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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中俄区域合作对提高两国经贸关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应寻觅一些大的合作项目,能源合作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但

考虑到俄罗斯投资环境,大型项目的合作也决非易事。本文以中俄原油管道为例,提出一些看法,同与会代表商榷。 

一、中俄铺设原油管道合作项目提出的背景 

  这个项目是由俄罗斯于1994年11月率先提出的,当时的出发点是:首先,在经济转轨起始阶段,俄经济危机十分严重,俄为了缓解经济危机,

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产品出口,因此,需要寻找与扩大原油市场,而中国从1993年起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其次,由于俄持

续的经济危机,国内对石油的需要量大大减少,需要扩大出口。第三,当时,俄国内政局动荡,秩序混乱,投资环境恶化,国外愿意对俄石油工业

进行投资的很少,这促使俄提出与中国共同开发石油项目。第四,为了促进中俄两国贸易的发展。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的经贸关系

虽有不少发展,但总体水平不高,特别是经济合作更弱。因此,通过铺设原油管道这个大项目,可以推动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提高两国间的经

贸水平。 

二、变故的国际因素 

  十年来,两国政府和公司为原油管道项目做了大量工作,为何迟迟不能最后敲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俄罗斯外交政策角度来看,俄把石油

视为“能源外交”的资本。“9·11”事件后,俄美能源合作日趋加强,美扩大了对俄能源开发的投资,俄增加对美的能源出口。2003年5月,普

京与布什高峰会议签署《俄美能源对话声明》后,两国能源合作进一步深化,开始成为俄美政治关系升温的纽带,因为,随着美对俄能源需求的

扩大,俄在美能源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亦随之上升;特别引起注意的是,俄对亚太地区的能源合作兴趣增加,除中国外,日本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上述“能源外交”政策支配下,俄充分利用石油资源为其谋求最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积极进行活动,劝说俄

先铺设“安纳线”。 

三、变故的国内因素 

  应该看到,俄国内因素对原油管道走向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俄全局利益来看,它将通过“能源外交”获取

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二是俄各利益集团十分复杂,各有自己的利益。它们之间常常表现为从各自利益出发、多头决策、相互牵制的复杂局

面,并在对华政策方面不断对政府施加影响,从而也牵制俄政府在对华能源合作方面的决策,使政府往往表现得犹豫不决,增加了变数。三是西

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石油问题上向俄联邦政府施压。如2003年5月13日俄总统驻远东全权代表普利科夫斯基召开联邦区州长联席

会议,向普京上书《远东州长联名信》,对俄政府进一步施压,要求铺设“安纳线”。四是应该看到,“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中

国商业移民”等宣传在俄仍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影响,对快速发展与正在崛起的中国仍存在疑虑。俄不少人存在心态失衡,不能以一种健康的

心理对待中国。据2005年5月最新的一份调查材料透露,俄有近半数公民有排外情绪。这些,都影响着对中国的信任。从而使俄一些人为“安

大线”担忧,甚至有人担心俄石油有被中国控制的可能。这也是俄政府在中俄原油管道项目上举棋不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四、应思考的问题 

  从俄方在输油管道合作项目方向出现的反复,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要正确认识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但这种关系不具有结盟性,双方不必履行约

束性、规定性的义务,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达成谅解与共识。再说,双方未为这种关系规定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因此,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受国

内外条件变化的影响很大。输油管道的变卦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实际上俄方的国家利益起决定性作用。俄决定搞“安大线”项目也是出于本

国利益,决定不搞“安大线”也是为了本国利益。这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普京对此并不讳言,他说:油管走向首先要考虑西伯利亚与远东以

及俄国内的利益。所以,口头上常讲,要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度来对待两国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但实际上,往往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只有在符



合本国利益时才能得以体现。这也说明,油管走向的变化,俄国内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日本的搅和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主导作用。 

  第二,俄罗斯强调对外政策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也是世界各国在推行外交政策中都奉用的一般准则,无可非议。

问题是,如果做过了头,只顾自身的利益,过分地采用实用主义,不惜丧失信誉,完全实行利己主义的政策,这就必然会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不

良影响。俄罗斯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指出:在能源合作方面,“中国已经有大量理由不再信任俄罗斯政府”。 

  第三,随着中俄两国之间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再存在什么政治问题。因此,从长远来看,充实与发展两国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

济合作因素的作用日益增大。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水平和由此产生的相互在经济利益上的依存程度。中俄

经贸关系今后将会有大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将增多。本世纪的头20年,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由原

来的隐性阶段进入了显性时期。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将达到或超过1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达到60%。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经济

摩擦增多是十分自然的,与俄罗斯亦不例外。这要求我们,在思想上要做好准备。特别要考虑到,俄罗斯是个变数多的国家。出现问题,应冷静

地、理智地和大度从容地去对待。在能源合作方面,一方面应积极 努力,争取加强合作;另一方面,亦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如与俄能源合作

遭重大挫折,虽对我能源安全会产生消极影响,但并不构成根本性的威胁,不要看得过重。中国离开俄罗斯石油过不下去的情况并不存在。 

  第四,对于俄这样一个处于转轨时期的并且有很多特殊情况的国家,研究其投资环境尤为重要。应该说,目前我们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

可供国家对俄投资做出战略决策的水平。 

  第五,加快推进我国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包括进口来源多元化、进口方式多元化、进口品种多元化与努力优化石油贸易结构)的同时,要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地区来讲,除了俄罗斯与中亚地区外,要进一步开拓中东与北非地区以及南美地区。 

五、中俄能源合作还将继续下去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我认为,中俄两国能源合作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其一,俄油气资源丰富,是石油大国。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需求旺盛。这是中俄双方能源合作的基础性条件。 

  其二,随着石油出口国都在积极实行多元化政策,使得石油产品的全球化趋势也得到发展。石油生产国在全球寻找销售市场,石油消费大

国也在不断使石油进口多元化。中俄两国互为最大的邻国,如果按目前俄的设想,决定修建“泰纳”线,那么从斯科沃罗金纳到中俄边境只 有

60公里的路程,这在经济上最合算,政治上最安全。加上中国能源市场大,因此也是最稳定的市场。俄失去中国这个能源的市场是不可思议

的。为此,俄一直表示,积极考虑修一条通往大庆的支线,并在《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中重申:“愿继续推动落实中俄石油天然

气领域的合作项目,包括中俄原油管道建设项目”。正是考虑这些因素,2004年9月温家宝总理访俄时,才能与俄方就油气合作达成四项共识:

首先,俄方将坚定不移地加强与中国在油气领域的合作;第二,俄方表示,将通过充分论证确定远东石油管道走向,不管采取何种规划方案,都将

积极考虑将石油管道通往中国;第三,双方一致同意增加陆路石油贸易,使俄罗斯通过铁路向中国输出石油的总量在2005年达到1 000万吨,并

争取在2006年达到1 500万吨;第四,双方决定尽快制定天然气合作开发计划。 

  其三,俄方表示,为了保证通过铁路向中国输油,并保证输油的稳定性,中俄双方将研究有关签署支持扩大原油贸易的政府间协定。 

  其四,能源合作不只限于石油,还包括电力、核能和天然气。2004年9月随温家宝总理访俄的中石油公司总经理陈耕与俄天然气工业股份

公司总裁米勒就天然气合作进行了会晤。在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对此也做出反映,提出:在双方政府审议《从俄罗斯联邦伊尔库次克州科维克金

凝析气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韩国修建管道以及开发科维克金天然气项目的国际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基础上,对科维克金天然气项

目的实施前景进行评估。 

  以上分析说明,中俄能源合作尽管曾有过大的波折,今后还会出现摩擦与变数,但合作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国希望双方遵循互利的原则,

在合作过程中不断增强互信。 

  [责任编辑:安兆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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