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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以陸路油氣管線

突破麻六甲困境之展望
林文隆

＊

對於中共而言，約有70%到80%的進

口原油需要經由麻六甲海峽；中共國家主

席胡錦濤曾以「麻六甲困境」，描述中國

大陸沒有能力保護綿長海上交通線的痛

處。中共為解決此困境，油源多元化、分

散並降低運輸風險，顯然是合理的能源安

全政策。環顧亞太周邊戰略環境，對於北

京而言，經過越少鄰國的油氣管線顯然是

其能源安全政策成功的最佳希望。因此，

本文以能源安全為基點，探討：

1.油氣管線在中共能源拼圖中的定位。

2.中共對油氣管線的能源經營策略與近

程成效。

3.中共對油氣管線的中、遠程佈局重點

與意涵。

中共周邊產油氣國儲產量分析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 2 0 0 7 年統計資

料，中共進口油源以中東地區佔第一位，

高達 38.8%；非洲居次，達 26.2%；再其

次則為前蘇聯地區。中共近期將增加從非

洲、俄羅斯及哈薩克進口石油。另外，資

料顯示廿年後世界石油供應國可能主要集

中於中東、俄羅斯、西非、委內瑞拉、北

非、墨西哥、加拿大等少數國家；這些國

家勢必成為中共爭取石油進口的遠程佈局

重點。

就運輸方式而言，中國大陸進口石油

最主要的運輸方式為海運；其中 70%到

80%需經麻六甲海峽。對中共而言，主要

的風險為：一旦發生戰爭，海峽很容易被

控制，無論進口油源國為何，只要利用海

上通道，都必然曝露在美國第五及第七艦

隊的監控之下。中共要舒緩無力保護海上

交通線的困境，構築陸上的油氣管線無疑

是極佳方案。中共考量油源多元化、降低

運輸風險的政策需求，以及亞太區域地緣

戰略環境，與俄羅斯、中亞、裏海及東南

亞國協等鄰國合作，乃成為中共突破可能

海上封鎖，舒緩能源安全威脅的最佳選

擇。

俄羅斯、中亞及裏海周邊國家中，可

對中共出口提供油氣的國家包括俄羅斯、

哈薩克、烏茲別克、伊朗、土庫曼、亞塞

拜然等國。

此外，東南亞國協中，目前僅有緬甸

與中共達成天然氣管線合約；其天然氣探

明儲量僅佔全球之 0.3%，生產量佔全球

之 0.5%。

＊ 作者現為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上校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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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既有油氣管線合約產量概述

資料顯示中共油源的重點國家包括伊

朗、俄羅斯及哈薩克；而重點工作又以構

築陸上的油氣管線為主。此外，構築陸上

的油氣管線也包括非重點國家在內。近年

中共積極與中亞及裏海周邊國家合作構築

油氣管線，目前已初獲具體成效的油氣管

線包括哈（哈薩克）中管線、俄中管線、

土（土庫曼）中管線等。

一、哈中管線

哈中管線目前共有兩條：第一條係由

哈國阿塔蘇（Atasu）至中國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阿拉山口（Alashankou）的石油管

線。2006年5月時全線通油，使中共首次

實現由境外陸路輸入石油。該管線初期供

油量僅每年100萬噸石油；至2011年時，

供油量將可膨脹至每年供油 2000萬噸。

第二條由庫姆科爾（Kumkol）至肯基亞克

（Kenkiyak），該管線在哈國境內將中共

所擁有的煉油廠相連，該線預定於 2009

年晚期開通，使中共汲取石油的管道延伸

至裏海，供油量將可達每年 1000萬噸。

2008年時，中哈達成另一項協議，

將沿此石油管線另外興建一條平行的天然

氣管線，預於 2009年10月完工，此後哈

國將有能力向中共每年輸送4百億立方公

尺的天然氣。

二、俄中管線與鐵路

俄羅斯的豐富油氣絕大部分都藉由管

線運向西方國家，蘊含豐富油氣的東西伯

利亞及遠東則屬於未開發的油田區。近年

莫斯科將以西伯利亞油田供應東亞，曾引

起全球石油消耗量分居二、三名的中共和

日本，爭相與俄簽訂石油管線協議。蒲亭

最後決定建泰納線（泰舍特〔Taishet〕－

納霍德卡〔Nakhodka〕），泰納線亦稱為

東西伯利亞－太平洋（East Siberia - Pa-

cific Ocean）線，其供油能量可高達每日

160萬桶，相當於每年8000萬噸。不過，

真正供給中國大陸的管線應為自斯科沃羅

季諾（Skovorodino）至大慶（Daqing）的

所謂中國支線（本文中簡稱斯大線），運

能為每日 30萬桶，相當於每年 1,500萬

噸。

泰納線同時也將具備輸氣管線。根據

協議，預於 2010年之後每年向中國大陸

供應300-40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未來

還可能增加供氣量至每年600-800億立方

公尺。

中共與俄羅斯的石油交易，除油氣管

線外，也有經由鐵路運輸者。俄國石油公

司（Roseneft）與中共訂約，自 2008年至

2 0 1 0 年期間，將向中國大陸輸送總共

4850萬噸的石油。但由於鐵路運輸成本

高、利潤低，其他石油公司皆無供應意

願。事實上，自去年中起油價暴跌以來鐵

路運油更是不敷成本，這筆交易能否如期

實現尚待觀察。

三、土中管線

土庫曼與中共於2006年4月達成興建

天然氣管線協議，次年8月29日開工，預

於2009年終之前完工， 2011年通氣。此

管線是中共最大規模的境外天然氣勘探開

發合作案。根據協議，土庫曼將在 30年

內每年向中共提供 300億立方公尺天然

氣。



戰略安全研析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16 第五十二期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

本
月
焦
點

四、烏中管線

2004年6月胡錦濤訪烏期間，中國石

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與烏國國家油氣公司簽

署油氣合作勘探協議。在土、中於 2006

年4月達成興建途經烏、哈的天然氣管線

協議後，烏茲別克基於提高過境潛力與擴

大天然氣出口的考量，隨即於2007年4月

底與中共簽署天然氣管道建設原則協議，

惟目前並無具體供氣量數字可供參考。

五、緬中管線

緬甸並不產油，緬甸外海的天然氣儲

量及產量也並非豐厚，但 2008年雙方悄

悄達成油氣雙重管道經營權的協定，顯然

該協定的重點並非緬甸的供氣量，而在於

海上交通線，將於下文中作進一步探討。

根據以上協議資料，中共與鄰國達成

陸路管線成果如表一。

 陸路能源網絡的近程成效預測

就中共的天然氣資源而言， 2007年

除自行生產693億立方公尺的液化天然氣

之外，年進口液化天然氣 38.7億立方公

尺。2007全年實際天然氣消耗量為673億

立方公尺。依據上述天然氣管線供應量合

約研判，自 2010年之後，中共可藉由陸

路管線進口 1000億立方公尺以上的天然

氣。照理說，陸線進口量已可滿足全年消

耗量。只是中共希望在 2020年之前，天

然氣能夠占全國能源消耗的8-10%，故仍

需要進口液化天然氣；而液化天然氣必須

使用船舶運送。固然液化天然氣的體積約

為普通天然氣的 1/610，陸路管線進口量

恐怕難以取代海線的運送能量，但由於陸

線進口量已可滿足全年消耗量，並無以陸

表一、中共與鄰國合作構築油氣管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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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取代海線的迫切壓力。

就中共的石油資源而言，中共2007年

消耗 3.68億噸石油，其中進口 2.031億

噸，對國外石油的依存度為55.2%。中國

電力企業聯合會估計到 2020年時，中共

石油產量約2億噸，需進口3億噸左右，

對國外石油的依存度將達到 60%。根據

已達成之石油交易協議，哈薩克及俄羅斯

自 2011年起，將以管線分別向中共提供

3000萬及1500萬噸石油，合計共4500萬

噸。表二顯示，自 2011年起至 2020年

止，陸路輸油管線及鐵路運能可滿足19%

至 15%的石油進口需求；亦即，自 2010

年起，至少一成五以上的原油可不必經由

海線進口，這對於舒緩所謂的「麻六甲困

境」而言，可發揮相當功效。

中共對陸路管線的中、遠程佈局重

點與戰略意涵

展望未來，中共的油氣管線佈局固然

以產油氣國為主，但同時也兼顧與其他非

能源輸出國強化地緣戰略關係。

一、 區域能源交易焦點之中長程前景

俄、中之間：泰納線的年供油能量為

8000萬噸，目前斯大支線預計每年向中

共供油 1500萬噸，顯然還有相當的成長

空間。俄向中輸送油氣管線仍在規劃中，

還有從西西伯利亞（Western Siberia）至

中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鄯善縣

（Shanshan）（本文簡稱西鄯線），以及從

外海的庫頁島到哈爾濱（Harbin）（本文簡

稱庫哈線）等管線。西鄯線每年將可提供

中國大陸30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庫哈

線則可提供每年 5 0 億立方公尺的供氣

量。俄中能源交易本即兩國戰略夥伴關係

的重要元素，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擴大對

中共供應油氣的前景仍然大有可期。

哈、中之間：兩國可能合作開發的管

線，乃位於裏海北邊的卡沙干（Kashagan）

油田。遲至 2000 年才發現的卡沙干油

表二：經由管線運能替代海線進口石油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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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是自 1985年來全球所發現最大的油

田。該油田預計自 2014年開始產油，至

2020年時每日產油可達150萬桶，屆時將

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一，哈薩克也將

因此成為全球最大的產油國之一。哈國很

可能將現有之管線再次延伸，藉由卡沙干

油田擴大向中共輸送油氣。

亞、中之間：自 2005年起，中共的

石油公司至少在該國參與五項生產石化企

劃案；這些大陸公司本就很可能於不久將

來，利用油輪橫越裏海，將亞國的油氣向

東送到哈薩克，再利用哈中管線送往中國

大陸，促成亞、中間的陸路管線油氣交

易。

土、中之間：土國近年發現超大型氣

田，而中共對天然氣的需求大增；強烈的

供需互賴將促使未來交易大幅擴增。

2007年3月間，土國宣佈在東南部馬雷州

發現儲量約為7萬億立方公尺的大型天然

氣田；該國天然氣遠景儲量為 22.8萬億

立方公尺，遠超過英國石油公司估計的

2.71萬億立方公尺。尤有甚者，土國也有

擴大石油出口的雄心壯志，其目前出口量

約為每日近 20萬桶；土國希望擴增到每

日200萬桶的規模。在裏海獨特的地緣政

治格局下，中共勢將成為土國出口油氣的

長期大客戶。

二、 可能新闢油氣管線的潛力與意涵

伊、中管線：中伊的雙邊能源貿易並

非沒有借助陸路管線的可能性；甚至於中

共應將之視為未來的佈局重點。伊中管線

可能借道的路徑，包括土庫曼、巴基斯

坦、印度等國。首先，最可能的目標是土

庫曼。如果中共與土庫曼進一步就興建石

油管線議題達成協議，則北京或可考慮向

伊朗提議興建一條從北部尼卡（Neka）到

土國、距離僅達數百公里的石油管線，與

土中管線相連，屆時伊朗即可藉管線直接

向中共輸油。其次，俄羅斯天然氣公司

（Gazprom）公司將於 2009年完成興建伊

－巴－印天然氣管線，此管線未來還將向

中國大陸的雲南省延伸。中共可提議沿此

路線興建石油管線，自伊朗汲取原油。

目前伊中油氣管線雖然只是想像，但

如果付諸實現，對於舒緩「麻六甲困境」

將有非常顯著的效益。伊中管線的潛在戰

略利益尚不止於此。如果中共再以伊朗為

平台，藉該國陸路管線向中東其他產油

國、甚或向非洲鄰近國家汲取原油，則不

但「麻六甲困境」將解決泰半以上，並且

將對沿線區域的地緣政治和權力平衡產生

難以估量的重大衝擊。

巴、中管線：巴基斯坦並不產油，僅

有少量的天然氣，基本上是一個能源消耗

國，與中共並無能源交易。然而，巴國的

特殊地緣戰略位置，卻可能在協助中共舒

緩「麻六甲困境」方面，扮演特殊的角

色。 2006年中，當時的巴國總統穆夏拉

夫（Pervez Musharraf）公開表示可能把中

巴兩國經貿走廊卡拉科羅姆（Karakoram）

公路與瓜達港（Gwadar）相連，藉此將中

東原油以管線由瓜達港輸入中國境內。該

年年底，巴國駐北京經貿參事克寒

（Khan）先生復向中共提議興建橫越喜馬

拉雅山的管線，俾由瓜達港將中東原油輸

入中國境內。目前，中巴兩國正著手計畫

將卡拉科羅姆公路與瓜達港相連，顯然巴

中管線正付諸實現。

中共38.8%的石油供應來自於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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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的石油供應來自於非洲；這些目前

合計高達 65%的石油運量，如果能運至

瓜達港，再經由陸路管線輸送至中國境內

的新疆，將使所謂的「麻六甲困境」成為

歷史名詞，是個絕佳的戰略佈局。

緬、中管線：中國向來是緬甸的後

盾；雙方的合作具有深遠的戰略意涵。根

據 2008年雙方達成的油氣雙重管道經營

權協定，中方將在緬甸西南部面向孟加拉

灣的一個島嶼修建天然氣儲存基地及油輪

專用碼頭，藉此以最短距離掌握來自中東

的油輪及緬甸外海的天然氣；油氣再經曼

德勒等地與昆明相連，無需經過麻六甲海

峽，而輸送時間可縮短為七天。

結論

就石油進口的量能而言，中共目前已

簽約的陸路管線供應量，在 2020年之前

已可有效取代一成五到近二成的海線運

量，成效算不錯。從未來中長程的佈局而

言，擴增管線與運能的前景看好，陸線取

代海線的比例仍大有向上修正的空間和潛

力。此外，如果伊中管線耕耘得宜，「麻

六甲困境」將解決泰半以上；尤其，未來

巴中管線、緬中管線如果付諸實現，中東

及非洲原油即可循陸路管線源源輸入中

國，「麻六甲困境」將成為歷史名詞，是

絕佳的戰略佈局，將大幅衝擊沿線區域的

權力平衡。

中共藉擴增陸路管線運能及新闢管線

有效舒緩甚或解決海上運輸困境、強化能

源安全信心後，照理說中美雙方為爭奪海

上能源運輸線掌控權而起衝突的動力將大

為減弱，雙方在國際事務上合作的動力將

大為增強，這對於亞太區域的和平穩定應

該有相當助益。然而，未來實際狀況需視

全球油氣供需、替代能源發展前景、中美

兩國海權競合等三大因素而定，應作為未

來研究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