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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ꎬ给能源市场

带来不安ꎮ 中国与俄罗斯的油气合作取得了突出进展ꎬ从管道运输扩展到

了产业链上游的共同开发ꎬ而俄乌冲突使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加

大ꎮ 亚马尔项目是“冰上丝绸之路”上俄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ꎬ但多

国合作项目受到制裁的冲击ꎬ加大了项目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ꎮ 液化天

然气是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桥梁ꎬ未来需求量和成本都呈明显上升趋势ꎮ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ꎬ中国应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基础上ꎬ通过提

高对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水平增强能源自给能力ꎬ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

赖ꎮ 此外ꎬ积极拓展能源合作渠道ꎬ既要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等能源大国的

良好合作关系ꎬ也要不断发展新的能源合作伙伴ꎬ助力国家能源安全和可

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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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是全球最大的不安ꎮ 特别是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乌冲突爆

发使疫情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变得更加艰难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以来巴以冲突的升

级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ꎮ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保障能源安全是当前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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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ꎮ 俄乌冲突给中俄能源贸易和能源合作带

来新的不确定性ꎬ亚马尔项目作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多国能源合作项目也经

历了严峻考验ꎮ
能源供给安全关系国计民生ꎬ为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提供

重要支撑ꎬ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ꎮ ２０２４ 年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强化能源资源安全保障ꎬ加大油气、战略

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ꎬ加快构建大国储备体系ꎬ加强重点储备设施建设ꎬ
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ꎮ 因此ꎬ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贸易模式转

型、清洁能源使用日益增多的背景下ꎬ根据中国自身的能源禀赋特点以及消

费结构制定合理的能源政策、推进技术创新、促进国际能源合作来保障中国

能源供应安全至关重要ꎮ

一　 俄罗斯在中国能源供给中的角色

(一)中国能源供给和消费结构特点

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ꎬ在能源储备上具有富煤、缺油、少气的特点ꎬ总体

对外依存度较高ꎮ 目前ꎬ进口仍然是中国能源海外供给的主要方式ꎬ随着能

源供给渠道逐渐多元化ꎬ形成了“进口贸易为主ꎬ合作开发为辅”的能源供给

方式ꎬ以确保能源供给安全ꎮ
从进口能源结构来看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ꎬ进口来源地主

要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阿联酋、马来西亚、阿曼、安哥拉等国家ꎮ
除石油之外ꎬ天然气进口总量上升ꎬ２０２３ 年中国共进口天然气 １ ２ 亿吨ꎬ比
２０２２ 年增长 ９ ８２％ ꎬ主要来自土库曼斯坦、俄罗斯、澳大利亚、卡塔尔等国

家ꎮ 其中液化天然气(ＬＮＧ)作为一种新型清洁能源ꎬ中国进口的比重整体呈

现上升趋势ꎬ２０２３ 年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量为 ７ １３２ 万吨ꎬ比 ２０２２ 年增长

１２ ４１％ ꎮ 进口来源国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卡塔尔、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等ꎬ以海上运输为主①ꎮ 可以看到ꎬ在核心能源的进口中ꎬ俄罗斯虽不是

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ꎬ但都在关键来源地列表中ꎮ
为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ꎬ中国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ꎬ通过合作开发向

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链的上游拓展ꎮ 根据各国资源禀赋和技术特点ꎬ中国已经

与尼日尔、安哥拉合作石油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ꎬ与沙特阿拉伯保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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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油领域的密切合作ꎬ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积极开展天然气管道建设和原

油管道建设ꎬ与东南亚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合作ꎬ如太阳能、风
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ꎮ

能源供给既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ꎬ又要在全球气候变化中适应绿色

转型ꎬ同时面对安全挑战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ꎬ中国能源消费总

量继续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ꎮ 从当前和未来能源消费结构来看ꎬ煤炭消费比

重会下降ꎬ来源主要靠自给ꎻ石油消费仍呈上升趋势ꎬ具有刚性进口依赖ꎻ天
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将会上升ꎬ天然气作为能源转型的“桥梁”ꎬ将
主要依赖于外部市场供给(见图 １ 和图 ２)ꎮ 因此ꎬ能源供应地区的政治环境

变化将是中国能源供给安全面临的重要变数ꎮ

图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２ 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及消耗量 (单位:万桶 /日)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ｂｐꎬ２０２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ｐｄｆ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ｂｐ －
ｓｔａｔｓ －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２２ － ｆｕｌｌ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ꎻ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２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ｓｔ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ｄｆ＿ｆｉｌｅ / ０００４ / １０５５５４２ / ＥＩ＿Ｓｔａｔ＿Ｒｅｖｉｅｗ＿
ＰＤＦ＿ｓｉｎｇｌｅ＿３ ｐｄｆ

图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２ 年中国天然气产量及消耗量 (单位: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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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ꎬ液化天然气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保障能

源供给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中国在 ２０２１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ꎬ虽然 ２０２２ 年进口总量出现下降ꎬ但中国进口液化天

然气的比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见图 ３)ꎮ 中国多年来更是积极制定和出台各

种政策ꎬ«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鼓励加快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各

方参与液化天然气领域ꎬ以确保中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安全ꎻ«“十四五”现代能

源体系规划»继续强调ꎬ要统筹推进地下储气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储气设施

的建设ꎬ打造数个百亿方级地下储气库群ꎬ优先推进重要港址已建、在建和规划

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ꎮ

图 ３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２ 年中国和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量 (单位: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除了通过进口液化天然气保证供给外ꎬ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全球液化天

然气项目ꎬ以保证液化天然气供给安全稳定ꎬ进而保障中国能源安全ꎮ 这些

国际液化天然气合作项目集中在液化天然气丰裕的国家ꎬ主要包括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与丝路基金在俄罗斯的亚马尔项

目(Ｙａｍ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中石油”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

油”)在俄罗斯的“北极 － ２”(Ａｒｃｔｉｃ ＬＮＧ －２)项目ꎬ另外还有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在卡塔尔的北部气田扩能项目(ＮＦＥ)ꎮ 在

这些项目中ꎬ中国企业主要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ꎬ通过与当地的能源公司合

作ꎬ签署购销协议ꎬ从而获取液化天然气ꎮ
(二)俄罗斯在中国油气供给中的重要性

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ꎬ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ꎮ 目前ꎬ俄
罗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国ꎬ中国从俄罗斯获取能源的方式已经从单一的

进口发展到双方能源开发合作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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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自俄罗斯进口原油比重不断上升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均是中国重要的原油供给国ꎬ俄乌冲突爆发之前ꎬ
沙特阿拉伯是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国ꎮ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中国分别自沙

特阿拉伯进口原油 ８ ７５５ ７２ 万吨和 ８ ７４８ ８９ 万吨ꎬ占中国原油总进口的比

重分别为 １７ ０７％和 １７ ２１％ ꎬ连续保持第一名的位置ꎬ但 ２０２３ 年这一现象发

生变化ꎬ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原油 １ ０７ 亿吨ꎬ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

原油供给国ꎬ而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出口原油 ８ ５９４ ４０ 万吨ꎬ总量比 ２０２２ 年下

降 １ ８％ ꎬ降至第二名的位置(见图 ４)ꎮ

图 ４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３ 年中国进口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原油总量 (单位:亿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２ 俄罗斯成为中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核心来源国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主要从 ２７ 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液化天然气ꎮ 前三位来源国

分别是澳大利亚、卡塔尔和美国ꎬ其中澳大利亚占比明显突出ꎮ 但是俄乌冲

突爆发后各进口来源国占比发生变化ꎬ俄罗斯占比变化尤为明显(见表 １)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液化天然气占比为 ３９ ４８％ ꎬ这与澳天然

气储量丰富、中国珠三角地区距离澳北部海域较近直接相关ꎮ 另外ꎬ在这一

时期ꎬ中国自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比重较大ꎬ达到 １１ ３９％ ꎬ与自卡塔尔的

进口量差别不大ꎬ而自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比重较小ꎬ仅占 ５ ７３％ ꎬ排在

第六位ꎮ
纵观 ２０２２ 年ꎬ中国主要从 ２４ 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液化天然气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ꎬ受此影响ꎬ主要进口来源国发生了变

化ꎬ前三位分别是澳大利亚、卡塔尔和马来西亚ꎮ 澳大利亚虽然仍居首位ꎬ但
是份额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９ ４８％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３４ ４８％ ꎬ领先优势有所减弱ꎻ中
国自美国进口的比重大幅下降ꎬ在 ２０２２ 年降至第六位之后ꎬ占比不足 ３ ５％ 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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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位列第三ꎮ 而俄罗斯超过美国和印度尼西亚ꎬ成为中国第四大液化

天然气进口来源国ꎬ进口占比也由 ２０２１ 年的 ５ ７３％升至 １０ ２３％ ꎮ
２０２３ 年ꎬ中国主要从 ２１ 个国家进口液化天然气ꎬ进口来源国前六位与

２０２２ 年相比发生变化ꎬ俄罗斯由第四位升至第三位ꎮ 澳大利亚虽仍稳坐第一ꎬ
但占比持续两年下降ꎮ 中国自卡塔尔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比重也开始出现下降

趋势ꎮ 而中国自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比重则持续上升ꎬ２０２３ 年进口量超过

原位于第三位的马来西亚ꎬ并且自两国进口量之间的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ꎮ

表 １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中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来源地及变化

国家
进口量(万吨) 占比(％ ) 排序变化(位)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澳大利亚 ３ １１０ ２４ ２ １８４ ９９ ２ ４１１ ８９ ３９ ４８ ３４ ４８ ３３ ８８ １ １ １

卡塔尔 ８９７ ７８ １ ５６８ ０２ １ ６６４ ８８ １１ ３９ ２４ ７５ ２３ ３９ ２ ２ ２

美国 ８９７ ５９ ２０８ ３２ ３１３ １６ １１ ３９ ３ ２９ ４ ４０ ３ ７ ６

马来西亚 ８２３ ３１ ７３６ ２９ ７０８ １３ １０ ４５ １１ ６２ ９ ９５ ４ ３ ４

印度尼西亚 ５１０ ７４ ３７３ ２７ ３９８ ２５ ６ ４８ ５ ８９ ５ ５９ ５ ５ ５

俄罗斯 ４５１ ８１ ６４８ ５０ ８０４ ４０ ５ ７３ １０ ２３ １１ ３０ ６ ４ ３

巴布亚
新几内亚

３１６ ２８ ２５０ ９４ ２４８ ２３ ４ ０１ ３ ９６ ３ ４９ ７ ６ ７

其他进口
来源地

１ １８７ ４６ ５７４ ２５ ８１８ ３６ １５ ０７ ９ ０６ １１ ５０ — — —

注:２０２１ 年“其他进口来源地”共 ２０ 个ꎬ２０２２ 年共 １７ 个ꎬ２０２３ 年共 １４ 个ꎮ
资料来源:同图 ４ꎮ

３ 中俄之间积极开展能源合作

从资源禀赋看ꎬ中国与俄罗斯具有能源合作的基础ꎮ 中国缺油少气ꎬ俄
罗斯富油多气ꎮ 中国制造业发展和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具有天然的“榫卯

结构”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由于不断受到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的制裁ꎬ
俄罗斯能源出口国的地位受到影响ꎮ 能源勘探和开采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行业ꎬ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出口贸易ꎬ更表现在能源产业链

上游ꎬ因此ꎬ俄积极探索与能源需求量大并且有资金与技术优势的国家开展

合作ꎮ 中俄能源合作不仅能满足中国在追赶道路上的能源需求ꎬ还会提高俄

罗斯能源生产与出口的稳定性和可靠性ꎮ 鉴于此ꎬ中俄不断加快合作共赢的

脚步ꎬ完善能源基础设施、拓宽能源合作渠道ꎬ不断创新能源合作模式ꎬ在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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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天然气、核电等多个能源领域拓展合作ꎮ
在原油合作方面ꎬ中俄先后建成中俄原油管道和中俄原油管道二线ꎮ 原

油管道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原油管道斯科沃罗季诺分输站出发ꎬ入
中国境内ꎬ途径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向中国输

油ꎬ中国自俄进口原油规模进一步扩大ꎬ填补了东北地区石油资源的供应缺

口ꎮ 在天然气合作方面ꎬ２０１４ 年“中石油”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

署合同共建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ꎬ自 ２０１９ 年起ꎬ俄罗斯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

东线向中国供气ꎮ 供气起源地为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

金气田和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恰扬金气田ꎬ入中国境内后ꎬ该管道北起黑

龙江省黑河市ꎬ南至上海市ꎬ向中国各地输送天然气ꎮ 自管道投产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底ꎬ累计向中国供气突破 ２７０ 亿立方米ꎮ 除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以外ꎬ
在液化天然气合作方面ꎬ中俄积极共建亚马尔项目ꎬ该项目是中俄共建“冰上

丝绸之路”的首个重大能源项目ꎬ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投产建设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

底ꎬ４ 条生产线全部建成投产ꎬ亚马尔项目目前是北方航线产量最大的液化

天然气项目ꎮ 此外ꎬ中俄“北极 － ２”项目也在加紧建设中ꎬ俄罗斯在中国的液

化天然气供给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ꎮ 在核电合作方面ꎬ中俄分别于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共建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ꎬ在核电站的建设、调试、运行、
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创新与提升ꎬ进一步保障了中国供电安全(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俄能源合作项目及进展

合作类型 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项目具体情况 是否运营

原油
合作
项目

中俄
原油管道

２００９ 年

起点:俄罗斯东西
伯利亚—太平洋原
油管道斯科沃罗季
诺分输站

终点:中国漠河—
大庆原油管道漠河
首站

已经运营

中俄原油
管道二线

２０１６ 年
起点:中国黑龙江
省漠河县 漠 河 输
油站

终点:中国黑龙江
省大庆市 林 源 输
油站

已经运营

天然气
合作
项目

中俄
天然气

管道东线
２０１４ 年

起点:俄罗斯东西
伯利亚的伊尔库茨
克州科维克金气田
和萨哈 (雅库特)
共和国恰扬金气田

终点:中国黑龙江
省黑河市(国内部
分经 ９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至上海
市)

已经运营

亚马尔项目 ２０１３ 年
项目地点:俄罗斯
亚马尔—涅涅茨自
治区

首次在中国江苏省
南通市如东液化天
然气接收站交付

已经运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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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合作类型 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项目具体情况 是否运营

天然气
合作项目

“北极 － ２”
项目

２０２３ 年
项目地点: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
治区

未运营

核电合作
项目

田湾核电站 １９９９ 年 项目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 已经运营

徐大堡核电站 ２０２１ 年 项目地点:辽宁省兴城市徐大堡镇 已经运营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网ꎬｈｔｔｐ: / / ｏｂｏｒ ｎｅａ ｇｏｖ ｃｎ / ｐｉｃｔｕ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ｓ ｈｔｍｌ? ｉｄ ＝ ２５６９

二　 亚马尔项目———中俄能源合作的新拓展

亚马尔项目是一个集天然气和凝析油开采ꎬ天然气处理ꎬ液化天然气制

造、销售、海运为一体的中俄能源合作项目ꎬ是在能源进口基础上企业通过参

与产业链上游改善能源供给的新方式ꎮ
(一)地理位置与运输方式

亚马尔项目位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极北地区的亚马尔 － 涅涅茨自治区ꎬ
是全球纬度最高的液化天然气合作项目ꎮ 亚马尔的涅涅茨语就是“天地的尽

头”ꎮ 该地区蕴藏着 ４０ 多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ꎬ占俄罗斯天然气总储量的近

８５％ ꎬ项目的气源地是南坦姆贝气田(Ｓｏｕｔｈ Ｔａｍｂｅｙ Ｆｉｅｌｄ)ꎬ该气田已探明天

然气储量为 ９ ２６０ 亿立方米ꎬ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公司(Ｙａｍａｌ ＬＮＧ)持有的«南
坦姆贝油田开发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４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亚马尔半岛深入北极圈内ꎬ冬季约为 ８ 个月ꎬ气候严寒ꎬ温度多在零下

４０°Ｃ 以下ꎮ 液化天然气产品被开采出来后ꎬ需要通过具备在冰封水域航行

功能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产品输往世界各地ꎬ亚马尔项目所使用的液化天

然气运输船主要由韩国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ＤＳＭＥ)、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ＣＯＳＣＯ)和加拿大帝凯海运公司(Ｔｅｅｋａｙ)提供ꎮ 该项目所在地靠

近萨贝塔港ꎬ液化天然气运输分为夏季航线和冬季航线ꎮ 在夏季ꎬ液化天然

气运输船从萨贝塔港出发ꎬ向东运送到俄罗斯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

崴)进行换装ꎬ然后再由普通船舶将液化天然气产品运送至中国、日本、韩国

等地ꎻ在冬季ꎬ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则向西航行至比利时的泽布吕赫港换装后

输往西欧各国(见图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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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亚马尔项目所在地及运输航线

注:数字表示运输时间ꎬ以天为单位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ꎮ

　 　 (二)生产线与投产方式

亚马尔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正式确定总体投资框架ꎬ并开始液化天然气工厂

的建设生产ꎬ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８ 年 ８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完成 ４ 条生产线的建设并投产ꎬ前 ３ 条生产线的年产量能够达到 ５５０ 万吨ꎬ
第四条生产线目前的年产量约为 ９０ 万吨①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８ 日ꎬ亚马尔

项目在全球液化天然气产量中的份额为 ５％ ②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载有 １５ ９ 万立

方米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通过北极地区的东北航道最终到达中国的江苏如

东液化天然气接收站ꎬ这也标志着亚马尔项目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供应液化天

然气产品③ꎮ 亚马尔项目自第三条生产线建成之后ꎬ每年向中国提供超过

４０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产品④ꎮ
(三)基础设施共建方式

亚马尔项目是一个液化天然气上下游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的能

源一体化项目ꎬ上游包括钻井、集气等环节ꎬ下游包括液化天然气工厂建

设、进气与支持设施采购、码头及行政区建设等环节ꎮ 下游的液化天然

气工厂建设采取 ＥＰ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总包的形式ꎬ

—９—

①
②

③
④

Ｙａｍａｌ ＬＮＧ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ꎬｈｔｔｐ: / / ｙａｍａｌｌｎｇ ｒｕ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ｎｅｗｓ / ４４９５５ /
Ｙａｍａｌ Ｌ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１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ｏｆ ＬＮＧꎬｈｔｔｐ: / / ｙａｍａｌｌｎｇ ｒｕ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ｎｅｗｓ /

４３９９５ /
«中俄能源合作»ꎬｈｔｔｐ: / / ｏｂｏｒ ｎｅａ ｇｏｖ ｃｎ / ｐｉｃｔｕ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ｓ ｈｔｍｌ? ｉｄ ＝ ２５６９
«中俄亚马尔项目首条 ＬＮＧ 生产线投产　 中国每年将获４００ 万吨液化气»ꎬ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ｐ / ３９０９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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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模块建造环节采取分级管理模式ꎬ管理层分为三级ꎮ 第一管理层

是投资方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公司ꎻ第二管理层为总包商ꎬ是由法国的德

希尼布公司 ( ＴｅｃｈｎｉｐＦＭＣ) 、日本的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 ( Ｃｈｉｙｏｄ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和日本的日挥株式会社( ＪＧＣ)所组成的联合体ꎻ第
三管理层为分包商ꎬ由来自 ３ 个国家的 １０ 家企业组成ꎬ其中 ７ 家企业来

自中国(见表 ３) ꎬ这些企业分别负责模块化建设的不同环节ꎬ中国企业承

担了工程全部模块化建设的 ８５％ ꎮ

表 ３ 亚马尔项目分包商名称及其属地

公司名称 属地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ＡＧ＆Ｐ ＬＮＧ”公司 菲律宾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西门子股份公司(印度尼西亚子公司) 印度尼西亚

青岛武船麦克德莫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麦克德莫特国际公司(印度尼西亚子公司) 印度尼西亚

南通中集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网站和其他相关资料整理ꎮ

(四)出资方式

亚马尔项目的投资方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公司ꎬ由 ３ 个国家的 ４ 个股东

组成ꎬ分别是来自俄罗斯的诺瓦泰克公司、来自法国的道达尔公司以及来自

中国的“中石油”和丝路基金ꎬ该项目也是中国企业第一次以股权融资的方式

进入俄罗斯的能源产业上游ꎮ
２００５ 年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公司在俄罗斯注册成立ꎮ 资金来源主要是股

东和国际信贷机构ꎮ ２００９ 年诺瓦泰克公司购买此项目ꎬ目前拥有 ５０ １％ 的

股份ꎬ２０１１ 年道达尔公司收购该项目 ２０％ 的股份ꎬ２０１３ 年“中石油”与诺瓦

泰克公司签署购买该项目 ２０％ 股份的协议ꎬ并于 ２０１４ 年完成交割ꎬ２０１６ 年

中国的丝路基金从诺瓦泰克公司处收购该项目 ９ ９％ 的股份ꎬ成为亚马尔项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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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第四大股东ꎬ中国的投资方共拥有 ２９ ９％的股份ꎮ 亚马尔项目的投资总

额为 ３００ 多亿美元ꎬ其中在投资前期ꎬ股东诺瓦泰克公司投资 ８ 亿美元ꎬ道达

尔公司和“中石油”在购买股份时分别投资 ４ ２５ 亿和 ９ ６ 亿美元①ꎬ丝路基

金在购买股份时出资约 １０ ８７ 亿欧元(约合 １２ 亿美元)ꎬ后期股东共筹资约

１０５ 亿美元(见表 ４)ꎮ 除此之外ꎬ俄罗斯联邦预算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为该项目

投资 １５ 亿美元ꎮ 剩余 ２０４ 亿美元的投资则来源于国际信贷ꎬ其中 １６ 亿美元

来源于国际出口信贷机构(ＥＣＡ)、４２ 亿美元来源于俄罗斯两家银行、２６ 亿美

元来源于俄罗斯政府基金ꎬ其余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ꎬ共计

约 １２０ 亿美元②(见表 ４)ꎮ

表 ４ 亚马尔项目股东及国际信贷机构出资情况

公司股东
出资金额
(亿美元)

股东占比
(％ )

国际信贷机构
出资金额
(亿美元)

诺瓦泰克公司 ８ ００ ５０ １ 国际出口信贷机构 １６ ００

道达尔公司 ４ ２５ ２０ ０
俄罗斯国家
福利基金

２６ ００

“中石油” ９ ６０ ２０ ０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４２ ００

丝路基金 １２ ００ ９ ９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

国家开发银行
１２０ ０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３ꎮ

可见ꎬ亚马尔项目是一个地处俄罗斯极地、具有明显“多国籍”特征的国

际合作项目ꎬ四大股东分别来自俄罗斯、中国、法国三个主权国家ꎮ 前期的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采用了各国的先进技术ꎬ由多个国家的公司参与项目规划建

设ꎻ后期产品的开采、储存、运输、营销同样离不开各国的技术及资金支持ꎮ
因此ꎬ俄乌冲突会从多维冲击该项目的运营ꎮ

(五)盈利模式

亚马尔项目主要通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签署购销协议来出售液化

天然气产品ꎬ并以此获得利润ꎮ 目前ꎬ亚马尔项目产出的液化天然气产品有

—１１—

①

②

Ｔｈｅ Ｉｃｅ Ａｇｅ: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ｏｓ
ｃｏｗ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８６１００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ｈｔｔｐ: / / ｙａｍａｌｌｎｇ ｒｕ / ｅｎ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ａｂｏｕ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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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以上已经有确定的买方ꎬ分别来自不同的市场ꎮ
首先是亚洲市场ꎬ中国的“中石油”已经签订为期 ２０ 年、每年购买 ３００ 万

吨的销售协议ꎻ其次是欧洲市场ꎬ西班牙能源集团(Ｎａｔｕｒｇ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ｒｏｕｐ)每
年购买 ２００ 万吨ꎬ法国的道达尔公司每年购买 ４００ 万吨ꎻ最后是俄罗斯国内

市场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销售公司每年购买 ２９０ 万吨ꎬ该项目股

东之一的诺瓦泰克公司也承担每年包销 ２４０ 万吨的任务ꎮ
(六)利益分配方式

亚马尔项目销售液化天然气产品所得利润主要按照利润分配比例来

进行ꎬ合作伙伴根据其在项目中的股权或投资份额来确定利润的分配比

例ꎬ这一分配方式可以是一个固定的比例ꎬ也可以根据合同条款进行调整ꎮ
目前ꎬ亚马尔项目的股东是诺瓦泰克公司、道达尔公司、“中石油”和丝路

基金ꎬ各自占有的比例分别是 ５０ １％ 、２０％ 、２０％ 和 ９ ９％ ꎬ在进行股权融资

时也分别提供了不同金额的资金ꎬ该项目所有的收益分成将按照各自持有的

股份比例来进行ꎮ
可见ꎬ亚马尔项目是集各国绝对优势ꎬ体现共建共盈为目标的新型国际

分工与合作范式ꎮ 理论上ꎬ这种合作基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ꎬ是比较稳定

的合作方式ꎬ但是遇到地缘政治冲突ꎬ这种理想的合作模式也被注入了不稳

定因素ꎮ

三　 俄乌冲突对亚马尔项目的影响

俄罗斯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供给国ꎬ俄乌冲突给世界能源供求格局带来

不安ꎬ直接影响中俄能源贸易和能源合作ꎮ 而亚马尔项目是中俄之间最大的

能源合作项目ꎬ牵涉多方跨国利益相关者ꎬ所以说ꎬ俄乌冲突对该项目的整体

运行带来不确定性ꎮ
(一)制裁带来的风险

１ 冲击生产计划

俄罗斯天然气储备丰富ꎬ是全球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ꎮ 但储量成为

出口量ꎬ成为实实在在的 ＧＤＰ 则需要投入巨大的开采和生产成本ꎮ 俄罗斯

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与欧盟等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ꎮ
液化天然气是传统天然气的一种特殊形态ꎬ其生产过程不仅涉及气田的

勘探开采、天然气的处理ꎬ还包括液化和海上运输等多个复杂环节ꎬ对开采技

术及工艺要求较高ꎮ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生产液化天然气方面起步较早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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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用来储存液化天然气的实验性工厂于 １９１２ 年在美国建成ꎬ世界上第一座

大规模商业生产液化天然气的工厂也是于 １９４０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建成①ꎮ
美国及欧盟等西方国家在生产液化天然气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ꎮ
在过去几十年中ꎬ俄罗斯通过成立合资企业或者与当地外国子公司合作等方

式ꎬ积极引进和采用了西方国家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备和技术等ꎮ
亚马尔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与欧盟等国家的先进技术ꎬ项目中

所使用的“Ｃ３ＭＲ”工艺是用来液化从现场提取天然气的技术ꎬ也是该项目运

行的核心技术ꎬ由美国“Ａｉ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公司提供ꎬ另外ꎬ德国的西门子公司为供

电站提供了零部件ꎬ芬兰的阿克北极公司(Ａｋｅｒ Ａｒｃｔｉｃ)设计了破冰船的支援

船和港口布局ꎬ此外还有数十家欧洲建筑和运输公司也参与了该项目的开发

和建设ꎮ 由于俄乌冲突爆发ꎬ欧盟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８ 日宣布了新的对俄制裁

措施ꎬ特别是禁止欧盟国家向俄罗斯出口能源工业的相关设备、技术和服务ꎬ
其中就包括关于液化天然气的货物和技术②ꎬ以防止俄罗斯公司从中受益ꎮ
亚马尔项目运营的全过程中ꎬ前期的气井钻探和天然气开采、中期的天然气

液化和储存、后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等多项环节所需技术工艺复杂ꎬ在很大

程度上仍依赖于欧盟等国家的技术支持ꎬ虽然诺瓦泰克公司开始利用本国的

技术方案解决液化天然气工厂面临的问题ꎬ但项目产品的开采、液化和运输

依然会受到影响ꎮ
２ 影响股东投资态度

公司的本质是逐利的ꎬ但它也是母国代言人ꎬ听从母国的召唤ꎮ 俄乌冲突

爆发后ꎬ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涉及能源领域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ꎬ许多国际

能源企业纷纷宣布退出它们的在俄能源业务ꎬ其中包括:英国石油公司(ＢＰ)宣
布退出其持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ＲＯＳＮＥＦＴ)１９ ７５％的股份ꎬ壳牌(Ｓｈｅｌｌ)也于

公告中表示该公司将停止参与任何在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等业务③ꎮ
道达尔公司作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公司的四大股东之一ꎬ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表示ꎬ公司将不计自身在俄罗斯的利益收入状况ꎬ与欧盟制裁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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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方向保持一致ꎬ并就该公司在俄的业务制定了新的原则ꎬ内容主要包

括逐步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以确保本国员工人身安全、不再为在俄项目提供

更多的资金、在欧盟框架内制定政策以确保欧洲国家能源供给安全等①ꎮ
道达尔公司在液化天然气工厂模块化建设以及运营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与先进的技术ꎬ在亚马尔项目的前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中期天然气的液化处

理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ꎬ涉及天然气集输网络、天然气处理厂、凝析

油脱乙烷设施和出口管道的铺设等多种业务ꎬ并且道达尔公司与诺瓦泰克公

司在 ２０２１ 年签订一份谅解备忘录ꎬ以提供先进技术来帮助亚马尔项目进一

步减少碳排放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ꎮ 除此之外ꎬ２０１１ 年ꎬ道达尔公司在签订股

权购买协议时ꎬ还承诺为该项目提供 １３％ 的国内市场ꎬ为项目开采出的液化

天然气产品提供了销售渠道②ꎮ
但是ꎬ俄乌冲突爆发后ꎬ道达尔公司表达了对于目前在俄能源项目的态

度以及原则措施ꎬ这直接影响了亚马尔项目的运行ꎮ 虽然道达尔公司承诺ꎬ
在欧盟国家对亚马尔项目不进行制裁的情况下ꎬ公司会按照合同框架继续履

行自己的义务ꎬ但同时也表明道达尔公司未来大概率不会再对该项目进行延

伸投资ꎬ并且由于欧盟释放了要逐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信号ꎬ道达尔

公司对于亚马尔项目的态度发生转变ꎮ 亚马尔项目具有典型的资金和技术

密集型特点ꎬ缺少了道达尔公司的技术与资金支持ꎬ该项目的生产和绿色能

源等产业的拓展与升级将会直接受到影响ꎮ 道达尔公司的声明具有信号效

应ꎬ其他潜在的项目投资者也可能会因此丧失市场信心ꎬ这些都会严重影响

投资环境的稳定性ꎮ
３ 承受来自“北极 － ２”项目被制裁的连带压力

“北极 － ２”项目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 Ｂ 版ꎬ是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

继亚马尔项目之后在偏远地区开展的另一个大规模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ꎬ与
亚马尔项目相同ꎬ“北极 － ２”项目同样位于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亚马尔 － 涅涅

茨自治区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美国宣布制裁俄罗斯“北极 － ２”项目ꎬ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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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商“北极 － ２”有限责任公司被列入特别指定清单(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ＳＤＮ)ꎬ并在新修订颁发的 ＯＦＡＣ７５ 号一般许可证中说明ꎬ授权在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之前解除或转让拥有“北极 － ２”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或以上

股权的任何实体的债务和股权①ꎮ
在美国宣布对“北极 － ２”项目进行制裁后ꎬ阻碍了美国和其他国家金融

机构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ꎬ这会导致该项目面临融资成本上升等问题ꎮ 同

样ꎬ制裁会进一步影响国际合作ꎬ涉及技术合作和资金合作等各个方面ꎮ 亚

马尔项目必然面临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挑战ꎬ生产成本的增加和项目进展的延

迟成为必然ꎮ 为了应对制裁压力ꎬ促进天然气出口ꎬ俄罗斯政府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强调将加快摩尔曼斯克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建设进程ꎬ该项目同样位于俄罗

斯北极地区ꎬ计划最早于 ２０２４ 年夏季开始第一条液化天然气列车的投产ꎮ
但与亚马尔项目利用天然气来生产液化天然气所需的电力不同ꎬ该项目声明

将使用所在地区的过剩电力进行生产ꎬ所以暂时并不会影响亚马尔项目的生

产能力②ꎮ
(二)运输成本攀升

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根据其开采点以及目的地的不同ꎬ可以分为三种方

式ꎬ即管道运输、道路运输和海上运输ꎮ 向中国输送液化天然气的国家主要

采取的是海上运输ꎬ运输航线包括太平洋航线(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
北冰洋航线(来自俄罗斯等)、印度洋航线(来自卡塔尔等)、大西洋航线(来
自西班牙、尼日利亚等)③(见图 ６)ꎮ 通过太平洋航线和北冰洋航线向中国输

送的液化天然气量占比较大ꎮ
航线是国际贸易和全球重要物资运输的动脉ꎮ 来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

气运输船会经过北冰洋过白令海峡最后运至中国ꎬ而白令海峡是连接俄罗斯

与美国的海上通道ꎮ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ꎬ若美国有意阻碍运输船的正常运

输ꎬ如在经过相关港口时设置额外的安全检查ꎬ将导致液化天然气的交付时

间延长和运输成本增加ꎮ 另外ꎬ如果是在其他航线上运行的运输船ꎬ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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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运输都是根据具体情况和商业考量来规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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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黑海海域的运输船因为政治局势不得不更改航线ꎬ这将增加运输的不稳

定性ꎬ而为了提高运输的安全性而采取额外措施或选择新航道也将进一步提

高运输成本ꎮ

图 ６ 全球主要运输航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同图 ５ꎮ

美国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宣布ꎬ任何悬挂俄罗斯国旗航行的船只ꎬ或由

俄罗斯利益集团拥有或运营的船只ꎬ都不允许停靠美国港口或进入美国海

岸①ꎬ并且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之后纷纷推出对俄罗

斯船舶保险或再保险的禁令ꎬ该类制裁措施将会进一步增加运输难度ꎬ提高

运输成本ꎮ
另外ꎬ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以原油为动力ꎬ俄乌冲突的爆发会导致全球

原油市场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②ꎬ这将进一步增加海上运输成本ꎬ进而

导致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成本上升ꎮ
英国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宣布ꎬ禁止在俄罗斯注册、由俄罗斯实体拥有或

租用或携带俄罗斯国旗的船舶进入其港口ꎬ禁令的发布直接导致亚马尔项目

的三艘名为“Ｂｏｒｉｓ Ｄａｖｙｄｏｖ”“Ｎｉｋｏｌａｙ Ｕｒｖａｎｔｓｅｖ”“Ｂｏｒｉｓ Ｖｉｌｋｉｔｓｋｙ”的液化天然

气运输船被迫改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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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欧洲不接收的液化天然气产品可以再由运输船输往亚洲国家进行

销售ꎬ但是根据数据分析公司“Ｋｐｌｅｒ”的估计ꎬ由亚马尔项目开采地出发的液

化天然气运输船到达欧洲的泽布吕赫港大约只需要 １５ 天ꎬ而运输船从开采

地出发再经苏伊士运河到达中国天津港却需要 ３４ 天ꎬ如果没有足够的破冰

级船只来运送液化天然气ꎬ到达亚洲的漫长航程可能意味着亚马尔项目不得

不缩减产量①ꎮ
(三)影响总收益和利润分配

根据诺瓦泰克公司官网公布的数据ꎬ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公司 ２０２２ 年的

总收入达到 １ １ 万亿卢布(约合 １４７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２１ 年增长了约 ９６％ ꎬ项目

的净利润也由 ２０２１ 年 ４ ０００ 亿卢布升至 ８ ４００ 亿卢布ꎮ 但与此同时ꎬ伴随着

收益的增加ꎬ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公司面临的企业利润税也由 ２０２２ 年之前的

１６ ５％提升至 ３０％ ꎬ可以说ꎬ亚马尔项目面临的税费成本压力增大(但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该公司还未实际缴纳上升的税费)②ꎮ 可见ꎬ虽然亚马尔

项目的总收入和净利润在俄乌冲突之后出现暂时上升ꎬ但地缘风险对该项目

仍有长期的不确定影响ꎮ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中国能源储备结构为富煤、缺油、少气ꎬ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ꎬ同
时ꎬ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ꎬ中国对能源供应的安全性有较高的要求ꎮ
中俄能源合作的运行与拓展对保障中国油气安全有重要意义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国际政治局势影响全球关键能源进出口方向ꎮ 因制裁

影响ꎬ俄罗斯在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口ꎬ特别是在液化天然气进口中的地位

上升ꎮ 为保证能源供给安全ꎬ向产业链上游拓展ꎬ中国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

公司液化天然气共同开发项目———亚马尔项目ꎬ因为俄乌冲突导致运行不确

定性增加ꎬ中国股东和贷款方投资收益都将面临考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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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俄罗斯在中国能源供给的重要性上升ꎬ也更加依赖中国市场

从液化天然气来看ꎬ澳大利亚和卡塔尔是中国重要的液化天然气供给

国ꎬ尤其是澳大利亚ꎬ来源于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占中国液化天然气总进

口量的比重连续 ３ 年超过 ３０％ ꎬ这两个国家也始终保持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

气前两名的位置ꎮ 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当年以及随后的 ２０２３ 年ꎬ原本排名

第三名的美国退出前六名的位置ꎬ这是由于俄乌冲突爆发后ꎬ美国为了帮助

欧盟国家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ꎬ将液化天然气出口重点转向欧盟ꎬ因此

向中国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ꎮ 与此同时ꎬ原本排名第六位的俄罗斯ꎬ由于受

到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制裁措施的影响ꎬ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转向东

方”ꎬ扩大与东盟国家的合作范围ꎬ全面开展在原油、核能等方面的能源合

作①ꎬ在液化天然气方面ꎬ将市场转向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ꎬ向中国出口液

化天然气的比重逐渐增加ꎬ由 ２０２１ 年的 ５ ７３％ 升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１１ ３％ ꎬ成为

仅次于澳大利亚、卡塔尔的第三大液化天然气供给国ꎬ由此可见ꎬ俄罗斯更加

依赖中国市场ꎮ
２ 亚马尔项目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亚马尔项目是多国合作开发液化天然气的典范ꎬ同时该项目也是中国首

次以股权融资方式进入俄罗斯能源产业上游的案例ꎮ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ꎬ俄罗斯传统的能源出口市场———欧洲受到严重影

响ꎬ转而加大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力度ꎮ 由于亚马尔项目较为稳定

的产品供应ꎬ中国能够在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稳定液化天然气进口ꎬ减少了

因国际政治局势变动而带来的能源短缺风险ꎮ
另外ꎬ亚马尔项目的成功运营也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类似的能源项目

积累了宝贵经验ꎬ包括在极端环境下的项目共建与运营管理经验ꎮ 中国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ꎬ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亚马尔项

目的顺利开展得到了进一步体现ꎬ有助于在能源价格和供应保障方面发挥更

积极的作用ꎮ 该项目不仅为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ꎬ还体现了中

俄能源合作的深度和广度ꎮ
３ 能源上游产业合作不确定性上升

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ꎬ全球油气的供应链都受到了较大冲击ꎮ 俄乌冲突

爆发后ꎬ中国接收来自亚马尔项目的液化天然气量有所增加ꎬ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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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薛锁锁、郭晓婷:«俄罗斯“转向东方”以来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动向及前景»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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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保障液化天然气供给安全提供了支持ꎬ但是由于项目本身具多国属

性ꎬ因而产业链上游合作的不确定上升ꎮ
首先ꎬ因地理位置以及液化天然气产品的特殊性而受到影响ꎮ 该项目需

要先进技术的支持ꎬ但因为美国及欧盟国家为了达到抑制俄罗斯能源产业发

展等目的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ꎬ项目技术使用因此受限ꎬ会直接导致项目产量

受到影响ꎮ 除了前期的开采、储存ꎬ后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也因西方国家港

口的限制而不得不转换市场或重新安排运输航线ꎬ造成运输成本上升ꎮ 在地

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ꎬ亚马尔项目在 ２０２２ 年向中国供应液化天然

气量大幅增加ꎬ项目的总体收益高于同期ꎬ但同时伴随着税费水平的进一步

提高ꎬ股东所面临的投入成本有所增加ꎮ
其次ꎬ对不同国家股东影响范围和深度不同ꎬ跨国公司必须服从母国的

国家意志ꎮ 来自法国的道达尔公司受到本国政策压力的影响ꎬ虽将继续在合

同框架要求内履行自己的规定义务ꎬ但之后不会再增加投资ꎬ道达尔公司在

项目中占有 ２０％的股份ꎬ这一决定的落实将不利于项目后续的发展ꎮ 而来自

中国的“中石油”不仅要面对项目利息分红减少、成本难以回收的风险ꎬ而且

还会面临被美国列入次级制裁名单的风险ꎬ这将不利于企业参与贸易和进行

国际投融资ꎬ更不利于中国液化天然气的供给安全ꎮ
(二)政策启示

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下ꎬ中俄能源合作面临着新的

机遇和挑战ꎬ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直接影响中国的能源供给安全ꎬ特别

是在保障液化天然气供应方面ꎮ 为了确保中国能源供给安全ꎬ我们需要

从实际情况出发ꎬ制定更加完善的策略和措施ꎬ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各种风险ꎮ
１ 做好国家储备ꎬ筑牢能源供给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天然气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桥梁ꎮ 能源消费绿色化是未来趋势ꎬ液化

天然气的进口需求增加ꎬ成本上升ꎬ因此ꎬ扩大液化天然气国家储备规模ꎬ减
少市场波动风险是中国保障能源供给之必须ꎮ

首先ꎬ加大对中国气田的勘探和评估ꎮ 中国的天然气及资源集中分布在

中西部的盆地ꎬ同时还拥有主要富集于华北地区非常规的煤层气远景资源ꎬ
需要利用先进技术对潜在的天然气资源开展地质研究、储量估计ꎬ在不破坏

地理环境的基本前提下逐步扩大产量ꎮ
其次ꎬ不断提高中国液化天然气储备规模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根据«中

国液化天然气工厂与接收站分布图»ꎬ中国共建成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２４ 座ꎬ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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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渤海海域、广东省和江苏省ꎬ接收能力共计 １ ０７ 亿吨①ꎮ 由于俄

乌冲突带来的液化天然气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加ꎬ国际市场上液化天然气

进口成本在短期内波动较大ꎬ中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成本出现上升趋势ꎬ因此

有必要继续保持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与投资ꎬ加大液化天然气储备规

模ꎬ同时提升储存与装卸能力ꎬ加快周转速度ꎮ 这有助于应对季节性和临时

性供需波动ꎬ确保供应的平稳ꎬ满足不同地区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ꎬ减小地缘

政治冲突事件带来的供应中断以及成本上升的风险ꎮ
２ 继续加强中俄能源合作ꎬ开辟多元海外供给方式

在确保现有石油、天然气、核能合作项目稳定运行的基础上ꎬ中俄应进一

步深化能源领域的合作ꎬ共同开发新的油气项目和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ꎮ
两国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合作机制ꎬ积极探索新的合作领域ꎬ以应对全

球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ꎮ
国际能源产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ꎬ而俄乌冲突导

致供应的不稳定性增大ꎮ 美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液化天然气供给国ꎬ在冲

突发生之后改变了其供应策略ꎮ 因此ꎬ一方面ꎬ中国应继续保持与液化天

然气生产大国之间的贸易往来ꎬ促进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澳大利

亚、卡塔尔和“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俄罗斯的良好贸易往来ꎬ保证液化

天然气海外供应多元化ꎬ提高各国之间液化天然气运输方式的灵活性和推

进能源合作方式的多元化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应该继续寻求来自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液化天然气供应ꎬ以减轻对特定国家供应的依赖ꎬ从而降低地缘政

治风险对供应稳定性的影响ꎮ 除丰富进口来源之外ꎬ中国还可以继续寻求

与不同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合作ꎬ开阔多元化的海外供应方式ꎬ形成良好的

国际合作关系ꎮ
３ 从合作项目中获取经验ꎬ提高液化天然气相关技术水平

亚马尔项目遇到的挑战提出警示ꎬ要保障未来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安

全ꎬ中国还要不断提高自给能力ꎬ这将涉及国内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

创新等各个方面ꎮ
扩大产量的关键就是要加快液化天然气相关技术的研发ꎮ 高科技是

亚马尔项目的“心脏”ꎮ 高成本是阻碍中国扩大液化天然气产量的一个重

要原因ꎬ而先进的技术能够帮助实现开采、液化、存储等流程中生产成本的

降低ꎬ一方面保障开采稳定推进、用气有效顺畅、储气安全可靠ꎬ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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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对中俄能源合作的影响

技术创新可以提高液化天然气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ꎬ减少事故和风

险ꎬ减少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ꎬ提高能源的环保性和

可持续性ꎮ
为此ꎬ中国需要增加研发投资ꎬ以支持液化天然气在勘探、开采和液化方

面的研发ꎬ追求生产流程的优化以及环保技术的进步ꎬ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后

期运输破冰船的设计和研发ꎮ 通过组建专业团队ꎬ培养和吸引技术人才ꎬ同
时通过建立研究中心、实验室等方式实现知识共享和技术交流ꎬ促进产学研

政之间的合作ꎬ共同推动液化天然气整体供应流程的创新ꎮ 吸引国际能源公

司和技术机构参与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开采项目ꎬ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ꎬ
推动创新发展ꎮ

４ 能源上游产业合作需要做好风险评估ꎬ并采取对冲措施

通过亚马尔项目说明ꎬ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是有祖国的ꎮ 能源产业链上游

合作为解决能源供给拓展了空间ꎬ但是带来新的不确定性ꎮ 对参与海外能源

合作项目的中国企业而言ꎬ更需要根据情况及时做出风险评估ꎬ然后采取应

对措施以保证企业风险最小化、维持能源供给稳定ꎮ
风险评估和预案制定对亚马尔项目的顺利运行举足轻重ꎮ 要对现有项

目和未来计划进行全面的地缘政治和风险评估ꎬ制定针对不同风险情景的预

案ꎬ包括供应中断、合同变更等ꎬ要持续关注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ꎬ及时

调整和应对ꎬ确保企业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ꎮ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ꎬ法国的道

达尔公司明确地表示了对亚马尔项目的态度ꎬ虽然不会终止合同ꎬ但也表明

不会进行后续投资ꎬ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预案ꎬ建立相应的战略储备体系

以应对突发情况ꎬ尽最大可能保证企业利益不受损害ꎬ维持能源供应稳定ꎮ
５ 跨国公司要合规经营ꎬ降低受到次级制裁等不利影响的风险

为将风险降到最低ꎬ在经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国际法律和国际合同ꎬ定
期进行合规审查ꎬ寻求专业法律顾问的意见ꎬ以确保企业业务活动的合法性

和合规性ꎮ 另外ꎬ企业在业务活动中要保持透明度ꎬ及时披露相关信息ꎬ以避

免被误解或怀疑ꎮ 在业务运营中更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ꎬ维护企业的良好声

誉和形象ꎮ 同时ꎬ企业还要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ꎬ了解相关政策和导向ꎬ在面

临复杂情况时ꎬ争取政府的支持和帮助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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