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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能源外交:

理论学说的形成及发展趋势

高淑琴  贾庆国��

[摘  要 ] 在俄罗斯,能源不仅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而且严重影响国家内政外交, 并且,这种影

响仍在继续加深。能源企业出口获得的巨额外汇收入, 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财政源泉; 最近几年, 通过一系列能源

外交活动,俄罗斯逐渐恢复本国在欧亚大陆及全球的政治影响和地缘优势; 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 继续把能源

工业视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强调能源工业在俄罗斯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外交杠杆作用,这使俄罗斯的外交政

策具有了鲜明的能源特征。那么,从前任总统普京到现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 俄罗斯是如何形成了系统的能源外

交学说? 主要内容和支柱是什么? 能源外交学说所依赖的能源工业基础和能源外交发展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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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对外能源合作,不仅是国家对外经济活动和获得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 而且还是国家对外

政策和恢复大国地位的重要平台和杠杆, 尤其是在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时期, 俄罗斯的对外能源活动

已由纯粹的经济活动转变为具有战略性质的外交活动。

一、俄罗斯能源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发展

  1. 俄罗斯能源外交确立的背景。苏联解体后,前苏维埃联盟国家的能源一体化体系被打破,能源

工业开始负发展,导致了俄罗斯地缘政治优势丧失,并几乎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地位,这使俄罗斯领导人

意识到国家内政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能源工业生产。所以,俄罗斯前总统普京把整顿能源工业体系

作为国家的首要战略任务,利用国际能源市场高价位的历史时机,在自己的两任期间致力于整合能源

公司, 建立新的能源工业体系, 保证了财政稳定, 使俄罗斯经济迅速复兴, 避免了前苏联在国际能源市

场高价位时也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灾难; 在国际上, 利用俄罗斯能源大国和在前苏联地区保持

的能源垄断优势,逐渐恢复了俄罗斯世界政治大国的影响。因此, 严格地说,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始于普

京就任俄罗斯总统时期。

2. 俄罗斯能源外交战略确立和发展过程。俄罗斯如何确定能源外交战略? 首先, 在 2000年底国

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俄罗斯的能源政策适应国际局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这与

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纲领没有太大的实质差别, 但当今的国际局势与以往大相径庭, 普京总统在

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而不是在政府工作会议上强调能源工业的任务,这表明,对俄罗斯而言,能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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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保障和对外战略的实施,能源政策开始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紧密衔接起来。

2003年,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了 5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 6[ 1 ] , 强调俄罗斯拥有世界级能源大国

的地位,俄罗斯需要科学地预测国际能源市场, 建立独立于西方的国际能源体系; 俄罗斯致力于能源

出口多样化战略,保证向西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能源出口发展,全方位提高出口比重;与欧洲国家进行

建设性能源对话,目前这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市场,大规模吸收欧洲投资;俄罗斯积极把中亚国家

的油气资源纳入到本国的能源体系, 这可减少开采本国北部天然气资源,避免开采投资的加快, 减少了

对市场的压力,保护俄罗斯的战略利益。通过 5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 6, [ 2]明确规定了俄罗斯在其

利益和外交重点地区发展能源战略, 尤其在欧盟和独联体地区,这既是俄罗斯传统的特殊利益和地缘

政治重点地区,也是俄罗斯利用能源外交杠杆与西方争取战略平衡地区。俄罗斯巩固与独联体国家的

矿产资源合作,积极参加独联体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和运输;俄罗斯积极地参与能源价格体系

的预测分析,制定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体系。在 2008年 7月 12日, 俄罗斯

总统梅德韦杰夫在5俄罗斯国家外交学说 6中明确强调了俄罗斯采用能源经济外交。[ 3]为确保俄罗斯

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世界能源市场的平衡, 巩固与主要能源生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积极发展与能源需

求国和中转运输国的对话,实施 2006年圣彼得堡八国集团会晤的总体纲领性文件,积极利用区域性的

经济财政组织开展能源外交, 捍卫俄罗斯在该区域尤其是独联体地区的利益。梅德韦杰夫发展了

5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 6,把能源经济外交提升到国家对外战略上, 并明确规定了能源外交的任务,

正式通过国家纲领性文件确立俄罗斯能源外交。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首次在国家外交纲领性文件中强调了能源经济外

交,指出了国际能源合作的首要任务和保证俄罗斯在建立世界能源秩序的领导作用,这意味着俄罗斯

已明确把能源外交上升到国家外交指导方针高度; 这使俄罗斯对外能源合作,尤其在独联体区域,能源

活动已由纯粹的经济活动转变为具有战略性质的外交活动。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

时代, 俄罗斯意识到,仅借助传统的单一国家力量无法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问题, 为充分利用能源、实

现本国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价格, 必须制定和执行国际能源秩序和交易规则。俄

罗斯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对话,倡导新国际能源秩序,尤其最近几年,俄罗斯领导多次在双边和多边高层

会晤上谈到了能源外交在俄罗斯的对外活动中占据中心位置。这样,通过俄罗斯前任总统普京和现任

总统梅德韦杰夫报告以及 5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 6和 5俄罗斯国家外交学说 6, 明确了俄罗斯能源外

交战略,规定了能源外交的重点和利益取向。

二、俄罗斯能源外交学说的形成和主要内容

  1. 俄罗斯能源外交学说形成的标志。 2009年 2月 18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萨哈林作了关于对

俄罗斯能源工业发展任务的讲话,俄罗斯媒体和国际能源界普遍认为, 这次公开讲话可概括为俄罗斯

能源学说轮廓,是俄罗斯能源学说的雏形,强调俄罗斯通过实施能源工业纲领来巩固其国际地位。[ 4]

2009年 11月 13日,为适应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 52030年俄

罗斯能源战略6, 修正和完善了5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 6, 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俄罗斯能源发展

和国际合作战略,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能源外交学说。

2. 俄罗斯能源外交学说的主要内容。首先, 全球和区域能源合作的加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机会。

俄罗斯积极参加各种国际能源合作和对话,并着手研制能源安全国际法, 俄罗斯认为这项工作可在联

合国框架下进行,也可在其他国际场合进行,并吸收其他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和大型能源公司参加。俄

罗斯应积极地与独联体国家、欧亚经济合作组织、欧盟、美国等大国进行能源对话; 与欧佩克国家进行

密切协调,与天然气出口国合作建立统一能源空间。这表明,在国际能源市场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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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形成世界能源市场的价格体系过程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其次, 加强信息分析, 因为目前能源领域

有价值的信息大多来源于西方国家, 如国际能源署、美国联邦能源情报署,也是这些机构准备的文件作

为国际谈判的基础,因此, 俄罗斯必须建立本国能源情报基地,建立一个统一的能源信息体系和国际石

油天然气市场预测中心;节能和高效能源技术是俄罗斯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俄罗斯未来的竞争力。目前,俄罗斯副总统在矿产资源能源部所辖的俄罗斯资源信息中心的基础上

筹建俄罗斯能源署,并负责节能技术和高效能源的研发。

2009年 11月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的 5203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6, [ 5 ]规划了俄罗斯 7大行政区的

能源发展计划,特别增加了东西伯利亚、后贝加尔、外高加索和远东地区能源开发战略。强调修建东西

伯利亚 ) 太平洋、北部和南部的石油运输管道系统,北流和南流天然气运输系统,北极地区的天然气运

输系统,这样,俄罗斯开始把亚太地区的能源外交提上了日程。通过对 5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 6、5俄

罗斯外交学说6和 2009年俄罗斯总统提到的能源学说及 5203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6进行分析, 可以发

现,俄罗斯能源学说以国际需求为前提,而不是以国内需求为背景,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和所有能源进口

国家协调能源领域的安全问题;这需要建立全球性的能源市场监管,而不仅是国内市场监管机制;这便

确定了俄罗斯外交能源战略目标是基于全球性的能源大国, 而非区域性的能源大国,尤其在 2009年的

5203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6把亚太地区的能源合作提上了日程。在这个能源学说指导下,几年之后,所

有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 都具有石油天然气的特征。而从俄罗斯能源工

业的政策中我们可探寻到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轨迹和外交发展战略。梅德韦杰夫的俄罗斯能源学说是

以本国能源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目前的状况为基础的,基于对国际局势发展和国际能源需求的客观

分析, 俄罗斯能源工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究竟如何?

三、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历史和现状

  11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历史。二战后, 前苏联在自己所辖国民经济空间建立了统一的能

源体系,石油出口收入迅猛增加,使前苏联有财政能力进口粮食和谷物、发展航空航天事业。所以, 在

上世纪 70年代,前苏联发展成为美国的航天导弹战略及核竞争对手。但能源出口并未解决国民经济

领域的所有问题,石油换美元的财政收入,保证了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未及时对石油天然气设

施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前苏联军队陷入阿富汗战争之后,里根政府全面利用前苏联经济对国际石油价

格行情的依赖,联合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 共同支持美国国际能源价格,这样,国际

市场上的石油价格在一定时期被扰乱,并奉行了禁止前苏联技术设备进口的原则。1981年秋天,莫斯

科为解决支付平衡减少了对经互会国家的石油供应; 1985年开始缩小石油开采和出口到资本主义国

家,最终导致石油开采降低了 1. 2亿吨。[ 6]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能源价格跌了几倍。而前苏联的国

家财政、市场供需平衡、谷物进口、外债偿还和工业领域的再投入都依靠出口石油天然气的外汇收入;

1988年情况稍微好转, 1989~ 1991年在前苏联国内发生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 开采水平下降,燃料

能源工业的技术更新失控; [ 7] 1988年前苏联石油开采量为 6. 24亿吨 (增长 0. 1% ), 1990年则为 5. 7

亿吨 (降低 37. 2% ), 1991年为 5. 158亿吨 (降低 54. 2% )。[ 8 ]能源因素在危机条件下所产生的效应是

巨大的,因此,能源燃料工业领域的危机, 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经济灾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联合世

界主要能源出口国控制国际能源市场的情况下, 从上述数据的变化我们看到, 对前苏联以能源工业为

国民经济主导的国家,国际市场行情和能源供需体系对能源工业发展产生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国际要素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需求远远超出国内需

求,能源工业的国际化程度远远活跃于国内经济发展。因此, 无论是前任总统普京还是目前的梅德韦

杰夫总统,均把俄罗斯能源工业发展的重点落脚到国际导向,更关注能源领域的国际需求,并与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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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任务密切结合,这是基于对能源工业发展的历史教训和国际环境的现实分析得出的结论和政治

举措。

21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现状。苏联解体后在能源领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1991~ 1999年

石油开采下降了 23% ,天然气开采下降了 8%, 石油加工下降了 41%,石油出口下降了 23% ,大约经过

9~ 10年的时间,俄罗斯才克服了这些危机, 从 2000年开始增长,俄罗斯政府对石油天然气工业进行了

深度调整,开始了私有化过程。这个过程进行的不合理,被迫重新整合能源工业体系,形成了一些强大

的垂直一体化公司如卢克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等。与上世纪 60年代西方公司

以进化的方式进行垂直一体化不同, 俄罗斯能源公司短期内在总统和政府的指令下迅速完成垂直一体

化。正因如此,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工业才能克服 1997年金融危机的后果, 转向了富有效力的市场经

济。在本世纪之初,石油天然气工业成为引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强大火车头, 2006年俄罗斯石油开采

已达到 4. 802亿吨。[ 9 ]

国家联盟解体后,天然气开采也严重失调, 2000年相对于 1991年来说下降了 570亿立方米,开采

量仅为 5 840亿立方米,投资按照比价计算仅仅相当于 1991年的 41. 5%。主要原因是大型开采基地

自然开采量下降,在 2001年底开始在极地扩大开采量, 2004年在北极地区扩大开采基地,在 2005年俄

罗斯开采量达到 6 410亿立方米。为保证天然气开采量长期持续增长, 俄罗斯首先实施天然气工业的

垄断政策,在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俄罗斯国家控股占 50. 002% , 49%的股份掌握在私人手中,包括

外国私有者 ) ) ) 世界大的天然气公司。在最近 7年, 公司资本化增长了 30多倍,总值为 3 500亿美元,

在世界居第四位,前三位分别为美国的埃克森石油、中国石油、美国电力总公司。在天然气工业领域,

俄罗斯继承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垄断特性, 俄罗斯总统在大型能源公司加强了国家控股和调节作

用,把天然气的开采、运输、政策执行直接掌握在总统手里,通过国家杜马批准公司的出口特权。这样,

尽管在国家转型的艰难历史时期,也保证了天然气国内外供应。国际上对俄罗斯财政的信任直接取决

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完成出口合同状况, 所以俄罗斯政府坚决反对分割天然气公司。但这种垄断现象

多年来一直遭到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盟的批评, 也遇到了现在欧洲大公司的反对。欧洲委员会希望把天

然气的生产、运输、销售在各个公司分配, 反对跨国集团公司一体化,并批评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帝国,独

断并且利用能源向外扩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垄断是俄罗斯能源工业的根本特性。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

俄罗斯政府对能源工业体系的垄断, 这使俄罗斯的能源工业背离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使俄政府有足

够的能力和资源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制定能源政策,从而使俄罗斯能源公司的经济活动符

合整个国民经济和国家利益的需求; 其二是俄罗斯能源工业体系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为俄罗斯在世界

能源体系确立其垄断地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所以,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政府把俄罗斯石油天

然气工业与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 与确立俄罗斯在建立全球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结合起来,逐步

确立了俄罗斯能源外交战略和能源学说。

四、俄罗斯能源外交的重点及面临的挑战

  11俄罗斯能源外交的重点。目前俄罗斯能源外交有两个重要支点: 一是要全面评估欧盟保证能

源供应多样化的政策,欧盟成员国致力于在双边关系上与俄罗斯达成能源合作协议,这为俄罗斯克服

欧盟的国际能源贸易的双重标准创造了条件; 但欧盟和俄罗斯能源合作战略的谈判,由于俄罗斯承认

了南奥梯塞和阿布哈兹的独立而被推迟。欧盟要求俄罗斯平衡国内外能源价格差,消除俄罗斯天然股

份公司的出口垄断,由俄罗斯国家担保西方的投资等。俄罗斯则希望直接进入欧盟市场, 拥有欧盟国

家的能源股份,从欧盟直接获得长期能源供应合同, 明确规定中转国家的责任。二是能源外交是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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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关系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承认与前加盟共和国在能源领域存有很大的竞争,俄

罗斯的能源价格转入市场行情之后, 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致力于削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制定独

立对外能源政策,积极转向美国和欧盟。在国际能源市场和独联体能源合作中, 俄罗斯遇到来自美国、

欧洲和其他国家竞争。在独联体地区和中东欧地区,俄罗斯与西方已形成了通过能源合作竞争争夺地

缘政治影响的格局。目前, 来自美国的能源竞争压力继续增大, 如, 2008年 9月美国副总统访问阿塞

拜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成功地说服阿塞拜疆优先向纳布卡管道提供天然气,该管道项目是美国和欧

盟联合修建的与俄罗斯设计的方案 /南流 0相对抗。在 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冲突时, 美国计

划拨款 10亿美元武装格鲁吉亚,致力于把格鲁吉亚作为高加索地区战略支柱,防范和谴责俄罗斯。但

西方很多政策并不能导致重返冷战, 比如欧盟没有采取制裁俄罗斯的政策。[ 10 ]需要强调的是, 随着

2009年 11月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的 5203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 6逐渐取代 5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 6,

以及中俄原油管道的俄罗斯段正式开通, 俄罗斯获得了一个面向新兴市场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亚太

地区出口市场; 2010年 12月 19日,俄罗斯的原油顺利输抵中国大庆末站,这标志着中俄原油管道投油

全线成功贯通,从 2011年 1月 1日开始, 俄罗斯将通过这条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 1 500万吨原油, 合同

期为 20年。[ 11]这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和国内的能源工业体系发展平衡, 以及实现俄罗斯能源出

口多样化的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俄罗斯政府积极在远东边疆区的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筹办

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合作。由此可见, 亚太地区的能源合

作逐渐成为俄罗斯能源外交的一个重点, 与俄罗斯的欧盟能源外交、独联体地区的能源外交成为并驾

齐驱的三驾马车,是俄罗斯恢复欧亚地区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

21俄罗斯能源工业和能源外交面临的挑战。对俄罗斯能源工业的发展前景, 存有乐观和悲观的

预测。从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能源体系的无秩序状态,可以认定, 俄罗斯尚未成功地巩固自己在

世界能源市场中的地位,把能源潜力转为政治红利。[ 12 ]那么,在俄罗斯能源工业发展和能源外交战略

实施过程中,存在哪些现实的挑战?

在石油天然气开采领域,由于低投资,设施落后, 从政策上限制修建私营管道, 禁止外国公司进入

俄罗斯能源市场,使能源开采基地发展受到制约。目前,俄罗斯老的开采区逐渐退化,开采中心逐渐转

移到东西伯利亚、雅玛尔半岛、吉玛诺 ) 伯朝拉湾和北极地区大陆架。此外,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加工的

质量和深度都低于世界标准。世界市场对石油需求不断增长,但俄罗斯在世界石油市场上所占的比例

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天然气开采增长速度也落后于世界需求增长速度, 预计 2017年俄罗斯石油开采量

达到最低 1 000万桶每天 ( 5. 3亿吨每年 ) ,预测 2010年俄罗斯供应世界市场的 15%的石油, 2030年则

下降到 10%。[ 12]从 2008年起,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而俄

罗斯能源出口对运输的依赖更为严重,这样,提高俄罗斯对外能源合作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变得日益

迫切。在国际能源舞台上,俄罗斯未能有效捍卫本国立场和国家利益, 所以,俄罗斯迫切需要通过政治

手段刺激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投资, 加快运输体系现代化建设,刺激能源出口,为俄罗斯的能源向外扩

张建立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并积极吸引外国投资,消除外国投资的障碍,确保俄罗斯世界能源超级大

国的发展潜力,这便提出了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根本任务和外交战略。在国际能源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

情况下,无论是能源生产国还是需求国,都利用能源杠杆为自己谋利,在这种国际环境下, 俄罗斯需要

采取更加灵活、积极和多方位的能源政策。[ 13]因此, 2008年 7月,俄罗斯总理普京强调要降低进口技

术产品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依赖,提高能源工业体系的有效性和现代化发展,这可促进实现俄罗斯经

济改革的现代化,促进国民经济摆脱对燃料原材料工业的依赖,但不能施展能源超级大国的威力,不与

能源需求国和运输国家发生对抗,不对伙伴国的经济实施侵略和渗透政策。目前, 与欧盟的能源问题

是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核心,因为远东亚太地区的能源外交从 2009年才开始提上日程,偏重欧洲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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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罗斯首先解决欧洲及后苏联地区的能源外交任务。在俄罗斯与欧盟能源谈判过程中,欧盟对外能

源政策不是依赖互惠贸易,而是以多样化供应源相互替换为特征, 不以技术经济为主导, 而以政治标准

为主导。[ 14 ]这便产生了资源出口与欧盟贸易许可矛盾, 这是由于在国际能源贸易中, 按照欧盟的标

准,遵循投资监控的原则,这使俄罗斯常常处于被动无权的地位。这导致了国际能源合作中的双重标

准,是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合作中遇到的一个新的挑战。俄罗斯能源体系是在上世纪 60年代建立的,从

冷战一直到现在,俄罗斯非常希望履行能源合同不取决于任何政治行情, 并认为俄罗斯从来都没有把

经济关系政治化;俄罗斯指责美国把经济事务政治化,在整个欧洲奔波劝说欧洲国家不购买俄罗斯的

石油天然气。但实际上,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斯,俄罗斯也依赖欧洲购买,这种相互依赖可保证

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15]在俄罗斯存在一种普遍观点, 俄罗斯从不怀疑与西方的能源合作,西方从最初

就孜孜不倦的使俄罗斯确信西方愿意看到俄罗斯成为繁荣强大的伙伴。但俄罗斯认为客观事实是:西

方从最初就把能源问题政治化,尤其在里海能源问题上激化其他国家与俄的矛盾。[ 16 ]尽管存有各种

威胁和批评俄罗斯的能源贸易条件, 欧盟仍然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主要购买者, 欧洲能源集团继续

宣布与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的合作不受格鲁吉亚危机的影响,俄罗斯也在很高的水平上保持对独联

体国家的能源供应。俄罗斯能源外交成功地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俄罗斯能源政策过度依赖欧盟表

面上的高数量能源进口需求,忽略了潜在的竞争对手比如哈萨克斯坦以及可替代能源的开发。[ 17]

五、结论

  在不低估俄罗斯能源工业遇到的挑战和威胁,尤其是其竞争对手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制衡, 无论世

界格局如何演变,下一个 10年俄罗斯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目前,俄罗斯的国际竞争对手

尚未形成系统的一致的国际能源战略,俄罗斯开始抓住能源外交主动权; 根据俄罗斯能源工业发展的

历史轨迹和现状,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能源外交学说和外交战略中明确提出了充分利用俄罗斯的能源

优势, 在全球和区域事务中提高俄罗斯的影响,赋予了能源活动鲜明的政治和外交特性, 这个计划的所

有链条和环节都反映了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政策和战略思想。如果俄罗斯能够成功应对石油天然气工

业发展的国内挑战和国际竞争, 克服欧盟、美日等西方国家在国际能源贸易中的双重标准和对能源先

进技术的垄断,在独联体地区成功地建立垄断性的石油天然气工业体系,那么,在前苏联地区和中东欧

地区, 俄罗斯就能把自己的能源活动与国家的外交战略有效结合, 不断增强自己世界能源大国的影响,

恢复前苏联的地缘政治优势。所以, 梅德韦杰夫的能源学说致力于建立世界能源新秩序的目标,也将

成为俄罗斯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基础, 是俄罗斯恢复世界级大国地位的最为有利的外交杠

杆。反之,如果俄罗斯不能克服能源工业发展本身遇到的桎梏,在国际上不能成功应对欧盟、美日等西

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堵截,在独联体地区所追求的能源垄断政策逐渐瓦解,那么, 俄罗斯不但在

国际舞台上的大国角色需要重新定位,本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稳定系数都需要重新评估,梅

德韦杰夫的俄罗斯能源学说和俄罗斯外交将需要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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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s Energy D iplom acy: Doctrine Formation and Developm ent Trend

GAO Shu- qin JIA Q ing- guo

Abs tract: In Russ ia, energy is not on ly the b lood of economy and m ot ivat ion pow er of socia ld evelopm ent, bu t also has great in flu ence on Russ ia

s' interior policy and foreign policy. In part icu lar, at present, th is tenden cy of inf luen ce is s till going deep. Foreign in com e from the export of en2

ergy is th em ost im portan t sou rce ofRuss ian finan ces.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a series of energy d ip lom at ic act ions, Russia h as gradually recov2

ered th e advan tage of geopolit ical in flu ences in g lobal polit ica lpatterns. During th e pres iden cies of Put in and M edvedev, Russ ia had paid part icu2

lar attent ion to th e cont rolling role of en ergy in th e p rocess of recovering w orld superpow er status. H ere, qu est ion s are b eing ra ised relating to how

to form at th e Russian En ergys' D ip lom atic doctrine and how to f ind th e b ase of th e energy indus try and altern at ive future d evelopm ent.

KeyWords: Russia; energy doctrine; geopol it ics, en ergy d ip lom atics; oil and gas indu 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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