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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能源合作的机遇、风险挑战及对策建议

崔 铮

中俄能源合作在当前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是新兴巨大工业化经

济体对能源的需求与俄巨大的能源供给能力和潜力的历史性结合，是

全球能源格局重组和两国经济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全球能源金融体

系变革的重要变量。俄罗斯2022年能源收入暴增是临时性现象，2023

年以来俄能源市场萎缩、能源价格下降导致的收入减少，使得俄不得不

加速把能源出口市场向东、向南转向，中国能源市场的稳定性和巨大容

量，加上中俄能源合作的特殊战略价值，为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历史性

机遇。

中俄能源合作拥有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和挑

战，这包括制裁威胁、中美对抗加剧、中亚地缘政治风险、单一市场依赖

的经济安全风险、能源管道基础设施投资巨大和维护成本高、俄罗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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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环境和政策、政治风险等挑战。抓住机遇，通过稳定能源贸易，扩大

能源上下游全产业链合作、能源金融合作、多边化地区框架下的能源安

全合作，以及气候和能源转型合作，是当前中俄提升和深化能源合作的

主要方向。

一、中俄能源合作的机遇

（一）中俄能源合作对当前的俄罗斯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

1.俄被制裁后将能源合作的关键伙伴转向中国和南方，是符合全

球工业化格局变化这一趋势的历史选择

几十年来，包括苏联时期，俄罗斯能源合作的战略方向都是面向欧

洲，这种选择是能源生产国与能源需求巨大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必然

结果。由于能源基础设施需要投入高额成本，尽管20多年来，俄逐渐提

高了中国在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伙伴中的地位，但是以欧洲为主要能源

伙伴的格局并未变。2009年中俄原油供应协议的签署和东线石油管道

的开建，2015年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协议的签署，虽在能源贸易领域提

高了中俄能源合作的水平，但中俄能源全产业链合作仍然举步维艰。

被制裁后，俄被迫与欧盟能源脱钩，转向与中国和其他南方工业化进程

中的国家合作，这是适应全球工业化格局变革这一历史趋势的选择。

中俄能源合作升级有利于巩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

2.中俄能源合作是当前全球能源格局重构的决定因素

能源产业在俄罗斯经济中具有特殊意义。能源是俄罗斯经济中最

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是俄罗斯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支柱，是财政

收入和金融资本的最重要来源。俄罗斯需要可靠的能源出口市场，中

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市场，也需要稳定的能源供给以确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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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因此，中俄能源合作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合作，而且对两国都具有

战略价值和战略意义。

2022年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发生剧变。俄欧能源合作关系破裂，美

国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最大能源供应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方向发生

战略性调整。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对抗影响了全球的能源格局，

欧佩克产油国、印度、中国都被卷入到这场能源格局的变革中。其中，

中国、印度在俄罗斯的能源伙伴中地位进一步上升，欧佩克产油国与欧

洲和美国的能源合作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美国和欧佩克在

能源定价权方面的斗争，推动了全球能源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到目前

为止，美欧能源关系逐渐稳定，中俄能源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俄印能

源合作水平不断提高，海湾国家在对抗美国能源霸权方面展现出独立

性。在这些因素和力量中，中俄能源合作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具有

决定性影响，俄需要中国能源市场提升其在新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

和话语权。

3.中俄能源合作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具有决定性影响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采取的去美元化政策，主观上

是为了本国的经济安全，但采用欧元结算的能源贸易政策在客观上提

高了欧元的国际化水平。2022年美欧对俄发起金融制裁，迫使俄罗斯

放弃美元和欧元作为结算货币，并在与中国的能源贸易中采取本币结

算，客观上推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在SWIFT和美元武器化的背景

下，非美元货币特别是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

上升。但在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上，非美元货币作为计价货币和投

资标的的份额还很小。深化中俄能源合作，包括与欧佩克产油国在能

源贸易和能源金融方面的合作，将对全球金融体系变革和全球经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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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化产业积极的影响。这符合俄期望全球治理变革，重新分配国际

治理权力的战略。

（二）2023年俄能源出口形势更加严峻，与我合作的诉求进一步

提升

1.俄2022年能源出口收入暴增是临时或短期现象

2022年冲突爆发后，俄受到西方制裁，俄欧能源合作快速萎缩。俄

对欧盟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同比减少了25%，俄天然气（包括管道气和

LNG）对欧出口从2021年的2060亿立方米降至2022年的1220亿立方

米。欧盟从俄能源项目中撤资，禁止向俄出口能源开采设备，停止提供

油田开采和工程服务。

在这一背景下，俄2022年能源出口收入同比仍增长了42.8%，高达

3337亿美元。同期，俄石油出口量为 2.42亿吨，增长了 7.6%，这为俄

2022年财政收入带来的巨大贡献。俄实现这一惊人结果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一方面，制裁背景下的能源市场重构，引发严重的市场错配，导致

能源价格特别是天然气价格暴涨，给俄带来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俄利

用能源制裁措施实施最后期限前的窗口期加大了出口力度，同时，以折

扣价开拓了印度、土耳其和中国市场。对印度出口增长200%，在印度能

源进口中的占比从2%上升至12%。俄罗斯对华出口石油8625万吨、管

道天然气155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650万吨、煤炭6407万吨，均创历

史新高。

俄能源部门2022年的繁荣是暂时性的。一方面，能源制裁措施考

虑了欧盟重组能源来源的时间，直到2022年12月才开始执行并逐渐强

化。另一方面，针对俄能源行业的设备、技术、资金制裁的滞后效应逐

渐显现。同时，全球能源市场在经历了2022年第二、三季度的混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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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稳定，能源价格逐渐下行，市场行情开始对俄不利。

2.俄2023年能源出口形势日益严峻，能源增收压力陡增

进入2023年，俄在欧洲的能源市场份额逐渐被美国取代已成定

局。2023年1月中旬，美国最大天然气生产商EQT宣布准备与欧洲签

署长期供货合同，以每千立方米约380美元的价格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当时市场现货价格为每立方米600—700美元。欧洲自俄原油进口只

剩少量份额（西班牙炼厂和意大利炼厂得到制裁豁免，保留了掺入俄

油的原油进口权力），管道天然气保留了东欧部分市场，LNG只出口到

西班牙等少数港口。俄需要把原出口到欧洲的2.2亿吨原油及石油制

品中的1.4亿吨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这需要时间和大量能源

基础设施投资。

据预测，在2022年俄天然气对欧出口减少一半的基础上（从2060

亿立方米降至1220亿立方米），2023年将继续下降，降幅将达33%，降至

800亿立方米。2023年上半年，俄对欧盟管道天然气出口已经同比减少

75%，即360亿立方米。同时，开拓新的天然气出口市场需要建设新的

管道和LNG接收码头，需要时间和大量投资。

市场萎缩和能源市场价格下跌，使得俄2023年1—5月能源出口税

收贡献同比减少50%，1—6月同比减少47%，7月油价回升后，才得到改

善，但前7个月仍同比减少41.4%。导致财政赤字余额4月末高达3.41

万亿卢布，7月末仍达2.8万亿卢布。俄维持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财政

能力对能源出口有很高的依存度。在这种情况下，俄加速重组能源市

场的压力陡增。

在国际能源供应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俄能源合作保持

相对稳定，不仅保障了两国能源安全，也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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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的巨大容量和贸易灵活性消纳了很大一部分俄罗斯能源，并

保证了大型能源合作项目稳定推进。此外，中俄还启动了能源贸易的

本币结算，为俄国际储备的增长和财政、金融稳定提供了支持。

俄面临的尽快重新组织能源出口市场的压力，中国能源市场的稳

定性、巨大容量和吸纳能力以及能源合作对中俄双方所具有的巨大战

略价值，三方面的因素相结合，为提升中俄能源合作水平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

（三）俄在能源资源开采、对华能源出口基础设施建设和下游能源

加工等领域对华合作意愿增强

1. 能源开采和油服、工程服务领域。制裁背景下，随着欧美能源

企业撤资，停止提供能源开采和工程服务，禁止对俄出口能源开采设

备和零部件产业，俄能源领域资金短缺状况加剧，高寒区块、深海区

块等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石油天然气开采能力下降，已有石油天然气

开采项目技术和工程服务质量下降。俄在这些领域的对华合作意愿

增强。

2. 俄期望尽快启动“西伯利亚力量-2”管道建设和东线石油管道

辅线建设，扩大对华管道石油天然气出口。其中，途径蒙古国的“西伯

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道建设是当前俄迫切希望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的

项目。该项目设计供气能力500亿立方米，加上已经运行的380亿立方

米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俄能够大幅缓解俄欧天然气管道停运带来的

损失。

3.下游能源冶炼和加工领域。在美欧撤资的情况下，俄对于扩大

吸引中资企业进入石油天然气加工领域项目，持积极态度。已经开展

的西布尔炼化项目等效益显著，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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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中俄能源合作面临的风险挑战

当前中俄能源合作具有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和

风险，需要认真对待。

1. 美欧制裁和二级制裁的威胁及相关风险。2022年俄在乌克兰

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美欧因此对俄发起大规模极限制裁。迄今为止，

美欧对俄制裁措施超过1.3万项，欧盟对俄共发起十一轮制裁。根据

制裁规定，美国禁止在美国的实体和个人与俄开展业务，并禁止第三

方与被列入SDN名单和BIS名录的俄罗斯实体、个人、商品发生业务关

系，即次级制裁。欧盟不在域外实施次级制裁，但禁止欧盟经济实体

和个人与那些仍和俄开展业务的第三方实体和个人开展业务。对俄

能源投资和开展经贸合作的企业或个人，如果在俄之外的世界其他地

区有国际经贸业务，将直接面临欧美对俄制裁的威胁。俄乌冲突在短

期内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即使俄乌双方回到谈判桌上，结束战争冲

突，美欧对俄制裁在短期内也不会解除。在制裁对象中，俄能源产业

和能源企业、对俄投资、金融合作、技术和设备合作等，都是直接或潜

在制裁对象。中国扩大对俄能源合作的规模、领域和范围，面临美欧

制裁和次级制裁的风险。

2.油气管道基础设施和海上运输的地缘政治挑战与风险。新时代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够确保途径中俄边境并直接联通中俄两

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安全。但俄对华能源出口除了东线原油管道

和天然气管道之外，还有途径中压管道网的油气供应，规划中的途径蒙

古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管道，以及油气运输。东北亚安全形势不确

定性、中亚区域安全与稳定风险、南海的地缘矛盾以及北极安全风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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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对北极航道的威胁等，都对中俄管道能源合作、海上油气运输合作带

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3.能源进口单一市场依赖导致的经济安全风险。我国化石能源消

费在2020年达到峰值后，进口压力和外部市场依赖有所下降。但2022

年俄乌冲突之后，我自俄能源进口量快速增加，原油进口从2021年的

不足8000万吨增加到2022年的8635万吨。根据俄能源部副部长的预

测，俄2023年对华原油出口将超过1亿吨，增幅在15%以上。我国原油

对俄单一市场依赖将从之前的不到12%上升到15%以上。与此同时，

随着俄管道天然气和LNG对华出口激增，我对俄天然气单一市场依赖

也将很快超过30%。需要指出的是，中俄能源合作的单一市场依赖风险

是相互依存的。俄对我国单一市场出口依赖度更高，在原油对华出口

超过1亿吨的情况下，对我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将达到约40%。中俄之间

将形成安全风险捆绑。

4.能源管道基础设施投资巨大和维护成本高，制裁背景下利润汇

回、结算风险和投资成本回收的高风险。能源管道基础设施项目需

要巨额的投资和维护成本。俄目前正面临着经济困境和制裁压力，

其财政状况并不宽裕。如规划中的“西伯利亚力量-2”项目，总投资

约为550亿美元，俄方承担其中约75%的费用。由于该项目涉及复杂

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其运行和维护也需要高昂的成本。因此，俄需要

保证该项目的高效运转和稳定收益，以回收其投入的资金。在俄被

制裁的情况下，未来我方面临中俄共同出资的能源管道基础设施项

目利润汇回、结算和投资成本回收的风险。其中的结算风险随着中

俄本币结算和支付系统的运行，可以逐渐降低，但利润汇回风险仍较

高。主要是因为，俄尽管属于资本账户开放国家，但对投资利润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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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格规定，对汇回利润的征税实施高边际税率。特别是在制裁和

可能发生外汇储备巨幅减少或金融动荡的情况下，俄仍可能随时实

施利润汇回限制。

5.能源开采和冶炼加工等权益类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风险。俄对

战略部门和战略资源实施严格的准入限制。法律规定战略部门外资控

股比例不能超过20%，超过则需要国家杜马立法确认。由于俄国家战略

是安全导向的，所以，俄政府和国家杜马对战略资源和战略产业的规定

是动态调整的。在这种情况下，绿地投资、并购和其他具有控制权、管

理权、收益权和资产处置权的权益类投资，将面临俄政策调整和外资投

资保护的法律问题。

中俄之间的《中俄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是1996年签署的，一方

面，协定文本原则性条款多，规定比较抽象和模糊，缺少清晰的强制性

保护条款，自由解释和裁量空间较大。另一方面，投资实践发展变化很

快，既有版本对新的投资活动缺少相应条款。对于升级《中俄投资促进

和保护协定》的谈判，俄方态度消极，进展缓慢。2023年3月习近平主

席访俄，与普京总统签署的《关于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加快该谈判的任务。目前，两国工作组的

这项工作仍在艰难推进中。缺少投资保护的双边条约，权益类投资风

险缺乏化解途径。过去2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远东土地开发和农业生

产、森林开发、能源开采、旅馆餐饮、机械制造等领域的直接投资出现大

量纠纷和被剥夺权益的案例，虽然商务部和中国驻俄使馆都曾介入，但

很少能有效保护这些资产。

6.宏观政治与政策风险、国内政治斗争风险，以及垄断寡头、社会

治理与司法风险。目前来看，俄罗斯政治权力体系的风险不大。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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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把俄乌冲突定义为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境外

战争风险对国内社会稳定和政治系统的冲击。但在俄乌冲突久拖不决

的情况下，俄国内各寡头势力对利益和资产的争夺将加剧。普京总统

平衡各方寡头的压力变大。为防止寡头利用民族主义和国家安全等借

口攻击政府，俄关于外资的政治和政策风险随时可能升高。

另外，俄经济的垄断性很强。不仅战略资源由国有企业垄断，而且

所有具有潜在利益的经营活动几乎都掌握在大小寡头手中。俄经济治

理中，道路、供水、供电、供气和能源燃料等关键基础设施是由国家投资

建设的，但这些公共物品的运营权往往掌握在私人手里，而且是在法律

和工商注册中没有体现的灰色权力集团手中。对俄投资必须面对俄垄

断寡头，并与垄断寡头达成分利妥协方案。餐饮、批发零售、旅馆、道路

运输、仓储、口岸设施运营等领域莫不如此。这些寡头往往与司法、执

法、政府管理部门存在利益关系和分利协议。灰色治理是俄罗斯经济

治理的特色。司法和执法部门对缺少政治保护的外资往往采取各种手

段进行掠夺。

7.其他制度性（工商、税务与会计）风险。俄营商环境中，针对外资

的税收、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缴费、环境保护、技术标准和会计审计的规

定复杂多变。社保基金缴费比例高。对俄外国投资在这方面面临较大

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合规风险。外资在俄罗斯不仅不享受类似外资在

中国的超国民待遇，甚至不享受一般国民待遇。在能源产业链下游项

目投资中，雇佣俄法律、会计和审计服务的成本将会成为影响企业成本

和利润水平的沉重负担。但面对俄罗斯特殊的政策法规，如果缺少这

些专业服务，将很难避免上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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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中俄能源合作的对策建议

1.抓住时机，争取更有利的能源贸易条件，稳定和扩大中俄之间的

能源贸易合作。2022年以来，中俄能源进出口贸易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原油和天然气贸易额创出历史新高。这是对中俄双方有利的能源贸易

合作。未来进一步稳定和扩大中俄之间的能源贸易合作符合双方的利

益。俄计划把对华原油出口量增加到1亿吨以上，把对华天然气出口

量尽快增加到每年800亿立方米的水平上，以弥补在欧洲损失的市场。

俄欧能源关系破裂的情况下，俄不得不为能源这一支柱产业寻找新的

市场，扩大向中国出口是俄的战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俄原油、天然

气进口的结算条件、运输条件、保险条件和合同类型方面，可以利用俄

折扣、让利扩大出口的时机，争取对我国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2.深化中俄能源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并在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和运营方面争取更有利条件。中俄之间现有原油管道、天然气管道运

输能力远远无法满足俄扩大对我国能源出口的需要。煤炭运输的铁路

运能，以及LNG运输船、储气罐和转运码头等基础设施数量也存在巨大

缺口。俄已经启动远东100亿立方米天然气管道建设，正在规划“西伯

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道建设，还建议启动原油管道辅线建设。在LNG

运输方面，俄对北方航道（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破冰船建造、LNG转运码

头、储气罐建设等都提出了倡议和合作方案。建议抓住有利时机，以有

利条件参与和推动这些合作项目，在控制财务风险和限定制裁风险、政

治风险的前提下，快速推动这些项目的实施。

3.以能源投资合作为契机，推进《中俄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的升

级谈判。中俄能源合作中可能出现的大量风险均与投资保护有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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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政治风险、司法风险和社会治理风险，都是投资保护问题。利用俄

期望我加大对俄能源行业投资的契机，推动《中俄投资促进与保护协

定》升级谈判恰逢其时。

4.扩大和深化中俄能源金融合作，包括能源计价货币、结算货币本

币化以及能源项目投融资合作。

当前中俄能源合作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变革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

也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影响。石油美元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2014年之后的石油欧元是欧元国际化的催化剂。这其中，1973之后能

源计价和结算货币的美元化，石油美元债权的发行和扩散，2014年之

后俄欧能源贸易的欧元化功不可没。实践经验表明，中俄能源合作的

金融价值和意义巨大。推动中俄能源贸易中能源结算的本币化和能源

计价货币的本币化合作，推动能源金融债券的本币化合作，应当成为两

国能源合作的重要内容。中俄两国可以在双方期货市场挂牌以本币计

价的能源期货，扩大本币在能源大宗商品价格计价和贸易方面的使用

范围。

5.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合作。除了能源贸易之外，中俄需要提高能

源开采、能源加工和能源生产服务方面的全产业链合作。在美欧制裁

背景下，俄罗斯能源开采和勘探、油服等方面的生产能力受到影响，中

国在高寒、深海和复杂地质条件地区能源开采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可

以替代从俄罗斯撤资的西方石油公司。另外，在能源加工和能源化工

方面，中俄两国也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6.多边和地区框架下的能源安全合作，推动全球能源格局和安全

治理向有利我的方向发展。今年上半年，俄罗斯从能源运输和区域能

源安全出发，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开展的能源安全合作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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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国际影响。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消费者和重要的

能源生产者，共同推动地区能源安全合作，推动在上合框架下和金砖机

制下的能源安全合作，对于确保俄罗斯和中国的能源安全，确保在全球

能源市场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能源转型与气候合作。中国是全球新能源生产的领先者，是全

球气候转型议程的重要力量。俄罗斯在化石能源生产和碳捕捉方面具

有优势地位。中俄在能源转型和气候议程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尽管受俄乌冲突和俄欧能源脱钩的影响，化石能源生产出现回潮现象，

但全球气候议程和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俄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相近，条件相异，在这个领域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个领域是中俄能

源合作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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