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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
建设的地缘政治分析

徐建伟  葛岳静

[摘  要 ] 随着中俄原油管道建成投入运营, 东北亚地区的石油管道之争似乎告一段落。解读管道之争背后真正

在起决定作用的地缘因素,对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和能源战略更有借鉴意义。从地理学空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

干扰因素、距离、运输方式等视角对俄罗斯太平洋管道之争的始末波折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可探究地

缘环境要素及空间关系的各个方面是如何影响到一个国家对能源安全的控制权、如何影响对本国战略利益的保障

等地缘纷争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 ] 东北亚; 地缘环境;石油管道; 地缘斗争;能源安全;空间分析

[中图分类号 ] D815   [文献标识码 ] A    do:i 10. 3969 /.j issn. 1003- 7411. 2011. 04. 007

[文章编号 ] 1003- 7411( 2011) 04- 0051- ( 12)

[收稿日期 ] 2011- 04- 06

[基金项目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中国周边地缘风险的识别与评价0 ( 105560GK )

[作者简介 ] 徐建伟 ( 1983- ),男,山东泰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葛岳静 ( 1963- ),女,

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5)

  地缘政治学强调地理因素基础上的国家和国际政治行为分析,重点集中在区域相互关系对国家安

全影响的分析,其中, 相互依赖性、干扰因素、距离、运输设施等是空间相互关系分析的关键。[ 1]如此,

杰弗里 #帕克认为地缘政治分析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是对基本空间事物特征的考察;第二是对空间事

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由这些相互关系所产生的空间模式的考察;第三是对整体地缘政治空间的考察以

求评估其整体特征。[ 2]对资源和运输线等关键地理要素的占有或控制是地缘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之

一。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地缘政治不应再仅仅是一个单纯争夺世界地理要道、控制世界市场的理论, 它

已深化为以控制世界资源为中心的理论。特定时期人们对贮存于特定地区的特定资源的需求程度规

定着世界资源中心,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资源政治体系的中心。[ 3]美国研究者卡普兰在进行地缘政治

分析时将资源争夺战与地理决定论、有效制衡假说并列为三个视角。[ 4]东北亚地区地缘关系错综复

杂,而能源问题又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因此,围绕能源的东北亚地缘纷争在地缘

政治斗争中具有典型性。本文以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为研究对象,从空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对这

一地缘政治现象进行分析。

一、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的初始与波折

  (一 )中俄石油管道建设的初拟时期 ( 1994~ 2002年 )

1994年,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向中国提议修建从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 (即 /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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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0 ),计划每年向中国输油 3 000万吨。 1996年, 中俄两国政府签署 5中俄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

作的协议6, 将石油管道项目列入其中。2001年 9月,朱镕基总理与卡西亚诺夫总理进行中俄总理第

六次定期会晤并在联合公报中声明: /实施中俄石油管道建设项目并于 2005年投入运营 0。 2002年 12

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 5中俄联合声明 6表示: /保证已达成协议的中俄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按

期实施,并协调落实有前景的能源项目,对确保油气的长期稳定供应至关重要。0然而,石油管道项目迟

迟得不到落实,主要原因是双方都缺乏对对方足够的信任;另外,当时双方对未来的国际能源形势也缺

乏准确的判断。[ 5]

(二 )中日俄博弈时期 ( 2003~ 2005年 )

2003年 1月,日本首相访问俄罗斯并签署俄日能源合作计划, 提议修建安加尔斯克至远东港口纳

霍德卡的石油管道。日本承诺每天从俄罗斯进口 100万桶石油, 并准备提供 50亿美元贷款协助俄罗

斯开发油田及修建输油管道。 2003年 3月,俄罗斯提出折中方案, 建设安纳输油管道 (即 /安纳线 0 ),

附建外贝加尔斯克至大庆的支线。 2003年 6月,日本提议以 75亿美元无需俄政府担保的贷款并协助

进行东西伯利亚新油田开发换取通向日本的 /安纳线 0优先建设。随后, 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和总

统普京访问中国时均表示中俄石油管道建设项目将按期实施。 2004年 6月,俄工业和能源部长表示,

/安大线 0和 /安纳线0均未通过, 比较可行的是从泰舍特到纳霍德卡的 /泰纳线 0。 2004年 12月底,俄

罗斯政府批准东西伯利亚 ) 太平洋石油管道起点为泰舍特,终点为佩列沃兹纳亚湾,后又将终点改为

适宜建设石油港的科兹明诺湾。

(三 )决定及建设时期 ( 2005年以来 )

2005年 1月,中俄签订俄罗斯向中国出口 4 840万吨石油的协议, 中国则向俄方提供 60亿美元贷

款。4月 26日,俄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签署命令,决定第一阶段先修建至离中国边境 70公里左

右的斯科沃罗季诺的石油管道,第二阶段再考虑修建至佩列沃兹纳亚湾的输油管道部分。 7月 4日,

日本研究以约 90亿美元的贷款, 外加其他辅助性投资约 120亿美元,换取泰舍特至太平洋沿岸输油管

道的优先建设。 7月 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时表示,俄罗斯将优先铺设西伯利

亚通往中国的输油管道,然后才会兴建供应日本的远东港口管线。2009年 2月,中俄签署从斯科沃罗

季诺到中国边境的石油管道设计、建设和运营协议, 中国向俄罗斯两家石油公司提供 250亿美元的贷

款。同年 4月和 5月,俄罗斯和中国境内石油管道分别开工建设。 2010年 9月 27日,起于斯科沃罗季

诺至中国大庆的中俄原油管道竣工, 全长 1 030公里,设计年输油量 1 500万吨。2011年 1月 1日,中

俄原油管道投入运行。

图 1 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的经过

  资料来源: 曹英伟.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与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 [ J].西伯利亚研究. 200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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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油管道建设的地缘环境

  (一 )缺少缓冲、大国邻接的地缘空间

东北亚地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带之一,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对全球政治

经济有着显著影响力,韩国、朝鲜在东北亚地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将东北亚作为战略核心之一的美国

也通过与日本、韩国的合作维持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存在。这一地区存在各种发展类型的国家并存、领

土边界争端、能源资源争夺、生态环境等问题, 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

复杂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俄、俄日和中日之间的地缘关系。

2008年 7月 21日,中俄两国外长签订 5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议 6,完全解决了长达 4 374公里的边

界问题。其中,两国东部地区陆路边界超过 3 000多公里, 两侧分布着数十对相邻呼应的城镇和通商

口岸。中国对俄罗斯开放的陆运、水运和国际航空口岸共 22个,还设有中俄波格拉尼克奇内互市贸易

区、东宁 ) 波尔塔夫卡互市贸易区等经贸合作区。两国边境地区间公路、铁路相接, 水运畅通, 双边合

作的信息交换、贸易结算、货物运输成本都因地理位置邻近而相对降低,具有地缘上的邻接优势和亲

和力。

同时,中俄两国都是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都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的影响,有着自己的宏伟抱

负和大国情结。从某种程度上说,双方都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方视为自己潜在的竞争者, 也都容

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政策中对对方持有戒备心理。[ 6 ]这又决定中俄双边发展中可能会有波折

和起伏。

俄罗斯与日本互为重要邻国,不仅俄远东地区与日北海道地区隔海相邻, 两国还具有很强的经济

互补性,发展日俄关系有很多优势,特别是具有地缘临近的便利条件。然而俄日领土问题成为两国政

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日俄至今尚未缔结和平条约, 领土问题是重要的一环。两国在北方四岛主权

上 (俄称 /南千岛群岛 0)存在严重分歧。北方四岛是俄罗斯远东的重要基地和防御海上进攻的重要屏

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收回北方四岛作为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不仅具有现实的经济、军事意义,也

是日本消除二战失败阴影的一个政治抱负。因此,尽管日俄两国具备经济往来的互补性, 发展经贸关

系的潜力很大,但受制于政治关系的阻碍,两国在资金流通、人员往来、技术交流、商品贸易等方面的潜

力挖掘较为滞后,乃至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是东亚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体。两国一

衣带水,同处于一个政治、经济战略空间, 地缘关系使双方的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是两国

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形成了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0的利益共存关系。[ 7 ]然而,中国的飞速发展使东北亚

地区第一次出现两强共存的局面,中日从政府到民间都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心理调适过程来消化这一

结果。[ 8]在这种背景下,中日之间的能源博弈、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进一步凸显,东海油气田拥有权

及开采权、钓鱼岛主权、台湾问题等成为两国地缘关系中的焦点和核心。

(二 )石油资源丰歉悬殊的地缘对比

俄罗斯是世界公认的油气资源潜力大国, 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环俄大陆架油气资源, 在世界石

油生产和加工中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超过一半的领土面积拥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藏,油气开采加

工产业分布十分广泛,其中,里海地区和伏尔加 ) 乌拉尔地区是传统的油气开采区,东西伯利亚和远东

大陆架地区则是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新兴开采区, 如表 1所示。

2009年,俄探明石油储量 742亿桶,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 5. 57% ; 2000年, 俄罗斯年产原油 3. 23

亿吨, 占全球总产量的 8. 96% ; 2009年,原油产量攀升至 4. 94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12. 94% , 超过沙

特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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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俄罗斯石油资源分布及开发情况

资源集中区 资源规模 开发潜力 主要油田

里海俄罗斯部分 俄属里海沿岸部分
2007年探明石油储

量 9. 93亿吨

即将正式进入工业

开采阶段, 资源潜力

相对较小

北阿 斯特 拉 罕 油

田等

伏尔加 ) 乌拉尔地区
伏尔加河流域、乌拉

尔地区

油气资源大量消耗,

新增油气资源锐减

有 /第二巴库 0之称
的老油气开采区, 尚

有余力

鞑靼石油公司等仍
拥有亿吨储量以上

油田

西西伯利亚地区
汉特 ) 曼西自治区、
亚马尔 ) 涅涅茨自
治区

探 明 储 量 200 多

亿吨

探明油气储量最多,

资源潜力巨大
萨莫特洛尔油田等

东西伯利亚地区

萨哈林共和国、克拉

斯诺亚尔斯克边疆
区、伊尔库茨克州等

地质勘探研究十分

薄弱

陆地面积最大的石

油板 块, 资源前景
广阔

特拉甘油田、王科

油田

环俄罗斯大陆架
远东大陆架、北部海

域部分

萨哈林北部大陆架油
气储量近 60亿标准

吨, 北部沿海大陆架

约为 1 000亿标准吨

面积最为广阔, 油气

潜力最为巨大
萨哈林 1~ 6号等

  资料来源: 丁佩华 1俄罗斯石油地位的博弈 ) ) ) 基于 21世纪的分析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中国也是世界石油储存和生产大国。2009年,中国探明石油储量达 148亿桶,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

1. 11%;原油产量达到 1. 89亿吨,占全球原油产量的 4. 95% ,居世界第五位。但是中国油气资源相对贫

乏,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储采比为 14. 8,而且石油资源储量品质较差, 优质资源不足; 勘探开发难度逐渐加

大,难开发石油资源比例增大;老油田综合含水高,普遍进入产量递减阶段,开发成本增加。[ 9]随着中国的

经济飞速发展,对原油的需求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原油开采增长速度,石油缺口不断扩大。以 2009年为例,

随着广东惠州、福建、独山子、天津等多项大型炼油装置建成投产,新增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4 500万吨,全

国炼油能力增至 4. 83亿吨 /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炼油国。[ 10]日本仅在日本海沿岸的新潟、

秋田、北海道等拥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油田,石油自给能力有限,所需石油实际上都依赖进口。2008年原油

自给率为 0. 4%, 99. 6%的原油依赖进口,其中 87. 8%的原油从中东地区输入。韩国实际上没有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所需石油依赖于从海湾国家、东南亚国家的进口。比较来看,俄罗斯是世界油气储量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拥有欧佩克之外最大的石油储量和产量,也是促进世界石油多元化供应格局形成的重要力量

之一。相比而言,亚太地区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以外,其余国家的石油储存均不丰富,因此致使整个亚太

地区在世界石油储存格局中成为一个相对的贫油区,如表 2所示。

表 2 世界及各地区石油探明储量分布 ( 10亿桶, % )

1989 1999 2008 2009

储量 占比 储量 占比 储量 占比 储量 占比

 世界 1 006. 4 100. 00 1 085. 6 100. 00 1 332. 4 100. 00 1 333. 1 100. 00

 北美 97. 9 9. 73 69. 5 6. 40 73. 4 5. 51 73. 3 5. 50

 其中:美国 34. 3 3. 41 29. 7 2. 74 28. 4 2. 13 28. 4 2. 13

 中南美洲 69. 5 6. 91 97. 8 9. 01 198. 9 14. 93 198. 9 14. 92

 欧洲及欧亚大陆 84. 2 8. 37 107. 8 9. 93 137. 2 10. 30 136. 9 10. 27

 其中:俄罗斯 - - 59. 2 5. 45 74. 3 5. 58 74. 2 5. 57

 中东 661 65. 68 685. 8 63. 17 753. 7 56. 57 754. 2 56. 57

 非洲 59. 1 5. 87 84. 7 7. 80 127. 5 9. 57 127. 7 9. 58

 亚太 34. 7 3. 45 39. 9 3. 68 41. 7 3. 13 42. 2 3. 17

 其中:中国 16 1. 59 15. 1 1. 39 14. 8 1. 11 14. 8 1. 11

  资料来源: BP S tat is ticalReview ofW orld E nergy June 2010. www. bp. com /stat is 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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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确定的地缘历史

无论是政治界还是学术界都承认, 目前的中俄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普京总统在

2004年指出:没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问题能阻碍俄中两国发展能源领域的合作。然而, 在历

史上与周边国家相比,俄罗斯帝国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因此, 俄罗斯不习惯看到周边出现强国。许多

俄罗斯人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 11]由于地缘临近、历史上有过摩擦、俄中经济发展反差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对于中俄边界问题解决、中国参与远东开发、中国军事现代化, 仍有一些俄罗斯人持有不友

好的态度和观点,乃至存有戒心,表现在能源合作上,担心俄罗斯会成为中国的能源供应基地。

冷战时期,日本是西方国家与苏联、中国直接对抗的前沿,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苏联解体后, 由

于日俄之间存在严峻的领土问题,俄罗斯仍在远东地区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实力, 日俄之间的政治军事

关系难言缓和,相互之间的隔阂芥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历史症结。前日本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认

为: /对日本来说,不论俄罗斯是实行帝政也好,还是实行共产主义也好, 都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即

使它的政治体制变化了,但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威胁是改变不了的。0因此, 日本与俄罗斯关系的实质性

进展以及和平条约的缔结都尚需时日。特别是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北方四岛问题、渔业争端问题对两国

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中日两国政治制度、国家战略迥异,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主权等问题上存在较深的政治矛盾,在安

全领域也缺乏互相的理解和信任。日本政界及民间相关人士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会不会再现昔日的

亚洲霸权,这种霸权是否会威胁到日本及亚洲的其他国家, 由此形成了一种天然的 /中国威胁认识 0,

并意图遏制和控制中国的崛起和权力的延伸。在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问题上,日本一定要介入

石油管线建设,缺油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遏制中俄之间形成长期的能源战略合作则是更深层次的

原因。应当指出的是:在牵制中国发展这一点上,日俄双方具有根本的一致性。[ 12]因此, 中日油气之

争已经超出简单的经济利益范畴,而是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外交以及民族情绪等因素。正如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弗里德伯格教授所言:在今后数十年内中国将是一个难对付的国家。特别是对日本这样的中

国近邻来说,更是如此。[ 13 ]

正是基于东北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分布密集, 传统的冷战时期政治思维依稀存在, 而中国崛

起、俄罗斯复兴又成为地区地缘格局中的重要变化因素, 必然导致地区大国之间的一些对抗与冲突。

因此, 东北亚地缘政治关系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性地区。所以美国政治地理学者

罗杰#科恩指出:冷战结束了, 不是吗? 没错, 但那是在欧洲;在亚洲,冷战还没有结束。[ 14 ]

三、石油管道建设的地缘空间分析

  (一 )不对等的供需依赖

2000年以来,石油出口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不断扩大的石油生产和出口

规模, 加上高企的国际原油价格,使俄罗斯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 俄罗斯以能源

为杠杆加强其在世界的地位,利用能源因素发展国际合作关系, 对他国及世界能源、经济、政治等问题

施加影响。因此,石油背负起了 /推动俄罗斯经济增长、参与世界贸易体系和维护地缘政治影响以及改

善国际政治环境等多重责任0。[ 15]

增加对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是俄罗斯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作为俄石油出口的传统市

场 (如图 2所示 ) ,日渐趋于饱和,市场潜力十分有限。亚太地区作为世界上石油进口增长最为迅速的

地区在俄能源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如图 3所示 )。 5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 6提出 /突破北美、稳

定西欧、争夺里海、开拓东方、挑战欧佩克 0的能源外交总体路线。[ 16]到 2020年, 亚太国家在俄罗斯石

油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上升到 30%。5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6进一步提出将能源开采、加工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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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心向国家的北部和东部转移,对东西伯利亚、远东等地区能源资源进行重点开发。在保持与俄能

源传统消费国的稳定关系的同时,与新兴能源市场建立同样稳固的合作关系。[ 17]

图 2 2009年俄罗斯原油出口的市场分布

  资料来源: G lobalT rade A tlas, FACTS and E IA.

图 3 俄罗斯向东亚国家原油出口情况 (百万吨 )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日本海关;韩国国际贸易协会;韩国 2009年为科兹米诺港对韩原油出口数量。

日本是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 国内仅有少量的煤炭和水力资源。因此, 能源安全问题成为日本

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2009年,日本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 约 80%的

原油进口来自于中东地区。因此,日本形成了经济发展依赖于石油进口,石油进口依赖于中东地区,而

中东石油进口又依赖于海上运输的路径。在这种格局下,如果某个中东能源大国发生政治动荡或其他

问题, 导致石油外运阻滞, 或者是,海上运输通道受阻或被封锁, 日本经济就会蒙受巨大损失,有 /扼住

日本咽喉0之危险。

为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日本积极推行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进口能源种类多样化战略,对外能源

投资逐渐从 /以中东为中心 0转向中亚、俄罗斯、非洲、南美等地区。地域临近的俄罗斯成为日本通产

省确保能源供应多样化的首选。2002年 11月,日本石油公司从俄罗斯购买了第一批 200万桶乌拉尔

原油, 从而恢复了自 1978年日本石油公司中止购买俄石油 20多年以来的能源合作。[ 18]日本的三井物

产、三菱商事等财团积极介入萨哈林 1和萨哈林 2等油气项目,不仅在项目中占有不容小觑的股权比

例,两个项目所产的大部分油气也在供给日本。2009年,来自俄罗斯的原油进口占日本原油进口总量

的比重已达 3%。此外, 日本还将俄罗斯原油管道建设定位为 /与核能政策同等的最重要问题0,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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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精干的专家队伍对俄罗斯的有关法律进行深入研究。[ 19 ]因此,基于日本在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拥有

的高度先进的技术和在争夺俄罗斯石油资源方面表现出的强烈竞争意识,俄日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

将呈现出更趋积极化的态势。

图 4 2009年日本原油进口来源分布

  资料来源: E IA, G lobal Trade A tlas, Japanese Governm en t Sou rces.

上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对各种能源的需求日益加大, 能

源形势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石油进口数量与日俱增。 2002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为 0. 694 1亿吨, 2009

年进口量达 2. 037 9亿吨,年平均增长率达 16. 63%。 2009年,来自中东的原油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比例为 47. 80% ,其中沙特占 20. 60%, 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安哥拉、伊朗、俄罗斯分别为第二、第

三、第四大对华原油供应国。

原油需求持续上升,供需缺口呈增大趋势,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 中国通

过对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及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委内瑞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西等国的贷

款换石油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实现石油进口的稳定和多元化。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成为中国原油进口

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1992年中俄开始石油贸易合作以来, 中俄原油贸易基本保持稳定发

展趋势。其间,俄尤科斯石油公司与中石油公司签订的石油供应协议、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石油公司

签订 5年 4 840万吨的原油合同都是中俄原油贸易关系不断深化的标志性事件。 2009年,俄罗斯对华

原油出口 1 530万吨,占中国原油进口的 7. 50%。2011年 1月 1日, 中俄原油管道投入运行, 中国东北

方向的原油进口战略要道贯通,每年 1 500万吨、期限 20年的中俄原油管道输油合同开始履行。俄罗

斯作为中国重要原油进口来源地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图 5 2009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海关总署.转引自:田春荣. 2009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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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作为世界上第十大能源消费国家, 80%以上的能源依赖进口, 不仅是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

二大煤炭、液化天然气进口国,而且是世界第五大石油进口国。自身能源竞争力的相对弱势和不断加

强的能源竞争压力,使其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对世界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极为敏感。[ 20]韩国每

天需要进口约 230万桶石油,其中 80%来自中东地区。近年来,韩国对于发展与俄罗斯的 /能源关系0

十分积极主动,在不同层面上都提议与俄罗斯开展能源政治和业务对话。在此推动下,韩国从俄罗斯

进口的石油迅速增加。2007年达到 3 810万桶 ( 500多万吨 ) ,比 2006年增加 1. 7倍。韩国国家石油

公司还准备与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谈判建设太平洋石油管道经朝鲜至韩国的石油支线。

表 3  一些国家的石油生产和消费情况 (亿吨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产量

俄罗斯 3. 23 3. 48 3. 80 4. 21 4. 59 4. 70 4. 81 4. 91 4. 89 4. 94

亚太 3. 79 3. 75 3. 76 3. 72 3. 78 3. 80 3. 80 3. 81 3. 92 3. 83

中国 1. 63 1. 65 1. 67 1. 70 1. 74 1. 81 1. 84 1. 87 1. 95 1. 89

美国 3. 53 3. 49 3. 47 3. 38 3. 29 3. 13 3. 10 3. 10 3. 05 3. 25

消费量

俄罗斯 1. 24 1. 22 1. 24 1. 23 1. 23 1. 22 1. 27 1. 26 1. 32 1. 25

亚太 9. 91 9. 93 10. 20 10. 57 11. 20 11. 35 11. 53 11. 86 11. 98 12. 06

中国 2. 24 2. 28 2. 47 2. 72 3. 19 3. 28 3. 48 3. 64 3. 80 4. 05

日本 2. 56 2. 48 2. 44 2. 49 2. 41 2. 44 2. 38 2. 29 2. 22 1. 98

韩国 1. 03 1. 03 1. 05 1. 06 1. 05 1. 05 1. 06 1. 08 1. 03 1. 04

美国 8. 98 8. 96 8. 97 9. 12 9. 49 9. 51 9. 44 9. 42 8. 89 8. 43

  资料来源: BP S tat is ticalReview ofW orld E nergy June 2010. www. bp. com /stat is ticalreview.

综合来看,东亚地区是俄罗斯逐渐扩大的油气生产亟待发掘的新市场, 从制定 2020年亚太国家在

俄石油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 30%的战略目标,就可见其对于亚太市场的重视程度。另外, 由于石

油工业长期受困于资金短缺、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问题, 在推进远东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 俄罗斯迫

切地需要加强同日本、中国等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 以弥补油气开发中的资金和技术不足。就中日韩

三个石油进口国而言,中国已经初步实现石油进口来源多样化,非洲和俄罗斯在中国原油进口中占有

较大的比重;日本和韩国仍高度依赖于中东原油进口,远东石油是其石油进口来源多样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在东北亚石油供需关系中,形成俄罗斯依赖于东亚的市场和资金,但不必然地依赖于某一

个东亚国家;而东亚各国却对俄罗斯石油有着明显的进口依赖 (中国 )或可能的进口依赖 (日韩 ) ,形成

了俄罗斯与东亚市场之间近乎对等的供需依赖,但是任何单一东亚国家与俄罗斯在双边石油供需关系

上都是明显不对等的。

(二 )空间关系的互相干扰

在东北亚能源格局中,俄罗斯远东地区作为石油供应源存在,成为东亚原油进口国对中东原油进

口进行替代或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大陆架地区是俄罗斯未来石油开采的重要增

长区。远东地区与东亚石油进口国在地域上邻近,具有对中日等国出口原油的地理优势和安全优势。

目前, 远东地区向中、日、韩出口商品以能源原材料为主,并且能源原材料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 21 ] 2005年,远东地区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为 13%, 2008年增加至 66%。 2008

年,远东地区对日本出口的 85%、对韩国出口的 87%、对中国出口的 19%均为石油和石油产品。

中日两国之间的多重地缘竞争关系。一方面, 中日两国在能源消费结构、来源渠道、能源战略方面

趋同, 使得双方利益重叠, 冲突不断。[ 22]两国均为石油消费大国,对外依赖度高且进口来源集中,致使

两国都将扩大从俄罗斯等地区的石油进口作为本国石油来源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之间,

任何一方在俄罗斯石油出口竞争中获胜, 对于另一方的石油进口保障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尤其是一

旦出现紧张状况,某个石油消费国的充足供应必然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的, 哪怕两国是盟友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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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23]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同处于东北亚这一地缘关系,使日本视中国的强大为对日本利益

的威胁。日本认为安大线建设将使中国获得稳定的石油供给,既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保障

程度, 也会使中俄关系随着双方石油供求机制的形成得到巩固和提升, 这会削弱日本的利益和支配地

位。因此,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还是从谋求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的角度出发,日本都希望通过

扩大与俄罗斯的经贸与能源合作,影响中俄之间的油气合作,达到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24]

日本的介入对中国主倡的安大线原油管道建设的强力干扰。中俄之间的原油供需关系以及良好

的政治互信基础, 产生了最初的中俄原油管道建设提议, 并在两国政府磋商中逐步确立。但是, 从

2003年至 2005年日本对俄罗斯展开了密集的能源外交攻势,对俄予以原油进口、资金支持、设施建设

等许诺,力邀俄罗斯建设安纳线原油管道。日本的介入给俄罗斯远东原油出口提供了在中国市场之外

的另一选择。由于安纳线方案可以通过一个输出终端兼顾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市场, 使石油运输、配

置、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集中,因而具有强大竞争力。因此,日本对俄罗斯的原油需求以及技术资

金支持对于通往中国的安大线方案就是一种地缘干扰, 这种干扰在现实中导致俄罗斯先后提出中日两

条支线的折中方案、泰纳线方案等,造成了中俄石油管道建设的波折起伏。

中俄原油管道建设的众多优势对日本主倡的安纳线方案的干扰。首先,中俄原油管道建设既有两

国不断深化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基础,也是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紧密而持续地向前发展的

重要内容。这是主倡安纳线的日本所不能比拟的。第二,中俄原油管道起自斯科沃罗季诺, 止于大庆,

全长 1 030公里,其中俄境内仅有 65. 5公里,因此,就管道的建设工程量而言,俄方具有投资少、投入运

营快的优势;就石油运输规模而言, 管道设计运输量 1 500万吨 /年, 也是在目前远东没有形成更大石

油生产能力的情况下,相比于泰纳线二期工程的一个经济、合理的选择。第三,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协

议,在未来 20年内,中国将向俄罗斯提供总计 25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采取约为 6%的固定利率;俄罗

斯则以供油偿还贷款,石油价格以俄石油运到纳霍德卡港口的价格为基准。因此, 中俄原油管道可以

使俄罗斯获得充足的资金、市场和经济利益保障,进一步促成了中国支线优先建设。

(三 )效益不等的运输距离

表 4 三条石油管线方案的对比

管线方案 长度 工程造价 年运输量 (万吨 ) 管线起止

安大线 2 400公里 30亿美元 3 000 安加尔斯克 ) 大庆

安纳线 3 765公里 80亿美元 5 000 安加尔斯克 ) 纳霍德卡
泰纳线 4 118公里 108亿美元 8 000 泰舍特 ) 斯科沃罗季诺 ) 纳霍德卡

泰纳修正线 4 670公里 - 8 000 起点挪至贝加尔湖以北 400公里处,终点改为科兹明诺湾

  资料来源: 周永生.俄国决定修筑 /泰纳线 0的启示;丁佩华.俄罗斯石油地位的博弈 ) ) ) 基于 21世纪的分析 [ M ]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9。

安大线、安纳线以及泰纳线 3个方案之间的取舍,效益不等的运输距离是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首先,从管道长度和建设投资来看,以泰纳线为最长、投资额最大, 安大线长度最短, 投资额最小。

安纳线介于二者之间。其次,从运输规模来看,年运输量以泰纳线为最大,运输量规模为安大线和安纳

线之和。第三,就俄罗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来看, 以能源为杠杆获取最大的效益是其政策制定的原则

所在。安纳线和泰纳线全线都在俄罗斯境内建设, 一是可以避免安大线建设所产生的对中国市场的单

一依赖,向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乃至美国等市场供应石油,形成多元化的能源需求市场,以 /保

证俄罗斯操控远东石油供应和本国的利益 0, [ 25]二是更有利于带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促进

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因此,在更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全部境内运输的安全稳定以及更大范围促进国

内经济发展的综合引导下,泰纳线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优势。出于对贝加尔湖遭受石油污染可能性的考

虑,以及纳霍德卡佩列沃兹纳亚湾建设深水石油码头的适宜性,俄罗斯将泰纳线的起始点和终点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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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贝加尔湖以北 400公里处和太平洋沿岸的科兹明诺湾,但这是在对泰纳线肯定基础上的调整,

并没有否定泰纳线的综合比较优势。

(四 )迥然各异的运输方式

管道运输、铁路运输等运输方式差异对于运输规模、运输效益及地缘关系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

相比而言,海运具有运量大、通过能力强、运费低的特点, 是目前国际石油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

但是由于国际石油贸易运输量大,而一些关键的运输要道,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

苏伊士运河等较为狭窄,其间还有地区局势动荡、恐怖袭击等问题, 因此, 海上运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管道运输和铁路运输在国际石油贸易中起着辅助和补充作用。相比而言,管道运输更为安全和节

省,而且更易于出口国与需求国通过油气管道形成稳定、紧密的联系,因此对于俄罗斯有着格外重要的

意义。俄罗斯历来重视石油的管道运输, 目前已建和在建的石油管道有 /友谊0石油管道、波罗的海石

油管道、里海石油管道和东西伯利亚 ) 太平洋石油管道及筹划建设的布尔加斯 ) 亚历山大波利斯石油

管道。 2009年, 俄罗斯通过港口、输油管道和铁路出口原油量分别占出口总量的 65%、30% 和

5%。[ 26]在某种程度上, 油气管道成为俄罗斯势力延伸的重要方式, 油气管道经过和到达的国家在一

定程度上都受到俄罗斯的政治或经济影响。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管道运输始终是俄罗斯考虑

实现自身油气出口战略的基本手段, 管道运输系统的扩大始终会成为其油气出口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27]

表 5 不同运输方式的比较

海洋运输 管道运输 铁路运输

地位
国际石油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

方式
与油轮相辅的重要运输方式 对海运和管运的重要补充

优点 运量大、通过能力强、运费低
运量大、安全性高、方便快捷、

经济

在调整运输量方面具有很强的

灵活性

不足
可能存在安全性和稳定性的

问题
可能产生过境和路径依赖问题 运量有限, 成本也比较高。

  在俄罗斯东西伯利亚 ) 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之前, 地区石油外运主要存在 3种运输组合方式, 即

铁路运输、海上运输和铁路 +海上运输。 2010年, 从远东纳霍德卡科兹米诺港出口原油共计 1 530万

吨,其中出口日本的原油占 30%, 出口韩国占 29%, 出口美国占 16% , 然后是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

地。在石油管道建成后,管道运输、管道运输 +海上运输将成为远东原油新的外运方式。安大线建设

方案属于陆内管道运输,泰纳线和安纳线则有助形成 /陆上管道 + 海洋运输 0相组合的运输方式。因

此,泰纳线建设符合俄罗斯在开辟新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方向的情况下,必须拥有自己的海上输油

终端的要求,并将海洋运输和管道运输进行有效的衔接,实现两种运输方式的优势互补。一方面,管道

建设位于俄罗斯境内,这就避开了过境运输和路径依赖的问题;另一方面,海上运输又可以保证远东原

油向日本、中国、韩国以及美国等进行多元化供应, 避免了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

四、石油管道之争的综合分析及启示

  近期来看,中国支线优先建设是俄罗斯当前石油生产供给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尽管安大线最先被

中俄方面提出,但是这一方案仅在建设成本上具备明显优势, 在市场需求、国内带动效应、运输多样性

上与安纳线和泰纳线相比均无优势, 如表 6所示。安大线提出之时, 正逢俄罗斯经历苏联解体后的经

济衰退,经济发展对于石油输出有着显著依赖,而国内进行油气开发建设所需资金投入又严重匮乏。

在日本没有进行干扰的情况下,安大线建设既拥有中国稳定增长的市场需求,又具备建设任务轻、投入

运行快的优势,因此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随着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复苏, 日本等国的强力介入,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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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逐渐成为安大线的强大竞争方案。最终确定的泰纳线其实是对安纳线和安大线的一个折中, 但是这

种折中本质上是对安纳线建设方案的认可和支持,不过限于远东地区石油勘探和开采较为滞后,俄罗

斯决定先行建设泰舍特 ) 斯科沃罗季诺一期工程以及斯科沃罗季诺 ) 大庆的中国支线。这其中,可以

以更短的时间和更少的投资建成运营,以及中俄之前达成的一系列共识, 对中国支线建设起着关键的

促成作用。

表 6 三条管线方案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

市场需求 建设成本 国内带动效应 运输多样性 干扰因素

安大线 规模最小 最小 较小 较低 日本等国

安纳线 优势明显 较高 较明显 具备多元出口优势 中国

泰纳线 优势明显 最高 效应最大 具备多元出口优势 中国

 

  长期来看,俄罗斯和日本在推进东 ) 太石油管道二期工程建设上仍有明显的一致性, 并会加快这

一进程。中俄原油管道建成并投入运营使远东石油出口的管道之争告一段落,标志着两国能源合作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东西伯利亚 ) 太平洋石油管道之争并未落下帷幕。日本通过进口俄罗斯远东

石油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战略不会改变,仍会致力于谋求东 ) 太管线二期工程的加快建设。而且随

着俄政府批准东西伯利亚 13个油田所产原油从 2009年 12月开始实行零出口关税,远东石油勘探进

程将进一步加快,开采规模将不断增长,俄罗斯致力于以石油为能源杠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意图将

更加明显,因此具有更大市场需求支撑、运输多样化优势明显且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带动国内经济发展

的安纳线二期工程仍将是俄罗斯加快推进的重点项目。正如有分析者指出,油气东向出口不仅能使俄

罗斯获得又一个振兴国内经济的资金来源,而且可使 2 /3领土在亚洲的俄罗斯得到实现其融入亚太经

济圈的良机,并提升其在亚太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 28]在这一方面,泰纳线有着安大线无可比拟的

优势。

综合来看,石油管道之争背后真正在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于石油战略安全和战略利益的争夺,这种

争夺在一定程度上相比管道之争更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围绕太平洋石油管道的整个纷争来看, 石油管

道建设之前,中日俄之间围绕 3个石油管线方案纷争不断;管线方案确定为泰纳线后,斯科沃罗季诺 )

大庆支线和至太平洋沿岸管线的建设次序又成为中日相争的焦点。当太平洋石油管道一、二期工程全

部建成之后,或许各国会再一次回到纷争的起点,不同管线的石油输送量、原油价格又会成为东北亚能

源合作与发展中的敏感和核心议题。毕竟在这些纷争背后真正在起决定作用的是石油这种战略资源

究竟控制在谁的手中,这种控制在保障一些国家战略利益的同时又影响了哪些国家的战略利益的问

题。因此,在石油作为现代工业发展血液的使命结束之前, 以能源为核心的地缘斗争或许是各国都难

以绕开而不得不竞相博弈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 E. L.厄尔曼. 从空间的相互影响看地理学 [ J]. 地理科学进展, 1986, ( 2): 35- 38.

[ 2 ] 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概念与地理学的整体性方法 [ J] .东方论坛, 2006, ( 4) : 114- 119.

[ 3 ]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M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 4 ] 乐钢 .地理想象与地缘政治: 崛起与衰落的世界版图 [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 ( 6): 27- 35.

[ 5 ] 曹英伟.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与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 [ J].西伯利亚研究, 2007, ( 6): 82- 85.

[ 6 ] 刘新华,秦仪. 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中俄石油管道风波 [ J] .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 3): 1- 5.

[ 7 ] 何兰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关系及其前景 [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8, ( 5) : 22- 24.

[ 8 ] 肖晞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分析 [ J] .理论探索, 2008, ( 6) : 131- 133.

[ 9 ] 李莹莹.中国石油发展现状、问题与前景分析 [ J]. 中国能源, 2010, ( 12): 17- 20.

[ 10 ] 刘彦民,郝鸿毅, 夏丽洪. 2009年中国石油工业综述 [ J]. 国际石油经济, 2010, ( 4): 49- 56.

)61)



东北亚论坛 2011年第 4期

[ 11 ] 左凤荣.重振俄罗斯 ) ) ) 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 12 ] 薛艳春.俄石油管线走向变化与中日俄三国能源合作 [ J].西伯利亚研究, 2007, ( 4): 33- 34.

[ 13 ] 弗里德伯格.以日美同盟为轴心应对中国崛起 [ N ]. 日本经济新闻, 2006- 08- 30.

[ 14 ] 罗杰 # 科恩.东京和柏林的全球主义者对美国的看法相左 [ N ]. 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6- 04- 08.

[ 15 ] 曹英伟.俄罗斯地缘政治重建中的能源因素 [ J] .西伯利亚研究, 2009, ( 2) : 20- 22.

[ 16 ] 潘强 .俄罗斯区域能源外交特征探析 [ 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10, ( 8) : 17- 22.

[ 17 ] 陈小沁.解析5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6 [ J].国际石油经济 , 2010, ( 10): 41- 56.

[ 18 ] 张少冬,郭新戈. 日本角逐多重国家利益的俄罗斯石油管道之争 [ J]. 西伯利亚研究, 2006, ( 4): 52- 54.

[ 19 ] 薛艳春.俄石油管线走向变化与中日俄三国能源合作 [ J].西伯利亚研究, 2007, ( 4): 33- 34.

[ 20 ] 刘舸 .韩国能源安全的脆弱性及其战略选择 [ J] .东北亚论坛, 2009, ( 5) : 89- 96.

[ 21 ] 邹秀婷.俄远东与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前景分析 [ J] .东北亚论坛. 2010, ( 4) : 61- 67.

[ 22 ] 李玉潭,陈志恒. 中日能源:从竞争走向合作 ) ) ) 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探讨 [ J].东北亚论坛, 2004, ( 6): 3- 7.

[ 23 ] 菲利普# 赛比耶 ) 洛佩兹.石油地缘政治 [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4 ] 王海燕.日本在中亚俄罗斯的能源外交 [ J] .国际石油经济, 2010, ( 3) : 52- 55.

[ 25 ] 曹英伟.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与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 [ J].西伯利亚研究, 2007, ( 6): 82- 85.

[ 26 ] 岳小文. 2009年俄罗斯油气工业综述 [ J]. 国际石油经济, 2010, ( 4): 43- 48.

[ 27 ] 丁佩华.俄罗斯石油地位的博弈 ) ) ) 基于 21世纪的分析 [M ] 1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28 ] 徐海燕. 俄罗斯 /东向0能源出口战略与中俄油气合作 ) ) ) 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 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2004, ( 5): 101- 116.

1责任编辑  赵东波2

A GeopoliticalAnalysis of Russ ia 's Pacific O ilP ipeline Construction

XU Jian- w ei GE Yue- jing

Abs tract: : W ith th e comp let ion ofCh in a- Russ ia crude o ilp ipel ine and pu tting in to service, it seem s that the con tent ion of oil p ipeline in north2

east As ia has com e to an end. Understand ing the veritab le geopolit ica l factors beh ind th e con ten tion is of valuab le referen ces to state energy safety

and national en ergy st rategy. Perspect ives of spatial relation from in terdep endence, in terference factors, d istan ce to m eans of tran sportat ion have

led to analyze th e p rocess of con ten tion ofRussias' pacific o ilp ip eline and the poten tialp rob lem s in the fu tu re. The analys is also reveals core con2

ten ts of geopolitical con ten t ion beh ind all asp ects of spat ial relat ions wh ich cou ld affect the state governance on energy and safeguard the national

tactic in terests.

KeyWords: NortheastA sia; geopolitical environm ent; oil p ipel ine; geopolit ica l con tent ion; en ergy safety; spatial analy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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