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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框架之下，其構想與規劃係著重與亞太地區國家

發展能源合作，冀求促進俄羅斯國家整體經濟與區域平衡發展。俄國與中國無

論是鄰近的地緣位置，亦或是能源需求與戰略的互補特性，均呈現雙邊能源合

作之優勢，恰有助於實踐俄羅斯能源出口多元化之政策，強化國家能源出口安

全，奠定俄羅斯開展俄中能源合作的可能性。歷經長期相互的磨合與磋商，俄

中逐步朝向深化雙邊能源合作的願景前進，竭力達成互利共贏的俄中能源合

作。 

 

本研究將俄中能源合作之案例，視為俄羅斯落實亞太能源戰略之重要舉

措，以兩國的能源合作進程為基礎，探討俄羅斯選擇中國開展能源合作之意涵

與影響。鑒於兩國的能源戰略合作關係及深化的能源合作範疇，分析俄中能源

合作如何助俄解決內存的能源困境與挑戰，強化俄羅斯能源安全問題，並試圖

從限制俄中能源發展的國內因素，以及外部因素之要點，研討俄中與日本、中

亞、印度、美國等周邊國家存在的利益衝突，剖析制約俄中能源合作的潛在挑

戰與影響。儘管兩國之間存在諸多阻礙的因素，俄羅斯仍竭力取得俄中能源合

作共識，減少影響俄中合作的制約因素，發展互惠共贏的俄中能源合作，冀求

落實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維繫國家政治與經濟利益，鞏固俄羅斯國際大國

的地位。 

 

關鍵字：能源戰略、俄中能源合作、能源安全、俄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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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ussia’s energy strategy for Asia-Pacific Region, its 

energy strategic strategy puts the importance in developing an energy cooperation 

program with Asia-Pacific countries and expects the buildup of Russia's economic and 

regional balance. With Russia and China’s convenient neighboring geographic 

proximity and the needed trade of in energy, a serendipity of partnership for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energy came into play and provided the advantage of 

conducting efficient bilateral energy partnership. Being favorable for practicing 

Russia's energy policy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strengthening its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and furthermore the possibility of launching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by Russia. After long proceedings of mutual consultation and 

negotiations, Russia and China have moved toward deepening bilateral energy 

cooperation and strived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scenario outcomes for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This study regards the case of Russia-China energy coalition as an important step 

for applying Russia’s energy strategy toward Asia-Pacific region.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implications and impact of Russia's decision to launch an energy partnership with 

China hinged on the progress of bilateral energy collaboration. Analysis on how Sino-

Russian energy coordination avail against solving Russia’s internal energy dilemma 

and challenges, intensifies its energy security in accordance with Sino-Russian 

strategic energy relation and energy cooperation scope. From the internal factors that 

ma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energy partnership, as well as external 

factors; discussing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Central Asia, India,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lso 

an examination of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influences that would constrain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Despite the negative existing factor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Russia still strives for hard in achieving a Sino-Russian energy 

coalition. To counter the negative factors and reduce constraints in developing Sino-

Russian energy partnership, a win-win scenario would be the ideal option to allow 

Russia's energy strategy for Asia pacific region to be efficiently maintained, by doing 

so national interests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would be strengthen and Russia's image 

of great power can be maintained on the world stage.  

 

Keywords: Energy strategy,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Energy security,  

Russia-China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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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綜觀歷史脈絡的演進，能源既為國家竭誠發展家庭民生、國防安全、運輸

交通等必需要件之外，也係為國家所仰賴的經濟發展之重要命脈。新世紀的蒞

臨，順應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之趨勢，各國能源的需求與日俱增，而主要的能

源消費型態尤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主。誠如學者彼得斯(Susanne Peters)於 2004 年

提出國際能源市場變動之論點，日後的國際能源市場格局將出現能源供需失衡

的關係，及世界能源蘊藏量分布不均之問題。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情形之下，

各國係積極滿足能源擴增的需求，能源儼然成為彼此競相爭奪的戰略物資，進

而將引發新世界的新能源戰爭。1事實上，以能源出口國的角度觀察，能源可以

帶來諸多的正面效益，藉以成為國家建造發展和強國復興的重要支柱；相反

地，又對能源進口國而言，其備受諸國干預的負面效益，遭受大國報復性地能

源壟斷，深陷他國政治和經濟的箝制，如此能源問題演變成影響國家政治與經

濟的重要議題。 

 

作為世界能源主要的油氣生產與出口國，俄羅斯在國際能源供應鏈中佔有

一席之地。自 2000 年起透過不斷地擴大油氣生產及出口規模，且適逢國際能

源市場價格急速的攀升，遂大舉帶動俄羅斯國家經濟成長，扶助俄羅斯經濟復

甦，光復大國國際形象之寄望，能源已成為俄羅斯國家復興與實現俄羅斯大國

                                                       
1 Susanne Peters. “Coercive western energy security strategies :‘resource wars’ as a new 

threat to global security,” Geopolitics, Vol.9, No.1, 2004, pp.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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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重要基石。然而，俄羅斯卻在採取全面性能源戰略拓展上，面臨國內能源

資源枯竭、經濟成長衰退的困境。對外，俄羅斯過度仰賴歐洲單一天然氣出口

市場，隨著低價的中東液化天然氣進駐歐洲，以及未來美國可能掀起的頁岩油

氣革命，歐洲國家盡力分散對俄羅斯的能源進口需求，致使俄國喪失以能源挾

制歐洲的掌控權。2此外，接續烏克蘭與克里米亞危機相繼爆發後，美國和歐

洲對俄國採取一連串的經濟制裁，中斷歐俄之間的能源市場交易，不僅礙於俄

羅斯的國家經濟成長，也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為維護能源安全

問題，俄羅斯極力追求國家能源多邊外交的擴張，制定對外的能源戰略政策，

實施能源出口多元化，削減過度倚賴歐洲油氣出口市場之風險，並積極找尋強

勁的國際能源合作夥伴，同時重新審視及評估其亞太能源戰略，落實轉向亞洲

之決策，期盼鞏固國家政治經濟利益與其國際大國的地位。 

 

兩國於 1990 年起逐步揭開俄中的戰略合作篇章，地理位置處於俄羅斯南

方，俄國和中國毗鄰而居，根據雙方對於地緣政治持有相同的理念，3共同追求

國際多極體系的出現，雙邊秉持相互理解的態度，再加上國際世界格局之變動

與面臨西方國家關係交惡之催化下，中國無疑成為俄羅斯「重返亞洲」之能源

東向決策中，不可或缺的重點合作對象。4在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之框架下，不

論就優勢的地理位置，亦或是能源互補和互利的角度來分析，中國顯然是眾多

亞太地區國家之中，能為俄羅斯帶來具實質合作效益的外國能源合作夥伴，由

此成為筆者選擇俄中能源合作來作為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研究的動機之一。 

                                                       
2 姜書益，〈談頁岩氣革命與俄羅斯能源出口的危機〉，台北論壇，http://140.119.184. 

164/view/53.php，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0 日。 
3 Märta Carlsson, Susanne Oxenstierna, Michael Weizman. China and Russia- A Study on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Distrust. Stockholm: Försvarsanalys, Totalförsvarets  

forskningsinstitut (FOI-R—4087--SE), 2015, pp. 11-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search- 

gate.net/profileSusanne_Oxenstierna/publication/281619606_China_and_ Russia- A_  

Study_on_Cooperation_ Competition_and_ Distrust/links/55f0112208 ae199d47c0460f/China-and- 

Russia-A-Study-on-Cooperation-Competition-and-Distrust.pdf. (Accessed: 2017/11/13) 
4 Margarete Klein, Kirsten Westphal. Russia: turn to China?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 Comments, 7/2016), 2016, pp. 3-4.Retrieved from: https:// www.swp-berlin.org/ 

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comments/ 2016C07_ kle_wep.pdf. (Accessed: 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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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循供需法則分析，筆者認為中國現存的困境與挑戰，恰能成為輔

助俄羅斯改善頹靡的國家態勢。就供給的層面討論，中國龐大的國際能源進口

需求，既可增加俄羅斯能源出口市場的選擇，也能緩解俄羅斯對歐洲單一能源

市場過度依賴的問題，使俄羅斯順利融入亞洲能源需求市場，加深其對亞太地

區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另以需求層面分析，俄羅斯能源如同能源甘霖，緩解

中國內部能源匱乏，並縮減能源供給缺口之困境。同時兩國相交的領土邊界，

又可為中國減縮單一海上能源運輸的危機，故此顯示兩國的能源合作優勢。俄

國政府意識到中國政治經濟之重要影響力，遂制定對應的國家能源政策，加強

和中國之間的國家能源合作，企圖建立穩定和長期的國家互動和交流，從而實

現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國家戰略，5基於兩方更加活絡的能源互動與合作關係，

使筆者更確信以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為基礎，擇其政策內的俄中能源戰略合作

來作為本論文主題的構想。 

 

二、研究目的 

分析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與規劃，在其欲合作的亞太市場當中，俄羅斯

與中國之間不論是在地理位置，亦或是能源戰略上，存在互利共贏的合作優

勢，在俄國的國防、外交、經濟等各項領域上，皆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本

論文透過檢視俄羅斯基本的能源情勢狀態與能源戰略內涵之考量，深入討論形

塑俄羅斯採取和中國之間的能源合作，依循兩國能源關係之間的互動與摩擦之

歷史脈絡，探究俄羅斯與中國開展能源合作的意涵與成效，俄中能源合作為俄

羅斯穩定國家經濟發展之定位與貢獻，並試圖釐清影響俄中能源關係的挑戰與

阻礙因素。 

                                                       
5 Andrey Kortunov, Sergey Utkin, Ivan Timofeev . Theses o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Positioning (2017–2024). Russia: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and Center, 

2017, pp. 5-6. Retrieved from: https://csr.ru/wp-cotent/uploads/2017/06/ Theses_foreign_policy.pdf 

(Accessed: 20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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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論文欲研究和探討乃分為下列三個面向: 

 

(一) 俄羅斯實施亞太能源戰略之動機與意涵。 

(二) 俄羅斯開展俄中能源合作之進程與成效。 

(三) 制約俄中能源合作發展之內部與外部因素。 

 

第二節 文獻述評 

 

能源油氣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乃在俄羅斯國家發展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普欽執政之後，俄羅斯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相關議題的研究，成為國內

政治界、學術界、社會團體各機構單位之關注焦點，其研究成果對俄羅斯能源

戰略之研究和規劃帶來相當重要的貢獻與影響，這些研究單位包括：隸屬於官

方單位的能源戰略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ИЭС, IES)6和國

家能源分析中心(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Ф в области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ACGRF)；國家能源政策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НЭИ РАН, ERI RAS)、能源政策中心(Центр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МЭМО РАН, IMEMO)、西伯利亞分院油氣問題

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проблем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ИПНГ РАН, IPGP SB RAS)；俄羅斯外

交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ГИМО, MGIMO）、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НП РСМД, RIAC）和戰略研究中

心（Центр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разработок «Северо-Запад », Фонд ЦСР "Северо-

Запад", CSR）、俄羅斯莫斯科卡內基中心(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6 俄羅斯聯邦能源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於 1998 年成立能源戰   

略研究所，其研究項目乃著重於分析和預測俄羅斯能源部門的長期和綜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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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egie Moscow Center)等。其中部分的研究單位和機構乃參與《2020 年前俄

羅斯能源戰略》(2003 年)、《2030 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2009 年)、《2030 年

石油化工和天然氣化工發展計畫》(2012 年)之編制與撰寫，代表俄羅斯官方對

能源戰略議題之準則和憑據。另外，依據世界能源市場之變動和俄羅斯社會經

濟發展前景之挑戰，修正 2030 年國家能源政策，各學院機構與專家協助編制新

的戰略指導方針與目標，提出《2035 年前能源戰略》(2015 年)。 

 

藉由探討能源研究機構的單位和俄羅斯與他國能源專家們的著作與文獻，

掌握俄羅斯能源領域相關之政策與戰略發展方針；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俄羅

斯學界的研究方向多偏向整體國家能源外交政策、俄羅斯和歐美國家的關係、

獨立國協國家、裏海、中亞等國家合作與政策等面向。根據俄中能源合作之相

關議題，部分學者抱持懷疑與否定的觀點，認為和中國深化關係之舉措將會危

及俄羅斯國家利益，應當暫緩雙邊關係之發展，審慎思考和評估兩國合作關係

的走向。相反地，中國學者與台灣學者且熱衷於討論俄中能源關係之相關議

題，中國大陸對於俄羅斯的數據統計和政策論述擁有相當詳細的資訊與著作，

只是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多少帶有偏頗之立場，特別是在分析俄中兩國的能源

合作關係之議題上。許多文獻與資料內大多皆以樂觀和肯定之態度，論述兩方

未來的國家關係。7為求以理性客觀的態度瞭解和研討雙方的能源合作，除了直

接使用俄國和中國的官員與學者的圖表數據和刊物文獻作參考資料之外，也盡

力蒐集台灣和西方學者、國際能源分析機構撰寫的相關研究報告和學術文獻，

例如:牛津能源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德國的國際政治月刊

(International Politik)、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挪威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7 Indra Overland, Gulaikhan Kubayeva. Did China Bankroll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Role of Sino-Russian. In: Helge Blakkisrud, Elana Wilson Rowe (Ed.),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Domestic Policymaking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pp. 111-112.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Skalamera, Morena. “Sino-Russian energy relations reversed: A new little  

brother.”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No. 13, 2016, pp.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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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 NUPI)、美國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隸屬芬蘭銀行的經濟轉型研究所(Bank of Finland 

Institute for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BOFIT)等外國大型研究機構與單位，其秉持

相對中立與客觀的態度解析與論述俄中能源合作。筆者採用這些外國研究機構

的著作與研究報告，作為本篇論文文獻的基礎，以期完善研究方向的架構與內

文。各界學者和機構對於俄羅斯能源議題的研究，主要針對以下幾個面向進行

討論： (一) 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二) 俄中能源互補模式、(三) 俄中能源合

作之發展進程，藉由以上三個不同面向的討論，探究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對中

國的能源合作目標與發展方針。 

一、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 

俄國學者 N.V.庫茲涅佐娃(N.V Kuznetsova)和 E.V.庫茲涅佐娃(E.V. 

Kuznetsova)在《俄羅斯聯邦能源政策》一文中，闡述能源不僅是俄羅斯經濟發

展的基礎，也是俄羅斯推行內外政策的工具，其在世界能源市場的角色，具有

決定俄羅斯地緣政治的影響力。8布蘇耶夫(V.V Bushuyev)、庫里奇夫(N.K. 

Kurichev)、格羅莫夫(A.I. Gromov.)等研究專家係於《2030 年前俄羅斯能源戰

略》、《能源戰略 2050：方法、挑戰、特點》等多篇文章，採行俄羅斯對外能

源政策和國家戰略策略之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分析，表露俄羅斯整體能源外交和

戰略已進入新一階段。往昔區域性大國的形象歷經衰敗與重建，如今已被重塑

成為全球性能源供應大國之角色，國家首要發展方向係以國際能源需求為導

向，遵循全球性能源市場調節系統為原則。俄羅斯將會針對能源安全議題，與

能源進口國家力行協調與雙邊對談，設立穩定的合作機制。另外，積極改善老

8 N. V. Kuznetsova, E. V. Kuznetsova. “Energy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6, No.5, 2015, pp.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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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的基礎設施及建設，開發替代能源力求降低能源安全風險。9 RIAC 和 CSR

也根據國家潛在之危機與挑戰，共同出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應對報告與俄羅

斯未來全球定位之相關議題的論文，如《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規定（2012-

2018）》和《俄羅斯外交政策和全球定位論文（2017-2024）》。在其報告中明

確闡述俄羅斯全球定位的關鍵標的，不僅需要維持國家戰略安全之外，同時對

外政策係以追尋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提供相關重要的謀策及國家應採取的防

範措施。10  

 

面臨亞太地區愈漸攀升的政治經濟情勢，鄰近地區之政治經濟發展與影響

力的崛起，使俄羅斯重新審視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同時，歐洲能源市場的萎縮

與俄歐美之間關係的惡化，嚴重損害俄羅斯能源供應者之角色，而過度對歐洲

能源市場的依賴將危及俄羅斯國家能源的安全。11大陸學者陳小沁在《俄羅斯

能源政策及相關熱點問題評析》文內，強調俄羅斯應當積極發展能源出口多元

化，能源需求增加的亞太地區國家，將會是俄羅斯重要的能源出口市場，鼓勵

俄國加強履行和亞洲國家的能源合作，雙方的合作程度將取決於俄羅斯東部地

區的開發潛力。12挪威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法庫奇科(Roman Vakulchuk)學者在

《俄羅斯轉向東方–國內政策制定和區域合作》文章中，提出俄羅斯共兩次公

開宣布加速與亞太地區的合作行動，首次官方陳述是出現於 2009 年的《2025

年前遠東地區和外貝加爾湖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規劃》。其次是在 2014 年

適逢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油價大幅下跌引起俄羅斯國內經濟下滑等因素之催

                                                       
9 В.В. Бушуев, «C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приоритеты и ориентиры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Москва: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в <http://federalbook.ru/.>   

(Accessed: 2018/2/1); Бушуев, В. В., Куричев, Н. К., Громов, А.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2050: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вызовы,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ЭСКО. Энергетика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No.6, 2013, cc.3-4. 
10 Andrey Kortunov, Sergey Utkin, Ivan Timofeev, 2017, pp. 5-6. 
11 Morena, 2016, pp. 101-102. 
12 陳小沁，〈俄羅斯能源政策及相關熱點問題評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 3 期 (2014)， 

  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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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下，加速俄羅斯將與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重新定位。13在此篇文章

當中，法庫奇科學者概述俄羅斯與主要亞洲強權國家在遠東地區的經濟貿易關

係，並評估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未來動態和外交互動趨勢。 

 

牛津能源研究所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和米特洛娃(Tatiana Mitrova)學者

在《俄羅斯天然氣出口政策之政經動態》報告中，論述俄羅斯寄望從亞洲市場

中牟取更多的能源市場份額，在歐亞之間奠定「搖曳的東西能源供應者」地

位，以便能適度地供應兩大地區能源資源，且設立歐洲市場萎縮的緊急配套措

施。14另外，諸多俄羅斯能源議題研究專家試圖以不同的角度，探析亞太地區

俄羅斯能源的發展方向，如圖許科夫(A.A. Tushkov)在《俄羅斯與亞太地區建立

國家能源安全平衡系統問題》運用地緣政治之角度與考量，闡述俄羅斯遠東地

區能源市場的發展，剖析其在亞太能源安全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詳述各主要

能源體之間的互動和利益關係；15亦或是美國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庫琴斯

(Andrew Kuchins)研究員在《2013 年俄羅斯和中亞國家-俄羅斯轉向亞洲》一文

內，提出普欽以比較經濟利益和強化國家安全機制為合作導向，調整國家對外

政策方向，努力尋求建立多元化的亞洲夥伴關係，擴大與中國、日本、韓國等

國家，更甚至延伸至越南，建立多方的良好的能源合作關係。16  

 

                                                       
13 Roman Vakulchuk. Russia’s New Asian Tilt: How Much Does Economy Matter? In Helge 

Blakkisrud, Elana Wilson Rowe. (Ed.),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Domestic Policymaking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P. 140.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14 J. Henderson, T. Mitrova.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dynamics of Russia’s gas export strategy,”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No.14, 2015, pp. 6-7. 
15 А. А. Тушков. «Росс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здания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й системы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ран АТР.»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4(8), 2009, сс. 23-24.  
16 Andrew Kuchins. “Russia and the CIS in 2013: Russia’s Pivot to Asia.” Asian Survey, Vol.54, No.1,  

2014, pp.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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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中能源互補模式 

隸屬芬蘭銀行經濟轉型研究所(Bank of Finland Institute for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BOFIT)從事俄國能源和與他國相關能源安全意涵關係的研究。席莫

拉(Heli Simola)研究員在《俄國和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互賴關係的增加?》檢視

兩國貿易數額及經濟互動態勢，其文中闡述兩方的經濟關係增長是建立於石油

貿易的基礎上，一方面過往經濟發展帶動中國對石油龐大的能源需求，等同於

提供俄羅斯一個巨大的能源出口市場，尤其是位處東部的能源油田，鄰近的地

理位置和位於西邊的歐洲相比，更是為俄羅斯之能源運輸成本帶來得天獨厚的

相對優勢，以及為俄羅斯解決棘手的能源出口單一化之難題；另一方面，中國

努力爭取穩定的能源供應，欲紓解國內能源供應短缺和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

俄中能源合作不僅解決供應的問題，透過陸路的能源運輸緩解對中東能源過度

依賴的困境和降低海上能源進口的威脅，增加能源進口的管線路徑。17 台灣學

者連弘宜於《中國對俄羅斯石油能源戰略與外交》文章內，著重以中國的能源

安全角度出發，探討開啟中國與俄羅斯能源合作的契機與考量因素。兩國的能

源外交將為中國供應國家經濟發展亟需的能源，克服能源運輸威脅之議題，也

可為兩方軍事、技術各項不同層面的合作關係帶來豐厚優越的合作條件。18 

 

亨德森和米特洛娃學者也在《俄國與中國的能源關係-與龍下棋》文章當

中，詳述兩方國內能源供應與需求結構與條件，依據時間的推移探討兩方能源

合作的進展與合作契機，同時也以俄中不同的角度，分析能源合作的未來發展

與可能性。然而，兩位學者卻提出兩國的合作實際上是呈現以中國為主導的能

源合作框架，奠基於以中國的能源需求為主的基本要素，面對新興市場對天然

                                                       
17 Heli Simola.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Increasing inter-dependency?” 

BOFIT Policy Brief, No.6, 2016, pp. 11-12. 
18 連弘宜，〈中國對俄羅斯石油能源戰略與外交〉，《國際關係學報》，24 期(2007)，頁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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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和石油需求的擴增，俄羅斯雖樂於扮演北方的能源供應媒介，滿足其對能源

的需求，但在此合作框架下，兩方的能源互補關係對中國的益處遠大於俄國，

特別是在西方制裁和俄歐美關係惡化之後，係侷限中國對俄國能源的需求，更

是影響俄羅斯對外的能源出口量並影響其國家整體經濟情勢。19另外，俄羅斯

莫斯科卡內基中心加普耶夫(Alexander Gabuev)研究學者同樣也認同兩國的能源

合作，實質上是以偏向優惠中國為主。在其公開發表的《溫和聯盟?烏克蘭戰爭

後的俄國與中國關係》文章當中，分析烏克蘭危機爆發與歐美和俄國之間的關

係惡化之後，俄中兩國合作關係的互補性逐步擴大。兩國的能源合作在經濟資

源上的供需互補市場之外，甚至延伸至國家戰略安全和政治外交合作的層面，

追求國家利益和集體安全為目標導向。俄中雙邊深化的合作關係，可作為普欽

突破歐美制裁限制的助力，向東尋找替代歐洲市場的折衷方案，同時援助北京

鞏固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地位，降低美國對中國朝向亞太地區擴張之關注。長

期之下伴隨雙方關係的深化，將會迫使俄羅斯過度依賴中國，且往後將深陷中

國利用能源作為箝制俄羅斯之危機。20 

 

三、俄中能源合作之發展進程 

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和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於 2015 年共同出版《中

俄關係研究報告 2014》，文中探討兩國經濟貿易、軍事技術、新興技術、人文

文化不同領域之間的互動關係和合作評估，客觀地詮釋兩方的觀點與立場。兩

方對於能源領域合作的深化，皆贊同能源合作上下游一體化之策略，中方深入

                                                       
19 J. Henderson, T. Mitrova. Energy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Playing Chess with the  

Dragon. UK: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WPM 67),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6/08/Energy-Relations-between-

Russia-and-China-Playing-Chess-with-the-Dragon-WPM-67.pdf. (Accessed: 2017/11/10) 
20 Alexander Gabuev. A "soft Alliance"? Russia-China Relations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UK: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126),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 // 

www.files.ethz.ch /isn/ 188414/ECFR126_-_A_ Soft_Alliance _Russia-China_ Relations_ 

the_Ukraine_Crisis.pdf. (Accessed: 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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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俄方上游油氣項目的共同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俄方參與下游煉油廠

的合作項目與能源消費領域的範疇，並提倡未來成立俄中跨境天然氣集團，穩

定未來亞太天然氣輸出市場之基礎。21俄歐關係從烏克蘭戰爭爆發後，雙方關

係快速惡化，加快俄羅斯轉向亞洲的腳步，促使俄羅斯與中國在軍事和能源領

域上的合作關係。牛津能源研究所朴金武(Keun-Wook Paik)學者致力於研究俄

中的石油與天然氣合作，依據兩國過去的歷史能源互動，分別檢視石油與天然

氣能源的俄中關係，解析石油相對於天然氣進入中國市場更具潛力，並強調中

國可作為俄羅斯落實能源「搖曳的東西能源供應者」之計畫的墊腳石。22另

外，朴金武學者曾在多篇文章內，順應兩國國家利益的角度，討論兩國願意進

行雙邊合作的動機與意涵。自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兩國能源合作的範疇快速增

加，中國顯然成為兩國能源合作最大的受益者，歐美的制裁迫使俄國加強與中

國的能源關係，避免其國際地位被完全隔絕在國際全球事務之外。他強調俄羅

斯的亞太能源戰略須考量亞洲能源供應平衡的問題，防止對中國能源出口市場

的依賴。23 

  

中國大陸學者毛漢英在《中國與俄羅斯及中亞五國能源合作前景展望》和劉

中偉與唐慧遠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與中俄能源合作深化展望》皆闡述

俄中能源合作起初僅只於小規模正向發展，隨著經濟發展與地緣關係的擴展，

兩國在能源管道建設和能源貿易多項協議的合作進行上，遭遇諸多困難和分

歧，甚至一度雙邊的能源合作呈現停滯的狀態，直到全球經濟危機衝擊俄國經

                                                       
21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中俄關係研究報告 2014〉(上海：復旦

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和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之專題研究報告，2015)，http://www.iis. 

fudan.edu.cn/36/08/c6840a79368/page.htm。(Accessed: 2017/11/13) 
22 Keun-Wook Paik. Sino-Russian gas and oil cooperation: entering into a new era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UK: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WPM 59),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5/04/WPM-59.pdf. (Accessed:  

2017/12/10); Keun-Wook Paik.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Niigata: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RINA report 129), 2016,  

pp. 68-7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rina.or.jp/wp-content/uploads/2015/12/K-Paik.pdf.  

(Accessed: 2017/11/13)  
23 Ibid, 2015, pp.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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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迫使其改變國家能源戰略計畫，轉而採取積極的態度推行俄中能源。24日

本學者伊藤昭一(Shoichi Itoh)也表示管線鋪設路徑的分歧與修改，實顯出此時期

兩國能源合作，仍存留諸多不確定性因素，扼制兩方未來的合作規劃。25  

 

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克萊恩(Margarete Klein)和韋斯特法爾(Kirsten 

Westphal)學者在《俄羅斯轉向中國》文中，表明兩次的烏克蘭戰爭和歐洲分散

能源供應市場之準備與行動，已然為俄羅斯埋下轉向亞洲的動機。同時，視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為兩國合作進程的里程碑。俄國供給中國的能源量增長

多達一倍，顯然為俄中兩國開闢新的能源合作模式。但兩位學者強調真正觸發

俄國積極向亞洲邁進係始於 2014 年起，其一是因為全球能源市場競爭加劇，其

次是出口至歐洲市場的能源份額過剩問題，以及東部開發中的油氣田缺乏充分

供應天然氣的設備，三者主要因素致使俄國向中國敞開能源供應市場，仰賴中

國進口的技術，並落實深化兩國的油氣合作項目，藉此保護國內安全戰略利

益。另外，兩位還提到深化的俄中能源合作標誌全球合作機制的轉變，表示俄

中建立的平行合作機制未來將會影響西方能源體制的利益。26俄羅斯學者特列

寧(Dmitri Trenin)在其俄羅斯的亞洲戰略內文中，以 entente 一詞，英譯為

harmony，形容俄中關係的深化程度，兩國朝向互信互利的最高政治原則發展能

源關係，俄羅斯為中國開啟更多能源領域的大門，中國也支援俄羅斯積極發展

基礎建設和提供技術，為兩國能源合作奠定更深厚的關係連結，有助於兩國大

幅推動雙邊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擴建。27 

 

                                                       
24 毛漢英，〈中國與俄羅斯及中亞五國能源合作前景展望〉，《地理科學進展》，32 卷 10 期 

(2013)，頁 1436-1437；劉中偉、唐慧遠，〈「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與中俄能源合 

作深化展望〉，《中國與國際關係學刊》，2 期(2016)，頁 66-83。 
25 S. Itoh, Russia’s Energy Diplomacy toward the Asia-Pacific: Is Moscow’s Ambition 

Dashed? In Tabata Shinichiro (Ed.),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Slavic Eurasia: 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twork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in the Pan-Okhotsk Region, pp. 43-44,  

Sapporo: Hokkaido University, 2008.   
26 Margarete Klein, Kirsten Westphal, 2016, P. 7. 
27 D. Trenin, “Russia’s Asia Strategy: Bolstering the Eagle’s Eastern Wing.” Russie. Nei,  

Visions, No.94, 2016, pp.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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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研析 

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方針制定、技術資源開發、戰略計畫實施之方向，深

受東西方的注目。各國專家與學者對俄羅斯能源戰略進行深入的研究討論，論

述亞太地區能源合作之於俄羅斯的重要性，鼓勵俄國重視與中方的能源合作發

展，找尋促進俄中能源發展之最佳合作途徑。筆者希冀在此論文中，以俄國角

度作為出發點，剖析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規劃及政策措施，探討俄羅斯對中國

採取的能源合作，試圖分析整理具參考價值的俄中能源發展和制約成因。過往

俄羅斯能源戰略研究中，針對俄中能源關係之主題，專書著作與期刊論文大多

以地緣政治角度進行研究，亦或是學者針對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各面向逐一

討論。然而，兩國的能源互動並非呈現單一靜止性的交流，雙方的合作進程歷

經不同階段和時期之轉變與異動。目前僅有部分學者遵循年代順序進行系統性

地分類，並予以特定名詞定義俄中能源進程，不過各學者們對各階段的俄中合

作定義與時間劃分相異，使之研究結果與方向大相逕庭。筆者欲將俄中的能源

互動型態  遵循歷史脈絡之走向與呈現，探討不同階段發生的重大議題與轉變

因素，再加以整合各學者之著作與文獻，作為劃分俄中能源合作各階段之憑

據。憑藉兩國能源合作進程實質上的運作與動工，將 2008 年與 2014 年區隔作

為俄中能源合作進程之重要分水嶺，兩國的能源合作逐步從口頭上之協議，走

向實質面的執行與運作。深入地審視兩國的能源合作格局，以期掌握俄羅斯與

中國能源合作的走向與脈絡，研究俄中能源合作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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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一、研究方法 

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報告時，研究方法為其蒐集與處理資料不可或缺的程序

和方法。係指透過系統邏輯性的方法進行資料蒐集、處理和分析，以期能精準

地掌握主要的研究問題，站在客觀中立的角度上提出合理的論點，試圖解釋欲

探討的社會問題與相關研究議題。筆者在此篇論文中，採取「文獻分析法」與

「歷史研究法」兩種研究方法，進行相關的研究與撰寫，力求達到研究成果的

客觀性與可信性。 

 

(一) 文獻分析法 

 

社會科學領域內，「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為廣泛應用的資

料蒐集研究方法之一。在「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著作文內，定義

文獻分析法建立於特定研究目的或議題資料之蒐集，經由閱覽檢驗、整理與敘

述，進行歸納分類，再加以詮釋該題目，建構出核心理論框架基礎，以此掌握

研究題目的內容，更甚之預測研究題目之未來發展。28  

 

按照文獻資料的來源、性質和發表的型式，本文又將其區分為二大類：原

創文獻(Primary source)，涵蓋第一手官方與非官方原始及間接資料文件，本文

參考俄羅斯官方出版的報告書，如《俄羅斯能源戰略》、《能源戰略 2050：方

法、挑戰、特點》，俄中聯合出版的《中俄關係研究》學術報告，RIAC 於

2015 到 2017 逐年出版的《中俄對話報告書》，以及國際能源研究機構出版的

                                                       
28 William. L. Neuman 著，朱柔若譯，《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楊智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636-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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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如 EIA 年度能源展望、BP 世界能源展望和報章雜誌等等；二次文

獻(Secondary source)與前者相反，其性質為非原創且經分析、重組、詮釋的文

獻，本文使用牛津能源研究所出版的相關俄中能源報告，例如：《俄國與中國

的能源關係-與龍下棋》、《俄羅斯天然氣出口政策之政經動態》、《俄中石油

與天然氣合作:現實與意涵》、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聯合出版的《俄羅斯

轉向中國》、芬蘭銀行經濟轉型研究所的《俄國和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互賴關

係的增加?》之期刊論文，以及其他專書著作等相關資料。 

 

本篇論文擬針對俄羅斯與中國兩國能源戰略、官方政策發表文件、著作出

版集，各式學術刊物文章、研究報告、網站資訊、報章雜誌等進行研究比較，

以冀獲得官方及各方代表性的觀點，瞭解俄羅斯能源政策、兩國能源合作之變

動及其意涵，期望呈現中立及客觀之具體研究成果。 

 

(二) 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 Design)係指長時間研究既往事件及演變

過程，對此問題進行相關文件之觀察蒐集、整理歸納、描述總結並加以分析探

討。29筆者藉由研究 2000 年至 2017 年間俄中能源發展沿革，深入瞭解俄羅斯

亞太能源戰略之背景與發展變遷，研析何項因素驅使俄羅斯選擇中國，作為其

亞太能源戰略的主要合作夥伴。根據歷史研究法對俄中能源合作實行階段性分

類，就不同時期兩國能源合作模式的演變，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2000 至 2008

年能源發展磨合期、2008 至 2014 年合作奠基轉型期、2014 至 2017 年互利共贏

深化期，剖析不同時期內能源合作的迥異，探尋兩國整體能源合作之挑戰，希

冀此篇論文之研究成果是建構於以歷史觀點之基礎上。 

 

                                                       
29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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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途徑 

研究方法論(methodology)之於研究途徑的定義，係針對特定研究問題的挑

選準則，確立研究者對研究領域的觀點與角度，進而構思研究主體內容的面

向。以國際政治研究為出發點，筆者採用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作為本篇論

文之研究途徑。安全研究在後冷戰時期被廣泛使用，其旨為解決國際衝突之最

佳途徑，國際社會中各個成員共同努力防範軍事武力的濫用及威脅衝突之興

起，並提出或分析國際關係內的「機構」(institution)問題。傳統戰略研究乃採

用軍事途徑藉以對抗敵人；和平研究則注重放棄軍事途徑。相較於前面兩者，

以合作為基礎30的安全研究之途徑，係以建立眾人能接納的機制為原則，作為

處理與調解衝突的對話管道或平台，目的以諮商代替對抗，以再三確認取代嚇

阻，軍事透明化而非祕密，互賴接替單方行動。31其組成形式可為國際組織，

亦或是軍事聯盟，更可以為半政府或非政府組織或論壇。32此研究方向是以達

到相互生存(mutual survival)之共同安全作為考量，即便是迥然不同的意識形態

或政治競爭之對立衝突，仍在特定議題內存在共同利益，合力追求共同利益之

獲取，因此維繫國家共存與共同利益就成為國家戰略之終極性標的。 

 

日茲寧(S. Z. Zhiznin)能源學者在《俄羅斯能源外交和國際能源安全─地緣政

治和經濟》內，闡述隨著能源全球化和能源互賴關係的增加，能源外交和能源

安全對俄羅斯的重要性。33日茲寧強調奠基於能源的相互依賴關係，能源主體

                                                       
30 Robert Keohane 論述合作之理論，在衝突和利益互補狀態中，各行為者於政策協調的過程之

中，互相彼此調整行為與準則，以期達成和其他行為者一致實際的或預期的偏好，進而使產

生行為者間的合作形式。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51-52. 
31 Gareth Evan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Intrastate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No.96, 1994, pp. 3-4.   
32 林碧炤，1996，〈國際衝突的研究途徑與處理方法〉，《問題與研究》，35 卷 3 期(1996)，頁 6- 

  7。 
33 S. Z. Zhiznin, “Russian Energy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Geopolitocs  

and Economics).” Baltic Region, 2010, p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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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會訂定一種互信之機制，努力達成共識和獲得相互理解之立場，必要時再進

行妥協之行動，為求減少影響雙方合作安全之任一變數，以期建立合作夥伴的

關係。朴金武教授在他諸多著作中，多次說明基於能源安全共同利益之考量，

俄中採取能源合作共同解決國內的問題，即便兩國之間仍存在許多難題，為求

降低損害國家利益之可能性，兩國仍願意先擱置雙方的衝突，積極擴展俄中能

源合作。大陸學者李永杰則提到兩國能源合作之進行，係仰賴雙邊對話與溝通

互動，獲取共識亦或互相理解，取代兩國之間的鬥爭衝突，共同構築兩國之和

平與地區安全。此外，還有許多國內外的學者以安全研究的角度，探討俄中能

源關係，因此筆者以安全研究為出發點，解釋俄羅斯與中國之雙邊能源合作關

係。俄中各自為求國家經濟發展和重振過往國家形象與實力之目標，積極以雙

邊共同合作的行為，取代傳統軍事衝突關係。同時，借助多次的雙邊對話與合

作協議，建構雙邊互賴合作關係，並以共同抵抗外來勢力來作為國家指導原

則。本篇論文以能源合作安全戰略作為俄中對外政策之原則，構成本文之研究

途徑，討論俄中兩國能源關係和發展之戰略觀點。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地理位置處於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與經濟快速崛起的中國，一舉一動備

受全球各界關注，而以「資源供應大國」與「能源需求大國」之定位開展雙邊

能源合作關係，更是國際政治經濟與區域研究發展之重點觀察標的。因應普欽

國家東向發展政策，2014 年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俄中政治關係往來互動更加頻

繁，雙邊的能源合作範疇呈現擴大、加深之態勢，使之中國成為俄羅斯亞太戰

略之具研究價值的觀察對象。筆者在探究俄國亞太能源戰略發展之議題上，以

「俄羅斯對中國的能源戰略合作」作為研究取向焦點，欲經由蒐集到的文獻資

料，分析論述俄中能源合作關係的轉變和兩國能源關係之情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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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範圍 

(一) 時間範圍 

 

本文主要的研究時間範圍，係以 21 世紀普欽執政至 2017 年為止。追溯自

普欽上任後，其體認到能源對俄羅斯國家整體經濟、外交和政治的影響力，大

力推動國家中長期能源戰略之制定。普欽在 2000 年調整內部對歐洲地區的能源

政策，在其《俄羅斯─新東方前景》文章之中，表示推展俄羅斯東西平衡發展

之意圖，積極策動俄羅斯亞太地區的能源合作。34俄羅斯欲透過重返亞洲之國

家政策，加強國家之能源安全，角逐俄羅斯世界能源市場的控制地位，並提升

自身的國際政治影響力。由於國際間之合作呈現動態發展，各項重大國際事件

之任一轉變，將會引起牽一髮而動全身之變動，然而筆者因時間上的限制，在

撰寫此本論文時，僅能將研究的時間範圍限縮從 2000 年至 2017 年止，希冀在

此時間範疇之下，對各面向之俄中能源互動與變化，提供不同的新視角與新發

現，並觀察其對俄羅斯能源安全之影響。 

 

 筆者嘗試將「俄中能源合作之發展進程」依序劃分為「磨合期」（2000-

2008）、「轉型期」（2008-2014）、「深化期」（2014-2017）三個不同階段

的能源合作。首先，兩國雖於「磨合期」決議開發跨境油氣管道，卻因彼此存

在分歧的能源利益及周邊國家勢力的介入，使兩國合作爭議不止且危機四伏。

其次，「轉型期」期間，2008 年兩國簽署《俄中石油領域合作政府間協議》，

正式啟動俄中輸油管道的建設，受到烏克蘭戰爭的衝擊，推動俄羅斯重新審視

亞太能源戰略的行動，兩國陸續擴大簽署其他能源合作協議，更在 2014 年達到

俄中能源經濟的合作巔峰，為俄中能源關係開創新的合作契機點；最後，「深

                                                       
34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Стать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Россия: новые восточ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оя. 2000), в <http://kremlin.ru/events/pre- sident/transcripts/21132>. (Accessed: 

20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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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期」期間，俄中終於達成延宕許久的輸氣管線建案協議，亞馬爾液化天然氣

項目也正式在 2017 年投產，全面深化俄中之間的能源合作範疇。 

 

(二) 研究對象 

 

本文之研究對象係著重於俄羅斯，在其亞太能源戰略的框架下，探討其與

中國之間的能源合作誘因與合作範疇，以及整體的合作成效與發展及後續之合

作效益。本篇論文係著重討論俄中於石油與天然氣的能源合作範疇，俄羅斯遠

東西伯利亞屬於基礎建設與環境發展相對落後之地區，然此地卻存有大量豐富

的油氣天然資源，借助此地區的能源探勘與開採，將能奠定俄國穩定能源供應

市場的定位；而中國面臨能源進口運輸及境內區域發展失衡之難題，其積極尋

求多元化的石油與天然氣進口，欲減緩國內的能源需求壓力與降低能源進口風

險，提升國家能源之進口安全。另外，俄中的國際合作並非僅侷限在兩國內，

鄰近國家與國際主要國家的影響與勢力也涉及俄中能源相關之議題上，左右兩

國的決策方針，影響兩國合作深化的程度與雙邊互信關係。兩國在東部區域之

研究旨從實際面著手，瞭解俄中的互動關係與合作發展，各項層面上的互補需

求與發展方針，促使雙邊能源合作的深化；同時，探討周邊相關國家與俄中兩

國之間的國際互動情勢，以求全面性地掌握影響俄中合作的任一因素。憑藉筆

者蒐集到的資料，力求彙整出系統性的研究論述，冀求完善本篇論文之整體理

念與研究架構。 

 

二、研究限制 

本篇論文之研究針對俄國在能源議題上與中國的能源合作，以兩國作為論

文研究標的，俄中雙方之國情、文化、風俗迥異，應以大量收集兩國的文獻資

料以便深入分析探討。由於俄中能源合作之研究範疇相當廣泛，受限於篇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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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規範之下，作者無法針對兩國能源合作項目逐一進行探討，唯以擷取具

代表性的石油與天然氣兩大主要能源項目進行討論，以主要的大型合作進行歸

納和分析研究。 

 

文獻資料之收集以中文、英文、俄文三種語言文獻為主；由於諸多俄國和

中國官方文獻資料不對外開放，其相關國策報告和條約細節屬機密性文件，內

文細節等相關資料取得不易，僅能以相關政府或官方機構網站釋出有限的圖表

數據、政府文件報告、政府高層外交互動等作為研究輔助，然其數據的可信性

有時會與國際機構或組織研究數據有所出入，故作者以蒐集跨國能源公司或國

際能源機構的統計報告來做分析對照；同時，參閱俄方和中方相關專家及學者

之專書或期刊文獻，從中彌補官方文獻不足之限制。俄中兩國的國際關係不僅

只引起俄中學者的注目，亦也備受各界學者之關切，故作者也留心西方和台方

學者發表的文獻資料，綜合多方的觀察研究與文獻整理，盡力擴大相關資料之

蒐集，以期維繫研究價值之中立。由於筆者在台灣進行論文的研究，相關的官

方文件與書籍取得不易，致使諸多關鍵的一手資料無法取得，為此，作者將參

閱俄國學者著作及俄語文獻之中英文譯本，或藉由俄國英譯之報章雜誌及網路

媒體獲得資訊，同時，以外國學者之著作作為輔助研究探討，避免資料閱讀上

的誤解與限制，力求補足撰寫此論文之不足與限制。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本文旨在探討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內與中國的能源合作發展。透過研究俄

羅斯的能源戰略與政策，瞭解俄羅斯亞太能源之架構與意涵，並分析俄中能源

的合作進程，將其整體發展脈絡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磨合期（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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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俄中能源合作逐漸增長，然合作基礎不穩；第二階段為轉型期（2008-

2014），兩國展開新的能源合作模式；第三階段為深化期（2014-2017），俄中

能源合作計畫之擴增與深化。在此研究框架之下，剖析兩國國家內部限制、能

源戰略分歧與互信基礎不足等內部因素，以及來自美國、日本、中亞主要國家

之外部制約因素，為俄中能源合作帶來的挑戰與困境。筆者遵循此研究主軸，

構思本篇論文之概貌，並將研究骨幹歸納如圖 1-1，作為此研究架構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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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俄羅斯整體能源戰略 

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 

俄中能源合作之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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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8 

轉型期 

2008-2014 

深化期 

2014-2017 

俄中能源合作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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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安排 

承接上述，藉由檢視與分析蒐集的文獻資料，統整各章節細項的分類與論

述，呈現各章節的主旨與論點，進而完整發展出本篇論文的整體架構，筆者將

其細分為五章論述:  

 

第一章「緒論」中主要對整篇論文的整體架構和緣起進行概論性的論述，

說明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和目的，對通篇論文的主旨與目標詳細的解釋；其

次，陳述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徑，嚴謹界定文章研究範圍；接續對蒐

集而來的文獻資料進行檢閱與詳述文獻的核心要點，擷取與本文相關的論述作

為本篇論文的重要研究評述基石和引導，使本篇的研究方向是立基於理論與文

獻資料的根基上；最後，根據各重要的評述與論點安排各章節之骨幹。 

 

第二章「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之規劃」內先針對俄羅斯的亞太能源層面，

概述其亞太戰略的定義和發展背景，探討俄國能源戰略之緣起和國家對能源項

目的規劃與目標。從俄羅斯能源外交策略、國家能源安全需求和地緣政治經濟

發展等要素解析俄羅斯對中國的能源合作戰略視角與合作動機，探究其亞太能

源戰略之中，將中國置於竭力開展亞太地區發展的首要關心對象。另外，俄中

能源合將作為觀察雙邊合作的研究標的，檢視其在俄國亞太能源戰略之定位與

角色，並分析雙方實際之合作對亞太能源戰略的意涵與未來影響，探討干涉或

影響兩國能源合作的潛在挑戰。 

 

第三章「俄中能源合作之發展進程」中檢視俄中能源合作進程的動態與走

向，按照年代順序的發展軌跡，試圖將兩國從 2000 開展的能源合作區分為三個

階段：首先，能源發展之磨合期（2000-2008），兩國雖決議共同開發跨境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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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管道，但兩國對能源議題的歧見和外國勢力的介入，致使兩國的能源互動薄

弱；其次，合作奠基之轉型期（2008-2014），烏克蘭戰爭的衝擊重振俄羅斯重

返亞洲的意念，同時國際能源市場價格暴跌使俄羅斯國家整體經濟下滑，加速

俄羅斯重新審視亞太能源戰略，為俄中能源關係開創新的合作契機點；最後，

互利共贏之深化期（2014-2017），俄中能源合作範疇在各項油氣項目內取得更

多的進展，俄中開展更廣泛的能源合作，兩方的能源互動形塑成以互利共贏為

特徵的合作關係；此一章節將探討影響俄中能源合作之變動因素，並研究未來

能源合作之發展與計畫。 

 

   第四章「俄中國能源戰略合作之挑戰與困境」，本章藉由剖析兩國能源發

展的互動與摩擦之脈絡，作為實例檢視俄羅斯在亞太政策中對中國的能源戰

略。試圖解釋俄中經濟貿易之發展動態與國家內部發展限制是如何影響兩國間

的合作發展。將兩國分歧的能源戰略和俄中與主要周邊國家，諸如美國、日

本、中亞國家之間的能源利益衝突，作為研究分析之切入點，探討阻礙兩國合

作擴展的制約成因與問題。謹慎地掌握俄羅斯考量和中國能源合作的重要條件

要點，歸納各項因素在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與中國的能源合作之影響和挑戰。 

 

第五章「結論」將各章之重要論點彙整編排，再集結前述的結論與核心論

述做全面性的統整與歸納，並對研究得出的研究成果做系統性的總結，依此評

估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對俄中能源合作的意涵和發展前景，闡述對俄中能源合

作之研究發現，在進一步對未來的研究提出相關建議並作為本篇研究論文的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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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意涵 

俄羅斯迎接世界第二個新禧年的到來，倚仗國內油氣出口份額，且搭載國

際能源價格的順風車，使國家總體經濟成長呈現大幅度的正向發展，一舉重振

國家經濟情勢並鞏固國際大國形象的位置，提升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整體而

言，能源係攸關俄羅斯國家經濟存亡與外交發展問題。因應國際能源形勢的發

展，普欽就職後即積極制定能源政策與規劃中長期能源戰略；然而，國家卻面

臨歐洲地區的能源利益受挫，向歐出口的能源風險增加。能源既為亞洲新興市

場發展國家經濟的基礎，該地區龐大的能源需求使俄羅斯興起與之合作的意

念。冀求維護俄羅斯國家安全，俄國係著手規劃亞太地區能源戰略，建立與亞

太國家的能源合作，藉此鞏固國家經濟利益並促進國家整體經濟與環境發展。 

 

    本章採用「俄羅斯國家能源戰略制定」作為研究框架，探討「俄羅斯亞太

能源戰略的構想」，延伸分析俄羅斯從眾多亞洲國家內，選擇中國作為亞洲主要

合作夥伴的因素，從而剖析「俄中能源合作之意涵」，俄中能源合作能為俄國帶

來哪些正面效益與影響。首先，本章第一節將論述俄羅斯的能源概況與能源戰

略，掌握國家油氣資源的基本概要及重要的能源戰略；第二節將分析俄羅斯欲

和亞太國家合作的動機與目的，研究俄羅斯對亞太地區能源合作發展模式的規

劃與方向，探討該地區對俄羅斯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延續第二節脈絡，第三節

審視中國此亞洲國家對俄羅斯的重要性與影響力，討論俄中兩國在能源領域上

合作的誘因和制約因素，以利分析與掌握下一章俄中兩國的能源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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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俄羅斯能源戰略規劃與制定 

一、國際能源格局之發展情勢 

    隨著二十一世紀時序的來臨，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國與國之間的權力競

爭、環境生態安全發展等諸多議題浮現檯面，愈發突顯能源資源不可忽視的重

要性。除世界各國強權之外，地方團體與非政府組織等等，也都紛紛將其目光

聚焦於與國際能源市場的關係上，能源儼然成為世界關注的重要議題。全球經

濟化的發展逐步推動國際能源格局的改變，將各國的能源儲備、生產、消費相

互連結，形成彼此相互依賴的能源關係，其中具有以下三個發展特徵與趨勢： 

 

（一）能源市場結構新格局 

 

伴隨全球經濟快速發展，各項產業對能源的總體需求量擴增，根據英國石

油公司(British Petrouleum Company，以下簡稱 BP) 數據統計，石油的消費量從

2000 年 35.716 億噸至 2016 年增長到 44.182 百萬噸，佔世界主要能源消費量的

33%，成為世界主要的消費能源；天然氣消耗量則是從 2000 年 2.4117 兆立方米

增加至 2016 年 3.5429 兆立方米，佔世界主要能源消耗量的 24%。35 BP 預測全

球天然氣消耗量將會在 2030 年超越現今煤礦的使用，躍升成為世界第二大主要

消費能源。36  

 

有鑑於新興能源探勘技術的進步和應用，推動能源生產國持續開發新油氣

                                                       
35 British Petroleum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 (Jun. 2017), pp. 8-22, 

in < https://www. bp.com/content/dam/bp/ en/corporate/pdf/energy 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

2017/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7- full-report.pdf >.;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1,” (Jun. 2011), pp. 9-23, in <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 country/de_de/PDFs/ 

brochures/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1.pdf>. (Accessed: 2017/12/10);   
36 British Petroleum (BP), “BP Energy Outlook 2018,” (Feb. 2018), P. 26, in <https://www.bp.com/  

content/dam/bp/en/corporate/pdf/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bp- energy-outlook-2018.pdf >. 

(Accessed: 201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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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也塑造許多能源生產國之興起，提升全球總能源儲備量，為能源消費國提

供多樣的能源供給市場選擇。隨著美國頁岩油氣的技術提升，促使美國傳統的 

能源消費型態轉型，成功取代沙烏地阿拉伯與俄羅斯，成為國際主要的能源出

口大國；委內瑞拉境內也蘊藏豐富的油氣資源，可探明的石油儲備量位居世界

之首，加拿大位居第三。37中東地區雖然富含大量的油氣資源，然而動盪的政

治局勢反促使俄羅斯和中亞地區在國際能源供應的地位提昇，增加其在能源市

場所佔的供應份額，晉升為許多能源消費國替代的能源進口市場渠道，成為角

逐國際能源市場不可小覷的能源供應國。 

 

（二）能源供需相互依賴 

 

能源需求驅使世界能源開採量的增長，然而近 10 年能源供應問題卻屢次成

為國家之間爭執的議題，例如：動盪的中東局勢與恐怖活動，增加穩定能源供

給的風險；亦或是能源生產國倚恃能源優勢，利用能源作為恫嚇與脅迫的工

具，藉此達到國家預設的利益目標，因此，日益緊張的國際形勢與能源安全問

題，增加能源生產國、進口國、過境國之間的合作交流與互動，建立國與國之

間的互賴性，努力取得雙邊共識和奠定互信機制，共同降低任一影響國家能源

安全之變數。38從能源出口國的角度觀察，兩次的金融危機重創全球能源產

業，削減國際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對國際油價的控制力，致使全球油價波動不止，顯然初級能

源消費國經濟的衰退，間接地對能源出口國家造成衝擊。從能源進口國的立場

分析，俄歐建立天然氣管線合作關係，雙方前期投入大量的資金和籌建的基礎

設施，使兩方能源利益奠基於能源互賴關係的基礎上，促使俄歐彼此在政策的

制訂與執行上，仍以維繫穩定的能源關係為優先考量，藉此鞏固國家能源安

                                                       
37 EIA, “Crude Oil Proved Reserves,” in < https://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data/browser/ > 

(Accessed: 2018/4/5) 
38 S.Z. Zhiznin, 2010, p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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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進而引領新世紀各主體國家被整合納入統一的國際能源體系內，顯示穩定

的能源依賴關係會影響經濟發展與政治格局。 

 

（三）能源消費重心轉向東方 

 

亞洲新興能源消費國快速崛起，以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為主，致力推

動國家經濟繁榮。亞太國家主要的經濟成長以能源密集、資本密集為發展模

式，對於能源的消費量與需求量不斷增長，從 2000 年起至 2016 年亞太地區的

能源消費量，從全球能源消費量的 27.5%擴增至 42%，約占據一半的世界總能

源消費率。BP 公司 2017 世界能源統計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的初級能源消費量

在近 17 年急劇上漲，國內能源消費量佔全球消費總量從 9.2%升高至 23%，連

續十年多的時間中國一直是全球主要的能源消費國。39由於全球環保意識興

起，中國政府逐步倡導環境保護與提振能源效率，全國對油氣的需求增長更為

顯著。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局(EIA)預測，2012 年至 2040 年中國油氣消費量將分

別以年增 1.7%和 6.2%的速度增長。40歐美國家的經濟模式大多已偏向後工業化

模式，相對於積極發展國家經濟的亞太國家能源需求量較少；然而，許多亞太

地區境內呈現能源產量不足問題，亦或是需求增長大於供給速度，無力實行能

源自給自足的舉措，需積極向外尋求能源進口份額，致使亞洲成為全球能源消

費的重心，吸引能源生產國與之合作的念頭。 

 

二、俄羅斯能源戰略概況 

俄羅斯自 20 世紀起，能源出口貿易即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石，石油與天然

氣的收入成為援助國家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仰仗能源對他國經濟與社會發展

                                                       
39 British Petroleum (BP), 2017, p.8.; British Petroleum (BP), 2011, P. 13.  
40 EIA.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16,” (July 2016), P.25, in < https://www.eia.gov/outlooks/ieo/ 

pdf/0484(2016).pdf>, pp. 168-169. (Accessed: 20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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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需性，俄羅斯將能源作為國家對內與對外的戰略工具，制定國家能源戰

略，藉此奠定俄國的外交勢力與國際地位。簡言之，俄羅斯的能源產業發展與

其經濟和政治息息相關。41  

 

（一）俄羅斯國家能源格局 

 

    俄羅斯境內蘊藏豐富的油氣資源，根據 BP 油氣資源的數據統計，截至

2016 年底，其國內石油探明儲量達 150 億噸，總計佔世界石油探明總儲量之

6.4%，乃為位居世界第六的石油蘊藏地；其石油生產量多達 5.543 億噸，與沙

烏地阿拉伯共同角逐世界第一原油產國位置。天然氣探明儲量 32.3 兆立方米，

總計佔世界探明總儲量之 17.3%，蘊藏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伊朗的總天然

氣儲量；其國內天然氣產量約達 5.79 千億立方米，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天然

氣生產國。42 現今俄國境內油氣儲量主要遍佈於陸地，如圖 2-1 橘色的區塊係

代表俄羅斯主要的油氣蘊藏區，其大多集中於西西伯利亞(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Western Siberia)、伏爾加—烏拉爾(Волго-Уральская, Volga-Urals)、蒂曼—伯朝

拉(Тимано-Печорская, Timan-Pechora)、北高家索(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North 

Caucasus)、裏海沿岸(Прикаспийская, Caspian)、遠東地區(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The 

Far East)、東西伯利亞(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Eastern Siberia)。探究俄羅斯主要油

氣田之分佈，係為俄國西部靠近歐洲的位置，位於西西伯利亞地區，其產量佔

全俄總油氣產量近 70%；另一為伏爾加—烏拉爾地區，其產量佔全俄 20%，兩

地區前後合計約 90%。鑒於西西伯利亞油田能源產量愈漸衰竭，俄國也逐步朝

向東邊地區發展，致力加強勒拿－通古斯盆地(Лено-Тунгусcкая, Leno-

Tunguska)的油氣資源，積極探勘新的油氣田，欲使東部區域的油氣資源能成為

俄國未來重要的油氣生產區域。43 

                                                       
41 J. Henderson, T. Mitrova., 2015, pp. 1-2. 
42 British Petroleum (BP), 2017, P. 28.  
43 А.Э. Конторович,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России в XXI 

веке и задачи науки», Presented at Презентации докладов на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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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俄國油氣儲量分佈圖 

資料來源：Игорь Свириз, София Зорина « Сибирская нефть» ,  Газпром, 6 (123), 

<http://www.gazprom-neft.ru/press-center/sibneft-online/archive/2015-july-august-

projects/1108608/> 

                                                       
Президиума СО РАН,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О РАН, (дек. 2017), cc. 26-27. в 

<https://www.sbras.ru/files/files/prezidium20171221/3_kontorovich.pdf>. (Accessed: 201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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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氣產業發展困境 

 

能源產業的發展係為重塑俄國的重要動力，幫助其在經濟、政治與外交領域

上奠定深厚的國際影響力，因此能源安全被視為俄國內外發展的核心關鍵課

題。近年來，隨著擴大能源領域的開發，俄國在能源問題上卻面臨諸多來自內

外部環境之掣肘問題，影響到俄國維護能源安全的問題。 

 

1. 國內因素 

 

    俄國政府正面臨油氣產量衰退的挑戰，能源開採效率低，已開發油氣田之 

開採量呈現飽和狀態，同時能源探勘技術不足和設備老舊，未來若未能成功勘

探新的油氣田，亦或未能引進新穎的探勘技術及基礎設備，將會為俄羅斯能源

產業喪失競爭力與國際的影響力。俄國科學院研究員預估俄國石油產量將會在

2030 年達到生產高峰，卻會在 2040 時減少至 460 到 470 百萬噸，其出口量將

低於 2010 年的出口產量；俄國的天然氣產量僅微幅上升至 2030 年將生產 66 到

67 百億立方米，隨後會有將近十年的時間維持此生產數量。44儘管東西伯利亞

和遠東地區富含油氣資源，卻因為其與主要的消費與產油地區相距遙遠，需投

入高昂的開發與運輸成本，油氣資源存在諸多的開發限制，整體開發價值低

落，使其相對於俄國西部地區較不受政府的重視，導致開發程度低落。其次，

境內能源基礎運輸設施不足，無法承載持續增長的運輸量，制約俄國能源出口

份額的成長性。此外，俄國政府嚴格控管國內能源產業，設限國外或私人企業

於該產業的投資與參與，在投資金額缺乏的情況之下，致使俄國能源產業發展

遭遇瓶頸。 

 

 

 

                                                       
44 Ю. В. Синяк, Некрасов, А. С., Воронина, С. А., Семикашев, В. В., & Колпаков, А. Ю.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1), 2013, cc.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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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外因素 

 

往昔蘇聯能源出口幹道主要分佈於現今的前蘇聯成員國，此區域掌握俄國的

能源運輸管道和油氣資源，鑒於此俄國亟欲維護其在獨立國協國家的能源利

益，保持其能源進口國和過境國的地位與影響力。不過，部分獨立國協國家卻

欲擺脫俄國的挾制，探尋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機會，努力開發國內新油氣能源，

防備俄國藉能源優勢介入其國家事務。45俄國主要透過油氣管道向外運輸能

源，管線路徑的建置需橫跨第三國，而能源過境國家數目的增加，將增加俄國

能源安全的威脅性，例如能源過境國要脅索取高昂的能源過境費用、中止俄國

過境運輸，亦或地緣政治衝突等皆考驗俄國能源出口的安全利益。46此外，油

氣收入超過俄國家出口稅收的 40%，47國家經濟深受國際油價波動的影響，致

使俄國無法單憑一己之力操縱油氣價格的漲跌，需與他國共同穩定能源價格的

波動。隨著俄國與歐洲地區產生的外交政治衝突，歐洲遂努力降低對俄國的能

源依賴，雙邊加劇的競爭矛盾，將改變能源定價模式，形成歐洲第三次能源改

革方案48，或推遲能源合作項目的簽署與執行，削弱俄國能源市場體系的能源

利益。基於上述提及的問題，俄國現存油氣產業受限於內外等等不利之因素，

攔阻能源產業發展與進步的空間。俄羅斯政府便著手針對國家現存的內外的能

源發展問題，研討合宜的能源對策與應對措施，制定切合國家利益的能源戰略

政策，以期鞏固國家能源安全和體現國家基本利益。 

 

（三）能源戰略宗旨及對策 

 

    因應國際能源情勢的變化與俄國經濟發展的目標，政府憑藉社會、經濟、

                                                       
45 Märta Carlsson, Susanne Oxenstierna, Michael Weizman, 2015, pp. 82-83. 
46 S. Z. Zhiznin, 2010, pp. 9-10. 
47 Ю. В. Синяк, Некрасов, 2013, cc. 4-5. 
48 歐盟於 2009 年推動該計畫，欲減少大型能源企業對市場的過度控制，確保小型能源企業與 

  機構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另外，針對外來企業欲購買能源運輸部門設立限制，該條款將對俄  

  羅斯天然氣股份公司造成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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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等不同角度適時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制定國家能源戰略目標與細則，奠

定國家長期的油氣發展方針、準則和方向。492003 年確立《俄羅斯 2020 年前能

源戰略》，推動能源產業的發展，加速振興國家經濟，強化國家能源產業的競爭

力。2008 年為減緩經濟危機承受的衝擊，政府著手修改並重新調整國家能源戰

略規劃，2009 年批准《俄羅斯 2030 年前能源戰略》，隨後也因時制宜編制相關

的能源條例與法規，如 2011 年《俄羅斯聯邦石油產業 2020 年前總體發展方

案》、《俄羅斯聯邦天然氣產業 2020 年前總體發展方案》、2012 年《2030 年石油

化工和天然氣化工發展計畫》、2014 年《能源效率與能源發展》等戰略政策規

劃，確立油氣總體發展目標和方針。隨後 2015 年依循俄羅斯現存的挑戰，修正

2030 年國家能源政策，釋出《2035 年前能源戰略草案》官方指導方針，簡言

之，俄羅斯能源戰略即有效利用能源資源，穩定國家經濟發展，維繫國家國際

地位，充分釋義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與方針。 

 

 俄羅斯能源戰略核心乃著重於能源安全、能源效率提升、增加能源使用

率、生態環境議題，50透過制定相關的政策和實施能源方針，體現國家能源戰

略目標，促進國家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其政策文件闡述四項國家能源戰略核心

要點：第一點欲推動節能產業發展，加強國內能源效率，增加油氣出口份額，

藉此增加國家外匯與財政收入；第二點須保障國內油氣資源供應，穩定國內油

氣價格；第三點旨積極發展油氣產業，擴增油氣管線建設，提高俄國油氣產業

競爭力，並履行海外能源供應義務；第四點力求促進油氣產業創新發展，此舉

將增加俄羅斯油氣產量，同時也提升油氣品質與能源效率，為此政府將鼓勵能

源下游產業發展，強化油氣資源加工技術。2014 年歐美國家對俄實施經濟制裁

的行動，使俄國轉而秉持以創新發展為理念，淘汰陳舊的能源基礎設備，建立

現代化的交通運輸設施，引進新型探勘技術設備，發展高科技與高技術的能源

                                                       
49 Бушуев, В. В., Куричев, Н. К., Громов, А. И., 2013, cc. 1-2. 
50 Ibid, 2010, 2013, cc.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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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51總體而言，俄國政府詳細評估國家能源的使用與發展情形，順應國際

政經情勢的改變，適時調整國家資源與利益的配置，竭力改善國家能源進出口

和能源發展問題。 

 

三、能源政策發展走向及目標 

    依照俄國至今的油氣探明儲量和開採速度，專家預估國內探勘速度與油氣

的產量將逐步放緩和減少，使俄國欲秉持務實及實用的思維，以能源戰略作為

擴展國家政經發展的重要利器。能源戰略內論述「能源是俄羅斯發展經濟的基

礎和推行內外政策的工具」，52充分奠基能源之於俄國的意涵，以下將針對俄國

具體採取的舉措與發展走向，劃分為國內與國外的能源發展目標進行分析： 

 

（一）國內能源發展走向 

 

能源產業不僅供應俄國經濟發展與人民的基礎需求，同時還是組成國家財

政資金的重要來源，其佔國家出口稅收的三分之二，帶來超過 40%國家預算收

入及佔 30%的國家 GDP，為國家創造豐富的國家財政收入。531990 年代在葉爾

欽執政下，俄羅斯能源產業操控於一群寡頭權貴的手裡，而普欽執政以後，其

利用收購與壟斷能源產業之作為獨佔能源產業的手段，實行能源企業和油氣管

線之國有化政策，限制俄資與外資企業於能源產業之影響力，由政府主導能源

產業的營運與發展，將俄國能源公司的營收收歸國有。54過往能源產業因油價

上漲賺取的暴利，僅由能源企業經營者獨得，國家的財政收入與人民生活品質

並未從中獲利，為此政府強制徵收並提高能源稅與出口稅，增加國家財政預算

收益。政府還建立國家儲備基金作為緊急財政後備資金，減緩未來油價下跌對

                                                       
51 А.Э. Конторович, 2017, cc. 73-74.  
52 N. V. Kuznetsova, 2015, pp. 161-162. 
53 Ю. В. Синяк, Некрасов, 2013, cc. 4-5. 
54 吳春光，〈普京的能源政策分析〉，《政治科學論叢》，第 35 期（2008），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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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造成的衝擊，以及成立國家福利基金，55使政府有能力改善國內社會與經

濟問題，償付社會福利以提升人民生活水準，促進國家經濟與社會繁榮發展。

政府採取油氣產業國有化之強硬手段，顯示俄國在實施與執行能源政策時，與

其戰略目標呈現一致性，為求完善實踐俄羅斯的能源戰略目標。  

 

    分析俄國編制之國內能源戰略，其目標係基於提高能源生產與使用效率，

穩定供應國內油氣資源，推動國家經濟成長和改善人民現存的生活品質。2003

年編撰的《2020 年前能源戰略》旨確保國內油氣供應充足，鼓勵合理使用油氣

儲量，推動大型油氣開發項目，支持增建能源運輸系統，增添俄國能源產業的

國際競爭力等等。56 2009 年規劃的《2030 年前能源戰略》，則是竭力強化能源

供應與效率，引進現代化探勘與節能技術，建立境內完善的能源安全體系，將

能源開採中心向俄東部與北部推移，改善俄羅斯能源過往「重西輕東」的能源

佈局缺陷。此外，政府大力支持東西伯利亞、遠東地區、亞馬爾半島、北極大

陸架地區之能源開發項目，擢升亞太區域於俄國的重要程度，擴展與周邊國家

的能源合作。再者，推動能源發展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期盼吸引外資共同進

駐，加速俄國東部地域的能源開發。57 2015 年制定的《2035 年前能源戰略草

案》乃延續 2030 發展目標，微調國家能源產業角色，將「國家經濟發展動力」

定位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創造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條件與優勢，減少制約

能源的發展因素，闡述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性，強調政府應擔當能源戰略內的社

會責任和生態安全。58 

                                                       
55 A. Gusev, K. Westphal. Russian Energy Policies Revisited.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 Research Paper 8), 2015, pp. 10-1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wp-berlin-org/ fileadmin/ 

content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5RP08_gsv_wep.pdf (Accessed: 2018/2/15) 
56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авг. 2003 г.), №1234-р., в <http://www.energystrategy.ru/projects/ES- 28_08_2003.pdf>. 

(Accessed: 2018/2/1) 
57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ноя. 2009 г.), №1715-р., в <http://www.energystrategy.ru/projects/es- 

  2030.html>. (Accessed: 2018/2/1 ) 
58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энергетикиРоссии, «Основныеположен ияпроект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на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 в <http://minenergo.gov.ru/documents/ razrabotka/17481.html>. 

(Accessed: 201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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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外能源擴展目標 

 

    俄國對外能源戰略目標旨於增加國際能源競爭力，促使能源生產與出口市

場多元化，透過國際能源合作拓展俄國國際政治與經濟空間。2003 年規劃的

《2020 年前能源戰略》闡述「能源安全是俄羅斯國家安全重要的組成部分，保

障國家安全是俄羅斯能源戰略的重要任務」，致使俄國竭力降低能源出口風險，

減少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過境運輸國的重要性，積極追求油氣渠道多元化。59

因此，其積極向西方與東方施行大型基礎油氣建設項目。俄西部地區係以歐洲

為長期主要能源出口市場，「波羅的海管線一期與二期」和「友誼管線」相接，

兩條管線平均每日可以向歐洲供應兩百萬桶石油，前者路徑直抵芬蘭灣，透過

海運的方式向外出口；後者管線直抵歐洲市場，建立起俄歐間的石油管線渠

道；裏海石油管線(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的建設欲繞道土耳其，將哈薩克

原油輸往黑海地區與鄰近國家，消除土耳其對管線的監控權。60(表 2-1)  

 

 

 

 

 

 

 

 

 

 

 

                                                       
59 S. Z. Zhiznin, 2010, pp. 16-17. 
60 J. Henderson, T. Mitrova, 2015,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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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俄羅斯主要石油管線 

石油管線名稱 每日輸油量 

(萬桶) 

生產區域 終點地區 完工 

時間 

俄國西部石油管線 

友誼管線 

Druzhba 

200 西西伯利亞 

伏爾加—烏拉爾 

歐洲 1964 

波羅的海管線一期 

Baltic Pipeline System 1 

130 連接友誼管線 芬蘭灣之普里莫爾

斯克港口 

2001 

波羅的海管線二期 

Baltic Pipeline System 2 

60 連接友誼管線 黑海諾沃羅西斯克 2012 

裏海石油管線 

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 (CPC) 

70 哈薩克 

田吉茲油田 

(Tengiz field) 

黑海諾沃羅西斯克 2008 

簽署擴建備

忘錄 

巴庫–諾沃羅西斯克 

Baku-Novorossiysk 

10 裏海和中亞 

途經亞塞拜疆 

黑海諾沃羅西斯克 1996 

俄國東部石油管線 

薩哈林管線 

TransSakhalin 

20 薩哈林地區油田 太平洋港口 

(南庫頁島) 

2008 

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   

Eastern Siberia-Pacific Ocean Pipeline (ESPO) 

ESPO – 1  

泰舍特–斯科沃羅金諾 

120  

 

東西伯利亞 

 

 

太平洋港口 

科濟米諾(Kozmino) 

2009 

ESPO – 2 

斯科沃羅金諾–科濟米諾 

50 2012 

大慶支線 30 中國大慶 2010 

資料來源：U. 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ountry Analysis Brief: Russia,” (Oct. 2016),      

          in <http://www.iberglobal.com/files/2016-2/rusia_eia.pdf.>; Транснефть, «ЦУП ВСТО».  

          in <http://www.cupvsto.transneft.ru/ about/>. (Accessed: 2018/4/10) 

    

此外，俄國力圖繞道潛在危險鄰國，規劃直達歐洲「北溪」、「南溪」、「亞

馬爾─歐洲」、「藍流」等天然氣渠道拓建事宜，擴大歐洲油氣出口份額。61(表

                                                       
61 吳春光，2008，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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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俄國試圖興建「薩哈林管線」和「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延伸至太

平洋濱海地區，除可滿足俄國境內東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油氣需求，同時也能

融入亞太能源市場，開拓以俄國為中心的歐亞共同能源空間。 

表 2-2  俄羅斯主要天然氣管線 

天然氣管線名稱 每日輸氣量 

(兆立方米) 

生產區域 終點地區 運營 

時間 

俄國西部天然氣管線 

亞馬爾—歐洲 

Yamal-Europe 

1.2  

 

 

 

 

西西伯利亞 

含烏連戈伊地區 

波蘭、德國、北歐 

(過境白俄羅斯) 

 

藍流 

Blue Stream 

0.6 土耳其 

(經黑海) 

2003 

北溪 

Nord Stream 

1.9 德國、北歐 

(經黑海) 

2011 

北溪 

Nord Stream 2  

1.9 德國、北歐 

(經黑海) 

預計 2019 

南部走廊管線 

Southern Corridor Pipelines 

2.2 土耳其、歐洲 

(經土耳其溪管線) 

2012 

土耳其溪管線 

Turkish Stream 

1.1 土耳其、南歐 

(經黑海) 

預計 2019 

俄國東部天然氣管線 

薩哈林管線 

TransSakhalin 

0.3 薩哈林地區油田 薩哈林 LNG 工廠 

(南庫頁島) 

2008 

薩哈林-哈巴羅夫斯克-海參

崴 

0.2 薩哈林地區油田 預期銷售至亞洲 2011 

西伯利亞力量 (東線) 

Power of Siberia 1  

主線-2.2 

支線-1.3 

東西伯利亞 

 

中國東北 2019 

西伯利亞力量 (西線) 

Power of Siberia 2 

1.1 西西伯利亞 

含烏連戈伊地區 

中國 2020 

資料來源：U. 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ountry Analysis Brief: Russia,” (Oct. 2016),  

in <http://www.iberglobal.com/files/2016-2/rusia_eia.pdf.>; Транснефть, «ЦУП ВСТО».  

in <http://www.cupvsto.transneft.ru/ about/>. (Accessed: 201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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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欲擴展本土能源公司盧克石油(Lukoil)、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

ТNK-ВР、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等海外市場定位，增加上下游能源資

產，獲取終端能源消費市場之收益。62另外，積極參與國際能源組織活動，建

構良好的溝通與互動合作，透過組織內的溝通平台，和其他能源進口國或能源

合作國進行合作機制的對話與商討，奠定其在國際能源市場的影響力。俄羅斯

需與舊有的能源合作國維繫良好的互動模式，加強與歐洲國家的能源合作，同

時開啟與亞太、印度、美國等地區的能源合作，增加能源市場出口數量。整體

而言，歐洲地區試圖減少對俄能源的進口份額，且歷經烏克蘭事件，俄歐間的

矛盾與衝突日漸加劇。此外，歐洲改變能源的定價模式，推行第三次能源改革

方案等因素，不利俄國在歐洲地區的能源利益，致使俄國調整能源戰略方向。

基於歐亞平衡發展的前景下，俄國朝向亞太地區找尋能源合作機會，減緩對歐

洲市場的依賴性，強化能源供應安全性。2015 年制定的《2035 年前能源戰略草

案》內，陳述俄國將增加對該地區的油氣出口份額，原油出口量將從 12%增加

至 23%，天然氣則是從 6%增長到 31%，充分顯示該地區為俄羅斯未來能源發

展的核心方向。 

 

第二節 俄國的亞太能源戰略構想 

一、亞太能源戰略基礎 

    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的發展背景，係立基於亞太國家崛起、俄歐外交政治

衝突、美國勢力進駐亞太地區等，對俄國的地緣政治情勢、能源開發環境和對

外能源合作產生巨大的衝擊與變化，促使俄國重新審視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其

亞太能源戰略目標著重於發展與亞太地區國家的能源合作，參與亞太經濟一體

                                                       
62 陳小沁，2014，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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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竭力發展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推動俄羅斯整體東西區域的平衡發展。 

 

（一）地緣政治經濟因素 

 

    俄羅斯深具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空間特點，奠基於葉爾欽時期「雙頭

鷹」政策，俄國推動「歐亞平衡」與「西進東出」的國家發展方針，發揮其歐

亞交界的地理優勢。63隨著蘇聯解體時序的推移，俄國漸喪失在獨立國協國家

地區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其西部地區的地緣政治勢力也逐步向東偏移，迫使俄

國調整國家發展重心，逐步朝向俄國東部地區挪移。俄國油氣資源開發的路徑

係呈現由西向東之發展趨勢，西部地區的油氣產量已逐漸停滯和減少，須投入

更多的資金與技術探勘新興油田。俄國西伯利亞地區油氣綜合開發專家貢多洛

維奇(A.E. Kontorovich)表示未來俄羅斯的油氣產業發展，將取決於東西伯利亞

和遠東地區的油氣開發，因為西部地區的油氣資源已逐漸消耗殆盡。64俄羅斯

能源戰略指出截至 2030 年前東西伯利亞地區將開採 120 至 132 百萬噸的石油產

量；天然氣產量則高達 750 至 850 億立方米，65強調俄國東部地區的資源開發

與建設，善加發揮該地區的油氣資源和技術潛力，平衡東部相對落後的經濟與

政治態勢，即便東西伯利亞和薩哈林產油區仍受限於資金、技術、人力、氣候

等條件，然其豐富的油氣資源與鄰近的亞太能源市場，使其仍具龐大的發展前

景。 

     

    亞太地區國家經濟快速成長，該地區對能源供需結構也逐步產生變化，經

濟發展帶動能源需求的增加，原具有豐厚能源儲量的國家不得不捨棄自給自足

的能源供應模式，轉而成為能源淨進口國向外找尋能源。雖然俄羅斯有大部分

                                                       
63 Märta Carlsson, Susanne Oxenstierna, Michael Weizman, 2015, pp. 19-20. 
64 А.Э. Конторович, 2017, cc. 57-60.  
65 А.Э. Конторович, «Углеводород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Лено-Тунгусской нефтегазоносн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пути его оптимально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и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XXI», \ 

инеральные ресурсы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No.1, 2009, cc. 12-13.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2.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1 

的領土位處亞洲，然而國家整體策略長期以歐洲能源市場為導向，某種程度而

言，亞太地區僅是俄國作為平衡歐洲政策的額外籌碼。俄國自詡其為「東方之

窗」，66強調遠東地區係為組成亞太地區完整的重要區域，2012 年成功爭取於海

參崴舉辦亞太合作組織峰會，會議上發表融入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戰略倡

議，開創亞太地區內的能源互動與合作，影響亞太地區的能源格局。特別是在

烏克蘭戰爭以後，美歐地區相繼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進而加劇俄國在地緣政

治的能源風險，使亞太地區對俄羅斯的重要性日益增強。 

 

（二）遠東地區發展戰略 

 

歷經沙皇政府、蘇聯時期至蘇聯解體的更迭，俄羅斯遠東地區一直被視為

資源稟賦的區域，卻又是政府一直未能履行對其政治承諾的地域。67基於本身

自然條件、國家政策和該地區經濟結構失衡等因素，遠東地區仍未能成為俄羅

斯主要的經濟與工業發展重鎮，基本生活物資和經濟仍仰仗俄國西部地區運送

至遠東地區，缺乏獨立的系統，從事社會經濟發展。普欽於 2002 年遠東國家安

全會議上，發表遠東地區的四大發展要點：合理的資源利用、鞏固能源和交通

基礎設施、明確的關稅政策、推動中小企業發展，試圖著手改善遠東地區的根

本問題。隨著國際油價攀升和國家經濟財政漸入佳境，乃將遠東地區能源發展

問題納入國家重點議程，2007 年頒布《俄羅斯聯邦遠東與外貝加爾地區 2013

年以前經濟社會發展專項規劃》，國家開始大規模投資遠東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盡力提振當地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減緩當地人口外移數目，翻新與擴張現

有的基礎運輸與能源建設。68 2009 年政府採取突破性的舉措，修訂遠東地區長

期發展議程，係為《2025 年前遠東地區和外貝加爾湖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

                                                       
66 Helge Blakkisrud. Elana Wilson Rowe, Afterword: 6400 Kilometers Away–But Not a Policy World 

Apart. In: Helge Blakkisrud, Elana Wilson Rowe. (Ed.),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Domestic 

Policymaking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pp. 163-164.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67 Ibid., pp. 159-160. 
68 R. W. Lee, A. Lukin. Russia's Far East: New Dynamics in Asia Pacific and Beyond. US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6,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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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該戰略強調通過亞太地區一體化之進程，向亞太能源需求國家，如中

國、日本、韓國等國家供應油氣資源，有助於促進俄羅斯區域經濟發展。69 

 

2012 年成立遠東發展部(Министра РФ по развитию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Ministry for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ar East)。俄羅斯透過優惠稅率的引進，

籌募外來投資資金，改善基礎運輸設備，帶動該地區各產業與經濟發展。70同

時強調油氣產業創新發展，協助該地區初級原料供應角色之轉型。許多學者表

述發展中的遠東地區資源稟賦卻危機伺伏，卻為俄羅斯邁向東方的關鍵樞紐，

屬於俄羅斯與亞太國家勢力交疊的外圍區域。71該地區嚴峻的發展環境，使克

林姆林於 2013 年聯邦議會的年度演說中，公開宣布將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崛

起，納入國家 21 世紀國家的重點優先事項，透過非常規的方式積極帶動此地區

的發展。72即便俄羅斯政府竭力制定遠東地區中長期經濟發展戰略，就目前發

展情況分析，該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態勢仍未完全獲得改善，然而當地投資金

額有明顯的增長，就業率也逐漸成長，基礎運輸與能源建設也不斷更新與推

進，致力完善區域運輸系統，增加過境客運量和貨物運輸量。同時引進外資進

駐，發展油氣產業的探勘與發展，興建油氣管線運輸網絡，為當地油氣產業奠

定良好的發展基礎與優勢，並且加強與亞太地區的國際合作，遠東地區形塑為 

主要通往亞太市場的「東方門戶」，促進區域的蓬勃發展。73 

 

 

 

                                                       
69 Helge Blakkisrud. An Asian Pivot Starts at Home: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Russian Regional Policy. 

In: Helge Blakkisrud, Elana Wilson Rowe. (Ed.),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Domestic Policymaking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pp. 14-15.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70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дек. 2013), в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825>. (Accessed: 2018/4/13)  
71 R. W. Lee, A. Lukin, 2016, pp. 45-46.  
72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2013. 
73 Helge Blakkisrud, Elena Wilson Rowe, 2018, pp.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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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機制建構 

 

    歐洲地區長遠以來一直扮演俄國重要的能源出口市場，伴隨經濟危機、整

體能源需求下降、能源法案、價格訂定機制、能源進口多元化等外部因素，俄

國油氣產業掀起能源安全的警訊。日茲寧表示俄羅斯發展亞太多邊合作，將會

帶動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發展，為能源產業帶來正面積極的改變，不僅有利

解決俄國嚴重的社會經濟矛盾，同時也促進能源和相關產業的基礎建設，強化

俄國經濟與地緣政治之地位。74 遭受烏克蘭戰爭和克里米亞危機的影響，歐盟

阻饒俄羅斯「南溪」天然氣管線建設，迫使俄羅斯繞道尋求與土耳其實行能源

合作。基於俄羅斯天然氣公司與土耳其公司 Botas 簽署橫跨黑海的天然氣管線

建設備忘錄，俄國每年將過境土耳其向歐洲出口約 500 億立方米天然氣數額，

形塑土耳其成為歐洲長期的天然氣過境國，提升土耳其的地緣政治地位。75放

棄「南溪」管線計畫不僅對俄國的能源戰略和經濟效益造成巨大的衝擊，此

外，土耳其國內乃具親歐傾向，意味俄土國家關係實質上存在不確定性要素，

乃為俄羅斯的歐洲能源出口市場規模與政治風險的隱憂。除此之外，經濟制裁

使俄國能源公司面臨資金和技術層面的瓶頸，致使俄羅斯加速向東開拓亞太市

場。亞太地區高速的經濟成長與強勁的能源消費力，使未來中國、日韓、印度

等大國將有機會取代歐洲，作為俄國重要油氣出口市場，成為俄國推展能源外

交之最具潛力的地區。76 

 

另一個能源安全隱憂，係源於前蘇聯地區的能源配置與規劃，往昔統一的

能源空間歷經蘇聯解體後，成為俄國的能源進口國或過境國。俄國喪失諸多重

要港口的自主權和完善的能源運輸系統，面臨如何將油氣資源途經獨立國協國

                                                       
74 S. Z, Zhiznin, 2010, pp. 16-17. 
75 РИА Новости, «РФ отказалась от "Южного потока", газ в Европу пойдет через Турцию», (дек. 

2014), в <https://ria.ru/economy/20141202/1036071445.html>. (Accessed: 2018/4/5)    
76 S. Z. Zhiznin, 2010, pp.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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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情況下，安全穩定的輸送至能源需求國內，致使其能源安全問題變得更為

棘手。即便俄國試圖減少過境國產生的能源風險，然而無可避免的是其油氣管

線路徑依舊仰賴第三國鋪設，尤其是針對主要的歐洲能源市場，能源運輸議題

屢次成為俄歐關係惡化的核心因素，例如：途經烏克蘭的天然氣運輸問題，「斷

氣」成為俄歐爭執焦點。處於俄歐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和歐洲能源市場需求降低

的局勢下，開啟亞太地區的能源合作明顯對俄國更具優勢，且能創造更多能源

利益，2014 年西伯利亞力量天然氣管線的建置，不僅為俄國提供朝向亞太地區

發展的機會，也徹底重新建構俄羅斯的國際能源安全機制。 

 

二、亞太能源戰略策略與構想 

    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是奠基其朝向亞太地區發展之基本原則與方向，涵蓋

俄國亞太戰略目標、未來發展計畫和官方政策規劃。基於國際能源格局的轉變

和亞太地區整體國際地位的提升，地緣政治影響國際關係互動變化，俄國政府

也不斷地調整與修改對外亞太能源戰略，乃積極開展亞太能源供應市場之地

位，強化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基礎能源建設，建立與亞太地區的能源合作機制

等等作為亞太能源戰略的主要目標與宗旨。 

 

（一）亞太能源戰略緣起與變化 

 

    俄羅斯國內首次發表能源發展東向的意願，係源自於 1992 年頒布的《新經

濟條件下俄羅斯能源政策構想》，依據蘇聯解體後新的地緣政治環境和市場經

濟，提出具體的能源政策與綱要，例如：《「亞馬爾」天然氣綱要》、《開發東西

伯利亞油氣區綱要》等等，顯示政府欲將東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納入，作為亞

太能源戰略的核心發展地區。隨著親西方外交政策受挫，國內經濟改革成效不

彰之下，俄國重新審視並調整外交方向，確立東西平衡的外交策略，奠定其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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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能源戰略發展基礎。俄羅斯學者們闡述，俄國與西方的合作夥伴關係，將使

俄羅斯受惠於與東方和南方之間關係的鞏固；同時，與東方和南方緊密的合作

伙伴關係，將使俄羅斯降低對西方地區的依賴性。77普欽執政時期，適逢國際

油價上漲與俄國經濟好轉，政府致力制訂完善的能源政策，加速東西伯利亞和

遠東地區油田的開發，其中包括：伊爾庫茨克州科維克金氣田(Ковыктинское, 

Kovykta)、薩哈共和國(雅庫次克)恰揚金氣田(Чаяндинское, Chayandinskoye)、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край, Krasnoyarsk region)和薩哈林

(Сахалин, Sakhalin)大陸架油氣田，除了替代伏爾加—烏拉爾和北高加索地區減

少的能源產量，增加俄羅斯能源儲備能力之外；78同時，滿足遠東地區當地居

民的能源生活與工作需求，更重要的是擴大興建東部地區油氣運輸設施，為俄

國整體能源產業創造良好的跨境能源發展環境與條件，推展俄國與亞太地區國

際能源合作，然而此階段歐洲能源市場仍是俄國主要的能源合作對象。 

     

    全球經濟危機發生後，伴隨歐洲能源市場萎縮，亞太地區需求的增長，俄

國對其能源略方向進行大幅度的調整，著重亞太能源戰略發展的規劃與推動，

其指標性的轉變即是將亞太地區設定成為俄羅斯重點能源出口市場，重視俄國

東部地區的資源探勘與發展，提高自身於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與國際地位，積極

推動亞太地區的大型能源合作項目，其中又以成功簽署俄中石油管線協議為俄

國邁向亞太地區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根據其 2013 年發布的東向政策與《2035

年前俄羅斯能源發展戰略》草案，再次強調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具體擬定該地

區成為俄羅斯未來 20 年的對外能源戰略首要發展方向。79此外 2014 年西方經

濟制裁的危機加速俄國欲擺脫西方挾制的意圖，促使俄國竭力推動東部地區能

                                                       
77 A. A. Sergounin, S. V. Subbotin. Russian Arms Transfers to East Asia in the 199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PRI Research Report No.15), 1999, pp. 22-2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RR/SIPRIRR15.pdf. (Accessed: 2018/3/20) 
78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3, pp. 64-65.  
79 Г. А. Ивашенцов, «России нужна развернут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в    

  АТ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3), 2013, с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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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基礎設施建設，明確制定亞太地區能源出口目標和方向。80 

 

（二）亞太能源戰略目標 

 

    俄羅斯三次著手修改國家能源發展戰略，分析其調整的方向與路徑， 

《2020 年前俄羅斯能源發展戰略》公開表態亞太能源市場對俄國乃富含重要的

戰略合作意義；《2030 前俄羅斯能源發展戰略》研擬亞太地區作為國家能源策

略的優先發展路徑，實踐俄羅斯能源出口多樣化策略；《2035 年前俄羅斯能源

發展戰略》草案進一步強調確立亞太地區國際地位的重要性，透過能源產品出

口，參與亞太經濟一體化，取代西方市場維護國家利益最大化，並振興東西伯

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首先俄國欲吸引亞太國家注入投資資金至俄國境內大型能源項目，鼓勵開

展雙邊創新能源產業。目前，俄羅斯已與毗鄰的亞太國家，諸如：中國、日

本、韓國、印度國家等能源需求國，建立良好的國際合作基礎，這些國家願意

向俄國投注資金，參與遠東地區能源產業開發案；同時，俄國也與部分國家開

展俄國境外的能源合資計畫，深化其與亞太國家在能源產業的合作關係。第二

點，俄國將擴大對亞太地區能源出口份額，預期截至 2035 年將高於 28%俄羅斯

整體能源出口量，石油和石油產品將從 12%增長到 23% (其中 32%為原油)，天

然氣出口量從 6 增加至 31%。81另外，俄國科維克氣田與雅庫特恰揚金氣田將

通過「西伯利亞力量」管線向亞太地區供應充足的天然氣資源，穩定每年向中

國出口 380 億平方米的供氣量，奠定俄國為中國主要的天然氣進口來源。通過

穩定的能源合作與俄國的能源外交制度，有助於增加俄羅斯亞太地區的國際地

                                                       
80 Alexander Gabuev. 2016a. “Did Western sanctions affect Sino-Russian economic ties?,” Moscow  

Carnegie Center, (Apr. 2016), in <http://carnegie.ru/2016/04/26/ did-western-sanctions- 

affect-sino-russian-economic-ties-pub-63461>. (Accessed: 2018/4/12)   
81 Нефти России, «Минэнерго представило основы проекта Энергостратегии-2035», (янв. 2014), 

в <http://www.oilru.com/news/394822>. (Accessed: 201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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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擴大在該地區的話語權及影響力，使俄國未來將成為主導亞太地區的重要

大國之一。第三點，亞太能源戰略目標內也將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納入國家發

展方針內，完善東部地區能源探勘與運輸設備，促進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增加東部地區就業市場機會，形塑該地作為俄國進入亞太地區的重要樞紐地

帶。82 大型的能源投資項目，例如：「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建設、2012

年籌辦「亞太合作組織峰會」等等，成功推動地方基礎建設，為當地帶來豐厚

的財政稅收與外匯，增加超過 8000 個工作機會，減緩金融危機對該地造成的負

面衝擊。83憑藉完善東部油氣探勘發展與管線建設，此舉將改善俄羅斯單一能

源出口貿易結構，執行歐亞平衡發展方針，並實現俄羅斯成為亞太能源大國地

位的目標。 

 

（三）亞太能源戰略策略與舉措 

 

    俄羅斯能源戰略原擬定亞太地區為國家能源優先發展路徑，卻因應國際地

緣政治局勢的改變，美國頁岩油氣的興起和技術創新，重新調整亞太能源戰略

目標，將其改為奠定俄羅斯亞太地區能源出口大國地位。冀求實現亞太能源戰

略目標，俄羅斯政府遂制定並採取相關的能源政策及措施，積極建立亞太地區

的能源運輸系統，鋪設橫跨中國、日本、韓國的跨境油氣能源運輸管線。84 

 

    俄羅斯亞太能源運輸網絡主要分為陸路與海上航運建設兩類：陸路的能源

管線相對於海運是相當穩定的能源運輸途徑，避免海上外來干預風險，對俄國

作為穩定的能源供應國極為重要。「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係為俄羅斯第一

條連接亞太地區的石油運輸管道，相對於中東地區的油源進口，其優勢在於以

                                                       
82 Г. А. Ивашенцов, 2013, сс.134-135. 
83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Запуск второй очереди нефтепровода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 Тихий океан», 

(дек. 2012), в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187». (Accessed: 2018/4/13). 
84 Kseniia Zubacheva. “Next stage in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n the Far East”, Russia 

Direct, (Sep. 2016), in <http://www.russia-direct.org/company-news/moscow-vladivostok-next-

stage-russian-economic-development>. (Accessed: 201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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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的距離，將俄國石油輸送至太平洋地區國家，運輸耗時短且能源安全性

高。鄰近的亞太地區國家也將受惠於該管線的建立，特別是中國、日本、韓國

能源需求國，通過此管線項目增加能源進口國數量，保障國家穩定油源的供

給，避免過度倚賴中東油源進口，確保國家能源供應安全。85另外，「西伯利亞

力量」天然氣管線的建設，為俄中揭開天然氣貿易的合作篇章，帶動西線方向

的管線建設增加兩國能源貿易量。兩條管線的建設為俄羅斯畫下進駐亞太能源

市場的標誌，成功建立與亞太主要能源消費國的能源合作，意味俄羅斯未來能

穩定獲取的能源利潤，鞏固其世界能源供應大國的地位。其次，基於海上航運

建設規劃，俄國致力開展北方航線的基礎運輸建設，將北冰洋地區豐富的油氣

資源透過北方航線，再經由船運、陸運等各項途徑向亞太地區出口。即便現存

的航線風險程度高，待未來北極冰層融化，北方航線將有可能翻轉世界海上航

運路徑，其對於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深具重要的潛在戰略意義。86由此可見，

透過實踐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深化俄國與亞太地區的能源合作，不僅有助於

實踐能源出口多元化的國家能源戰略計畫，促進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發展，

也為亞太地區帶來實質的安全效益，彼此間的能源合作可謂是為俄亞地區創造

雙贏的成功局面。 

 

    此外，俄羅斯也積極與亞太國際合作組織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致力成為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東盟等會員國，力圖拓展雙邊與多邊能源

對話與合作項目，循序擴大俄國與亞太地區的能源合作。對於亞太能源消費國

關切的能源進口安全議題，俄國也竭力發展能源市場透明度和穩定性，改善國

內能源投資市場環境，87實現油氣出口渠道多元化，提高亞太地區與之的合作

誘因。事實上，俄羅斯積極地完善自身政治、法律、制度層面的陋習問題，竭

                                                       
85 Keun-Wook Paik, 2015, pp. 4-5.  
86 В. В. Бушуев, А. М. Мастепанов, В. В. Первухин, Ю. К. Шафраник,  

«Глобаль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я и мир)». (Москва: ГУ ИЭС), 2015, pp. 14-15.  

в <http://www.energystrategy.ru/editions/docs/ global_energy.pdf>. (Accessed: 2018/2/1) 
87 李新，〈試析俄羅斯亞太新戰略〉，《現代國際關係》，第 2 期（2013），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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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置區域性的油氣戰略儲備，汰換老舊能源基礎建設，同時，在符合國家經

濟與政治利益的框架下，全力發展國家亞太能源戰略，積極鞏固及擴張與亞太

地區的能源合作關係。 

 

三、俄羅斯與亞太地區能源合作 

    俄羅斯積極朝向亞太地區開展能源合作，吸引亞太地區國家參與東西伯利

亞和遠東地區資源探勘和管線投資計畫，強化境內油氣生產加工和創新技術發

展。地理位置與俄羅斯毗鄰而居的東北亞國家，迄為俄羅斯進入亞太能源市場

的首要發展方向，力圖與中國、日本、韓國等能源消費大國建立能源合作基

礎。此外，進一步其將合作途徑向南延伸至南亞與東南亞地區，計畫與印度、

越南、緬甸等東協國家開展油氣合作項目，深化與亞太地區的能源和經濟合

作，鞏固俄羅斯世界能源供應大國的國際地位。 

 

（一）俄羅斯與東北亞地區之能源合作 

 

    俄羅斯現階段不斷進行與東北亞鄰國的能源合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俄

中能源合作，雙方持續擴大在石油與天然氣領域的合作項目。奠基於兩國的能

源合作機制的基礎上，設立兩國定期會晤方針，取得兩國能源合作共識，共同

將能源合作納入俄中關係的戰略範疇中。分析兩國的能源合作進程，實質上兩

國已取得相當大的合作進展，特別是在 2016 年俄國向中國的原油供應，取代沙

烏地阿拉伯長期向中國出口原油的地位，成功晉升為中國最大的石油進口商。

88中國為求保障能源進口安全，積極向外發展能源進口多元化，俄中的能源合

作恰滿足中國經濟發展需求，遂與俄國開展能源產業上下游一體化的合作模

                                                       
88 Olga Yagova, Florence Tan,“China steps up Russian oil imports as teapots buy Urals crude.” (Feb 

2017), in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russia-china-oil-idUSL8N1FY3L8>. (Accessed: 

201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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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共同發展全面性的雙邊能源合作。其次，日本與韓國皆為亞太經濟發展重

點國家，相當依賴國能源進口，俄國欲吸引日韓參與油氣投資和資源開發，聯

合發展油氣產業的合作項目，形塑亞太地區能源供應大國的地位。透過與日本

簽署多項政府間的合作綱要、聯合聲明、企業間的能源諒解備忘錄等，確立兩

國能源領域的合作框架，推動日本企業和俄羅斯石油公司成立俄日合資企業，

參與俄羅斯上游油氣產業，聯合開發東西伯利亞地區油田及薩哈林離岸能源資

源，89企圖將薩哈林州塑造成亞太地區大型液化天然氣供應地，增加俄羅斯亞

太地區的能源出口市場份額。然而，近期受到烏克蘭危機與西方制裁影響，俄

日能源合作的進程遭到擱置和延宕，使兩國能源合作陷入僵局之中。 

 

    俄國與韓國政府長久以來持續維繫良好的合作關係，2005 年薩哈林能源投

資公司和韓國天然氣公司(Kogas)簽署薩哈林-2 號項目的天然氣合作協議，俄羅

斯將每年向韓國出口 150 億噸的天然氣，俄國遂成為韓國重要的天然氣進口國

家，至此逐步拓展兩國在天然氣與液化天然氣等能源領域的合作項目。90 同

時，韓國也參與鄂霍次克海峽大陸架能源投資，此舉大幅深化俄韓兩國的油氣

合作發展。此外，2013 韓國公開提出「歐亞計畫」之戰略構想，倡議建立歐亞

統一經濟圈，欲透過構建「歐亞能源網」連結俄國的鐵路和油氣管線建設， 

將俄羅斯的油氣資源輸往韓國。然而，此建構路徑將途經朝鮮半島，韓國與朝

鮮半島緊張的外交局勢和朝鮮內部問題等，將侷限此路徑之建置行動，如果俄

韓能攜手協助穩定朝鮮安全問題，將能為俄韓合作創造更多優勢與效益。91 

 

                                                       
89 JOGMEC, “Signing of Heads of Agreement with Rosneft Oil Company in relation to cooperation on 

the joint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the hydrocarbon at a license block in the 

offshore zo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ec. 2016), in <http://www.jogmec.go.jp/english/ 

news/release/news_06_000038.html>. (Accessed: 2018/4/20)    
90 «Газпром» и KOGAS обсудили поставки СПГ и развит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Газпром, 25 января 

2018, в <http://www.gazprom.ru/press/news/2018/january/article399552/>. (Accessed 2018/4/20) 
91 姜聲允，〈韓國要實現「歐亞計畫」困難很多〉，中國評論通訊社，http://hk.crntt.com/doc/ 

1028/7/5/1/102875198.html?coluid=251&kindid=14595&docid=102875198&mdate=0327152639，

檢索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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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羅斯與東南亞國家之能源合作 

 

    東南亞國家係為組成亞太市場的重要地區之一，遂使俄羅斯相當重視與東

南亞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東南亞國家協會迄為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區域

性國際合作組織，由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等國家共同組成，共同促

進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的發展，促使俄羅斯積極開展與東協

的成員國油氣領域的合作關係，特別是與越南、緬甸、新加坡東南亞三國，通

過與該組織簽署關於外交、經濟、安全等相關政府間的聯合宣言與協議，建立

良好的能源投資環境及合作發展條件，誘使東協國家與俄國進行能源安全領域

的合作，推動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共同促進俄羅斯東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與

東協的社會經濟成長。 

 

    俄羅斯海外石油公司(Зарубежнефть, Zarubezhneft)與越南國營石油與天然氣

集團(Petro-Vietnam)共同合資成立越俄聯營公司(Вьетсовпетро, Vietsovpetro)，

俄越各持有約 50%的股份，聯合進行地質探勘與發展越南境內和海上地區，以

及俄國北部和烏拉爾地區境內油氣資源。截至 2017 年底，該合資公司已開採

2.29 億多噸原油，向外輸出超過 33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為俄越兩國最有成就

的能源合作計畫。92 俄越能不停完善雙邊的能源合作機制，形塑兩國相互投資

上游產業，共同經營下游產業的開放模式，同時兩國元首不斷進行密切的會

晤，為兩國能源經濟合作前景創造優越的合作條件與方向。93其次，俄羅斯與

緬甸雙方也逐漸開展油氣資源的探勘，從 2006 年起俄羅斯即積極在該地區與緬

甸國營石油及天然氣公司(Myanmar Oil and Gas Enterprise, 簡稱 MOGE)以合資

的方式，聯合展開當地油氣資源探勘與開發的行動，首先是俄羅斯海外石油公

司和印度太陽集團(Sun Group of India)攜手與 MOGE 聯合探勘地處東南方的莫

                                                       
92 Вьетсовпетро, «О НАС», в <http://www.vietsov.com.vn/rus/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2018/4/21) 
93 Andrew Kuchins, 2014, pp.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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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馬海域(Mottama offshore)勘探石油和天然氣，隔年俄羅斯銀波衛星(Silver 

Wave Sputnik)和新加坡銀波能源集團(Silver Wave Energy)和 MOGE 聯合探索西

北部油氣資源。2008 年俄羅斯諾貝爾石油公司(Нобель Ойл, Nobel Oil)與

MOGE 一同決議開發北部地區的能源，鑒於兩國持續增加的合作框架下，顯出

俄國亟於緬甸成為其亞太能源合作夥伴關係，將有益於昇華俄緬能源合作關

係。94另一值得注意的東南亞國家即是新加坡，新加坡國家社會經濟發達，位

處東南亞地區的中心，號稱「亞洲區的十字路口」，境內擁有雄厚的油氣存儲能

力及健全的能源基礎設備，係為東南亞區域能源樞紐。95新加坡獨特的區域樞

紐位置，將有助於俄國油氣產品快速進入至東南亞市場各地，協助俄羅斯擴大

其在東南亞能源市場的能源地位與影響力。簡言之，東南亞國家係為俄羅斯實

踐亞太能源戰略內重要的角色，與之建立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有助於俄國東

部地區的開發與發展能源出口多元化。 

 

（三）俄羅斯與南亞國家之能源合作 

 

    南亞地區之中，又以印度的國家經濟情勢最受關注，其國內經濟快速崛

起，係為世界能源消費大國之一，經濟發展相當依賴外來的進口油氣資源。據

BP 公司 2017 世界能源統計報告指出，印度於 2016 年國內每日石油消費量達

33 萬桶，僅次於中國第二大的石油消費者。96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且能源密

集度下降，在此情形之下，印度持續提升的經濟和能源需求與之形成鮮明的對

比，屆時至 2040 年印度將取代中國成為全球能源增長的主要推手，佔全球總體

能源需求增長的三分之一以上。97基於其國內能源消費情勢，獲得穩定的能源

                                                       
94 MOGE, “Myanmar Oil and Gas Enterprise,” (Jul. 2011), in <http://www.bfi-

holdings.com/MOGE%20MYANMAR.pdf>. (Accessed: 2018/4/22)  
95 IEA, “Singapore becomes IEA Association Country,” (Oct. 2016), in <https://www.iea.org/ 

newsroom/news/2016/october/singapore-to-become-an-iea-association-country.html>. (Accessed: 

2018/4/22) 
96 British Petroleum (BP), 2017, P. 18. 
97 British Petroleum (BP), 2018,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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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對印度國內經濟發展相當重要。俄羅斯在南亞地區主要的合作夥伴就屬與

印度保持國家友好關係，兩國之間從未出現過政治衝突或爭議，98奠基於良好

的政治外交關係基礎，俄印也積極推動能源領域上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發展

油氣和民用核能的能源合作。 

 

2001 年印度國有石油天然氣公司(簡稱 ONGC Videsh Ltd.)斥資 28 億美元的

資金，參與俄羅斯薩哈林 1 號油氣投資項目，該項目為 ONGC Videsh Ltd. 獲得

20%的合資股份，為印度規模最大的外國投資項目之一；2008 年該公司又出資

26 億美元收購英國上市的俄羅斯帝國能源公司(Imperial Energy)於托木斯克地區

的油田。近期印度石油公司(IOCL)、印度石油有限公司(OIL)、巴拉特石油資源

公司(BPRL)、印度國營天然氣管理局有限公司(GAIL India Ltd.)等印度公司擴大

在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部門的投資，其中包括收購俄羅斯 Vankorneft 與 Taas-

Yuryakh 等公司的股份。99印度國內能源產量不足，而俄羅斯能源產量有餘，兩

國在能源領域上存在得天獨厚的能源合作互補優勢，在現有俄印能源發展條件

下，竭力推動俄印液化天然氣能源項目，將有助於深化兩國未來的能源合作關

係。100此外，印度也寄望將薩哈林 1 號成功的探勘經驗推行至俄羅斯其他油田

地區，並開放印度公司參與俄國上下游的油氣聯合開發項目，同時企圖強化其

能源外交制度，竭力參與俄羅斯能源市場發展。 

 

                                                       
98 D. Trenin, 2016, pp. 17-18. 
99 Das Kundu Nivedita, “India-Russia Relationship: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un. 2016), in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india-russia-relationship-past-present-future/.>, 

(Accessed: 2018/4/21)  
100 Pant Himani. India-Russia economic and energy cooperation: The way ahead. India: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 No. 181), 2017, pp. 2-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rfonline.org/wp-

content/uploads/2017/06/ORF_IssueBrief_181_India-RussiaEnergy.pdf. (Accessed: 201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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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俄羅斯與中國的合作基礎 

一、兩國合作之契機 

    鑒於歷史發展進程，俄中不斷力求改善過往敵對的國家關係，尋求穩定的

雙邊能源合作，以此為雙方長期共同努力的發展目標。俄中能源戰略方針和雙

方對能源的需求均呈現出互補的特性，一方面，中國亟需可靠的油氣供應及能

源進口來源多元化，另一方面，能源出口導向為主的俄國，正面臨能源進口市

場需求縮減和外部能源運輸矛盾，以上問題均興起兩國展開能源合作的可能

性，促使兩國將雙邊能源合作列為國家重點發展項目。  

（一）國際能源格局變動

自從全球發生金融危機以後，歐洲和美國等已發展國家經濟形勢疲軟，整

體對能源的需求日漸減少。相對於歐美的情勢，亞洲地區許多新興市場崛起，

刺激能源需求的增長，使亞太能源市場的規模愈發擴大。當前，世界主要的油

氣生產國係位於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全球能源供應與消費型態呈現

西方生產、東方消費之趨勢發展。如今，諸多學者均評析未來世界經濟發展重

心將轉移至亞太地區，日益突顯亞太地區在全球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對於地

理位置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對其開展俄中能源合作無疑深具發展優勢。俄

國與中國扮演亞太地區重要能源供應國與消費國之角色，無論是地緣位置相近

或是互補的經濟結構模式均兼具合作優勢。雖然現今俄羅斯正面臨諸多嚴峻的

危機與挑戰，但目前仍無其他國家能取代其能源供應大國之位，而中國雖致力

降低能源密集度和開發再生能源，其依舊為拉動全球能源消費量的主要能源需

求大國。屆於俄國與歐美和能源過境國之外交與政治關係的弱化，俄中正逐漸

擴展兩國能源互動與對話，強化兩國各項能源領域的合作基礎，深化兩國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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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合作項目與進程。現今，世界各國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往來愈加頻繁，全

球化的進程拉近歐亞之間的合作關係，俄中兩國作為歐亞地區重要的發展大

國，兩國朝向全方位的能源合作關係不僅可帶動亞洲能源市場的繁榮發展，還

可以促進歐亞地區的能源合作進程，創造更多提高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動力。 

（二）兩國互補的合作利益

    中國奠基於整體國內經濟起飛，累積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國家資金，使其在

進行對外貿易時，從過往單一的貿易國家轉型成為積極向外拓展的投資大國。

相較於以往，中國具有豐富的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能力，而俄國因國家資金有

限且面臨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和抵制，其迫切需要外來的資金以進行東西伯利

亞與遠東地區的油田探勘行動，改善舊有的能源基礎建設，推動新興油氣探勘

與加工的發展技術。從兩國共同利益之角度研析，俄中長期穩定的雙邊能源合

作係能充分落實兩國的能源戰略，通過中國融資與投資的經濟實力，減少俄國

能源發展和能源轉型之瓶頸與困境；反之，俄國現代化的能源發展，將使中國

受惠於其穩定大量的能源供給，保持國內經濟穩定成長。從兩國合作發展形勢

分析，兩國互補的能源優勢將會進一步開啟金融、運輸等領域的合作發展，促

使俄中形成兩國經濟互惠與戰略互補的新合作局勢101。俄國對外發起能源東向

發展和融入亞太地區之倡議，相對應中國欲振興東北地區之主張，標誌俄羅斯

與中國規劃的長期能源戰略發展呈現相互呼應之勢。兩國擴大的高層互動與增

設的能源對話機制，都將為雙邊能源合作關係注入新的活力，共同擴大推動與

發展互利共贏的能源合作，構建歐亞地區經濟社會情勢的繁榮與社會安定發

展。

101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中俄關係研究報告 2016〉(上海：復

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和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之專題研究報告，2017)，http://www.iis. 

fudan.edu.cn/ab/ac/c7015a109484/page.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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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合作新模式

    隨著中國發起一帶一路之倡議，其為俄中兩國深化能源合作創造嶄新的契

機，兩國積極開展新的合作途徑，共同拋棄舊有傳統的合作模式，尋求全面性

的創新能源合作模式。102過往兩國的能源合作模式僅著墨於制式的油氣貿易，

俄羅斯把持能源上下游的獨佔市場地位，單面向中國銷售油氣資源。然而，通

過兩方逐步擴展的能源合作，俄羅斯願意向外開放能源市場，邀請中國參與其

油氣建設項目，為中國敞開參與俄國能源上游與下游產業的合作大門。依循俄

中油氣管道的建置與運營，兩國的能源合作已擴展至上游的油氣探勘與開發項

目，下游的油氣精煉和加工領域，更甚之，伴隨推動「走出去」的國家政策，

103俄國同意中國以收購俄國能源企業股份來加深兩國合作發展。未來俄中兩國

還會逐步深化兩國在能源領域的各項發展，希冀達成全方位的能源合作，帶動

俄羅斯的能源產業發展，兩國將會朝向開發新的能源技術和新油氣資源等等各

項新領域的能源合作。 

二、俄中能源合作誘因 

俄中雙邊合作在能源領域上取得豐碩的成果，迄基於諸多誘因與客觀因素

存在於兩國發展能源合作的前提上，促使俄中開展政府間的能源對話與互動，

進而竭力落實兩國的能源合作。龐大的經濟利益作用，使兩國願意擱置彼此國

家間的成見與衝突，全力擴展雙邊能源合作且深化兩國的政治外交關係，希冀

在能源領域上獲得更多的國家利益並帶動國家整體發展。 

102 郭曉瓊，〈「新常態」下中俄經貿合作的新進展及新思路〉，《俄羅斯學刊》，第 5 期（2017），

頁 52。 
103 劉中偉、唐慧遠，2016，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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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利共贏的能源戰略局勢

    自普欽上台後，仰賴大量境內油氣資源，力挽衰弱的國家經濟與政治情

勢，形成以能源出口導向為主的國家經濟型態，能源貿易佔俄國 50%國家收入

來源，104長期穩定的油氣消費市場，係牽引嚴重地俄國國家安全問題。根據前

幾節的分析與描述可知，俄國長期仰賴歐洲作為主要的能源出口市場，能源開

發地區集中於西部地區，近年面臨已開發油田資源耗竭，能源基礎設施過於老

舊，俄國無力勘探與開發新油田，該地區出現油氣產量下降問題。俄羅斯東西

伯利亞和遠東地區蘊藏豐富的油氣資源，未來俄國能源生產和出口數量將仰仗

該地區的能源開發情勢。然而，政府卻無力投注資金和改善老舊基礎建設，使

俄國迫切展開和他國的合作關係，期盼引進外來資金，亦或與之協力開發該地

區油氣資源，為求穩定國家油氣資源產量，係為俄國現存的首要能源戰略任

務。105此外，由於俄羅斯與周邊國家間存在的管線運輸爭議，使歐洲國家試圖

減少對俄國的能源需求，降低俄國在歐洲地區的能源進口國地位。對俄國能源

戰略而言，現階段其能源方針乃以開闢與亞太市場的能源合作，落實能源出口

多元化及維護國家能源安全作為能源戰略的核心。106

    亞太地區之中，又以中國經濟成長最為快速，能源和資本密集乃其經濟快

速發展的主要特徵，從 1991 年至 2016 年平均以 8％的速度經濟快速增長，中

國對油氣資源需求量於 2009 年起成為全球之首。107針對中國高度仰賴進口能

源，其國家能源風險逐步增加，中國也制定對應的國家能源戰略，維護國家能

源安全發展。從兩國能源戰略層面考量，一方面不僅滿足俄國長期欠缺的能源

開發和基礎建設資金，同時也可與之共同開發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油氣資

104 A. Gusev, K. Westphal, 2015, pp. 10-11. 
105 S. Itoh, 2008, P. 36.  
106 Märta Carlsson, Susanne Oxenstierna, Michael Weizman, 2015, pp. 59-60. 
107 World Bank, “Growing Challenges,” (Apr. 2016), in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 

bitstream/handle/10986/24015/9781464809064.pdf>, pp. 175-176. (Accessed: 201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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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更甚之為俄國免除能源過境國的威脅，為其提供穩定的能源出口市場，成

為未來取代歐洲能源市場的重要地位，為其達成能源出口多元化和進駐亞太能

源市場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就中國的角度分析，進口俄國的能源不僅可以

降低國內龐大的能源需求壓力，還可以減緩對中東地區的能源依賴性，同時其

穩定的國內政治環境也有益於中國能源戰略規劃，發能源進口渠道多元化的戰

略規劃，提升對外能源進口的安全性，對其國家經濟發展帶有正面的影響。因

此，檢視俄中兩國現存的能源困境和其制定的能源戰略上，兩國的能源合作呈

現互補的特徵，逐步擴大的能源合作及深化的合作項目，將會為兩國實踐能源

戰略帶來重大的貢獻，達成俄中互利共贏的合作局勢。 

（二）地緣關係的能源合作優勢

    鑒於地緣角度評估俄中合作，俄羅斯廣袤的領土邊界與中國相鄰，使兩國

的合作關係夾帶天然的能源合作地理優勢。俄中兩國交界的地區係以俄國的東

西伯利亞、遠東地區和中國北部地區為主，其有助於解決俄中兩國國內的能源

安全問題。其次，優越的地理條件有助於陸上跨境油氣管線的興建，減輕兩國

能源運輸的風險與經濟成本。108

   基於《2030 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之規劃，指出俄國將竭力發展東西伯利

亞和遠東區域，在保持既有的俄歐能源外，設定亞太地區為未來能源戰略發展

的焦點。檢視眾多亞太地區國家，中國不僅鄰近俄國境內主要能源發展區域，

同時也兼具龐大能源需求市場之特性，驅使俄國欲與中國攜手開展能源領域合

作關係之重要要點。對俄羅斯而言，現存的能源出口模式係以管線向歐洲地區

輸送油氣資源為大宗，由於與主要能源進口市場地處遙遠，油氣管道路徑需跨

108 Sergey Luzyanin, Zhao Huasheng. Russian-Chinese Dialogue: The 2016 Model. Moscow: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RIAC Report 25), 2016, pp.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russiancouncil.ru/common/upload/Russia-China-Report25-eng.pdf. (Accessed: 201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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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第三國，俄國與過境國易因過境費用或能源定價問題產生利益衝突，增加潛

在的能源安全運輸風險，更甚之過境國數目之增加，將對其能源出口造成更多

的威脅。109近年俄羅斯相繼和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發生油氣運輸爭議，致使

俄國整體能源安全風險升高。俄中的能源合作係可落實俄國能源運輸管道多元

化的理念，減緩能源過境國之存在風險，免除過境費用的支出項目；同時，中

國還可向俄國東部油田地區提供基礎設施和輸出技術人才，增加俄國整體利益

和提升能源出口安全性。對中國而言，其能源進口來源以中東和非洲地區為

主，極度仰賴海上運輸，不僅耗時長且危險性高，其海外能源航線皆途經麻六

甲海峽，使其長期飽受能源供應和運輸安全的威脅。冀求穩定的能源進口來

源，俄中雙邊合作有助於中國發展能源進口多元化，擺脫單一海上能源運輸通

道，突破麻六甲海峽困境的瓶頸，除此之外，陸路管線運輸成本遠低於海上運

輸，通過兩國陸上跨境油氣管線的興建，大幅提升中國的能源進口安全，也為

兩國在其他領域上的合作關係奠定良好的合作夥伴基礎。 

另外，適逢世界地緣政治格局轉變，艱難的國際安全情勢促使俄中開展合

作的關係，攜手強化兩國的地緣政治安全。日本、韓國皆為美國在亞洲地區重

要的合作夥伴，係可稱其兩國為美國向俄中擴展的前沿之地，危及俄中在亞太

地區的大國地位。此外，北約東擴的影響與中東地區的政治衝突，使俄國國家

的勢力與地位不斷縮減。綜觀地緣因素的影響，兩國共同合作有助於防禦外來

的威脅，平衡美、日、韓於亞太地區的影響勢力，紓困俄羅斯地緣政治的安全

困境。110 

（三）俄國與中國的外交政治基礎

    俄中兩國於能源領域上的合作發展，係奠基於良好的政治合作進展，兩國

109 S. Z. Zhiznin, 2010, pp. 10-11. 
110 Margarete Klein, Kirsten Westphal, 2016.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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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放下既有的衝突與成見，推動穩定和平的外交互動和對話，齊力朝向全方

位的雙邊夥伴關係發展。俄中正式開展雙邊外交關係迄於 1992 年的《睦鄰友好

和互利合作的關係》，擱置對彼此的歧見與爭議，抱持和平共處的態度開啟兩國

的外交關係。1996 年適逢葉爾欽訪中，俄中兩國宣布訂立《面向 21 世紀戰略

協作夥伴》合作關係，構建高層領導人定期地會晤機制，設立能源分委會之平

台互動機制，商討與處理兩國相關的能源合作議題。在建構俄中關係的發展基

礎上，兩國於 2001 年簽署《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使兩國的戰略合作係立

基於法規憑據之上，有助於深化兩國的政治互信關係。111 

此外，2004 年兩國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

的補充協定》，表述長達 40 年的邊界爭議終獲得全面性的解決，成功挪走阻礙

兩國能源合作的絆腳石。112隨後兩國也陸續簽署《中俄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

聯合聲明》及《中俄聯合公報》，標誌兩國政治關係朝向和平穩定的形勢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繼普欽上任與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之後，俄中間的政治交流與

互動更顯頻繁，雙邊領導人輪流進行國事訪問，此可視為俄中雙邊發展之重要

里程碑，顯出兩人執政的時期為俄中能源合作帶來突破性的發展。113俄中兩國

皆致力推動國家經濟發展，實現區域和平與穩定，在此國家發展理念之框架之

下，兩國面臨政治與外交衝突時，願意持守相互理解與和平共處之原則，在諸

多國內或國際議題上保持一致的立場與態度，為兩國眾多合作項目爭取更大的

發展空間，遂使俄中在能源領域上的交流互動逐漸增加，陸續達成多項延宕許

久的合作協議，標註兩國的能源合作進程有逐步擴大之趨勢。 

111 崔琳、謝政道，〈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台俄互動之制約〉，《俄羅斯學報》，第 6 期 

  （2007），頁 79-80。 
112 Ibid., 頁 82-83。 
113 Zbigniew Brzezinski. Interpreting Xi Jinping's First Trip Abroad: Glimpses of an Emerging 

Diplomatic Strategy?, USA: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 2013), in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asD2uk9N-M>. (Accessed: 20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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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能源資源的使用與發展係奠基人類文明社會的成長與邁進，不僅為重要的

經濟發展型資源，同時也可作為維護國家整體安全的戰略型資源。在穩定地能

源供給與資源有效地配置之情況下，既能鞏固國家安全根基，也能保障基本國

家社會、經濟的發展。新世紀能源格局進入新一階段，美國頁岩油氣開採與技

術突破，歐洲經濟疲軟呈現能源需求萎縮之態勢；與此同時，亞太地區經濟快

速發展，未來世界政治和經濟重心將朝向亞太地區靠攏，加速國際能源市場格

局的變動。俄國為求維護國家安全與能源利益，重新檢視亞太地區的重要性，

調整國家能源戰略方向，著手制定朝向亞太地區發展的能源戰略，展開與該地

區的能源合作篇章。俄國的亞太能源戰略乃將能源合作方向轉向至亞太地區，

積極推動與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雙邊或多邊能源對話與互動，開展能源合

作項目與機制，促進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油氣發展，力求完全參與亞太經

濟一體化，實踐俄羅斯歐亞平衡發展的國家戰略目標。 

 

    俄羅斯實踐亞太能源戰略之中，中國係為亞太重點合作國家之一，兩國的

能源合作具得天獨厚的合作優勢，雙方的能源戰略與能源供需呈互惠互補之特

性，開啟兩國能源合作的可能性。俄國仰仗中國龐大的能源需求及投資能力，

獲取能源出口市場和推動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發展；反之，中國倚賴俄國豐

沛的油氣資源。此外，俄中能源合作有利改善兩國現存的能源安全困境，降低

能源運輸或過境風險，實踐能源進出口多元化之戰略規劃，偕力提升對外能源

進出口安全性等，將對兩國國家經濟發展和執行能源戰略帶來極其重要的貢

獻，形塑俄中互利共贏的合作局勢，促使俄國開展並竭力深化俄中能源合作。

隨後在第三章，筆者將檢視俄中能源合作進程的動態與走向，依循歷史合作之

軌跡，探討並歸納影響俄國之變動因素，研討兩國未來能源合作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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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俄中能源合作之發展進程 

    鑒於國際局勢的更迭及亞太地區的崛起，俄羅斯遂制定亞太能源戰略方

針，轉向亞洲地區尋求能源合作的可能性，鞏固國家能源安全與發展能源出口

多元化之計畫。其亞太能源戰略乃主張擴大亞太地區間的能源合作範圍，上至

東北亞、下至東南亞更拓及至南亞地區，寄望成為亞太經濟一體化之成員國，

帶動俄羅斯國家整體經濟區域的平衡發展。中國快速的國家經濟發展，係成為

亞太地區受注目的焦點，卻面臨油源供不應求，過度倚賴外部能源進口，讓國

家深陷能源安全的威脅之中，使其積極開展眾多的能源合作項目，追求能源進

口多元化，維繫國家能源安全。俄中能源領域的合作互動已歷時多餘年，兩國

已建立一定的合作基礎，鑒於雙方取得能源合作共識的框架之下，俄中從初期

反覆的磋商研討至相互磨合，逐步朝向制訂完善的合作機制，啟動雙邊能源合

作項目，實踐並擴展兩國間的能源合作。借鏡於國際能源發展合作的模式，兩

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層面上正朝向深化能源合作的願景前進，竭力達成互

利共贏的俄中能源合作。 

本章係以「俄中能源合作之發展」作為章節框架，研討「兩國能源合作的

進程與走向」，依循時序的推進與合作脈絡，探析俄中能源互動的模式與發展軌

跡。鑒於兩國能源項目實質的簽署與運作，整理與分析兩國能源合作之演進。

俄羅斯與中國歷經「磨合期」、「轉型期」、「深化期」三個不同階段的能源

合作，本章節將分為三小節逐一討論兩國各階段的能源互動與合作關係，由起

初雙邊對能源項目存有歧異與摩擦，至俄國現有能源市場受挫與能源風險攀

升，興起轉向亞太市場之計畫，逐步邁向擴大俄中能源領域的合作範疇。此章

將研析並歸納俄羅斯與中國能源合作之發展軌跡，探究兩國未來能源合作之發

展方向與俄中能源的互動關係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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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能源發展之磨合期  

一、奠定戰略合作基礎 

俄中的能源合作緣起於上世紀 90 年末期，兩國高層領導人並未意識到俄中

能源合作具備重要的國家戰略意義，雙邊能源合作進程相當緩慢。時序進入二

十一世界後，伴隨國際經濟與政治的變遷，奠基於兩國共同的國家利益與緊密

的政治外交關係，俄中攜手擴大合作的範疇，其中又以石油領域的能源合作進

展速度較佳，其次是天然氣的能源合作。2000 年至 2008 年期間係為兩國能源

發展的磨合期，俄中於能源合作開展初期歷經諸多困難與挑戰，經由一連串的

協調與磨合，兩國努力解決雙邊的衝突並致力取得雙方的合作共識，為俄中雙

邊能源合作開啟合作的序曲。 

 

（一）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曾為共產國家代表的俄羅斯與中國，兩國雖致力尋求共同的外交立場與共

識，但是在蘇聯時期兩國的外交關係，實際上是處於亦敵亦友的關係之中。直

至普欽上台擔任俄羅斯國家高層領導人，兩國的外交關係才邁入新的發展階

段，秉持務實的經濟外交思維，同時延續葉爾欽時期對中的外交政策，持續發

展並締結穩固的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普欽時代標誌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轉

變，以俄中合作平衡失勢的俄歐經濟關係，2000 年普欽初訪中國進行國事訪

問，訪問期間兩國共同簽署《俄羅斯聯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宣言》和《俄

羅斯聯邦總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關於反導問題的聯合聲明》等文件(表 3-

1)，欲表俄中將延續葉爾欽時期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同時，俄羅斯更力圖推

展東西平衡發展之國家外交對策。1142001 年為俄中外交歷史發展之重要的轉捩

                                                       
114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Стать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Россия: новые восточны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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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隨著簽訂二十年《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與《俄中元首莫斯科聯合聲

明》，兩國的外交關係日益增加，體現俄中在經濟、能源與軍事各方面的雙邊

合作利益，提供俄中合作之適當的法律基礎與原則，促進兩國邊界協商的進程

與雙邊貿易量。115俄中兩國在 2003 年再次公開發表《聯合聲明》，闡述擴大俄

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共同捍衛兩國國家與經濟安全。外交關係的改善促進兩

國於 2004 年訂立俄中未決的邊界區域，解決雙方長期存在的領土爭議，正式簽

署俄中領土東段的補充協議，隔年互換補充協定批准書，意謂兩國合作朝向和

平友善的途徑前進。 

 

    2005 年胡錦濤訪俄期間，兩國簽署《俄中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聯合聲

明》，主張兩國在國際和區域政治上抱持一致的立場和態度，共同遏制外來威

脅及維護各國國家利益。俄中兩國間穩定和平的外交與政治基礎係為發展俄中

能源合作的溫床，普欽曾公開表述完善兩國政治議題的分歧後，將置俄中能源

合作於兩國雙邊經濟貿易之首位。116隨後中國將 2006 年訂立為「俄羅斯年」，

俄國跟進中國的舉措，將 2007 年設立為「中國年」，俄中國家高層領導人輪流

進行互訪並進行國事訪問，顯示兩國和平友善與積極的外交關係與官方合作，

擴大雙方關係並加強民間各領域的交流。117高層領導人訪問期間，兩國共同簽

署俄中聯合聲明，奠定兩國未來經貿合作範疇，期望增加兩國貿易項目與份

額，致力完善並開拓兩國新的經濟合作，其中包括訂立俄國供應天然氣至中國

的效期、數量與價格等細節項目。此外，兩國也針對其他雙邊合作計畫簽署一

系列的合作文件。綜上兩國的外交互動進程，普欽執政期間仍持續穩定的發展

俄中關係，鞏固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拓展兩國各領域的合作範疇，建立兩

國的互信與互助機制，為兩國奠定合作深化的基礎並強化兩國國際影響力。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оя. 2000), в <http://kremlin.ru/events/pre- sident/transcripts/21132>. (Accessed: 

2017/12/10)   
115 J. Henderson, T. Mitrova, 2016, pp. 2-3.  
116 連弘宜，2007，頁 64-65。 
117 Ibid，2007，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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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俄中重要文件與聲明 

 

時間 地點 重要文件與聲明 備註 

2000 北京 《俄中北京宣言》 

《俄中關於反導問題的聯合聲明》 

普欽訪中進行國事訪

問 

2001 

 

上海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 中國、俄羅斯、哈薩

克、烏茲別克、塔吉

克、吉爾吉斯共同宣

布正式成立上海合作

組織 

莫斯科 《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俄中元首莫斯科聯合聲明》 

江澤民訪俄進行國事

訪問 

2002 北京 《俄中聯合聲明》 普欽至中進行國事訪

問 

2003 莫斯科 《俄中聯合聲明》 胡錦濤至俄國進行國

事訪問且出席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元首會

晤 

2004 北京 《俄中聯合聲明》 

《俄中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 

俄中正式確立兩國邊

界範圍 

2005 莫斯科 《俄中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批准書 

《俄中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聯合聲明》 

《俄中聯合公報》 

兩國互換東段補充協

定批准書，徹底解決

俄中長期存在的邊界

問題 

2006 北京 《俄中聯合聲明》 中國奠定 2006 年「俄

羅斯年」 

2007 莫斯科 《俄中聯合聲明》 俄國訂立 2007 年為

「中國年」 

2008 北京 《俄中兩國關於重大國際問題聯合聲明》 

《中俄元首北京會晤聯合公報》 

梅德韋杰夫訪中進行

國事訪問 

2009 紐約 《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及東西伯利

亞地區合作規劃綱要》 

開啟俄中相互投資及

地方合作的新階段 

2010 北京 《俄中兩國關於全面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聯合聲明》 

梅德韋杰夫訪中進行

國事訪問 

2011 莫斯科 《俄羅斯聯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當前

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胡錦濤訪俄進行國事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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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俄中合作〉，俄羅斯聯邦大使館，http://www.russia.org.cn/cn/russia_china_cat/77/page  

/4/，檢索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連弘宜，〈中國對俄羅斯石油能源戰略與外

交〉，《國際關係學報》，第 24 期(2007)，頁 57-58； 

 

（二）國際多邊合作組織 

 

俄羅斯與中國之間在政治、外交、經濟各層面上往來密切，透過參與多邊

國際合作組織，提升兩國在能源領域上的合作機會，特別是鞏固兩國最為重視

的國家能源經濟安全。俄羅斯、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烏茲別克

六國元首 2001 年於上海舉行會晤，共同頒布「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公開

表 3-1 (續) 俄中重要文件與聲明 

時間 地點 重要文件與聲明 備註 

2012 北京 《俄中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

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加強俄中全面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 

2013 莫斯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合作

共贏、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

聲明》 

兩國達成全方位的俄

中戰略合作共識 

2014 上海 《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

合聲明》 

 

普欽訪中，兩國探討

軍事聯盟協議，宣布

俄中為具高度戰略意

涵的合作夥伴 

2015 莫斯科 《關於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倡導合

作共贏的聯合聲明》 

《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

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 

習近平出席俄羅斯保

衛國戰爭 70 周年慶典 

2016 北京 《中俄聯合聲明》 

《關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 

俄中聯合攜手維護全

球戰略安全穩定 

2017 

 

莫斯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進一

步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

明》 

《中俄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

的聯合聲明》 

兩國同意深化中俄全

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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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參表 3-1) 

該組織旨為奠立調解邊界爭端之機制，通過建立軍事互信及區域安全基礎，發

展成員國間各項領域的多邊合作，此外，針對對外國際議題上，成員國間彼此

持守相同的立場與態度。在「上海合作組織」共同維繫區域安全的平台與定期

會晤的機制之下，俄中兩國除了加深既有的政治與外交關係之外，也增加兩國

地緣戰略的安全性與擴大兩國經濟合作領域。118特別是在能源領域上，毗鄰俄

中的東北亞地區係為能源需求增長快速的區域，俄國與中國致力尋求與其他東

北亞國家建立東北亞能源合作同盟，結合各國能源資源、技術、資金等優勢條

件，共同推動能源發展與合作，確保東北亞地區的能源供應安全。 

 

除此之外，俄中兩國也積極參與諸多大型深具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及國際能

源機構等等，例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世界能源大會

(World Energy Council, WEC)等，經由這些多邊合作機制的平台與框架下，使俄

國與中國取得與其他國家高層共同進行對話和協商的機會，齊偕同擬定國際能

源安全的規範與機制，藉此維護自身國家能源利益且制定危機應對機制，同時

能獲得更多相關的能源發展與合作機會。119參與國際能源組織不僅為俄國快速

進入國際能源市場的墊腳石，同時也能解決俄國欠缺開發資金與技術的困境，

並且減緩俄國能源出口單一化的風險，助其改善國內社會經濟問題。各國間緊

密的能源外交互動與國際平台機制，也將有助於降低能源危機對組織成員國所

造成的損失和傷害。 

 

 

                                                       
118 Natasha Kuhrt. Russian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Japan: The El'tsin and Putin Periods. Abingdon:  

Routledge, 2007, P.132. 
119 S.Z. Zhiznin, 2010, p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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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能源合作基礎 

俄國與中國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得以發展雙邊能源貿易合作夥

伴關係，兩國的能源發展關係即著重於石油、天然氣、煤礦等能源貿易，其中

又以石油與天然氣領域備受世界關注。特別是近幾年以來，中國極為仰賴外來

能源進口，與此同時俄國正積極尋求新的對外能源銷售市場，俄國與中國之間

存在的合作利益互補優勢、能源依賴與安全性等議題皆成為各國討論的焦點。 

 

（一）兩國能源貿易基本情勢 

 

    俄國與中國之間明顯的貿易增長迄始於 21 世紀初期，乃因兩國愈漸穩定的

政治外交關係，以及 2001 年雙方締結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促使俄國與中國積

極發展經濟合作項目。根據俄羅斯聯邦統計局的統計數據，俄中從事的雙邊經

濟貿易之中，油氣資源乃為主要的經濟合作項目，並且雙邊石油貿易又超過兩

國 60%的總體貿易量。120如圖 3-2 所示，俄國對中國的貿易出口額度從 2000 年

到 2008 年的貿易份額逐年增長，普欽於此期間著手調整國家地緣戰略方向，朝

向亞洲地區找尋新油氣出口市場及運輸設備。在此階段兩國乃著重於多項俄中

油氣協議的簽署，實質的貿易份額仍不及與其他國家的能源貿易數量。此外，

兩國在協調與商討的過程當中，面臨雙邊合作利益的分歧與磨擦，對俄中能源

合作增加諸多不確定性的負面因素。 

 

 

 

 

 

 

                                                       
120 J. Henderson, T. Mitrova., 2015,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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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俄國對中國的貿易出口 （單位：十億美元） 

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統計局，http://www.gks.ru/；中國國家海關總署， 

http://www.customs.gov.cn。 

 

 

檢視 2000 年到 2008 年的俄中石油貿易量的圖表，俄中在短短八年間雙邊

石油貿易從近百萬噸的交易量，發展至年交易量超過千萬噸，俄國佔中國總石

油進口量的比例從約 2%成長至 10%。2004 年俄羅斯石油公司和中國石油天然

氣集團(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CNPC，簡稱中石油)簽署五年的

石油協議，透過鐵路向中國輸送 4840 萬噸的石油量，2006 年中國石油化工集

團(China Petroleum and Chemical Corporation，Sinopec，簡稱中石化)和俄羅斯石

油公司以 35 億美元締結俄中長期的石油供應合約；隔年兩國的石油貿易出現明

顯的轉變，石油貿易量相較於去年近成長一倍，因俄國開始著手進行諸多大型

的能源項目，向中國出口石油資源。在此一階段當中，俄中的能源貿易經歷大

幅度的轉變，其充分反映兩國正向波動的能源合作關係。(圖 3-3)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2000 2001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增長速率 磨合期         轉型期         深化期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2.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0 

 

 

 

圖 3-3  俄國對中國的石油出口量（單位：千桶） 

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統計局，http://www.gks.ru/；中國國家海關總署，  

          http://www.customs.gov.cn；美國能源資訊署，https://www.eia.gov/。 

 

（二）雙邊能源管線的興建 

 

    俄中能源合作緣於 21 世紀以前，當時兩國貿易往來的主要途徑即是鐵路運

輸，相連的領土有利於鐵路的使用，將俄羅斯能源輸往中國境內，形成傳統的

能源貿易合作模式。隨著中國對外能源需求量的擴增與兩國間良好的外交互動

關係，俄中石油貿易量逐漸擴大，傳統耗時長且成本高的鐵路運輸方式不再能

滿足俄中之間的貿易運輸量，致使興建雙邊能源運輸管線的概念，成為 21 世紀

初期俄中的能源合作之首要發展目標。值得注意的是，俄國在 2003 年制定的

《2020 年前能源戰略》文內聲明，歐洲地區依舊是俄羅斯主要的能源出口市

場，但伴隨亞太地區不斷增加的油氣需求與該地區的快速發展，該地區部分國

家為俄國潛在的能源銷售市場與金援國家，使其成為俄國未來能源戰略外交的

發展重點；特別是在俄國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之後，更提高該區域對俄國的

重要性。2001 年兩國簽署俄中能源運輸管線的協議，輸油管線路徑將由俄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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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斯克(Angarsk)出口至中國東北大慶，該管線之總長度約 2400 公里，官方預

計每年將 2000 至 3000 萬噸原油及天然氣資源輸往中國。俄中共同在石油管線

的舖設議題上進行多次的協商與討論，卻在 2003 年因能源利益的分歧，暫時擱

置合作在即的油氣管線建設合作案。121直到 2004 年俄中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宣

布兩國將積極能源領域的實質發展後，該年年底公開釋出俄中油氣管線的最終

定案。 

基於能源安全利益之考量，俄國決議採以「泰納線」作為折衷方案，改以

泰舍特(Taishet)為管線起點，太平洋濱海港口納霍德卡(Nakhodka)為終點，再鋪

設連接大慶的俄中能源支線，竭力滿足亞太地區的多邊國家利益及增加亞太地

區經貿合作之可能性。管線的建設工程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期的工程先籌建

泰舍特至斯科沃羅金諾(Skovorodino)管線，接續建設通往中國大慶的能源支

線；第二期工程鋪建從斯科沃羅金諾到納霍德卡的管道。對俄羅斯而言，該能

源管線的建置具備重要的地緣政治意涵，普欽更譽其為「開啟東方之窗」的重

要能源項目。「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泰納線)油氣管道建設的倡議，有助

於重啟擱置的東西伯利亞油田開發案，同時將俄羅斯與世界主要的能源消費市

場連結在一起，幫助俄國能源出口至日本、韓國和其他亞太能源需求國家，達

成俄國能源出口多元化的能源戰略。因此，2006 年俄國國家石油管道運輸公司

(簡稱 Transneft)與中石油簽署鋪設泰納線協議與俄中油氣管線正式動工之時，

欲表俄羅斯順利進入亞太能源市場的新時代，同時也帶動俄國遠東地區的經濟

社會發展。 

121 Margarete Klein, Kirsten Westphal, 2016,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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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中合資的聯合開發 

 

兩國除了在油氣貿易量與管道建設存在密切的互動與合作關係之外，俄國

與中國的合作也朝向能源投資的新領域發展，兩國的能源合作主要集中於四個

項目：第一，中石化與俄羅斯石油公司於 2005 年共同合資成立 Venineft 公司，

負責開發俄國境內薩哈林 3 號油氣項目的維寧斯基(Veninskli)地區，根據協議中

石化持有該項目 25.1%的股權，提供探勘工程 75%的資金，開發俄國境內油氣

資源。122 第二，Transneft 與中石油於隔年簽署《關於中石油與俄羅斯石油公司

在中國、俄羅斯成立合資企業深化石油合作的基本原則協議》，兩大俄中能源企

業遂著手在兩國開辦俄中能源合資企業，分別是在俄國境內建置「東方能源公

司」，俄中雙方各持股 51%與 49%，主要從事地質探勘和融資的上游業務；

2007 年年底，攜手在中國境內建置中俄東方石化天津公司，由中方持股 51%、

俄方佔 49%的股份，進行煉油加工和油品銷售的下游業務。第三，2006 年中石

油透過附屬的子公司中油國際(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NPCI)成功以 5 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俄羅斯石油公司的上市股票。123由於過往俄

國對他國企業進入俄國能源市場均採取嚴格的審議，更遑論進駐俄國能源資產

之事，使得中國一直對俄能源市場束手無策。 

 

此次同意中方取得俄國石油公司的股權，代表俄國能源企業與市場向中國

開啟一道友善的合作大門。第四，同年俄國 TNK-BP 石油公司向外兜售旗下的

烏德穆爾特(Udmurtneft)石油公司，中石化以高昂的投資資金收購該公司 96.6%

的股份124，不過同年底俄羅斯石油公司向其收購回德穆爾特公司 51%股權，改

                                                       
122 Olga Senina，〈俄中達成協議，中石化獲得薩哈林項目更大份額〉，透視俄羅斯， 

http://tsrus.cn/caijing/2013/04/05/22769.htmlhttp://tsrus.cn/caijing/2013/04/05/22769.html 

，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0 日。 
123 S. Itoh, 2008, P. 47.  
124 Ibid.,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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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俄中聯合進行地質探勘與油氣開發等運營該公司之業務。125從這四個主要的

項目評估，顯示俄中的能源合作關係正逐漸升溫，兩國從單純的能源貿易進展

到油氣管線的聯合建設與合資開發的模式，固有的政府間合作事宜更是擴展至

民間企業間的合作交流與互動，意味著俄國國內能源市場正逐步開放並朝向接

納中國的方向前進，降低兩國的隔閡與衝突，對雙方未來的能源合作帶來正面

的實質助益。 

 

三、能源合作受阻 

在此階段當中，由於全球能源需求快速增長，國際油價也不斷攀升，為俄

國帶來豐沛的經濟效益，促使俄國得以振興國內經濟，穩定動盪的政治局勢，

而其國際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其次，「中國威脅論」及俄中長期的邊境非法移

民問題，顯示出兩國合作的制約因素。仗勢其能源帶來的經濟優勢，俄國境內

出現的反華意識，俄中的能源合作共識逐漸形成分歧，使得兩國的能源合作面

臨諸多的困難與阻礙，此時期兩國主要遭遇的困難分成兩項： 

 

（一）管線鋪設利益分歧 

 

    興建俄中能源管線之倡議緣起於上個世紀開始，但當時中國仍未意識到國

內能源供需失衡的問題，將嚴重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性。此外，基於過往

俄中的歷史糾紛，中國對俄國提出的能源合作存有疑慮，也因此擱置兩國的合

作議案。直到中國開始正視內部能源需求激增，國內出現能源安全問題，中國

政府遂實施「走出去」戰略，主張利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積

                                                       
125 Rigzone, “Rosneft and Sinopec to Jointly Control Udmurtneft,” (Nov. 2006), in < https://www.  

rigzone.com/news/oil_gas/a/38309/rosneft_and_sinopec_to_jointly_control_udmurtneft/. 

(Accessed: 20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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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參與世界能源的合作開發計畫，126俄中兩國高層才陸續針對管線籌建的議題

簽訂一連串的合作協議，包括《關於制定並完成鋪設俄中石油管道經濟技術可

行性研究的協議》、《關於制定修建俄中輸油管道的可行性研究基本原則》協議

書、《俄中輸油管道可行性研究工作總協議》等，明確制定管道鋪設路徑由俄國

安加爾斯克連接中國大慶，及相關建設規定和細則。但是在俄中能管線建設計

畫在即時，俄國內部鬥爭問題與能源利益的分歧致使安大線建設計畫破局。 

 

首先，俄國國內兩大能源企業角逐亞洲能源出口市場的開發權，主張「安

大線」的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與支持「安納線」的 Transneft 相互競爭。尤科

斯石油公司提議花費 17 億盧布，建造 2247 公里的能源管線，每年適度開發約

2000 到 3000 噸東西伯利亞地區的油氣資源。Transneft 提案的管線路徑較長，

長度約 3764 公里向東延伸至太平洋濱海地區，成本為前者的 3 倍多，且不確定

俄國東西伯利亞是否有能力向亞太地區提供每年 8000 萬噸的油氣出口量。另

外，能源利益分歧的因素暫緩兩國初期的安大線合作計畫，2003 年日本首相訪

俄期間，向俄提出修改安大線的輸油路徑，改由太平洋濱海納霍德卡港口作為

取代大慶的終點，「安納線」的興建將有助於俄國增加能源出口市場，避免終端

消費市場僅侷限於中國，建構穩定的俄國能源安全，除此之外還能擴大區域性

的能源合作，與日本、韓國、美國及其他亞太地區建立能源經濟合作，落實俄

國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戰略計畫。 

 

日本同時還承諾提供巨額貸款給俄國，助俄修建管線與開發俄國東部油

田，帶動俄國東部和濱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即便俄中持續強化的雙邊政治關

係，然而彼此在落實能源合作上仍存有疑慮，權衡之下俄國擇以國家能源安全

                                                       
126〈習近平發展中國經濟的兩個大局觀〉，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328/c1001-28231742.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5 日。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2.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5 

為出發點，並以兩條管線路徑將會危害貝加爾湖生態環境為考量，127選擇建設

符合其亞太能源戰略的「泰納線」議案。原支持安大線的尤科斯公司因拖欠大

筆國家稅務，其公司破產遭收歸國有之事，使得安大線的提案遭到擱置否決。

128分析俄國最後採取「泰納線」的折衷方案，係出於俄國在追求自身能源利益

最大化的過程之中，一方面力求平衡中日能源利益，另一方面仍顧及中國的能

源需求，在主要能源幹道外另闢支線，供應中國與安大線協議內相同的能源份

額，表示其仍欲與中國維繫良好的合作關係，只是此階段中兩國能源合作仍存

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使得俄中合作進程是荊棘叢生。 

 

（二）俄中合資計畫破局 

 

   其次，中石油未能順利購買「斯拉夫石油公司」(Slavneft)石油公司的國有股

權，該石油公司的私有化事件為兩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蒙上陰影，損害俄中

的經濟關係。129 2002 年俄羅斯聯邦政府決議對斯拉夫石油公司執行私有化政

策，對外兜售 74.95%的國有股份，此舉預估能幫助政府帶來超過 400 億盧布的

財政收入，幫助俄羅斯清償外債。130中石油參與競標斯拉夫石油公司股份的行

為，使俄國舉國嘩然且抗議四起，「中國威脅論」等反中輿論此起彼落。俄國國

家杜馬委員莫洛佐夫(Oleg Morozov)公開發言，表示國家應嚴防保護自身的國家

安全利益，避免其落到外國國家手裡，反對中國參與俄國石油公司的競標活

動，部分評論家與俄國媒體也紛紛發表激烈的言論，抗議中石油違反俄國國家

《私有化》法規，亦或是發表「俄國將淪為中國的能源供應的殖民地」等負面

                                                       
127 А.А. Казанцев,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ресурсов в страны АТ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фев. 2009), в <http://nordport.ru/index.php?option=com_ content& 

view=article&id=61&catid=20:-&Itemid=41.> (Accessed: 2018/4/15) 
128 N. Poussenkova. Russia’s Eastern Energy Policy: A Chinese Puzzle for Rosneft. France: IFRI (70), 

2013, pp. 9-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ifri.org/?page=contribution- detail&id=7634&id 

provenance=97. (Accessed: 2017/11/13) 
129 Alexander Lukin. Pivot To Asia: Russia's Foreign Policy Enters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Pvt Ltd), 2017, pp. 71-72.  
130 РИА Новости, «В среду состоится аукцион по продаже акций "Славнефти"» (дек. 2002), в 

<https://ria.ru/economy/20021217/284008.html>. (Accessed: 20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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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131俄國內部出現諸多質疑與反對中國的聲音，擔憂除了經濟利益的獲得

之外，俄羅斯的國家政權局勢將會受到中國的影響。 

 

    然而，據報導指出，2002 年普欽至北京進行訪問時，仍鼓勵中國參與俄國

境內的競標事宜，然而當競標報名截止前夕，國家杜馬卻將中國排除在投標參

與者之外，並公開發表對外聲明，解釋依據俄國私有法規定，持股超過 25%國

家股份的法人均不得參與私有化的競標活動。在此情況下，因中石油為中國國

營石油企業，其競標資格遭到除名，盡管中國的投標金額高於其他競標者約 10

億到 15 億盧布之間。132經由上述一事，中方認為俄國政府仍無力反抗私有的俄

國石油企業，同時其反覆無常的決策，意味著俄國仍未準備好與中進行穩定的

雙邊貿易合作。此外，該階段中國威脅論的輿論充斥在俄國境內，國內掀起一

股激烈的反華浪潮，控訴中國百萬的非法移民佔據俄國東部地區及低價收購俄

國資源，使初期的俄中能源合作在進展上是舉步維艱。  

 

第二節 合作奠基之轉型期  

一、俄中政治共識的構建 

    在《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合作框架之下，俄中秉持相互支持與信

賴，尊重彼此國家的利益與維護國際和平秩序。兩國高層領導人互訪的次數明

顯增加，彼此建立定期地會晤和磋商機制，為俄中關係建立堅實的政治與外交

合作基礎。齊力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並且針對重大國際議題發表一致的國際

立場，推動俄中兩國深化彼此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31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Китай положил глаз на «Славнефть»?» (дек. 2002), в  

<https://www.alt.kp.ru/daily/22928/48/ >. (Accessed: 2018/5/8)   
132 Alexander Lukin, 2017, pp.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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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梅德韋杰夫(D. A. Medvedev)於 2008 年取代普欽，就任俄國總統一職之

後，該年 5 月進行訪中事宜。訪談期間，兩國針對俄中的雙邊關係、能源安

全、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伊朗核問題、中東問題、科索沃與蘇丹等國際重要

議題進行討論，雙方在經濟全球化、反恐行動及鞏固國際安全等重大國際問題

恪守一致的立場，俄中聯合發表《中俄元首北京會晤聯合公報》與《俄中兩國

關於重大國際問題聯合聲明》，主張俄中協力應對外在威脅與挑戰，締造穩定和

諧的全球秩序，強調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對俄

中兩國的重要性。133雙方更進一步加強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機制，立基於共同

的國家利益，竭力援助與支持國際多邊合作組織的發展。俄中的合作項目在

2009 年進入嶄新的合作階段，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及東西伯利

亞地區合作規劃綱要》發表俄中地方合作與相互投資的合作意願與發展方向，

制訂雙邊地區發展戰略。2011 年胡錦濤訪俄時，適逢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

立 15 週年與俄中睦鄰友好條約之簽署 10 週年，俄中高層在與會期間，共同總

結上十年俄中關係的發展成果和籌劃下十年深化兩國關係的計畫。胡錦濤公開

表示未來 10 年會是俄中關係的轉捩點，雙方協力合作與相互支持，維護各國家

與經濟安全，齊朝向深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方向努力。134 

    梅普易位後，俄國更積極的推動全方位的俄中雙邊合作關係，普欽在《俄

羅斯與中國：合作新天地》文章中，形容俄中關係是「名副其實的國家新型關

係之典範」，強調兩國穩定互信的外交關係。此次參訪普欽率領能源、投資、軍

事、航空等眾多領域的政府官員與商業巨頭齊聚北京，商討與計畫擴大兩國的

133 崔琳、謝政道，2007，頁 79-80。 
134〈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舉行會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 

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1nzt_675363/hjtcxshzzfh_675419/t83156 

4.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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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範疇，簽署《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系的聯

合聲明》，期望在符合俄中國家利益的情況之下，實現兩國的經濟發展繁榮，共

同維護世界秩序的和平，此外兩國也共同簽訂有關於俄中投資、民用航機、旅

遊、媒體等 17 項合作協議。135隨著兩國高層互訪的次數增加，合作機制的建立

與改善，為俄中關係建立堅實的合作基礎並拓展雙邊的合作空間，而俄中在各

領域內擴大的合作項目，使兩國的關係朝向持續深化及穩定的方向前進。 

（二）俄中聯合抵禦親西國家

俄國與中國在政治與外交關係上，快速增長的因素乃與雙方所面臨的國際

情勢息息相關。首先，因美國持續擴張的軍事力量與其大力散播其國家價值

觀，不斷加強美國在亞太和中東地區的軍事佈局，以及在東歐地區設置反導系

統等，136藉此增加對他國的影響力，建立以其為守的世界格局。美國與日本共

同研發飛彈防禦系統與開展軍事武器的經貿合作，大舉擴展美日的同盟合作關

係與增加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勢力，卻降低俄國的國際地位並危及其地緣政

治的安全性。另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持續深入中東歐及前蘇聯地區的勢力，加劇對俄國西邊鄰近歐洲的區域

的威脅，對其欲維護的勢力範圍構成嚴重的挑戰，進一步引起「俄格戰爭」及

「俄烏天然氣斷氣問題」，致使俄國與歐美等國家愈加惡化的外交關係。137 

    俄羅斯轉向東方的戰略政策中，指出俄國與中國存在相同的戰略共識，針

對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局勢與法則，亦或是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共同提出

135 譚中，〈從普京訪華看中俄美關系犬牙交錯〉，中國評論月刊，http://hk.crntt.com/crnwebapp/ 

mag/docDetail.jsp?coluid=26&docid=102134705，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2 日。 
136 胡逢瑛，《俄羅斯民主轉折：衝突、反恐與危機處理》(台北：秀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011)，頁 46。 
137〈普京：俄方沒有對烏與歐盟可能的結盟採取侵略性政策〉，俄新網，http://big5.rusnews.cn/ 

eguoxinwen/eluosi_duiwai/20131121/43917039.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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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議。面對緊張的國際情勢，俄中相同的外交立場，使中國理所當然的成為俄

國在亞太地區最佳的戰略合作夥伴，兩國聯合制衡西方強權在亞太地區的增長

與擴展。138換言之，國際的外部因素在推動兩國關係的層面，扮演重要的合作

推力角色。俄中兩國的能源關係在 2008 年至 2014 年邁入轉型的階段，雙方力

圖摒除過往對彼此的成見，消弭外部勢力的介入引起的猜疑與歧見，兩國在車

臣與台灣等外交議題上秉持相同的外交立場，透過俄中聯合的策略共同抵禦外

來的挑戰與威脅，推進兩國在國際政治與能源領域上的合作空間。139  

 

二、兩國能源合作之轉型變革 

    俄國與中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在 2008 年到 2014 年間獲得實質上的進展，

兩國在能源投資及能源交易量議題上取得實際的合作成效，為未來的俄中能源

合作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礎。此外，伴隨兩國頻繁的高層互動與良好的政治外交

關係，抱持著積極的能源合作態度，使雙方逐漸發展出新的俄中合作模式，為

兩國提供更多的能源合作機會與國家利益。 

 

（一）能源貿易持續穩步增長 

 

    2008 年至 2014 年間憑藉兩國的地緣優勢與擴大的能源合作規模，俄中雙

邊貿易量大幅增加，兩國的貿易量由 2000 年僅 52.45 億美元增長至 2012 年

357.27 億美元，貿易量增長 6.8%。(參圖 3-2) 特別是在 2007 年到 2008 年之間

兩國貿易產生巨大的變化，一方面是中國開始增加對俄國的貨物出口量，另一

方面是諸多大型的俄中能源合作項目已完工且正式運作，如波羅的海管線、裏

海石油管線、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等俄中輸油管線，大幅增加俄國向中國

                                                       
138 Margarete Klein, Kirsten Westphal, 2016. pp. 4-5. 
139 H. Jr, Pirchner. “The uncertain future: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mokratizatsiya, Vol. 16, No. 4, 2008, pp. 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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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油氣份額，使兩國的貿易數量不斷攀升，顯示俄中能源合作關係呈現正

向的發展態勢。自 2010 年以來，俄國利用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線與裏海石油

管線向中國出口原油，使兩國的原油貿易合作穩定成長，尤其是東西伯利亞—

太平洋管線透過太平洋地區的科濟米諾(Kozmino)港口向中國出口，其原油出口

的速度比中國向中東地區進口更為快速與便捷。140俄羅斯於 2012 年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後，兩國間的貿易互動與合作愈漸頻繁，俄中的雙邊能源總貿易額更是

在 2014 年達到經濟合作的巔峰，總貿易額度高達 277.5 億美元，俄中能源貿易

額超過俄國總能源出口額的 8%，因國際油價的下跌及俄國正處於緊張的國際情

勢當中等因素，致使俄國大幅提高對中國的能源出口量。 

 

基於中國為全球經濟持續成長的重要主導因素之一，愈加強化俄國欲轉向

東方擴大開展自身的能源合作計畫，促使俄國對兩國的能源合作態度乃由被動

轉向主動發展，積極擴大對中國的能源貿易出口，發起諸多俄中油氣項目的合

作事宜，在此階段之中，兩國還提出新的能源貿易合作模式，意味俄中的能源

合作關係即面臨重要的轉型階段。141 

 

（二）貸款換能源之新合作模式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全球油氣價格大跌與市場價格波動，俄國因油

氣價格的暴跌與國內龐大的舉債金額等因素，使得國內的經濟與能源產業面臨

艱困的挑戰。142在此困窘的經濟情勢下，俄國亟需通過多項合作渠道獲得充足

的資金，藉此全力發展國家油氣領域的勘探與開發，擴大油氣出口份額增加國

家財政盈收，緩減國家的經濟困境。在此背景之下，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

                                                       
140 EIA, “Russia exports most of its crude oil production, mainly to Europe,” (Nov. 2017), in <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33732 >. (Accessed: 2017/12/10) 
141 J. Henderson, T. Mitrova, 2016, pp. 4-5.  
142 Heli Simola, 2016,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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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者且兼具地理合作的優勢，理所當然成為俄國重要的合作對象，為俄中在

能源領域的合作關係開闢新的合作機遇，開展新的能源合作模式。首先俄中向

彼此敞開國內的能源市場，兩國推動上下游能源產業互換的合作模式，進一步

兩國又朝向「貸款換石油」的合作模式發展。 

 

   「貸款換石油」的合作議案係奠基於《關於在石油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的協議，以及後續俄中簽署的長期原油供銷合同、貸款協議及管線建設營運等

協議合作框架，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同意提供給俄國共計 250 億美元的貸款，其

中俄羅斯石油公司與 Transneft 各別獲得 150 億美元和 100 億美元的貸款金額，

作為換取俄國 2011 年到 2030 年的 3 億噸原油出口量，明定在未來 20 年內俄國

將每年定期穩定地向中國出口 1500 萬噸原油。143此外中國還獲得俄國政府的首

肯，成功獲得東西伯利亞天然氣田的探勘與開發權，成為俄國第一個俄外合資

控股的跨國能源公司。2009 年俄羅斯石油公司和中石油簽署《關於天然氣領域

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發表兩國天然氣的合作方針與規劃，標誌兩國在天然氣領

域取得重大的合作進展。該年中國正式成立「中俄能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其

成功收購俄國松塔兒石油天然氣公司 51%的股權，取得俄國東西伯利亞天然氣

田的開發權。此外，中石油與俄羅斯石油公司還達成出資收購其公司 19.5 的股

權，顯示俄國完全向中國大幅敞開其能源市場的大門。在此之前從未有跨國合

資公司成功取得俄國天然氣田的控股權，如今此俄外合資的能源公司擁有對俄

國天然氣田的控股權，被視為俄中在能源領域上突破性的進展，兩國嶄新的合

作模式代表俄中合作關係朝向穩定且緊密的方向邁進。144 

 

                                                       
143 Robin Paxton, Vladimir Soldatkin, “China lends Russia $25 billion to get 20 years of oil,”  

(Feb 2009), in <http://uk.reuters.com/article/uk-russia-china-oil-sb-idUKTRE51G3S620090217> 

(Accessed: 2018/4/15) 
144 Keun-Wook Paik, 2016, p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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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雙邊油氣合作項目 

    隨著俄國國家能源戰略的調整，亞太市場在俄國能源戰略的重要性與日俱

增，雙方在能源領域上的互動與對話愈漸頻繁，顯示出兩國均竭力擴大能源項

目的雙邊合作規模。此外，在遭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之下，俄國更是積極的解

決長期擱置已久的油氣管線爭議，落實與拓展俄中的石油與天然氣的能源合作

協議，使兩國的能源合作發展更為穩定與順利。 

 

（一）重啟擱置的俄中輸油管線建案 

 

    俄國與中國在此階段全面開展長期及穩定的能源合作，在石油合作層面

上，兩國在 2008 年簽署《俄中石油領域合作政府間協議》後，共同商討和調解

彼此分歧的國家利益，合力解決延宕多年的管線建案，該年正式啟動俄中輸油

管道的建設，分別修建俄國與中國境內的管線建案。2009 年俄國第一條東向輸

油管線正式營運，原油出口路徑由東西伯利亞通往亞洲地區的能源消費市場。

2010 年俄中合資在天津創建東方石化煉油廠，聯合發展煉油一體化的能源技術

與合作項目，145中俄輸油管線的大慶支線也正式投產；此外，俄中兩國在政府

與民間企業之間通過多項不同領域的合作協議，其中包括：2013 年俄羅斯石油

公司和中國達成價值 2700 百億美元的輸油協議。146俄國向中國的原油出口量在

2012 年與中國從中東進口量達到相同的數量，意味著俄國未來將會持續增加對

中的輸油量並超過中東佔中國的總能源出口量。兩國的能源合作不僅增進中國

的能源安全，同時也減緩俄國的整體國家經濟負擔。147 

 

                                                       
145 毛漢英，2013，頁 1437-1438。 
146 Märta Carlsson, Susanne Oxenstierna, Michael Weizman, 2015, P. 51.  
147 Keun-Wook Paik, 2015,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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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解俄中輸氣管線的建案爭議 

 

    兩國在天然氣合作的部分也存在長期未解的管線建案爭議，2006 年俄羅斯

天然氣公司與中石油簽訂俄氣中出的天然氣供應備忘錄，該文件提出修建兩條

俄中輸氣的能源管線，稱為「西伯利亞力量」(Power of Siberia)，分為東線與西

線的路徑。東線係將東西伯利亞科維克金氣田豐富的資源向中國北京或是韓國

出口，擴大俄羅斯亞太地區的能源出口市場，提高俄國向東北亞、東南亞與南

亞地區輸送天然氣的合作機會；西線則是由西西伯利亞的烏連戈伊氣田向外出

口，行經阿爾泰共和國及俄國邊境入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然而其管線的路

徑長且建造成本高，同時環保問題與俄國內部利益的爭議等造成雙方無法達到

共識，故此計畫被擱置多年，然其豐富的油氣資源仍使兩國努力促成俄中的管

線合作項目。兩國雖然在 2008 年通過《關於從俄羅斯向中國供應天然氣的諒解

備忘書》，但兩國在油氣出口價格上出現巨大的利益分歧，延續暫緩俄中的天然

氣管線建案。直到隔年兩國終於簽署西伯利亞、遠東地區與薩哈林大陸架向中

國出口的天然氣草案，俄中裁定每年東西線的出口貿易份額，分別是 380 億立

方米與 300 億立方米，達成共計 680 億立方米的協議。兩國在協議簽署前，卻

又因天然氣定價問題產生歧見，雙方再次擱置管線協議的簽署儀式。雖然天然

氣管線的建案在此階段尚未正式簽署協議，然而兩國在此建案上仍表現極大的

關切與注意，試圖解決價格的問題，特別是在國際情勢催化之下，加速俄羅斯

重新評估亞太能源戰略，為俄中能源關係開創新的合作契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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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互利共贏之深化期  

一、友好的外交政治關係 

    遭受到烏克蘭危機的影響，俄中之間存在多年的天然氣管線爭議終於取得

共識，兩國正式在此領域上展開實質的合作計畫。俄中在油氣領域上的合作均

呈現良好的發展趨勢，配合國際政經與能源情勢的發展，意味著俄國與中國的

能源關係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機遇，有益於兩國擴大與深化能源領域的合作關

係，形塑兩國成為互惠共贏的能源合作夥伴。 

 

（一）全面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2014 年烏克蘭危機係為強化俄國與中國雙邊關係的重要契機，兩國的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達到歷史上最佳的發展態勢，雙方的關係進入全新的深化發展時

期。俄中將此階段譽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的新階段」，標誌雙方較往昔發展更

為緊密的互賴與互信關係，148雙方在「俄中聯合聲明」中，談論有關於俄中軍

事政治聯盟的協議，文內清楚闡述任一涉及彼此根本利益的問題，例如：主權

議題、領土完整和安全等問題上，兩國秉持相互支持的原則。2015 年習近平出

席參與俄國保衛國家戰爭 70 周年慶典，中國於訪俄期間，兩國共同簽署《關於

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倡導合作共贏的聯合聲明》，兩國友好且不斷深化的

夥伴關係，為能源合作構建良好的政治基礎與穩定的合作環境，從而加速落實

俄中天然氣合作協議之簽訂、俄中輸油管線竣工且正式營運等等的大型能源合

作，使兩國的經濟能源合作範疇日漸擴大；中國學者與專家更是指出，兩國的

                                                       
148〈中俄關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聲明〉，新華網， 

http://140.119.184.164/view/53.php，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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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已達到歷史上最佳的合作狀態。149 

 

    俄羅斯介入烏克蘭內部戰爭與克里米亞公投之「脫烏入俄」事件，不斷加

劇俄國與歐美國家的外交關係，在其面臨西方國家對其實行經濟制裁與外交孤

立策略，俄國的能源與經濟嚴重受挫，促使俄國轉向亞太地區尋求能源經濟與

外交政治的合作機會與發展空間，透過俄中合作作為平衡俄國在歐洲市場損失

的外交與經濟利益，並尋求替代歐俄經濟與外交的合作關係。150與此同時，中

國善用現存的國際情勢，竭力深化與俄國的雙邊合作關係，形塑友好的俄中外

交合作陣營，對外展現一致的外交合作立場。 

 

（二）增加多邊合作機制之互動  

 

    儘管 2014 年期間歐美國家對俄國強力採取制裁行動，試圖孤立其在國際的

外交地位與影響力，然而俄中兩國的互動關係卻不減反增，往來互動愈加頻

繁。俄國與中國的國家高層領導人在短時間內，總共進行五次不同的高層官方

會面。普欽於該年五月至中國進行訪問，其與習近平兩人在上海聯合發表《俄

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聲明》，闡述俄中在涉及兩國利益的各項

議題上相互諒解的態度，兩國在烏克蘭、新疆與台灣等外交議題上秉持一致的

外交立場。除此之外，依據現存的國際情勢，俄中攜手構建亞洲能源安全基

礎，擴大兩國貿易、投資與和軍事各領域的合作規模，俄中總共簽署 40 多項的

合作協議，體現全方面的俄中戰略合作關係。151 

 

 

                                                       
149 Märta Carlsson, Susanne Oxenstierna, Michael Weizman, 2015, pp. 77-78. 
150 Margarete Klein, Kirsten Westphal, 2016, pp. 6-7. 
151〈俄中加深諒解和合作成構架亞洲新安全觀核心〉，透視俄羅斯，http://tsrus.cn/pinglun/ 

2014/05/23/34397.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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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兩國接續在七月的金磚國家峰會、九月的上海合作組織與十一月的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仍然進行一連串的多方外交會議，共同探討當前國際重大

議題並提出解決方式，亦或是俄中與組織內成員國計畫開展的多邊合作項目，

意味兩國不斷努力拓展俄中緊密的合作關係。此外更標誌俄中外交與政治的優

先發展方向，乃竭力發展全方位的俄中合作關係，特別是在能源、金融、基礎

建設和科技技術層面的合作項目。隔年，中國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此一多邊合作

機制的平台，竭力推動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成員國支

持「中國絲綢之路」的倡議。因此，俄中兩國高層領導人在 2015 年 5 月 8 日

時，雙方正式簽署《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

聯合聲明》，開展「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盟相互的合作進程，此外，俄中也

在 2017 年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凝聚與增加多邊合

作共識，兩國欲借力增加上合組織、亞太經合等現有的多邊國際合作機制之互

動與對話，深化並落實俄中之間的務實合作，創造有利的合作條件以拓展兩國

區域間的經濟合作。152  

 

二、互利共贏的俄中能源合作 

    普欽在亞太經合組織發表「轉向亞洲」的國家能源戰略政策，隨著俄羅斯

與西方惡化的外交關係，逐漸轉型成為發展「轉向中國」的國家戰略計畫。俄

國國內的各級領導與官員均展現與中國合作的興趣，希冀兩國擴大雙邊能源經

濟的合作規模與發展計畫，借此彌補西方經濟制裁對俄國造成的負面影響。兩

國持續擴大的能源合作範疇，將為俄國與中國帶來更多的合作效益，進而使兩

國朝向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發展。 

                                                       
152〈「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的新機遇〉，經濟部國際合作處，https://www.moea.gov.tw/ 

mns/ietc/bulletin/Bulletin.aspx?kind=31&html=1&menu_id=17131&bull_id=3105，檢索日期：

2018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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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穩定正向的能源貿易 

 

    在本章上一節文中提到，俄中的能源貿易在 2014 年達到總貿易量的巔峰，

而隨著時序步入 2014 年且截至現今，兩國的能源合作朝向互利共贏的模式持續

發展。2014 年俄國向中國出口的能源共佔總出口額 74%，隔年雖因國際石油價

格的下跌，影響其能源出口占比下滑至 67%，跌幅共計 7 個百分比，然而仍不

影響兩國的能源合作發展，其能源合作發展依舊呈現穩定正向的發展形勢。(參

圖 3-2) 根據俄羅斯海關總署 2015 的報告，發表中國係繼歐盟之後，成為俄國

第二大的貿易合作夥伴，係為俄羅斯重要且具影響力的外國合作夥伴。除此之

外，俄羅斯經濟發展部也公告，俄羅斯在 2015 年正式名列中國第十六大的貿易

合作夥伴。鑒於中國對俄國的石油需求及兩國現存的能源合作協議，將會促使

俄國持續增加對中國的能源出口量。 

     

    另外，在俄中投資領域的合作層面，經濟制裁使俄國的能源公司面臨資金

不足的瓶頸，受限於資金缺乏的情況之下，俄國被迫暫停東西伯利亞和薩哈林

產油區的開發計畫。此時，中國卻在深陷外交孤立與經濟困境的俄國伸出援

手，其國營融資機構向俄國諸多大型能源項目與公司提供資金援助，幫助俄國

平衡中斷的外來投資資金缺口，如 2016 年春季中國銀行與俄羅斯天然氣公司達

成五年期的融資協議，前者同意向後者提供 20 億歐元的雙邊貸款，153體現兩國

在政府與民間企業之間的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使得兩國在能源領域上的俄中

合作關係顯得加融洽與緊密。 

 

 

 

                                                       
153 Gazprom, “Bank of China to provide Gazprom with EUR 2 billion loan,” (Mar 2016), in 

<http://www.gazprom.com/press/news/2016/march/article268285/>. (Accessed: 2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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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氣上下游一體化加深 

 

    烏克蘭危機發生後，俄國國內的經濟嚴重惡化與盧布大幅貶值，一方面是

基於俄國的歐洲能源出口市場整體需求降低及油價大跌；另一方面，乃源於西

方對俄國實施的經濟制裁，中斷俄國北極海上油田的開發資金，致使俄羅斯的

能源公司背負巨額的債務，俄國整體亟需外來的資金緩減國內龐大的債務壓

力，這等同於是為中國開啟更多深化俄中能源合作的機遇。154此外，引進西方

科技設備的進口程序愈發冗長與複雜，使得俄國整體煉油產業景況更為艱困。 

     

    冀求紓減現存的產業困境，俄國願意在能源產業作出大幅的讓步，裁撤能

源產業多重的限制及防止外國企業進駐條例，並在此階段決議向中國開放能源

的上下游能源產業。上游部分如俄羅斯天然氣公司與中石油以合資 700 億美元

共同開採科維克氣田與恰揚金氣田；俄羅斯石油公司與中石化齊力開發東西伯

利亞的油田；中石油以 29%持股權成為俄中開發亞馬爾液化天然氣資源之第二

大外國合作夥伴；亦或是成為參與在北冰洋的開發計畫的合作廠商。155下游部

分為俄羅斯石油公司與挪威石油公司(Statoil)外聘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COSL)，要求其提供替代西方的重要煉油設備及人力資源。受惠於歐美對俄國

的經濟制裁行動，中國擴大對俄國的輸油設備出口及兩國貿易也呈現大幅成

長，在需求量增加的情況下，中國企業也逐步設立駐俄辦事處，以滿足當地增

加的需求數量。156儘管俄中竭力強化兩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關係，兩國之間仍

留有猜忌與合作的疑慮，且在部分領域上兩國係存在競爭的對立關係。然而，

兩國已達成一致的合作共識，即通過擴展兩國全方位的能源合作項目，使俄中

在雙邊合作關係上能各取所需，相互幫助獲得彼此所需的合作利益，如俄國同

                                                       
154 Zhang Yiping,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oilfield service sector,” (Aug. 2014), in   

<http://interfaxenergy.com/gasdaily/article/12924/opportunities-for-chinas-oilfield-service-sector>.  

(Accessed: 2018/5/10) 
155 Margarete Klein, Kirsten Westphal, 2016, pp. 4-5. 
156 J. Henderson, T. Mitrova, 2016, pp.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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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國參與其國內能源項目，落實中國能源進口多元化的目標，而中國容許俄

國進駐其國內市場，並提供金援與能源市場的缺口，為俄中共塑互利共贏的雙

邊能源合作模式。157 

 

三、全面深化俄中能源合作 

    鑒於俄中高層訂立的全面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中在能源領域上的合

作朝向深化俄中的能源合作關係前進。不過兩國之間仍有諸多協議未能完全落

實，因此在此階段中，兩國秉持互利共贏及全面擴大的合作準則，力圖調解雙

方的爭議以促成能源協議，並在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下，全面擴

大俄中能源合作的發展進程。 

 

（一）俄中天然氣合作取得新進展 

 

    俄中能源合作進展到此一階段時，基於俄國低迷的經濟情勢與停滯的歐洲

能源市場增長，加速俄羅斯落實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政策與竭力開發東部地區油

氣資源，增添其重返亞洲的決心，致使長期懸而未決的天然氣價格問題終獲解

決。俄國與中國在天然氣的交易價格上達成共識的舉措，乃兩國能源合作中重

要的里程碑，代表俄國與中國的合作關係趨向穩定與成熟的深入發展。1582014

年五月兩國元首共同訂立《俄中東線天然氣合作項目備忘錄》，俄羅斯天然氣公

司與中石油聯合簽署《中俄東線供氣購銷合同》，兩國終達成 4000 億美元且為

期 30 年的天然氣協議。俄羅斯與中國將聯合建立「西伯利亞力量」的輸氣管

線，俄中合署相關天然氣開發備忘錄，訂立從 2019 年起俄國向中國出口天然

                                                       
157〈高麗會見普京總統並出席中俄雙邊合作機制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

http://ru.china-embassy.org/chn/zxdt/t1453629.htm，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0 日。 
158 Keun-Wook Paik, 2016, p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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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30 年間定期供應 38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總量，9 月開始正式動工建設天然

氣東線管道，預計完成兩條管線的建案後，中國每年可獲得 500 至 550 億立方

米的天然氣數量。159 

 

    除此之外，根據兩國在上海簽定的協約，全面深化俄中之間的能源合作項

目，中國將積極參與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油氣田的勘探與開發項目，而兩國也

將進一步建造中國境內的天然氣基礎建設，全心投入兩國境內的基礎能源建設

與拓展能源發展計畫。俄羅斯能源專家米特羅娃對此發表評論，指出俄羅斯正

朝向以中國為導向的路徑發展，藉此落實國家地緣戰略的目標，竭力發展新油

氣出口市場及運輸設備。160  

 

（二）「一帶一路」利於雙邊能源合作 

 

   歷經能源價格驟降與歐美經濟制裁，使得俄羅斯能源經濟產業深陷困境之

中，俄羅斯迫切向外尋求新的能源進口市場與推動國內能源產業升級，希冀擺

脫歐美對俄施加的限制與阻礙。適逢中國國內全面推動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升

級，習近平對外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主張對外開放市場和深化多項領

域的合作關係，與周邊鄰近國家構建穩定與友好的戰略合作關係。由此檢視中

國的提案，其乃與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具備雙邊合作的發展潛力，在「一

帶一路」地緣戰略的合作框架下，加強俄中能源合作關係，籌建多條陸路跨境

能源油氣管線，構建俄中能源運輸通道，實踐兩國關切的能源安全議題之合作

利益。同時，俄羅斯同意中國企業參與俄羅斯跨境歐亞鐵路之建案，呼應中國

                                                       
159 Ведомости, «Газпром сможет увеличить объем экспорта газа только за счет Китая», (ноя. 

2017), в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17/11/16/741910-gazprom-kitaya>. 

(Accessed: 2018/4/5)   
160米特羅娃(Tatiana Mitrova)是俄羅斯科學院能源研究所油氣部門主任，針對俄羅斯亞太能源戰

略發展之議題提供個人的見解。參見 Laura Schwartz, “Looking East Amid a Crisis to the West: 

Russia’s Energy Export Strategies,” (Sep. 2014), in <http://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  

aspx?id=483>. (Accessed: 2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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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為俄中能源合作創造更多雙邊合作的利益與效益。

藉由鞏固地緣經濟與政治的安全，不僅能保障中國的能源進口安全，減少海上

運輸的危險，還能確保俄國獲得穩定的能源出口市場，推動國內能源產業結構

升級，增加兩國多項領域上的合作機會，帶動俄國國家經濟的復甦與成長。 

 

俄羅斯面臨對外融資困境之時，2015 年「中國絲路基金」乃同意以 10.87

歐元收購諾瓦泰克(Novatek) 9.9%的亞馬爾液態天然氣開發股份，連帶提供 15

年期的 7300 萬歐元貸款，資助俄國持續進行亞馬爾地區的能源開發計畫。間隔

四個月之後，亞馬爾液化天然氣公司對外宣佈與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中國國家開

發銀行簽署貸款協定，兩家銀行各自提供為期 15 年的 93 億歐元和 98 億人民幣

貸款給該公司，中國已成為該項目 60%的金援來源，作為換取中國承攬該項目

80%的模組工程建造權，促進國內鋼鐵、電纜與其他產業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

級。161在下游產業當中，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動俄中天津煉油廠的合作計

畫，預計在 2020 年前完工進行投產。162俄羅斯石油公司與中石化將共同對未來

天然氣加工與石化綜合設施項目的合作計畫進行評估研究，規劃未來共同組建

俄中合資公司，擴大兩國在前端工程之設計、營造等等的雙邊能源合作項目。 

 

借助於實踐「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與目標，使得俄中在天然氣能源領域

上的合作進程得以加快，其中最大的成就係為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2017 年

年底正式開啟投產的行動，此項目被俄中各界讚譽為俄中務實合作的標竿和能

源合作典範，163有助於增加兩國相互合作的信心與實際深化能源合作的進程。 

 

                                                       
161 Camilla Sorensen, Ekaterina Klimenko. Emerging Chinese–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Artic. UK: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Investigación para la Paz (SIPRI), 2017, pp.31-3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7-06/emerging-chinese-russian-cooperation-arctic.pdf 

(Accessed: 2018/3/5) 
162 В. В. Бушуев, А. М. Мастепанов, В. В. Первухин, Ю. К. Шафраник, 2015, pp. 35-36.  
163 張繼業、胡曉光，〈為中俄能源合作樹立典範—走訪中俄最大合資在產油田項目〉，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07/03/c_1121257330.htm，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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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依循俄國與中國之間的能源互動與合作進程，初期兩國的能源合作僅止於

通過鐵路運輸來進行雙邊的能源貿易，伴隨俄中之間擴大的貿易量與俄國重返

亞洲之決心，兩國朝向能源合資開發與聯合建設的合作模式前進，共同鋪設管

線並興建能源開發的基礎建設設備。兩國接續又朝向發展貸款換石油之新合作

模式，加速俄國向中國敞開國內上下游油氣產業，擴大落實俄中能源合作的計

畫。立基於兩國的合作互動、協議簽訂與貿易數量，俄中能源的合作進程依序

劃分為：能源發展之「磨合期」、合作奠基之「轉型期」與互利共贏之「深化

期」三個不同階段的能源合作。 

 

兩國合作前期係為能源發展之「磨合期」（2000-2008），俄中於 2001 年

起締結《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及設立定期會晤與磋商機制，提供兩國能源合作

的法律基礎及提升雙邊互信程度，竭力發展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藉此強化

兩國的外交政治基礎並增加雙邊能源合作項目。由於俄中間的能源貿易份額增

加，且傳統鐵路運輸已不堪負荷龐大的貨物運輸量，兩國遂展開「安大線」跨

境能源管線的建設倡議。此外，俄國更與中國攜手在俄境內設立能源合資企

業，表露俄國朝向開放並接納中方參與俄國上游油氣產業的方向前進。但是，

合作初期俄中合作曾出現管線建案的利益分歧，同時俄境內掀起激烈的反華浪

潮，使兩國的能源合作進程充滿困難與挑戰。鑒於俄中之間存在的利益分歧，

兩國仍不懈地達成雙邊合作共識，建設「泰納線」之餘再鋪設通往大慶能源支

線，推動管線聯合建設與合資開發模式發展，而原先僅存在於政府的能源合作

更是擴大至民間企業內，為俄中雙邊能源合作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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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期乃為奠基雙邊合作的「轉型期」（2008-2014），在此階段俄中高

層互訪的頻率增加，聯合應對來自西方強權的威脅與挑戰，抵制美國在亞太和

中東地區勢力的增長，並攔阻北約深入中東歐及前蘇聯地區的勢力範圍，共同

締造和諧的世界秩序。164同時，兩國主張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發展與《睦鄰友

好合作條約》對俄中兩國的重要性，雙方建立堅實的合作基礎並擴展兩國能源

領域的合作空間。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憑藉低油價與緊張的國際情勢，再

加上「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等大型俄中能源合作項目正式營運，大量增

加俄國對中國的油氣出口份額，兩國能源貿易量呈現正向成長的發展趨勢。特

別是在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俄中之間的能源往來互動更為頻繁，兩

國貿易額在 2014 年達到雙邊能源經濟的合作巔峰。在此階段期間，俄中彼此相

互敞開國內能源市場，推動上下游能源產業互換的合作模式，進一步又發展

「貸款換石油」的新合作模式，中國同意借貸給俄國作為換取每年穩定的原油

進口，並且俄中合資公司成為首間成功取得俄境內油氣田控股權的跨國能源公

司，揭露兩國突破性的能源合作發展，代表俄中合作關係係朝向穩定且緊密的

方向前進。 

 

    烏克蘭危機的影響與歐美實施的經濟制裁，成為俄羅斯落實亞太能源戰略

之重要轉捩點，推動俄中能源合作進入互利共贏的「深化期」（2014-2017）。

此期間，中國成為俄羅斯第二大的能源貿易合作夥伴，兩國外交關係發展成為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構建良好的政治基礎與合作環境，對外展現一致的

外交合作立場。兩國在秉持互利共贏及全面擴大的合作框架下，不斷增加俄中

多邊合作機制的互動與對話，加速落實俄中天然氣協議之簽訂，深化俄中能源

領域的合作範疇。另外，深陷外交孤立與經濟困境的俄國，盼通過俄中能源合

作紓困國內的資金缺口與拓展國際外交發展空間，平衡俄國在歐洲地區受到的

                                                       
164 Margarete Klein, Kirsten Westphal, 2016.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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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遂大舉開放中國進入俄國上下游能源產業市場。一方面，中國提供

龐大的貸款數額援助俄國能源公司與大型能源項目，幫助俄國緩減中斷的外來

資金缺口，亦或是建立俄中能源合資公司，聯合開發俄國東部的油氣田；另一

方面，俄國聘請中國能源服務公司負責提供煉油設備及人力資源，進而擴大俄

中整體貿易的成長量。 

 

    探究俄國與中國開展的雙邊能源合作進程中，對俄國而言，其能落實俄國

亞太能源戰略計畫並實踐能源出口多元化，促進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發展；

對中國而言，此乃幫助中國強化能源進口與能源運輸安全，達成能源進口多元

化的目標。因此，俄中從初期反覆的磋商研討至相互協商磨合，共同取得一致

的能源與外交合作共識，擴展全方位的雙邊能源合作項目，朝向制訂完善的合

作機制，深化俄中的能源合作範疇，在能源領域的合作上相互為兩國賺取最大

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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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中能源合作框架之挑戰 

    俄中兩國在能源領域上已實行 20 多年的能源互動與對話，鑒於前三章的探

討與分析，兩國齊奠定雙方政治、外交與經濟層面的合作基礎與機制，偕力取

得俄中的合作共識並深化各領域的能源合作關係，雙方也確實在經過多年的努

力之下，在諸多大型的能源合作項目已取得豐碩亮眼的合作成果。但是，藉由

上一章探討俄中能源合作的發展進程時，可以發現相較於兩國政治外交領域上

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中在能源領域上的合作進程上顯得較為緩慢。透過深

入分析兩國間能源互動與合作之脈絡，了解兩國國家內部各自皆存在制約雙邊

能源合作與成長的負面因素，同時俄中之間在進行能源合作的交涉與談判時，

由於兩國在部分的能源合作細節尚未有完善的規劃與討論，以及兩國長期存在

互信基礎不足等問題，降低雙方能源企業的合作意願。此外，俄中能源合作也

面臨與周邊國家的能源利益衝突，導致相關國家介入或影響兩國能源合作的進

程與發展。 

 

    本章著重以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之俄中能源合作挑戰作為主要的研究方

向，同時依據上一章討論的俄中能源互動與合作關係，剖析兩國之間的合作制

約因素，並將其劃分為俄國與中國的國家問題、缺乏完善的合作機制和基礎合

作共識分歧等內部因素，以及以日本、中亞、印度、美國主要國家之外部因

素，奠基於內部與外部此兩大因素，作為本篇研究的切入點，分析俄中能源關

係之間存在的合作挑戰與威脅。本章第一節將分別探討俄國與中國各自國家內

部的難題，掌握降低兩國合作意願的潛在因素；第二節研究兩國合作機制的發

展困境，考察兩國之間存在的根本合作問題，過於注重能源合作收益的代價，

係疏忽兩國之間存在合作共識與機制分歧；第三節檢視俄中合作與周邊國家的

利益衝突，分析外部因素阻礙兩國能源合作的成因與影響，藉此整理並歸納各

項因素在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與中國的能源合作之影響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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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俄羅斯與中國之國家內部限制 

一、制約兩國合作的俄方因素 

    在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政策之中，其為擴大俄中之間的能源合作範疇，

積極推動雙邊能源管線鋪設與開放中國進駐俄國能源市場。儘管俄羅斯政府不

遺餘力的發展俄中能源合作關係，基於俄國境內的政府與國營能源企業之間，

長期存在政治鬥爭與矛盾的利益問題，以及整體投資及發展環境欠佳等問題，

降低中國與俄羅斯的合作意願，阻礙兩國未來的能源合作發展機會。 

 

（一）政府與國營能源企業間之利益分歧 

 

    普欽上台後為求振興國家經濟發展，借助收歸部分大型私營能源企業，組

建並支持國營能源企業實行市場壟斷，嚴格限制私人企業的投資與參與165，藉

此竭力發展國家整體能源產業。此外，俄國境內政府、企業和能源利益團體之

間存在著政治鬥爭與利益博弈，對外能源合作發展持有分歧的規劃和目標，影

響俄中能源的合作進程並且一度延宕兩國的能源合作項目。其一為 2003 年俄國

國營能源企業與私營尤科斯企業角逐亞洲能源出口市場的開發權，相較於俄國

國營企業提出的「安納線」提案，尤科斯公司主張的「安大線」在建設成本、

管線路徑等考量因素較為優越，然而前項提案卻能為俄國營企業帶來更為豐厚

的盈收，使得俄羅斯石油公司、Transneft 與俄羅斯天然氣公司三大國營能源企

業聯手與俄國第一大私營企業尤科斯競爭亞太管線鋪設權。166此外，不僅是俄

國國內企業間的利益鬥爭，管線舖設變案還包括政治鬥爭的因素，普欽欲借助

                                                       
165 吳春光，2008，頁 20-21。 
166 陳小沁，〈試析利益集團對俄羅斯對外政策基本走向的影響〉，《教學與研究》，3 期(2004)， 

頁 78-79。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2.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7 

指控尤科斯公司負責人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詐欺、逃稅與挪

用公款等罪責將其拘捕，打壓國內寡頭勢力與減少政治干預。在其公司因破產

遭低價轉售給俄羅斯石油公司，原俄中之間的「安大線」合作協議也因俄國的

政治因素告罄，重挫俄中能源合作關係。 

   

另外，雖然俄中兩國政府竭力推動深化兩國的能源合作進程，接連簽署眾

多的能源合作協議與文件，但企業間的合作行動顯得較為緩慢，呈現「上熱下

冷」的能源合作局面，政府與企業間上下的雙邊能源合作目標與利益有所差

異。167對政府而言，其欲借力兩國能源合作振興國家經濟增長，保障國家能源

安全與提升國家外交與政治地位；對能源企業而言，經濟貿易與盈收利益乃為

企業營運的最大目標，企業的貿易合作夥伴卻不僅止於侷限在俄中之間。如

2010 年俄中天然氣管線建案簽署儀式在即前，俄羅斯天然氣公司欲順應全球的

油氣能源價格，提高輸氣管線的價格出口能源至中國，中國卻希望俄方能以較

低的價格售出能源資源，致使兩國在能源交易的價格上出現分歧。儘管兩國領

導人不遺餘力的鼓吹合作案之簽定，但雙方在能源價格無法達成共識的問題，

依舊使管線建案的提議遭到擱置，即便兩國在能源領域上的合作空間很大，然

而政府與企業間的權力鬥爭和政府與企業之間期望的差距，仍顯出俄羅斯能源

產業存在諸多難題與障礙，阻礙未來兩國能源合作的深化發展。 

 

（二）俄國整體投資與發展環境不佳 

 

    儘管俄國政府積極制定相關的貿易投資政策，試圖改善國內經濟與投資市

場環境168，但實質上的整體成效仍相對有限。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內的俄中能

                                                       
167 許菁芸，〈中台俄關係二十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台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award_pdf/8.pdf，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2 日。 
168 李新，2013，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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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合作目標，其中之一乃借助中國龐大的資金，開展東部地區的能源資源與建

造完善的能源基礎設施。但是俄國東部地區當地地勢與天然環境嚴峻，勞動力

嚴重缺乏，而主要的能源產業發展卻以勞動力密集型為主，需要大量的勞動人

口，造成當地能源產業發展速度遲緩。此外，能源產業內各行政部門的協調能

力差，呈現各自為政與各自營生等現象，使得行政效率差且欠缺健全的發展機

制，妥善開發與利用能源資源，導致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始終以低端的能源開發

為主，呈現單一的經濟發展結構，整體社會與經濟發展情勢相對落後於其他俄

國境內地區。其次，能源的探勘與開發成本相對於俄國西部地區高昂，使得諸

多大型中國國有企業不願實行耗時長、高成本且高風險的俄國東部地區投資計

畫；同時，能源產業的成本收益速度相對慢，更降低中國企業至俄國東部投資

的意願。169另外，俄國內部存在灰色清關且繁瑣的行政程序，官僚腐敗與貪污

等蘇聯陋習遺留至今。根據國際透明組織網站釋出的《2017 年貪腐印象指

數》，調查指出俄國在全球 180 個國家當中，國家清廉指數的排名為第 135 名，

170乃全球倒數第 45 名，意指俄羅斯國內存在嚴重的貪腐問題，由此不僅阻礙中

方及其他外資企業進入俄國能源市場，更是影響外資企業至俄進行投資貿易的

舉動，進而延緩兩國的能源合作發展進程。 

 

二、阻礙兩國合作的中方因素 

    在落實俄中能源合作的基礎上，俄國與中國皆須擁有一定的合作意願並採

取相關的合作行動，偕力取得合作的共識或採取折衷的合作方式，減少影響雙

方合作的任一變數，並非僅能由俄國單方面的向中國表示合作意願。由於中國

內部缺乏中長期的能源發展戰略、國家政策規劃與其國家能源企業等其他因

                                                       
169 Heli Simola.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Increasing interdependency?” BOFIT  

Policy Brief, No.6, 2016, pp. 14-15. 
170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7,” (Feb. 2018), in <https://www.  

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corruption_perceptions_index_2017>. (Accessed: 201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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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導致雙方在能源合作錯失諸多能源合作的機會，進而延緩兩國後續的合作

進程。 

 

（一）中國往昔缺乏完善的能源戰略方針 

 

   隨著中國內部採取的市場與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濟快速起飛，內部能源消

費總量超越國內生產總量，中國遂於 1993 年起從石油淨出口國晉身為能源淨進

口國，迫使中國政府放棄自給自足的能源政策，轉而向外尋求穩定的能源進口

來源。此舉顯示中國國內的能源戰略政策係缺乏中長期的戰略考量，缺少成熟

完善的國家能源計畫。雖然中國在 1996 年的「九五計畫」內提出向外尋求海外

能源資源，擴展海外能源合作項目，關注中東、拉丁美洲、非洲等國家的能源

進口渠道，但卻遺漏與其毗鄰且富含大量油氣資源的俄羅斯。171此時的俄羅斯

為求振興國家經濟復甦，推行諸多能源優惠政策，欲吸引外國能源公司進駐參

與俄國油氣開發項目，然而中國卻拒絕俄國伸出的橄欖枝。在對外購買天然氣

議題上，選擇從印尼和澳洲大量進口液化天然氣，卻在購買俄國東西伯利亞天

然氣一案猶豫不決；而在初期俄國提出輸油管線建案上，中國被動的態度及雙

方分歧的能源價格，導致中國錯過與俄國深化能源合作發展的最佳時機，更引

起俄國對中國的不滿。 

 

    中國將能源發展重心集中於中東和非洲地區，卻忽略該地區的國家政經局

勢不穩，雙邊能源運輸渠道需仰賴海陸運輸，而該海線路徑卻僅能通過麻六甲

海峽，導致中國深陷運輸航線單一化的問題，及面臨海盜和美國軍事部署威脅

的能源安全危機之中。172在中國的「十五計畫」框架之下，中國於 2001 年至

                                                       
171 Zhang Chi. (2011).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in Africa: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Corporate Interests. In: Christopher Dent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P.144.  

London: Routledge, 2011 
172 Lirong Wang. “Sea lanes and Chinese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No.73, 2015, pp. 574-575.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2.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0 

2005 年期間推動「走出去」的戰略政策，鼓勵國營能源企業擴展海外合作項

目，積極參與世界各地的能源開發計畫。173但是當中國內部能源安全意識增

加，期望建立緊密的俄中能源合作之時，俄國卻因國家經濟已漸入佳境，進而

在能源領域的市場發展設立更多的限制並將能源價格抬高，取消初期對外提供

的優惠政策。中國缺乏完善的中長期總體能源戰略規劃，使其在雙邊能源合作

上喪失重要的主導權，而兩國在能源價格共識的問題上也顯得更舉步維艱，大

幅影響並滯緩俄中雙邊能源的合作進程。 

 

（二）中方能源企業相較他國能源企業弱勢 

 

    雖然從事能源產業的中國企業數量眾多，各中方能源企業也積極開展海外

能源市場，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國營能源企業竭力進行

海外能源企業併購與油田開發等行動，但是在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能源市場之

下，中國在能源技術、資金、能源戰略規劃等方面，整體能源企業的競爭力仍

稍嫌不足。相較於國外大型能源企業，中國面臨能源生產開發、生產成本高與

生產效率低弱等問題，造成中國能源企業整體的產業盈收狀況不佳，係無法與

歐美的能源企業相互抗衡。174其次，中國能源企業的能源開發技術與設備相對

落後，主要的能源技術乃是引進外國公司的技術，即便政府大力倡導國家能源

企業走出去，開展能源領域的對話與交流，增進自身的技術與能源開發能力，

但是這些國營企業受到諸多政府的保護與支持，壟斷中國內部的能源市場，致

使中方企業實際上缺乏自我進步與創新的動力相對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競爭力

不足，無法與外國能源企業相比較，致使中國能源企業在進行對外能源合作期

間，其在能源產業的技術、資金與管理能力仍時常遭到質疑，進而使俄國傾向

                                                       
173 〈習近平發展中國經濟的兩個大局觀〉，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5 日。 
174 張立凡、鞏在武，〈我國石油企業的競爭環境及競爭戰略分析〉，《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第 4 

期 (2006)，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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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各方面較為成熟與完善的外國能源公司合作，於此降低俄方與中國能源企

業的合作意願。175 

 

    此外，由於中方能源企業大多隸屬於國家控管，其在制定內部的能源發展

規劃與目標時，同時也受限於國家政府政策與對外指導方針的影響，容易受到

國際外交或國家政局的影響而延滯能源合作的進程。能源企業可被國家利用作

為拓展國家外交或影響他國的戰略工具，從而使中國能源企業的營運規劃與對

外合作機制缺乏完善且明確的制度與計畫，降低中國能源企業整體的成長空

間，在國際能源領域的對話與互動上缺乏主導權和話語權。 

 

第二節 兩國合作機制的發展困境 

一、缺乏完善的合作機制 

深化能源合作的前提係立基於完善的法律機制與合作細則，使合作國能在

法律的規範與制度之下，全力發展能源合作。剖析俄國與中國的能源合作互動

與對話，兩國高層較為關心短期的合作收益與落實成效，相對疏忽訂立完善的

合作規範與制度。甚至於兩國對能源利益的分歧意見，加上缺乏健全的定價協

議，使得兩國在價格的議題上較難取得合作共識，一再延宕俄中之間的合作進

程與發展，致使俄中能源合作困難度不斷增加，並充滿潛在的能源合作風險。 

 

（一）能源合作欠缺健全的法律規範 

 

    俄國與中國為求實踐雙方在能源領域的合作項目，兩國高層領導人極力推

動能源合作協議和相關文件的簽署。雙方在俄中能源合作上確實獲得許多實質

                                                       
175 Эндрю Качинс,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 двойственный союз.» Pro et Contra, 6(39), 2007, c.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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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且合作項目仍然持續擴大，然而兩國的能源合作卻欠缺法律的基礎規

範。俄中訂立相關的能源合作文件，僅針對雙方的合作意願與戰略意圖而進行

文件簽署，大部分的文件並未涉及法律的效益性與強制性，同時針對具體的合

作細節流程和兩國權責的劃分並未明確的記載在文件內，致使兩國在合作的執

行與實踐上存有諸多模糊的灰色地帶，缺乏法律框架的約束和保障利益的制度

之下，俄中需承擔龐大的合作風險，倘若兩國之間發生能源利益的衝突或摩

擦，將有可能對雙方造成重大的利益損失。 

 

    另外，國際能源市場上有諸多國家聯合組成的國際能源組織，該組織內部

已發展完善的合作機制與具法律效力的規範與方針，成員國之間在具法律約束

與保障的情形之下，大舉開展雙方或多方的能源合作。然而，俄國與中國皆未

參與世界國際能源組織，使兩國喪失許多能源交流對話與合作貿易的機會，抑

或是在與組織內的成員國進行能源合作時，受到諸多的限制與法律規範。雖然

兩國試圖在上合組織之內，效仿國際能源組織，推動法律基礎之建置，完善多

邊能源貿易合作基礎，但成效仍然有限且程序緩慢，至今尚未有健全的法律機

制。此外，該組織內的能源合作均偏向以雙邊能源合作的形式，使得成員國之

間的合作關係粗淺，無法滿足利益共享與風險均攤的合作目標，降低兩國深化

能源合作的良好機會。 

 

（二）俄中昔日過於注重短期合作收益 

 

    歷時近 20 年的俄中能源已成功推動諸多的合作項目，雖然兩國合作範疇廣

泛，涉及能源探勘開發與煉油加工等等，但兩國主要還是集中於原油貿易。截

至目前為止俄中雙邊達成的能源合作協議，大部分均是在俄國內部陷入經濟危

機，亦或中國選擇妥協讓步之基礎上取得，兩方並未對長期且永久的油氣合作

做出相對應的合作規劃與目標。俄國與中國的能源貿易與合作協議係以「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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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石油」和「預付款」為大宗，此類型的俄中能源合作方式乃佔 95%以上。儘

管該能源貿易模式能成功使兩國快速達成合作協議，推動兩國在短時間內的能

源貿易互動與合作關係，但從長遠的雙邊合作角度分析，該單一的能源貿易合

作模式無益於提高雙邊經濟合作程度，隨時都可能受到外界的干預或雙邊內部

因素，而阻礙俄中兩國能源的深化發展，亦或阻斷兩國的合作機遇。直到 2013

年中下旬起，兩國之間的亞馬爾液化天然氣協議正式簽署，才確立兩國正朝向

發展能源上下游一體化的合作戰略與意向。 

 

    事實上，諸多研究俄中能源領域的學者也相繼提出質疑，俄羅斯政府與相

關能源機構與企業在與中國進行合作洽談與能源協議之時，兩國忽略亦或缺少

訂立明確與詳細的合作方針、準則與目標。176雙方較關心俄國需定期穩定向中

國輸送油氣能源，意味兩國的能源合作目標僅注重實踐俄中短期的合作收益，

此種貿易合作模式係基於初級能源的合作模式，而能源利用的過程之中實際上

會創造工作機會的增加，推動相關工業和技術的發展與創新等附加價值的形

成，意味兩國之間喪失諸多擴大並深化相關能源領域的合作機會。倘若俄國不

積極推動與深化俄中的能源合作範疇，僅滿足於作為中國北方的能源供應者之

角色，將相對限制與制約兩國能源領域的合作可能性，阻礙兩國全方位俄中能

源合作進程。 

 

（三）兩國相異的能源交易價格標準 

 

    綜析俄中兩國能源合作的發展進程，其中最常見的爭議與摩擦係存在於能

源出口價格的定制問題上，兩國各依據自身的國家利益與當前的國際形勢，提

                                                       
176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中俄關係研究報告 2014〉(上海：復 

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和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之專題研究報告，2015)，pp.43-44.  

http://www.iis. fudan.edu.cn/36/08/c6840a79368/page.htm，檢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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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能源價格提案，分歧的能源利益使得兩國難以取得價格上的共識，而延緩俄

中能源合作的發展進程。如 2006 年俄中歷經一番管線鋪設的爭議之後，終於簽

署鋪設「西伯利亞力量」協議，但因為天然氣價格的分歧，使得兩國天然氣的

管線建置日程遭延緩近 10 年的時間，直到 2014 年雙方才取得協議，得以開展

能源管線鋪設的行動。其原因乃出於俄國傾向於以同等售給歐洲的能源價格兜

售給中國，而中國希望俄國以等同於中亞提供的價格購買，造成兩國在能源價

格問題上的衝突與摩擦，雙方難以取得一致的價格共識。177因此，即便俄中兩

國共同釋出強烈的合作意願與期待，雙方高層簽署大量能源相關的協議與備忘

錄，但是俄中在能源價格定制上存在的歧見，兩國間欠缺讓步與妥協的定價協

議，導致雙邊能源發展的合作困難度不停增加。178 

 

    待俄羅斯遭受到烏克蘭危機與歐美經濟制裁的負面影響之下，才力圖發展

俄中能源合作關係，增加自身亞太能源市場的地位與影響力。同時，中國處於

國內能源供不應求與國家能源安全風險增高的困境之下，加速兩國彼此間的能

源合作發展進程。因此，2014 年俄國與中國才首次獲取一致的天然氣交易價格

意見，共同簽署相關的能源合作協議與開發備忘綠。然而實際屢行能源協議的

時間不僅耗時長，同時也存在諸多變數，特別是兩國達成協議是基於國際油價

大跌與俄國外交情勢紊亂的前提之下進行的，俄中兩國極有可能會因國際能源

價格的浮動，而中止亦或延緩履行合約的時間，進而影響或中斷雙方的能源合

作關係。 

 

                                                       
177 А. М. Белогорье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аз.» Академия     

   Энергетики, 1(44), 2012, cc. 40-41. 
178 Ibid, 2012, cc.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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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合作共識存有部分分歧 

    促進能源合作發展的基本要素，不僅需要符合兩國利益的合作方案及相關

的合作機制與規範，還需要取得合作國之間的互信與合作共識，才能有效推動

並促進能源合作項目的發展。然而，俄國境內長期存在的反華言論，加上近幾

年中國快速的崛起，導致俄羅斯對中國的戒心與防備不斷增加；而俄羅斯在國

際上採取的斷氣舉措，以及與他國的能源爭議等負面形象，也影響中國與俄羅

斯的合作意願。此外，俄中對能源合作的定義與看法相異，使兩國在落實兩國

能源合作時，相對會受限於各自對能源的見解與目標，阻礙能源合作的發展

性。 

 

（一）俄中政治互信基礎的挑戰 

 

    由於中國國家經濟快速攀升，整體國家情勢不斷增強的情況下，俄國對於

鄰近大國的增長感到擔憂與不安，唯恐中國成為俄國在國際地位上強勁的競爭

對手。而中國近年不停擴充國內的軍事實力，發展新興的軍事武器，也成為俄

國在國防上的一大顧慮，再加上歷史的衝突與邊界議題，使得俄國長期對中國

抱持猜忌與懷疑的態度，國內「中國威脅論」、「中國擴張論」、「黃禍論」等反

華言論肆起，俄國部分學者更評斷：「中國欲在亞洲地區建構其帝國式的權力範

疇，該天朝帝國將把烏拉爾地區的市場、經濟與資源帶至南海地區，並會在其

他地區不懈地宣示自己的主權，意味中國欲採取漸進式的方式，逐步向外擴張

自身的國家勢力範圍。」179導致俄羅斯對中國的疑心與防範油然而起，視其為

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俄國部分官員面對俄中能源合作議題時，展現被動與合

                                                       
179 Андрей Миловзоров, «Нов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угроза растет молча», (мар. 2005), в < 

https://utro.ru/articles/2005/03/23/420312.shtml>. (Accessed: 20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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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願低落的態度，間接影響兩國之間的能源合作關係。180 

 

    另外，在俄國境內也興起一股反對深化俄中能源合作的聲浪，批判雙邊能

源合作係助長中國整體國家經濟情勢，改善其能源運輸建設、能源產業的整合

發展、科技技術的提升、工作機會暴增等將使中國取得大部分單方面的合作附

加優勢。相對於中國，作為能源供應商的俄國，將會過度仰賴與中國的貿易合

作，向外出口境內蘊藏的自然資源，成為中國的能源附庸國冀求賺取微薄的經

濟利益。181俄中能源合作僅止於消耗俄羅斯國家資源，卻大幅使中國受惠於能

源合作的利益優勢，助其推動國內與國外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此外，兩國的能

源合作無益於俄羅斯能源創新技術的發展，長期的能源合作易降低俄羅斯整體

產業的競爭力，造成俄國喪失其在能源領域上的話語權與國際影響力。182 

 

    另外，從中國的角度檢視俄中能源合作，俄羅斯為求達成國家的戰略目標

與利益，係使用能源作為重要的政治談判與戰略工具。2006 年俄烏之間的能源

輸送問題，遂引起俄國中斷向烏克蘭供應天然氣之事件；2008 年末至 2009 年

初又發生俄烏的輸氣紛爭，俄國企圖再次使用斷氣作為脅迫的工具，迫使烏克

蘭在兩國歧見的問題上妥協，甚至還有其他相似的例子發生在白俄羅斯與其他

獨立國協國家及中東歐國家內，俄羅斯的舉動與方法，大幅降低他國對其的信

任程度，造就其能源供給者無法信賴的負面形象。183而中國需要的是穩定及安

全的能源供應來源，對於俄羅斯的行徑也存有擔憂與疑慮，唯恐俄國也會採取

斷氣或禁運的方式達成其國家目標，成為影響中國能源安全化的另一隱憂。 

 

                                                       
180 S. Itoh, 2008, pp. 46-47.  
181 Sergey Luzyanin, Zhao Huasheng, 2015, pp.13-14. 
182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2015，頁 43-44。 
183 Anders Aslund, Andrew Kuchins. The Russia Balance Sheet. USA: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pp.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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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合作基礎認知相異 

 

    遵循俄中兩國能源戰略的基礎與目標分析，兩國之間基於相同的安全合作

考量，積極展開能源合作與對話，共同發展良好的雙邊能源合作關係。然而兩

國在發展雙邊能源合作之時，仍存有相異的能源戰略目標與原則。對於俄國而

言，能源乃作為拓展國家外交或奠定國際地位的重要戰略工具，使其能源戰略

係以取得政治利益為首要的優先方向與基本立場。相反地，中國為求國家經濟

成長與產業發展，積極與他國拓展國際能源合作，藉此保障穩定的能源供給及

維持國家的經濟收益。184 

 

研究俄中能源合作的學者們紛紛評論，兩國相異的能源合作立場與目標，

即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兩國能源關係、合作進程與雙邊緊密程度。在加普耶夫對

外的訪談調查記錄談到，普欽兩次擔任俄羅斯總統的任期內，俄中之間的的合

作關係乃是以俄歐關係為導向，闡述俄羅斯向中國施行能源合作的策略，最主

要的目的乃是向歐洲能源市場施壓。185布欣科娃(N. N Pusenkova)則是公開指出

俄國的東向政策，乃是變相的脅迫歐洲地區完全開放俄能源企業進駐歐洲能源

市場。186中國的學者也贊同此觀點，認為中國僅是俄羅斯的歐洲能源替代市

場，同時借助提高俄中能源供應價格，影響中亞地區對外的能源價格，以達到

壟斷歐洲地區能源市場的目的。187基於俄國開展源合作誘因係以政治利益為導

向，致使其對外的能源合作受限於國家政策與利益影響，進而縮減和阻礙兩國

能源合作的發展性。188 

 

                                                       
184 Heli Simola, 2016, pp. 16-17. 
185 Alexander Gabuev, 2015, P. 3.   
186 Пусенкова Н. Н.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иск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т «коричневых» планов к «зелё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Москв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Харбин: WWF, 2010, сc. 68-69.  
187 李新，2013，頁 20。 
188 Andrey Kortunov, Sergey Utkin, Ivan Timofeev, 2017, p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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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俄中合作與周邊國家利益之衝突 

 

俄國與中國雙邊能源合作對國際的政治、經濟、安全產生諸多重大的影

響，其一乃全球重要的能源生產國之一；另一是近年來國家經濟成長最快的國

家且為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國，兩國間的互動與對話深受國際關注。由於俄中

之間的合作關係牽涉諸多相關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等變動，其合作關係易

引起他國的疑慮和不安，相關國家係會試圖干涉或影響兩國的能源合作關係，

為求鞏固其自身國家利益。特別是日韓、美國、印度等周邊國家對俄中能源合

作關係等外部關係造成的影響最大。 

 

一、中日競逐俄國亞太能源市場 

    追究中國與日本的能源基本發展情勢，兩國皆面臨諸多相似的能源與經濟

難題。日中內部皆存在能源匱乏與對外能源依存度高的問題，基於兩國皆位處

東亞地區，又面臨單一海上能源運輸通道的難題，使日中陷入能源供應和運輸

安全的威脅之中。因此日本亟需尋求對外的能源合作，鄰近的俄羅斯顯然是日

本最佳的能源合作對象，為求降低威脅日本能源安全的風險，但是俄日的能源

合作必會間接地造成中國國家利益受損，進而引起中日之間對俄羅斯油氣資源

的衝突與爭競糾紛。189另外，分析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細則，俄國依舊仰賴

歐洲市場的能源進口需求，卻同時積極向亞洲尋求日本、韓國、印度及其他東

南亞國家的能源合作。俄國擔憂過於倚賴中國的代價，係將會重演過度依賴歐

洲市場的問題，引起俄國能源安全危機，使其更加積極拓展與日韓與印度等國

的能源合作，藉此減輕對中國的能源出口依賴及落實其亞太能源戰略策略。190

                                                       
189 Roman Vakulchuk, 2018, pp. 150-151. 
190 Bo Xu, William M. Reisinger. “Russia's energy diplomacy with China: personal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its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Pacific Review, 2018, pp.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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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舉卻將間接造成中國與日本及其他周邊國家之間的競爭對立關係，造成

俄中能源合作進程的變動與不確定性因素。 

 

最典型的例子即為俄羅斯「泰納線」的管線輸油建設，日本介入俄中初期

的「安大線」提案，日本不惜提議承擔管線建設的全部費用及提供技術，以期

誘使俄國修改管線建案，爭相與中國搶奪俄羅斯亞太輸油管線的出口路徑。俄

羅斯面臨缺乏外來資金與能源開發技術的困境之下，再加上俄羅斯的亞太能源

戰略係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明確指出亞太地區之中，任一能源進口

國皆為俄羅斯欲開展能源合作的對象，為求避免過度仰賴中國的能源市場，使

中國成為壟斷俄羅斯亞太能源出口的市場位置。儘管俄日尚存有待解決的領土

爭議與糾紛，但為求擴大俄羅斯亞太地區的能源市場，俄國仍須考量俄日合作

的發展機會與利益，以致於增加俄中能源關係的合作變數與後續。其次，中國

與日本之間在俄羅斯的能源博弈，恰好符合俄羅斯務實的能源戰略目標，彰顯

其重要的能源供應地位與影響力，主導東北亞地區的能源進出口市場，使俄羅

斯能藉機提高能源出口價格，進而增加中國的能源進口成本，抑或是影響後續

俄國提供給中國的能源份額，將影響俄中之間既有的及潛在的能源合作協議，

以及破壞兩方建立許久的能源合作基礎。191 

 

二、兩國在中亞地區的利益衝突 

    從中亞的戰略地緣位置與區域經濟的角度分析，俄國與中國之間存在利益

競爭的關係。俄羅斯竭力維繫與獨立國協國家的經濟與政治關係，因為中亞地

區特殊的地緣戰略位置，不僅可作為保護俄國南邊疆界安全的天然屏障，同時

該地區蘊藏豐富的油氣資源與蘇聯時期遺留的能源管線系統，對俄國國家安全

                                                       
191 Keun-Wook Paik, 2016 , p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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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源利益均具有重要的合作意義，致使俄國仍企圖透過各項手段重新建立對

中亞地區的控制權，恢復與鞏固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地緣優勢與影響力。192然

而，中國卻不斷挑戰俄羅斯在中亞的國家地位，通過強大的經濟貿易、融資能

力與良好的製造出口，積極尋求與中亞地區的對外能源合作計畫，致使俄中兩

國在此地區係存有利益衝突並發展出獨特的競合關係。193 

 

探析中亞地區與中國的能源合作關係，此區域的合作發展條件與俄羅斯相

似，彼此間存在能源互補的合作優勢。中亞地區欲減少對俄羅斯的經濟依賴程

度和過境運輸，積極尋求新立的能源出口區，開展並擴大對外能源合作發展。

與中亞地區接壤的中國，除了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兼具龐大的貿易投資能

力，係成為中亞地區最佳的能源合作夥伴，作為平衡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勢

力。而對中國而言，其與中亞地區開展能源合作，此舉不僅有利於中國落實能

源進口多元化的戰略目標，還有助於減緩對中東地區的能源進口依賴，保障國

家能源的安全問題。近年來，中國與哈薩克和土庫曼等國分別達成能源貿易協

議、管線修建運營、能源公司收購等合作議案，其等同於對俄羅斯在此區域既

有的國家利益構成嚴重的威脅。因俄羅斯在能源戰略的佈局上，掌控中亞地區

的能源出口位置，使中亞各國須仰賴途經俄國的過境運輸，迫使歐洲地區受制

於俄羅斯的能源出口，而俄羅斯也能維持在中亞的國家影響力。中國與中亞各

國增加的能源合作關係，間接造成俄國能源戰略的漏洞，降低其能源戰略佈局

的計畫，194進而引起俄羅斯對中國的猜忌和戒心，而在此地區產生俄中的利益

衝突及摩擦，導致俄中協作夥伴關係萌生嫌隙。195 

 

 

                                                       
192 Märta Carlsson, Susanne Oxenstierna, Michael Weizman, 2015, pp. 82-83. 
193 Margarete Klein, Kirsten Westphal, 2016, pp. 4-5. 
194 魏百谷，〈中國與中亞的能源關係：合作與挑戰〉，《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期(2008)，頁 63- 

64。 
195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2015，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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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兩國的競合關係在區域經濟合作項目內愈加擴大，由俄羅斯主導的

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項目，此兩者之間存在部分重疊的合作項

目，特別是在中亞地區的合作議案，如中國企業參與在莫斯科與喀山高速鐵路

的建置計畫，更甚是將鐵路路線延伸至北京，亦或是改善俄羅斯西伯利亞大鐵

路的提案等等。在這兩個區域經濟組織的合作框架之下，即便兩國在 2015 簽訂

合作協定，強調俄中之間合作的相容與互補性，俄中之間仍存在諸多模糊且不

確定的合作問題，兩國尚未詳細的針對合作項目與內容作出完善的協調與規

劃，代表中亞地區存在著兩國潛在的利益衝突與爭議。196 

 

三、印度為俄國的能源談判籌碼 

印度與中國係為亞太地區主要的能源需求國家，其與中國相似總體對外油

氣的依賴程度高，甚至被評估在未來的十年以內，將有可能超越中國成為全球

能源增長的主要國家，既使印度積極向外尋求穩定的能源進口供應市場，發展

多元化的能源進口運輸渠線，藉此保障國家整體的能源供應安全。197在此國家

的發展情形之下，檢視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俄國乃力圖與中國、印度和鄰

近的國家拓展雙邊合作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與印度之間，兩國相互取得

諸多的能源合作進展，甚至是相較於俄中能源合作，印度能源企業與俄羅斯能

源企業在能源互動與合作的進程上顯得更為順利。198印度國營能源企業 ONGC 

Videsh 在 2001 年時，參與俄羅斯薩哈林-1 號油氣投資項目，其持有 20%的合

資股份，聯合美國與日本等國共同開發該項目的油氣資源，薩哈林-1 號油氣案

於 2005 年正式竣工；2008 年俄羅斯倡議在薩哈林 3 號地區，成立俄印雙邊能

源合資企業，而俄羅斯石油公司也表達與印度國營能源企業共同開發印度境內

                                                       
196 Heli Simola, 2016, pp. 15-16. 
197 British Petroleum (BP), 2018, P. 113. 
198 Ibid.,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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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氣的興趣，顯示兩國之間頻繁的能源合作互動與友好關係。另外，近

期也順利取得俄羅斯石油公司子公司營運的凡科爾油田(Vankor)股份。 

 

儘管俄中兩國先前已針對俄羅斯石油公司出售凡科爾油田股份的交易進行

一連串商議談判，然而中國倚勢經濟制裁導致俄羅斯處於相對弱勢的國際地

位，再加上歐美與俄國之間的中間立場之考量，試圖透過延緩兩國上游能源產

業之合作計畫，達到俄國自動調降銷售價格的目標。199然而，俄國卻決定轉向

至印度尋求兩國間的雙邊能源合作，意圖向中國證明俄羅斯擁有的豐沛的天然

資源，不乏有諸多國家欲與俄羅斯開展能源合作。同時，向中國威嚇其並非僅

能仰賴中國此單一能源合作夥伴，印度即可作為俄中能源合作以外，俄羅斯最

佳的能源出口替代市場。在俄印能源合作的框架下，俄羅斯政府於 2016 年同意

印度能源企業收購 Vankorneft 與 Taas-Yuryakh 公司股份，強調俄國在雙邊能源

合作的話語權，彰顯俄羅斯國家經濟不需要完全仰賴中國的協助，依然可以維

持穩定的國家經濟與發展。200隨後，俄國又持續擴大銷售 Vankorneft 股份給其

他印度能源企業，使印度能源企業的持股數量可高達將近 50%。除此之外，俄

國還陸續向印度開放其他先前中國企業禁止參與的能源合作項目，更欲與其共

同進行能源的合作項目。仿照俄中天津石化煉油廠的合資模式，2017 年俄國向

印度能源企業 Essar Oil Ltd.收購 49%股份，同年 6 月 1 日普欽與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針對雙邊能源合作簽署俄印聯合聲明，宣示兩國朝向擴大能

源領域的合作關係前進，兩位領導人共同對外表達建造俄印「能源橋」之期

待，興建連接俄羅斯與印度之間的跨境能源運輸管線。201此外，俄印領導人希

冀兩國朝向能源領域當中，竭力發展雙邊各項能源項目的合作關係，擴展核

能、水力資源、再生能源等綠色能源合作，同時共同改善兩國既存的能源效率

                                                       
199 J. Henderson, T. Mitrova., 2016, pp. 41-42. 
200 Helge Blakkisrud, Elena Wilson Rowe, 2018, pp. 163-164.  
201 Kumari Anupama. “India-Russia relations: As an overview in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2, No.5, 2017, P.266. 



DOI:10.6814/THE.NCCU.RUSSIA.002.2018.A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3 

與其他能源現存問題。藉由擴大俄印能源合作關係的進程，彰顯俄羅斯在亞太

地區的能源出口地位，更欲向中國宣示與表態其僅為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內，

其中之一的重要能源合作夥伴，其仍舊是以落實能源出口多元化與保障國家能

源安全，作為亞太能源戰略發展的核心戰略目標。202 

 

四、美國對俄中能源合作的影響 

    美國作為世界政治、經濟與軍事第一大國，其極為關注俄中能源發展與雙

邊合作進程。不論是在俄國與中國之間政治互信的增加，或是經濟互利的成

長，其合作關係都會間接對美國的國際地位及其全球戰略，挾帶巨大的潛在威

脅，致使美國不遺餘力的削弱兩國關係的提升，企圖離間俄中之間強化的雙邊

能源合作關係。203其次，美國成功開發頁岩油氣以前，其境內蘊藏豐富的油氣

資源，國內能源產量開採龐大，但是卻因境內過於龐大的能源需求，使美國成

為國際能源進口大國，穩定從中東地區進口能源產品。伴隨國際能源形勢的更

迭與變動，其開啟執行能源多元化的發展計劃，尋求與俄羅斯和中亞地區等多

方的能源合作與互動，緩減其對 OPEC 的能源依賴程度，同時將俄國與中亞地

區作為中東地區的能源替代市場。 

 

美國係積極增加對中東能源產地的控制權與影響力，而中國主要的石油進

口來源係也來自於該地區，對於美國而言，俄中能源合作的計畫，不僅將減少

中東地區的原油出口量，同時也大幅降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能源收益，削弱美

國在當地的政治外交影響力，造成美國在中東地區利益的損失，致使美國設法

阻礙俄中之間的能源合作。204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安全考量，在俄中鋪設太

                                                       
202 Denis Dyomkin, “ Russia and India cement ties with energy and defence deals,“ (Dec. 2015),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russia-india-nuclear-putin-modi/russia-and-india-cement-ties- 

with-energy-and-defence-deals-idUSKBN0U719M20151225>. (Accessed: 2018/05/20)   
203 Niklas Swanström. “ An Asian oil and gas union: Prospects and problem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0, No.3, 2004, pp.94-95.  
204 Alexander Gabuev, 2015.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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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輸油管線的決策之上，美國未贊同中國主張的「安大線」建案，選擇支持

與中國相對的「安納線」提案。一方面美國欲阻止中國獨佔俄羅斯遠東地區的

能源市場，誘使俄羅斯鋪設太平洋沿岸石油管線，美國將可透過此條管線購買

原油，直接運送至美國本土，不僅能降低能源運輸成本，同時也能縮減能源運

輸的時間；另一方面通過支持日本的議案，影響俄羅斯管線建案的最終決策，

將增加中國對俄國的不信任程度，降低俄中兩國能源合作擴大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美國公開散佈「中國威脅論」，透過製造相關負面的輿論，製造

兩國之間的猜疑與顧忌，推動反華浪潮和減少兩國之間的互信程度，導致俄國

取消中國往昔參與的俄國能源公司的競標資格，延緩兩國的能源合作進程。205

不僅如此，隨著美國油氣技術的提升，使其轉型成為能源出口大國，不斷尋求

海外的能源消費市場，美國與中國也逐步開展天然氣的能源合作。然而，俄羅

斯與中國日益密切的天然氣合作，將會影響亞洲能源市場的天然氣價格，因能

源供給數量的增加，亞洲地區逐步採取多元化能源進口的政策，進而影響美國

提供給中國的天然氣銷售價格，206有礙於美中的合作進展，美國為鞏固自身的

國家利益，此外更為求增加其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影響力，固然不願俄中朝向持

續深化能源合作的方向發展，俄中能源合作係被視為影響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大

挑戰。 

 

從俄羅斯的角度分析，實際上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相對於與中國的合作

關係，俄羅斯更加看重與美國的合作關係，207係因普欽仍舊期待與美國修復兩

國之間的外交與經濟關係，即便兩國過往的歷史糾紛與政治外交衝突，俄羅斯

仍試圖增加俄美之間的能源對話及合作機會，拉攏美國並遊說其在資金、技術

                                                       
205 于鑫，〈俄羅斯的中國威脅論：歷史與現實〉，《西伯利亞研究》，第 6 期 (2010)，頁 86。 
206 Morena Skalamera, 2016, P.107. 
207 郭武平、黃建豪、許菁芸，〈中俄關係 20 年：權力、利益、認知的回顧與前瞻〉(台北：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期末報告，2012)，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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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層面上援助俄國，推動國家能源經濟與遠東地區發展，使得美國在俄羅斯輸

油管線的決策上係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力，更是間接地影響俄中之間的能源

合作關係，引發兩國在能源領域上合作的猜忌與懷疑，延緩兩國深化能源合作

的進程。2002 年中旬布希訪俄國參與兩國首腦峰會，簽署《關於俄美新能源對

話聯合聲明》，兩國即商談美國向俄購買能源及能源投資提案，增加俄國向美國

的能源出口量；間隔兩個月，俄美也針對共同開發油氣資源等相關議題，多次

發表雙邊能源合作聲明，美國更藉此釋出對日本「安納線」提案的支持，以期

左右俄羅斯最終的管線鋪建決策。208雖然最後俄羅斯係以選擇建造「泰納線」，

並加建大慶能源支線，作為中、日、美等周邊國家之間平衡能源利益的折衷方

案，但是美國與日本影響俄中初期管線建案決策的舉動，卻間接地增加俄中能

源合作的猜忌與不信任程度，使得在發展俄中能源合作關係的路徑上，也相對

地間接阻礙俄中兩國能源合作擴大的可能性。 

 

第四節 小結 

 

鑒於俄羅斯在亞太政策內對中國的能源戰略，俄羅斯政府不遺餘力的推動

俄中能源互動與對話，竭力實現雙邊能源合作項目的簽署與建置，寄望兩國的

能源合作關係能朝向互惠互助的正面方向發展。檢視兩國能源合作的互動與發

展之脈絡，可以發現俄中在落實雙邊能源合作時，曾遭遇諸多制約兩國合作發

展的挑戰，並一度擱置俄中能源合作議案與發展進程。俄中能源合作框架內的

挑戰劃分為內部與外部兩項主要因素，內部因素乃出自於俄國與中國國家內部

的侷限與不足之處，降低兩國開展能源合作的意願；外部因素則是源於俄中能

源合作的深化，係牽涉到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與安全問題，致使周邊國家試圖

介入與影響兩國的能源合作發展，阻礙兩國能源合作的發展進程。 

                                                       
208 于春苓，〈論俄羅斯的石油經濟〉，《世界歷史》，5 期(2011)，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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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俄羅斯為求振興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採取能源產業國家化政策並實

行市場壟斷制度，造成政府、企業和能源利益團體之間的政治鬥爭與利益博

弈。由於俄國內部競相爭奪亞洲能源市場利益，及支持「安大線」建案的尤科

斯公司在政治鬥爭中的失利，進而延緩俄中能源合作進程及影響兩國的能源合

作關係。更甚之，政府與企業間分歧的合作目標與利益，使得兩國的能源合作

實際上並不如政府預期般的樂觀，再加上俄國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的能源發展

環境不佳，欠缺完善的發展機制及地方政府的官僚陋習等問題，降低中國企業

赴俄的投資合作意願。中國內部也因未具備完善的中長期能源戰略規劃，錯失

與俄國發展大型能源合作的最佳時機，而中國能源企業相較於他國能源企業，

不論是在能源技術、資金、設備也呈現相對弱勢與競爭力不足的態勢，又受到

國家政府的保護與支持，使其缺乏進步與成長的空間，競爭力不足無法與其他

國家能源企業相抗衡的情況之下，相對地加深俄中能源合作的困難度。 

 

其次，雖然俄中已簽署許多能源合作協議，大多卻僅著墨於兩國大方向的

合作意願與戰略規劃，未就能源合作細節與權責劃分進行詳細商談。兩國高層

相對較為關切能源合作的短期收益與落實成效，在缺少長期合作方針與目標，

以及詳盡的法律規範的基礎之下，兩國的能源合作機制係存在諸多合作漏洞與

問題，易引起兩國的合作紛爭與摩擦，雙方皆須承擔龐大的合作風險，同時也

相對限制兩國深化能源領域的合作可能性。除此之外，兩國之間欠缺健全的定

價協議機制，使得兩國在價格的議題上難以取得合作共識，而延滯俄中「西伯

利亞力量」輸氣管線的籌建計畫。俄中還有互信基礎薄弱的問題，彼此之間存

有合作的戒心與猜忌，再加上俄國能源項目是以國家政治利益為導向，與之進

行的合作項目易受到國家政策影響，阻礙雙邊能源合作，進而形成摯肘俄中能

源合作的制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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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持續深化的俄中合作關係與鄰近的周邊國家之間存在能源利益上的

糾紛與衝突，日本介入俄羅斯「安大線」的管線建案，中日爭相爭奪俄羅斯亞

太輸油管線的出口路徑，影響俄羅斯最終決定籌設「泰納線」，另建大慶支線滿

足中國的能源需求；中國與中亞擴大的能源合作關係，除了降低中國對俄羅斯

能源的依賴，變相地挑戰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國家地位與影響力，遏制其在中

亞地區的能源戰略佈局與規劃，俄中在中亞的競爭關係，使兩國對彼此產生嫌

隙與猜忌；俄羅斯利用印度作為與中國進行能源談判的籌碼，在俄中長期擱置

的油田交易談判內，俄羅斯企圖透過利用與印度的雙邊能源合作，達到恫嚇中

國的能源戰略目的，欲向中國表達其僅為俄羅斯亞太政策內，眾多能源合作夥

伴之一，分散俄中雙邊能源合作的機會；以及美國企圖離間俄中之間的能源合

作關係，擴大兩國既存的猜忌與不信任程度，為求維護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及

鞏固其國際影響力。 

 

 綜合分析以上內部與外部的因素，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對中國的能源戰略

係存在諸多的制約因素與挑戰，除了兩國彼此內部環境的不足與限制，俄中也

因為雙方分歧的能源利益與合作共識，而阻礙雙邊能源合作的可能性與發展

性，再加上與周邊國家的利益衝突，形成兩國矛盾的能源競合關係，影響俄中

能源合作的發展進程。鑒於能源安全共同利益的考量，俄中應竭力取得雙邊的

能源合作共識，擱置對彼此的成見與衝突，或在必要時採取讓步與妥協的行

動，減少任一影響兩國合作的制約因素，朝向深化各項能源領域的俄中合作發

展。儘管兩國之間仍留有猜忌與合作的疑慮，但基於俄中能源合作係呈現利大

於弊的情勢，係能滿足雙方冀求的合作利益與期待，促使俄中願齊力擱置成見

並排除合作爭議，在部分利益上採取讓步與妥協的行動，偕力促成兩國的能源

合作，朝向互利共贏的能源合作模式發展，共同為俄國與中國創造雙贏的合作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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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俄羅斯乃以能源出口導向為國家經濟發展重點，能源不僅帶動國家經濟成

長，係也為振興國家外交大國地位的重要基石。隨著新世紀能源格局的更迭，

亞太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未來世界政治和經濟重心乃朝向亞太地區發展，加速

國際能源市場格局的變動。再加上歐洲市場油氣需求萎縮，遂使俄羅斯興起規

劃亞太能源戰略之動機，維護國家安全與能源利益。俄羅斯制定的亞太能源戰

略意涵，係重新調整國家能源戰略方向，注重與亞太國家雙邊或多邊的能源對

話與互動，開展能源領域的合作項目與機制，促進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油

氣發展，力求俄國參與亞太經濟一體化，實踐俄羅斯歐亞平衡發展的國家戰略

目標。探究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之發展框架，不論是從俄中能源合作在地理位

置，亦或是能源互補和互利的角度分析，係能為俄羅斯帶來諸多實質的合作效

益，滿足俄羅斯穩定能源出口市場與資金需求，減緩現存的國家困境，推動東

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發展，同時也有利於中國鞏固國家能源安全，形塑互補互

惠為基礎的俄中能源合作關係。此外，俄中能源合作有助於改善俄羅斯現存的

能源運輸及過境風險，落實能源出口多元化之戰略規劃，提升能源出口的安全

性，促使俄羅斯開展並竭力深化俄中的能源合作關係。 

 

俄國與中國之間的能源互動與合作進程與成效，從初期的鐵路運輸擴大至

能源合資開發與聯合建設的合作模式，籌建能源發展的基礎設備，進而延伸發

展貸款換石油之新合作模式，加速俄國向中國敞開國內油氣產業的上下游市

場，深化雙邊能源的合作計畫。兩國歷經能源發展之「磨合期」、合作奠基之

「轉型期」與互利共贏之「深化期」不同階段的能源合作。首先，兩國從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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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08 年合作初期，共同締結《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設立定期會晤與磋商

機制，竭力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國欲藉此強化兩國的外交政治基礎，開

展「安大線」跨境能源管線的合作倡議，同時開放中國參與俄境內能源合資企

業的項目，同意其參與俄國油氣上游市場。但是，合作初期兩國卻面臨管線籌

建的利益分歧及俄境內的反華輿論抗議，致使俄中能源合作充滿困難與挑戰。

俄國仍不懈地達成雙邊合作共識，提出「泰納線」並加建大慶能源支線之折衷

方案，竭力推動俄中管線聯合建設與合資開發的共同合作模式。 

 

其次，在合作中期期間，俄中高層往來頻繁，聯合應對強權國家的威脅與

挑戰，維繫世界秩序。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憑藉低油價與緊張的國際情

勢，以及「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俄中能源合作項目營運，大量增加俄國

在中國的油氣出口份額，兩國能源貿易量呈現正向成長的發展趨勢，特別是

2014 年達到雙邊能源經濟的合作巔峰。在此合作轉型期間，彼此相互敞開能源

市場，推動上下游能源市場互換的合作模式，同時又發展「貸款換石油」新合

作模式，中國以借貸的方式換取俄國原油進口。此外，俄中合資公司成功取得

俄境內油氣田控股權的跨國能源公司，揭露兩國突破性的能源合作發展，代表

俄中合作關係係朝向穩定且緊密的方向前進。 

 

接著，烏克蘭危機與經濟制裁的影響，成為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的重要轉

捩點，推動兩國進入互利共贏的深化合作期。中國自 2014 起成為俄羅斯第二大

的能源貿易合作夥伴，雙方發展「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斷增加俄中多邊

合作機制的互動與對話，加速落實俄中輸氣協議之簽訂，深化俄中能源合作範

疇。此外，深陷外交孤立與經濟困境的俄國，盼通過俄中能源合作紓解國內資

金缺口並平衡受挫的外交空間。一方面，中國不僅提供貸款援助俄羅斯能源產

業，緩減俄國外來資金缺口，亦與俄國聯合開發俄境內東部的油氣田，帶動東

部地區的發展。有助於落實俄國亞太能源戰略計畫並實踐能源出口多元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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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俄國遂開放中國進入俄國上下游能源產業，擴大俄中整體貿易份額，

幫助中國強化能源進口與能源運輸安全，達成能源進口多元化的目標。從初期

動盪的合作關係，歷經俄中合作的磨合與轉型，至今相互朝向能源合作的深化

期，發展全方位的雙邊能源合作，顯示俄中逐步深化及緊密的能源合作關係。 

 

綜觀兩國能源合作的互動與發展脈絡，俄羅斯亞太能源戰略對中國係存在

內、外部的制約因素與挑戰，內部因素乃出自於俄羅斯內部的政治利益鬥爭與

分歧的能源利益，再加上俄國整體投資與發展環境不佳，延滯和降低俄中能源

合作的發展性，其次乃中國過往缺乏完善的能源戰略規劃，能源企業相較於他

國競爭力低弱，相對地加深兩國能源合作的困難度。事實上，俄中能源合作協

議，兩國多僅簽署大方向的能源合作意願與戰略規劃，雙方過於注重短期能源

合作收益與落實情形，卻忽略制訂完善的法律細則、定價協議及增加兩國的互

信程度等合作基礎，易引起日後俄中的合作爭端與增加兩國合作的風險，相對

限制兩國能源合作深化的可能性；外部因素則是俄中能源合作牽涉到周邊國家

利益，致使日本、中亞、印度與美國試圖介入與影響兩國的能源合作發展，例

如：中日爭奪俄羅斯亞太輸油管線的出口路徑、俄中在中亞地區矛盾的能源競

合關係、俄羅斯利用印度作為與中國合作的能源談判籌碼、以及美國透過俄國

欲建立緊密的俄美合作關係的期待，與散布反華等負面言論，製造俄中之間的

猜忌與懷疑，間接地影響俄中之間的能源合作關係等等，成為摯肘俄中能源合

作的制約因素，阻礙俄中能源合作的發展進程與機會。 

 

儘管兩國之間仍留有猜忌與合作之疑慮，但基於能源安全共同利益的考

量，俄國仍竭力取得俄中能源合作共識，力求擱置對中國的成見與紛爭，適時

滿足抑或採取讓步的行動，達成符合雙方冀求的合作利益與期待，減少影響俄

中合作的制約因素，朝向互利共贏的能源合作模式發展，落實俄羅斯的亞太能

源戰略，塑造有利的經濟與政治局勢發展，冀求鞏固俄羅斯的國際大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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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文通過探討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分析俄國向中國發展能源合作之研

究，彙整俄中官方、專家及西方學者們的報告與文獻，歸納俄國開展俄中能源

合作基礎和發展論點。依循國際能源情勢的更迭與俄國不斷修編的亞太能源戰

略，其間接影響俄中能源合作範疇。筆者嘗試對俄羅斯的俄中能源合作戰略議

題，提出後續相關研究建議，以期日後能提供學者們作為相關研究之參考。 

 

 能源安全議題係為俄中之間相當重要的研究議題，本篇論文的研究範圍僅

著墨於石油與天然氣的合作範疇，未涉及其他能源領域合作項目。然而近年全

球環保意識的抬頭，中國政府極力倡導減少碳排放與再生能源之利用，俄中亦

逐步擴大其他能源領域的合作項目，兩國在電力與核能已有諸多的合作對話與

互動，將有助於落實俄羅斯的亞太能源戰略，故其他能源項目深具研究的意義

與價值。其次，本論文係以俄中能源合作之案例，作為研究俄羅斯的亞太能源

戰略基礎，在俄中能源合作的相關研究議題上，可著重在日後俄國與中國在

「一帶一路」的能源合作發展，同時關注俄中落實天然氣協議之發展動向。此

外，俄羅斯的能源戰略係會順應時勢與環境的變化，適度地修改能源戰略目標

與方向，日後的研究若能添加新的國際外交議題、國家之間的能源合作及新的

合作機制與戰略等，即能完善地掌握俄羅斯對亞太地區的能源戰略與規劃。 

 

最後，針對後續的俄中能源合作研究，亦可增加其他變數以深入分析，加

入第三國作為研究對象，例如：俄國、中國與美國的多邊競合關係，比較三國

間的能源博弈與合作機遇，亦或是以俄中與印度、越南、緬甸等東協國家的能

源外交與互動為例，研究俄中與其他亞太國家間的多邊能源合作，為俄國的亞

太能源戰略帶來哪些實質的成效與影響，將有助於補足並完善本論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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