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羅斯遠東石油管爭議案研究                                              第六章 結論 

第六章  結 論 

 

第一節  綜合總結 

 

2001 年前，俄羅斯經濟情況不佳，有意賣油以獲取經濟利益，中國卻興趣

不大。2001 年後，國際石油價格大漲，美國透過石油作為戰略武器牽制中國之

跡象日益顯著，中國急於謀取中東以外的油源。油價大漲，俄羅斯之能源地位驟

升，於是情勢逆轉，中方積極謀求合作，俄羅斯方態度曖昧。1中國方案原本興

建在即，無奈日本方案半路殺出，歷經數年的內外角力，目前的「泰舍特方案」，

以環保為由，放棄了中國方案和日本方案，該方案以泰納線為主線，同時建造赤

塔大慶線為支線。2儘管 2006 年 3 月，普欽與胡錦濤共同簽署三項能源合作的文

件，3不過，這些文件尚無具體結論，整個事件還在發展中。4原來規劃的中國方

案，中國將掌控主導權，控制俄羅斯遠東地區石油的進出口，同時也決定日本、

美國、韓國、台灣，與其他國家能否分享俄羅斯的石油。而在「泰舍特方案」中，

俄羅斯掌控完全主導權，日本獲得完全受益權，中國成為附帶受益者。5本文分

別從國際層次、國家層次，與決策層次探討遠東石油管案的爭議過程，回顧序論

所提出之子問題，與各章節之論述，綜合總結如下： 

 

 

 

 

 

                                                 
1 「俄中能源合作的新階段」，中國時報，23 Mar, 2006。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

2006032300083,00.html 
2 「俄羅斯原油輸往大陸 新方案五月確定」，聯合報，04 Feb, 2005。 

　 http://udn.com/NEWS/WORLD/WOR1/2499556.shtml
3李道成，「胡錦濤建議中俄加強能源合作」，工商時報，23 Mar, 2006，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20505+1220

06032300449,00.html

　 分別是：「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與俄羅斯天然氣公司關於從俄羅斯向中國供應天然氣的諒解備 

忘錄」、「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與俄羅斯石油公司關於在中國、俄羅斯成立合資企業深化石油

合作的基本原則協議」、「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和俄羅斯管道運輸公司會談紀要」 
4 “Beijing and Moscow Agree to Widen Energy T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2, 
2006; Page A4  
5 “Construction Starts On Russian-Asia Oil Pipeline＂, DOW JONES NEWSWIRES; April 28, 2006. 

2006 年 4 月 26 日，普欽總統下令管線的鋪設必須離貝加爾湖 40 公里後，遠東石油管線 2天

後(28 日)開始進行焊接工作，正式進入動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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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2006 年 3 月俄中元首會談與管線示意圖

 

資料來源: “Beijing and Moscow Agree to Widen Energy T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2, 2006; Page A4 

 

一、從國際體系層次分析，遠東石油管爭議案之意義為何？ 

 

 　  從國際層次分析，遠東石油管爭議案是日本與中國爭奪石油管線的角力過

程。阿富汗戰爭、第二次海灣戰爭後，國際間能源戰爭浮上台面，中國談判 10

年，最後透過酉寇斯公司簽約。日本自 2002 年起積極介入，使得遠東石油管案

變成中日在遠東地區經濟、外交角力過程，中日雙方各自透過不同的利益團體，

影響該決策。中國與日本分別向俄羅斯喊價，中日爭奪遠東石油管線的過程，可

視為 21 世紀亞洲的石油戰爭。一旦中國取得遠東石油管道，將為其與俄俄羅斯

進一步聯合開發西伯利亞資源奠下基礎，有助於解決中國對能源消耗的高度需

求。日本則希望透過與俄國能源合作關係的加強，奠定國際能源合作的地位，避

免在美俄關係加溫過程中缺席或遭邊緣化。該事件勢將影響東北亞各國能源政策

走向，及區域國際關係發展。 

 

 

二、從國家層次分析，遠東石油管爭議案之意義為何？ 

 

　 　從國家層次分析，遠東石油管爭議案是俄羅斯官方打壓金融寡頭的過程。

中國方案由火多爾寇夫斯基的酉寇斯石油公司主導，酉寇斯已經和中國簽了合

約。2003 年 7 月，俄羅斯檢方逮捕伴列別介夫；10 月 25 日，檢方又逮捕火多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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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夫斯基。隨後，更大舉起訴酉寇斯公司高級管理人員、拍賣酉寇斯公司。克里

姆林宮支解酉寇斯的原因實為火多爾寇夫斯基暗地支持普欽政權的反對勢力蘋

果聯盟與右翼勢力聯盟。因為，火多爾寇夫斯基企圖培植政治人物參與國會選

舉，掌控國會，並進而掌控未來政府的人事，其勢力不斷擴張，迫使俄羅斯政府

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克里姆林宮對酉寇斯公司一連串的打壓，使得遠東石油管案

充滿變數。自從火多爾寇夫斯基被捕之後，北京旋即失去此案的關鍵策畫人。因

此，火多爾寇夫斯基失勢及其集團資產被拍賣，其意涵就是日本方案的勝算大幅

提高。 

 

 

三、從決策層次（利益團體）分析，遠東石油管爭議案之意義為何？ 

 

　  從決策層次分析，遠東石油管爭議案是俄羅斯行政部門內，不同派系鬥爭的

過程。遠東石油管案是典型俄羅斯利益團體爭食大餅的例子。支持中國方案者，

以總理卡西亞諾夫為首；支持日本方案者，以安全顧問派為首，雙方分別勾結財

團，援引政策利弊，各自發聲，使得該爭議案滲入複雜之政治因素。遠東石油管

案的爭議，在俄羅斯不同的部會引起政策辯論，中國方案抑或日本方案的政策辯

論之下，其實是安全顧問派與經濟顧派的人事傾壓。普欽執政下，安全系統大舉

擴張，隨著支持中國方案的要員逐漸去職，經濟顧派主導的中國方案於是遭到凍

結。該政策之爭議、延宕亦可視為以為首之安全系統人馬逐漸掌控行政、立法部

門的過程。 

 

 

四、從決策層次（克里姆林宮政治學）分析，遠東石油管爭議案之意

　  義為何？

 

　   從決策層次分析，遠東石油管爭議案是克里姆林宮內經濟顧問派與安全顧

問派爭奪國家發展方向的過程。克里姆林宮內的經濟顧問全與安全顧問群長期處 

於鬥爭狀態，兩派間的鬥爭目的是為了爭奪政治控制權，乃至俄俄羅斯未來走

向。酉寇斯事件是克里姆林宮內的安全系統人馬對酉寇斯老闆火多爾寇夫斯基介

入政治活動的懲罰。隨著經濟顧問派重要人馬接連離開俄羅斯政壇，原本靠向經

濟顧問派的官員紛紛轉向，或是離開政府部門，或是投向安全顧問派。俄羅斯遠

東石油管案之峰迴路轉，不蒂是俄羅斯對東北亞能源政策之重大轉向，更是克里

姆林宮內安全顧問派戰勝經濟顧問派、以伊戈爾·謝欽、維克托·伊凡諾夫、國防

部長希爾蓋·伊凡諾夫、為首的「新家族」勢力成形之重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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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方向建議

 

　  911 事件後，俄羅斯積極展開能源外交，以能源大國之姿重新崛起，此為國

際能源市場上值得關注之變化。俄羅斯以「突破北美、穩定西歐、爭奪裡海、開

拓東方、挑戰 OPEC」為總體思路，加強油氣管線建設、吸引油氣投資、佔領國

際市場、培養能源外交幹部等方式，提升本國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影響力，必將

對國際能源安全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俄羅斯戰略思維調整，反應在東線，即是本

文所探討的遠東石油管線；反映在西線，則是 2006 年新年的烏克蘭天然氣危機，

類似情況同時也中亞出現。因此，筆者認為遠東石油管線爭議案的研究是個案研

究，該架構與研究方式可推演到其他個案，用以解釋、預測該能源大國的政策走

向，相信俄羅斯的能源政策對區域穩定，甚至全球政經都有一定的影響力。另外，

後續可行的研究方向，筆者認為可從下列兩面向著手： 

 

一、研究方法與途徑的深化 

 

本文以遠東石油管線決策過程為個案，發現層次分析法能夠提供研究俄羅斯

內政與外交的宏觀視野。然，本文亦發現，研究俄羅斯特殊的政治現象，西方國

家分權制衡的理論不完全適合，必須回歸俄羅斯的政治文化，即派系互動與裙帶

關係，從人際因素回溯政策產出，更能解釋俄羅斯的決策過程。 

 

本研究分別從國際層次、國家層次、與決策層次切入，分析俄羅斯對遠東石

油管線決策的搖擺原因，本文發現該議題涉及範圍與層次既深且遠，任何層次均

可專書論著，本文尚屬粗淺。筆者認為，從決策層次探討，該議題可再劃分能源

政治與能源政策兩領域，蓋能源政治與能源政策分屬不同概念，能源政治偏向決

策者個人、團體的研究，能源政策則偏向公共政策的領域，兩者都值得繼續切入

研究，藉由研究俄羅斯決策當局的人事替換，或政策轉向等議題，可有見微知巨

著之功能；從國家層次探討，普欽總統於2004年連任總統後，政權穩固，克里姆

林宮重新掌握被寡頭們壟斷的能源產業後，俄羅斯石油公司成為能源產業的發言

人，其動向深受各國注目，吾人可在俄羅斯石油公司的政商背景，影響俄羅斯國

計民生的程度等議題上繼續深化，相信是從國家層次研究俄羅斯政、經、社相當

有價值的個案；就國際層次而言，中日的能源衝突不只浮現在遠東石油管線，還

反映在東海油田的衝突，日本防衛廳日甚至研究一項保衛計畫，當海上自衛隊在

日本所謂的「防空識別圈」內遭到攻擊時，日本將出動航空自衛隊的戰鬥機馳援。

也就是說，日本將派戰機介入東海的衝突。除了台海問題，筆者認為中、日能源

衝突是東亞另一個不穩定因素，而俄羅斯是有能力左右該議題發展的國家，三者

在東亞的互動，值得繼續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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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分析模式的架構 

 

2005 年 11 月第 10 次中俄總理第定期會晤後，中國駐莫斯科大使館隨即對

俄中交流事項展開秘密或公開的研議。其中，在一場公開的研討會中，中國學者

提出：『中國在遠東石油管線上錯失良機，全是因為俄方對中國的瞭解已經深入

骨肉，而中國對俄羅斯的瞭解連皮毛都沒有﹗短期而言，必須調整現有策略；長

期而言，加強對俄羅斯的各項交流、瞭解等事項，刻不容緩。』 

 

中國共產黨從建國之初，即深受蘇聯、俄羅斯影響，筆者認為，台灣學者過

於偏向兩岸關係，或是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研究，而忽略了這個因素；尤其，中國

利用經濟成長優勢，大舉引進俄羅斯的尖端科技，太空技術，以及軍事武器，已

經造成兩岸均勢逐漸向中國傾斜。俄羅斯對中國重要，對台灣就重要。整合俄中

研究，使之形成比較分析模式，或可填補台灣對俄中關係研究的不足。就決策層

次而言，俄羅斯與中國都面臨領導人即位，新集團大舉清除舊集團之人馬的內政

風暴，諸多政策或是轉彎、或是停頓，旁人難以釐清，對此，團體論或可穿針引

線，填補不足；就國家層次而言，俄石油與中石油均為國營企業，兩家企業對外

為官方白手套，對內控制國內石油供應，是研究俄羅斯、中國領導人政權是否穩

固，是否掌控國營企業的絕佳個案；就國際層次而言，俄羅斯靈活運用資源優勢，

以能源大國之姿重新崛起，中國苦於能源不足，積極在國外購油，兩者間互動深

受能源影響，兩者間的互動、對外作為也深刻影響周圍國家，吾人可比較研究兩

國之對外作為，成為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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