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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期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
能源外交刍议

孙景宇  刘文闻

【 内 容 提 要 】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刚刚崛起的俄罗斯经济再受重创。能源出口

一直是支撑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关键，后危机时期，俄罗斯也必将借助能源优势，发展本

国经济，谋求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独联体国家在俄罗斯能源外交布局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是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最优先方向。后危机时期制约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多边

外交的因素在增加，但俄罗斯如果能够绕开多边合作框架，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

有针对性地开展双边外交，对独联体国家的能源外交仍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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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外交舞台一个引人注

目的现象就是俄罗斯作为能源大国的再次发力。虽

然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际能源价格的暴

跌（约下降 70%）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但丰富的能源储量和继承自苏联的能源工业产业集

群依然是俄罗斯一项重要的优势，俄罗斯不会放弃

发展能源经济，能源外交依然是俄罗斯参与世界政

治经济活动、重振大国雄风的一张 有力的“王牌”。

而独联体国家在俄罗斯能源外交布局中占有 重要

的地位，是俄罗斯能源外交的 优先方向。

本文将从多边和双边两个方面来分析后危机

时期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能源外交的新动向，并

对其发展前景、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进行简要

的评价。

一、多边外交的制约因素在增加

普京曾经在 2005 年 4 月的“国情咨文”中把

苏联解体视为“20 世纪 大的地缘政治灾难”①。

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失去了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优良海

港，能源出口也因此遭遇困境。由于退回到欧亚大

陆深处的俄罗斯现阶段还没有能力建立绕过近邻国

家的新港口和交通枢纽，因而其能源出口更多地采

取了管道运输的形式。正因为如此，独联体国家的

地缘优势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乃至能源经济的发展

意义重大。自从 1996 年俄罗斯把独联体国家确定

专题文论：俄罗斯能源外交

①  Vladimir V. Putin. 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ril 25, 2005. http://www. kremlin.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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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交的优先方向以来，俄罗斯一直致力于后苏

联空间的整合，通过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巩固和发展多边合作机制来重建独联体国家之间

的联系。

目前，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是后苏联空间规模 大、 重要的区

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其前身为俄罗斯、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海关

联盟，现在正式成员国包括以上五国，观察员国有

亚美尼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成立欧亚经济共同

体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该共同体协调成员国之间能

源、基础设施等。近期该组织把一体化的目标确定

为建立统一的运输空间和能源市场。下一阶段的发

展目标是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这有助于俄罗斯通

过采取诸如购买和投资开发等多种形式集合独联体

区域丰富的能源，占领独联体大部分能源消费市场，

扩大俄罗斯控制的能源数量和在国际能源市场的份

额。但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并不顺利，2005 年

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乌兹别克斯坦于 2008 年以

该组织没有效率为由退出，2010 年 1 月启动的俄

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也没能

就如何分配关税收入达成协议，石油出口关税税率

成为三国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绊脚石，发展前景还

有待于观察。

后苏联空间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

有很多。从经济方面来看，独联体国家发展不平衡，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系不是建立在互惠互

利基础上，而是更多地建立在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

的保护和援助的诉求基础之上，松散的经济联系加

剧了独联体地区的离心力。从政治方面来看，俄罗

斯一直试图成为这一地区的核心和主导，而这对一

些国家的主权独立性构成了威胁，这些国家因此对

俄罗斯在这一地区推行经济一体化怀有戒心。正如

中国学者所说，从当前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

看，俄罗斯通过经济杠杆确实聚拢了部分独联体国

家，增加了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但另一方

面，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博弈也将部分国家推向了

西方①。由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

瓦组成的“古阿姆”（GUAM）就是为了抗衡俄罗

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而成立的。著名学者阿斯琅

德（Anders Aslund）曾经援引《俄罗斯外交官消息

报》的一则头条报道来说明独联体国家之间的离心

现象，在 2009 年 10 月 9 日召开的独联体国家首

脑例会上，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亚

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六国首脑与会，

30 分钟的会议时间里独联体国家的首脑之间竟然

无话可说，会议结束后大家都迅速离开了会场②。

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缺乏信任的政治真空中是无

法形成良好的经济关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俄

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建立起来的多边协议大多因没

有相应的监督、仲裁和惩罚机制而流于形式，很

少真正付诸实施。

另一个制约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开展多边能源

外交的因素是北美、欧盟、印度等外部势力的介

入，上述外部势力参与该地区能源利益争夺，加大

了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使该地区的能源合作局

势复杂化，难以形成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多边合作

机制。从目前来看，上海合作组织于 2007 年成立

的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旨在协调成员国在能

源生产、运输和消费等方面在中亚及国际能源市场

上的协作，交换能源信息和能源技术，该俱乐部在

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下能源合

作机制的某种替代。但在上合组织内部，俄罗斯不

甘心位居中国之后，对多边合作忧虑颇多。中亚四

国是俄罗斯的传统利益区，随着中国与四国的能源

合作逐步加深，俄罗斯担心四国在能源外交中疏远

自己靠拢中国，这不但可能使其失去重要的能源供

应源，降低其市场份额，减弱其在国际能源市场的

影响力，而且将会影响到其与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

市场的合作。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第九次总

理会议上，中国提出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

促进上合组织框架内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尤其是

多边务实合作。这一建议虽然得到了中亚四国的支

持，但俄方并不积极。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发

展也正处于十字路口，俄罗斯对上合组织框架下的

能源合作极为小心谨慎，这也使得俄罗斯与独联体

国家的多边能源合作前景不容乐观。

① 徐向梅 ：《当代俄罗斯经济外交研究》，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8年，第 79页。

②  Anders Aslund. The Post-Soviet Space: An Obituary. In: Anders 
Aslund, Sergei Guriev, and Andrew C. Kuchins. Ed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pp. 
22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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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边外交在曲折中前进

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能源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要解决能源过境问题，把石油和天然气运到作

为其主要能源消费市场的欧盟国家。在独联体国家

中，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的意义

为重要。一方面，白俄罗斯是俄罗斯进入中欧和

西欧的交通要道，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必经之地；

乌克兰不仅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陆路走廊，而且还

控制着俄罗斯经黑海的海上通道。俄罗斯出口欧洲

90% 的石油和 72% 的天然气要通过乌克兰境内的油

气管道①。另一方面，由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

能源需求国，每年从俄罗斯进口大量能源，对俄罗

斯能源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虽然大家在合作问题

上麻烦甚至冲突不断，但还可以看出各方表现出的

积极态度，合作总体趋势良好，前景乐观。

2010 年 1 月 27 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围绕着

俄对白石油供应和过境费用问题的纠纷终于化解，

双方达成石油供给协议：俄罗斯承诺 2010 年将向

白俄罗斯供应 630 万吨免税石油，用于满足白俄罗

斯国内需求，同时白俄罗斯将俄罗斯石油的过境费

率上调11%②。但由于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的搁浅，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天然气债务问题的谈判上一度

陷入困境，俄对白俄罗斯采取限制供气的措施，降

幅 高达到 60%③。2010 年 10 月 18 日，俄白两国

总理会谈后决定，俄罗斯将在统一经济空间建立之

前继续对白俄罗斯征收石油出口关税，2011 年对

白俄罗斯出口的天然气价格也将提高 20%④。10 月

21 日，白俄罗斯经济部长尼古拉 • 斯诺普科夫在

明斯克表示，白俄罗斯支持俄罗斯提出的有关以油

品关税收入代替石油关税的建议，白俄罗斯向俄罗

斯支付其在油品销售上获得的关税，而俄罗斯对出

口到白俄罗斯的石油免征关税⑤。从这一时期的整

体情况来看，虽然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手

段表现出一定的强硬态度和务实主义原则，但俄白

一体化趋势却在逐步加深，逐渐走向规范化。

在后危机时期，俄罗斯和乌克兰能源外交 引

人瞩目的莫过于俄乌天然气之争。由于天然气价格

和债务问题，2009 年 1 月 1 日，俄天然气工业公

司切断对乌供气。1 月 5 日，俄乌“斗气”升级，

乌克兰地方法院禁止过境输送俄天然气。1月 7日，

乌方表示因俄方完全停止向乌境内天然气管道送

气，“被迫完全停止向欧盟国家输送天然气”。随

着有关各方的斡旋和努力，1 月 19 日，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公司总裁阿列克谢 • 米勒和乌克兰国家

石油天然气公司总裁奥列格 • 杜宾纳共同签署了

2009 年至 2019 年对乌供气和经过乌克兰境内向欧

洲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协议。乌克兰得到了相当于

欧洲天然气平均价格 20% 的优惠，2009 年第一季

度每千立方米为 450 美元。2009 年乌克兰对俄天

然气征收的过境费率维持在 2008 年的水平，仍为

每千立方米每百公里 1.7 美元。1 月 20 日，俄恢

复过境乌克兰的对欧供气。但此后俄乌“斗气”不断，

甚至几度再次上演天然气大战，直至 2010 年 1 月

乌克兰总统大选，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 ⑥。4

月 21 日，乌俄签署了将俄在克里米亚海军基地租

赁期延长 25 年和俄降价 30% 向乌供应天然气的协

议。4 月 22 日，普京表示与乌克兰签署的天然气

协议可以保证对欧洲供气的稳定；26 日普京在访

问乌克兰时表示要逐步将两国在原子能产业的力量

联合起来；30 日，俄罗斯联邦原子能署署长谢尔

盖 • 基里延科提出与乌克兰在原子能领域内的合作

计划，普京关于将俄乌两国天然气垄断企业合并的

提议在两国引起热议⑦。

虽然风波不断，但可以看出，俄罗斯此前对乌

克兰的强硬态度并不在能源价格方面，更多是出于

政治目的考虑，是对乌克兰亲近西方的做法给予惩

罚，并起到杀一儆百的功效。1997 年乌克兰与格

鲁吉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成立了亲西疏俄的“古

阿姆”集团，而且还一直试图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

之间保持“平衡”外交政策，甚至与北约建立了特

殊伙伴关系。乌克兰国内一直对“往东走”和“往

西走”争议不断，欧盟为避免能源安全受制于人，

加紧与乌克兰的能源合作，但通过近几年来的俄乌

天然气之争可以看出，在能源外交上，欧盟没有足

够能力控制事态发展，俄罗斯的态度是影响俄乌

① 徐向梅 ：《当代俄罗斯经济外交研究》，第 71、125 页。

②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http://rusnews.cn/xinwentoushi/20100128/
42691567.html

③ 夏丽洪 ：《石油经济大事》，载《国际石油经济》2010年第 7期。

④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http://rusnews.cn/xinwentoushi/20101018/
42900414.html

⑤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cis/
20101021/42903480.html

⑥ 余建华、孙霞 ：《俄乌天然气争端反思》，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0 年第 3期。

⑦ 参见俄罗斯大事件，载《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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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合作的关键因素。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俄

罗斯的能源外交政策功不可没。从乌克兰角度来

看，俄罗斯是其石油和天然气主要的供应国，乌

克兰很难摆脱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从俄方来

看，乌克兰是俄罗斯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和过境

国，在俄罗斯能源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各

自目的的达成，在后危机时期互利合作将是双方

能源外交的主旋律。

在后危机时期，俄罗斯与其他作为自己能源

过境国的独联体国家的能源合作也取得了一些进

展。2009 年 2 月俄总统助理谢尔盖 • 普里霍季科

称，水利是俄吉两国优先合作的发展方向。双方于

2009 年开始研究由俄罗斯参与在纳伦河上建造坎

巴拉金斯基 1 号水电站的大型项目。2010 年 8 月

20日，俄罗斯原子能署署长谢尔盖•基里延科表示，

俄罗斯可能在亚美尼亚参与建设造价约为 50 亿美

元①的核电站，俄将投资总造价的 20% 以上。俄罗

斯对土库曼斯坦的能源合作亟待取得突破。土库曼

斯坦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重要过境国之一，而且也

是由欧盟主导的“纳布科”管道建设能否取得成功

的关键因素。2009 年 4 月 9 日位于土库曼斯坦境

内的“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 4 号线 487 千米处

发生爆炸和燃烧，俄土双方相互指责，土库曼斯坦

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关系因此出现了问题。

2009 年 12 月 22 日，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两国天

然气公司签署协议，土库曼斯坦恢复每年向俄罗斯

提供 30 亿立方米天然气。目前，土库曼斯坦天然

气出口多元化战略实施顺利，俄罗斯、伊朗和中国

的购买量基本持平，俄已不再是土库曼斯坦 大的

买家②。加之“纳布科”管道正在积极策划当中，

如果该管道建设成功，对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无疑是

一个重大打击。“纳布科”项目的未来取决于土库

曼斯坦是否决定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因此，在俄土

能源外交中，土库曼斯坦取得了更大的主动权，手

里握有牵制俄罗斯的王牌。

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能源外交的另一项重要内

容就是集合独联体区域丰富的能源，扩大控制能源

数量并提高自己在世界能源市场的份额。在后危机

时期，俄罗斯与阿塞拜疆在油气领域的合作取得重

要进展。2009 年 6 月在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 • 梅

德韦杰夫访问阿塞拜疆期间，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总

裁阿列克谢 • 米勒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

天然气采购附加合同。根据双方签署的合同，俄罗

斯每年向阿塞拜疆采购 5 亿立方米天然气，之后采

购额提高到了10亿立方米（从2010年1月1日起）。

根据新合同，2011 年起采购额将增长到 20 亿立方

米，2012 年还将更多。这将使“纳布科”天然气

管道面临供气不足的窘境，从而确保俄在欧盟天然

气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长期以来，俄罗斯由于受到

国力的限制在里海能源开采权争夺中一直处于劣

势。现在，阿塞拜疆将增加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

作为优先方向，而且阿塞拜疆石油将通过俄罗斯境

内的巴库—新罗西斯克管线运输，俄罗斯与阿塞拜

疆能源合作进展顺利③。再考虑到近年来俄罗斯建

设的“南流”和“北流”天然气管道项目，这表明

俄罗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困境。分析人士认

为，俄加快建设新的能源出口管线，首先是打算继

续增加本国能源出口，为此需要建设至少 10 万千

米的输气管道；其次，俄方希望在天然气过境方面

摆脱对乌克兰的依赖；第三，俄有意与欧美争夺里

海地区的天然气，利用“南流”和“北流”管道项

目与欧盟的“纳布科”项目展开争夺。

但是俄罗斯还需要在应对中亚更为平衡的能源

合作路线方面取得突破。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

气产量在独联体国家中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

因此哈萨克斯坦成为俄对独联体国家能源外交的重

要目标之一。2009 年哈出口原油 6810 万吨，天然

气 360 亿立方米，按照《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

行业 2010 ～ 2014 年规划》，到 2014 年哈原油出

口量将达到 7500 万吨，天然气出口量达到 558 亿

立方米④。随着哈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俄

罗斯必须加快俄哈双边关系建设步伐，避免昔日伙

伴成为明日的竞争强敌。目前来看，制约俄罗斯与

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石油及其产

品出口关税。2010 年之前，俄罗斯免税向哈萨克

斯坦巴甫洛达尔炼油厂供应原油（总量约 6500 万

吨），而通过哈境内供应给中国的原油（约 1500

①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caijing/
20100820/42857516.html

②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http://rusnews.cn/xinwentoushi/20100415/
42763296.html

③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http://rusnews.cn/xinwentoushi/20100906/
42868947.html

④ 王进财：《〈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行业2010～ 2014年规划〉

简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10 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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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需要交纳关税。由于免税石油供应量超过

工厂生产能力，俄罗斯专家认为哈存在向中国非

法出口石油的情况。从 2010 年初，俄罗斯海关决

定对该炼油厂供应的石油征收关税，导致供应暂

时中断。之后关税被取消，按照专门公式确定的

石油价格大约是国际油价的一半。哈萨克斯坦财

政部关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伊戈尔 •坚在俄、白、

哈三国关税同盟内部讨论石油关税时表示，关税

同盟成员国应保留自己的石油出口关税税率。他

建议俄罗斯对经哈国境内出口到关税同盟以外第

三国的俄罗斯石油征收关税。同时，经俄罗斯或

白俄罗斯出口到第三国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应该

按照哈萨克斯坦的税率征税①。

三、总结与思考

总之，后苏联空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外部势

力的介入令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多边能源外交前

景堪忧，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间

还难以形成一个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多边合作框

架。但考虑到独联体国家大多是内陆国家，受限的

交通条件和贸易障碍会对他们的贸易伙伴选择构成

限制，即使有外部势力介入，俄罗斯在地缘上和传

统的能源合作关系上的优势也仍然无可取代，独联

体国家的“离心”程度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俄罗

斯如果能够绕开多边合作框架，采取更为灵活多样

的外交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双边外交，其对独联

体国家的能源外交仍大有可为。

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能源外交具有明显的层

次性。在独联体国家范围内，俄罗斯能源主要出口

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

坦等国，俄不断增加对上述国家的能源出口数量，

可扩大其在世界能源市场的份额，提升俄罗斯在世

界能源市场的地位。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能源战略

是发展和深化一体化进程，以保持对这些国家的影

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进口俄罗斯能源，

但同时这些国家在俄能源过境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

位，为俄能源输出提供各种运输方式，并且收取的

费用相对低廉，有助于增强其能源在世界市场中的

竞争力。俄罗斯对能源过境国的能源战略通常是通

过相对较低的出口价格换取较稳定的过境费，并力

图对这些国家进行控制，使其成为俄稳定的能源过

境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是其纯能源需

求国，这几个国家每年从俄罗斯进口大量能源，为

其能源产品稳定的消费市场。另外，由于这些国家

对俄罗斯的能源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俄罗斯希望以

能源为手段对其进行控制。与这种层次性相伴随的，

是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能源外交表现出来的不平衡

性。俄罗斯与独联体各国的能源合作差异甚大，发

展极不平衡。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能源合作深

入，虽然摩擦不断，但总体趋势良好，前景乐观，

如乌克兰、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等；

第二类，能源合作程度不高，关系平淡，有待进一

步发展，如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

第三类，能源合作受阻，关系恶化，亟须改善，如

格鲁吉亚。因此，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只有针对不同

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更为灵活的手段和形式，才能

够收到较好的效果，这也决定了俄罗斯对独联体国

家的双边外交可能比多边外交更有实效。

从目前来看，影响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能源外

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俄罗斯以盟主自居，再加上

俄罗斯想借助能源外交争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重

振大国雄风，常将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混在一起，

甚至在某些时候将政治目的作为能源外交的 重要

内容，因此政治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能源外交政策

的制定和变化，这造成了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能源

外交的不稳定性，缺乏务实性。展望未来，随着中

亚和里海地区的能源争夺日益国际化，俄罗斯只有

放下以盟主自居的心态，对该区域制定专门的能源

外交战略和政策，按政策行事，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提高政策的可信度，才能团结独联体各国，借助独

联体的能源整体优势巩固自己的能源强国地位，实

现能源大国目标。

为此，俄罗斯应当按照市场的重要程度合理分

配能源外交的力量，但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国家，处

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乌克兰、哈萨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凭借能源、运输

管线和市场优势必将成为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能源

外交的重要对象，俄罗斯一定要处理好与这些国家

的能源合作关系。同时，其他独联体国家也不容忽

①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http://rusnews.cn/xinwentoushi/20101102/
429121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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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如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等，他们虽

然是能源小国，但作为能源过境国对于俄罗斯能源

出口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俄罗斯不能忽视与

这些国家的能源外交，应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

作，避免他们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剧。

在后危机时期，加大对独联体地区的投资力度

是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经济联系的一

个重要方面。独联体国家大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能源开发受到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诸多方面的限

制，而俄罗斯在资源开采、勘探及加工、管道建设、

交通等行业拥有较强的加工能力和较先进的技术，

并且拥有较为雄厚的外汇储备。在危机前俄罗斯对

外直接投资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但其中只有 20%

的资金投向独联体各国，俄对独联体国家直接投

资的总体规模还明显偏小①。虽然在后危机时期俄

罗斯已经有所行动，比如 2010 年 1 月 8 日，包括

国有外经贸银行在内的一些俄罗斯投资方购买了在

乌克兰采矿和冶金业拥有众多企业的顿巴斯工业联

盟 ②；2010 年 7 月 5 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

贷款协议，为埃基巴斯图兹 2 号核电站第三机组建

设融资等③。但投资的数额距离独联体国家的需求

和俄罗斯的投资潜力还相差很远。在后危机时期，

大多数独联体国家都亟需外部援助和投资，这为俄

罗斯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系提供了机会。俄

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自身优势，加快对独联体地区

的资源开发步伐。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王殿华：《转型国家对外投资问题研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

研究》2010 年第 4期。

②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

cis/20100111/42676484.html

③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

cis/20100705/42826954.html

Abstract: The eruption of the world fi nancial crisis caused the just-rising economy of Russia to suffer heavy losses 
again. Energy export has been a must for Russi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crisis period, Russia will 
certainly make use of its energy advantage to develop economy and seek its position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 elds of the world. The CIS ha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Russian energy diplomacy and becomes a priority in it. 
In the post fi nancial crisis period increases the factors that restrict Russi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towards the CIS, 
but Russia’s energy diplomacy towards the CIS is well worth doing only if bypassing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ve 
framework and adopting a more fl exible and diversifi ed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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