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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安全与俄罗斯能源外交

С.З. 日兹宁

【 内 容 提 要 】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因素对世界能源形势变化的影响日益突出。能源

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许多国家都相继制定了旨在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的

能源政策，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协作则成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的重中之重。能源

因素在俄罗斯与世界多个国家的双边政治与经济合作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

能源外交已经成为俄罗斯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向。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能源产业

必将成为该国发挥地缘政治和对外经济影响力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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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能源安全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因素对世界能源形势变化

的影响日益突出。能源市场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能源安全，而能源市场明显呈现出全球性特征。

尽管时下学术界经常提到的“能源地缘政治”概念

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但这一术语不仅包含着与能源

相联系的地缘政治，而且涉及能源产品的加工和运

输以及能源管道建设等问题。从这一角度讲，能源

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领域。鉴于此，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能源危机后，许多国家都相继

制定了旨在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的能源政策。

（一） 各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角度不同

能源安全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供给安全、需求

安全和运输安全。能源出口国关心的是供给安全，

如何能长期保持以合理的“高价”对外供给能源。

消费国首先关心需求安全，即怎样以稳定的“低价”

购买能源。能源过境运输国关心运输安全，主要是

长期维持经本国领土将能源出口国的能源输往消费

国并获得 大利润。国际能源交易情况表明，能源

供应国、需求国和过境国间虽然有着紧密的商业联

系，但在某些利益方面首先在价格方面，各自的期

望值通常是不吻合的。

（二） 能源安全成为当前主要议题

近年来，能源安全越来越成为全球和地区多边

国际能源论坛的首要议题。不仅一些人为的技术事

故对能源供给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能源设施遭受恐

怖袭击的危险也在增大。特别是世界主要产油地区

的政治和治安形势不稳，使能源需求国的能源进口

风险性提高，拓宽能源进口及运输渠道，防止个别

国家“利用能源作为政治讹诈武器”，成为能源进

口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国际能源市场的

供需行情、价格波动、能源产品销量及金融市场的

投机行为，也都成为影响全球能源安全不可忽视的

因素。

（三）能源安全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国际能源和与之相关的

设备出口及服务贸易显著扩大，使得构建全球能源

专题文论：俄罗斯能源外交

【作者简介】  С. З. 日兹宁，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能源外交和地缘政治中心主任、教授。



·11·2011 年第 3 期 全球能源安全与俄罗斯能源外交

安全供给体系的“地缘经济问题”尤显迫切，而这

一问题只有通过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才

能解决。眼下要做的，一是要进一步摸清主要能源

产地的发展及其地质状况，掌握已探明和预测的地

下传统能源矿藏（碳氢化合物、煤炭和铀矿）以及

周围的资源状况；二是进一步完善能源运输基础设

施，以保障海上现有和具有发展前景的基础设施能

安全输送石油和石油产品、液化气和煤炭等，并根

据需要发展国际油气输送管线和输电网；三是在能

源生产、运输及所有能源消费领域研发和运用先进

工艺，吸收节能、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技术，降低能

源对环境的污染，发展生物燃料，开发利用太阳能、

风能；四是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应

把生产和出口现代化能源技术作为本国对外能源政

策的优先方向之一。

（四） 俄罗斯积极推动建立全球能源安全机制

一个时期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一些威胁

能源安全和稳定的因素，使加紧完善国际能源合作

法律基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俄罗斯一贯

呼吁建立新的、符合各方利益的国际能源安全机制。

2006 年俄在担任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

批准保障国际能源安全的纲领性文件，其采取积极

措施解决国际能源安全问题的倡议获得八国集团领

导人的一致赞同。2009 年 4 月俄联邦总统梅德韦

杰夫呼吁，世界主要能源大国和能源国际组织应着

手研究制定一份囊括全球能源合作所有方面、协调

能源市场各方利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以确

保全球能源安全。梅德韦杰夫认为，未来的国际能

源法律体系应具有公平性和非歧视性，并应建立具

体落实机制和应对突发事件功能的有效机制。他强

调，国际能源安全与各国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无论

是能源供给国、需求国还是过境运输国，都应对国

际能源安全负责。尽管梅德韦杰夫的这一倡议引起

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但要真正以文字形

式落实到文件上，尚需在国际和各个地区层面上进

行大量的多边沟通与交流，需要一些主要能源国进

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和协商。

二、国际能源合作大势所趋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初

的三次能源危机，严重地打击和降低了能源供需国

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尽管各国在能源领域的利益

迥异，但为了加强本国能源安全，无论是能源出口

国、能源进口国还是能源过境运输国，加强双边和

多边能源合作与交流的愿望都在不断增强。为此，

一些主要能源国还相继加入了以保障国际能源安全

为宗旨的欧佩克和国际能源机构等国际组织。

（一）国际能源组织成为开展多边合作的重要

平台

欧佩克成立于 1960 年 9 月，目前有 12 个成员

国。作为国际法主体，欧佩克的宗旨是通过保障石

油需求安全来保障国际能源安全，捍卫石油出口

国的利益。国际能源机构是 23 个发达工业国家于

1974 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宣布成立的。

该国际组织虽隶属于 1961 年在巴黎成立的经合组

织，但却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作为国际法主体，

国际能源机构的宗旨是通过保障石油供给安全来保

障国际能源安全，捍卫石油进口国的利益。尽管俄

罗斯未加入欧佩克，也不是国际能源机构成员，但

与这两个组织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和积极磋商。此

外，俄罗斯一直积极参加天然气出口国部长级论坛

及其他国际能源论坛的活动。

（二）携手应对全球能源安全成为各国开展国

际合作的新趋势

综观全球能源贸易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利益不

同，彼此关系也很复杂，但各方仍倾向于建立互利

的合作关系，因为群体中的个体行为相互制约，个

体与群体的利益紧密相连。出口国为了弥补财政赤

字，扩大外汇收入而大幅提高能源出口价格，不仅

威胁进口国的利益，长远看也会给出口国本身带来

损害。也就是说，如果群体利益受到影响，个体利

益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如今，无论国家还是企

业，不管私营还是国有公司，都需要一个稳定的供

需市场和运输渠道，避免价格的剧烈波动。能源企

业已逐渐改变“必须战胜竞争对手”的传统观念，

开始接受只有通力合作，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各自

发展的理念。企业间不再是简单的“零和”关系，

竞争也不再是“生死之争”。相互间可以在矛盾和

争议中，通过交流、协商、谅解、互让和妥协，达

到对各方都有利的结果。为了确保全球和地区的能

源安全，也基于能源市场中各国间、群体和个体间

互相依赖度的日益加深，彼此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必

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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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欧盟加强内部及对外能源合作进程

欧盟扩大能源合作的步伐在加快。欧盟已完成

多项立法，为实现成员国在能源政策方面的一体化

打下较为坚实的法律基础，以确保外部能源对欧盟

供应的安全与稳定。《能源宪章条约》对维护欧盟

能源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为欧洲各国实

现多边能源合作创造了先决条件。当然，发生在

2009 年 1 月的乌克兰中断俄罗斯通过其境内向欧

洲输送天然气的危机，暴露出《能源宪章条约》对

解决突发事件缺乏稳定、有效机制的缺陷。

（四）国际社会期望加强能源合作的呼声不断

高涨

随着能源问题国际化和经济问题全球化的不

断加深，各国在能源问题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各国不可能

脱离本地区乃至全球的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环境，

孤立地处理本国的能源问题。鉴于能源安全的重

要性，近一个时期以来，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等在内

的地区国际组织，都利用各种场合表达对通过加

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来保障国际能源安

全的极大关注。

（五）国际能源合作中仍然存在排他性现象

日本为了减少对波斯湾国家廉价石油供应的依

赖，已在增加预算购买俄罗斯更贵的石油，并计划

出资参与修建从东西伯利亚到太平洋沿岸的石油管

线。日本减少从政治不稳定地区进口石油份额的战

略，与俄罗斯的利益相吻合。因为铺设东线石油管

道，不仅可以巩固俄罗斯在本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对

外经济地位，还可以使俄罗斯成为国际石油市场上

的“全球玩家”。然而，在进口俄罗斯石油的问题

上，中国与日本的对外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却不相

吻合。

三、俄罗斯能源外交的主要目标

能源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个工

具，对俄罗斯来说也不例外。能源因素在俄罗斯与

九十多个国家的双边政治和经济合作中一直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俄罗斯凭借核军事潜力依然是

一个强大、有影响力的单独一极国家，但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其地缘政治地位以及在国际政治

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下降。在支撑俄罗斯国际威望

的主要因素——军事潜力减弱的情况下，加强能

源外交，巩固和发展俄罗斯燃料能源产业集群在

世界能源领域的地位，可以提高俄罗斯在未来国

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

斯燃料能源产业集群不仅在地区，而且在全球范

围内都将成为国家发挥地缘政治和对外经济影响

力的重要资源。

（一）俄拥有开展能源外交的客观优势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拥有广袤的国土疆域，

拥有全世界 丰富的燃料资源储量及其他矿产、森

林等资源，是世界上四大能源分布区之一。俄罗斯

还拥有完备的能源基础设施、较好的重工业基础和

科技实力，以及一大批在国际能源市场打拼的大型

能源公司，并在里海和中亚地区拥有关键的影响力。

这些都有助于俄长期保持能源优势，并在欧亚地区

形成能源力量的核心。

（二）确保稳定的欧洲能源销售市场

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目标首先是巩固俄罗斯在其

主要的石油、天然气销售市场——欧洲的地位。

俄罗斯发展对欧能源合作，目的在于巩固和扩大能

源销售市场、深入参与欧洲的油气资源贸易、吸引

投资、保障能源运输等。而一些欧洲国家则是对俄

能源设备出口和能源项目投资的主要国家。双方的

互利合作为 2000 年俄罗斯—欧盟能源对话机制的

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政治上的互动为双方深入开

展能源合作增添了活力。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之间

的双边能源合作也在稳步开展，与法国、德国、意

大利、英国、荷兰、芬兰、瑞典等国的一批合作项

目进展顺利，同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半岛等地区

的能源合作也有许多进展。俄欧能源合作互补优势

明显，双方在该领域的利益契合点较多，深入合作

前景广阔。

（三）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能源合作

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能源领域开展积极、务

实的合作是俄罗斯能源外交 重要的方针之一。能

源因素是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成

员国多边外交中，尤其是与盟国白俄罗斯之间关系

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方针是

尽可能地将中亚、里海地区国家的能源纳入俄罗斯

的能源平衡体系中来。俄罗斯在里海地区的能源利

益与地缘政治利益息息相关。为此，加快投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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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石油天然气项目，包括铺设新的战略能源输送

管线，是俄目前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尽管俄罗斯

与一些独联体国家特别是里海地区国家在能源供应

和运输问题上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但在处理与他

们之间的关系时，俄罗斯始终尊重各国的权利，努

力协调相互关系，寻求各方都能接受、切实有效的

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以确保里海地区的资源能顺

利、高效地运往销售市场。俄罗斯完全赞成有关建

立里海经济合作组织的倡议。

（四）亚太地区是俄开展能源外交的主要方向

之一

基于亚太国家可见的经济高速增长及能源消费

需求强劲增长趋势，该地区将成为俄罗斯开展能源

外交 具前景的地区。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俄处理与

亚太经合组织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关系的关键因

素。而且，亚太地区一些快速发展的国家，也是俄

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资源开发的潜在投资

者。发展与亚太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满

足亚太国家的能源需求，也有利于俄解决社会矛盾、

加快本国能源领域及其相关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巩

固俄罗斯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因此，俄罗斯极

其重视萨哈林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油气资源开

发，重视同中国的能源合作，并不断完善和巩固两

国能源合作的政治和外交基础。同时，俄罗斯还积

极同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开展各种形式的能源对话

与交流，与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的能

源合作也呈现良好前景。

（五）发展对美能源合作是俄一项重要任务

在俄罗斯的主要能源出口对象国中，处理与美

国的关系 重要。俄美两国 2002 年开始的能源对

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近来这一对话却处

于“停滞不前”状态。保持俄美两国能源对话的持

续稳定，无论对保障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和长期发

展，还是对寻求各国之间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平衡，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俄罗斯与阿尔及利

亚、利比亚、埃及，以及包括委内瑞拉、墨西哥在

内的一些拉美国家间的能源合作也在不断深化。

（六）俄罗斯拥有能源合作的丰富实践经验

俄罗斯在包括“南流”、“北流”、“布尔加

斯—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和波罗的海管道等一大批

合作项目中积累了宝贵的国际能源合作经验，对今

后深入发展对外能源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有理由相信，正确的能源政策必将帮助俄罗斯

巩固和提高其在世界上，首先是在欧亚地区的政治

和经济地位。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会使俄罗斯能够为

加强全球及地区能源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未来，

在利用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俄罗斯也有望在先

进能源技术方面赢得当之无愧的地位。　　　　

（责任编辑　李淑华）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geopolitical factors upon the world energy situation is striking increasingly in the 
world today. Energy security has become a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and many countries have formulated one by 
one the energy policy for their domestic energy security while making joint effort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a top priority in guaranting global energy security. Energy factors have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bilate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ssia and many nation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energy diplomacy has become a principal direction in which Russia develops it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forseeable future, Russia’s energy industry will certainly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by which Russia gives play 
to its geopolitical and foreign economic infl 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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