

力大约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 ５８％ ꎮ 其中途经波兰的线路有三条ꎬ 分别是 “北极

光” 天然气管道、 “联盟” 天然气管道 (仅一条过境) 和 “亚马尔一欧洲” 天然

气管道ꎮ 这三条线路运气能力大约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 ４７％以下ꎮ “兄弟” 天然

气管道过境乌克兰ꎬ 由于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的发生ꎬ 这条线路输送的稳定性受

到威胁ꎮ 以俄罗斯最大的客户———德国市场为例ꎬ 俄罗斯输往德国最主要的天然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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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输送路线是 “亚马尔—欧洲” 和 “北溪”①ꎮ 如果俄罗斯想完全绕开波兰将天

然气输送到德国市场ꎬ 时机尚未成熟ꎮ 因为在 “北溪 － ２” 投产之前ꎬ 俄罗斯当

前现已投产的绕过波兰 “北溪” 天然气管道年运气能力只能达到 ５５０ 亿立方米ꎬ
而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出口量约为 ７２０ 亿立方米ꎮ

此外ꎬ 当前俄罗斯输往德国的最大陆上天然气管道项目 “亚马尔—欧洲”
管道也倚重波兰ꎮ 该管道的俄罗斯段长为 ４０２ 公里ꎬ 有三个加压站ꎮ 过境白俄

罗斯的长度为 ５７５ 公里ꎬ 有 ５ 个加压站可供运营ꎬ 该段的控制权掌握在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公司手中ꎮ 然而ꎬ 管道过境波兰部分最长ꎬ 达到了 ６８３ 公里ꎬ 包括

５ 个加压站②ꎮ 该段是由欧波天然气公司 ( Ｅｕｒｏｐｏｌｇａｓ) 掌握ꎬ 而波兰石油天

然气公司 ( ＰＧＮｉＧ) 是欧波天然气公司的最大股东ꎮ 因此ꎬ 波兰石油天然气

公司是 “亚马尔—欧洲” 管道波兰段的实际控制者ꎬ 其占股份达 ５２％ ꎬ 另

外 ４８％ 的股权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拥有ꎮ 此前ꎬ 波俄双方各持有 ５０％
股份ꎮ 掌握 “亚马尔—欧洲” 天然气管道的控制权对波兰的能源地位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ꎮ
由此可见ꎬ 俄罗斯当前对欧天然气出口线路对波兰具有较大的脆弱性依赖ꎮ

相比而言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之前ꎬ 基于俄罗斯在波兰能源市场的垄断地位ꎬ 其中包

括对于价格制定权的掌控ꎬ 波兰对俄罗斯的脆弱性依赖更大ꎮ 一旦俄罗斯提高能

源价格或中断对波兰的油气供应ꎬ 波兰在短期内将无法拿出实质性的天然气进口

替代方案ꎮ

三　 “北溪 －２” 与波俄能源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强化

(一) “北溪 －２” 的实施背景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苏联石油天然气巨头 (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ꎬ
以下简称俄气) 开始了一项新的工程———跨越白俄罗斯将天然气出口到波兰和德

国ꎮ 该项目被称为 “白俄罗斯链接” (Ｂｅｌａｒｕ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ꎬ ＢＣ)ꎬ 这是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新建的最大的天然气管道项目ꎮ

７８

①
②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ｕｙｅｒ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ｇａ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ｚｐｒｏｍ ｃｏｍ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Ｙａｍａｌ －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ｇａｓ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ｚｐｒｏｍ ｃｏｍ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ｙａｍａｌ －

ｅｕｒｏｐ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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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官方预测ꎬ 俄在 ２０２０ 年对西欧的天然气出口量将达到每年 ２ ０００ 亿立方

米ꎮ 然而ꎬ 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该项目的实施环境①ꎮ 其中涉及到的过境国

是主要风险之一ꎮ 之前俄罗斯几乎所有输往西欧的天然气都不得不途经乌克兰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由于途经乌克兰的运输管道遭到偷窃一度面临供应中断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俄乌多次出现分歧甚至冲突ꎬ 诸如 ２００４ 年 “橙色革命”ꎬ
２００６ 年俄乌天然气争斗ꎮ 在俄气的构想里ꎬ “白俄罗斯链接” 主要从俄罗斯的亚

马尔半岛天然气田向欧洲市场供给天然气ꎬ 因此这个项目也被称为 “亚马尔—欧

洲” 工程ꎮ 俄气及其合作伙伴通过连接俄罗斯主干天然气管道ꎬ 建设新的管线穿

越白俄罗斯和波兰最后到达德国创建了 “白俄罗斯链接”②ꎮ 从这个管线可以看

出ꎬ 俄罗斯选择性地避开了乌克兰ꎬ 而波兰和白俄罗斯则成为了俄罗斯输往西欧

广阔市场的途经地ꎮ 然而ꎬ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ꎬ 试图绕过乌克兰ꎬ 途经白俄罗斯

的路线也是问题不断③ꎮ 以上因素构成了俄罗斯大力扩宽能源出口线路的愿望ꎬ
尤其是绕开极具敏感性的原苏联共和国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和波兰等ꎬ 从而

实现直达需求量丰富的德国市场ꎬ 进而输往西欧其他国家ꎮ “北溪 － ２” 项目建

设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性背景ꎮ
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最大的天然气输送路线是 “亚马尔—欧洲” 和 “北溪”ꎮ

其中跨国的 “亚马尔—欧洲” 天然气管道横跨四个国家ꎬ 即俄罗斯、 白俄罗斯、
波兰和德国ꎮ 其年输气能力为 ３２９ 亿立方米ꎮ “北溪” 是一条从俄罗斯到欧洲横

跨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ꎮ 由于绕过过境国ꎬ “北溪” 项目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股份公司提供了直接接触欧洲消费者的途径ꎮ 该管道确保了俄罗斯向欧洲供应天

然气的高度可靠性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委员会将 “北溪” 项目列为跨欧洲能源

网络 (ＴＥＮ － Ｅ) 指南的优先项目ꎮ 这种状况在 ２００６ 年得到了重新确认ꎮ 这意味

着北溪项目是欧洲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关键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北溪” 项目的

建设在波罗的海启动ꎮ 第一期北溪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投入使用ꎬ 第二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投入使用④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北溪” 项目的股东审查了第三和第四期天

然气管道可行性研究的初步结果并得出结论ꎬ 它们的建设在经济和技术上是可行

８８

①

②
③
④

〔英〕 戴维Ｇ 维克托、 埃米Ｍ 贾菲、 马克Ｈ 海斯: «天然气地缘政治———从 １９７０ 到
２０４０»ꎬ 王震、 王鸿雁等译ꎬ 石油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１１２ 页ꎮ

同上ꎬ 第 １１２ 页ꎮ
同上ꎬ 第 １１４ 页ꎮ
Ｎｏｒｄ Ｓｔｒｅａｍ 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ｚｐｒｏｍ ｃｏｍ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ｎｏｒｄ － ｓｔｒｅａ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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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ꎮ 后来ꎬ 第三和第四期的建设项目被称为 “北溪 － ２”ꎮ
“北溪 －２” 项目是一个扩大现有北溪天然气管道的项目ꎬ 该管道连接俄罗斯

和德国ꎬ 通过波罗的海绕过过境国: 乌克兰、 白俄罗斯、 波兰和其他东欧以及波罗

的海国家ꎮ 整条管道重复北溪的路线ꎬ 经过五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领海———俄罗

斯、 芬兰、 瑞典、 丹麦和德国ꎮ 建设成本估计为 ９５ 亿欧元①ꎮ 它的长度是１ ２２４公
里ꎬ 其运输能力是每年 ５５０ 亿立方米天然气ꎮ “北溪 － ２” 的调试计划于 ２０１９ 年

年底完成②ꎮ 该项目将由新欧洲管道公司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ＡＧ) 的一家合

资项目公司 (ＳＥＣ) 实施ꎬ 运营商是俄气的子公司北溪公司 (Ｎｏｒ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Ｇ)ꎮ
德国能源巨头意昂集团 (Ｅ ＯＮ)、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 奥地利石油天然气集团

(ＯＭＶ) 和德国大型化工企业巴斯夫集团旗下子公司温特斯豪尔 ( Ｂａｓｆ /
Ｗ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ｌｌ) 等五家欧洲能源公司将提供长期融资ꎬ 占项目总成本的 ５０％ ꎬ 占股

比为 ４９％ ꎮ 另外 ５０％的成本由俄气承担ꎬ 占股比为 ５１％ ③ꎮ 由于俄罗斯出口到

欧洲天然气的增长ꎬ 俄罗斯已经在 ２０１７ 年向乌克兰输送了超过 ９００ 亿立方米的

天然气ꎮ 投资新路线正是为了尽量减少对乌克兰的依赖性ꎮ

(二) 波兰降低对 “北溪 －２” 脆弱性依赖的替代方案

为了抵消俄罗斯对波兰不断增强的不对称性相互依赖权力ꎬ 降低波兰对俄罗

斯能源政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依赖ꎬ 在俄罗斯启动 “北溪 － ２” 项目的同时ꎬ 波

兰也在积极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ꎬ 即从挪威、 卡塔尔和美国三国进口液化天

然气ꎮ 另一种可能性是建造通过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ꎬ 进而获得来自挪威的液

化天然气ꎮ 但截至目前ꎬ 该管道项目协议尚未签署④ꎮ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ꎬ 波兰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３％增加到 ７４％ ꎬ 然后较大幅度下跌到 ６６％ (见表 ４)ꎮ 造成这一现象

的背后成因正是由于波兰在 ２０１５ 年之后开拓了新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渠道以及提

高了原有线路的进口量ꎬ 以此降低对俄天然气的依赖程度ꎮ 从表 ４ 来看ꎬ ２０１６ 年

波兰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量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６ 亿立方米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１ ３５ 亿立

９８

①

②
③

④

Госдепартамент вновь высказался против плано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 Северного потока － ２ " ꎬ ３０
июня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５３３７３９３

Кому мешает газопровод "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 － 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４７１３６７７
Минэнерго Польши опровергло информацию о запросе поставок газа по " Северному потоку －

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３３９５４６２
Политика и немного бизеса Польша заключила контракт на поставки СПГ из США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５６８７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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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ꎬ ２０１７ 年则达到了 １７ ５２ 亿立方米ꎮ 液化天然气在波兰天然气进口总量中的

占比从大约 １％增加到了 １１％ ꎮ 其中液化天然气进口来源国在 ２０１５ 年的卡塔尔、
俄罗斯、 荷兰和比利时四国的基础上ꎬ 新增加了美国和挪威的供应渠道ꎮ ２０１７
年后ꎬ 波兰将加大从卡塔尔、 美国和挪威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ꎮ

表 ４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波兰 ＬＮＧ 进口来源国 (百万立方米)

年份
液化天然气
进口总量

卡塔尔 俄罗斯 荷兰 比利时 美国 挪威
天然气进口总量
(百万立方米)

２０１５ １２６ ２９ ２ ３ ０ ０ １６０ １２ １２１

２０１６ １ ０１６ ２７ ２ ７ ０ ８３ １ １３５ １４ ６７９

２０１７ １ ５４０ ３２ １ ２ ９３ ８４ １ ７５２ １５ ７２７

　 　 数据来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ｅｎｅｒｇ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ｇａ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８＿ ｎａｔ＿ ｇａｓ － ２０１８ － ｅｎ

具体而言ꎬ 当前波兰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主要分布在以下几条天然气输送线

路上ꎮ 首先是挪威线路: ２０１８ 年波石油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Ｅｑｕｉｎｏｒ①) 手中

以 ２ ２ 亿美元收购了位于挪威大陆架南部的北海天然气和凝析油田的 ４２ ３８％ 股

权ꎮ 此次收购将帮助波石油从 ２０２４ 年起将挪威的进口天然气产量增加 ５ 亿立方

米ꎬ 并且可以将挪威天然气通过波罗的海管道输送到波兰②ꎮ 此外ꎬ 波石油还计

划到 ２０２２ 年将挪威的天然气产量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５ ５ 亿立方米提高到 ２５ 亿立

方米③ꎮ
其次ꎬ 美国液化天然气为波兰提供了另一种能源供应途径ꎮ 目前ꎬ 波石油与

美国全球液化天然气公司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ＮＧꎬ 以下简称 “美气”)④ 签订了一

份为期 ２０ 年的合同ꎮ 该协议规定了一份为期 ２０ 年的液化天然气销售和购买合同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Ｅｑｕｉｎｏｒ 原称是 Ｓｔａｔｏｉｌ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ꎬ 宣布公司名称将
从 Ｓｔａｔｏｉｌ 更改为 Ｅｑｕｉｎｏｒꎮ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 ＥｌｄａｒＳａｅｔｒｅ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ꎬ 考虑到全球能源转
型和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出发ꎬ 公司未来的战略将更加注重平等和平衡ꎬ 业务重点也将从石油和天然气发
展到风能、 太阳能等更广泛的能源领域ꎮ 参见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将名称从 Ｓｔａｔｏｉｌ 更改为 Ｅｑｕｉｎｏｒ»ꎬ
ｈｔｔｐ: / / ｎｏ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３ / 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７２ ３７７５ ｓｈｔｍｌ

Польша купила долю в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и газа на Норвежском шельфе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５６８９８９９

«波兰 ＰＧＮｉＧ 表示将关注波兰以外更多上游项目»ꎬ ｈｔｔｐ: / / ｅｉｐ ｓｉｎｏｐｅｃ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７２７３５６ ｈｔｍ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ＮＧ 是北美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的长期生产商ꎮ 它的两个出口基地: 卡尔克苏山口
液化天然气 (ＣａｌｃａｓｉｅｕＰａｓｓＬＧＮ) 和普拉克明县液化天然气 (ＰｌａｑｕｅｍｉｎｅｓＬＮＧ) 将满足世界对低成本、 清
洁和可靠的北美能源的不断增长的需求ꎮ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ｖｅｎｔｕｒｅｇｌｏｂａｌｌｎｇ ｃｏｍ /



热点透视　

的基本条款和条件ꎬ 即每年为波兰供应 ２０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ꎬ 约为再气化后的 ２７
亿立方米ꎮ 文件 已 经 在 华 盛 顿 特 区 举 行 的 世 界 天 然 气 大 会 ( Ｗｏｒｌｄ Ｇａ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期间签署①ꎮ 与此同时ꎬ 波石油负责人皮特 沃兹尼亚克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ꎬ ２０２２ 年向波兰供应俄罗斯天然气的长期合同将就此结束②ꎮ
第三ꎬ 波兰与卡塔尔早在 ２０１３ 年就进口液化天然气已经签订了合同ꎮ 根据

合同ꎬ 波兰将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每年从卡塔尔进口 １０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ꎬ ２０１８ 年之

后为每年 ２００ 万吨③ꎮ 但是价格却比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高了 ５０％ ꎮ 为了摆

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ꎬ 实现能源多元化战略ꎬ 波兰正在付出昂贵的代价ꎮ 此

外ꎬ 波兰和斯洛伐克已经开通了两国之间的管道建设④ꎮ
从相关数据来看ꎬ 到 ２０２３ 年ꎬ 波兰每年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将达 ５５０ 万吨ꎬ

经再气化后ꎬ 可能达到约 ７５ 亿立方米ꎮ 而波兰当前国内天然气产量为 ４０ 亿立方

米左右ꎮ 以 ２０１７ 年波兰的天然气需求量 (１５０ 亿立方米) 作为参考ꎬ 波兰至少

还需要从俄罗斯进口 ３５ 亿以上的天然气ꎮ 因此ꎬ 对于波兰而言ꎬ ２０２３ 年将成为

决定波兰能源进口政策的关键时间节点⑤ꎮ

(三) “北溪 －２” 强化了俄罗斯对波兰的权力效用

从 “北溪 － ２” 涉及的各方利益来看ꎬ 俄罗斯积极助推的 “北溪 － ２” 项目

进一步增强了波兰对俄能源政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ꎮ 反之ꎬ 依赖较小国俄罗斯对

依赖较大国波兰的非对称相互依赖权力进一步强化ꎮ
据波兰官方的回应ꎬ “北溪 － ２” 可能对波兰能源安全造成的威胁已经被波

兰政府严肃对待ꎮ 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２０１８ 年７ 月份的政策报告指出ꎬ “ ‘北溪 －２’
虽然一直被俄方宣称是一个 ‘纯商业’ 的项目ꎬ 但难掩背后的政治意图ꎮ 因为ꎬ
该项目旨在重构未来几年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政治版图ꎬ 并巩固俄罗斯在欧盟天

然气市场上的地位ꎮ 除了经济和市场考虑之外ꎬ 天然气并不是一种简单交易的商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ＧＮｉＧ 与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ＮＧ 签署液化天然气销售和购买协议»ꎬ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ｎａｓｉ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２１５２７８ － １ ｓｈｔｍｌ

Политика и немного бизеса Польша заключила контракт на поставки СПГ из США
Польша продолжает борьбу с зависимостью от " Газпрома" ꎬ ０８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８ / ７８５９５９ － ｐｏｌｓｈａ － ｐｒｏｄｏｌｚｈａｅｔ － ｂｏｒｂｕ － ｓ － ｚａｖｉｓｉｍｏｓｔｙｕ － ｏｔ －
ｇａｚｐｒｏｍａ

«波兰和斯洛伐克已经开始建设南北天然气走走廊»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ｎｇｙｕａｎｊｉｅ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８９０３ ｈｔｍｌ

Польша продолжает борьбу с зависимостью от " Газпром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８ / ７８５９５９ － ｐｏｌｓｈａ － ｐｒｏｄｏｌｚｈａｅｔ － ｂｏｒｂｕ － ｓ － ｚａｖｉｓｉｍｏｓｔｙｕ － ｏｔ － ｇａｚｐｒｏ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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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ꎬ 而仍然是俄罗斯施加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压力与胁迫的主要工具之一ꎮ”①

具体来看ꎬ 在 “北溪 － ２” 项目正式运行之前ꎬ 波兰对俄罗斯的能源政策的

敏感性较强ꎬ 脆弱性较弱ꎻ 这意味着俄罗斯通过能源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对波兰施

加政治影响力的权力效应较小ꎮ 原因在于ꎬ 波兰作为俄罗斯天然气输往德国等西

欧国家主要陆上天然气运输管道——— “亚马尔—欧洲” 管道的必经过境国ꎮ 按

照波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协议ꎬ 俄罗斯每年需要支付波兰一笔过境费用ꎮ 另外ꎬ
“亚马尔—欧洲” 管道波兰段包括的 ５ 个加压站ꎬ 都是由波石油控股掌握的ꎬ 这

使得波兰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享受一定的特惠权和主动地位ꎮ 因此ꎬ 俄方不会轻

易掐断输往波兰的天然气供应ꎬ 波兰不必过分担心由于俄罗斯停止天然气供应或

使用垄断价格而对波兰经济造成较大损失ꎮ 这表明波兰对俄罗斯的脆弱性依赖较

弱ꎮ 但波兰 ２ / ３ 以上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ꎬ 因此其对俄罗斯的能源政策具有较强

的敏感性依赖ꎮ
反之ꎬ 俄罗斯对波兰过境国地位和市场的敏感性较弱ꎬ 脆弱性较强ꎮ 原因在

于 “北溪 － ２” 投产之前ꎬ 俄罗斯运往德国市场的陆上天然气管道必须途经波

兰ꎬ 暂时没有可替代方案ꎬ 因此对波兰具有较强的脆弱性依赖ꎮ 就波兰进口天然

气占据俄罗斯出口市场比例而言ꎬ 波兰只占 ５％ ꎬ 相比于德国、 土耳其等出口市

场而言ꎬ 相对小很多ꎮ 因此ꎬ 俄罗斯对波兰市场的敏感性较弱ꎮ
一旦 “北溪 － ２” 正式运行ꎬ 将对波兰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ꎮ 首先ꎬ

在敏感性方面: 波兰对 “北溪 － ２” 项目的敏感性体现在该项目正式运行之

后ꎬ 其国内天然气供应遭受的影响有多快以及遭受的经济损失有多大ꎮ 具体

来看ꎬ 第一ꎬ 天然气从现有运输线路转入 “北溪 － ２” 的可能性将增加波兰

过境基础设施利用的不确定性ꎬ 从而对其国内的天然气网络建设产生负面影

响②ꎮ 第二ꎬ 波兰将因俄罗斯绕道 “北溪 － ２” 线路而损失一大笔来自 “亚马

尔—欧洲” 管道的过境费用ꎮ 同时ꎬ 波兰也将丧失作为过境国地位购买俄罗斯

天然气的价格特惠权ꎮ 由此可见ꎬ “北溪 － ２” 的落地将使波兰为此付出巨大的

经济代价ꎮ
其次ꎬ 在脆弱性方面ꎬ 波兰有无可替代性能源进口方案ꎬ 及其为此付出的代

２９

①

②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ａ Ｇａｗｌｉｋｏｗｓｋａ － Ｆｙｋꎬ ＭａｒｃｉｎＴｅｒｌｉｋｏｗｓｋｉꎬ Ｂａｒｔｏｓｚ Ｗｉｓｎｉｅｗｓｋｉꎬ ＳｚｙｍｏｎＺａｒęｂａꎬ Ｎｏｒｄ Ｓｔｒｅａｍ
２: 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ꎬ ０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ꎬ ＰＩＳ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ｎｒ ５ (１６５) 

Ａ Łｏｓｋｏｔ － Ｓｔｒａｃｈｏｔａꎬ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ｒｄ Ｓｔｒｅａｍ ２ꎬ”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ｓｔꎬ ２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ｓｔ ｅｕ



热点透视　

价有多大将十分关键ꎮ 从上文关于波兰降低对 “北溪 － ２” 脆弱性依赖的可替代

方案的论述中可以得知ꎬ 波兰当前在能源进口方面的可替代性选择是液化天然

气ꎬ 主要来自三个国家: 美国、 挪威和卡塔尔ꎮ
从理论上而言ꎬ 以上三个渠道截至 ２０２３ 年ꎬ 年最大供应量为 ７５ 亿立方米ꎬ

然而ꎬ “北溪 － ２” 预计的运行时间就在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 这意味着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３ 年

之间的四年中ꎬ 波兰大部分的天然气进口还需要从俄罗斯进口ꎬ 脆弱性依赖进一

步强化ꎮ 而俄罗斯将完全可以摆脱对波兰过境国的运输依赖ꎮ 即使波兰从挪威和

美国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的计划得以成功落实ꎬ 外界对波兰为此付出的经济成本

也表示质疑ꎮ 因为ꎬ 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距离远远大于来自俄罗斯方面ꎮ
而挪威方面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需要付出巨大的建设成本ꎬ 其经济效益也遭到外界

质疑ꎮ
相反ꎬ 对俄罗斯而言ꎬ “北溪 － ２” 既可以节省俄罗斯输往西欧国家的天然

气运输成本ꎬ 提高运量ꎬ 也将使天然气运输成本降低 ５０％ 以上ꎮ 该项目将使欧

洲消费者每年至少节省 ７９ 亿欧元ꎮ 如果全球液化天然气需求增长ꎬ 这个数字可

能增加到 ２４４ 亿欧元ꎮ 此外ꎬ 与过境乌克兰相比ꎬ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每

年将节省 １０ 亿美元①ꎮ 波兰虽然也作为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市场之一ꎬ 但相较于

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发达国家市场而言ꎬ 俄罗斯经济对波兰的能源需求波动敏感

度较小ꎮ 此外ꎬ “北溪 － ２” 作为对传统过境线路的替代ꎬ 有助于俄罗斯彻底摆

脱对过境国的政治脆弱性依赖ꎮ 俄方可通过 “北溪 － ２” 绕过过境国 (主要是乌

克兰、 白俄罗斯、 波兰等国) 向欧洲出售天然气ꎮ

表 ５　 “北溪 －２” 运行前后俄罗斯对波兰的非对称相互依赖权力

运行前 运行后

敏感性 脆弱性 敏感性 脆弱性

俄罗斯对波兰的非
对称相互依赖权力

波兰对俄能源政策 较强 较弱 极强 极强

俄罗斯对波市场和过境国地位 较弱 较强 极弱 极弱
增强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通过对比 “北溪 － ２” 对波俄双方带来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影响程度ꎬ 可以

看出在短期内 (２０２３ 年之前) 波兰对俄罗斯能源政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有增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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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减ꎮ 相反ꎬ 该项目进一步降低了俄罗斯对于波兰作为能源供应市场和天然气

过境国的经济敏感性与政治脆弱性依赖程度ꎮ 俄波在能源上不对称性相互依赖

关系的进一步此消彼长ꎬ 无疑强化了俄罗斯对波兰的不对称性相互依赖的权力

效用ꎮ

四　 俄罗斯对波非对称相互依赖权力的强化对波俄关系的影响

(一) 波俄关系陷入能源安全困境

波兰能源部曾发布新闻表示强烈反对建设 “北溪 － ２” 天然气管道ꎮ 与此相

反的是ꎬ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却表示ꎬ “北溪 － ２” 的实施只会改善波兰的地

位ꎬ 因为该管道通过德国向波兰提供逆向供应的可能性将会增加①ꎮ 然而ꎬ 问题

的复杂性在于以波兰为代表的过境国家大多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ꎬ 他们对于俄罗

斯宣称的经济项目的目的性持有怀疑ꎮ 因而ꎬ 在俄罗斯 “北溪 － ２” 实施背景

下ꎬ 波兰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回应或将加剧波俄经济摩擦ꎬ 进而影响双方的政治

关系ꎮ
首先ꎬ 波兰对俄罗斯实施 “北溪 － ２” 的经济目的表示怀疑ꎬ 并且ꎬ 波兰始

终担心其对俄罗斯经济依赖性的加深将进一步强化俄罗斯对波兰的不对称性的权

力效用ꎮ 这种政治怀疑将引发波俄能源贸易之外的敌视行为ꎮ 具体而言ꎬ 波俄关

系已经在 “北溪 － ２” 项目上陷入了能源安全困境ꎮ 这种困境的形成来源于波兰

基于对俄罗斯经济、 地缘与政治意图长久以来的不信任感ꎮ 因此ꎬ 在俄罗斯试图

通过 “北溪 － ２” 甩开天然气传统线路节点中的过境国 (波兰) 的背景之下ꎬ 波

兰势必会通过加快推行本国的能源多元化战略ꎬ 抵消来自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能

源安全威胁ꎮ
其次ꎬ “北溪 － ２” 项目一旦投产ꎬ 波俄双方在经济上的复合性相互依赖程

度将迅速降低ꎬ 不利于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ꎮ 从权力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角度来

看ꎬ 两个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的国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要低于相互依赖程度较低

的两国ꎮ 以波俄关系为例ꎬ 在 “北溪 － ２” 项目投产之前ꎬ 俄罗斯输往西欧市场

的陆地天然气管道有三条过境波兰ꎬ 同时波兰也是俄罗斯的第七大天然气出口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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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ꎮ 对波兰而言ꎬ 俄罗斯则是其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ꎮ 因此ꎬ 虽然波俄关系长期

以来受制于历史纠葛ꎬ 难以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ꎬ 但波俄的双边能源合作为开展

关系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对话议题ꎮ
然而ꎬ 随着 “北溪 － ２” 项目的实施到最终运营ꎬ 波兰在经济上将损失一大

笔来自俄罗斯天然气管道的过境费用ꎬ 以及作为过境国的价格特惠权ꎮ 更重要的

是ꎬ 波兰在对俄能源关系中的地位将急剧降低ꎬ 被动地接受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价

格垄断权ꎮ 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俄罗斯有可能根据俄波关系的好坏ꎬ 通过能源供

应这一经济手段对波兰施加政治影响ꎮ 例如ꎬ 分别发生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中东

欧地区的两次天然气供应中断ꎬ 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天然气争端有关ꎮ 过

境乌克兰的 “兄弟” 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中断直接导致了几个中东欧国家天然气

的严重短缺①ꎮ 这表明俄罗斯在双边政治关系上ꎬ 一度挥舞过能源武器ꎬ 施加政

治影响力ꎮ

(二) 波俄双方地缘战略对峙加剧

“北溪 － ２” 项目从策划到正式启动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不久ꎬ 引发了

波兰极度的地缘不安全感ꎬ 加剧了双方的地缘对峙ꎮ “北溪 － ２” 项目最早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就已经完成了项目审查和可行性论证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由俄气牵头欧

洲其他五家能源巨头完成了项目建设融资ꎮ 直到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才在波罗的海开

始铺管作业②ꎮ 在 “北溪 － ２” 项目从计划到启动期间ꎬ 波兰除加快了建设位于

什切青地区的液化天然气终端外ꎬ 还在 ２０１５ 年与克罗地亚共同发起了连接波罗

的海、 黑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 “三海倡议”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可以将 “三海倡

议” 视作波兰对来自俄罗斯地缘威胁的直接回应ꎬ “北溪 － ２” 项目则加剧了波

兰的地缘担忧ꎮ
从双方战略的彼此目标来看ꎬ “三海倡议” 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中东

欧地区能源的互联互通ꎬ 扩宽能源进口渠道ꎬ 逐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

赖ꎬ 带有明显的去俄化倾向ꎮ 具体而言ꎬ 波兰想借此引入来自挪威以及卡塔尔等

地区的油气资源ꎬ 并在什切青建立一个能源供应终端ꎬ 这有可能使波兰彻底摆脱

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ꎬ 提高波兰的能源安全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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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 波兰的外交系列举动与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相悖ꎮ 在经济方面ꎬ
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天然气需求在俄罗斯能源出口市场中占有一定比重ꎮ
在政治方面ꎬ 中东欧地区作为作为前苏联空间地带ꎬ 俄罗斯不会坐视该地区完全

落入到北约和美国控制之下ꎮ 并且ꎬ 能源资源尤其是天然气ꎬ 被视为将权力投射

到其境外的工具ꎮ 由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实践ꎬ 因而不可避

免地具有地缘政治色彩①ꎮ 一旦俄罗斯降低或丧失了对波兰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

可以施加的不对称性依赖权力ꎬ 这将影响到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政治投射与影

响力ꎮ 换言之ꎬ 中东欧国家可能将全部投入北约怀抱ꎬ 俄罗斯的安全缓冲地带将

受到考验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三海倡议” 的发起时间是 ２０１５ 年ꎬ 是在乌克兰危机和俄罗

斯 “北溪 － ２” 项目可行性论证通过之后ꎮ 因此ꎬ 波兰积极推动的 “三海倡议”
已经被俄罗斯一些主流媒体看作一个试图联合中东欧国家抵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项目ꎮ 譬如ꎬ 俄罗斯卫星社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刊载一篇题为 «三海倡议: 是否

标志着波兰时刻的来临?» 的文章ꎬ 其中指出: “三海倡议” 的第三次峰会将在

布加勒斯特举行ꎬ 虽然这个区域框架仍处于初级阶段ꎬ 但华沙政坛背后的地缘政

治野心让人怀疑波兰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ꎮ 这直接显示出对波兰推动的 “三海倡

议” 战略猜疑与警惕②ꎮ

(三) 波兰在能源上脱俄亲美引发俄罗斯敌视

虽然俄罗斯一再称 “北溪 － ２” 为纯粹的经济项目ꎬ 没有任何政治动机ꎮ
但波兰在能源上舍近求远ꎬ 甚至忽略经济成本的脱俄亲美或将加剧俄罗斯的

敌视ꎮ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需要采取防御措施以

免受第三国的非竞争和非法攻击ꎮ” 越过乌克兰不会掐断乌克兰的运输ꎬ 而是因

为这样做更经济ꎮ 乌克兰和波兰是这条管道的最大反对者ꎬ 理由是路线的改变降

低了中东欧能源的安全性ꎮ 总体上来说ꎬ 俄罗斯由于手握大量资源ꎬ 在商业意义

的谈判中占有优势ꎮ 而波兰寻求对外帮助ꎬ 也许只是造成了新的依赖③ꎮ 相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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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明确表示: “俄罗斯和德国想要扼杀波兰和中

欧ꎬ 并永远让他们依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ꎮ”① 此外ꎬ ２０１８ 年波兰外交部政

策任务文件明确提及: “ ‘北溪 － ２’ 项目对整个中东欧地区的能源安全以及欧盟

共同能源市场构成了威胁ꎮ”② 基于此ꎬ 波兰积极 “投靠” 美国ꎬ 加快与美国的

能源合作进程ꎬ 然而波美的过分接近将进一步提高波兰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一方

面是政治安全ꎬ 一方面是能源安全ꎮ
俄罗斯联邦能源部副部长阿纳托利亚诺夫斯基表示ꎬ 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

燃气在欧洲市场具有不可替代性ꎬ 欧洲天然气消费国最终仍然会回到俄罗斯身

边ꎬ 因为没有人愿意花更多的钱③ꎮ 但波兰则与之相反ꎬ 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安

全ꎬ 其次才是经济效用ꎮ 据塔斯社报道ꎬ 作为 “北溪 － ２” 波俄博弈背后的第三

方美国ꎬ 为了推翻俄罗斯竞争对手以及长远的经济利益ꎬ 在极力阻挠德法接受俄

罗斯 “北溪 － ２” 项目未果的情况下ꎬ 不惜与波兰进行亏本交易ꎬ 借此打入欧洲

市场ꎮ 这导致波兰在 “北溪 － ２” 上过度的追美反俄立场ꎬ 进而将波俄双方间的

能源问题政治化ꎬ 即能源博弈上升成为地缘政治博弈ꎬ 进而重新唤醒波兰国内长

久以来的民族主义情绪ꎮ 并且ꎬ 波兰当局的执政党领袖杜达来自法律与正义党ꎬ
属于右翼政党ꎬ 在对外关系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ꎮ 因此ꎬ “北溪 － ２” 项目

无疑成为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助燃器ꎬ 这将损害波俄关系的政治互信ꎬ 进一步恶化

双方间的政治互动关系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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