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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成员国深化能源领域
合作前景分析及措施建议

林益楷　 张正刚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世界油气生产和消费格局处于深度调整之

中ꎬ 全球油气市场正在经历缓慢的再平衡过程ꎬ 能源行业生产消费低碳化

进程加速ꎬ 国际油气市场的价格机制、 贸易格局、 政策走向以及企业的投

资策略都在发生重大变化ꎬ 这对上合组织成员国今后的能源合作将造成深

远影响ꎮ 上合组织国家过去 １０ 多年在能源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ꎬ 上、
中、 下游产业链的全方位合作正在逐步深化和推进ꎮ 这些国家在油气贸

易、 勘探开发、 长输管道、 装备建设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均存在较大的合作

空间ꎬ 应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ꎬ 拓宽合作领域ꎬ 固化合作机制ꎬ 创新合作

手段ꎬ 关注潜在风险ꎬ 推动上合组织能源合作再上新台阶ꎮ
【关 键 词】 　 上合组织　 能源合作　 “能源俱乐部” 　 “石油人民币”

“天然气人民币”
【作者简介】 　 林益楷ꎬ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哈萨克斯坦中心特

邀研究员ꎻ 张正刚ꎬ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哈萨克斯坦中心特邀研

究员ꎮ

一　 经历深刻变革的国际能源市场

最近几年来ꎬ 受美国 “页岩革命” 等多重因素影响ꎬ 油气行业面临产

能过剩、 油价下跌、 低碳约束加强、 新能源替代竞争等多种挑战ꎬ 正在经

历痛苦而又漫长的自我调整期ꎮ 这对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造成了重大冲击ꎮ 这其中有一些新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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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油气市场开启再平衡之旅ꎬ 开始缓慢复苏

经历了两年多国际油价从波峰到波谷的大幅波动之后ꎬ 全球原油市场

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逐步趋于平稳ꎬ 特别是在欧佩克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新一轮减产

协议达成之后ꎬ 全球原油市场正在加速实现再平衡ꎮ 从库存情况看ꎬ 因欧

佩克减产努力取得积极成效ꎬ 加之 ２０１７ 年全球原油消费需求复苏 (国际能

源署预计增长 １ ６％ ꎬ 超过过去 ２０ 年平均水平 ０ ５ 个百分点)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的经合组织国家商业库存比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的峰值 (约 ３１ 亿桶) 已经减少

１ ０８ 亿桶ꎬ ２０１５ 年以来首次跌破 ３０ 亿桶大关 (２９ ５ 亿桶)ꎮ 加之沙特阿

拉伯反腐运动等多种因素影响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底布伦特油价跃升至每桶 ６０
美元以上①ꎮ 从投资情况看ꎬ 根据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等机构判断ꎬ ２０１７
年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项目投资总额达到 ４ ５００ 亿美元以上ꎬ 比 ２０１６ 年上涨

３％左右ꎬ 但仍低于 ２０１４ 年峰值近 ４０％ ②ꎮ 而在这轮低油价周期中ꎬ 各大

石油公司也在积极调整投资策略ꎬ 从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并购英国天然气集

团 (ＢＧ)、 埃克森美孚等公司并购美国二叠纪地区油气资产、 道达尔公司

收购“Ｅｎｇｉｅ”集团的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资产等较大并购项目以及多家公司

退出加拿大油砂资产、 出售北海油气资产等行为中可以看到ꎬ 在投资方向

上ꎬ 石油巨头们更加关注深水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等低碳资产、 页岩油气

等非常规油气资产ꎬ 投资策略更加注重中短期现金回报ꎬ 这对以常规油气

开发为主的上合组织各产油国的油气产业政策将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二) 世界油气格局深度调整ꎬ 重塑大国地缘政治格局

近年来ꎬ 世界油气消费正在加速东移ꎬ 西半球油气需求萎缩ꎬ 更多油

气资源向东流入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ꎬ 亚太、 非洲和中东的石油消费平均每年

递增 ２ ８％ 、 ２ ９％和 ３ ６％ ꎬ 均高于全球年增 １ ２％的平均水平ꎬ 天然气消

费增速也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ꎮ 世界油气消费中心显著东移ꎬ 亚太已经

超过欧美成为最大的油气消费中心③ꎮ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 中国原油进口量首

次超过美国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ꎬ 日益成为全球油

气市场的重要战略买家ꎮ
受 “页岩革命” 影响ꎬ 美国 “能源独立” 步伐加快ꎬ 已取代沙特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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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欧佩克减产协议是否延长和页岩油增产潜力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大ꎬ ２０１８ 年

油价能否稳定在每桶 ６０ 美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ꎬ 预计中低油价或将持续更长时间ꎮ
侯明扬: «２０１７ 年上游油气新趋势»ꎬ «中国石油石化»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李辉: 油气贸易正发生深层次变化»ꎬ ｈｔｔｐ: / / ｊｊｃｋｂ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３ / ｃ＿１３６７７３７３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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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成为全球原油市场重要的机动生产者 (ｓｗ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ꎮ 尤其是特朗普总

统上台后再次重申 “能源独立” 政策ꎬ 更加鼓励国内开发化石能源ꎬ 将进

一步推动美国油气出口ꎮ 可以预见ꎬ 美国油气产品出口将进一步打破原有

的全球油气贸易格局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原油进口战略也在逐步调整ꎬ 其石油进口主要倚重北

美邻国 (加拿大、 墨西哥)、 南美国家 (特别是巴西) 以及中东和非洲个

别国家ꎬ 从而使得美国的中东政策或欧佩克政策更具灵活性ꎮ 美、 欧、 亚、
俄与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ꎬ 也将因此而呈现新格局ꎮ

(三) 产油国能源行业改革ꎬ 为国际能源合作提供机遇

２０１４ 年以来的低油价令资源国政府财政压力逐步加大ꎬ 包括上合组织

国家在内的多个资源国持续加大油气行业改革步伐ꎮ 以沙特阿拉伯出售阿

美石油公司股份、 俄罗斯出售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巴什基尔石油公司股份为

标志ꎬ 这些资源国出售战略性资产将给投资者提供新机遇ꎮ 从供给端看ꎬ
为了保障本国油气生产ꎬ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和印

度等上合组织国家纷纷出台政策ꎬ 减轻企业税负ꎬ 鼓励投资①ꎮ 从消费端

看ꎬ 由于低油价给很多产油国带来财政压力ꎬ 多国政府通过提高能源的终

端消费价格等手段增加政府收入ꎮ 俄罗斯 ２０１６ 年两次提高汽柴油消费税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杜马批准一项法案ꎬ 未来 ３ 年进一步提高汽柴油消费税②ꎮ 多

个上合组织产油国油气政策放宽ꎬ 无疑将为上合组织内部产油国和消费国

的能源深度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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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俄罗斯和乌克兰加大特定地区开放力度ꎬ 俄罗斯针对远东地区的勘探项目实行

下列优惠政策: 自其收到第一笔利润起 １０ 年内免缴联邦预算利润税 (税率为 ２％ )ꎬ 上

缴地方预算的利润税税率在第一个 ５ 年期内不高于 １０％ ꎻ 乌兹别克斯坦则对塔什干以

外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者作出如下规定: 对持股大于 ３３％ 且 ５０％ 净收入用于再投资的

企业ꎬ 免征企业所得税、 财产税、 社会基础发展税等税种ꎻ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６ 年改革石

油出口关税ꎬ 新政策实行与国际油价挂钩的原油出口关税浮动税率ꎬ 原油基本价格依据

乌拉尔和布伦特混合油价的基准值每月调整ꎻ 印度内阁批准了一系列新的油气勘探开发

许可政策ꎬ 新政策规定发放统一许可证ꎬ 允许企业勘探和生产各种形式的碳氢化合物ꎬ
给予深海和超深海区块 ７ 年矿区使用费豁免期ꎬ 并降低所有海上区块矿区使用费率ꎻ 巴

西、 阿根廷和英国也纷纷出台税收优惠政策ꎮ 参见: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２０１６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ꎬ 石油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３８ 页ꎮ

按照该法案ꎬ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汽柴油消费税均比 ２０１５ 年翻了一番ꎻ 乌兹别克斯

坦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汽柴油消费税率提高 １６％ ꎬ 车用液化气和压缩气消费税税率

提高 １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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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能源低碳化将成为油气行业中长期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

在后 «巴黎协定» 时代ꎬ 世界正在走向能源需求低碳化、 能源利用高

效化、 商业模式多元化和技术应用跨界化的新时代ꎮ 尽管美国退出 «巴黎

协定»ꎬ 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仍然坚定推进该协定的实施ꎮ «巴黎协

定» 升温控制目标将成为影响油气行业发展的 “灰犀牛”ꎮ
根据埃森哲咨询公司的估计ꎬ 如果要在 ２１ 世纪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

２℃之内ꎬ 全球碳预算要低于 １０ 万亿吨ꎮ 这意味着ꎬ 如果不采取二氧化碳

收集和利用手段ꎬ 全球将有近 ２ / ３ 化石能源储量得不到开发ꎬ 其中包括

３３％的原油、 ５０％的天然气和 ８０％的煤炭ꎮ 而当前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始

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连续 ７ 年超过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开始全面规模化利用

阶段ꎬ 成本大幅降低ꎬ 部分项目与上游油气项目相比已具有竞争力ꎮ
低碳化将深刻影响全球油气资源并购市场ꎬ 预示着企业在实施并购时

将更多考虑目标资产的地理位置ꎬ 这对环境较为脆弱、 环保限制更加严格

的北极地区以及碳排放成本更高的欧洲地区油气资源并购影响较大ꎬ 油砂

等非常规油气资产的勘探开发也将受到一定影响ꎮ 而投资者将并购目标转

向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ꎬ 导致油气资源并购市场活跃度整体降低ꎮ
从中国的情况看ꎬ 中国将天然气确立为主体能源ꎬ 为治理雾霾而开展

的力度空前的 “煤改气” 工程ꎬ 将对全球天然气市场造成重大影响①ꎬ 也

将给中国与中亚、 俄罗斯等上合组织国家的天然气合作带来更大空间ꎮ

二　 上合组织国家能源合作现状

上合组织国家之间在能源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费需求上的差异以及便利

的地理区位优势为各成员国深化能源合作提供了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ꎬ 能

源合作已成为上合组织最重要的工作方向之一ꎮ 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在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的经济合作原则和战略指引下ꎬ 积极推进上合组织能

源合作统一构想的实施ꎬ 取得了丰硕成果ꎮ 总体上看ꎬ 这些国家能源合作

的范围更加广泛、 紧密ꎬ 合作更有深度ꎬ 朝着上、 中、 下游全产业链和全

方位多层次的深度合作迈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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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机构预计ꎬ 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０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占比 １０％ 的

目标ꎬ 国内天然气消费将超过 ３ ０００ 亿立方米ꎻ 若要实现 ２０３０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

占比 １５％的目标ꎬ 国内天然气消费或将超过 ６ ０００ 亿立方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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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逐步探索建立能源合作机制

上合组织成立之初便确定了重要的 “２ ＋ Ｎ” 会议机制ꎮ “２” 指每年举

办一次元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 (总理) 理事会会议ꎬ 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就国际和地区形势进行深入交流ꎬ 共同规划各领域合作ꎻ “Ｎ” 指每年举行

Ｎ 次不同领域、 不同级别的部门间会议ꎬ 确保各国领导人共识得到有效

落实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在上合

组织框架内建立 “能源俱乐部” 的构想ꎮ 同年 ９ 月成立促进能源领域合作

的专业工作组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六次会议进一步强调

密切成员国能源合作ꎬ 制定能源领域共同立场ꎬ 积极筹备上合组织 “能源

俱乐部” 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中俄两国建立副总理级能源合作协调机制ꎬ
能源领域合作成为中俄双方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之一ꎮ 在合作项目投融资

方面ꎬ 借助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丝路基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正在加速筹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灵活

投融资机制ꎬ 为上合组织项目提供了必要的投融资支持ꎬ 有力促进各成员

国在能源、 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深入合作ꎮ
(二) 能源贸易及大通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始于阿姆河右岸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边境ꎬ 经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南部ꎬ 从霍尔果斯进入中国ꎬ 全

长近 １ 万公里 (含中国境内管道)ꎬ 其中 Ａ、 Ｂ、 Ｃ 三条管道的年输气能力

达 ５５０ 亿立方米ꎬ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 三条管道输气量超过 ２００ 亿立方米ꎬ 预

计全年输气量将超 ４００ 亿立方米ꎻ Ｄ 管道预计在 “十四五” 规划期间初步

建成ꎬ 届时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将具备每年向中国输送 ８５０ 亿立方米天

然气的能力ꎬ 将占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的 １ / ３ꎬ 占中国进口天然气总量

的 ５０％ ꎮ
中哈天然气管道是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哈天然气管道二期工程全线竣工ꎬ 使哈境内所有天然气管道实现统一

互联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底ꎬ 中哈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送天然气超过 １ ９２４ 亿

立方米ꎬ 其中向中国输气 １ ８４１ 立方米ꎬ 向哈国内输气 ８３ 亿立方米ꎮ 中哈

原油管道全长近 ３ ０００ 公里ꎬ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哈萨克斯坦西部至中国新疆全线

贯通ꎬ “十二五” 规划期间中国连续 ５ 年通过中哈原油管道进口原油超过

１ ０００万吨ꎮ
中俄原油管道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投产运行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３０ 年ꎬ 俄罗斯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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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原油 １ ５００ 万吨ꎻ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中旬中俄原油管道二

线工程 ９４１ ８ 公里管道全线贯通ꎬ 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ꎬ
中国每年从该管道进口的原油将从现在的 １ ５００ 万吨增至 ３ ０００ 万吨ꎮ 中俄

天然气管道总长近 ４ ０００ 公里ꎬ 预计 ２０１８ 年投产ꎬ 合同期为 ３０ 年ꎬ 年输气

量达 ３８０ 亿立方米ꎮ
(三) 油气田合作开发和参股合作持续深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中石油”) 以 ５０
亿美元的价格购入哈最大油田卡沙甘油田 ８ ３３％ 的股权ꎬ 以保障中哈石油

管道油源ꎻ 总投资约 ２７０ 亿美元的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 “中石油”
参股 ２０％ 、 丝路基金参股 ９ ９％ ) 开启中俄能源及北极合作新篇章ꎻ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中国华信能源集团以 ９０ 亿美元获得俄罗斯石油公司 １４ １６％的股权ꎮ

此外ꎬ 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能源合作近年来也取得一些进展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俄气”) 与吉尔吉

斯斯坦国家天然气公司签署了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 １ 美元收购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天然气公司所有资产的合同»ꎬ “俄气” 计划在 ５ 年内斥

资 ２００ 亿卢布 (约合 ６ ４ 亿美元) 对吉国内的压气站、 储气罐、 输气管道

等供气设施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和更新ꎬ 并保障吉国内天然气的不间断

供应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

油天然气公司签署油气合作协议ꎬ 在乌石化企业现代化改造和建设、 哈国家

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管线系统框架内ꎬ 双方将在重建并扩展两国已有石油管

道、 勘探开采油气资源、 开拓本地区石化产品市场等方面加强合作ꎮ
(四) 装备及工程服务等方面的合作积极推进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 的愿景与行动» 正式发布ꎬ 明确了符合中亚及上合组织国家能源工业

发展需求的能源合作重点方向ꎬ 加强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就是其中的重点

方向之一ꎮ 在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中ꎬ 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和 “中石油” 旗下公司为主力的 ７ 家中国企业承造 １２０ 个模块 (共 １４２
个模块)ꎬ 包括液化天然气核心模块的建造ꎻ “中石油” 与哈国家石油天然

气公司合资成立亚洲钢管有限责任公司ꎬ 在哈建设大口径焊接钢管厂ꎬ 包

括年综合产能为 １０ 万吨螺旋焊管生产线和钢管内外防腐各为 １２０ 万平方米

的钢管防腐生产线ꎬ 有力促进中哈两国在能源领域的深入合作ꎮ
(五) 与部分上合组织国家能源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

在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过程中ꎬ 中国充分发挥基础建设优势ꎬ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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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部分上合组织国家在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的全方位合作ꎮ 典型的例子就

是中巴能源合作项目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总价为 ４６０ 亿美

元的协议ꎬ 打造 “中巴经济走廊”ꎬ 包括铁路、 油气管道、 港口、 机场、 电

力等 ３０ 余个建设项目ꎬ 其中有 １６ 个能源项目ꎬ 工程总额相当于巴基斯坦

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０％ 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底ꎬ 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投资建

设的 “中巴经济走廊” 首个落地的能源项目———巴基斯坦卡西姆燃煤电站

(总投资为 ２０ ８５ 亿美元ꎬ 建设两台 ６６０ 兆瓦超临界机组) 首台发电机组正

式投入使用ꎬ 两台机组将在 ２０１８ 年全部实现商业化运营ꎬ 年均上网发电量

约 ９０ 亿度ꎬ 能够满足巴基斯坦当地 ４００ 万户家庭用电需求ꎮ 此外ꎬ 中国电

力建设集团还承担了巴基斯坦撒希瓦尔燃煤电站、 大沃风电站、 巴装机容

量最大的塔贝拉水电站四期工程、 赫维利联合循环燃气电站和特立肯波士

顿风电等重要项目ꎮ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参与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只是一

个上合组织国家全方位合作的缩影ꎬ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上合组织

国家的能源建设项目中ꎬ 将有力助推当地经济发展ꎬ 造福当地人民ꎮ

三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深化与上合组织

国家能源合作的前景分析

　 　 (一)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合作的重点方向

１ 深化油气供需合作ꎬ 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近年来ꎬ 中国与俄罗斯、 中亚各国在油气合作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ꎮ
而展望上合组织各国的能源合作潜力ꎬ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出

口国 (包括成品油)ꎬ 也是全球最大天然气出口国ꎮ 而中国和印度分别为世

界第二和第三大原油进口国ꎬ 也是天然气主要买家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ＢＰ 世

界能源统计年鉴»ꎬ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共有 １ ７７４ 亿吨原油流向欧洲ꎬ 是流向中

国 (５ ２５０ 万吨) 和印度 (３０ 万吨) 总量的 ３ 倍以上ꎻ １ ９００ 亿立方米管道

天然气几乎全部流向欧洲ꎮ 近年来ꎬ 受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 美国 “页
岩革命” 及全球液化天然气日益市场化等因素影响ꎬ 俄罗斯油气向欧洲出

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ꎬ “向东看” 成为大势所趋ꎮ
当前ꎬ 中俄油气合作正在逐步走出此前数 １０ 年合作规模小、 推动难的

困局ꎮ 中方希望发挥建设能力优势ꎬ 参与俄方天然气管道建设ꎻ 俄方除了

加大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外ꎬ 也希望利用自己在燃气发电方面的经验ꎬ 与中

方合作建设地下储气库和燃气发电厂等ꎮ 而随着液化天然气日益成为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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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产业链最具活力的环节ꎬ 俄罗斯将在 “萨哈林 － ２ 号” ( “俄气” 控股)、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诺瓦泰克公司控股) 开发基础上ꎬ 规划建设波罗

的海、 “北极 － ２ 号” 等新的液化天然气项目ꎬ 这无疑将给中国石油企业获

取海外液化天然气资源提供更多选择ꎬ 也将给中国石油工程服务企业带来

新的市场机遇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还要高度关注环里海地区的油气田开发ꎮ 环里海地区

是中亚、 俄罗斯重要的油气富集区ꎬ 主要包括濒里海、 北高加索、 北乌斯

秋尔特、 曼格什拉克、 捷列克—里海、 南里海等 ６ 个含油气盆地ꎬ 油气探

明储量分布于濒里海盆地和南里海盆地ꎮ
根据 “ＩＨＳ Ｍａｒｋｉｔ” 等咨询机构的分析ꎬ 环里海地区未建产大油气田地

域分布有如下特点: 在国家分布上ꎬ 以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居多 (其中大

气田发育于俄罗斯、 大油田发育于哈萨克斯坦)ꎻ 在地域分布上ꎬ 里海西侧

以大气田为主ꎬ 里海东侧以大油田为主ꎮ 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 ２０１２ 年对环

里海地区 １７ 个主要未建产油气田未来建产计划进行了统计和分析ꎬ 预计未

建产油气田将在 ２０２９ 年左右达到 ７ ０００ 万吨的产量峰值ꎬ 且 ８０％为原油增

产ꎬ 届时将大大增强该地区油气供给能力ꎬ 特别是原油供给能力①ꎮ 中国

石油企业应高度重视卡沙甘油田等重大油田开发项目ꎬ 突出 “中亚合作区”
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同时要重视南里海油气合作ꎬ 以油气合作推进 “中东伊

朗—环里海—中国” 油气管线建设ꎬ 进一步实现中国海外油气资源的多

元化ꎮ
２ 深化油气贸易和资源采购领域的合作ꎬ 共同谋求价格安全

作为亚洲的新兴经济体ꎬ 中印两国近年来在油气进口领域曾不同程度

遭受 “亚洲溢价” 的特殊待遇ꎮ 目前ꎬ 中国天然气和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分

别为 ３５％和 ６５％ ꎬ 而印度 ４０％的天然气、 ８０％的石油依赖进口ꎮ 为应对此

挑战ꎬ 近年来在液化天然气市场ꎬ 东北亚地区的一些公司开始抱团取暖ꎬ
结成战略性的液化天然气采购同盟ꎬ 以提高能源买方的话语权ꎮ 而中印两

国作为需求大国ꎬ 多年来在能源投资和贸易领域则是竞争与合作共存ꎮ 根

据 «ＢＰ ２０３０ 年世界能源展望» 预测ꎬ 未来 ２０ 年全球 ９４％的石油需求净增

长、 ３０％的天然气需求净增长和 ４８％ 的非化石燃料需求净增长将来自中印

两国ꎮ 如果两国能够放眼长远、 增强互信ꎬ 结成战略同盟ꎬ 那么以中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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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能源消费大国的体量ꎬ 足以改变区域乃至全球油气市场供需生态ꎬ
甚至影响全球能源贸易领域游戏规则的制定ꎮ

３ 深化清洁能源技术和装备等领域的合作ꎬ 实现互利共赢

除了油气领域的合作ꎬ 中国近年来在核能、 风能、 太阳能等领域所取

得的技术进展和成就在全球范围均得到广泛认可ꎬ 在油气、 电力设备等能

源装备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实力ꎮ 中亚国家的风能、 太阳能和水能资源丰富ꎬ
与中国在资金、 技术、 产能、 资源和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ꎮ 中方

应加快国内新能源企业 “走出去” 的步伐ꎬ 在前期合作基础上ꎬ 加深企业

相互交流ꎬ 促进产能合作ꎬ 实现优势互补ꎮ 而且ꎬ 针对中亚地区的特点ꎬ
中国可以推广分布式新能源技术的应用ꎬ 为缓解中亚国家农村偏远地区生

产生活用电问题作出贡献ꎮ
(二) 关于上合组织深化能源领域合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１ 上合组织 “能源俱乐部” 是否具有可行性?
建立上合组织 “能源俱乐部” 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在上海

峰会上提出的ꎮ “能源俱乐部” 如果能够真正建立ꎬ 无疑将成为一个具有重

大影响力的国际能源政治中心ꎮ 但由于俄罗斯、 中国、 中亚五国之间微妙

而复杂的关系ꎬ 至今仍未取得积极进展ꎮ
对于俄罗斯来说ꎬ 建立上合组织 “能源俱乐部” 有利于其强化在中亚

地区的存在感和对该地区油气资源的发言权ꎬ 巩固俄能源超级大国的地位ꎮ
所以俄罗斯对此持积极态度ꎬ 但这一点恰恰又是中亚各国所担心的ꎮ 从过

去的经验看ꎬ 俄罗斯在多边能源合作中相对比较强势ꎬ 使得构建上合组织

“能源俱乐部” 的不确定性增大ꎮ 加之美俄在里海地区各种明枪暗箭的较

量ꎬ 上合组织 “能源俱乐部” 吸纳俄罗斯加入可能会引起美国对中、 俄、
中亚经济合作的一些过度反应ꎮ

当前ꎬ 中国以上合组织为框架展开的能源领域双边合作已经取得积极

进展ꎬ 但目前将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扩展时机还不完全成熟ꎮ 上合组织成

员国之间能否真正形成有效的多边合作ꎬ 一个重要前提是成员国之间形成

统一的地缘经济体系ꎬ 但目前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ꎮ 从目前情况看ꎬ
选择一种直接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合作机制ꎬ 对中国可

能更适宜ꎮ
当然ꎬ 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过程中ꎬ 能源领域的多边合作

可能会逐步提上议程ꎬ 但实现多边合作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ꎬ 需要

各国统筹考虑ꎬ 强化顶层设计并分步实施ꎮ 从短期看ꎬ 上合组织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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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积极探索建立多边对话机制 (政府高级别会晤机制、 磋商机制等事前

辅助机制)ꎬ 尝试从搭建统一的能源信息平台、 建立区域供求预警机制等方

面入手建立合作关系ꎬ 逐步推进多边合作ꎮ 从中长期看ꎬ 为促进上合组织

能源合作稳定、 高效开展ꎬ 应该积极探索新的区域性能源定价和交易机制、
能源技术合作机制ꎮ 在政治互信逐步增强、 经济融合更加深入、 合作文化

基本形成的基础上ꎬ 建立各方共赢的上合组织国家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可

能性自然大大增加ꎮ
２ 环里海能源带能否成为独立的能源合作市场?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腹地ꎬ 毗邻欧洲、 中东、 俄罗斯和中国ꎬ 在全球能

源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ꎬ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ꎮ 中国建设 “丝绸

之路经济带” 强调 “五通”①ꎬ 基础设施联通十分重要ꎮ 目前ꎬ 中国与中亚

国家在公路、 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合作基

础②ꎬ 印度计划与俄罗斯、 伊朗共建 “南北走廊”③ꎬ 预计中亚地区交通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ꎮ 但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难度很大ꎮ 一些学者认为ꎬ 中亚能源开发存在 “三向一体化” 趋势 (欧美

主导的 “西向一体化”、 俄罗斯主导的 “北向一体化”、 中国主导的 “东向

一体化”)④ꎬ 说明中亚能源出口的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ꎮ
而中亚各国一定会采取务实的态度ꎬ 在欧美、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保持

一种微妙的平衡ꎬ 使得各方势力互相制衡ꎬ 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ꎮ 近年

来ꎬ 中亚各国一直在各种管道建设方案中进行权衡ꎬ 以获取最大的政治和

经济利益ꎮ 可以预见ꎬ 该地区能源输出多元化的势头将延续ꎬ 未来在 “三
向一体化” 的基础上ꎬ 或许还会出现中亚油气管道向东通往太平洋、 向南

通往印度洋等多种可能性ꎬ 这意味着中亚地区可能会成为一个日益开放而

—９１１—

①
②

③
④

“五通” 指的是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ꎮ
目前ꎬ 中国与欧亚内陆国家的铁路、 油气管道均从中哈口岸入境ꎻ “渝新欧”、

“郑新欧” 等 “五定” 班列都要过境哈萨克斯坦ꎻ 中哈国际物流基地早已建成并运行ꎬ
连云港成为哈萨克斯坦面向亚太市场的主要窗口ꎮ 未来ꎬ 随着哈境内的热兹卡兹甘—别

依涅乌铁路建成ꎬ “欧亚第二大陆桥” 中线全线贯通ꎮ 中国经霍尔果斯口岸、 哈萨克斯

坦阿克套港可直接抵达南高加索和中东地区ꎬ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能源运输的

“马六甲难题”ꎮ
把俄罗斯的里海港口、 印度的孟买和伊朗的阿巴斯港连接起来ꎮ
张辛雨: « “一带一路” 与环里海国家能源共同体构建的探讨———基于中国与

中亚国家油气合作视角»ꎬ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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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封闭的能源市场ꎬ 而关于环里海油气的激烈博弈也仍将继续ꎮ
３ “石油人民币” 或 “天然气人民币” 是否具有可行性?
最近几年ꎬ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ꎬ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长足进

步ꎬ 人民币逐渐成为东盟国家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ꎬ 近期又有多个国家

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ꎬ 人民币国际地位快速上升ꎮ 有消息称ꎬ “亚投行”
(于 ２０１３ 年建立) 未来贷款或将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单位ꎮ 还有消息称ꎬ 中

国正在开发以人民币定价的原油期货合约ꎬ 人民币对卢布交易同步交收机

制正式启用ꎮ
在上述背景下ꎬ 加快建立 “石油人民币” 或 “天然气人民币” 体系的

呼声日益高涨ꎮ 客观上看ꎬ 建立 “石油人民币” 或 “天然气人民币” 体系

将是人民币主权货币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崛起的新路径ꎬ 也将是人民币国际

化的关键一步ꎬ 作为长远努力方向是正确的ꎮ “石油人民币” 也确实拥有巨

大发展空间ꎬ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假设了四种情景: 情景一ꎬ 假设

“石油人民币” 首先覆盖俄罗斯的石油贸易ꎬ 那么在 “三元格局” (美元、
欧元、 人民币) 和 “双峰格局” (美元、 人民币) 下ꎬ 全球人民币年度支

付规模将分别获得 ２４５ ６ 亿美元和 ３６８ ４ 亿美元的增量ꎮ 情景二ꎬ 假设全

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接受 “石油人民币”ꎬ 那么在 “三元格局”
和 “双峰格局” 下ꎬ 全球人民币年度支付规模将分别扩大到 ４５３ ９ 亿美元

和 ６８０ ９ 亿美元ꎮ 情景三ꎬ 假设沙特阿拉伯的示范引起 ＯＰＥＣ 的整体效仿ꎬ
“三元格局” 和 “双峰格局” 将使全球人民币支付规模扩大至 １ ３１４ ４ 亿美

元和 １ ９７１ ７ 亿美元ꎮ 情景四ꎬ 假设全球石油出口国 (除美国外) 普遍接

受 “石油人民币”ꎬ 则在 “三元格局” 和 “双峰格局” 下ꎬ 全球人民币年

度支付规模预计分别增至 ２ ２３６ ５ 亿美元和 ３ ３５４ ７ 亿美元①ꎮ 而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黄晓勇则认为ꎬ 全球天然气供给宽松、 天然气在能源

消费中的比重上升、 液化天然气的发展使天然气贸易更趋便利化等因素为

构建 “天然气人民币” 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ꎬ 建立 “天然气人民币” 可以

避开与美国争夺石油定价权ꎬ 相对容易实施ꎮ
当前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油气贸易实行美元计价ꎬ 今后是否

有可能实行人民币计价呢? 从长远来看ꎬ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ꎬ 有可

能在油气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ꎮ 但目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ꎬ 美国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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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程实、 钱智俊: «石油人民币之 “破局”»ꎬ «上海金融报»ꎬ ｈｔｔｐ: / / ｓｔｏｃｋ ｑ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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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经济体ꎬ 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ꎮ 现实中ꎬ 真正抛弃 “石油美元”
体系的国家并不太多ꎮ 为何人民币在短期内很难动摇美元霸主地位呢? 首

先ꎬ 我们应该认识到ꎬ 俄罗斯、 伊朗和委内瑞拉等石油输出国是在受到美

国严厉经济制裁后才使用人民币或欧元来为石油计价 (笔者曾与某石油公

司驻委内瑞拉工作的员工沟通得知ꎬ 即使在委内瑞拉目前国内经济濒临崩

溃的情况下ꎬ 仍不太情愿将人民币用于石油交易)ꎮ 同时ꎬ 即使沙特阿拉伯

等海湾国家同意使用人民币结算ꎬ 也仅限于向中国出售石油产品ꎬ 并非全

面弃用美元ꎮ
此外ꎬ 无论是 “石油美元” 体系还是 “石油人民币” 体系的建立ꎬ 都

需要一整套期货交易、 定价中心等体系的支撑ꎮ 当前ꎬ 人民币尚不能自由

兑换ꎬ 国际化程度不高ꎬ 外汇制度存在一定障碍ꎮ 从长远看ꎬ 无论是 “石
油人民币” 体系还是 “天然气人民币” 体系ꎬ 都不仅仅是把人民币作为一

种交换油气商品的货币ꎬ “石油人民币” 体系或者 “天然气人民币” 体系

的真正建立ꎬ 需要很多前提条件ꎮ 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区域性乃至全球性

石油期货交易中心和天然气交易中心ꎮ 目前ꎬ 中国在石油金融体系建设方

面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ꎮ 从日本 “Ｔｏｃｏｍ”、 俄罗斯 “Ｍｏｅｘ”、 印度 “Ｍｃｘ”
等原油期货交易所不太成功的实践看ꎬ 要建立一个成熟的原油期货交易所

是非常困难的①ꎬ 中国天然气交易中心要真正发挥价格枢纽功能ꎬ 还有很

长的一段路要走ꎮ 未来ꎬ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 人民币日益国际化和中

国石油金融体系日益完善ꎬ 有可能在与上合组织国家的油气贸易中实现用

人民币计价ꎬ 但要建立 “石油人民币” 体系或者 “天然气人民币” 体系ꎬ
还需要大量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ꎮ

四　 上合组织国家能源合作风险分析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复杂的地缘政治、 多元的宗教民俗、 波动的金

融市场ꎬ 上合组织国家的能源合作面临诸多风险ꎮ 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国别风险研究中心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发布的 “一带一路” 国家风险评级中ꎬ
将俄罗斯 (为 ５ 级) 及中亚国家的风险评级维持较高水平ꎬ 印度的风险评

级高于俄罗斯 (为 ６ 级)ꎬ 巴基斯坦风险评级更高 (为 ７ 级)ꎮ 中国在与上

—１２１—

① 冯跃威: «人民币原油期货到底何时推出? 利用原油期货避险靠谱吗?»ꎬ «能

源»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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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织国家的能源合作中ꎬ 风险管控是企业的短板ꎬ 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ꎬ 风险管理意识不足ꎬ 专业化不够ꎻ 第二ꎬ 合作经营模式不灵活ꎬ 缺

乏有效的风险规避策略ꎻ 第三ꎬ 风险管理信息横向沟通和融合的渠道不尽

畅通ꎻ 第四ꎬ 风险管理过程 (信息收集、 风险评估、 管理策略、 监测预警、
风险应对、 应急处置、 信息归档) 缺少规范化、 系统化的信息共享平台作

为支撑ꎮ 能源合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ꎮ
(一) 政治风险

在上合组织国家中ꎬ 俄罗斯政局较为稳定ꎬ 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率较

高ꎬ 反对派力量难以对现政府构成威胁ꎮ 四个中亚国家虽然政局总体保持

稳定ꎬ 但高度集权、 强人政治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机构的

廉政建设和高效运作ꎬ 接班人隐忧持续显现ꎮ 例如ꎬ 哈萨克斯坦缺乏政治

转型经验、 接班人不确定ꎬ 这是哈保持政局稳定的最大隐患ꎻ 乌兹别克斯坦

的失业问题、 腐败问题、 “乌伊运” 和 “伊扎布特” 等极端宗教势力是政局

的不稳定因素ꎻ 吉尔吉斯斯坦在 ２００５ 年爆发 “郁金香革命” 之后成为中亚地

区政局相对不稳定的国家ꎬ 南北部族矛盾和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冲突是

难以消除的两大内部隐患ꎻ 塔吉克斯坦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大国觊觎的

对象ꎬ 境外大国的博弈、 塔阿边境毒品问题和恐怖主义活动、 地域利益集团

冲突等对塔政局稳定产生威胁ꎻ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风险亦不容乐观ꎬ 保

护外资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腐败猖獗、 地区主义日益突出、 宗教差异引发的

教派冲突、 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带来的安全隐患等都加剧了政治风险ꎮ 政治

风险将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ꎬ 对于无法承受的政治风险ꎬ 企业需要切实增

强风险意识及敏感性ꎬ 未雨绸缪ꎬ 积极制定风险转移及应对措施ꎮ
(二) 安全风险

油气项目除了本身的高作业安全风险之外ꎬ 地区恐怖主义蔓延、 多元民

族文化冲突、 偏激的意识形态、 动荡的社会治安等客观因素给能源合作过程

中企业财产安全和员工的人身安全带来严重威胁ꎮ 例如ꎬ 塔吉克斯坦紧邻阿

富汗ꎬ 塔阿边境已经成为毒品和恐怖分子的自由走廊ꎬ 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

坦对此也非常棘手ꎻ 巴基斯坦的国内安全形势十分复杂ꎬ 恐怖主义盛行ꎬ 教

派对立、 族群矛盾、 宗教极端势力等是导致国内安全形势下滑的重要因素ꎬ
虽然巴基斯坦是对华友好的国家ꎬ 但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事件也时有发生ꎻ
印度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ꎬ 除了恐怖主义、 教派冲突外ꎬ 中印关系中的负

面因素不可低估ꎻ 俄罗斯黑社会组织数量多、 规模大ꎬ 并且逐渐向政治、 经

济领域渗透ꎬ 有迅速扩大的趋势ꎬ 黑帮势力给社会治安环境造成极大隐患ꎬ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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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俄罗斯国内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总体上看ꎬ 中国与上合组织

国家之间进行能源合作的安全风险处于较高水平ꎬ 必须审慎对待ꎮ
(三) 金融风险

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汇率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克里米亚入

俄导致乌克兰危机升级ꎬ 美欧对俄罗斯开始了常态化的经济制裁ꎬ 包括对俄

冻结资产、 限制双边贸易、 打击卢布汇率等制裁手段ꎮ 中亚国家历来与俄罗

斯在政治、 经济、 历史、 文化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 乌克兰危机的外

溢效应自然也使中亚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ꎬ 卢布的持续贬值导致一些中

亚国家的货币汇率产生连锁反应ꎬ 如在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货币 (坚戈) 曾一

度贬值 ２３％ꎬ 让以坚戈结算的中国工程承包项目遭受巨大损失ꎮ
在税收方面ꎬ 中亚地区部分国家税法复杂、 修改频繁ꎬ 税收法律存在

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ꎮ 税收法制不健全、 执法不规范、 政策干预随意性强、
执法透明度低等都会不同程度地给企业带来涉税风险ꎮ

以巴基斯坦为例ꎮ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 (ＥＩＵ) 对巴基斯坦商业环境的

评级与预测ꎬ 巴基斯坦的商业环境总体评分在区域内排名最后一位ꎬ 除政

治环境、 安全环境外ꎬ 宏观经济环境、 外国投资、 税收、 融资等指标均在

区域内居于末流①ꎮ 印度税制繁杂ꎬ 有超过 １７ 种不同的联邦税制并存ꎬ 税

赋繁重ꎬ 层层税制下的不透明与模糊ꎬ 为征税和缴税增加了不必要的时间

和成本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 “纳税便利度” 调查ꎬ 印度在 １９０ 个参加调查的

国家里排名第 １７２ 位ꎮ 目前ꎬ 印度正在进行独立以来最大的税收改革ꎬ 税

改成效仍有待观察ꎮ 金融环境ꎬ 特别是税务和资金筹划直接影响项目的商

务模式设计和盈利水平ꎬ 在与上合组织的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中务必要对

合作方的金融环境进行持续深入的跟踪和研究ꎮ
(四) 跨文化管理风险

跨文化管理风险是在与上合组织国家进行能源合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

非技术风险ꎬ 上合组织国家的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 价值观、 种族和语言

等存在较大差异ꎬ 与上合组织国家能源合作的跨文化管理风险不可小视ꎮ
跨文化管理风险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ꎬ 互相尊重是实践跨文化管理的

基础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和 １１ 日在伊拉克巴士拉连续发生两起石油公司外

籍雇员侮辱伊斯兰教事件ꎬ 导致涉事石油公司业务受到较大影响ꎮ 虽然类

—３２１—

① «巴基斯坦国别风险分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ｐｉｔ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ｎｎｅ /＿４１２６ / 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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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事件还未发生在与上合组织国家的能源合作之中ꎬ 但是跨文化管理的风

险隐忧时刻存在ꎬ 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 与媒体的沟通、 部落问题、 原住

民问题、 社会责任、 安全环保、 合规经营 (本地化率、 劳工政策、 商务模

式等) 等都是跨文化管理应重点关注的风险点ꎬ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

新观念、 转变思维方式ꎬ 真正做到换位思考、 包容并蓄ꎮ

五　 应对措施

政治风险、 安全风险、 金融风险和跨文化管理风险是与上合组织国家

进行能源合作面临的主要风险ꎬ 针对风险管控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强化风险管理专业化水平ꎮ 专业化的人员和专业化的工具是风险

管理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ꎬ 对于与上合组织高风险国家的能源合作来说ꎬ
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风险管控队伍是保障合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ꎮ 要着力

培养一批具备风险管理专业知识和敏锐风险意识的专业化队伍ꎬ 给予风险

管理足够的重视ꎬ 完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ꎬ 职责明确到位ꎬ 强化顶层设

计ꎬ 搭建便利的信息平台ꎬ 为风险管控提供必要的支撑和保障ꎮ
二是强化合规经营意识ꎮ 在与上合组织国家进行能源合作过程中ꎬ 要

注重合规经营ꎬ 了解项目驻在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ꎬ 重点关注税法、 劳

工政策、 公司注册、 本地化率、 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履行等政策的变化和

解读ꎬ 适时借助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资源和力

量加强对风险的研判ꎮ
三是强化非技术风险管控ꎮ 相比技术风险ꎬ 非技术风险更容易被忽视ꎬ

是风险管控的薄弱环节ꎬ 与政治风险、 安全风险、 金融风险、 跨文化管理

等风险相对较高的上合组织国家进行能源合作ꎬ 非技术风险管理的意义尤

为重大ꎮ 除了要作好政府层面的公关之外ꎬ 还要特别注重与非政府组织、
项目所在社区、 部落、 媒体、 本地雇员等利益相关方的沟通ꎬ 充分履行社

会责任ꎬ 平等兼顾利益相关方ꎬ 同时要积极主动与中国驻外使馆经商参处

针对项目情况进行及时沟通ꎬ 拓宽政策信息渠道、 降低项目运营风险ꎮ
四是强化风险源头管控ꎮ 对于高风险的能源合作项目要冷静、 客观、

全面地进行评估ꎬ 要特别重视风险的源头管控ꎬ 在项目推进全过程中引入

专业的保险机构ꎬ 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等ꎬ 从源头最大限度降低和控制潜在风险ꎮ
(责任编辑: 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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