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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地区天然气合作:

前景与问题

庞 昌 伟

(中国石油大学 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心,北京 102249)

[摘  要 ] 俄罗斯和中亚油气将成为东北亚能源的重要供应来源。欧亚大陆的天然气市场一体化水平低,提

高东北亚地区天然气市场一体化水平的途径是加快构建欧亚天然气管道网以及提高液化天然气产量。俄罗

斯东部天然气开发战略与出口气源地建设对此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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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总理

卡西亚诺夫签署 5关于制定铺设中俄输油管道的

经济技术论证的基本原则 6; 2003年 9月,中俄总

理定期会晤筹备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商定, 2004 ~

2006年俄罗斯将向中国每年出口 450~ 500万吨

石油。 2004年 10月, 中俄批准落实5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 6的 2005~ 2008年行动计划,其中包

括开展油气领域合作条款。 2006年 3月,普京总

统和胡锦涛主席签署联合声明, 双方计划实施能

源领域的多元化战略。 2006年 5月, 中俄元首定

期会晤筹委会第九次会议商定, 双方采取措施扩

大俄罗斯对中国铁路运输石油的能力,每年不低

于 1 500万吨。[ 1]

中俄石油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中俄两国能

源领域合作进入新阶段,上升到新水平,这对于中

国能源供应多元化及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化均有

积极意义。中俄终于在长达 15年的谈判之后, 以

/贷款换石油 0模式达成了长期石油供应合同, 这

将大大改变中国长期依赖中东和非洲石油的局

面。为落实中俄总理 2008年 10月 28日签订的

5关于在石油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6条款, 2009

年 2月 17日中俄签署对俄公司贷款 250亿美元

换取 20年管道油和铁路油供应合同。中国分别

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

司提供 150亿美元和 100亿美元的贷款, 换取未

来 20年内从俄罗斯进口 3亿吨原油的合同。中

国贷款有助于俄两家公司清偿巨额债务。俄罗斯

石油公司 2009年要偿还 80亿美元债务, 其中 60

亿美元将出自中国这笔贷款, 150亿美元贷款中

剩下的 90亿将用于投资;俄石油运输公司将把大

部分中国贷款用于西伯利亚石油管线中国支线建

设。中国贷款利率比俄能源企业在国内的贷款利

率优惠很多,此前 1周俄天然气工业银行提供给

卢克石油公司 10亿欧元贷款的年利率高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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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4月, 王岐山副总理在北京同俄副总

理谢钦举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四次会晤, 共同

签署了 5中俄石油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 6,双方管

道建设、原油贸易和贷款等一揽子合作协议随即

生效。根据协议,中俄将共同建设和运营连接俄

罗斯斯科沃罗季诺和中国大庆的输油管道, 预计

2010年管道投入运营, 今后 20年内俄方将每年

向中国输出 1 500万吨原油。

  一、中俄全面推进石油、天然气、
核能和电力领域合作

  2009年 6月 16~ 18日, 胡锦涛主席对俄罗

斯进行了国事访问。胡主席对中俄关系发展提出

三项原则,一是讲互信。互信是两国关系的根本。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重要优先方

向,加强同俄罗斯的睦邻友好, 深化同俄罗斯的战

略协作,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都是中国坚

定不移的方针。二是讲大局。两国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是大局。中俄两国国情不同, 双方在重大问

题上具有广泛共识的同时,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

在某些不同看法是正常的, 处理有关问题一定要

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三是讲长远。我们要大力

弘扬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为两国关系

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梅德韦杰夫接受胡

锦涛邀请,将于 2010年访华。

签署系列能源合作文件。胡主席访俄期间,

中俄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包括 5天然气、煤炭领域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6, 以及 5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俄

罗斯对外经济银行 7亿美元贷款框架协议 6、5中

国黄金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列诺瓦集团关于联合开

发贵金属的合作备忘录 6等。面对国际经济金融

危机, 两国元首认为, 当务之急是落实已商定的相

互投资 /示范 0项目,更积极地使用金融和银行工

具,做好边贸和边境地区旅游服务本币结算工作,

为扩大人民币和卢布结算创造良好条件。两国元

首批准了5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 6。此外, 双方

就制订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

地区间合作规划纲要做了大量工作。两国元首强

调,全面推进石油、天然气、核能和电力领域合作

标志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双

方探讨了经济合作优先方向之一的核能合作, 并

对该领域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双方将启动田湾

核电站二期和商业示范快堆建设。

2009年 6月 17日,中俄高层会晤时,俄总统提

出使用人民币和卢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双方有

关部门已经着手研究这一动议的可行性。两国公

司和企业还签署商业合作协议,积极向前推进双方

在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等领域的合作; 两国投资合

作特别是涉及边境地区合作的5中国东北地区同俄

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6正在落

实。2009年 9月 29日, CNPC与俄气在托木斯克

举行了第七届协调委员会会议。双方草签了对华

供气文件,讨论了东部天然气规划实施以及天然气

化学领域的协作潜力。 10月 11~ 12日,王岐山副

总理在北京分别与俄副总理谢钦和茹科夫举行中

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五次会晤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10月 13日,俄总理普京访华

期间与温家宝总理举行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

晤,签署 12份文件并达成 /扩大能源合作 0共识:

/落实好中俄在石油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协议, 深化

石油领域上下游一体化合作, 确保中俄原油管道

2010年底前全线贯通,并于 2011年起稳定供油,扩

大铁路原油贸易;签署中俄天然气合作路线图,决

定东西两线同步启动, 并于 2014年至 2015年供

气;推进核能、煤炭等领域重大合作项目。0能源领

域除了天然气外, 还涉及核能、石油和电力合作。

5落实 2009年 6月 24日签署的 <关于天然气领域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路线图 6、5关于俄罗斯向中

国出口天然气的框架协议6、5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与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关于推进上下游项

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6、5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

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关于田湾核电站有关问题的谅

解备忘录 6、5中俄合作建设中国示范快堆预先设

计研究合同 6。两国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签署超过

40多亿美元协议,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

斯 VEB银行之间 5亿美元贷款协议,俄联合股份

金融体系公司与中国中兴通讯 ( ZTE )及中国银行

签署 2亿美元金融合作项目及交通、建材和采矿等

行业合作项目。

中俄天然气合作提速。俄气总裁米勒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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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13日表示,俄对华天然气出口量可达到每

年 700亿立方。文件规定了对华输气价格制定原

则,将遵照国际惯例、国际贸易运作的原则以及俄

气公司出口原则制定价格。 2010年还可能签署

对华出口液化天然气 ( LNG )合同。其中西线方

向为 300亿立方米, 东线方向为 380亿立方米。

协议规定从西西伯利亚、远东和萨哈林大陆架向

中国出口天然气。西线方案规定从西西伯利亚向

中国出口天然气,东线方案从东西伯利亚、远东和

萨哈林向中国出口。俄气工业公司副总裁阿纳年

科夫指出,未来向中国供应的可能主要是雅库特

气田的天然气, 包括储量约为 1. 3万亿立方米的

恰扬金气田。在东部天然气规划实施的第二阶

段,这一资源基地将主要向亚太国家供应天然气。

第一阶段的天然气供应主要来自萨哈林。

2009年 10月 12日,俄罗斯能源投资集团旗

下子公司中俄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注册 )在北京宣布, 正式出资收购俄罗斯松塔尔

石油天然气公司 51%股权, 获得俄东西伯利亚地

区两块储量达 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 ) ) ) 南别

廖佐夫斯基气田和切连杰斯气田勘探开采权。未

来两年半内,中俄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斥资

3亿美元全面开发这两块天然气田, 采出天然气

主要供应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

区。10月 1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八次

会议在北京举行,就落实叶卡捷琳堡峰会共识、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区域经济、人文合作等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普京再次提出建立上合能源俱

乐部的必要性。会议商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经济

发展监测机制,分析监测各成员国经贸合作、服务

市场和相互投资发展状况,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

信息保障。 2009年 6月, 胡锦涛主席宣布向上合

成员国提供 100亿美元信贷支持,优先用于落实

上合框架内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

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已正式建成并开始注油,

输油能力将达到 2 000万吨 /年。中亚天然气管

道主体焊接完成, 2009年年底将建成投运。在土

库曼斯坦天然气输送量 300亿立方米 /年的基础

上,中石油已分别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签署天然气增输协议。随着 2009年

中俄原油管道的开工建设和中缅油气管道的确

定,我国已初步形成东北中俄原油管道、西北中哈

油气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道、西南中缅油气管道

及海上四大油气进口通道的战略格局。中缅油气

管道建成投运后将开辟一条将中东油气资源通过

印度洋输送至中国的战略要道。

  二、欧亚大陆油气供需状况

  欧亚各国分为两类国家: 一类为少数的能源

资源富余的出口型国家如近中东国家、俄罗斯和

中亚国家;油气储量、开采量和需求分别占:石油

94%、75%和 19%; 天然气 87%、63%和 45%。另

一类为能源资源有限的进口型消费国家, 石油储

量、开采量和需求分别占 6%、25%和 81%; 天然

气 13%、37%和 55%。大多数亚太国家需要进行

区域内或跨区域能源进口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欧亚大陆对能源的需求主要来自欧洲和中

国,分别占 29%和 26%。能源富裕地区的俄罗

斯、中亚和近东仅占 15%。能源短缺的欧洲、中

国、印度和日本等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占欧亚

大陆需求的 85%。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和中国

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最快,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能

源需求增长缓慢, 2000~ 2007年 8年间的增速小

于 5%。世界能源资源需求增长的 85%在欧亚大

陆,其中中国占 50%。8年间欧亚国家能源资源

消费的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分别为 27% 和

19. 4% ), 增量为 153. 65亿吨油当量。 2000 ~

2007年 8年间中国占世界能源资源消费增量的

58. 3%, 消费量净增 92. 7%。此间, 欧亚能源富

裕地区占增量的 16. 7%, 而能源短缺型国家占增

量的 83. 3%。可见,欧亚大陆能源生产国和消费

国之间的能源缺口越来越大。中印两国未来在中

长期将占本地区能源消费的 30%。

欧佩克预测, 2006~ 2030年中国对石油的需

求在欧亚国家之中将从 13. 7%上升到 20. 8%, 印

度和南亚国家从 6. 2%上升到 11. 5%, 其间欧洲

的份额从 32%下降到 23. 3%, 经合发 ( OECD )亚

洲成员国的份额从 16. 4%下降到 10. 6%。中国

在短期和中期保证欧亚石油需求增长的 39%, 印

度和南亚国家分别保证增长的 20%和 2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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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地区将保证需求增长的 60%以上。[ 2]

与石油工业相比, 世界天然气工业发展的一

体化进程缓慢。欧亚大陆的石油市场一体化高于

全球水平,但天然气一体化水平较低。世界石油

消费中贸易油占 68. 3%, 世界天然气消费中贸易

气占 47% ,液化天然气 ( LNG )仅占天然气消费的

14%;欧亚大陆石油消费中的贸易油占 74. 5%,

天然气消费中贸易气仅占 36%, 液化天然气

( LNG )仅占天然气消费的 12% (见表 1)。

表 1 世界油气市场

品种 石油 天然气

全球消费中的

贸易份额, %
68. 3 47

其中液化天然气 ( LNG )份额, % 13. 7

欧亚大陆消费中的

贸易份额, %
74. 5 35. 9

其中液化天然气 ( LNG )份额, % 11. 9

  资料来源: 根据 5 BP S tat ist ical Review of World En ergy

20086整理。

欧亚能源资源贸易额主要为跨区域贸易: 东

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从中近东国家进口石油、油

品和液化气、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欧洲从俄罗斯

进口管道油和管道气。区域内双边能源合作发展

迅速: 中俄、中国 ) 中亚 (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

坦 )、俄日、俄韩等 LNG贸易 (见表 2、表 3、表 4)。

表 2  世界石油贸易主要流向 ( 2007年 )

石油出口, 百万吨

近东和中东 ) 亚洲其他国家 336. 6

俄罗斯和中亚 ) 欧洲 332. 1

近东和中东 ) 日本 199. 9

近东和中东 ) 欧洲 146. 6

南美洲和中美洲 ) 美国 127. 4

加拿大 ) 美国 119. 7

近东和中东 ) 美国 110. 4

北美 ) 欧洲 95. 2

近东和中东 ) 中国 78. 8

亚洲其他国家 ) 新加坡 54. 4

  注: 黑体字表示欧亚大陆内部的流向

资料来源: 同表 1。

表 3  欧亚大陆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 ( 2007年 )

国别和

地区

天然气

产量

亿立方米

天然气

消费量

亿立方米

进口依附度

亿立方米 %

欧洲 3 039 6 195 3 156 50. 9

中亚 1 629 953 - -

俄罗斯 6 510 4 704 - -

近东

和中东
3 547 2 984 - -

中国 691 671 - -

印度 301 401 100 24. 9

日本 0 899 899 100.

亚洲

其他国家
2 472 2 206 - -

欧亚大陆 17 736 18 683 947 51

  资料来源: 同表 1。

表 4 欧亚大陆石油产量和消费量 ( 2007年 )

国别

和地区

石油产量,

百万吨

石油消费量

百万吨

进口依附度

百万吨 %

欧洲 243. 3 797. 9 554. 6 69. 5

中亚 126. 2 25. 6 - -

俄罗斯 491. 3 228. 6 - -

近东

和中东
1 201. 9 293. 5 - -

中国 186. 7 368. 0 181. 3 49. 3

印度 37. 3 128. 5 91. 2 71

日本 0 228. 9 228. 9 100

亚洲

其他国家
1 309 410. 6 279. 6 68. 1

欧亚大陆 2 417. 6 2 378. 8 - -

  资料来源: 同表 1。

俄罗斯是欧亚大陆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独特的

能源出口大国。 (见表 5)

欧洲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传统市场

和主要方向。 2007年俄对欧出口石油 1. 835亿

吨,天然气 1 500亿立方米。油气源地主要为西

西伯利亚和季曼 ) 伯朝拉地区。未来将开发俄属

北里海大陆架和巴伦支海油气田作为补充资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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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东部石油开发未来主要供应亚太出口。但

是,东部输油管道投入运营初期,需要来自西西伯

利亚的石油作为主要油源。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

影响, 预计 2009年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下

降 10%,将从 1 580亿立方米下降到 1 440亿立

方米。
表 5 俄罗斯在欧亚大陆能源安全保障的作用 ( 2007年 )

能源品种 占欧亚大陆份额, %

石油储量 8. 5

天然气储量 30. 9

煤炭储量 34. 5

石油产量 20. 3

天然气产量 7. 1

煤炭产量 34. 1

石油出口 16

天然气出口 20. 1

其中管道运输量 36. 5

  资料来源: : �. �. �ÅÊÅ¶³, �. �. �ÂÀ¾À³: �½À²±½Î¿±Ñ

Ï¿¶Ấ¶ÄºÉ¶Ã¼±Ñ²¶¹ÀÁ±Ã¿ÀÃÄÎ: ¶³Â±¹º»Ã¼º»±ÃÁ¶¼Ä. �¿ÃÄºÄÅÄ

Ï¿¶Ấ¶ÄºÉ¶Ã¼À»ÃÄÂ±Ä¶́ºº.

表 6欧盟成员国天然气进口与其中俄罗斯所占份额 ( 2008)

国家
来自俄罗斯

的进口量 ( bcm )

占总进口

比例 (% )

保加利亚 2. 7 100

爱沙尼亚 0. 7 100

芬兰 4. 9 100

斯洛伐克 7. 0 100

拉脱维亚 2. 8 100

罗马尼亚 5. 5 87. 3

希腊 2. 7 84. 4

匈牙利 8. 8 80. 0

捷克 7. 4 77. 9

奥地利 6. 6 75. 9

波兰 7. 7 72. 6

斯洛文尼亚 0. 7 63. 6

英国 8. 7 41. 2

德国 34. 4 37. 9

意大利 22. 1 28. 6

荷兰 4. 7 25. 4

法国 10. 0 20. 2

比利时 3. 2 14. 1

  资料来源: Russ ian Analyt icalD igest 34 ( 2008) Russian Bus i2

nessE xpan sion, Research Cen tre forE astEuropean Studies& C enter for

Security S tudies, www. res. eth z. ch.

  三、俄罗斯经济仍依赖能源出口

  俄罗斯的 GDP在 2009年的上半年同比下降

了 10. 2%, 预测下半年将下降 6. 8%,全年同比下

降了 8% ~ 8. 5%。[ 3]俄罗斯经济 85%依赖于油

气、矿产、木材有色金属和钻石等原材料出口。油

气出口占出口额的 63% ( 2000年占 51% ), 属于

能源出口拉动型经济。皇家荷兰壳牌 2009年 7

月 30日预测, 2009年欧盟天然气需求将下降

5%。欧盟的石油需求也达到 1980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 每天有 1 500万桶的过剩炼制产能。由于

俄罗斯油气出口对欧洲市场的依赖严重, 其经济

增长也将有待于欧美经济的复苏和全球经济复苏

对能源价格的刺激。俄罗斯经济 2009年 4月已

触底回升 (见图 1)。

俄罗斯石油产量出现恢复性增长。据 IEA

数据, 2009年第 2季度俄罗斯原油和成品油出口

日均 740万桶,首次在前苏联解体后超过沙特成

为第一大石油出口国 (沙特 1~ 6月出口量为 700

万桶 /日 )。但 1 ~ 7月出口收入比上年同期

( 965. 87亿美元 )下降一半,为 458. 43亿美元。

俄海关总署 2009年 8月 6日公布统计数据

显示, 2009年上半年共出口 1 1218亿吨 ( 8. 22亿

桶 )原油。 2009年 1~ 6月出口非独联体国家的

原油数量与去年持平,维持在 1. 041 5亿吨 ( 7. 63

亿桶 ) ,但原油出口收入同比下降 52. 4%,为 353. 4

亿美元。上半年出口到独联体国家的原油数量同

比下降 4. 9%, 为 803万吨 ( 5 900万桶 ), 收入为

22. 9亿美元。2009年 1~ 8月俄石油产量同比增

长了 0. 4%, 3. 26亿吨。同期天然气的产量下降了

19. 3%, 3 380亿立方米。[ 4]

俄海关署 2009年 10月 6日统计,与上年同

比, 1~ 8月俄原油出口量增加, 天然气出口量减

少。2009年 1~ 8月俄出口原油 1. 49亿吨,同比

增加 0. 4% ,出口天然气 838亿立方米, 同比减少

31. 4%。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 同期原油出口收

入 549亿美元, 同比减少 51% ; 天然气出口收入

226. 22亿美元, 同比减少 48. 6%。

2009年 4月底, 俄气预测, B rent油价保持在

50美元 /桶的情况下, 俄对欧洲出口天然气价格

为 250~ 300美元 /千立方米, 对近邻国家出口价

格 200~ 220美元 /千立方米。[ 5] 2008年俄气产量

5 497亿立方米,增长 0. 2%。2009年俄气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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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预计下降到 4 920亿立方米, 对远方国家出

口 1 400亿立方米。

俄石油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廖夫预测, 2009年

俄罗斯石油产量预计稳定在 2008年的水平, 2012

年将增长 6 200万吨。2009年 4月 29日,俄能源

战略所所长布舒耶夫预测, 2009年年底油价将上

涨到 110美元,之后会重新回落到 60~ 80美元并

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图 1 俄罗斯 GDP增速 ( 2008. 6. ~ 2009. 6. % )

  资料来源: Russia E conom yWatch.

  国际平均油价是俄制订预算收入一个至关重

要的要素。俄政府 2009年联邦预算起初建立在

95美元 /桶的油价预测之上。随着全球经济危机

的深化导致石油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俄政府随后

两次对 2009年油价的基本预测分别下调到 50美

元 /桶和 41美元 /桶。 2009年 4月 23日, 经济发

展部又对 2009年油价预测从 41美元提高到 45

美元 /桶。

  四、亚太地区以及中国能源消费
结构

  5BP2009世界能源统计 6显示, 2008年全球

一次能源消费 112. 949亿吨油当量, 比 2007年

111. 044亿吨油当量增长 1. 905亿吨油当量。其

中中国增长 1. 397亿吨油当量, 约占全球增量

73. 3%。另外, 2008年中国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

市场中所占比重为 17. 7%, 居于美国之后, 位列

全球第二。伴随全球经济的巨幅震荡, 2008年全

球能源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中国为代

表的发展中国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首次超越经合

组织国家,这一格局短期内不可逆转。

2008年发达国家整体能源消费下降 1. 3%,

美国能源需求更是下降了 2. 8% , 这是该国自

198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发达国家整体能源消

费的下降主要来自于美国石油消费的大幅下降。

2008年美国石油消费下降 6. 4%, 相当于印度全

年的石油消费量。

2008年全球能源结构中天然气占 24. 1%, 石

油 34. 8% ,煤 24. 2%。从全球天然气产销情况来

看, 2008年全球生产天然气 3. 07万亿立方米, 消

费是 3. 02万亿立方米。全球天然气主要销售地

区的北美地区生产和消费基本平衡。独联体国家

天然气生产大于消费, 是出口地区。中东地区是

天然气出口地区, 亚太地区是天然气进口地区。

产量较少的欧洲是巨大的消费区,是纯进口地区。

全球剩余天然气储量和待发现量主要分布在两大

地区: 俄罗斯和中东地区。

亚太地区能源结构明显不同于世界其他地

区,煤炭占 51% ,天然气只占 11% ,石油占 30%。

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 65%以上。整个亚太地

区面临很重大的环境问题是煤炭消费为主, 带来

一系列污染以及低效率问题。国际能源机构对

2030年全球能源构成预测, 石油占 27%, 天然气

26%,煤炭 32% ,核电 6%,水电、生物质能和其他

能源占 9%。

我国能源增长非常快, 2008年能源消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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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5亿吨标煤, 22亿吨油当量,是全球第二大能

源消费国。我国 2008年比 2007年能源消费增长

8%。能源结构为: 煤炭占 69% , 石油占 20% , 天

然气只占 3. 4% , 水电、风电、核能等 (主要是水

电 )占近 7%。天然气消费量速度非常快, 天然气

需求和产量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能源平均增速。

我国天然气主要由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

3家公司生产。 2008年天然气产量是 775亿立方

米,居世界第九。我国是全球天然气增长最快的

国家之一,近年每年增长 14. 5%,但总量较少。

国内权威机构预测, 2030年我国国内天然气

需求量达到 4 000亿立方米。届时国内常规天然

气产量可以达到 2 500亿立方米, 国外进口气需

求 1 500亿立方米, 38%的需求进口。如果我国

能源消费年增长 4% ~ 5%, 2030年我国能源消费

量将达到 50~ 61亿吨油当量。如果 2030年我国

天然气消费 4 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在我国能源

消费中比例为 5. 8% ~ 6. 1% , 仍然远远低于世界

水平。

  五、关于中俄管道油源

  2009年 8月 27日, 俄政府批准了 5俄罗斯

2030年能源战略 (草案 ) 6。新战略规定, 2030年

俄石油产量可达 5. 3~ 5. 35亿吨。石油出口 (含

成品油 )可达 3. 29亿吨。 2030年俄油品产量可

达 2. 75~ 3. 11亿吨,其中发动机燃油 1. 88亿吨。

普京总理要求 2030年油气深加工程度应从目前

的 72%提高到 90%; 油气储备能力达到产能的

17%;改变能源消费结构, 发展核能和水能, 非燃

料型能源应占 14%。文件体现出俄加强对亚太

地区能源出口战略。 2030年俄石油产量将比

2008年增长 9. 7% ,天然气增长 41. 5%。俄规划

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以及北极极地周围新油气

田的开发。欧洲仍将是俄油气出口的主要方向,

但增加亚太地区油气出口、平抑欧洲的步伐加快。

2009年 3月 19日俄自然资源部副部长顿斯

科伊在 /建设东西伯利亚 ) 太平洋输油管道的自

然资源基础的再生产问题 0会议上透露, 2005 ~

2008年,东西伯利亚和雅库特地区共发现了 14

个新的油气田, 共有 142个区块。这是靠国家预

算支持该地区地质研究规划和地质勘探投资得以

完成的。对东西伯利亚 ) 太平洋输油管道途经地

区的地质勘探投入为 130亿卢布联邦预算和 420

亿卢布资源开发公司的资金。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油气价格下降, 能源公司

的投入计划难以完成。 2008年 11家石油公司未

能完成自己所属许可证区块的地质勘探工作, 新

发现的 C1石油储量仅为 1 770万吨,低于计划的

5 600万吨。[ 6]俄自然资源部金融和经济主管格

利戈利 #维贡 2009年 3月 25日说, 由于运转生

产油田的费用增加以及石油产量的下降,俄 2008

年用于勘探作业的投资比 2007年减少了 16%。

2008年俄用于勘探作业的投资减少到了 1 387亿

卢布 ( 42亿美元 )。由于俄油田日益老化, 2008

年需要比 2007年增加 30%投资,达到了 7 230亿

卢布。但是, 2008年俄石油产量仍低于 2007年。

2008年俄石油产量 4. 89亿吨,比 2007年下降了

0. 6%。俄在 2008年举行了 147次油气田拍卖,

而这个数字在 2007年为 309次。

2009年 5月 18日, 托木斯克州副州长叶缅

绍夫 (负责资源利用和能源综合体事务 )在新西

伯利亚召开的实施 / 2010~ 2020年西伯利亚资源

地质研究纲要 0会议上强调, 托木斯克石油在东

部输油管道一期工程投入运营之后,向东部运输。

他指出,托木斯克石油利用东部管道出口创汇可

加快对鄂毕河右岸的地质研究的投入并缩短研究

周期。他透露, 俄罗斯自然资源部部长特鲁特涅

夫也下令把托木斯克石油纳入东部管道的资源基

地。托木斯克自然资源厅长卡马罗夫认为, 托木

斯克州东部和东北部在 2020年前可以保证为东

部管道提供 800~ 1 000万吨 /年石油。如果把油

田分配给小型的石油公司, 托州石油产量将达到

1 500~ 1 600万吨,并保持 5~ 6年。若开发鄂毕

河右岸和叶尼塞河河前油田, 产量可达到 2 000

万吨 /年。

位于俄北极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万科

尔油气田 2009年 8月 21日万科油田正式投产,

该油田估计拥有 5. 2亿吨 ( 38亿桶 )石油储量和

950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目前石油日产量已提

高到 2万吨 ( 14. 6万桶 ), 年底前预计将达到 3万

)47)

庞昌伟:  东北亚地区天然气合作:前景与问题



吨 ( 22万桶 ) ,预计今年其总产量将达到 300万吨

( 2 200万桶 ), 最高年产量估计在 2 550万吨 ( 51

万桶 /日 )。俄政府规划的东部油气管道见图 2。

  2009年 9月开采石油 30 030万桶,日均产量

达到 1 001万桶 ( 2008年 9月为 984万桶 ),同比增

长 1. 7%。创造了前苏联解体以来的纪录,俄成为

第一大石油生产国,万科油田投入工业开采功不可

没。2020年之前,管道油源主要来自西西伯利亚。

管道在运营期内需要四大采油基地共同支撑才能

完成对亚太地区包括对中国的出口,见表 7。

图 2 俄罗斯联邦规划的东部石油天然气管道线路示意图

  资料来源: 俄气5东部纲要 6 2007. 9.

表 7  2030年前俄罗斯对亚太国家石油出口预测 (百万吨 )

地区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西西伯利亚 20 30 35 35 30

东西伯利亚和

萨哈共和国

(雅库特 )

6 20 35 45 55

萨哈林州 18 20 25 27 35

总计 44 70 95 107 120

  资料来源: �ÀÂ̧Å²±¶³�.�. �¶ÆÄ¶́±¹À³Í»¼À¾Á½¶¼Ã�ÀÃÃºº³

ÅÃ½À³ºÑÇÄÂ±¿ÃÆÀÂ¾±Èºº¾¶̧µÅ¿±ÂÀµ¿À»ÃºÃÄ¶¾ÍÏ¿¶ẤÀÀ²¶ÃÁ¶É¶¿ºÑ. /

ÁÀµÂ¶µ. �.�. �À¿ÄÀÂÀ³ºÉ±�À³ÀÃº²ºÂÃ¼, �¶À, 2007 ( Ã219)1

  六、中俄天然气合作

  2006年 3月, 中俄签署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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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根据该

备忘录,俄气将修建两条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

该管线项目造价为 110亿美元 (约 750. 7亿元人

民币 )。按照原计划, 俄罗斯将从 2011年起通过

管道每年向中国出口至少 300亿至 400亿立方米

天然气。

俄方西线输气管道受到了来自中亚天然气的

激烈竞争。 2006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

斯坦两国签署了天然气管道建设协议,土方承诺

自 2009年开始每年对华出口 300亿立方米天然

气。该管道天然气因输送距离较短、开采成本低

廉,所以价格低得多。 2008年 6月 30日,中亚天

然气管道已经开工建设,计划在 2009年底将单线

通气, 2012年可达到 300亿立方米的年输气能

力。据悉,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达成的天然气购

买协议价格为 90美元 /千立方米。俄罗斯向欧洲

国家出售的天然气价格为 230~ 250美元 /千立方

米,而该公司对中方的报价为 125美元 /千立方

米,表示已很难再次降低价格。一般认为,由于中

亚 ) 中国天然气管道的建成,中亚天然气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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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进入中国,俄罗斯将失去原来保持得与中国进

行气价谈判的优势。这使得中石油在同俄气谈判

时态度尤为坚决。

2009年第一季度从中亚进入俄罗斯的天然

气为 1. 75亿立方米。但从 4月份土库曼境内天

然气管道发生爆炸以来, 土库曼斯坦已几乎完全

停止向俄罗斯供应天然气。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地

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土库曼斯坦目前年产天

然气大约 800亿立方米, 其中 500亿立方米在过

去几年里一直出售给俄罗斯。

2009年 8月 26日, 俄罗斯与蒙古签署发展

战略伙伴联合声明,俄承诺铺设到蒙古的天然气

管道, 开发蒙古铀矿。 2009年 9月中旬米勒来

华,中方建议在后贝加尔建设天然气计量站,开发

科维克塔天然气田。 2009年 10月, 中俄总理将

签署天然气领域合作新协议, 俄天然气将从远东

进入中国。届时, CNPC还将与俄石油签署在中

国建设炼厂协议。[ 7 ]

如果不能确定天然气价格则不能签署合同,

俄天然气出口管道建设就要推迟。中国毗邻俄天

然气产地, 不能接受对欧远距离输气 (包含过境

费 )的价格是理所当然。俄罗斯应与中国和韩国

和朝鲜达成协议。韩国理性选择是经过中国过

境,或建设海底管道和经过朝鲜进口天然气,前者

造价和维护过于昂贵。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

油价暴跌导致天然气价格下滑, 俄气资金运转不

灵,可能专注于亚马尔气田 1 000亿立方米产能

的开发,进而影响俄气实施东部开发的投资计划。

俄东部天然气田开发和管道建设可能还要向中国

融资。

俄气副董事长阿纳年科夫在 2009年 6月 17

日表示,发展天然气工业对俄罗斯远东具有战略

意义。目前,俄东部地区天然气气化水平很低,仅

为 6% ~ 7%,而俄罗斯气化程度为 60%。这一地

区的地质勘探程度仅为 8% ~ 10% , 远东具有发

现大型油气田的潜力。据初步评估, 2020年萨哈

林天然气开采中心产量可达 594亿立方米, 雅库

特中心 346亿立方米, 伊尔库茨克中心 395亿立

方米,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116亿立方米。[ 8 ]总计

为 1 451亿立方米。阿纳年科夫说, 由于中俄就

天然气价格问题尚未达成协议, 2006年 3月签订

关于经阿尔泰管道 2011年起向中国供气的计划

将推迟。他表示,在谈判中,卖主总是希望售价高

一些, 而买主总是想要便宜一些。一旦供气价格

商定, 俄气准备好立即实施这一项目。

  七、俄东部天然气规划与对亚太
国家天然气出口战略与气源地建设

  俄罗斯东部油气资源丰富。东部陆上石油预

测储量占全国 40% ~ 50% ( 200~ 250亿吨 ) ; 东

西伯利亚和远东诸海有油气前景的大陆架约 180

万平方公里,可采石油储量 63亿吨。东部集中了

俄初始天然气资源量的 27%以上 ) ) ) 67万多亿

立方米。其中远东 (包括其毗邻的北冰洋和太平

洋大陆架 )储量达 29. 5万亿立方米。但是, 初始

资源量的探明程度很低: 西伯利亚联邦区探明程

度为 8% ,远东联邦区为 11. 5%。俄东部大陆架

油气探明程度仅为 6%。[ 9 ] 2008年东西伯利亚石

油产量 135. 64万吨, 占全俄 0. 3% ; 天然气产量

52. 84亿立方米,占全俄 0. 8%。远东地区 (萨哈

林 )石油产量 1 293. 2万吨,占 2. 6%;天然气 91. 87亿

立方米,占 1. 4%。[ 10]

2003年制定的5俄罗斯 2020年前能源战略6

对东部天然气领域提出的任务是: 加速发展天然

气行业、形成和发展本地区新的大型天然气产区

和中心、走向亚太地区天然气市场。俄罗斯东部

天然气气化水平很低, 2007年俄国内消费天然气

4 178亿立方米, 东部仅消费 247亿立方米, 仅占

5. 9%。[ 11]

(一 ) 5东部天然气规划 6和 52030年前俄联

邦天然气行业发展总体纲要6

2007年 9月 3日, 俄政府批准了 5东部天然

气规划 6 ( 5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建设统一的天然气

开采、运输和供应体系并考虑可能对中国和亚太

其他国家市场出口天然气的规划 6 )。 2007年 6

月远东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政府委员会批准了该规

划,这是 2002年 6月 16日由俄政府委托俄气公

司牵头制定的东部天然气规划的最终成果。作为

俄政府的基础性文件,确定了 2030年前东部天然

气领域发展战略, 俄气为国家战略的执行者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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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战略的协调者。规划预测, 2020年东部地区天

然气开采量与 2006相比可增长 17倍以上, 2030

年为 19倍 (见表 8); 要保证与之相匹配的储量增

长 (见表 9)。

2008年 10月 7日俄罗斯能源部¹发布俄气

制定的 52030年前俄联邦天然气行业发展总体纲

要 6预测, 2008~ 2030年俄对天然气行业的投资

共计 13. 9~ 16. 6万亿卢布 (按照 2008年 1月价

格,不包括对天然气化的投入 ), 投资主要的重点

方向为天然气开采 (占 31% ~ 34% )和运输 (占

44% ~ 45% )。2030年俄罗斯开采的天然气为

8 760~ 9 810亿立方米, 2008年计划开采 6 780

亿立方米 ( 2007年产量为 6 540亿立方米 )。预

计 20 30年俄对远方国家的天然气出口水平为

3 170~ 3 430亿立方米, 其中对欧洲出口 2 200~

2 270亿立方米, 对亚太国家出口 250~ 500亿立

方米。 2030年俄管道气和 LNG的出口量总计为

4 150~ 4 400亿立方米。预计 2008年俄罗斯对

远方国家的天然气出口将到达 1 610亿立方米

( 2007年为 1 537亿立方米 )。[ 12]

表 8  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天然气开采量

年代、地区、

数量

天然气产量, 10亿立方米

东西伯利亚 远东 两地总计

2010 5 22 27

2015 50 35 85

2020 55 95 150

2030 57 105 162

表 9  2030年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储量增长预测

地区、数量 储量增长,万亿立方米

东西伯利亚 4

远东 3

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总计 7

  资料来源: �ÂÀ́Â±¾¾±ÃÀ¹µ±¿ºÑ³�ÀÃÄÀÉ¿À»�º²ºÂºº

¿±�±½Î¿¶¾�ÀÃÄÀ¼¶¶µº¿À»ÃºÃÄ¶¾ÍµÀ²ÍÉº, ÄÂ±¿ÃÁÀÂÄºÂÀ³¼º

±́¹±º ±́¹ÀÃ¿±²̧ ¶¿ºÑÃÅÉ·ÄÀ¾³À¹¾À̧ ¿À́ÀÏ¼ÃÁÀÂÄ± ±́¹±¿±

ÂÍ¿¼º�ºÄ±ÑºµÂǺºÇÃÄÂ±¿���1

2008年俄对近邻国家出口天然气将达到 882

亿立方米, 2009年 929亿立方米, 2030年增长到

980亿立方米。纲要认为, 独联体和波罗的海三

国将在中期和长期继续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

应。2020年俄向远方国家的天然气出口预期可

达 2 990~ 3 340亿立方米。

对中国和韩国的管道天然气出口量从 2020

年开始将达到 250~ 500亿立方米,俄对亚太国家

的 LNG出口可达 200亿立方米 /年, 2030年可达

266亿立方米 /年; 2030年对欧洲、美国及亚太国

家 LNG出口将达到 660 ~ 970亿立方米 /年。[ 13 ]

2009年俄依托萨哈林 ) 2将向美国、欧洲和亚太

出口 LNG,数量为 340亿立方米 /年, 对欧洲出口

管道气 1 651亿立方米。 2010年 LNG出口也将

达到 870亿立方米 /年,对欧洲出口的管道气也将

达到 1 666亿立方米。

2015年在东部纲要的框架内俄开始通过管

道网向亚太国家出口 90亿立方米,同时对欧洲出

口管道气 2 190~ 2 222亿立方米;对美国、欧洲和

亚太出口 LNG490~ 890亿立方米。预计 2020年

和 2030年,俄出口 LNG分别可达 490~ 890亿立

方米和 660~ 970亿立方米, 天然气网对亚太出口

天然气可达 250~ 500亿立方米,对欧洲的出口为

2 200~ 2 270亿立方米。

可见,俄罗斯天然气开发优先的顺序是:萨哈

林 ) 雅库特 )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最后伊尔库茨

克。先大陆架之后由东向西用陆上气源地接替。

但是,如果俄气能够从秋明 ) BP获得科维克塔天

然气田 62. 9%的股份,将优先建设各种条件优越

的伊尔库茨克采气中心。 (俄气拟出资 8亿美

元,英方报价 10~ 12亿美元。由于金融危机, 此

交易搁浅。

预计 2011年才能完成交割。)俄气作为天然

气出口的垄断者地位难以撼动,否则按照 2003年

中国石油与秋明 ) BP签署的价格协议中、俄、韩

天然气管道 2008年已供气。 ( 2003年 11月 14

日中国、俄罗斯、韩国三家石油天然气企业 ) ) ) 俄

罗斯露西亚石油股份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和韩国天然气公社在莫斯科签署了 5从俄罗

斯科 维克金气田向中国和韩 国供气项目

的国际经济技术论证报告 6, 三家公司还签署了
  
¹ 2008年 5月 12日成立能源部,工业能源部更名为工业贸易部。俄罗斯能源部前身是工业能源部下属的能源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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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向中国和韩国市场出口天然气的初步购气

意向书 6以及有关进一步合作纪要 )。科维克塔天

然气田开发条件优越,成本低于俄罗斯提出的西

线 /阿尔泰0方案引入的亚马尔气田天然气。未来

俄罗斯将会通过远东地区对中国和朝鲜半岛出口

天然气。我们也要考虑把俄蒙天然气管线延伸到

北京的规划。

总之, 俄东部对中、日、韩出口天然气管道项

目没有外国公司参与开发气源地是难以落实的。

2009年 10月 10日, 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在北京召开并发表5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 6

及应对全球性问题。三国将在诸如气候变化、金

融风险、能源安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恐怖主

义、军控、裁军与防扩散、联合国改革等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加强沟通协商, 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

济、金融等领域的变革。日本在此次峰会上继续

推动 /东亚共同体 0建设。日本 GDP占世界 GDP

总量的 8. 2%, 略高于中国 (占 7. 8% )。包括东盟

在内的东亚共同体的建立, 中、日、韩达成共识是

必要一步。东亚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加速, 将促进

东北亚能源安全与合作机制的构建。

2009年 7月, 由谢钦副总理任董事会主席的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 (控股俄石油 75. 16%和

持股俄气 10. 74% ,俄石油副总裁卡兰达兼任总经

理 )准备取代俄气, 控股该气田开发。俄政府人士

指出,谢钦可能让自然资源部启动程序吊销秋明 )

BP许可证。开发科维克塔气田的投资巨大,可能

会找中国公司投资。因为谢钦具有从中国融资

250亿美元的经验。[ 14 ]

纲要决定建设 4个新的大型天然气开采中

心: 萨哈林、雅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和克拉斯诺亚

尔斯克中心,与俄罗斯统一天然气供应网相连接,

21世纪中叶成为欧亚天然气管网系统的组成部分

(见图 3)。在 2030年前年产量达到 2 000亿立方

米以上。

2009年 9月 16日, 俄气召开会议研究发展远

东地区天然气基地问题。会议决定利用萨哈林和

雅库特天然气开采中心的资源供应远东和出口。

2014年开发恰杨金斯科油藏, 2016年开发恰杨金

斯科气田。[ 15]

图 3  俄罗斯东部四大天然气开采中心

  资料来源: �ÁÂ±³½¶¿º¶¼ÀÀÂµº¿±Èºº³ÀÃÄÀÉ¿ÍÇÁÂÀ¶¼ÄÀ³���0�±¹ÁÂÀ¾0 (俄气东部项目协调局, 2007. 6 )1

  俄罗斯政府规定把天然气资源中全部有价值

的组分提取出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用于出口,

在东西伯利亚和雅库特仅仅为了获取作为燃料的

甲烷天然气是不允许的。未来将建设几个以出口

为导向的大型天然气加工总体和天然气化工厂,

把东部气田独特蕴藏的乙烷、丙烷、丁烷等烃类气

体以及氦 (H e)分离出来。 2030年天然气化工产

品产量到达 1 360万吨。俄预测, 2030年核电等

领域对氦的需求将增加 3倍。俄愿意就天然气化

工与氦浓缩与储藏技术与亚太和欧洲国家展开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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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合作。

俄政府希望在东部形成高效的天然气工业来

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2030年前为实施本规划需投入开发资金 2. 4万

亿卢布, 其可实现宏观经济效果 27. 8万亿卢布,

可给国家和地方预算带来税收 3. 8万亿卢布。

2015~ 2030年可使东部年 GDP增速从 3. 5% 增

长到 13. 4%。

  2020年东部产气为 1 500亿立方米, 2030年

1 620亿立方米。2020~ 2030年对中国和朝鲜半

岛出口 250~ 500亿立方米; 对亚太地区 LNG出

口 210~ 280亿立方米。管道气主要来自雅库特,

萨哈林天然气供液化。

另外,俄气规划东部天然气管道与东西伯利

亚 ) 太平洋输油管道在 /雅库特 ) 哈巴罗夫斯克 )

符拉迪沃斯托克 0共用一个运输走廊,在伯利连

接萨哈林接入的天然气管道, 之后天然气管道南

下,从海参崴或海底进入朝鲜半岛。俄气与石油

运输公司密切合作,共同刺激远东经济的发展。

(二 )东部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

为了实现油气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 俄气

将与其他石油公司协作开发东西伯利亚和雅库特

的石油天气凝析油田, 处理好石油伴生气的回收

利用。计划 2011年第三季度建成萨哈林 ) 哈巴

罗夫斯克 ) 符拉迪沃斯托克天然气管道 (气源地

初期为萨哈林 ) 1和萨哈林 ) 2项目; 2014年萨

哈林 ) 3项目加入, 2017年从雅库特的恰杨金斯

科气田供气 ) ,保证 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召

开前对海参崴供气。萨哈林 ) 哈巴罗夫斯克 ) 符

拉迪沃斯托克天然气管道计划年输气量: 2012年

97亿, 2015年 212亿立方米。未来计划在海参崴

建设天然气液化工厂。

萨哈林天然气管道第一阶段长度 1 370公

里,输气量 70亿立方米 /年,计划总长度 1 800公

里,最大输气量可达 470亿立方米 /年。能够完全

满足萨哈林天然气外输。 2009年 7月 31日俄总

理普京出席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远东天然气管道

开工典礼。普京说, /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

天然气将首先供应国内市场。0管道的远期规划

包括向日本等东亚国家出口天然气。

2009年 5月底, 在欧洲宣布减少管道气进

口,增加液化气进口的情况下, 俄气决心大力发展

液化天然气生产。俄气对下属专业公司下达两个

指令: 第一, 制定以雅马尔半岛天然气田为基地

(俄气以及其他独立石油公司 )的液化天然气生

产一体化预案;第二, 加快制定在远东地区建设新

的天然气液化厂的预案。[ 16]独立的新能源综合

体出资 6. 5亿美元控股亚马尔液化气公司 (拥有

储量为 1. 26万亿立方米的南 ) 唐别伊斯科气田

开发许可证 ) [ 17 ]

其实,欧洲想极力摆脱对俄气的过度依赖,俄

发展液化气产业并不是为了满足欧洲需求, 而是

在东部天然气管道网建成之前的多元选择。

俄气强调, 产自萨哈林 ) 1项目的天然气需

要供国内使用,而埃克森美孚公司则希望萨哈林 ) 1

项目所产天然气能卖到更好的价格,认为中国是

理想的市场。萨哈林 ) 1项目已生产石油数年并

在 2007年达到了年产 1 120万吨石油的最高产

量。萨哈林 ) 1项目从 2005年开始生产天然气,

只有少部分天然气运到俄罗斯内地。萨哈林能源

公司已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年供应 80亿立方米天

然气的协议并希望在今后 10年开始向中国供应

萨哈林 ) 1项目所产天然气。2009年 5月, 萨哈

林 ) 1项目国际财团已同意把萨哈林 ) 1项目

20%的天然气出售给俄气, 但天然气价格至今仍

在谈判之中。埃克森美孚公司为萨哈林 ) 1项目

的作业者,其他合作伙伴有俄罗斯石油公司、日本

伊藤忠公司、日本丸红公司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

司。2009年 3月 29日,俄罗斯从萨哈林 ) 2项目

向日本发运了第一船液化天然气 ( LNG ), 这标志

着俄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影响扩大到了亚洲和北

美洲。萨哈林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克雷格

说,这标志着俄罗斯进入了亚太 LNG市场, 而日

本和韩国有了一个长期能源合作伙伴。 2009年 2

月出席俄首个 LNG厂投产仪式的俄总统梅德韦

杰夫说,一旦该项目达到最大产能, 俄明年 LNG

供应将占世界需求量 5%。第一船装载 14. 5万

立方米 LNG售给东京燃气公司和东京电力公司。

该项目 960万吨年产能已通过长期销售合同全部

被日本、韩国和其他市场瓜分, 部分 LNG将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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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海岸。萨哈林能源公司由俄气控制, 皇家

荷兰壳牌公司以及日本的三菱公司和三井公司是

这个项目持有少数股份的股东。¹ 2007年 4月俄

气 ( Gazprom )实现了对萨哈林 ) 2项目控股。

2009年 4月 29 日, 俄气与三井莫斯科公司

(M itsu&i Co. M oscow )共同探讨在实施5俄罗斯东

部天然气规划6框架内展开协作。三井是俄萨哈

林 ) 2项目的合作伙伴。双方拟在天然气液化和

天然气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和专用海上船舶制造

方面展开合作。
[ 18]

2009年 10月 1日, 俄气副董事长阿 # 梅德

韦杰夫在 /萨哈林油气 ) 20090国际会议上表示,

俄气要成为世界液化气市场关键的游戏方。他预

测,全球液化气需求旺盛, 液化气 2008年全球产

量为 2. 2亿吨, 2015年 3. 3亿吨, 2020年 5. 5亿

吨。到 2020年俄将成为重要的液化气出口大国。

俄计划在施托克曼海上气田、亚马尔半岛和远东

建设新的液化气厂。产能 750万吨的施托克曼液

化气厂将于 2014年投产。海参崴液化气厂建设

项目正在与日本公司洽谈, 项目气源地为东西伯

利亚, 通过雅库特 ) 伯力 ) 海参崴天然气管道供

气。俄气还准备扩大萨哈林液化气厂产能, 2011

年该厂两条生产线将达到设计产能 960万吨 /年。

如果萨哈林 ) 3项目作为气源地有保证, 将建设

第三条和第四条生产线。

风险: 2003年俄政府把西堪察加大陆架勘探

许可证颁发给 /堪察加油气公司0 (W est Kamchat2
ka H olding B # V. , 俄石油占 60% , KNOC 占

40% )。 2008年 8月 1日, 俄自然资源部以钻探

范围和数量违约为由拒绝延期许可证。 2008年

10月 31日,韩国 KNOC对俄罗斯石油公司索赔

30 150万美元。[ 19]西堪察加大陆架预测资源储

量石油 18亿吨,天然气 2万亿立方米。目前俄气

已进入该地区进行勘探作业。

雅库特天然气开采中心是恰杨金斯科油气

田,已经列入战略性油气田,其探明的天然气储量

为 1. 24万亿立方米,石油的储量 6 840万吨。计

划年产气量达 350亿立方米。雅库特 ) 哈巴罗夫

斯克 ) 符拉迪沃斯托克 2011年开工, 输气量为

320~ 350亿立方米 /年, 2016年建成。此间俄气

设想在此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修建天然气加工厂

和化工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从零开始,

投资风险巨大。

(三 )俄罗斯提出能源合作新原则

2009年 4月 20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

芬兰时对欧盟提出了5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新的

法律基础概要 6, 俄罗斯提出能源合作新原则。

其主要观点与欧盟推进天然气市场自由化背道而

驰,主张市场竞争要与长期计划相结合。[ 20]认为

维护能源安全的关键问题是透明和可预期的销售

环节。梅德韦杰夫指出, /俄罗斯多次提出过能

源安全问题。能源宪章和其他文件无法解决这些

问题。我们没有批准该宪章, 因此不受其条款的

约束。0

为了提高世界能源安全和过境合作水平, 俄

罗斯建议能源市场的参与国鼓励相互投资, 并为

此建立良好的税收制度, 应保证投资方不受歧视

地获取能源资源的开发权。俄期待近期开始就此

进行谈判,尤其希望尽快与欧盟进行谈判。俄拟

把这份文件发给 G8成员国伙伴、20国集团成员

国以及独联体国家。俄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认

为,该文件是能源领域全面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实

际上将取代能源宪章。文件涉及所有能源品种:

包括核燃料、电力、煤炭等。俄将与未加入能源宪

章的能源市场的大型参与国: 美国、印度、中国和

挪威就新协议进行谈判。

俄罗斯不愿意批准欧洲能源宪章, 认为按照

宪章要求会把俄变成一个欧盟进口中亚油气的普

通过境国,地位上与乌克兰等同。 /北流 0建成之

后,俄将减少对乌克兰过境依赖,乌克兰过境收入

和地位下降。俄在西部和中亚卷入天然气过境之

争,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对亚太国家特别是中国

和朝鲜半岛天然气市场可以减少对欧洲市场的依

赖并可带动东部地区的发展。

俄罗斯油气领域投资不足促使俄罗斯又想起

外国投资者。2008年 5月限制外资的对战略性
  
¹在萨哈林 ) 2项目中,俄罗斯的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拥有 50%加一股的股份,该项目前作业者壳牌公司拥有 27. 5%

的股份,日本的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分别拥有 12. 5%和 1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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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不超过 49%法律的条件在经济

危机之下已经过时。[ 21] 2008年 12月特鲁特涅夫

还否定继续对国外的矿产资源利用者适用产量分

成协议。2009年 6月 27日普京总理会见壳牌执

行经理王德韦尔,建议他们参与萨哈林 ) 3和萨哈

林 ) 4项目的开发。此前 3天普京建议道达尔参

与施托克曼开发和液化气项目。7月 23日, 普京

宣布, 要激励鄂霍次克和黑海大陆架油资源前景

的油气田开发。目前俄资源法不保护首个开发者

的权利。2009年 7月 24日,俄资源部长特鲁特涅

夫宣布,有必要对法律进行修改, 以提高资源领域

投资的吸引力, 包括吸引外资。梅德韦杰夫总统

2009年 8月 20日表示将修改外资法合资源法,吸

引外资投资大陆架项目以及战略型资源勘探与

开发。[ 22 ]

  八、俄日密切接触探讨油气合作

  普京总理 2009年 5月 12日访问日本之后,

俄日密切接触探讨油气合作。 2009年 5月 13日,

俄自然资源部宣部已决定把萨哈林 ) 3项目和西

堪察加大陆架勘探开发许可证交给俄气。普京访

问日本时建议日方共同开发萨哈林 ) 3。俄气总

裁米勒表示,将从萨哈林 ) 2项目股东中选择合作

伙伴, 俄方倾向与三井 (M itsui)合作。

2009年 6月 1日, 俄气董事长米勒和日本驻

俄特命全权大使就俄日发展油气领域伙伴关系的

前景举行会谈。俄气建议日本方面参与实施 5东

部天然气纲要6, 包括在俄建设天然气加工和化工

厂,未来扩大萨哈林 ) 伯力 ) 海参崴天然气管道

的输气量以满足对日本出口, 在海参崴建设 LNG

工厂, 还拟邀请日本公司参与亚马尔 LNG项目和

施托克曼气田的开发。[ 23 ] 2009年 5月, 俄通过外

交渠道为日本提供了 180个合作项目, 涉及俄罗

斯各地区, 总额 2. 5万亿日元 ( 250亿美元 ), 但未

包括大规模的国家级油气投资项目。 2009年 5月

29日,日本政府把项目分配给相关企业。 2009年

下半年俄日政府间经贸问题委员会将就具体项目

展开谈判。日本协力银行 ( JB IC )负责支持私营企

业对俄投资的咨询。

2005年俄气与日本自然资源和能源管理机构

签署了一项有关科学技术合作的框架协议。为了

实施这项协议,双方组建了一个联合协调委员会,

俄日联合协调委员会 2008年 12月份在日本东京

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随后双方签署了一项有关共

同开发索宾斯克油气田的协议。 2009年 3月 25

日, 俄气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 #米勒与日本自然

资源和能源管理机构主管 Toru Ish ida结束会谈,

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有关双方在科学和技术领域

进行全面合作的协议。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联合

协调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尤其是讨论了在位于俄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的索宾斯克石油和凝析气

田建造一个天然气处理厂的可行性研究。

总之,金融危机背景下, 俄拟积极发展与亚洲

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加强对华能源出

口, 彰显俄借重中国经济发展振兴本国东部地区

的决心。 200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为 568. 3亿美

元,同比增长 18%。其中对俄出口 330. 1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 9% ,自俄进口 238. 3亿美元, 同比增

长 21%。2002 ~ 2008年期间, 中俄贸易额由 93

亿美元升至 568亿美元, 累计增幅高达 600%。

2009年 1、2季度,中国均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

而同期俄罗斯则在中国贸易伙伴排行由第 8位跌

落至第十三位。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的基

石。随着 5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

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6的具体实施,中俄地区间

电力、煤炭和油气化工工业将迅猛发展, 俄罗斯东

部地区的开发将使俄经济从原料出口型转向多元

经济发展,两国加快跨国桥梁和公路和铁路建设,

中俄经贸和科技合作向全方位、多层面、战略性展

开, 将极大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

2009年 10月 10日, 中、日、韩领导人声明建

设东亚共同体, 为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创造了良

好前提。由于朝鲜重新开启半岛无核化进程, 俄

罗斯东部天然气管道的规划将考虑整个朝鲜半岛

的需求,以及日本的 LNG需求。因此, 俄需要对

中、日、韩的出口天然气进行整体安排, 在基础设

施这个公共物品建设方面应该吸纳各消费国的投

资。总之,中俄能源合作的突破性进展将促进东

北亚油气管网合理建设和本地区能源安全价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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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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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Gas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Asia: Its Future and Problem s

PANG Chang- w e i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O il Politic, B 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Russia and M idd le Asia w ill become the important sources o f energy supply for N ortheast Asia.

How ever, the integration leve l of the Eurasia gasm arket is no t optim ist ic. There fo re, build ing the net o f p ipe2
lines quick ly and increasing production of LNG in th is area are the apprec iate w ay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N ortheast A sia gas marke.t M eanwh ile, the strategy for gas development and bases constructing of gas

source in eastern Russia w ill be indispensable.

KeyW ords: O il& G as; Eurasia; NortheastA sia; Russia; pipe line of eastern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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