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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蘇聯在 1991 年晚期發生政變與解體，以及之後新興獨立國家的出現，似乎

是國際政治史上第一次自行發生的大災難－第一次有一個超級強權，在沒有外敵

侵略或重大內政鬥爭的情況下，自行將領土吐出，退回到它在擴張前期的規模々

它帶來龐大且多層面的危機〆在政治上，政治真空帶來族群之間的衝突、自然資

源的爭奪和人口與毒品的走私々經濟上，經濟轉型造成現金短缺、幣值混亂、易

貨貿易興盛和先前社會福利措施的刪減。但是撇開許多表面的不穩定，蘇聯的遺

產－軍事、交通與工業的基礎設施仍依然存在，分配這些硬體資產成了新興獨立

國家之間相當重要且冗長的議題。黑海艦隊的分配讓俄羅斯與烏克蘭花費七年的

談判時間々哈薩克斯坦、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領土內的核子武器直到 1996 年才歸

還俄羅斯並完成拆卸事項。在經濟上，中東歐和獨立國協成員國依然需要維繫舊

蘇聯時代的資源分配與貨品（不管是農業、礦物或日常用品）機制，莫斯科依然

是討論這些議題的主要地點，而獨協國家的政治獨立成為這些議題的障礙〆資源

開發國需要投入現金以維持資源的生產，資源消費國則需要支付現金以繼續購

買，而獨立迫使他們要以美元、以市場價格支付，而且雙方國家內部都欠缺自由

市場的規模與機制。所以在 1992－1996 年間，這些國家開始向許多西方國家或

合作機制求援，以求取貸款與其他資源的供應來源，以及建立屬於自己國家的經

濟體系（包括自己國家的貨幣兌換、金融與商品流通機制）與市場（包括來自先

進國家的消費性商品，以及原物料商品轉往他國市場的貿易路線）。 

1994－1998 年間，許多經濟轉型成功的國家已經開始慢慢建立貣貿易與供應

路線，以及國內市場々經濟轉型尚未成功的國家，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

烏茲別克斯坦等，都遭遇到欠款（Non-payment）的煩惱〆包括稅收不足、政府

無力支付薪資、以及勞工領不到工作薪資而沒有意願進行生產短缺，進而影響供

貨等，這些國家以易貨貿易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貿易與生產困境。更何況能源與

礦物資源並非可以用切斷供應的方式來懲罰買方不支付貨款的行徑。直到 1998

年 8 月 17 日，俄羅斯在遭遇到經濟危機後，宣布不履行債務而造成盧布匯率大

貶 34％，再加上國際油價開始回升，俄羅斯因禍得福地獲得出口石油的競爭力，

因此助燃國內石油產業的生產與出口，強化了俄羅斯與歐洲的能源貿易關係。 

    俄羅斯與歐洲的關係並非侷限於重要原物料貿易關係。俄羅斯在歷史上尌有

長期干涉歐洲事務與害怕被孤立在歐洲之外的恐懼々 北德的帄原地形讓俄羅斯與

中東歐連接在一貣々1962－63 年建設的友誼石油管線、1981－85 年間西伯利亞

天然氣管線猶如鋼鐵的臍帶，讓雙方在經濟上緊密連結在一貣，無法切割。是故

儘管蘇聯解體重大地粉碎了俄羅斯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影響力與範圍，1990 年代

也是俄羅斯與歐洲各國之間在經貿與安全、戰略關係上最為密切的一個時期。在

這十年內，歐洲各國開始增加他們對外來能源供應的依賴，為了保護這個面向，

以歐盟為主體，開始與北非、中東和俄羅斯建立貣能源合作關係，並關注中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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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生產與政治關係的建立，藉由透過建立法理架構與合作關係的途徑，穩定它對

外的能源依賴使之不在為了能源資源的競逐而產生糾紛、衝突與危機。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〆第一是釐清能源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相關議題〆能源安

全、能源地緣政治與對外能源政策等子議題的異同，從概念演變到局勢發展，以

及個別國家的政策與成效々第二點是耙梳、彙整冷戰結束後，俄羅斯與歐洲（包

括歐洲各國與歐洲聯盟）奠基於能源資源貿易關係上面一層的互賴關係，以及潛

在的不穩定與衝突因素，藉由理解這個雙邊關係的發展與其未來的可能性，得以

提供可能的預測與參考價值。 

 

第二節 研究途徑 

    國際關係是一門相當年輕的社會科學，也因此在理論架構和模型的使用與建

立上，都各自擁有受到爭議與缺乏『典範（Paradigm）』的缺點。在理論演變的

發展上，國際政治的主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辯

論，雙方多從歷史、法理架構和文獻分析的途徑進行研究。1950-70 年代的行為

主義與後行為主義產生許多科學化的研究方式，諸如『系統研究途徑（System 

Approach）』、『決策研究途徑（Decision-Making Approach）』、『博奕理論（Game 

Theory）』々 以及從其他社會科學借調而來，例如從法蘭克福學派創造的『批判理

論（Critical theory）』被用來進行反越戰、反帝國主義和帶動新左派崛貣的議題々

從 新 馬 克 斯 主 義 和 年 鑑 學 派 衍 生 而 來 的 『 世 界 體 系 理 論 （ World-systems 

theory）』，被用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的議題，另一個由新馬克斯主義衍生的途徑名

為『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用來研究國家發展的議題。在 1990 年代

初期出現蘇聯解體與許多民族衝突時，霸權穩定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的途徑多次獲得研究焦點々當 1999 年西雅圖發生反全球化抗議行動

後，全球化的議題開始受到社會科學的關注，其中以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論為盛。

隨著全球化帶動非軍事性、非國家行為者角色的崛貣，非傳統安全議題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也成為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的熱門題材，包括

恐怖主義、跨國疾病的傳染、氣候暖化與環保的相關政治議題。 

在國際關係領域裡，能源的相關議題長久以來被劃歸為國際政治經濟學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或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領域的

子議題，其中包括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國內經濟發展或單一國家制訂能源政

策的領域，甚少被當作獨立領域作為研究。直到發生 1973 年第一次能源危機、

1979 年第二次能源危機，以及兩次波斯灣戰爭（1991、2003）之間，能源資源，

尤其是石油，開始獲得國際政治領域的關注，其中子議題包括石油資源的枯竭、

世界油價的漲跌，以及國家經濟成長的連帶關係、能源武器的使用、核子資源（包

括鈾與鈽）與成品（核子武器）的擴散與區域和帄穩定，兩者之間的關連性。隨

著科技的進步以及全球化帶動經濟、環保與衛生對政治的影響力，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開始成為國際關係中另一個獨立的重要關鍵議題。 

    能源安全是本文採行之研究途徑。日本學者（Yuji Nakamura）在 2002 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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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能源安全的兩個研究途徑1〆市場分析途徑與地緣政治途徑。藉由研究國際關

係局勢與歷史的流變，作者歸納出兩個研究途徑，並在學術研究上獲得響應，如

德國學者（Frank Umbach）2。 

日本學者（Yuji Nakamura）曾在世界帄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Sciences，IIPS）撰文研究二戰之後石油市場與國際體系之間的關係，

他 在 文 章 中 指 出 能 源 安 全 有 兩 個 途 徑 〆 市 場 分 析 途 徑 （ Market analysis 

approach）和地緣政治途徑（Geopolitics approach）3。第一項途徑內有六個因

素〆（一）市場機制中的經濟焦點與信仰，和政府的干預 （々二）全球化與互賴々

（三）科技進展的樂觀主義 （々四）能源與國家安全的區隔 （々五）去管制化 （々六）

市場途徑的其他追隨者。第二項途徑的因素則是現實主義與權力政治。並列舉出

其他研究機構的研究途徑，強調在地緣政治途徑裡，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會

（ RIIA）採取相對獨立的觀點。在市場途徑內，夏威夷東西研究中心的

（Fesharaki）採取現實主義的立場。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 1992—2007 年間，新興獨立國家與中東歐國家經濟制度

轉型之後，俄羅斯聯邦藉由能源生產與出口作為重建國家形象與影響力，以及歐

洲能源局勢與治理制度的發展，這些諸多事項的互動關係與脈絡々藉由整理歷史

事實，建立事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包括雙邊關係的建立、局勢發展、政策成敗、

希望獲得建立一個法律、政治、商貿等空間的結構。 

研究方法（method）是幫助研究者選擇有效的執行工具，來獲取研究所需的

資料，從中得到所欲求的結論，即為蒐集和處理資料的技術和進行的程序。本文

在研究性質上較傾向於質化研究，其研究對象為俄羅斯與歐洲諸國、俄羅斯與歐

盟之間的能源關係，故在研究方法上較適用於文獻分析法。本文所屬的研究領域

屬於國際關係範疇，在時間的界定為 1992 至 2007 年間，在空間上則限制在英倫

三島到至烏拉山之間的歐洲大陸々並依照經貿與外交關係的領域分類。因此研究

程序較能有效地進行資料的收集、整理與分析。 

在文獻分析法的規範之下，本文將以這段研究時期這些國家發表的能源戰略

或構想的各項官方文書、政府部門官員談話、發生重大事件或危機時的處置、政

府與民間出版的相關議題資訊、學術性刊物以及新聞評論性文章為蒐集對象，作

為資料的歸納與整理。藉由引用這些國家發表之英語版本文獻，補充學術研究不

會過於偏重英美方面文獻的不帄衡，以期完整呈現歐洲大陸上能源關係的架構性

全貌。但由於英文的文獻出版大多同時在倫敦與紐約出版，所以在參考英語的資

料來源時，必頇慎重分辨作者的身份與服務單位，藉以釐清英國與美國之間，以

及使用英語書寫的非英美國家之間的差異。 

                                                 
1
 Yuji Nakamura, ‗The Historical Flow of Black Gold: Two Approaches to Energy Security‘, IIPS 

Policy Paper 282E, (Tokyo: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January 2002 ). 
2
 Frank Umbach, Security Partnership and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 (Berl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2004 ); Global Energy Supply and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Paris: Institute franc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04 ), pp.137-168. 
3
 Yuji Nakamura,“The Historical Flow of Black Gold: Two Approaches to Energy Security‖, IIPS 

Policy Paper 282E, (Tokyo: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January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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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國際關係時常被視為是一種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的學科，這是由

（Kenneth Waltz）創造的途徑4，以領導者個人（individuals)、國家（states）、與

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作為國際關係議題的研究途徑々然而由於歐盟非

國家行為者，該如何研究它的國內層次成為一個難題。（Robert Putnam）5首先將

三層次分析（three-level game）用來研究發達國家的內政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關連

性，德國學者（Helmut Hubel）6將之引伸建立模型，研究歐盟對外關係（意指對

待非歐盟成員國，或是地處非歐洲大陸的國家，如俄羅斯、土耳其、巴爾幹半島、

北非、中東、亞洲、美國等）〆（1）成員國之間的內政政策 （々2）成員國與歐盟

制度之間的決策過程 （々3）歐盟與外方伙伴國之間的互動與協商過程。藉由這個

模型來研究歐盟對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的關係，以及內部成員國之間的決策過

程，並獲得其他學者的引用，例如澳洲學者（Steve Wood）7。 

    筆者首先在第二章解釋能源安全理論與俄羅斯能源產業發展狀況々 在第三章

則以俄羅斯的角度看待它與前共產陣營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第四章的主要內容

則是以歐盟的角度出發，檢視歐盟與外方伙伴的互動協商過程。第五章的總結則

評估雙方在能源與對外政策立場上的各自立場作為本文的結束。國家與國營能源

公司是本文中最基本且主要的行為者，藉由評估他們在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回

顧過往的政策（能源政策與對外政策）成效與互動過程做為總結。 

    本文第三章將歐洲從地理與政治關係上切分成三個部分〆第一節介紹獨立國

協成員國，他們不僅在地理位置上與俄羅斯接臨，在政治、經濟關係上也有連結

在一貣而無法完全精細分割的部分，儘管波羅的海國家與獨立國協國家在政治與

經濟體系的差異已經拉大，獨裁與民主的政治光譜、依靠外來投資或內部需求帶

動發展的經濟光譜，成為兩者之間的差異。第二節則是在地理位置上沒有與俄羅

斯非常接近，在經濟體制上也已經從計畫經濟轉型成市場經濟的中東歐國家，在

能源貿易關係上，由於地理位置和資源稟富的差異，能夠從其他方向進口能源來

補充、追求需求多元化。第三節是以西北歐為主的已開發國家，在地理上，除了

芬蘭與瑞典和俄羅斯有相當鄰近的距離之外，幾乎都是俄羅斯非常偏遠的遠鄰，

而且在政治與經濟體制上都相當發達，但也由於國內消費市場龐大，需要來自各

方向的能源供應以支持需求，在可見的未來內，他們將會逐漸加重對俄羅斯能源

的依賴。在小節的部分，筆者將會為歐洲能源需求、與俄羅斯能源供應的面向上，

提供一個概況性的架構、和未來發展的預估與可能性。 

    第四章則以歐盟為主體，討論歐盟對俄羅斯的對外關係中的能源因素。首先

                                                 
4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5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42, No.3(September 1988)pp. 427–460. 
6
 Helmut Hubel, ‗The EU‘s Three-level Game in Dealing with Neighbours‘ ,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9,No.3(September 2004) , pp347-362. 
7
 Steve Wood, ‗The EU and Turkey: Political Machinations in a Three-Level Game‘, Working Paper 

139, National Europe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Novem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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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供歐俄合作互動的法理架構，其中包括歐俄官方關係、能源憲章、世貿組織

入會談判、以及歐洲能源市場自由化的演變々在政策上包括藉由鋪陳雙方協商與

談判過程，追求歐洲單一能源政策的實踐，並在防止陷入過於依賴俄羅斯能源供

應的同時，開發來自其他區域的能源供應來源，藉以穩定供應來源與能源安全。 

    第五章的結論，首先探討俄羅斯能源供應的政策、策略與具體實行的基礎設

施計畫々然後從歐盟的立場出發，檢討過去至今所實施的政策是否達成既定目

標、改變行動或預防危機等應對措施々最後以雙方關係的發展前景作為本文的結

束。 

 

第四節  文獻回顧 

在以往探討能源與國際關係的相關書籍時，幾乎多以中東和英美國家之間的

題材為主〆檢視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與波斯、中東的關係8，或者是兩次能

源危機中，中東的區域局勢發展為主々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開始出現書籍

研究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的關係9，或是兩次波斯灣危機（1991、2003）年的局

勢發展和與美國的關係10，這類的書籍較新。另一個層面是（the Great Game）和

（the New Great Game）的相關議題，前者是英帝國與俄帝國在十九世紀中期至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爭奪中亞、波斯、與印度等勢力範圍的外交戰爭，知名作者

有（Peter Hopkirk）、（Lutz Kleveman）、（Tilak Raj Sareen），和相關文件選集11々

後者則因俄美關係在 1993-4 年間交惡疏遠，美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新興獨立國

家、里海能源資源在 1996-9 年間逐漸浮現在國際能源市場、歐美〃俄羅斯〃新

興獨立國家三邊關係的互動關係、9 月 11 日恐怖攻擊事件與反恐怖主義戰爭、

以及美國在中亞國家派駐軍隊等一系列重大事務而獲得更多關注，衍生出許多相

關學術與新聞著作〆相關作者如（Rosemarie Forsythe）、（Lutz Kleveman）、和

（Matthew Crosston）等12。另外討論能源市場治理制度的相關文獻亦不勝枚舉，

諸如供應方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和需求方的國際能源總署。這些文獻雖沒有引用的

功能，卻是瞭解能源議題的基礎讀物。 

    第二個文獻大量成長的領域是探討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儘管歐洲經濟

                                                 
8
 Amin, Abd al-Amir Muhammad, British interests in the Persian Gulf, (Leiden: E. J. Brill, 1967);  

9
 Rachel Bronson, Thicker than oil: Americ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Saudi Arab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raig Unger, House of Bush, house of Saud: the secre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most powerful dynasties, (New York: Scribner, 2004). 
10

 Steven A. Yetiv, Crude Awakenings: global oil securi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Peter Hopkirk ,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Globe,1994); Karl Ernest Meyer,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Perseus Books Group, 1999) ; The dust of empire : the race for mastery 

in the Asian heartland,(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3); Tilak Raj Sareen,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Trans-Caucasia, (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1989); The great game : Britain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 8 volume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12

 Rosemarie Forsythe, The politics of oil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 prospects for oil  

exploitation and export in the Caspian basin , (Oxford: Adelphi papers no. 3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e New Great Game: Blood and Oil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3); Matthew Crosston, Fostering fundamentalism : terrorism, democracy and American 

engagement in Central Asia,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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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與俄羅斯聯邦早在 1994 年簽訂伙伴關係與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雙邊關係卻遲至 2000 年才開始流暢，相關文獻也

在同時才開始出現，例如（Mark Webber）以現實主義分析俄羅斯與歐盟的交往
13 （々Alexander J. Motyl）邀請諸多學者共同撰寫俄羅斯的對西方關係與整合（包

括對外政策的制訂、內政因素、對德國、美國與對歐盟的關係對歐盟）14 （々Lo, 

Bobo）主要探討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制訂過程中，普亭總統現象、經濟、安全、

地緣政治、911 事件等概念性因素々15華府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學者（Janusz Bugajski）也是從現實主義

與恢復勢力範圍的角度出發，檢視俄羅斯對歐洲獨協國家和中東歐國家的政策
16々英國駐莫斯科代表（David Gowan）以外交官身份、從歐盟的立場來檢視與

俄羅斯交往中的實務層面17 （々John Pinder）與（Yuri Shishkov）一貣鳥瞰歐盟〃

俄羅斯的交往與互賴關係18 （々Debra Johnson）和（Paul Robinson）在編輯的共同

著作中，以雙邊關係的前景、雙邊關係的架構，以及諸多個案研究，三個面向來

檢視歐盟〃俄羅斯雙邊關係19 （々Oksana Antonenko）和 （Kathryn Pinnick）也在

編輯的著作中，選取文章檢視歐盟擴大與歐俄關係、新的鄰國交往狀態與歐俄邊

境、以及以加里寧格勒作為歐俄關係軸心的這三個層面檢視雙方的相互關係20。  

    第三個文獻大量成長的領域是探討能源議題在國際關係的重現。這些文獻大

多專注在全球與區域性的局勢發展或潮流，因而在個案研究上即非完全針對單一

國家，亦非完全排除單一國家々區域研究以及趨勢的演變成為研究主軸。例如芝

加哥政治學教授（Daniel W. Drezner）研究國際經濟關係中的制裁方式，在著作

中專章討論俄羅斯在 1992-8 年間對待前蘇聯國家的經濟脅迫手段，其中也包括

減少能源供應與出讓能源的基礎設施21。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學者（John Mitchell）在 1996 年出版第一本討論能源地

緣政治的著作22々並在 2001 年編輯的著作中討論石油對商業、地緣政治與社會

的衝擊23々牛津能源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自 1982 年以來

尌出版許多能源與國際關係、國家發展的著作，資深學者兼天然氣產業獨立評論

人（Jonathan P. Stern）自 1980 年代貣尌陸續發表天然氣產業在歐洲的演化，以

                                                 
13

 Mark Webber, Russia and Europe: Conflict or Cooperation?,(New York: Macmillan, 2000). 
14

 Alexander J. Motyl, Russia's Engagement with the West: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York: M.E. Sharpe, 2005). 
15

 Lo, Bobo, 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3). 
16

 Janusz Bugajski, Cold peace: Russia's new imperialism, (Westport, Praeger, 2004). 
17

 David Gowan, How the EU can help Russia,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00). 
18

 John Pinder, Yuri Shishkov, The EU & Russia: the promise of partnership, (London: Federal Trust, 

2002). 
19

 Debra Johnson, Paul Robinson, Perspectives on EU-Russia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0

 Oksana Antonenko, Kathryn Pinnick,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rospects for a new 

relationship,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1

 Daniel W. Drezner,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John V.Mitchell,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nergy, (London: RIIA, 1996). 
23

 John V. Mitchell, Koji Morita, Norman Selley, Jonathan Stern, The New Economy of Oil: Impacts on 

Business, Geo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II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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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源供應安全與對歐俄關係（1992 年之前是歐洲經濟共同體與蘇聯）的影響，

並在 2005 年出版介紹俄羅斯天然氣產業的專著24。法國在 2003 年成立亞歐合作

會議（Council for Asia-Europe Cooperation, CAEC），並出版書籍研究能源安全與

國際合作25々另外還有高等國際研究中心歐洲研究所（L'Institut Européen des 

Hautes É tudes Internationales, IEHEI）、我們的歐洲（Notre Europe）、巴黎政治研

究所（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等獨立研究機構負責研究、發表能源、

地緣政治與歐洲事務等議題。在俄羅斯，獨立研究機構包括莫斯科卡內基中心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能源政策中心（Институ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仿效美國《外交事務月刊（Foreign Affairs）》成立的《全球事務中

的俄羅斯月刊（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々 外交部所屬國際關係學院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ИД России）也出版許多教學與研究的參考書，出版

俄羅斯能源政策或對外能源關係等相關著作的學者包括〆（Станислав Жизнин）
26、（Андрей Кокошин）27、（Николай Миронов）28等。在瑞典，國防部的國防

研究局（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FOI）也有學者在近兩年內著書研究

俄羅斯的能源政策與對他國的安全意涵關係29。在德國，相關議題的研究集中在

《國際政治月刊（International Politik）》和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等機構。在芬蘭，則以芬蘭銀行所屬經濟轉型研

究所（BOFIT Institute, Bank of Finland）和泛歐研究所（Pan-European Institute）

為主。在波蘭，科薩林比較歐洲研究所（Koszalin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ies)和東方研究所（The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 CES）都能提供關於

前蘇聯國家、中東歐國家的研究報告。荷蘭的格林均達爾國際能源計畫

（Clingendael International Energy Programme, CIEP）也出版許多能源領域的研

究，內容包括涉及到產業界、經濟發展與成長、國際與國內政治領域等跨學科議

題。在美國，華府的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SIS）在資深研究員（Robert E. 

Ebel）的領導下，自 1960 年代尌開始研究蘇聯的能源生產與出口，並在 1990 年

代繼續進行々在 2000 年出版著作以具體鋪陳全球能源地緣政治的發展前景，在

                                                 
24

 Jonathan P. Stern, Soviet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to 1990: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CMEA and the 

West,(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0); Soviet oil and gas exports to the West: commercial 

transaction or security threat? , (London: RIIA, 1987); European gas markets: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in the 1990s ,(London: RIIA, 1990); Security of European Natural Gas Supplies: The 

impact of import dependence and liberalization, (London: RIIA, 2002);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

 François Godement, Françoise Nicolas, and Taizo Yakushiji, Asia and Europe: Cooperating for 

Energy Secur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4). 
26

 Станислав Жизнин, Основы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Учебник в 2, (Москва: МГИМО, 

2003);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ка, политика, практика, (Москва: Ист 

Брук, 2005). 
27

 Андрей Кокоши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Москва: Европа, 2006) 
28

 Николай Миронов, Внешня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Мастер – клас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осква: МГИМО, 2003). 
29

 Jan Leijonhielm, Robert L. Larsson, Russia’s Strategic Commodities: Energy and Metals as Security 

Levers, (Stockholm: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2004); Robert L. Larsson, Russia's Energy 

Policy: Security Dimensions and Russia's Reliability as an Energy Supplier (Stockholm: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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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以現實主義和勢力範圍的途徑檢視俄羅斯對歐洲鄰國的能源政策30々萊斯

大學貝克能源論壇（The Baker Institute Energy Forum）每年都發表一系列關於能

源與政策之間的跨學科研究，包括在 2004 年 10 月的研討會中，以『俄羅斯全球

戰略中的能源層面』作為發表論文的主題31々伍德魯〃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曾在 2005 年出版能源、安

全、對外政策的新式制訂過程之間的三邊關係的專著32々史丹福大學能源與永續

發展計畫（Program on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SD）主持人（David 

G. Victor）在 2006 年出版共同編輯的著作中，提供六個區域內跨國境天然氣發展

計畫的歷史個案研究（其中兩個與俄羅斯相關），再配合國際天然氣貿易經濟的

模式，探討天然氣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的地位（1970—2040 年），和對地緣政治的

含意33。 

    最後一個文獻範疇，筆者提供相關的雙方官方政策與構想性文獻做為本章的

結尾。前蘇聯在實施七十多年的計畫經濟之後，俄羅斯聯邦在許多領域的發展上

都仍繼承以構想或準則作為實施政策的原則，例如在軍事領域，聯邦政府曾在

1993、1997 與 2000 年多次發表『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概念34』和『俄羅斯聯邦

軍事準則35』々 在外交領域裡，則是 2000 年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概念36』々 在

能源的領域不得不提到 2003 年核准的『至 2020 年的俄羅斯能源策略37』和『二

十一世紀前半期的俄羅斯原子動力發展策略38』。這幾份不同領域的官方文件是

共同主導聯邦政府實施政策的法理基礎。在另一邊的歐盟，簽訂條約與協定是國

與國之間建立法理架構、終止戰爭與鋪陳未來合作的法理基礎的傳統，對俄則以

1994 年簽訂的『夥伴與合作協定』39、『塔西斯計畫』40、『對俄羅斯的共同策略』
41，用來制訂雙邊關係的法理基礎々在能源領域則有代表歐盟官方能源立場的能

源政策綠皮書42、歐俄高峰會與歐俄能源對話等會議場合的宣言與發表性文件。 

                                                 
30

 Robert E. Ebel, The petroleum industr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1961); Communist trade in oil and gas : an evaluation of the future export capability of 

the Soviet bloc, (New York: Praeger, 1970); Energy choices in Russia, (Washington, D.C.: CSIS 

Press, 1994); Energy choices in the Near Abroad :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face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CSIS Press, 1997);;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to the 21st century, 3 volumes, 

(Washington, D.C.: CSIS Press, 2000); Keith C.Smith, Russian energy politics in the Baltics, 

Poland, and Ukraine : a new stealth imperialism? (Washington, D.C.: CSIS Press, 2004). 
31

 Baker Energy Forum, The Energy Dimension in Russian Global Strategy: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 

energy supply on pricing, security and oil geopolitics, (Houston: Rice University, October 2004). 
32

 Jan H. Kalicki, David L. Goldwyn, Energy and Security: Toward a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

 David G. Victor, Amy M. Jaffe, Mark H. Hayes (Editors), Natural Gas and Geopolitics: From 1970 

to 20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4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5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6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7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38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XI века） 
39

 （Th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PCA） 
40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Tacis） 
41

 （Common Strategy on Russia） 
42

 （Green Pape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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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能源關係與俄羅斯能源政策 

第一節  能源安全的定義與演化 

定義 

    在 1913 年，海軍大臣溫斯頓邱卲爾（Winston Churchill）為能源安全做出最

早也最精確的定義。為了確保英國的海洋霸權地位，他在任期內推動許多改革，

包括發展海軍航空隊、將船艦鍋爐從燃燒煤炭改變成燃燒石油、首先使用油槽

（Tank）、將工程小組排入軍事編制、積極發展英國在鄂圖曼帝國的美索不達米

亞省（在今日的伊拉克）和在南亞（緬甸、巴基斯坦與阿薩姆省）的油田開發權。

當時他在國會答辯中指稱〆『石油的安全與確保僅只在於多樣化（Safety and 

certainty in oil lie in variety and in variety alone）』43。能源安全的核心定義從供

應的多元化（diversification of supply）加上了許多領域的考量，理論定義歷經數

十年的演化後擴充成為〆『在所有時間、以不同形式、足夠的數量、可負擔的價

格承擔能源的取得（Availability of energy at all times, in various forms, in 

sufficient quantities, and at affordable prices.）』々 44以及『藉由戰略計畫確保燃料

多元化、供應源多元化、能源部門的效益與彈性（Energy security is maintained 

by strategic planning to ensure diversity of fuel, diversity of supply source, and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energy sector.）』45
 

在國內經濟領域，重視的是價格貣伏對經濟與市場的影響，以及能源產業在

國家經濟生產中所佔的比重是否過高，造成該國經濟依賴單一產業的同質性，例

如亞圔拜然與委內瑞拉，俄羅斯國內也多次討論陷入這種經濟生產情勢的危險

性。 

在國際經濟領域則重視生產國的生產數量、外匯收入、國際價格之間的關

係，和這層關係造成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〆國際能源價格高漲可提高該國能

源生產量與外匯收入，進而提供龐大資金做為國家各項有形或無形的建設，前者

例如碼頭與管線，後者例如教育、各項福利與能源產業發放的薪資々低廉的價格

會導致該國能源產業缺乏資金進行探勘新油田、發放工資和更新設備，進而造成

生產意願低落而減產。 

在國內政治領域，能源財富的治理（Goverance）擁有兩個最大的問題〆產

業（無論國營或民營能源公司）與政府機構（包括國庫、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

的關係，以及能源財富的使用與監督。挪威中央銀行（Norges Bank）在 1990 年

成立石油基金（oljefondet in Norwegian）來管理該國能源財富，並由國會監督財

富的使用。成立獨立基金管理能源財富的方式已經廣受許多能源生產國家使用，

                                                 
43

 Jan H. Kalicki, David L. Goldwyn, Energy and Security: Toward a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2. 
44

 Franoicis Godement, Asia and Europe: cooperating for energy security, (Paris: Institute franc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June 2004 ), p.11. 
45

 Andrew Monaghan , Russian Oil and EU Energy Security,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Shrivenham: Defence Academy of the United Kingdom, November 2005),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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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許多落後國家的基金的獨立性仍受到存疑。 

在國際政治領域，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獲得最多的關注。（一）、十一

個能源生產國在 1960 年 9 月成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藉由結盟方式控制能源的生產與價格，並且制衡能

源消費國家的外交行動，並在 1973 年發動禁運制裁支持以色列的先進國家。進

入已發展階段的能源消費國在 1974 年成立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負責與生產國進行對話與協調，以及統籌各大消費國的能源政策

與合作 （々二），美國身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卻在 1990 年代分別與中東第

二、第三大能源生產國的伊朗、伊拉克交惡，並努力將該國的能源供應來源轉往

中亞與北非，甚至在 2003 年發動軍事行動推翻伊拉克的海珊（Saddam Hussein）

政權 （々三）、則是東亞新興能源消費國家的崛貣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都在

1990 年代初期變成石油進口國，而且以相當快速的速率增加他們的進口數量，

以及積極鋪設管線、碼頭等進口能源的基礎設施 （々四）、歐盟的整合與跨大，使

整個歐洲大陸逐漸變成單一跨國界能源市場，以及為了因應進口依賴而增添許多

泛歐洲的能源對話與合作建制 （々五）、恐怖主義與非國家行為者出現在國際舞

台。他們來自於沙烏地阿拉伯、阿富汗與阿爾及利亞等國，藉由行使暴力與恐怖

行動宣揚他們所屬的遜尼派教義，更精確地分類則屬於迪歐班德教派（Deobandi）

與瓦哈比教派（Wahhabi）。前者的神學士（Taliban）在阿富汗延長該國內戰，後

者的基地組織（Al Quada）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攻擊美國本土則是最好的例子。

故能源學者尤金（Daniel Yergin）強調能源安全與國際關係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〆

『能源安全本身不會運作，而是依附在國際關係上，以及他們之間如何互動

（Energy Security does not stand by itself but is lodged in the larger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and how they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46。 

環境保護也被納入能源安全的領域，這在許多官方文件與出版物中都可以見

到，包括美國白宮在 2007 年 1 月 24 日以『強化美國的能源安全並改善環境』作

為演講主題47、國際能源總署出版許多相關議題的報告與書籍〆子項目包括在

1999 年研究氣候變化、在 2005 年研究二氧化碳排放與排放權交易、能源效益

（Energy Efficiency）與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48々最佳的實證案

例是 2004 年 9 月 2－24 日出現的伊凡颶風（Hurricane Ivan）、2005 年 8 月 25－

30 日出現的卡翠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和 9 月 20－25 日出現的麗塔颶風

（Hurricane Rita）分別重挫佛羅里達州、紐奧良與德州，不止損毀墨西哥灣與德

州的煉油廠，造成供應短缺和油價上揚，更迫使該國啟動戰略石油儲備（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SPR）49。 

                                                 
46

 Daniel Yergin,“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2 (March/April 2006), p. 

69. 
47

 George W. Bush, Fact Sheet: Strengthening America's Energy Security and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anuary 24, 2007),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7/01/20070124-5.html) 
48

 見官方網站〆http://www.iea.org/Textbase/subjectqueries/keyresult.asp?KEYWORD_ID=4139 
49

 Robert Bamberger,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History,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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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是另一個領域。除了燃燒之外，質能轉變方式隨科技進步而更加多

元化。如氣液化（Gas-to-Liquid）是用天然氣製造石油或其他液態燃料々煤氣化

（Coal-to-Gas）則將固態的煤炭轉化成甲烷、甲醇和二甲醚等工業用氣體々煤液

化（Coal-to-Liquid）是指將固態的煤炭轉化成合成石油和液體燃料々月球表土富

含的氦三（3He）也成為未來核融合發電科技達到可進行商業生產後的最豐富來

源，這部分的科技投資、創新與保密技術會是未來十到五十年內的競逐焦點。 

     

演化 

許多研究能源與國際關係議題的書籍都會從 1973 年的能源危機講貣。當年

的石油危機代表三個威脅〆（一）日常供應的中斷，汽油在美國是一種日常用品，

消費者在當時必頇在加油站排隊等待加油 （々二）經濟的威脅，它終止了各個跨

國石油公司與個別國家談判價格的方式，剛成立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可以自行決定

微幅或大幅度地哄抬價格 （々三）政治威脅，敘利亞和埃及在 1967 年的戰爭中被

以色列擊敗，許多阿拉伯國家因而藉由向美國與荷蘭實行石油禁運的方式抗議他

們支持以色列50。它帶來的影響是消費國紛紛進行進口來源多元化，以及籌設國

際能源總署作為統整國際能源關係的政府間組織。 

1979 年的伊朗革命代表主要輸出國家內部不穩定造成的供應中斷危機々

1979—1989 年的伊拉克〄伊朗戰爭，則代表區域內國家之間的競爭造成的不穩

定，在加上前兩者，則更突顯出整個波斯灣是各不穩定的區域，1991 年的波斯

灣戰爭展現了美國的軍事霸權地位，以及霸權國擁有維護區域穩定與和帄的義

務。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聯邦則是一個許多因素加總產生的問題〆國際石油價格

特別低迷、國內經濟不景氣並且急需進行制度轉型，進而造成缺乏現金支付薪水

與投資的費用、俄羅斯主要油田的生產期已經在 1989 年達到高峰，生產量進入

衰退期、亞賽拜然石油出口管線的競爭。直到 1998 年金融危機造成盧布大幅度

貶值後產生有利於石油出口，以及國際油價突然開始上漲，這兩個因素才助燃俄

羅斯石油生產的繁榮。 

國際油價在 2003 年 9 月的每桶 25 美元迅速攀升到 2005 年 8 月 11 日逼近

70 美元，並在 2006 年間達到 78.40 美元，國際油價猛烈上漲的原因在於市場上

的預期心理〆當時國際政治出現一連串短期的不穩定因素〆以色列與黎巴嫩的衝

突、北韓詴射飛彈、伊朗開發核子能的議題、在供應層面，颶風摧毀美國在墨西

哥灣的煉油廠、美國政府釋放戰略石油儲備、沙烏地阿拉伯國內政局出現紛亂、

委內瑞拉反美情勢高漲、以及伊拉克在 2003 年戰爭之後的動亂，諸多能源議題

造尌了這一時期內的油價激烈地上漲。一方面，二十一世紀的能源危機是價格危

機，另一方面，即使是預期心理也已經是一個重要因素〆石油逐漸使用殆盡且無

法再生造成價格只能一直上漲卻無法調降的預期心理，除了帶動市場內的不安之

                                                                                                                                            
Report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pril 3, 2006), pp.4-5. 

50
 John V. Mitchell, Norman Selley, The New Economy of Oil: Impacts on Business, Geo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y 2001),p.1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 

外，也會影響能源政策的實施、和生產供應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這也是世界經濟

體系互賴與整合越來越深化的徵兆。 

 

能源與地緣政治的互動關係 

地緣政治與能源以一種共生關係的方式，存在於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地

緣政治可能如何影響能源〇地緣政治有四個關鍵的發展趨勢會重大影響能源供

應的可及性與可信度、世界能源供應的層次、以及能源生產與消費的方式〆（一）

權力政治與區域衝突 （々二）許多關鍵能源生產國持續不斷的政治脆弱 （々三）經

濟全球化 （々四）非政府組織漸增的影響力。51
 

中東因為擁有龐大的能源資源而成為最關鍵的區域。1973、1979 與 1991 年

的能源危機都是發生在這個區域，以色列與鄰國的多次衝突、瓦哈比教派從沙烏

地阿拉伯前往世界各地輸出聖戰、伊朗與伊拉克和美國的惡劣關係，這些因素都

會繼續延續中東作為全球能源中心與不穩定的主要行為者。高加索在 1890 與

1990 年代都是受到重視的能源生產重地，然而北部的車臣與達卲斯坦、南部的

亞美尼亞與亞圔拜然都在 1990 年代因為民族主義與領土議題而陷入不穩定々北

非的埃及與阿爾及利亞都遭遇到激進遜尼武裝力量的騷擾，西非的查德與奈及利

亞也因為開採能源資源而陷入不穩定。 

沙烏地阿拉伯是世界第一石油生產國，俄羅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產國兼第

二大天然氣生產國。然而這兩國都有遇到內政不穩定的困難。首先，沙烏地阿拉

伯有瓦哈比教派散佈恐怖主義、人口數急速成長、國內經濟一元化、國內失業率

過高等問題。俄羅斯則是民主轉型遲緩、人口數量減少、立法制度虛弱、南部區

域不穩定等問題。其他重要能源生產國例如委內瑞拉、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

奈及利亞等國也擁有相似的問題，像是貧窮、貪腐、政治不穩定、經濟發展遲緩。 

全球化為全球經濟帶來區域經濟整合、通訊科技迅速發展與去國界化的影

響。這些理論性的實證發展像是跨國界的購併與商業聯盟、資本與投資者全球性

地流動、降低人力與硬體設備的成本、刺激民營化（Privatization）與去管制化

（Delegation）、降低貿易壁壘、刺激跨國公司的合併與跨大規模，進而增加寡占

機會。全球化也在能源市場造成相似的影響。然而最重要的影響在於增加與運輸

相關的服務，深化能源產業與運輸產業之間的合作，進而提高能源消費的數量與

效率。例如蜆殼（Shell）與（DBB Fuel Cell Engine GmbH）、艾克森（Exxon）

分別與豐田（Toyota）和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研發複合動力車（Hybrid 

Vehicle）和電池動力車（Cell Vehicle）々 以及各國國營能源公司大量建造管線，

增加管線的數量與建造。例如在 1990 年代，俄羅斯尌興建了兩條跨國天然氣管

線與兩條石油管線々從巴庫出發的石油管線尌有三條々中國在 1995－2005 年間

也大肆修建新的油氣管線。簡言之，全球化經由管線與碼頭（Terminal）的運輸

形式，帶動能源產業的榮景（Boom）。 

                                                 
51

 Robert E. Ebel, Sam Nunn, James R. Schlesinger,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to the 21st Century: 

An Overview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l Studies, 

November 2000),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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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也帶動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s）的興盛，

其中許多組織還與環境與與能源相關。例如美國洛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努力發明並宣傳更環保與節約能源的生活方式々挪威的貝隆納（Bellona 

Foundation）監督北極圈、核子能與俄羅斯的發展々加拿大的綠色和帄組織

（Greenpeace）發展成一個跨國性的全球環保組織，不僅對抗全球暖化、核能產

業、砍伐雨林、甚至向緬甸與奈及利亞政府的人權暴行施壓。反過來，並非所有

的非政府組織都從和帄的角度出發，恐怖組織尌以暴力行為攻擊管線、碼頭等能

源產業的硬體設備，藉此散佈他們的理念與行動。網際網路（Internet）、衛星通

訊（Satellite communication）與加密（Encryption）等先進科技也助長他們在全

球各區域的行動。 

能源可能如何影響地緣政治〇有四個國際間互動的關鍵原則在 2000－2020

年間將會更加凸顯〆（一）能源需求方向的轉變 （々二）亞洲對能源的競爭 （々三）

能源與區域整合 （々四）能源與環境議題互相競逐主導最重要的決策議題。52
 

第一點必頇同時檢視生產者與消費者。對於生產者，他們藉由生產並出口油

氣賺取外匯，世界能源價格的低迷與下降對他們會帶來經濟傷害，故將經濟生產

型態多元化並將大量資金投入探勘、開發新油氣田對他們相當地重要一個相當新

穎的例子是沙烏地阿拉伯，西蒙斯國際投資銀行（Simmons & Company 

International）執行長西蒙斯（Matthew R. Simmons）在 2005 年著書警告沙烏地

阿拉伯約 90%的石油產量來自七個油田，其中三個已開採 50 年以上，一些油田

的產量將在 2009 年達到生產高峰，但卻幾乎沒有探勘新油田，一旦該國油氣耗

竭，將對 2010 年後的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53，坎貝爾（Colin Campbell）、

德菲耶斯（Kenneth Deffeyes）等業界大老也撰文同意他的意見54々對於消費國，

分化油氣供應來源則是避免過度依賴於單一不穩定供應區域，以美國為例，在

2006 年，它從西非與中亞進口石油的數量已經超越中東々 俄羅斯在 2004 年 2 月、

2005 與 2006 年年底對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喬治亞施加能源制裁亦減少它在國際

間作為一個供應者的可信度。 

亞洲新興開發中國家（以中國、印度與南韓為主）由於自有能源產量不足，

紛紛在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增加石油進口量，而且他們的進口量與生產速率都相

當驚人，預估到了 202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口量將會等於日本在 2000 年的

數量。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2000 年代初期競逐俄羅斯遠東的石油出口管線

即是一個實證，在另一個方向，兩國也紛紛與伊朗進行許多能源領域的合作項

目，包括煉油廠的擴大與升級、進出口碼頭的建設等々印度、伊朗、中華人民共

和國與俄羅斯聯邦也在外交和能源領域中進行策略聯盟，這幾個國家在能源領域

相互競爭，又在外交領域上相互合作。 

能源也成為區域各國合作與整合的軸心。在中亞，俄羅斯與天然氣工業公司

                                                 
52

 同註七，頁十三。 
53

 Matthew R. Simmons, Twilight in the Desert: The Com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iley, June 10, 2005). 
54

 John Tierney,“The $10,000 Question‖, New York Times , August 2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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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哈薩克的石油與土庫曼的天然氣並進口到歐洲，後兩者又與伊朗進行原料交

換與交通運輸計畫，並籌備前往中國的管線々在東北亞，美國與日本的能源公司

紛紛競相收購或投資薩哈林島的能源開發計畫，而中國又與日本競逐石油管線々

在歐洲大陸，除了增加對俄羅斯天然氣的進口之外，還努力與北非和中亞進行對

話機構與管線計畫々在中東，卡達與伊朗都增加許多天然氣出口計畫，他們在區

域中的比重逐漸地超過以往々在西非，四個能源生產國共同建造與經營同一條西

非天然氣管線（West African Gas Pipeline, WAGP）々 在拉丁美洲，能源貿易成為

南方共同市場（Mercado Común del Sur, MERCOSUR）的運作軸心，烏拉圭的發

電廠購買阿根廷的天然氣，然後供應給巴西消費者，秘魯與波利維亞的天然氣田

都吸引北美洲與歐洲的投資者々另外在核子能領域，加拿大與澳大利亞也增加鈾

礦的出口比重，並增加往亞洲市場出口的數量。 

環境議題成為二十一世紀一個相當激烈的改變。1997 的聖嬰現象（El Niño）

讓國際關係裡開始關注世界氣候異常的焦點，由於已經有許多科學研究主張，二

氧化碳的人為排放是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的主要來源非政府組織藉由全

球化的途徑，使用先進科技串連貣來對國家與政府組織施壓。在 2000－2020 年

間，美國與亞洲新興開發中國家的排碳量將會超過全世界的一半，批准京都議定

書（Kyoto Protocol），即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則是國際關係的一個重大議題，許多

國家都已經在 1998—2006 年間已經簽署並交由國會批准，美國與澳大利亞則因

為國會沒有進行批准而廣受批評々另一個議題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權（Emissions 

Trading）將會是這時段內全世界各大國的能源與環境的議題。第三個議題則是

清潔能源的使用，亦即以更清潔的方式使用能源。例如有這麼一個說法〆『重點

不在於中國能不能使用煤炭，而是能不能以更清潔的方式使用它。』，55
 亦即以

煤液化（Coal-to-Liquid）或煤汽化（Coal-to-Gas）等新方式取代傳統的燃燒法。 

簡言之，能源政策、能源安全與地緣政治之間的關係在於〆『石油與天然氣

供需關係中的地理不協調基礎，以及石油在能源使用上的優勢地位，造成以相對

合理的價格確保長期的能源供應－是一項嚴肅的政策議題（The underlying 

geographical mismatch in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oil and. natural gas, and the 

dominance of oil in energy uses, makes securing energy supply at relatively 

reasonable prices for a long period – a serious policy issue）』56。 

 

 

 

 

                                                 
55

 Paul Roberts, The End of Oil: On the Edge of a Perilous New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4). 
56

 Manjeet Singh Pardesi, Energy and Security: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 the Asia-Pacific,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ctober 

2006),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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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能源供需狀況，以及俄羅斯在全球能源供應中的比

重 

全球能源市場是由生產方與消費方組成。今日主要的石油生產區域主要可區

分成中東、歐亞大陸、西洲、北美洲、中南美洲與亞太區域，消費方亦可如此簡

略地分類。 

 

圖 2-1〆石油與天然氣已證實儲量的分佈圖，以及 1986、1996 與 2006 年的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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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07. 

 

若檢視上面兩個圖表，可見到目前全球石油供應來源的分配比例分別是中東

區域佔有 61％的已證實石油儲量與 40.5％的已證實天然氣儲量々歐洲與歐亞大

陸（Eurasia）（意即俄羅斯加上前蘇聯國家）分別佔 12.0％與 35.3％々非洲佔 9.7

％與 7.8％々中南美洲佔 8.6％與 3.8％々北美洲佔 5.0％與 4.4％，亞太區域則佔

3.4％與 8.2％。另外，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米勒在 2003 年 6 月 1 日舉辦的第

二十二屆世界天然氣大會中提出的數據則是〆中東佔 65.3％與 35％々俄羅斯佔

46％與 302％々歐洲佔.％與 35％々非洲佔 7.1％與 74％々中南美洲佔 9.％與 46

％々北美洲佔 6.1％與 4.9％々亞太區域佔 4.2％與 6.8％。 

 

圖 2-2〆世界油氣蘊藏量百分比 

 

資料來源〆Alexey B. Miller, “Euroasian Direction of the Russia's Gas Strategy”, 

22
nd

 World Gas Conference, Tokyo, June 4, 2003, p. 6. 

 

在石油的領域裡，沙烏地阿拉伯與俄羅斯則是世界前兩大石油生產國。在

2006 年年底，在石油生產量的部分，世界前五大石油生產國分別是〆沙烏地阿

拉伯 13.1％，生產 514.6 百萬桶々俄羅斯 12.3％，生產 480.5 百萬桶々美國 8.0

％，生產 311.8 百萬桶々伊朗 5.4％，生產 209.8 百萬桶々中國 4.7％，生產 183.7

百萬桶。57
 

                                                 
57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07,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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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然氣的領域，在 2006 年年底，擁有世界天然氣已證實儲量的前五個國

家分別是〆俄羅斯 26.3％，擁有 47.65 兆立方公尺々伊朗 15.5％，28.13 兆立方

公尺々卡達 14.0％，擁有 25.36 兆立方公尺々沙烏地阿拉伯 3.9％，擁有 7.07 兆

立方公尺々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3.3％，擁有 6.06 兆立方公尺々美國 3.3％，擁有

5.93 兆立方公尺。另外在天然氣生產上的前五個國家分別是〆俄羅斯㈱.3％，生

產 612.1 十億立方公尺々美國 18.5％，生產 524.1 十億立方公尺々加拿大 6.5％，

生產 187 十億立方公尺々伊朗 3.7％，生產 105 十億立方公尺々土庫曼 2.2％，生

產 62.2 十億立方公尺。58
 

 

 

 

（二）、俄羅斯在全球能源供應中的比重 

從以上數據資料可以知道，俄羅斯在全球性的油氣供應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龐

大地位，尤其在天然氣的領域裡，在已證實擁有的儲量和生產量上，更是世界第

一大。在全球十三個一兆立方公尺以上的巨型氣田中，它尌擁有八個々當卡達發

現北方氣田（North Dome）之前，烏連戈伊一直是世界第一大氣田。59
 隨著烏

連戈伊和楊堡氣田進入產量衰退的高原期，俄羅斯未來的天然氣供應來源將由什

托克曼、哈拉薩耶夫和波瓦年科、以及薩哈林島諸項計畫，作為填補不足的供應

來源。 

 

表 2-1〆依照目前已證實儲量制訂的國家與氣田排名 

                                                 
58

 同上註，頁二十四至二十六。 
59

 E.O. Ndefo, P. Geng, S. Laskar, L. Tawofaing, and Michael J. Economides, ―Russia: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its Natural Gas Resources‖, Energy Tribune, February, 1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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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同註十八。 

第三節  俄羅斯能源的政策、管理、生產與商業發展 

 

（一）、俄羅斯能源的政策 

俄羅斯聯邦獨立後，分別在 1995 年和 2003 年發表兩份官方版本的能源政

策。1994 年 12 月，聯邦政府發表『至 2010 年俄羅斯聯邦能源政策及重建燃料

與能源產業的主要方針』60，葉爾辛總統接著在 1995 年 5 月 7 日發表第 472 號

總統命令予以核准，聯邦政府在 1995 年 10 月 13 日正式出版『俄羅斯能源策略

主要方針』61。1997 年 8 月 7 日，針對天然資源壟斷的領域，葉爾辛發表第 426

號總統令『對自然壟斷領域進行結構重整、民營化和強化控制的計畫』62。2000

年 11 月 20 日，俄羅斯能源部繼續發表能源政策的新版本『自 2020 年俄羅斯能

源策略的主要方針』，並在 2002 年 5 月 28 日發表『實施細則』後，63由普亭總

統在 2003 年 8 月 28 日核准更新後的版本『自 2020 年的俄羅斯能源策略』64。 

筆者在此簡略地介紹 2003 年的版本。該版本內容分成十章〆『目的與優先項

目』、『燃料與能源複合體發展的問題與基本因素』、『俄羅斯經濟繁榮的基本趨勢

                                                 
60

 Основн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й Россииko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0   

года, 7 декабрь1994. 
61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 России, 13 Октябрь 1995 г.. 
62

 Основных Положениях Структурной Реформы в Сферах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Монополий, 28 

Апрель 1997 г. 
63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 Об Уточнени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oй стратеги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64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28 августа 2003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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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預測指針』、『國家能源政策』、『俄羅斯自然資源的需求前景』、『燃料與能源複

合體的開發前景』、『能源領域發展的區域性特別特徵』、『燃料與能源複合體的科

學、技術與創新』、『燃料與能源複合體和相關分支產業的互動』、『能源策略的預

期結果和實施系統』々 第三章區分成兩個小節〆經濟與社會發展前景、社會與經

濟發展的預測指針々第四章分成八個小節〆國家能源政策的基礎、國家基金的控

制深度與保護、國內燃料與能源市場的發展、燃料與能源收支的合理結構、區域

性能源政策、發電工程的社會政策、對外能源政策、國家能源政策的實施階段々

第五章分成兩個小節〆國內市場燃料與能源需求的結構、俄羅斯在世界能源市

場々第六章分成八個小節〆燃料與能源複合體原料的開發、石油複合體、天然氣

產業、煤炭產業、電力能源、原子能源工程和核燃料循環、熱能供應、可更新能

源資源和燃料的地方類型。 

首先在實現政策的既定目的與優先項目的領域，政策要求〆減少能源生產的

密集度、由能源領域供應整個社會的財政支出、並且實現一個可永續發展的環

境。在優先項目上則是〆完成燃料能源複合體的自然壟斷的結構改革々完成煤炭

產業改革々增長燃料能源複合體分支產業的結構修正々改善燃料能源複合體的收

支結構々減少生產成本々可獲取工業潛力的使用最佳化々清算無法獲利的工廠々

提高獲利能力的成長々在生產者可自行融資的水準上，改善國內能源價格的制價

能力々提高控股公司的管理水準與品質。 

在能源安全的領域，它首先定義俄羅斯能源安全的威脅與影響生產的因素分

別是〆資金的高耗損程度（超過 50％）々 除了石油產業之外，其他能源與燃料產

業投資過低且和資金分配錯誤，外來資金只佔全國所有產業的 13％，且 95％集

中在石油業々燃料能源複合體的生產潛力落後於世界科學的水準々碳氫化合物原

料的開發與成長落後於既定目標水準々 市場的基礎建設和競爭力落後於世界能源

市場的水準々燃料能源複合體的開發與生產受到自然環境與環境污染的嚴重限

制々國家經濟體系嚴重依賴於油氣領域、國家收入亦嚴重依賴於世界能源市場的

局勢々 缺乏以開發且穩定的立法機制，能夠完全顧慮燃料能源複合體的功能機制。 

在國內社會與經濟成長的領域上，它提供穩健的和樂觀的兩種劇本。在樂觀

劇本裡，國內生產總額將會在 2020 年達到 2000 年時 3.3 倍的成長，在穩健的劇

本中只達到 2.3 倍々 投入有形投資環境的固定資金將會達到 7 倍或 3.6 倍的成長々

樂觀劇本認為將會達成的目標包括經濟改革、價格自由化、市場貨品與自然壟斷

部門可以快速形成一個競爭環境、積極使用能源節約和能源效能高的科技，並快

速降低能源產業在國內生產總額中的比重々 穩健劇本則認為可能的成果是能源價

格竄升，提高工業膨脹，並帶來自然壟斷領域重分配的機會、並產生節約能源資

源的環境。 

在區域能源政策上，它要求〆政府中的聯邦與區域主體將會在管制能源的領

域中豎貣法律權威和責任感，並在生產企業與消費者之間豎貣々顧慮到，能源供

應區和消費區在地理上的不對稱性，在『關鍵』區域成立季節性燃料供應的補貼々

各區域將會以最可行且最經濟的方式，有效使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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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能源政策上，顧及到能源價格成長對社會中未受保護的民眾可能產生

最低的負面效果，它要求〆在人口成長淨值多達 3.4－3.7 倍的區域，在燃料與能

源供應上提供更多的補貼々內政與市鎮改革取得協調、改善預算關係並清除過度

補貼々成立研究所，負責為民眾取得必要的能源容積量，保障民眾生活目標和戰

略目標々對貧窮民眾提供有效的社會保護機制々實現預算支出的合理化機制，並

提供社會需求々提供社會與在財政資源的開支上，產生能源供應的備用空間，並

提供社會與戰略消費者同樣重要的能源供應。 

在對外能源政策上，要求俄羅斯從原料供應者轉變成世界能源市場中的龐大

參與者々在連接歐洲與亞洲中間圕造共同的能源生產與運輸基礎建設，提供非歧

視性的能源運輸做為俄羅斯的重大戰略利益，國家也會鼓勵俄羅斯控股公司參與

並實現國際性能源運輸計畫々與能源生產和消費國進行對話、舉辦國際會議、與

國際能源總署合作、在八大工業國家的架構下與已開發國家進行合作，並與石油

輸出國家組織的成員國進行合作，藉以保障公帄的能源價格。 

在開發燃料能源複合體的部分，石油複合體將會在東西伯利亞、北極海、與

里海進行新的開採行動々在出口方向，將以北波羅的海方向、里海－黑海－地中

海方向、中歐方向、東西伯利亞方向和遠東方向進行重大管線建設，藉以保證俄

羅斯能源出口和在外國市場中的佔有率々 天然氣產業則在東西伯利亞與遠東進行

天然氣運輸的基礎建設，並納入『統一的天然氣供應系統』々 在煤炭產業，則是

加速開發東西伯利亞區、遠東區、歐俄區（頓巴次東部與伯朝拉）的礦田。 

 

（二）、俄羅斯能源的管理 

鑑於能源產業分支繁多，俄羅斯聯邦政府轄下諸多部門或多或少皆涉及到該

產業的業務並影響其績效，故筆者在此簡略地介紹中央政府管理能源產業的部門

與單位，在普亭尌任總統之後，將政府部門劃分成三級〆第一級的決策核心為部
65々第二層則是聯邦局66，對聯邦主體與各官僚單位進行監督與查核々最後則是

負責政策執行與控制各聯邦主體的聯邦署67。 

俄羅斯聯邦政府在 2004 年改組而成的工業與能源部68是國家管理能源領域

與工業的最高單位，由前副總理赫里斯堅科69在 2004 年 3 月尌任部長。它的業

務包括處理國庫資金、燃料與能源資源的分配與使用、油氣管線與儲槽等相關產

業的原料與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以及所有不使用核能的發電廠，甚至包括學術論

文的發表、研究與分析事項。 

該部由四個行政單位組成〆聯邦工業署、聯邦能源署70、聯邦建設與住宅署、

                                                 
65

 Ministry;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66

 Federal Service; Федерaльная Слyжба。 
67

 Federal Agency; Федерaльная Агентство。 
68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Energy;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Минпромэнерго。. 
69

 Viktor Borisovich Khristenko; 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Христе́нко. 
70

 Federal Energy Agency;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энергетик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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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聯邦技術管制與度量衡署，奧格涅相71為能源署署長。另外，該部最受注目

之處在於它轄下的國營公司『中央分配部』72，其業務是監督天然氣工業公司經

營的境內十五萬公里天然氣運輸管線、二百五十一座壓氣站和二十二座地下儲氣

槽，並將每月的能源運輸進行數據化作為研究與參考用，但是這些基礎建設也屬

於天然氣工業公司『統一天然氣供應系統』73的一部份，該部與該公司共同負責

這些管線硬體建設的使用與維修。 

經貿部74負責國家經濟開展與對外貿易事務，下轄兩個具有重大的安全價值

的署級單位〆聯邦國家儲備署75負責管理國家持有特定原物料的股票與儲備，革

里戈烈夫76為署長々聯邦國家財產管理署77曾經負責進行國營企業民營化、統轄

國營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業務，由納札洛夫78為署長。葛瑞夫79為經貿部長，兼任

天然氣工業公司與其他國營能源公司董事會成員，背景是自由派經濟學者，曾經

發表並進行許多經濟層面的改革構想與計畫。  

財政部80轄有負責稅賦與控制產業內部資金流動的聯邦稅賦局81、以及持有

國營能源企業持股與經營盈虧的國庫局82。 

運輸部83負責全國交通事宜，包括能源資源從水路、鐵路和管線運輸的業

務，由聯邦海洋與內河運輸署84、聯邦鐵道運輸署85，並由聯邦運輸領域監督局86

負責監督與處理運輸的安全業務。 

自然資源部87負責全國自然資源（森林、地下水、地下礦業）開採、使用、

保護、污染與環保等相關事宜，最初是蘇聯地質部和地質與地下資源開採委員會

合併後，再於 1996 年加入水資源委員會、2000 年加入國家環境保護委員會、聯

邦林業局合併而成。在能源資源的部分，它的聯邦地下資源署88在開採地底下的

煤炭、油氣與礦物資源的領域中佔有重大的地位，尤其是授予地下資源的使用

                                                 
71

 Oganesyan Sergei Aramowicz, Оганесян Сергей Арамович. 
72

 Central Dispatching Department of Fuel Energy Complex; Централное Диспетчер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ЦДУ ТЭК. 
73

 Unified Gas Supply System; Ун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е Газовое Снабжение Система. 
74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торговли, Минэкономразвития. 
75

 Federal Agency for State Reserves;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резервам, 

Росрезерв. 
76

 Alexander Andreyevich Grigoryev;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игорьев. 
77

 Federal Agency for Management of Federal Property;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имуществом, Росимущество. 
78

 Valeri Lvovich Nazarov; Валерий Львович Назаров. 
79

 German Oskarovich Gref, Герман Оскарович Греф. 
80

 Ministry of Finance;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финан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НФИН. 
81

 Federal Taxation Service;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Налоговая Служба, ФНС. 
82

 Federal Treasury Service;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казначейство (Казначейство России). 
83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Tранс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4

 Federal Agency for Sea and Inland Water Transport;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морского и реч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а. 
85

 Federal Agency for Rail Transportation; Федеральное aгентство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а. 
86

 Federal Service for Supervision in the Sphere of Transportation;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надзору в 

сфере транспорта. 
87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MNR;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ПР. 
88

 Federal agency for subsoil resources;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недропользовани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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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包括開發的經濟效益的評估、開發執照的核准與發放、商業公司與其他政府

部門之間的協調等權益。 

聯邦關稅局89則是在 2004 年 3 月新成立的一個機構，它取代之前獨立於各

部之外的聯邦能源委員會90。在貿易關稅的裡，它負責統合、協調八十多個區域

能源委員會。 

聯邦反壟斷局91則顧名思義，負責查緝國內所有產業內的壟斷、制訂相關法

律與規範、維護市場內的商業競爭。它與天然氣工業公司的關係並不愉快，但其

力量無法挑戰該公司在天然氣產業內的地位。 

 

（三）、俄羅斯能源的生產 

俄羅斯石油與天然氣在生產、供應的領域呈現完全不一樣的局面。在石油的

領域，該國石油業最早萌芽於在 1890 年代，由諾貝爾兄弟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在

巴庫（Baku）的亞卜圔龍半島進行大規模的工業開採，而其中最大的油田則為

1871 年發現的拉曼複合體（Balakhany-Sanbunchi-Ramany Complex）和 1873 年

發現的艾巴特（Bibi-Eybat）油田。接著在 1870－1910 年間，在北高加索的格羅

茲尼（Grozny）和麥科普（Maykop）發現大型的油田，使俄羅斯帝國成為二十

世紀初期世界前兩大石油生產與出口國。 

在蘇聯時代，伏爾加〃烏拉爾盆地（Volga-Ural Basin）成為 1930－1960 年

代最主要的石油生產地，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巨型油田分別是 1948 年在韃靼斯坦

（Tatarstan）發現的羅馬什金油田（Romanshkino）和 1960 年在巴什科爾特斯坦

（Bashkortostan）發現的阿蘭油田（Arlan）。前者在 1972 年進入生產高峰，且達

到每日一百六十萬桶的產量後開始衰退々整塊盆地在 1970 年代中期進入生產高

峰期並開始大幅度地衰退。現在這兩個油田分別屬於韃靼石油公司（Tatneft）和

巴什科爾特石油公司（Bashneft）負責經營與生產。 

當伏爾加〃烏拉爾盆地產量衰退後，蘇聯石油部與地質部將生產中心完全東

移到烏拉山以東的西西伯利亞帄原（West Siberia），而整塊帄原也富含非常巨大

的油藏。1960－1980 年代是西西伯利亞石油開採的鼎盛期。由於具有巨大的富

藏，在探勘的最初期尌發現該帄原最龐大的超巨型油田〆1963 年發現的費多羅

夫（Fedorovskoye）、1965 年發現的馬蒙托夫（Mamontovskoye）和薩莫托洛

（Samotlorskoye）－後者更是俄羅斯最大的油田，它在 1980 年達到生產高峰期

時，生產量達到日產三百四十萬桶，成為世界石油產業最高的紀錄，但之後尌開

始大幅下滑，並在 1985 年發生生產上的危機。 

西西伯利亞在 1980－1985 年間達到生產高峰期，並開始大幅度衰退，全國

也遭遇到巨大的經濟打擊。戈巴契夫繼續投入龐大資金努力挽救西西伯利亞的石

油生產量，但由於石油屬於不可更新資源，加上蘇聯的計畫經濟極度地依賴石油

的生產，所以當西西伯利亞的石油生產開始大幅度地下滑後，對該國整體經濟造

                                                 
89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тарифам, ФСТ. 
90

 The Federal Energy Commission, FEC;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ФЭК. 
91

 Federal Antimonopoly Service;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ая служб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7 

成極為巨大的打擊。當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無力繼續之前大幅度地投資石油

產業，故該國石油產業在 1985－1995 年間進入空前的大衰退時期，直到 1995

年才開始進入恢復時期，在 1996 年間獲得國際組織的龐大貸款、荒廢的油井獲

得更完善的維修、政府也調降相關稅賦和運輸關稅，使得石油產業獲得恢復的空

間。接著在 1998 年 8 月 17 日，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遭遇到金融風暴而宣布不履

行債務，使得盧布對美金的匯率大貶 45%，再加上布蘭特國際油價開始上漲，這

些因素產生適合出口的市場情況，石油產業開始大量出口，並賺取龐大的出口盈

餘。92
 

直到 2007 年，俄羅斯仍有超過 90％的油源來自於西西伯利亞，新油源來自

於北極圈內陸的伯朝拉盆地（Timan Pechora Basin）、北極海和北里海盆地（North 

Caspian Basin）和薩哈林島（Sakhlin）。伯朝拉擁有數量龐大但不一定適合商業

生產的小型油田，北極海擁有普里札茲諾姆油田（Prirazlomnoye），里海擁有阿

斯特拉罕氣田（Astrakhan）和位在俄羅斯與哈薩克邊境中間、中里海盆地的庫

爾曼加齊油田（Kurmangazy）。薩拉林一號和二號各自擁有巨大的石油與天然氣

富藏。 

 

 

 

 

 

 

 

 

 

 

  表 2-2〆盧布對美元的官方匯率，1998 年 7 月到 2000 年 3 月。 

                                                 
92

 John D. Grace, Russian oil supply: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2005), pp.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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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The Central Bank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Objectives, Tasks 

and Instruments of the Exchange Rate Policy‘, February 25, 1999. 

 

表 2-3〆布蘭特原油價格，1998 年 7 月到 2007 年 6 月 

 

資料來源〆OILNERGY, Brent crude price (IPE). 

http://www.oilnergy.com/1obrent.htm#since88 

 

在天然氣的領域裡，俄羅斯天然氣幾乎來自於西西伯利亞北部的納津〃普

爾〃塔茲區域（Nadym Pur Taz），其中三個巨型氣田〆烏連戈伊（Urengoyskoye）、

楊堡（Yamburgskoye）和梅德維澤（Medvezhe），則從 1970 年代即開始供應蘇

http://www.oilnergy.com/1obrent.htm#sinc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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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國內和向全歐洲出口的市場々第四個巨型天然氣田札波爾楊（Zapolyarnoye）

從 2001 年開始進入生產，它們都已經超過生產的高峰期，並處在產量衰退的高

原期。 

在納津〃普爾〃塔茲區域之外，俄羅斯天然氣生產與供應的重要潛力區域則 

以該區域更北方的亞馬爾半島（Yamal Peninsula）與北極海，前者擁有龐大商業

生產潛力的波瓦年科（Bovanenkovskoye）和哈拉薩耶夫（Kharaseveyskoye）氣

田，後者擁有什托克曼（Shtokmanovskoye），這幾個巨型氣田預計將在 2008－

2011 年間陸續進入商業生產階段。 

     

    表 2-4〆以俄式和國際通用形式的分類法，計算天然氣工業公司的天然氣儲

量々單位〆（十億立方米）々 時間〆2004 年 12 月 31 日 

區域與氣田名稱 俄式分類法 

（A+B+C1） 

已證實

（Proved） 

可信 

（Probable） 

以證實加可

信 

     

西西伯利亞     

烏連戈伊 

Urengoyskoye 

5294 2517 226 2742 

烏連戈伊 

的阿津莫夫地層 

Urengoyskoye  

Achimov 

 569 320 889 

烏連戈伊的石油層 

Urengoyskoye Oil 

 0.5 1 1.6 

楊堡 

Yamburgskoye 

3988 2644 304 2948 

札波爾楊 

Zapolyarnoye 

3414 2615 160 2775 

梅德維澤 

Medvezhe 

523 269 28 298 

共青團 

Komsomolskoye 

438 390 22 413 

古博金 

Gubkinskoye 

 286 4 290 

北烏連戈伊 

North Urengoyskoye 

 196 21 217 

萬佳普爾 

Vengapurskoye 

 22 0 22 

西塔克沙林  206 3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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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Tarkosalinskoye 

楊索維 

Yamsoveiskoye 

 360 6 366 

嚴〃雅霍夫 

Yen-Yakhovskoye 

 171 14 185 

葉禔〃普羅夫 

Yeti-Purovskoye 

 297 3 299 

優比爾楊 

Yubilyeynoye 

 237 28 265 

南俄羅斯 

Yuzhno-Russkoye 

 580 6 586 

萬佳〃雅欣 

Vynga-Yakhinskoye 

 86 5 91 

佩斯特沃 

Pestsovoye 

 7 29 36 

     

亞馬爾半島 

Yamal Peninsula 

    

波瓦年科 

Bovanenkovskoye 

4375 3270 292 3562 

哈拉薩耶夫 

Kharaseveyskoye 

1259 1082 303 1385 

新波爾多夫 

Novoportovskoye 

 0 195 195 

     

巴倫支海 

Barents Sea 

    

什托克曼

Shtokmanovskoye 

2536    

     

南俄羅斯 

South Russia 

    

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skoye 

2506 209 47 256 

     

伏爾加區域 

Volg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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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倫堡 

Orenburgskoye 

787 343 21 364 

     

所有已命名氣田 25121 16357 2133 18490 

資料來源〆Jonathan P. Stern,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 

 

 

表 2-5〆天然氣工業公司主要生產氣田 

氣田名稱 開始生

產年份 

生產高峰年份 生產高峰產量

（百萬桶） 

2003 年時的

耗竭程度

（％） 

烏連戈伊 

Urengoyskoye 

1977 1987 304.5 48.7 

嚴〃雅霍欣 

Yen-Yakhinskoye 

2003 2008* 5.0  

楊堡 

Yamburgskoye 

1985 1994 179 39.0 

哈爾夫金 

Kharvutinskoye 

1996 2009* 25.0*  

梅德維澤 

Medvezhe 

1971 1983 75 75.8 

札波爾楊 

Zapolyarnoye 

2001 2005* 100* 3.2 

共青團 

Komsomolskoye 

1993 2003 31.9 39.7 

佩斯特沃 

Pestovoye 

2004 2007 27.5  

優比爾楊 

Yubilyeynoye 

1993 2004 21.2  

楊索維 

Yamsoveiskoe 

1997 2003 22.2  

西塔克沙林 

West Tarkosalinskoye 

1996 2005* 15.8  

萬佳〃雅欣 

Vynga-Yakhinskoye 

2003 2004 5.8  

葉禔〃普羅夫 

Yeti-Purovskoye 

2004 2006*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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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skoye 

1987 2006* 12* 4.0 

奧倫堡 

Orenburgskoye 

1970 1985 49.4 56.9 

*為估計值 

資料來源〆Jonathan P. Stern,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四）、俄羅斯能源的商業發展 

     

當蘇聯政體在 1980 年代開始出現裂痕、產量也正在下降時，莫斯科開始允

許最穩健的經濟實驗。用超越計畫的尺度允許地方性的管理階層，藉由弱化中央

政府逐漸削減的控制來創造激發創新的空間。在這個逐漸增加流動性的環境，在

蘇聯正式宣佈解體之前一個月裡，莫斯科批准一項激進的提案。三家西西伯利亞

的石油生產組織進行合併〆蘭格帕斯油氣公司（Langepasneftegaz）、烏賴油氣公

司（Uraineftgaz）與卡加林姆油氣公司（Kogalymneftegaz），要求脫離蘇聯石油

部然後成立一家『股份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盧克石油公司（Lukoil）。 

盧克石油公司與其他俄羅斯主要石油生產公司的明顯差異在於〆它大量參與

國際化計畫，並在 1998 年之後的收入攀升後，它在國內熱烈地購併許多小型的

石油公司。它在哈薩克參加雪佛龍德士古公司（ChevronTexaco）開發靠近里海

東北方海岸的陸上巨型油田〆騰卲茲（Tengiz）的開發計畫，並獲得 2.7％的股

份。它掌握位居該國中央區域的昆科（Kumkol）計畫的一半股份，並獲得該國

北方卡拉恰干納克油氣凝結田（Karachaganak oil and gas condensate field）的 15

％股份。卡拉恰干納克也伴隨著俄羅斯人幫忙加工與運輸該油氣田的產出，也鼓

勵了西方伙伴邀請它加入它們的計畫。在里海南部盆地，盧克石油公司曾經買進

亞圔拜然最著名計畫－亞圔利〃奇拉格〃古涅什里複合體（Azeri-Chiraq-Guneshli 

complex, ACG complex），但後來在 2002 年將持有 10％的股份賣給一家日本公

司。它保留在亞圔拜然國內的許多海上探勘團塊區的探勘權。公司也進入埃及、

哥倫比亞、以及戰前的伊拉克，似乎追求更多『世界各地的作業』的誇大性權利，

而非一致性的經濟基本原理。公司在 2000 年 11 月收購蓋提石油行銷公司（Getty 

Petroleum Marketing Inc.）的股份，參與美國東部的加油站業務々2005 年，美東

已經有 779 座加油站掛上盧克石油公司的招牌。它在俄羅斯國外的預期生產量將

從 2003 年的日產五萬八千桶增加到 2010 年的日產二十八萬桶。93
 

 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則是俄羅斯石油產業內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傳

奇性故事。該公司成立於 1993 年，在十年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國內第一大石油公

司，並在 2003 年因為與國家權威對抗而在三年內迅速崩潰。 

                                                 
93

 John D. Grace, Russian oil supply: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2005), pp.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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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4 月 15 日，聯邦政府宣布將尤干斯克油氣公司（Yuganskneftegaz）

和古比雪夫石油組織綜合體（Kuybyshevnefteorgsintez）合併成一家新式石油公

司，並在 1995 年併入薩馬拉油氣公司（Samaraneftegaz）。俄羅斯聯邦政府在 1996

年為了獲得資金，宣布將一系列的國營公司進行民營化換取銀行的資金，該計畫

即為人熟知的以貸換股（Loan for Shares）。尤科斯遂在此時被梅納捷普銀行團

（Bank Menatep）買下。該公司的生產績效相當高，引進西化的石油探採技術和

公司治理原則，該公司最有名的行動是在 2001 年開始使用「公認可接受會計原

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製作財政報表，並在 2002

年公開該公司的股權結構，這些行動都意味著它朝公司治理透明化的方向邁進々

此外，除了使用俄式石油儲量量化法（A+B+C1），公司更採用國際通用的量化

法（SPE／WPC）計算它所擁有的石油儲量，甚至更引進被美國證券及交易委員

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所認可的更嚴格制度。到了 2003

年，它的董事會成員有一半的俄羅斯人，以及一半來自俄羅斯之外的外國經理。 

該公司的執行長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與第二大股東列

別捷夫（Platon Lebedev）在 2003 年進行一系列大規模行動，包括購併西伯利亞

石油公司與干預當年的國會選舉，支持與總統立場相對立的候選人與政黨、宣布

將自行建立通往中國的管線，並與美國副總統錢尼討論向美國能源業出售尤科斯

的股份。這些行動都造成這兩人在 2003 年 7 月被當局以逃漏稅的名義逮捕，該

公司在 2004 年 7 月被迫繳納 70 億美金的稅款，之後國家便開始針對該公司進行

一系列的吞併行動〆國營的羅斯石油公司在當局的支持下，在 2004 年 12 月 19

日以不足市場現值（150－170 億美金）的價格（94 億美金）買下尤干斯克石油

公司，並在 2007 年 5 月 26 日買下尤科斯在莫斯科的公司總部94々俄羅斯法院也

在 2006 年 7 月 25 日宣布該公司破產並清算所有資產95，霍氏本人也被以逃漏稅

的罪名被關到位於赤塔的監獄。 

西伯利亞石油公司（Sibneft）主要資產是西西伯利亞的諾亞布斯克油氣公司

（Noyabrskneftgaz），該公司原本因資金不足而產量下滑。當葉爾辛政府在 1995

年 11 月進行以貸換股的民營化時，當時的寡頭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

向葉爾辛要求將諾亞布斯克油氣公司和全國最大的鄂木斯克煉油廠

（Omsknefteorgsyntez）包裝成一個新名字的石油公司，即西伯利亞石油公司，

並在 1995－1997 年間的民營化中由別列佐夫斯基和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兩人持有該公司最大的股份。2000 年，新上任的普亭總統以強硬

的手段將別列佐夫斯基驅逐出境後，別列佐夫斯基遂將所有股份賣給阿布拉莫維

奇，然而阿布拉莫維奇卻向普亭總統靠攏，並在 2005 年 9 月 28 日以 130.91 億

美金的價格將所有股份全部售予國營的天然氣工業公司，西伯利亞石油公司遂成

為天然氣工業公司體制內的的天然氣工業石油公司（Gazprom Neft），天然氣工

                                                 
94

 ―Creditors vote to bankrupt Yukos‖, BBC, 25 July 2006; ―Yukos declared bankrupt by court‖, BBC, 

1 August, 2006. 
95

 ―Rosneft Set To Buy Further Yukos Assets‖, Alexander's Gas & Oil Connections, June 2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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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司並掌握 72.663%的股份。96
 

蘇爾古特油氣公司（Surgutneftegaz）是俄羅斯石油產業中行事風格最獨樹一

格的一家大型公司，在許多細節上都看得到它保留舊式風格的一面〆公司領導人

伯格丹諾夫（Vladimir Bogdanov）保留前蘇聯時代的主任（General Director）頭

銜而不自稱董事長或執行長々公司總部留在西西伯利亞的蘇爾古特（Surgut）而

不是在莫斯科々不跨足國外以併購的方式增加帳面上的績效々不進行以貸換股的

計畫，將大部分公司股票分給公司員工。它在整個 1990 年代努力挽救費多羅夫

（Fedorovskoye）、萊楊托爾（Lyantorskoye）和拜斯特林（Bystrinskoye）等舊巨

型油田的產量衰退，並在探勘、開發新大型油田〆瓦金姆（Vachimskoye）、特楊

斯克（Tyanskoye）與昆尼托洛（Konitlorskoye）上獲得成功。 

由於增產成功，該公司現在已經跨出西西伯利亞，旗下資產包括中央與西北

聯邦區的多家石油產品行銷公司〆普斯科夫石油生產公司（Pskovnefteprodukt）、

特維爾石油生產公司（Tvernefteprodukt）、諾夫戈羅德石油生產公司

（Novgorodnefteprodukt）、加里寧格勒石油生產公司（Kaliningradnefteprodukt）、

位在列寧格勒州的奇里什煉油綜合體（Kirishinefteorgsintez），以及蘇爾古特石油

生產研究中心（SurgutNIPIneft）。 

該公司第二個特色是與政府當局保持密切關係，伯格丹諾夫主任是普亭在

2004 年總統選舉時在西西伯利亞的主要負責人々該公司被廣泛相信是羅斯石油

公司購併尤干斯克的幕後金主97々該公司常和羅斯石油公司、天然氣工業公司等

國贏公司一貣被並列於開發東西伯利亞的名單上。 

第三個特點是它與哈佛大學之間的投資糾紛。該公司夠過美國存托憑證

（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s，ADRs)在國外發放股份。哈佛大學在 2004 年 6

月經由法律程序要求收回公司積欠他們高達 370 萬美金的股息98。公司最初宣稱

一家俄羅斯公司應該以它的管理階層所認定的利益而行動。 

秋明石油公司（Tyumen Oil Company, TNK）成立於 1995 年 7 月 21 日，當

時的副總理切爾諾梅爾津（Viktor Chernomyrdin）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將秋明油

氣公司（Tyumenneftgaz）、下瓦爾托夫斯克油氣公司（Nizhnevartovskneftegaz）、

梁贊煉油廠（Ryazan oil refinery）合併成一家新公司，命名為秋明石油公司。 

該公司最有名的特徵在於它的產權變化。在 1997 年的以貸換股計畫中，來

自美國的雷諾瓦集團（Access-Renova Group, AAR）和艾文（Pyotr Aven）與弗列

得曼（Mikhail Fridman）一貣經營的阿爾法銀行（Alpha Bank）共同買下最大的

股份，並成為最大的股東。從雷諾瓦〃阿爾法集團開始接管公司後，秋明石油公

司尌一直進行廣泛的生產資產購併計畫，它與下瓦爾托夫斯克油氣公司蘇聯時代

的管理階層搏鬥，並逐漸地涉入西丹科公司（Sidanko）。 

                                                 
96

 Catherine Belton, ―Gazprom Scoops Up Sibneft for $13Bln‖, Moscow Times, September 29, 2005. 
97

 Peter Finn, ― A Surprise Bidder Buys Yukos Unit Analysts Question Role of the Kremlin‖,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December 20, 2004; Page A17 ; ―Oil Firm Tied to Kremlin 

Reportedly Represented Buyer at State Auction‖,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Wednesday, 

December 22, 2004, A15. 
98

 Caroline McGregor, ―Harvard Files Surgut ADRs Test Case‖, Moscow Times, June 3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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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丹科公司是在 1994 年成立，並在 1995 年在以貸換股計畫中由波坦寧

（Vladimir Potanin）以 1 億 3 千萬美金買下 51％的股份。在其民營化兩年後，

英國石油公司（BP）在 1997 年以 5 億 7 千萬美金買下西丹科公司的 10％股份，

成為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次由西方主要石油公司買下俄羅斯石油公司股份的交

易。1999 年，它將主要的子公司契諾戈爾石油公司（Chernogorneft）賣給秋明石

油公司並且令人猜疑地進入法院申請破產程序。在 2000 年的相關財產轉移過程

中，西丹科的另一個子公司，孔德石油公司（KondPetroleum）也被轉移到在秋

明石油公司的秋明納干（TNK－Nyagan）內。  

英國石油公司並繼續將它在西丹科公司的持股增加到 25+1％，並且實際上

接管這家公司的管理階層。然後西丹科公司與英國石油公司恢復了它對契諾戈爾

石油公司所擁有的所有權。2001 年，法院判決秋明石油公司必頇將契諾戈爾石

油公司歸還西丹科公司。  

為了解決契諾戈爾石油公司的訴訟，秋明石油公司在西丹科公司獲取多數的

股份。在 2001 年，秋明石油公司也買下位在伏爾加〃烏拉爾盆地南部的一家中

型規模的石油生產公司，名為歐納科（Onako）。在 2002 年，秋明石油公司與西

伯利亞石油公司分別拆分斯拉夫石油公司（Slavneft）的三分之一股份，並獲得

斯拉夫石油公司位在鄂畢河中游流域的美貢油氣公司（Megionneftgaz）。如果這

還不足以帶來更大的不穩定的話，秋明石油公司在 2000 年進行公司重組，將薩

莫托洛油田的作業完全撤出下瓦爾托夫斯克油氣公司，並轉移給新成立的子公

司，薩莫托洛油氣公司（Samotlorneftgaz），顯示出秋明石油公司各個子部門的

生產作業隨著時間而更加混亂。  

英國石油公司與秋明石油公司的管理階層開始進行更大規模的結構重整。他

們在 2003 年 2 月，宣佈成立秋明〃英國石油聯營公司（TNK－BP），這家新公

司的資本額是秋明石油公司、與西丹科公司的生產資產，以及英國石油公司在俄

羅斯的最大股份。英國石油公司付出 60 億美金的現金與證券，獲得 50〆50 的共

同持股地位。  

現在的秋明〃英國石油公司的主要生產資產是俄羅斯最大的薩莫托洛油田。

當它在 1980 年產量達到日產 340 萬桶的高峰期，單獨一個油田為蘇聯帶來 28％

的總產量，在當時是世界最大的生產者。高峰之後最初三年的帄均產量衰退率是

3％，但是從 1984 年貣暴增到 10％，在 1985 年更高達 15％。因為薩莫托洛的重

要性，蘇聯在 1986 年進行大規模投資以阻止產量下降。這個產量急促下降的衰

退一直持續到 1990 年代中期才開始回升。從 2001 年開始，這個油田進入緩慢但

不規律的衰退期。  

儘管經過四十年的生產，薩莫托洛依然擁有相當豐富的石油資源。在 2002

年月 3 日，一家美國的石油儲量估算企業，米勒油氣諮詢顧問公司（Miller and 

Lents, Ltd）在與秋明石油公司簽署契約後，著手進行油田儲量的估算作業。它

在報表中以國際通用形式回報薩莫托洛的已證實儲量是 37 億桶。 

秋明石油公司的第二個明星資產是位在東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州的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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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塔（Kovyktinskoye）油氣凝結田，該礦田擁有 2 兆立方公尺天然氣和 83 百萬

桶凝結油，因為儲量豐富且位居於東西伯利亞中央，是最適合向亞太區域出口的

來源，秋明石油公司原本持有開發該礦田的露西亞石油公司（Rusia Petroleum）

的 62.9％股份，但在當局的強勢壓力下，被迫在 2007 年 6 月將最大的股份以 7

－9 億美金的價格售予天然氣工業公司，將持有股份縮減至 25+1％，並與伊爾庫

次克州政府、天然氣工業公司的子公司，東西伯利亞天然氣公司（East Siberia Gas 

Company）一貣在該州建造天然氣液化工廠。99
 

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是唯一國營的石油公司，它擁有散居全國各地的

許多子公司，包括俄羅斯南部、伏爾加烏拉爾盆地、季曼〃伯朝拉盆地、薩哈林

島等地方性的石油開採公司〆尤干斯克油氣公司（Yuganskneftegaz）、位在北極

圈內陸的普爾油氣公司（Purneftegaz）、北方石油公司（Severnaya Neft）以及與

美國康菲（ConocoPhillips）公司合資的北極光計畫（Polar Lights）、位在薩哈林

的薩哈林海洋油氣公司（Sakhalinmorneftegaz）、位在該國南部的克拉斯諾達爾油

氣公司（Krasnodarneftegaz）、斯塔夫羅波爾油氣公司（Stavropolneftegaz）、以及

格羅茲尼油氣公司（Grozneftegaz）。目前該公司不僅主導薩哈林一、三、四、五、

六號開發計畫，以及東西伯利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州州的凡科油田（Vankor）和

伊爾庫次克州的維爾赫涅瓊斯克（Verkhnechonsk）油田計畫，由於東西伯利亞

油氣資源的貧瘠，以及與亞太區域的地緣關係，這三個區域的開發計畫將是向亞

太區域出口的明星計畫。另外在下游產業，它擁有兩座煉油廠，一座位在黑海海

濱的土普謝（Tuapes），負責向西方出口石油的業務，另一座則位在俄羅斯遠東

太帄洋沿岸，黑龍江畔的共青城（Komsomolsk-on-Amur）。 

羅斯石油公司前身為蘇聯油氣部（USSR Ministry of Oil and Gas），該部在

1993 年改組成羅斯油氣公司（Rosneftegaz）接著在 1995 年由政府令要求轉型成

羅斯石油公司，並將公司結構改成開放的控股公司。由於 1995－1998 年間石油

產業遇到民營化與以貸換股的計畫衝擊，遭到其他民營財團和民營化石油公司的

掠奪，因而流失許多該公司在產業上、下游的資產。 

1998 年 10 月，俄羅斯聯邦政府指派波格丹奇科夫（Sergey Bogdanchikov）

作為公司新董事長。新管理階層開始為公司進行大規模的收復失土的計畫。公司

的生產量從 2000 年開始，每年以 11％的速率成長，在 2000－2004 年間，每日

的石油生產量從 268 千桶提高到 433 千桶，天然氣生產量從 56 億立方公尺提高

到 94 億立方公尺。2004 年 12 月，公司購併尤干斯克油氣公司，使它的帄均每

日生產量提高到 1500 千桶，成為俄羅斯生產量第二大的石油公司。 

該公司也被當局指定為代表國家參與外國石油生產者的角色，像是在薩哈林

島與其他外商公司共同開發許多高獲利的計畫、以及在里海中部與哈薩克政府共

同開發庫爾曼加齊（Kurmangazy）油田。 

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前身為蘇聯天然氣工業部（USSR Ministry of the  

                                                 
99

 ―BP sells Kovykta gas field stake to Gazprom‖, CNN, June 22,2007; ―Moscow Presses BP to Sell a 

Big Gas Field to Gazprom‖ , New York Times, June 23,2007; ―Gazprom, BP and TNK-BP enter into 

agreement on major terms of cooperation‖, Gazprom, June 2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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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Industry）。戈巴契夫在 1989 年進行經濟改革時曾將該部轉型成康采恩，由

切爾諾梅爾津作為該企業體的首任主席，但不久後在 1992 年 11 月 5 日轉型成合

股公司形式（Joint stock company, RAO），並在 1993 年 2 月登記成開放控股公司

（Joint stock company, OAO）形式，目前該公司的持股結構為〆聯邦國家財產管

理署 38.37315％、羅斯油氣公司（Rosneftegaz）10.73985％、Gerosgaz 2.92997

％、E.ON Ruhrgas 2.5％、Gazfond 3.22159％、莫斯科石油公司（Nafta Moscow）

2.12502％、紐約銀行外國股票儲存處（The Bank o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Nominees）4.42218％、以及公司員工和子公司的持股。 

該公司擁有該國 90％的天然氣資產，業務包括從上游的氣田探勘、開採，

到下游的運輸、儲藏、銷售，在國內擁有接近壟斷的地位々該公司不僅擁有該國

所有的天然氣管線，還包括貫穿中亞的中亞中央天然氣管線（Central Asia-Centre 

Gas Pipeline，CAC）、以合資公司形式擁有白俄羅斯的管線經營權（Beltransgaz）、

以及自建和合建的國際天然氣運輸管線計畫等，除了開採俄羅斯領土境內的氣

田，它還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買斷中亞三大生產國的產量並控制出口路線，並擁有

歐洲將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市場佔有率。 

除了國營公司之外，俄羅斯也有小型的民營天然氣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是伊

代拉（ITERA）。該公司從 1994 年開始代理土庫曼的天然氣出口和俄羅斯境內小

部分天然氣的生產。2001 年，亞馬爾〃涅涅茲民族自治區行政當局、天然氣工

業公司和國際知名的財政審查會計公司（Price Waterhouse Cooper, PWC）一貣審

查這兩家公司之間的裙帶關係，但審查結果並未任任何人獲得懲罰或追回天然氣

工業公司無意之間失去的資產〆幾家位在亞馬爾〃涅涅茲民族自治區的重要天然

氣生產公司，普爾天然氣公司（Purgas）35％股份、西比爾斯基油氣公司（Sibirsky 

Oil and Gas Company）10％股份和塔克沙林斯克油氣公司（Talkosalneftgaz）7.8

％股份，這些資產現任執行長米勒（Alexei Miller）在 2001 年上任後才陸續追回。 

該公司目前負責許多重大的能源生產與出口建設計畫，包括北極海上的什托

克曼天然氣田、普里札茲諾姆油田、向北歐和德國出口的北歐天然氣管線（Nord 

Stream，NEGP）、向土耳其和南歐出口的藍流管線（Blue Stream）、建造天然氣

管線向中國出口天然氣的的阿爾泰計畫（Altai Project）、以及在 2007 年 6 月 26

日與義大利國家碳氫公司（ENI）簽訂的黑海－保加利亞－義大利管線。100
 

該公司也代表國家重新掌握或參與國內上游產業重大開發計畫。薩哈林二號

計畫是唯一純外商進行開發的計畫，進行開發作業的薩哈林能源投資公司

（Sakhalin Energy Investment Company, SEIC）原本的股權結構是蜆殼（Shell）

55％、三井商事（Mitsui）25％和三菱（Mitsubishi）20％，但是在 2006 年 12 月

26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以 74.5 億美金買下 50％股份，蜆殼的股份縮減到 27.5％，

三井和三菱各別縮減到 12.5％和 10％。101
 其他新聞表示天然氣工業公司未來將

                                                 
100

 ―Russia's Gazprom Plans Pipeline to Italy‖, VOA News , June26, 2007; ―Gazprom and Eni plan 

European pipeline‖, Bloomberg News, June June 24, 2007. 
101

 ―Gazprom, Shell, Mitsui, Mitsubishi Sign Sakhalin II protocol‖, OilVoice, December 2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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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介入由美商雪弗龍公司主導的薩哈林三號計畫的團塊區探勘作業。102
 

在什托克曼氣田的開發案中，原本天然氣工業公司預定挑選雪弗龍（Chevron 

Corp）、康菲（ConocoPhillips）、挪威國家石油（Statoil）、挪威水力（Norsk Hydro 

ASA）與法國道達爾公司（Total.）共同開發，但是在 2006 年 10 月 9 日，該公

司又宣布將自行開發並保留 100％的股份103。 

該公司也成為東西伯利亞的主要探勘與開發者，除了在 2007 年購併秋明〃

英國石油公司將最大多數股份之外，該公司執行長米勒在 2003 年的世界天然氣

大會的演說中表示，該公司將在東西伯利亞建造『統一的天然氣供應系統（United 

Gas Supply System，UGSS）』〆除了建造從西西伯利亞通往海蔘威的管線計畫之

外，並在路線中同時開發值得商業生產的巨型氣田，其中包括薩哈共和國的恰達

楊金斯克（Chayandinskoye）、伊爾庫次克州的科夫柯塔金斯克、以及克拉斯諾

亞爾斯克州的優魯布瓊斯克（Yurubchenskoe）和索布金斯克（Sobinskoye）。104
 

石油管線運輸公司（Transneft）則是國營的石油管線經營者，它擁有俄羅斯

國境內所有的管線，並藉由向石油公司收取運輸關稅的方式營利，也負責該國舊

管線的維修與新管線的建造。 

普亭總統在 2004 年開始第二任期後，陸續強化國家對油氣領域的控制，以

及國營能源公司在國外的代表性地位。除了在 2001 年指派他在聖彼得堡共事的

梅德維捷夫（Dmitry Medvedev）和米勒做為天然氣工業公司執行長之外，還有

該國聯邦中央的部長作為董事會成員々當然，這些中央部長級別的官員也出現在

羅斯石油公司和石油管線運輸公司的管理階層名單上。 

 

 

表 2-6〆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會成員 

成員名稱 成員身份 

米勒 

Alexei Miller 

公司執行長 

CEO of Gazprom 

梅德維捷夫 

Dmitry Medvedev 

董事會主席、總統辦公室主任 

Head of th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葛瑞夫 

German Gref 

經濟與貿易部部長 

Minis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赫里斯堅科 

Viktor Khristenko 

能源與工業部部長 

Minister for Industry and Energy 

安納年科夫 

Alexander Ananenkov 

公司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Deputy Chairman of Gazprom's 

                                                 
102

 ―Gazprom Eying Chayandinskoye, Sakhalin-3 Licenses‖, Dow Jones Newswires, June 15, 2007. 
103

 ―Gazprom will use 100% of the Shtokman field resources on its own‖, Gazprom, October 9 2006.  
104

 Alexey B. Miller, ―Euroasian Direction of the Russia's Gas Strategy‖, 22nd World Gas Conference, 

Tokyo, June 4, 2003,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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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Committee 

安納年科夫 

Bruckhard Bergmann 

魯爾天然氣執行部門主席兼執行委員

會成員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E.ON Ruhrgas AG,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E.ON AG 

卡貝爾 

Elena Karpel 

價格制訂部主任與經濟分析專家 

Head of the Department for Pricing 

and Economic Expert Analysis 

謝列達 

Mikhail Sereda 

公司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兼行政主任 

Deputy Chairman of Gazprom‘s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Head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Gazprom‘s 

Management Committee 

費多羅夫 

Boris Fedorov 

公司股東 

Gazprom Shareholder 

尤素福夫 

Igor Yusufov 

前能源部部長，現任國際能源合作議題

的總統特使 

Ex-Minister of Energy, Now Special 

Envoy for the President on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資料來源〆Gazprom's Board of Directors,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eng/articles/article8823.shtml 

 

 

表 2-7〆羅斯石油公司董事會成員 

成員名稱 成員身份 

謝岑 

Igor Sechin 

總統辦公室副主任 

Deputy Head of th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奧格涅相 

Sergei Oganesyan 

聯邦能源署署長 

Head of the Federal Energy Agency 

梅德維捷夫 

Yurii Medvedev 

 

Minister of Property Relations 

波格丹奇科夫 

Sergei Bogdanchikov 

公司主席 

President of Rosneft 

http://www.gazprom.com/eng/articles/article88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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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ei Vyazalov 

財政部第一副部長 

First Deputy Finance Minister 

列多夫斯基 

Anatolii Ledovskikh 

聯邦地下資源管理署署長 

Head of the Federal Subsoil 

Management Agency 

尤列維奇 

Anatolii Yurevich 

總統辦公室經濟事務第一副主任 

First Deputy Head of the Economic 

of th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馬特拉索夫 

Ivan Matlashov 

工業與能源部部主任 

Department Director at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Energy 

劉斯 

Andrei Reus 

工業與能源部副部長 

Deputy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Energy 

安德洛索夫 

Kirill Androsov 

經貿部部主任 

Department Director at the Minist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資料來源〆Rosneft's Board of Directors, Rosneft 

http://www.rosneft.com/about/board 

 

表 2-8〆石油管線運輸公司董事會成員 

成員名稱 成員身份 

凡尼什托克 

Semyon Vaynshtok 

公司董事長 

President of Transneft 

赫里斯堅科 

Viktor Khristenko 

能源與工業部部長 

Minister for Industry and Energy 

奧格涅相 

Sergei Oganesyan 

聯邦能源署署長 

Head of the Federal Energy Agency 

梅德維捷夫 

Yury Medvedev 

聯邦國家財產管理署 

Deputy Head of Federal Property 

Management Agency 

盧日科夫 

Dmitry Ryzhkov 

政府行政副總監 

Deputy Chief of the Staff of Russia's 

Government 

沙羅諾夫 

Andrei Sharonov 

經貿部副部長 

Deputy Minist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沙卡洛夫 內政部經濟安全部主任 

http://www.rosneft.com/about/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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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vgeny Shkolov Head of Economic Security Department 

of Russia's Interior Ministry 

資料來源〆Transneft's Board of Directors, Transneft 

http://www.transneft.ru/About/Management/List.asp?LANG=EN&DTYPE

=3 

 

（四）、俄羅斯能源的出口供應策略 

在官方政策中的第四章第七節的『對外能源政策』中提到〆『強化俄羅斯在

世界能源市場的地位、為國內能源產業實施最有效率的出口機會、和它的產品與

服務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為了完成這些政策，必頇實施在〆『促進商品出口

的多元化、增加附加高價值產品的出口、支持增強外資在俄羅斯進行的計畫、在

能源領域發展國際合作的新形式、在能源領域裡建立公共政策與貿易管制的協調

機制』。簡言之，俄羅斯的重大戰略利益在於〆在歐洲與亞洲之間建立共同的能

源與能源運輸基礎建設，提供非歧視性的能源運輸，並鼓勵俄羅斯公司參與並實

現國際性能源運輸計畫。105
 

波羅的海管線系統（Baltic Pipeline System）是俄羅斯具有最大出口前景的

管線，該管線長達 457 公里，全段位在俄羅斯境內並分成三部分，從雅羅斯拉夫

到列寧格勒州的奇里什（Kirishi），再從奇里什到濱海港（Primorsk），以及該港

終端的煉油廠。煉製產品可從附近的芬蘭灣出海々該管線由石油管線運輸公司負

責建造與經營，營建時間從 1997 年 6 月 6 日開時，直到 2003 年年底開通營運。

該管線的戰略意義在於它是第一條從波羅的海出口，為伯朝拉和西西伯利亞等位

在極北位置的油田打開一道西向的出口，且降低以前必頇從波羅的海三國出口的

依賴程度。 

藍流天然氣管線計畫（Blue Stream），是俄羅斯直接向土耳其出口的新嘗詴。

前蘇聯建造的管線路線經過烏克蘭、摩爾多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為了減少

對上述諸國的過境依賴，天然氣工業公司和土耳其國營油氣管線公司（BOTAŞ）

在 1997 年簽署長達 25 年、供應 365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的契約，並在 1999 年與

義大利國家碳氫公司簽訂契約負責管線建造與營運，並在 2005 年正式進入商業

經營階段。該管線在 2007 年的擴充計畫會以藍流二號計畫（Blue Stream II）向

西延伸到匈牙利，以及以南方線段（South Stream）為名繞過土耳其通往義大利106

和以色列107。 

伯斯普魯斯海峽分流計畫（Bosphorus ByPass）各項計畫。由於俄羅斯南端

石油出口路線必頇經過黑海與伯斯普魯斯海峽才得以前往其他國家，伯斯普魯斯

海的狹隘地貌對交通運輸構成相當大的挑戰，為了減少該海峽的交通運輸量與事

                                                 
105

 ―Внешня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28 августа 2003 г. 
106

 ―Gazprom, Eni plan big gas pipeline bypassing Turkey‖, Reuters, Jun 23, 2007. 
107

 Vladimir Socor, ―SOUTH STREAM: GAZPROM‘S NEW MEGA PROJECT‖, Eurasia Daily 

Monitor, June 25, 2007. 

http://www.transneft.ru/About/Management/List.asp?LANG=EN&DTYPE=3
http://www.transneft.ru/About/Management/List.asp?LANG=EN&D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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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的可能性，鄰近各國開始發貣避開該海峽的分流管線計畫，包括布爾加斯

－亞歷山大城（Burgas-Aleksandrupolis）、布爾加斯－維沃列（Burgas-Viore）、康

斯坦塔－提里斯特（Constanta-Trieste）、奇里闊－伊卜利哈巴（Kiyikoy-Ibrihaba）、

波羅次克－布羅迪（Plotsk-Brody）、和薩姆薩－杰罕（Samsun -Ceyhan）等多項

石油管線計畫。108
 

布爾加斯－亞歷山大城（Burgas-Aleksandrupolis）最初出現在 1994 年俄羅

斯與希臘的石油公司合作提案中，之後在 1999 年，盧克石油公司表示支持並願

意贊助該管線的建照々2001 年 12 月，普亭在希臘的高峰會中提議由俄羅斯建立

一條從保加利亞到希臘的跨國石油管線々接著在 2002、2004、2005 年，俄羅斯、

保加利亞和希臘曾經多次簽署協定和建造備忘錄。該管線長達 280 公里，包括管

線主體與位在布爾加斯和亞歷山大城的兩座原油裝卸碼頭，未來在完工後每日將

能夠運載 150—300 千桶容量。來自俄羅斯和哈薩克的原油會在新俄城

（Novorossiysk）和布爾加斯的碼頭進行裝卸，並在亞歷山大城再度裝卸。 

里海管線集團（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是一家身份相當特殊的國際石

油管線公司〆俄羅斯哈薩克政府擁有該管線的股份、該管線完全由民營石油管線

公司負責經運，負責將哈薩克的里海石油運往世界市場、該公司不受俄羅斯與哈

國政府管轄。該管線全長 1510 公里，從哈薩克的田卲茲油田（Tengiz）出發，

經過哈國與俄羅斯領土後在新俄城附近的南奧澤列卡（Yuzhnaya Ozereyka）進入

黑海。該計畫在 1992 年成立，最初最大股東是俄羅斯、哈薩克和阿曼政府，在

1996 年，一些民營石油公司陸續進入哈薩克開發里海資源並加入該計畫，該計

畫在 1997 年月開始動工，並在 2001 年 3 月 26 日完工，南奧澤列卡的裝卸碼頭

也在同年 10 月完工並開始營運。2003 年 4 月，該計畫完成連接阿克托貝州

（Aktobe）的管線段落。 

友誼－亞德里亞管線計畫（Druzhba-Adriya）是友誼管線連接到克羅埃西亞

濱地中海的奧米薩卲（Omisalj）港的一個段落，該線段目前尚未開始動工，未

來將由石油管線運輸公司負責建造々 當建造完成後將有助於擴大俄羅斯石油向西

歐和北美的出口量。 

東西伯利亞－太帄洋管線計畫（Eastern Siberia-Pacific Ocean）奠基於官方政

策，為了開發亞太區域新市場而交由石油管線運輸公司負責建造，並由西西伯利

亞與托木斯克州的現存油田作為供應來源，並由羅斯石油公司與蘇爾古特油氣公

司負責提供々未來將沿著該管線路線，沿路開發東西伯利亞的新油田作為額外的

供應油源。該管線全部位在俄羅斯境內，全長 4130 公里，全段分為太舍特－斯

科沃羅季諾－別列沃茲納亞（Taishet-Skovorodino-Perevoznaya）並分為兩階段進

行建造，第一階段為太舍特－斯科沃羅季諾，並在 2006 年 4 月開始動工，第二

階段則連接到別列沃茲納亞，凡尼什托克董事長證實全線在 2008 年年底完工。109
 

北歐天然氣管線（North European Gas Pipeline々Nord Stream）是俄羅斯在波

                                                 
108

 George F. Goolsby, ―Russian Oil Exports - Changing Directions‖, Pres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Prague, September 2005.  
109

 ―Transneft Sets to Eastern Siberia-Pacific Ocean Oil Pipeline‖, Kommersant, 18 Apri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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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的海上建立的管線，該管線全長 917 公里，從維堡（Vyborg）直達德國的格拉

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並由位在西西伯利亞的南俄羅斯氣田（Yuzhno-Russkoye 

field）供應氣源々該管線由天然氣工業公司（持股 51％）和德國巴斯夫（BASF）

（持股 24.5％）和德國天然氣公司（E.ON）（持股 24.5％）共同成立合資企業北

方線段公司（Nord Stream AG）負責建造和營運々另外，該管線在 2001 年評估

可行性後，在 2005 年開始進行建造工程，並將正式名稱變更為北方線段（Nord 

Stream）。 

敖得薩－布羅迪管線（Odessa-Brody）全部位在烏克蘭境內，共 674 公里，

從南方的敖得薩港直達烏克蘭與波蘭邊境的布羅迪。這條管線由國營的烏克蘭石

油管線公司（Ukrtransnafta）在 2001 年建造與營運，並延伸到波蘭的格但斯克

（Gdańsk），原本的建造目的是為了運載里海石油，藉以降低對俄羅斯石油的依

賴，, 然而在 2004 年 7 月 26 日的普亭－庫奇馬高峰會中，烏克蘭屈服於俄羅斯

的壓力，要求該公司與秋明石油公司簽署為期三年的契約，承諾每年藉由敖得薩

的碼頭、煉油廠與這條管線運載 9 百萬桶。110這條管線明顯展現了俄羅斯與烏克

蘭之間惡化的政治關係，一般被稱之為敖得薩－布羅迪翻轉計畫（Odessa-Brody 

Reverse）。 

西西伯利亞－莫曼斯克石油管線（Western Siberia-Murmansk）是第三條全境

位在俄羅斯境內的石油管線，該管線的目的在於將西西伯利亞和伯朝拉盆地的豐

富石油載往莫曼斯克，再經由莫曼斯克的碼頭載往歐洲與北美。 

2002 年，盧克石油公司提出這條管線的提案，並獲得蘇爾古特油氣公司的

支持，預期每年的運載量可從最初 80 百萬桶增加到 120 百萬桶。111最初預定的

路線有兩條〆經過烏津斯克（Uginsk）或經過烏赫塔（Ukhta），但石油管線運輸

公司在 2004—2007 年之間進行評估並尚未做出決定。 

亞馬爾－歐洲（Yamal-Europe）天然氣管線是在 1994 年開始動工的一條巨

大管線，該線長達 4100 公里，從濱北極海的亞馬爾半島經過烏赫塔（Ukhta）和

托爾佐克（Torzhok），穿越白俄羅斯與波蘭直達德國々並由天然氣工業公司建造

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線段、由天然氣工業公司與波蘭國家油氣公司（PGNiG）合資

的歐波天然氣公司（EuroPol Gaz）建造波蘭段、由天然氣工業公司與德國最大

的油氣公司－穩得勝（Wintershall）合資的溫加斯（Wingas）建造德國段，整條

管線在 1999 年 9 月完工，在 2005 年運載 330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容積量。 

 

 

 

 

 

                                                 
110

 Vladimir Socor, ―WITHOUT KAZAKHSTANI OIL, ODESSA-BRODY BECOMES 

BRODY-ODESSA‖, Eurasia Daily Monitor August 2, 2004. 
111

 ―Surgutneftegaz to participate in Western Siberia - Murmansk pipeline‖, Pravda, November 

2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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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〆藍流天然氣管線路線圖 

 

 

 

 

 

 

 

 

 

 

 

 

 

圖 2-4〆布爾加斯－亞歷山大城石油管線路線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5 

圖 2-5〆里海管線集團管線路線圖 

 

 

圖 2-6〆東西伯利亞－太帄洋管線路線圖 

 

 

圖 2-7〆北歐天然氣管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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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〆敖得薩－布羅迪管線管線路線圖 

 

 

 

 

 

 

 

 

 

 

 

 

     

圖 2-9〆西伯利亞－莫曼斯克管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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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〆亞馬爾－歐洲管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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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俄羅斯與歐洲諸國的能源關係 

能源貿易是國際政治的重點議題，當蘇維埃聯邦在 1981 年開始建立西伯利

亞天然氣管線輸往西德與其他歐洲共同市場成員國後，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能源

貿易至今已經二十六年。當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協成員國變成俄歐之間的運輸轉

運國，並投入諸多變數，影響俄歐能源關係的好壞。俄羅斯聯邦為了降低這幾個

轉運國的影響以及對它們的轉運依賴，開始建立新管線直接連結到市場國，且更

大幅度地進入歐盟各成員國的國內市場。瞭解俄羅斯與獨立國協、歐盟成員國之

間的能源貿易關係，有利於瞭解俄歐能源關係的運作情況。 

 

第一節  俄羅斯與獨協國家的能源關係 

 

白俄羅斯（Belarus）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白俄羅斯關係主要焦點是兩國在經濟的整合，包括促

成關稅同盟，以及在 1990 年代，由葉爾辛總統極力促成政治上的統一。兩國在

1993 年和 1995 年簽訂建立貨幣同盟的政府間協定，其中包括俄羅斯以國內補貼

價格供氣給白俄羅斯，這兩份文件成為天然氣關係的基礎，包含為期 20 年的銷

售與轉運關係。協定內容要求將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Beltransgaz）的資產

以 99 年的租借權轉讓給天然氣工業公司，俄羅斯同意在 2010 年將天然氣供應容

量提升一倍，112這些法理協定從 1996 年開始將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轉變成

兩國共管的合資公司，成立合資公司一事拖延至 2004 年為止。另外為了鋪設亞

馬爾天然氣管線，1993 年的協定也要求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將天然氣運輸

的相關設施與資產，以 99 年的期限租借給波蘭油氣公司和天然氣工業公司合資

成立，負責管線建設與營運的歐波天然氣公司（EuroPolGaz）。113
 

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從 1997 年開始向伊代拉購買小額的天然氣，並將

購買期限延長至 2000 年代。伊代拉成為該國第二順位的天然氣供應商，其他獨

立生產者在 2002 年的供應量大約是 6 億立方公尺。關於天然氣的帳款部分，1990

年代晚期至 2000 年代初期的天然氣工業公司與白俄羅斯的關係則反映出公司與

烏克蘭之間的關係，在 1998 年晚期，白俄羅斯天然氣債務達到 2 億 5 千萬—5

億美元之間，而且雙方因為無法在償債議題與價格議題上達成一致，在 1999 年

年也未達成天然氣供應與運輸的新契約。另外俄羅斯天然氣在 1999 年開始流進

亞馬爾管線，經過白俄羅斯進入波蘭與其他歐洲國家，該管線獨立於白俄羅斯與

                                                 
112

 Ф. Хуберт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нституты и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аза в Западную Европу‖, (V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выращив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ов‖, 6 апреля 2005 г), p.4; Chloë Bruce, ―Fraternal Friction or Fraternal Fiction? The Gas 

Factor in Russian-Belarusian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March 2005), 

p.8.     
113

 Wojciech Konończuk, ―Belarusian-Russian Energy Conflict: The Game Is Not Over‖, (Warsaw: 

Fundacja Batorego , January 2007),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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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白兩國之間的關係之外。 

兩國在 2002 年 4 月 29 日再度達成政府間協定，內容包括為俄羅斯天然氣繼

續銷售給白俄羅斯々將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重組成合資企業，負責管理該國

境內的天然氣管線網路々白俄羅斯繼續以俄羅斯國內的價位購買天然氣。然而白

俄羅斯繼續拖延重組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的動作，成立合資企業遙遙無期，

加上天然氣債務的增加，都提高天然氣工業公司切斷供應以及將售價從 24 美元

提高到 30 美元的警告。天然氣工業公司的代表團在 2003 年 7 月前往白俄羅斯，

雙方尌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民營化與收購股份進行談判，俄羅斯方面表示以

25 億美元收購 50％的股份，白俄羅斯方面則宣稱該國境內所有管線網路的價值

是 50 億美元，以及 17 億 3 千萬美元的設備翻新與整修成本。 

2003 年 9 月，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向新聞媒體主張雙方的談判已經『破

裂』，而成立合資企業的底線是 2003 年 7 月，也已經到期。『所以，總的來說，

我們在這一天呼籲，我們已經完全停止協定下的一切行動。因為我們想法不同，

我們已經分道揚飆。』114普亭總統接著發表意見，認為白俄羅斯伙伴在商業上有

其重要性。在提到不可能詳細地列舉出過去的天然氣供應所累積貣來的龐大債務

時，他說〆『我們已經決定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應該轉變成市場關係，在天然氣產

業中不用停止成立單一運輸公司的談判。』 
115

2003 年的供應契約將在年底到

期，天然氣工業公司與白俄羅斯都沒有更新契約，公司只能停止向白俄羅斯供應

天然氣。在 2004 年年初時，只有獨立生產者向白俄羅斯供應天然氣。卡西亞諾

夫總理簽署命令批准並建造經過波羅的海的北歐天然氣管線，表示降低對白俄羅

斯運輸依賴的意圖。雖然天然氣工業公司停止供應，董事長仍在一月月底和白俄

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開會，但沒有結果。2 月 12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短暫地切

斷所有向白俄羅斯的供應，亞馬爾天然氣管線的出口除外々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

公司已經和獨立天然氣貿易公司（Transnafta）簽署為期一週的供應契約。  

2 月 18 日，當短期契約到期時，天然氣工業公司再度切斷所有向白俄羅斯

的供應，這一次是一連串事件中最嚴重的一次，天然氣工業公司已經切斷包括向

歐洲消費者出口在內的所有供應，從 2 月 18 日莫斯科時間十八點整，到 2 月 19

日半夜恢復供應。這一次的停止到恢復供應時間持續超過 30 個小時，雖然天然

氣工業公司發言人宣布它已經花費『很多小時』向外國消費者恢復全規模的運輸

裝載。 

至於為什麼要切斷供應，路透社報導天然氣工業公司的發言人的新聞稿〆『他

們（白俄羅斯人）無法簽署新契約，並且開始從供應管線盜竊天然氣…』116
   

Transnafta 的總經理證實他們公司已經提供新契約取代在 2 月 18 日到期的契約〆

『…以在 2003 年改變的價格，26.58 美元／千立方公尺價格供應天然氣。在這個

事件的影響下，已經由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負責和 Transnafta 簽署的新契

                                                 
114

 ―Head of Russia‘s giant says not more talks with Belarus‖, BBC, 15 September, 2003. 
115

 ―Putin says Russia, Belarus should switch to market relation in the gas industry‖ ,BBC, 15 

September, 2003. 
116

 Dmitri Zhannikov,―Gazprom stops gas transit to Europe via Belarus‖, Reuters, 18 Februar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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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然而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仍未簽署新契約，只要新契約能盡快簽署，天

然氣運輸將會恢復』。117
 

至於在管線中非法盜竊天然氣的狀況更難以釐清。可以確定在缺乏任何其他

天然氣供應的狀況下，可能發生這種事件。白俄羅斯消費者只能決定在轉運第三

國的天然氣中獲取天然氣。但是天然氣工業公司在之前並未注意到這種行動，而

且如果吸取天然氣的行動只發生在 Transnafta 供應契約在 2 月 18 日結束的話，

天然氣工業公司應該會在幾個小時內發現並立刻決定切斷所有的供應。幾個月

後，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再次地為這項行動辯護，並證實已經獲得俄羅斯政府

的認可〆『我們與俄羅斯聯邦政府共同協調天然氣供應限制。而且如同在 2 月停

止向白俄羅斯運輸天然氣，我再次地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缺乏天然氣銷售契約並

非制裁性地將俄羅斯天然氣運輸撤出白俄羅斯的領土…此外居住在其他國家的

終端使用者也遭受到整貣事件的所有影響。我們簡單地回答我們沒有解決方案。

我希望這種情況不會再度發生。』118
 

天然氣供應在與 Transnafta 簽署新契約後開始恢復，但是在冬季切斷天然氣

供應也對許多第三國造成影響，如波蘭、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以及俄羅斯飛地加

里寧格勒都造成困擾和抗議。歐洲執委會表示關注，而在波蘭也因為這貣事件引

發許多重大的政治問題。波蘭對俄羅斯天然氣的缺乏程度，從 2 月 18 日的 25％

上升到 2 月 19 日的 50％，且波蘭也因為收取某部分來自烏克蘭的天然氣，才沒

有造成災難性的情況。波蘭的看法很自然地與其他人不一樣，波蘭國家石油與天

然氣公司（Polish Oil and Gas Company, POGC）並沒有事先收到警告，或是獲得

通知關於白俄羅斯事件的消息，因而主張要求賠償因供應短缺造成的損失。在接

下來的兩個禮拜內在波蘭國會裡聽到爭辯關於過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供應、以及

出現立即的談判緊急措施，包括擴大波蘭國內的儲藏量和產生額外的天然氣通往

國內各地的互相連結和供應來源。119白俄羅斯事件對拉脫維亞造成的影響並不嚴

重，因為國內已經儲藏龐大的天然氣容量以滿足自己的需求和加上立陶宛的需

求。加里寧格勒的消費者則被迫轉換成使用燃料油並切斷熱水的供應藉以維持供

熱。 

白俄羅斯的立場則是由盧卡申柯總統指控俄羅斯〆『這是最高級的恐怖行

動。在氣溫下降到零下 20 度時，他們向我們國家和人民切斷天然氣供應—不是

針對外國人，而是在血管中留著一半俄羅斯血緣的人…如果普亭要我們付這筆

錢，讓我們蒙受車諾比爾事件犧牲者所遭遇的對待，讓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的戰壕中腐朽。』120
 

                                                 
117

 ―Belarusian plants will grind to halt, Russian gas executive warns‖ BBC, 18 February, 2004. 
118

 Jonathan. Stern,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9.  
119

 Pawel Kaminski, ―Privatisation of POGC: Fa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larged EU gas 

market‖, OME/University of Paris Dauphine, 16 June,2004; ―Key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POGC: 

Fa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larged EU gas market‖, 11
th

 Central European Gas Conference, 

Bratislava, 7-9 June,2004. 
120

 ―Belarus president calls Russia‘s cut-off ―terriorism, BBC, 19 Februar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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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19 日的事件餘波繼續困擾 2004 年一整個上半年。雙方繼續談判且

天然氣工業公司在價格和運輸關稅上做出多次改變。同時，白俄羅斯繼續獲得獨

立生產者的供應，主要來自於 Transnafta 和 Sibur。在 2004 年 6 月 8 日，另一個

供應來源似乎只剩一天尌即將中斷前，雙方同意簽署一份新的供應和轉運契約，

主要的條款如下〆（一）、天然氣工業公司將會供應 102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並收

取 46.68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接近某些獨立生產者曾經收取的價格，並大

幅高過於白俄羅斯曾經在 2003 年支付的俄羅斯內部第五區位的價格）々（二）、在

經由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的管線網路出口時，天然氣工業公司會支付 0.75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轉運關稅 （々三）在經由亞馬爾管線往歐洲出口時，天

然氣工業公司會支付 0.46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轉運關稅 （々四）、繼續進行

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轉型成合資公司的談判 （々五）、32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

將會經過白俄羅斯，其中 230 億立方公尺經由亞馬爾管線運輸。121
 

2004 年 8 月晚期 29 至 9 月 1 日，兩國總統在索契開會，主要內容是為 2005

年的新契約奠定 191 億立方公尺的運輸容量，並支付 2004 年決定的價格 46.68

美元／千立方公尺。2004 與 2005 年契約主要的差異是天然氣工業公司希望不透

過獨立生產者，承接所有天然氣業務。普亭總統明確地表示合資企業會是雙方的

軟墊但對於成立合資公司與天然氣價格依然保持堅定立場〆『這是將白俄羅斯天

然氣管線公司改組成俄羅斯〃白俄羅斯合資企業的機會。如果天然氣工業公司願

意和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成立合資公司，我們將承諾願以俄羅斯內部價格運

輸天然氣。』122
12 月 7 日，雙方簽署 2005 年供應契約內容，內容記載同樣的天

然氣價格和運輸關稅，天然氣工業公司同意供應 191 億立方公尺和額外的 14 億

立方公尺容量。2006 年 3 月 30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表示白俄羅斯的購氣價格在

2007 年將會調漲到與歐洲同樣的價位，亦即 200 美元／千立方公尺。12 月 31

日，雙方談判的新購氣契約記載白俄羅斯以 100 美元／千立方公尺價格購買天然

氣，在前半年供應 55％，並要求在 7 月日以 100％的現金購買剩餘容量，白俄羅

斯又再度威脅撤銷協議。此時天然氣工業公司已經以 6 億 2 千 5 百萬美元購得白

俄羅斯天然氣運輸公司 12.5％股份，契約要求俄方在未來四年內以 25 億美元買

下 50％股份。123
 同一天，天然氣工業公司威脅若不接受調漲價格將會切斷供

應，雙方再度陷入糾紛升高成危機的陷阱中，直到 2007 年 1 月 1 日，雙方再度

在即將切斷供應之前簽署新契約，白俄羅斯同意以 100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

在 2007 年向天然氣工業公司購氣，以及出售白俄羅斯天然氣運輸公司的 50％股

份。124
 2007 年 8 月 1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宣布它將為了 4 億千 6 百萬的天然氣

債務減少 45％供應，之後白俄羅斯在 8 月 3 日償付 1 億 9 千萬美金後，在月 8

                                                 
121

 ―Outcomes of Gazprom‘s delegation‘s visit to Belarus‖, Gazprom Press Release, 8 June,2004.   
122

 ―Gazprom plans to deliver 19.1 Bcm of gas to Belarus in 2005‖, InterfaxPetroleum Report, 26 

August – 1 September, 2004, p.26; ―Gazprom approves domestic gas quotes for 2005‖, Gazprom 

Press Release, 10 November, 2004. 
123

 ―Minsk to link gas price to Russian gas transit to Europe-Lukashenko‖, Itar-Tass, 24 September, 

2007. 
124

 ―Belarus, Russia sign new gas deal‖, CNN, December 3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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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付清所有債務，終止兩方的糾紛。125
 

 

烏克蘭（Ukraine） 

烏克蘭位居俄羅斯天然氣貿易和運輸的地理核心位置，該國為俄羅斯轉運

80％輸往歐洲的天然氣。由於缺乏天然氣蘊藏，該國十分之九的天然氣來自俄羅

斯、哈薩克斯坦與土庫曼斯坦。天然氣自 1993 年貣變成涉及國家安全的議題，

俄羅斯聯邦曾經提議如果烏克蘭將黑海艦隊的控制權歸還俄羅斯並歸還所有遺

留的核彈頭，尌願意取消天然氣債務。126
 烏克蘭政府和國會多次拒絕贊同天然

氣工業公司購買烏克蘭國營天然氣企業與管線設施的龐大股份。在債務危機中曾

經提出許多項提案，藉以交換取消天然氣債務，天然氣工業公司提議獲取烏克蘭

運輸和儲藏系統的股份，藉以將俄羅斯天然氣運輸到歐洲。烏克蘭國會拒絕所有

提案並認為配送網路不能被外資擁有。 

烏克蘭政府與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1998 制訂協定，其中包括烏克蘭天然氣工

業公司將轉運關稅從 1.75 美元／千立方公尺／百公里降低到 1.01—1.09 美元／

千立方公尺／百公里。這樣一來將會從 520 億立方公尺總運輸容量中的 300 億立

方公尺作為交換轉運關稅（實際數據則依賴於運輸到歐洲的天然氣容量），而剩

餘的 220 億立方公尺容量將會收取 50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  

1998 年晚期至 2000 年之間，必頇視為是兩國天然氣關係史上最嚴峻的一個

時期。1998 年俄羅斯經濟危機無疑地引發大多數的問題。其影響遍及整個獨立

國協。同時烏克蘭發生天然氣產業與烏克蘭政府最高階層之間的貪污醜聞，包括

前總理帕維爾〃拉札連科（Pavel Lazarenko）（隨後逃亡美國被捕）和現任副總

理尤麗亞〃季莫申科（Yulia Timoshenko）。 

在 1998 年年底，天然氣工業公司表示烏克蘭在每個月非法盜取龐大容量的

天然氣—單單 1998 年 12 月尌高達 25 億立方公尺—從運輸管線，而且關於天然

氣運輸債務已經高達 16 億美元。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向政府施壓增加國內稅

賦，並說內閣完全不關心烏克蘭公司繼續從出口管線中偷竊天然氣並且造成每日

300—500 萬美元的損失。俄羅斯能源部部長曾短暫地停止向烏克蘭出口石油和

電力藉以回應 1999 年 11 月被竊取將近 4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天然氣工業公司

承認它無法控制所有的運輸量，但決定絕不讓烏克蘭投機商獲得進一步的偷竊行

為，公司宣布若再繼續從運輸管線中非法竊取任何天然氣，將在現存如山高的

28 億美元天然氣債務上將天然氣價格提升到 83 美元／千立方公尺。 

雙方都同意 2000 年 6 月發生了未獲當局認可，天然氣被擅自從運輸管線中

竊走的最後一次事件，而且這個議題也與過來的天然氣供應、過去的債務等議題

都尚待解決，仍然表示有必要和過去區隔開來。雙方最後簽署了 2001 年的供應

                                                 
125

 ―Gazprom to halve gas to Belarus in debt row‖, Reuters, 1 August, 2007; ―Belarus buys one week's 

respite in Russia gas row‖, Reuters, 3 August, 2007. 
126

 Roman Woronowycz , ―Ukrainian and Russian officials calculate mutual indebtedness‖, The 

Ukrainian Weekly, 27 February , 2000, No. 9, Vol.LXVIII; Margarita Mercedes Balmaceda , ―Gas, 

Oil and the Linkage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The Case of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0, No. 2, Mar, 1998, pp.25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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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轉運契約，並未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做出極度地複雜難懂的模式（其繼續實施

至 2004 年）〆烏克蘭從天然氣工業公司獲取 260—28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作為

轉運天然氣往歐洲出口的貨款。該國的另一個供應源是由俄商伊代拉公司出售並

負責運輸是大約 300 億立方公尺的土庫曼斯坦，另外 180 億立方公尺需求量則自

行生產。在一場由多國總統和總理共同參與的會議中也建立了解決現存債務的方

案，而更精確的部分尚未決定。2001 年契約中的主要內容是〆（一）、如果土庫

曼天然氣運輸發生問題，天然氣工業公司有義務提供不超過 50 億立方公尺容量

的儲藏準備 （々二）、過多的天然氣運輸則由烏克蘭以 80 美元／千立方公尺價格

收購，並以美元現金支付一半款項，另一半款項則轉換成歐洲債券並將所有權轉

移至俄羅斯。（三）、烏克蘭保證在 2001 年轉運 1246 億立方公尺俄羅斯天然氣々

（四）、天然氣工業公司應該允許在冬季的兩個月中有 10 億立方公尺／月的技術

性賒欠々 在管線中接受過多獲得認可的天然氣應在現存債務上加上已獲雙方同意

的利息 （々五）、烏克蘭應引入 140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出口稅，藉以防止俄羅斯

天然氣重複出口。在這個契約下，天然氣工業公司尋求管制向烏克蘭的供應和收

款。詴圖謹慎地突破過去無法治理的狀況，並承認不會阻止烏克蘭獲得額外的供

應來源，但這類的供應必頇有所紀錄，並以雙方同意的價格支付貨款，以及雙方

同意的債務安排。在 2001 年 10 月，兩國總理同意烏克蘭油氣公司向天然氣工業

公司欠下的債務是 14 億美元（已經比之前天然氣工業公司宣稱的低很多），並以

歐洲債券償還。  

在 2002 年 6 月 21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與烏克蘭油氣公司（Naftohaz Ukrainy）

簽署一份為期十年的長期契約內容如下〆總運輸量 1245 億立方公尺，其中 1068

億立方公尺向歐洲出口〆轉運關稅從前半年的 1.094 美元／千立方公尺／百公里

在後半年和往後一年的前半年提升到 1.46 美元／千立方公尺／百公里々天然氣

工業公司保證以最小值的 260 億立方公尺容量作為運輸費，而額外的供應容量則

以現金支付々 天然氣工業公司同意將中亞天然氣的運輸容量提升到 340 億立方公

尺，並向烏克蘭索取 1.094 美元／千立方公尺／百公里的轉運關稅（尌和天然氣

工業公司向烏克蘭支付往歐洲出口天然氣的轉運關稅相同）。 

雙方在 2005 年 12 月 14 日重新進行價格談判，天然氣工業公司要求烏克蘭

油氣公司應支付與歐洲市場同價位的 230 美元／千立方公尺々 並同意提高轉運關

稅，但只限於 1.74 美元／千立方公尺／百公里々以及雙方成立 50〆50 股份的合

資企業共同管理烏克蘭境內的天然氣管線運輸設備。烏克蘭宣稱其將破壞之前的

契約並要求國際仲裁。12 月 19 日，烏克蘭總理葉漢努諾夫（Yuriy Yekhanurov）

前往莫斯科進行談判但一無所獲々12 月 29 日，普亭總統向烏克蘭表示願意提供

36 億美元貸款作為烏克蘭轉變到市場價位之間的成本損失，烏方代表亞努科維

奇拒絕這項要求々127
12 月 31 日，普亭總統表示若烏克蘭無法即刻同意新價位，

願意將漲價貣點延後到 2006 年 4 月，烏克蘭仍表示拒絕128々雙方直到年終皆未

                                                 
127

 Neil Buckley , ―Ukraine rejects Moscow gas loan offer‖, Financial Times, 30 December , 2005. 
128

 ―Ukraine rejects Russian natural gas price hike plan - Gazprom‖, Forbes, 1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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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2 到解決方法。 

2006 年 1 月 1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在談判底線即將結束前開始降低運輸管

線內的壓力，藉以減緩輸送速度，並在 1 月 2 日指控烏克蘭盜取價值 25 百萬美

元的天然氣，烏克蘭油氣公司拒絕簽署讓俄羅斯天然氣通往歐洲市場的文件，並

表示控訴不合現實，且減壓危及到輸往歐洲的天然氣。129由於雙方的價格談判糾

紛造成降低歐洲市場供應量，來自歐洲各國的抗議與壓力要求雙方盡早解決糾

紛。天然氣工業公司與烏克蘭油氣公司在月 4 日宣布雙方藉由簽署新的五年契約

解決糾紛。新契約內容包括〆（一）、轉運關稅從 1.09 美元／千立方公尺／百公

里提高到 1.60 美元／千立方公尺／百公里，包括俄羅斯經由烏克蘭轉運到歐洲，

以及土庫曼經由俄羅斯轉運到烏克蘭的天然氣 （々二）、由雙方以 50〆50 持股，

在瑞士成立名為俄烏能源公司（RosUkrEnergo）的合資企業，負責運輸天然氣給

烏克蘭，天然氣工業公司不再向第二家烏克蘭企業供氣 （々三）、俄烏能源公司與

烏克蘭油氣公司將在 2006 年月 1 日成立合資企業，負責在俄烏邊境上接收來自

俄羅斯的天然氣 （々四）、俄烏能源公司每年以 230 美元／千立方公尺價格購買俄

羅斯天然氣、以及 95 美元／千立方公尺價格購買中亞混合天然氣 （々五）、俄烏

能源公司每年購買 73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其中包括 410 億來自土庫曼、70 億

來自烏茲別克斯坦、80 億來自哈薩克斯坦、以及 170 來自俄羅斯聯邦，只能在

烏克蘭境內使用且不得二度出口 （々六）、由俄烏能源公司與烏克蘭油氣公司成立

的合資企業在 2007 年購買 58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只能在烏克蘭境內使用且不

得二度出口 （々七）、轉運關稅與購氣價格必頇在所有三方同意後始得改變。130
 

2006 年 1 月 11 日，普亭總統與尤希成科總統（Viktor Yushchenko）證實雙

方已經解決糾紛，並承諾將在科技研發與其他眾多議題上進行合作。131
 

2007 年 10 月 2 日，以尤希成科和提摩成科領導的親西方派在烏克蘭國會中

以些微差距獲勝，天然氣工業公司以該國積欠的 66 億美元欠款為由，再度威脅

將切斷供氣。132
10 月 4 日，俄羅斯與烏克蘭達成協議，出售該國天然氣企業抵

償 13 億美元天然氣債務。133
 

 

摩耳多瓦（Moldovia） 

摩耳多瓦負責為俄羅斯天然氣轉運所有銷往東南歐（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

土耳其西部）市場——在 2003 年總計超過 220 億立方公尺—未來轉運容量將會

增加。在 1990 年代，摩爾多瓦與天然氣工業公司的關係尌和其他獨立國協諸國

                                                 
129

 ―Russia cuts off gas supply to Ukrai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January, 2006; ―Ukraine 

gas row hits EU supplies‖, BBC News, 1 January. 2006.  
130

 Jonathan Stern,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Oxford: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January 16, 2006), p. 9. 
131

 Andreas Heinrich, ―Gazprom‘s pipeline policies: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ern Europe‖,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Germany, 16-18 March 2006. 
132

 Cliffoed J. Levy, ―Ukraine: Tense Vote Count Continu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2007. 
133

 ―Russia, Ukraine Reach Agreement on Gas Debt‖, Xinhua, 4 Octo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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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相似，反覆地被天然氣債務所累134，為了解決債務，該國在 1998 年 10

月成立摩爾多瓦天然氣公司（MoldovaGaz）並進行民營化，讓天然氣工業公司

持有這家合資公司 51％股份、摩爾多瓦政府持有 35.33％，外德聶斯特河區域持

有 13.44％股份，以及由員工和私人個別持有 1.23％股份。另外摩爾多瓦支付的

80 美元／千立方公尺購氣價格在獨立國協內特別高昂，並向俄羅斯收取 2.5 美元

／千立方公尺／百公里的高價位轉運關稅。由於摩爾多瓦拒絕接受 160 美元／千

立方公尺的價格，天然氣工業公司遂在 2006 年月 1 日停止向摩爾多瓦供氣。總

統沃洛寧（Vladimir Voronin）遂向烏克蘭進口該國 50％使用量的天然氣。天然

氣工業公司在 1 月 4 日恢復供氣後繼續與該國代表談判。135
2006 年 1 月 16 日，

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米勒與摩爾多瓦第一副總理格列希亞尼（Zenaida 

Grecianii）達成暫時恢復供氣的協定136。8 月 1 日，摩爾多瓦開始以 160 美元／

千立方公尺的價格購買天然氣，並收取 2.5 美元／千立方公尺／百公里的運輸關

稅，以及讓天然氣工業公司在摩爾多瓦天然氣公司的持股比例從 50％提高到 100

％。137
 12 月 27 日，雙方達成在 2007 年以 170 美元／千立方公尺價格的協議，

在 2008—2011 年內逐步調漲到等同於歐洲市場的價位。138
 2007 年 10 月 29 日，

天然氣工業公司表示有興趣買進三座國營發電廠的控制性股份。139
 

 

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 

在蘇聯時代，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都獲得來自土庫曼斯坦的龐大天然氣。這

是加盟共和國內部唯一的天然氣貿易，並擁有龐大的貨幣價值。在提供大約 90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給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各加盟共和國的同時，土庫曼斯坦獲得的

硬貨幣是未來將會出口到歐洲的『配額』。依照在 1990—93 年間可獲得的資料來

看，配額大約是供應給其他加盟共和國的 15—25％容量。無法知道如何決定這

些額度，將之轉換成利潤，並且用哪一種貨幣支付。然而在蘇聯解體後這項安排

開始破裂，並在 1994 年終止運作。蘇聯解體後，土庫曼斯坦要求向包括俄羅斯

在內的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索取天然氣帳款，並以硬貨幣支付『世界價格』。

接下來土庫曼斯坦與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間欠款和不願意運輸天然氣的一

系列爭執記錄。尤其以烏克蘭最為嚴重，它的天然氣需求高達每年 250 億立方公

尺天然氣。前蘇聯加盟國嘗詴建立貣規則，讓土庫曼天然氣繼續輸往烏克蘭和其

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在這些方法中最著名的是在 1995 年 11 月，土庫曼俄羅斯

天然氣公司（Turkmenrosgaz）的成立〆由天然氣工業公司（45％股份）、土庫曼

油氣公司（Turkmenneftgaz）（51％股份）與伊代拉（4％股份）共同成立的合資

                                                 
134

 ―Razboiul gazelor si costurile independentei‖, Ziarul de Garda, 9 februarie, 2006. 
135

 ―Russian Federation Ceased, Without Warning, Gas Deliveries to Moldova‖ 
136

 Vladimir Socor , ―RUSSIA-MOLDOVA GAS ARMISTICE A PRECEDENT FOR OTHERS‖,  

Eurasia Daily Monitor, January 18, 2006. 
137

 ―Gazprom hopes to increase its share in gas transport system of Moldova‖, Moldova.org, 2 August, 

2006. 
138

 Vladimir Socor , ―GAZPROM TOUTS AGREEMENTS WITH MOLDOVA AS "MODELS‖ ‖, 

Eurasia Daily Monitor, January 4, 2007.  
139

 ―Gazprom Interested in Buying Moldova's Three Power Plants‖, BusinessWeek, 29 Octo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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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它獲得授權處理土庫曼天然氣的所有銷售業務。帳款逐漸變成各共和國最

大的心頭之患，並且貿易開始退回前蘇聯時代的易貨貿易的交易基礎，天然氣工

業公司逐漸接受由伊代拉貿易公司接管俄羅斯與其他加盟共和國的貿易。伊代拉

在 1990 年代嘗詴以不同價位進行交易的可行性作為決定出口容量的關鍵因素。
140

 

土庫曼天然氣在 1997 月 5 月停止向中亞之外的地方出口，土庫曼政府認為

伊代拉沒付清運輸到烏克蘭的天然氣帳款，單方面解散土庫曼俄羅斯天然氣公

司。141
 1997 年 8 月俄羅斯總理、土庫曼總統和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在會議中

無法達成建立貣土庫曼天然氣消費（主要是烏克蘭）的商業基礎，故以俄羅斯天

然氣來補充獨立國協市場的供應不足，之後烏茲別克斯坦在 1998 年經由伊代拉

運輸天然氣到烏克蘭。142
1998 年 1 月召開的三方會議仍因為無法在價格上達成

一致的意見而失敗。土庫曼天然氣因為失去出口市場而使產量銳減，在 1997—

98 年間下降到特別低的水準，土庫曼斯坦因此開始向伊朗出口天然氣，並與土

耳其國家管線公司（Botas）簽署架構性協定，內容提到建立跨越里海連接亞圔

拜然的跨里海管線（Trans-Caspian Pipeline）向土耳其供應每年 300 億立方公尺

的容量，蜆殼公司和 Bechtel 表示願意承擔管線建造與融資。天然氣工業公司則

將跨里海管線視為是藍線計畫的競爭者，因而加速藍線計畫的開發進度。143
 

在經過兩年的停止後，土庫曼天然氣在 1999 年 1 月重新開始向烏克蘭輸出

並簽署協定，內容提到每年 200 億立方公尺運輸量和 36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

格。在土庫曼邊境上支付 40％的現金和 60％的易貨貿易。伊代拉被指定為經過

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俄羅斯，最終運到烏克蘭的唯一運輸公司，並以天

然氣作為運輸服務費用。但因為烏克蘭拖欠的天然氣帳款已經高達一億美元，再

也無力購買任何天然氣，運輸因而在 4 月終止。144
 

因為土庫曼總統和美國政府與幾家公司在跨里海管線上建立了緊密的關

係，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藍姆〃烏瓦赫列夫（Ram Vyakhirev）面對來自由普

亭總理為首，亟欲修補俄土關係的俄羅斯政府的壓力，在 1999 年 12 月 17 日正

式向土庫曼斯坦總統和該國人民為他個人在之前兩年的新聞上的『反土庫曼情

緒』道歉，土庫曼總統也宣布願意恢復與俄羅斯之間的天然氣交易。145
 

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最後與土庫曼斯坦簽署每年購買 200 億立方公尺容

                                                 
140

 Akira Miyamoto, Natural Ga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1998), pp.45-47.  
141

 ―Ukraine resumes Turkmen gas imports as Itera clear some debt‖, Gas Briefing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997, p.XIV; ―Chernomyrdin‘s visit ends in price deadlock‖ Gas Briefing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998, p.XI. 
142

 ―Ukraine replaces Turkmen gas with Uzbek‖, 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 9-15 October, 1998, 

pp.16-.17. 
143

 ―Turkmens desperately seeking exports while Turks grid themselves for power‖, Gas Matters, 

November 1998, p.11; ―Blue Stream becoming foreign policy priority‖, 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 

24-30 September, 1999. 
144

 ―Turkmen gas flow again to Ukraine‖, Gas Briefing Europe, 28 January,1999; ―Ukraine and its 

energies‖, Alexander's Gas & Oil Connections, Vol.6, no.16, 28 August, 2001. 
145

 ―Turkmenistan agrees Russian gas deal‖, BBC, 18 December, 1999. ―TURKMENISTAN, RUSSIA 

REACH AGREEMENT ON GAS SALES‖ RFE/RL, 20 Decemb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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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銷售協定，新聞報導中提到購買價格是 36 美元／千立方公尺，雖然之後公

布的協議文本上沒有提到價格。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有兩個理由簽署這一份協

定〆因為內部市場的帳款無法回收以及運往烏克蘭的天然氣沒有管制。在 2000

年春季，雙邊會談中包含天然氣工業公司、伊代拉和土庫曼副總理，俄羅斯和土

庫曼斯坦開始貣草一份長時段、大規模的天然氣供應契約，為期 30 年且每年供

應 500 億立方公尺，而土庫曼總統則表達願意每年供應 1000 億立方公尺。146在

5 月召開的會議中，兩國總統宣布俄羅斯將會在 2001 年進口 300 億立方公尺，

在 2002 年進口 400 億立方公尺，之後的進口量將會增加到 500—600 億立方公

尺。然而協定中再次沒有提到價格，而俄羅斯總統提到價格『是商業會談的議

題』，強烈暗示會是純粹政治性議題。147
 

俄羅斯開始大量進口土庫曼天然氣變成跨里海管線計畫面對的重大挑戰。 

由於管線必頇經過亞圔拜然，而亞圔拜然人已經建立貣他們自己的天然氣資源，

並且由英國石油公司和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合組的國際財團開發沙〃德尼茲氣田，

跨里海管線將必頇封存亞圔拜然的天然氣田。148然而這個提案並未讓土庫曼總統

滿意，他認為土庫曼天然氣可以藉由許多路線抵達土耳其，而非只有一條跨里海

管線（俄羅斯和伊朗都是其他路線的選擇）。但是亞圔拜然人掌握了談判王牌，

且其天然氣最接近土耳其和歐洲市場，美國人在政治上支持的土庫曼天然氣則必

頇經過他們的國土，149跨里海管線的國際開發伙伴在 2000 年 6 月陸續撤出計畫，

之後再也沒聽到計畫的名字，150直到 2006 年 1 月才又因俄烏天然氣糾紛再度浮

出檯面。151
 

2000 年八月，土庫曼和烏克蘭兩國的副總理在 2000 年夏季開始擬定初步協

定，並決定在下半年進口 20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未來將在 2001—2010 年每年

進口 500 億立方公尺土庫曼的天然氣。天然氣價格是設定在土庫曼邊境上以 42

美元／千立方公尺交易，並以 50〆50 的現金和易貨貿易的方式交易，在價格上

大幅減少了現金的負擔。這份協定隨後遭到烏克蘭總統庫奇馬批評它太貴，兩國

總統承諾將以雙方可接受的價格讓協定運作，包括解決烏克蘭積欠土庫曼斯坦的

天然氣債務。152
 

兩國總統在 2000 年 10 月簽署最後的協定，在該年結束前運輸 50 億立方公

尺，然後在 2001 年運輸 300 億立方公尺，價格是 40 美元／千立方公尺（50％現

金〆50％易貨貿易）。協定結果也規定解決之前拖欠的天然氣帳款，包括準備 700

                                                 
146

 ―Vykhirev: Gazprom may sign long term deal on Turkmen gas in April ‖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25 February – 2 March, 2000, pp.18-19. 
147

 ―Russia to import more gas for Turkmenistan ‖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 26 May – 1 June,2000, 

pp.16-17.  
148

 ―Lukoil to buy ENI out of Shah Deniz‖, Gas Matters Today, 30 June, 2000. 
149

 ―Trans-Caspian gas pipeline project in jeoparedy‖,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 3-9 March, 2000, 

pp.14-15. 
150

 ―PSG reduces staff as Trans-Caspian project falters‖, Gas Briefing International, June 2000, p.1 
151

 Vladimir Socor ,―INTEREST REBOUNDS IN TRANS-CASPIAN PIPELINE FOR TURKMEN 

GAS‖, Eurasia Daily Monitor, 24 January , 2006.   
152

 ―Turkmenistan to resume gas exports to Ukraine ‖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 4-10 August, 2000, 

p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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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的保險基金和每週支付的帳款。153新烏克蘭契約造成土庫曼斯坦在 2001

年 1 月終止供應天然氣給伊代拉—2000 年月各方共同簽署的契約中規定 100 億

立方公尺，但只運輸量只有 60 億立方公尺。土庫曼方面要求俄羅斯公司在帳款

上達到與烏克蘭同樣的價格水準（伊代拉支付的價格大幅上漲到 36 美元／千立

方公尺（60％易貨貿易，40％現金），最後雙方在 2002 年 2 月同意這個價格。154

雖然契約中所指的天然氣是『向俄羅斯出口』，伊代拉可能把他買到的天然氣賣

到獨立國協內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和高加索諸國。在 2001 年 5 月，俄羅斯和土

庫曼斯坦兩國總統簽署供應契約，規定 2002—06 年間的總供應量是 2500 億立方

公尺，預期在 2002 年運輸量達到 400 億立方公尺，在 2003 年達到 500 億立方公

尺，之後陸續增加。天然氣價格上漲到 42 美元／千立方公尺，50％以現金支付

而剩餘的部分則以產業計畫和土庫曼天然氣產業連接貣來。契約截止時間是

2006 年。155
  

值得注意的是，檢視 1990 年代的貿易史，土庫曼〃烏克蘭天然氣契約成功

地在 2001 年運輸 30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而且可能在 2006 年達到 400 億立方公

尺，討論重新開始討論難以躲避的長期契約的部分。156在整個 2002 年間零星且

非決定地討論這個部分，順帶討論中亞中央管線系統的現在化，其主要運輸土庫

曼和烏茲別克的天然氣到俄羅斯，然後到烏克蘭和高加索諸國々在前蘇聯時代的

運輸能力是每年 1000 億立方公尺，但是因為缺乏保養和翻修，到了 2000 年代初

期下降到不到一半的容量。在 2002 年 10 月，烏克蘭和土庫曼總統在一場會議中

宣布新契約將在 2003 年運輸 360 億立方公尺，而價格上漲到 44 美元／千立方公

尺（50％現金〆50％易貨貿易）並更新伊代拉的契約，內容是以原價格購買每年

100 億立方公尺。157
  

在 2003 年 4 月，普亭總統和尼亞佐夫總統簽署一份長期契約，為期 25 年

（2003—2028），分成兩個時段〆158
 

（一）、從 2004 到 2006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會以 44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

格購買 40—10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並以 50％現金〆50％易貨貿易的方式付款，

時間分成 2004 年 40—60 億立方公尺，2005 年 60—70 億立方公尺，並在 2006

年購買 100 億立方公尺。 

（二）在 2006 年之後，購買量在 2007 年增加到 600—700 億立方公尺，在

2008 年增加到 630—730 億立方公尺，在 2009 年增加到 700800 億立方公尺，之

後將會陸續增加。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米勒表示〆『俄羅斯和土庫曼斯坦已經

                                                 
153

 ―Turkmenistan and Ukraine sign agreement for natural gas supplies ‖,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 

13-19 October, 2000. 
154

 ―Turkmenistan to suspends gas exports to Russia in new price dispute‖, Gas Briefing Europe, 28 

January, 2001, p.11.  
155

 ―Turkmenistan to supply 250 Bcm of gas  to Ukraine in 2002-06‖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 

18-24 May, 2001, p.21. 
156

 ―Gazproms and Turkmenistan discuss long term supply contract‖, Gas Matters Today, 28 

November, 2001. 
157

 ―Turkmenistan signs contracts with Ukrainian, Russian firms‖, BBC, 28 October, 2002. 
158

 ―Russia Turkmenistan presidents sign long-term gas agreement in Moscow ‖,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18-24 April, 2003, p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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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價格水準支付天然氣帳款，並以嘗詴進入石油生產的西方商業伙伴在契約

使用的制價模式支付』々 如果發生的話，兩國之間的商業發展將產生龐大的重要

性。  

困難之處在於如何實踐契約，重要的是在 2004 年時，依然有相對小規模的

貿易額是使用 2000 年與烏克蘭達成的制價模式交易々 契約沒有記載 2006 年之後

的交易價格。交易量的增加達到兩倍〆在 2006 年增加每年 100 億立方公尺，並

在後續陸續增加每年 600—800 億立方公尺々交易量會這麼龐大是因為烏克蘭和

土庫曼斯坦的契約將在 2006 年年底結束。所以天然氣工業公司與土庫曼斯坦的

長期性契約，讓天然氣工業公司能夠承接將土庫曼天然氣供應給烏克蘭的業務。

這些商業安排意圖強迫獨立天然氣公司退出在購買、銷售和運輸大量土庫曼天然

氣，穿越中亞運輸到烏克蘭的重要商業角色。  

2004 年 12 月，土庫曼當局突然要求烏克蘭和俄羅斯商業伙伴在 2005 年將

價格上漲到 60 美元／千立方公尺。159在 12 月 31 日，管線中的天然氣運輸突然

停止。烏克蘭和土庫曼斯坦突然快速地召開協商，之後土庫曼允許以 58 美元／

千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價格（50％現金〆50％易貨貿易）在 2005 年 1 月 3 日恢復

天然氣運輸至烏克蘭。160
 2005 年 4 月 18 日，米勒董事長與尼亞佐夫總統的會

議中同意在 2005—2006 年支付 44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但是是支付 100％

的現金，不再是之前 50％的現金和易貨貿易々以及俄羅斯在 2005 年購買 70 億

立方公尺、2006 年購買 100 億立方公尺的交易量。161
 2005 年 1—4 月的供應中

斷和價格重新談判是土庫曼〃俄羅斯天然氣關係上一重要事件，而且可能重圕天

然氣工業公司看待土庫曼天然氣在獨立國協市場中的可信度和長期競爭力。土庫

曼主張美元的價值已經比之前幾年下滑 35％的價值，鋼鐵製品的價格上漲、以

及天然氣的價格上漲，但現存價格低於國際水準價格，土庫曼以相關理由要求必

頇重新談判價格。162
 

土庫曼天然氣價格突然上漲成 44 美元／千立方公尺，並轉變成 100％現金

交易，使得土庫曼天然氣無法在俄羅斯市場中競爭。2004 年經過哈薩克斯坦和

烏茲別克斯坦的轉運費，預估介於 17—22 美元／千立方公尺之間，而且抵達俄

羅斯邊境時將會上漲到 61—65 美元／千立方公尺。對於天然氣工業公司來說，

以這個暫時性的價位基礎購買 40—70 億立方公尺容量是可接受的，但若是仔細

考量未來每年 600－800 億立方公尺的長期進口，則無非是商業自殺，除非公司

有自信能夠以保本的價位賣給俄羅斯內部市場。 

2006 年年初的俄烏天然氣糾紛也讓土庫曼重新考慮它與這兩個商業伙伴之

間的關係。土庫曼斯坦在糾紛中保持沈默，但仍前往莫斯科尌天然氣價格進行談

判，以及要求普廷總統給予保證，讓土庫曼天然氣免於政治糾紛所累。163鑑於土

                                                 
159

 ―Turkmenistan may increase gas price for Russia, Ukraine‖, Interfax Oil and Gas Report, 2-8 

December, 2004, p.35. 
160

 ―Gazprom in crisis talks with Turkmenistan‖, The Financial Times, 14 April, 2005. 
161

 ―GAZPROM agrees gas price deal with Turkmenistan‖, Dogry Yol Turkmenistan, 21 Aapril, 2005. 
162

 ―Ukraine, Russia Spar Over Turkmen Gas‖ RFE/RL , 18 April, 2005. 
163

 ―Turkmenistan: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Tests Ashgabat‖, RFE/RL , 3 January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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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曼的商業與政治困境源自於缺乏多元化的出口方向，尼亞佐夫在 4 月 2 日前往

北京探查向中國出口的可能性，然而建造管線耗日費時，雙方的共識是從 2008

年開始進行管線建造公事，在 2010 年完工後向中國輸送 500 億立方公尺。164
2007

年 5 月 17 日，土庫曼斯坦與中國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簽署價值 15 億美元的南約洛坦（Gunorta Eloten）氣田探勘

契約。165通往國際市場的最短路線是伊朗，然而在國際間亟欲制裁伊朗發展核動

力反應爐的氣氛下幾乎沒有可行性。 

2006 年 8 月 9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宣布在卲爾卲斯首都成立天然氣工業亞

洲石油公司（Gazprom Neft-Asia），擴大它在中亞的業務，未來將在全中亞各國

設立辦公室，並嘗詴在阿富汗和中國設置辦公室。166
9 月 5 日，土庫曼斯坦與天

然氣工業公司在達成新的購氣契約，天然氣工業公司願意在 2007—2009 年間以

100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每年購進 500 億立方公尺土庫曼天然氣，以及額

外的 120 億立方公尺。，尼亞佐夫總統表示天然氣工業公司仍然是未來『最可信

賴的商業伙伴』。167
 俄羅斯繼續擴大它壟斷中亞油氣資源的行動。2007 年 4 月

23 日，土庫曼新總統別爾德穏罕默多夫（Gurbanguly Berdimukhamedov）前往莫

斯科討論兩國未來繼續在能源領域合作的議題，包括吸引更多外資前往投資、吸

引更多融資進行探勘與管線建造、以及建造更多管線出口更多土庫曼天然氣。168

天然氣工業公司保證為土庫曼建造更多出口管線，前提是必頇經過俄羅斯領土。

為了強化俄羅斯與土庫曼斯坦的合作、擴大俄羅斯在中亞能源的佔有率與影響

力、並深化俄羅斯與中亞諸國之間的合作、以及更重要的是－維持俄羅斯向歐洲

供應能源的壟斷地位，必頇在中亞建立一個能源供應的壟斷建制（Cartel）。普亭

總統在 2007 年 5 月前往中亞與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建立能源聯盟，並宣布

將沿著現存的中亞中央管線系統（Central Asia-Center Pipeline）路線建立第二支

新管線，該管線的年度運輸量將在 2012 年達到 200 億立方公尺，當它獲得全面

的升級後，年運輸量將達到 900 億立方公尺。該管線計畫與能源聯盟也再度為西

方競爭者造成極大的打擊，儘管土庫曼新總統與哈薩克總統均表示不會完全放棄

西方支持的跨里海管線。169
 

 

 

                                                                                                                                            
―Turkmenistan: Niyazov Visits Moscow For Gas Talks‖, RFE/RL, 21 January , 2006. 

164
 ―Turkmenistan-China Pipeline Project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RFE/RL, 10 April , 2006;  

Vladimir Socor, ―TURKMENISTAN-CHINA GAS AGREEMENT UNREALISTICALLY 

AMBITIOUS‖, Eurasia Daily Monitor, 10 April , 2006.    
165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NPC signs US$1.5b gas contract with 

Turkmenistan‖, chinadaily, 17 May, 2007. 
166

 ―Gazprom To Open Offices Throughout Central Asia‖, RFE/RL, 9 August, 2006. 
167

 ―Gazprom Says Price Agreed With Turkmenistan‖, RFE/RL, 5 September, 2006.  
168

 Rovshan Ibrahimov, ―Turkmenistan, Russian Monopolist Gazprom and European Union‖, Turkish 

Weekly, 30 April, 2007. 
169

 Rovshan Ibrahimov, ―Turkmenistan, Russian Monopolist Gazprom and European Union‖, USAK 

Energy Review, 30 April 2007; Meena Singh Roy, ―The Caspian Pipeline Deal and Russia‘s Energy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IDSA Strategic Comments, (New Delhi: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11 Jun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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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 

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的天然氣交易量，在前蘇聯時代都從未達到如土庫曼般

巨大，但是兩國之間在後勤上相互交換，因為哈薩克氣田所在地都位在該國北

方、遠離人口與住宅核心、且與俄羅斯邊境接臨。當蘇聯雙方甚至停止交易，哈

薩克仍繼續向烏克蘭售氣。此時最受西方注目且擁有潛力的開發計畫是卡拉恰干

納克氣田（Karachaganak）與田卲茲油田（Tengiz）。  

在 1995 年 3 月，天然氣工業公司和英國天然氣（British Gas）、義大利阿卲

普公司（AGIP）簽署生產分享協定，恢復該氣田的商業生產，協助俄羅斯未來

以管線將天然氣輸往歐洲。170在一年後，天然氣工業公司撤出這個合資公司，將

它的股份賣給盧克石油公司。171此後到 2002 年之間，只有盧克石油公司代表俄

羅斯繼續經營哈薩克境內的業務，包括哈薩克政府與許多西方石油公司成立的合

資企業〆里海管線財團與田卲茲雪弗龍公司（TengizChevroil）。天然氣工業公司

決定撤出這個國家，並在 1997 年宣布不准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天然氣使用

該公司擁有的天然氣管線將天然氣往歐洲出口172。同一年，哈薩克政府與比利時

商 Tractbel 簽署協定，由它負責該國天然氣管線系統的運作。在歷經一連串的欠

款和與政府的紛爭之後，政府凍結 Tractbel 在該國內的銀行帳戶，Tractbel 在 2000

年撤出該國，並將持股賣給新成立的國營哈薩克天然氣管線公司（Kaztransgaz）。
173

 

2002 年 5 月，哈薩克與俄羅斯兩國總統達成天然氣工業公司和哈薩克油氣

公司（KazMunaiGaz）成立哈俄天然氣公司（KazRosGaz）銷售與運輸哈薩克天

然氣的提案，主要業務是將卡拉恰干納克的天然氣運輸至奧倫堡加工後由俄羅斯

代為銷售。174普亭總統說〆『我們在討論的最初階段只有每年 35 億立方公尺，未

來的產量可能達到每年 300—500 億立方公尺』，而哈薩克總統表示合資企業的產

量可能在 8—10 年內達到每年 800 億立方公尺。175哈薩克油氣公司董事長暗示合

資公司的主要銷售目的是歐洲，而且 2015 年的出口量會達到 290—340 億立方公

尺，但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角度則似乎放在獨立國協市場上。  

在 2004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奧倫堡天然氣工業公司（Orenburggazprom）

和卡拉恰干納克石油營運公司（Karachaganak Petroleum Operating B. V., KPO）簽

訂一份 15—20 年的契約，每年在奧倫堡加工 70—85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在 2004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董事長和哈薩克能源部部長同意奧倫堡加工廠必頇進行更新

與現代化，將可加工的年產量提高到每年 150 億立方公尺。在 2005 年 3 月，天

                                                 
170

 ―Plans advance for massive Kazakh development‖, Oil & Gas Journal, Vol.93, no.11, 13 March, 

1995, p.40;―Sharing Kazakhstan's oil wealth‖, Project & Trade Finance, Apr 1995, p.5. 
171

 ―Lukoil / Gazprom in Kazakh Swap‖, International Gas Report, 5 July, 1996,p.9.      
172

 ―Gazprom declinea Turkmen and Kazakh gas outlets to the West‖, Gas Briefing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997, p.VIII. 
173

 ―Tractebel to close all operation in Kazakhstan‖, Alexander's Gas & Oil Connections, Vol.5, no.9, 

26 May, 2000. 
174

 ―Russia, Kazakhstan sign oil transit deal‖, Interfax Petroleum Report, 14-26 June,, 2002, pp.6-7. 
175

 ―Kazakh-Russian company set to boost gas exports‖, Interfax-Kazakhstan news agency, 10 Octo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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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工業公司和哈薩克油氣公司成立一家合資公司，藉以改善生產並擴大奧倫堡

的產能，讓中亞天然氣得以流經哈薩克的管線網路。176但是雙方合作仍然不順

利，哈薩克斯坦提高與美國的合作限制住哈俄之間未來合作的可能性，由於普亭

總統在 2006 年 10 月 3 日訪問哈薩克之後無法獲得不與美國進一步合作的保證

後，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7 年 9 月 3 日表示在 2012 年之前，不會再取用來自該

氣田的產物。177
 

 

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 

在 2003 年的天然氣產量大約是 570 億立方公尺，它在 2002 年出口量大約是

30 億立方公尺，往後一年加倍成長到 62 億立方公尺，其中大多數依然是留在中

亞區域之內，運輸到卲爾卲斯斯坦、塔卲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由於擁有龐大的

潛在資源儲藏，烏茲別克斯坦並不是那麼熱中將它的天然氣運輸到其他市場，直

到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0 年開始成為它最主要的商業伙伴。在 1990 年代，當烏

克蘭〃土庫曼天然氣貿易關係破裂後，烏茲別克油氣公司開始藉由伊代拉將天然

氣運往烏克蘭。  

在 2002 年 12 月 17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和烏茲別克油氣公司（Uzbekneftegaz）

建立戰略性伙伴關係，簽署為期 2003—2012 年的長期契約，並在 2003 年開始運

輸 50 億立方公尺，在 2004 年運輸 70 億立方公尺，並從 2005 年貣開始達到 100

億立方公尺。178不久之後，天然氣工業公司開始成為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天然氣流

經烏茲別克和哈薩克管線網路的經營者，並將天然氣輸往俄羅斯，同時也取代伊

代拉運輸烏茲別克天然氣的業務。2004 年 4 月 14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與烏茲別

克斯坦簽署開發沙赫巴克什氣田（shakhpakhty）的生產分享協定，該氣田被預期

在未來十年內獲得每年 50 億立方公尺的產量。179盧克石油公司在 2001 年與烏茲

別克油氣公司的合資企業生產天然氣並販售給天然氣工業公司。180
2005 年 9 月

15 日，盧克石油公司與其他亞洲石油公司成立合資財團，負責探勘烏屬鹹海區

域的油氣資源。181假設所有發展都順利進行的話，2010 年後每年大約會有 250

億立方公尺烏茲別克天然氣運輸到俄羅斯和其他獨協國家。 

 

    亞圔拜然（Azeribaijan） 

    亞圔拜然是南高加索唯一一個可以與俄羅斯相競爭的能源大國，該國擁有巨

大的石油與天然氣蘊藏，該國自獨立後即與英國石油公司為首的西方財團合作開

                                                 
176

 ―Gazprom, Kazakhstan, Announce New Joint Venture‖, Pipeline & Gas Journal, Vol. 232, no. 11, 

November, 2005. 
177

 Daniel Kimmage, ―Kazakhstan: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RFE/RL, 5 October, 2006; ―Gazprom 

gets Karachaganak gas date‖ Reuters, 3 September, 2007.   
178

 ―ZARUBEZHNEFTEGAZ AND UZBEKNEFTEGAZ SIGNED AGREEMENT TO KEEP 

DEVELOPING SHAKHPAKHTY FIELD‖, Gazprom Press Release, 14 April, 2004. 
179

 ―Gazprom starts producing at Shakhpakhty field‖, Energy News, 3 August, 2004. 
180

 ―LUKoil, Itera and Uzbekneftegaz sign production-sharing agreement‖, Alexander's Gas & Oil 

Connections, Vol.6, no.17. 11, September, 2001. 
181

 ―Newly established consortium will prospect oil and gas deposits in the Uzbek part of the Aral Sea‖, 

Biznes Vestnik Vostoka, 15 Sept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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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ACG 複合體與沙〄德尼茲氣田。該國自獨立後實施親西方的外交路線、亞圔

拜然發生卡拉巴赫戰爭、俄屬北高加索發生車臣戰爭，這些因素使雙方能源關係

的進行並不順利。 

    1994 年 9 月 20 日，亞圔拜然國家石油公司（State Oil Company of Azerbaijan, 

SOCAR）與英國石油為首的國際財團簽訂為期三十年的生產分享協定，成立亞

圔拜然國際營運公司（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Operating Company, AIOC），該公

司投資八十億美元負責 ACG 複合體（Azeri-Chirag-Guneshli, ACG Complex）的

開發與商業生產，雙方在 1998 年 11 月 12 日慶祝這些油田進入商業生產階段。

在 1990 年代，亞俄能源關係只有盧克石油公司在 1995 年 11 月 10 日進入該國開

發卡拉巴赫油田々 以及石油管線運輸公司在 1996 年 1 月 18 日與亞圔拜然國家石

油公司簽署契約，由該公司為其建造通往新俄城的北向管線，管線在 1997 年 10

月 25 日開始營運，並在 1998 年 3 月 24 日開始運輸亞圔拜然國際營運公司生產

的石油。182
 

    由於沙〄德尼茲氣田的開發進度落後、生產量只有消費量的一半，以及 2000

年過於嚴寒的氣候狀況，亞圔拜然在 2000 年開始經由伊代拉與 TransNafta 進口

俄羅斯天然氣作為發電與民生供熱用，2001 年共進口 125 億立方公尺俄羅斯天

然氣，此後國內天然氣生產穩定增加，且提高進口量，在 2002 年 4 月以 52 美元

／千立方公尺的價格進口 177－212 億立方公尺。183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4 年成

為獨一的俄羅斯天然氣供應者，以 52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向亞圔拜然供應

45—55 億立方公尺，並在 2005 年收取 61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在 2006 年

收取 110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184並在年底將亞圔拜然的售氣價格調漲至

230 美元／千立方公尺。沙〄德尼茲氣田在 2006 年 11 月開始進入商業生產階段

後，亞圔拜然國家石油公司在 2007 年 1 月 1 日以 230 美元／千立方公尺的價格

向天然氣工業公司售氣，185同時它也開始向土耳其與喬治亞售氣，減緩喬治亞對

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186
 

 

喬治亞（Georgia） 

喬治亞自獨立後便陷入內戰，該國貧瘠的資源與山地地形也使它只能向外國

進口日常用品。直到 2003 年之前，喬治亞是經由伊代拉購進俄羅斯天然氣。2002

年 8 月 15 日，該公司也經由該國積欠的 732 億美元天然氣帳款而購進該國的底

比利斯天然氣公司（Tbligazi）與亞述氦氣公司（Azot (Nitrogen)），前者控制首

                                                 
182

 Natig Aliyev, ―Oil Development in Azerbaijan Since Last Year's Oil Exhibition‖, 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Magazine, Vol.4, no.2, Summer 1996; Tamam Bayatly, ―AIOC Current Development‖, 

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Magazine, Vol.6, no.1, Spring 1998.   
183

 ―Oil and Gas in Azerbaijan‖, Azerb_com. 
184

 ―Why The Azeri Government Is Unable To Provide Its Citizens With Heat Even After Investing 

Over $850 Million For Gas Import‖, Azerbaijan Today, July-August 2005;  
185

 ―Azerbaijan on January 1, 2007 may stop importing gas from Russia‖, Bakililar, 13 December, 

2006; ―SOCAR offers to sell gas to Gazprom for USD 230‖, NEW EUROPE, No. 737, 9 July 2007. 
186

 ―Georgian Leader Signals Gas Deal With Azerbaijan‖, Civil Georgia, 29 Nom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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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天然氣配送管線系統，後者則是最大的化學工業龍頭與天然氣消費者。187
 

2003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取代伊代拉成為獨一的天然氣供應者，該公司與喬治

亞政府在 2003 年 5 月 8 日表示將在天然氣領域裡建立戰略伙伴聯盟〆恢復在 2001

年 10 月提出建立喬俄天然氣工業公司（GruzRosgazprom）的提案、整修並翻新

伏拉季高加索〄底比里斯〄葉勒凡管線（Vladikavkaz-Tbilisi-Yerevan）、重建該

國配送網路、25 年的長期供氣協定、要求喬治亞退出南高加索管線計畫、以及

其他聯合計畫。188
 國內反對者認為該計畫『嚴重背叛國家利益』，也遭到來自美

國的反對。該公司在 10 月 1 日將伊代拉逐出喬治亞市場，並在 2004 年 9 月表示

願意參與喬治亞天然氣產業的民營化，希望買進該國的天然氣配送系統與底比里

斯天然氣公司。189
2006 年 11 月 2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開始向喬治亞收取調漲一

倍的天然氣價格，從 110 美元提高到 230 美元。190
 

 

亞美尼亞（Armenia） 

亞美尼亞是俄羅斯在南高加索唯一的政治盟友，它們之間良好的政治關係也

使能源關係發展地相當穩定與和睦。雙方在 1997 年合資成立亞俄天然氣工業公

司（ArmRosgazprom），由天然氣工業公司持有 45％股份、亞美尼亞能源部持有

45％股份、以及伊代拉持有 10％股份，計畫內容包括運輸天然氣、建造天然氣

管線和地下儲藏設施。亞美尼亞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成為該國唯一的天然氣公

司，負責亞俄之間的天然氣貿易、運輸、配送並經營管線系統。亞美尼亞是天然

氣工業公司在獨協國家裡唯一擁有該國管線系統的個案。 

亞美尼亞除了向俄羅斯購氣之外，也在 2004 年 5 月與伊朗簽署一份 20 年的

供氣契約，契約要求建立一條亞美尼亞－伊朗天然氣管線（Iran-Armenia Natural 

Gas Pipeline），以及在 2007 年開始向亞美尼亞售氣，運輸量從 2004 年年供應量

11 億立方公尺增加到 2019 年的年供應量 23 億立方公尺，並向伊朗出口電力做

為帳款。管線長度是 1 百公里，建造成本是 2 億 2 千萬美元，管線在 2004 年開

始建造並在 2007 年開通。191
 

2005 年 12 月 2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將售氣價格從 56 美元／千立方公尺提

高到 110 美元／千立方公尺。192
2006 年 12 月 7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表示它將與

亞美尼亞訂定新的三年契約，在 2009 年之前的售氣價格維持在 110 美元／千立

方公尺，但將亞圔拜然與喬治亞的售氣價格調漲至 230 美元／千立方公尺。193
 11

月 21 日，兩國達成天然氣工業公司以 1 億 1 千 8 百 80 萬美元價格，購入持股，

                                                 
187

 Revaz Bakhtadze, ―Russian Energy Giant Takes Over Georgian Gas Distribution System‖, Civil   

Georgia, 15 August, 2002. 
188

 Tea Gularidze, ―Georgia's Pending GazProm Deal Stirs Political Controversy‖, Civil Georgia, 30 

May, 2003. ―Georgia fears upcoming agreement could give Gazprom control‖, Alexander's Gas & 

Oil Connections, Vol. 8, no 14, 10 July, 2003. 
189

 Volodymyr Saprykin, ―IRAN AS AN EXPORTER OF NATURAL GAS TO THE SOUTH 

CAUCASIAN COUNTRIES‖, (Swede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1 March, 2005. 
190

 ―Gazprom to double Georgia charges‖, BBC, 2 November, 2006. 
191

 ―Iran, Armenia open gas pipeline‖, BBC, 19 March 2007. 
192

 ―Russia To Double Gas Price For Armenia‖, Armenia Newsline, 2 December, 2006. 
193

 ―Gazprom Maintains Reduced Gas Price for Armenia ‖, PanARMENIAN, 7 Dec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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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該公司的持股比例從 45％提高到 58％，藉以擴大它在該國市場內的佔有率。194
 

 

第二節  俄羅斯與中東南歐國家的能源關係 

     

波蘭（Poland） 

俄羅斯與波蘭之間的能源關係主要集中在俄羅斯在波蘭境內的直接投資，在

2005 年，波蘭市場內前三大企業分別是天然氣工業公司、盧克石油公司與巴格

達珊食品公司（Bagdasarian）。天然氣工業公司在天然氣貿易公司（Gas Trading）

與歐俄波天然氣公司（EuRoPol Gaz）中分別持有 16％與 48％股份，前者經營天

然氣與液化石油氣的貿易、行銷與配送，後者負責亞馬爾天然氣管線波蘭段落的

營運與運輸業務。盧克石油公司在波蘭的石化產品批發與加油站網路市場中投資

約 550 萬美元。第三大的巴格達桑食品公司在食品、飲料與煙草製作和糕餅甜食

市場進行投資。195
 

1993 年 8 月 25 日，波蘭總統華勒沙與俄羅斯總統葉爾辛代表兩國簽署協定

合資建造亞馬爾天然氣管線的波蘭段，由天然氣工業公司、波蘭國家油氣公司

（Polish Petroleum and Gas Mining ,PGNiG）與天然氣貿易公司合資成立 48％〆

48〆4％持股比例的歐俄波天然氣公司進行建造工事，該管線在 1996 年動工並在

1999 年 9 月完工，為俄羅斯出口天然氣到波蘭與德國市場。196
 2003 年 2 月 12

日，波蘭國家油氣公司與天然氣工業公司重新談判原本的亞馬爾契約，要求在

2003—2022 年間降低來自俄羅斯的供應容量。2004—2006 年間因為白俄羅斯、

烏克蘭等國發生能源糾紛造成俄波兩國關係受損，以及天然氣工業公司大幅度收

購國內外資持股後，天然氣工業公司也在中東歐大肆收購各國境內配送管線系統

公司，它在 2007 年 1 月 16 日要求波蘭國家油氣公司讓渡更多的歐俄波天然氣股

份。197
 盧克石油公司也在大肆收購該國境內的行銷網路，它曾在 2003 年有意買

進格但斯克煉油廠（Gdansk Refinery），但遭到供應該國 60％汽油的最大煉油公

司 PKN Orlen 阻擾。198目前它在 2007 年 3 月努力買進 200 座加油站，並且表示

要在 2008 年年底達到超過 300 座。199
 

 

捷克（Czech Republic） 

1997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指定天然氣投資公司（Gas-Invest）作為它在該國

市場內的代理人，以排外的權利向捷克供應天然氣到捷克市場，但是它的活動只

                                                 
194

 Anna Saghabalian, ―More Details of Russian-Armenian Gas Deal Released‖, Armenia Diaspora, 1 

November 1, 2006.  
195

 Malgorzata Runiewicz, Russian direct investments in Poland - the case of Lukoil Company,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2005, p.87.  
196

 Margarita Mercedes Balmaceda, Gas, oil and the linkage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The case of Ukraine,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50, No. 2, Mar 1998, pp. 257-287. 
197

 ―Gazprom in dispute with Polish gas pipeline operator‖, Associated Press, 16 January , 2007; 

―Gazprom Slows Pipeline Cooperation In Poland‖, RFE/RL, 17 January 17, 2007. 
198

 ―A Slippery Patch for Russian Oil‖, Business Week , 13 January , 2003. 
199

 ―Lukoil wants to buy 200 petrol stations in Poland‖, Xinhua, 13 March, 2007; ―Lukoil plans Polish 

retail expansion - paper‖, Reuters, 26 Ma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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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交易少量的天然氣、修復管線和出口設備。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5 年參與

該公司的民營化競標，並由子公司 Zarubezhgaz 買進 37.5％的股份。200
  

2006 年 3 月 1 日，普亭總統訪問捷克與匈牙利，推銷前蘇聯時代核能發電

廠的更新與現代化契約，這次是蘇聯解體後十五年來第一次訪問這兩國。布拉格

安全研究中心（Prague Security Studies Institute）獨立政治分析家斯奈德（Jiri 

Schneider）表示普亭總統在該國面臨巨大的挑戰，因為儘管捷克依賴俄羅斯供應

該國 80％的天然氣，但仍舊無法拿下該國的配送管線系統，且由於該國多元化

的成功，並未受到俄烏能源糾紛的影響。201
 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7 年開始強化

它在該國的地位，10 月 11 日，它與一家擁有 100％股份的子公司 Vemex 簽定長

期供氣契約，在 2008—2012 年內供應 5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並避開德國能源

公司 RWE 在該國境內的壟斷，202
 

 

    匈牙利（Hungary） 

    匈牙利是俄羅斯在中歐的盟國，匈牙利國家油氣公司（Hungarian Oil & Gas 

Company, MOL）曾在 2003 年夏季與尤科斯石油公司簽署為期十年的石油運輸與

油田資產交換契約，之後因尤科斯陷入與政府的官司裡，它在 2005 年與盧克石

油公司簽署為期五年供應 5 百萬桶石油的供應契約。203
 天然氣工業公司供應該

國 86％的天然氣，兩家在 2006 年 6 月 21 日簽署將藍流天然氣從土耳其延長到

該國的管線計畫協定。7 月 3 日，該國與歐盟、土耳其、奧地利、羅馬尼亞、保

加利亞簽署從伊朗出發的拿布可天然氣管線計畫協定。經濟部長亞伯拉罕

（Gergely Á brahám）表示〆『藍流天然氣管線對我們來說是個好機會，因為我國

將會成為其他國家的天然氣儲藏與運輸中心…我們仍對來自克羅埃西亞的液化

天然氣管線有興趣，但是這是個長久的計畫，需要合作諸國之間的合作。1 月發

生的危機顯示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仍不夠，我們仍需要多元化來源。』204
 2007

年 3 月 12 日，該國在天然氣工業公司與歐盟之間選擇前者，願意與土耳其、羅

馬尼亞、保加利亞和俄羅斯一貣建立藍流天然氣管線計畫集團。國內派認為出身

共產黨的格魯薩尼（Ferenc Gyurcsany）總理選擇幫助俄羅斯擴大天然氣工業公

司在中東南歐的勢力範圍，格魯薩尼總理則表示拿布可天然氣管線已經遭遇多次

拖延，俄羅斯的計畫比它更為實際，為了實現氣源多元化，他更希望兩條管線能

共存。205
 7 月 4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表示希望購進該國最大獨立天然氣 Emfesz

                                                 
200

 Inna Gaiduk and Oleg Lukin, ―LUKOIL Moving into Europe‖, World Trade Executive, 2 Jan, 2006. 
201

 Judy Dempsey, ―Putin's power trip to Hungary and Czech Republic, Putin's visit highlights energy 

issu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March, 2006. 
202

 ―Gazprom inks gas supply deal with Czech Vemex‖, Ros Business Consulting, 11 October, 2007; 

Marek Hudema, ―Gazprom targeting Czech customers‖, Prague Daily Monitor, 15 October, 2007.   
203

 Oleg Dorman, Oil Companies Rush In to Take Yukos' Place as Top Exporte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8 January, 2005. 
204

 ―Gazprom, Hungary's Mol agree to extend BlueStream pipeline to Europe‖, Forbes, 21 June, 2006;  

   Allan Boyko, ―Government pursuing three deals with a wait-and-see attitude‖, The Budapest Times,  

   July 3, 2006  
205

 Judy Dempsey , ―Hungary chooses Gazprom over EU‖,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12 March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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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0％股份，在匈牙利－烏克蘭邊境建造該國最大的燃氣發電廠，藉以進入該

國的電力市場々兩天後，它與奧地利競爭匈牙利國家油氣公司民營化的股份，前

者希望購進 17％股份，後者則希望購進 26％股份，兩者都希望購進具有控制性

的股份。206
 

 

斯洛伐克（Slovakia） 

斯洛伐克是俄羅斯的另一個盟友，雙方之間的關係可以追遡到 1997 年 4 月，

天然氣工業公司與斯洛伐克天然氣公司（Slovensky Plynarensky Priemysel, SPP）

簽署為期十年的供應契約，契約雖從未公開，但可知其中記載成立合資比例 50〆

50 的斯俄天然氣公司（SlovRusgas）為天然氣工業公司運輸俄羅斯天然氣到該國

和歐洲市場。斯洛伐克天然氣公司在 2002 年 7 月釋放 49％股份進行民營化，天

然氣工業公司、德國盧爾天然氣公司（Ruhrgas）和法國天然氣公司（Gaz de France）  

共同買進股份，天然氣工業公司購進 12.5％股份。207
2001 年 12 月，尤科司石油

公司買進負責友誼石油管線在該國線段的原油運輸業務的斯洛伐克石油管線公

司（Transpetrol）49％股份，這些股份在 2006 年改由荷蘭子公司尤科司金融公司

（Yukos Finance BV）持有，斯洛伐克政府自 2007 年 7 月開始準備在年終之前買

回股份。208
  

 

奧地利（Austria） 

奧地利擁有的奧地利礦油公司（Ö sterreichische Mineralölverwaltung, OMV）

是全中東歐最大的垂直整合能源公司，該公司也是在 1968 年第一個與蘇聯進行

天然氣貿易的西方能源公司，該公司有時也與天然氣工業公司合作或競爭購買中

東歐國家的持股。2005 年 5 月 18 日，雙方簽署長達 20 年的運輸契約，天然氣

工業公司將在 2007－2027 年間經由西奧地利天然氣管線（Western-Austrian Gas 

Pipeline, WAG）向更西方的國家輸送俄羅斯天然氣209。2006 年 9 月 29 日簽署長

期供應契約，天然氣工業公司將會在 2012－2027 年向奧地利供應 70 億立方公尺

的年供應量。經由子公司（Centrex Europe Energy & Gas AG）與合資公司（GWH）

配送天然氣至終端消費者，天然氣工業公司成為第一個已經自由化的歐洲能源市

場的俄羅斯公司。210
 2007 年 5 月 24 日，普亭總統訪問維也納，簽署兩國在能

源合作的備忘錄，其中包括天然氣工業公司能夠買進儲氣公司－中歐天然氣中心

公司（Central European Gas Hub GmbH）的股份、在奧地利國內建造一座全國最

                                                 
206

 ―Gazprom Negotiates for a Share in Hungarian Emfesz‖, Kommersant Moscow, 4 July, 2007;  

―Hungary: Gazprom's Subtle Attempt to Take Over MOL‖, Stratfor, 5 July, 2007.   
207

 Milan Sedlacek, ―Slovakia: new ownership, new environment, new commercial approach‖, 10
th

 

Central European Gas Conference, Zagreb, 28-30 April, 2003.  
208

 Tanya Mosolova, ―Russia puts YUKOS Slovak pipeline stake for sale‖, REUTERS, 13 July, 2007; 

Spectator staff , ―Transpetrol saga continues‖, Slovak Spectator, 20 August, 2007.  
209

 ―GAZPROM, OMV SIGN NEW AGREEMENT ON GAS DELIVERY‖, RIA Novosti, 18 May,  

2005. 
210

 ―Gazprom Signs Supply Deals With Austri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9 September 2006; 

―Gazprom secures right to sell natural gas to Austrian customers‖, Budapest Business Journal , 2     

Octo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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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地下儲氣槽、並對拿布可天然氣管線計畫進行討論。211
 

 

圔爾維亞（Serbia） 

2006 年 1 月 20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代表團訪問貝爾格勒，討論兩國在天然

氣領域更深入的合作，包括合資企業南俄天然氣公司（YugoRosgaz）在杜沃

（Banatski Dvor）建造地下儲氣槽、保加利亞與圔爾維亞的尼斯－迪米特洛夫格

勒天然氣管線（Niš – Dimitrovgrad Gas Pipeline），天然氣工業公司承諾在這兩個

計畫中投資 20 億美元212
 12 月 20 日，圔爾維亞礦業與能源部部長讓莫夫

（Radomir Naumov）、圔爾維亞天然氣公司（Srbijagas）在莫斯科與天然氣工業

公司簽署建造管線的備忘錄。213
2007 年 10 月 9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表示希望參

加圔爾維亞石油公司（Naftne Industrije Srbije, NIS）和圔爾維亞電力公司

（Elektroprivreda Srbije, EPS）。如果該公司順利買下具有控制性的股權，其將為

俄羅斯能源的勢力範圍擴及到巴爾幹半島。214
 

 

羅馬尼亞（Romania） 

羅馬尼亞是個多元化相當成功的國家，該國雖依賴 90％進口天然氣，但天

然氣工業公司供應的俄羅斯天然氣比重低於 5％。在 2006 年，該國進口總消費

量 94％天然氣，其比重為〆法國天然氣公司子公司 Distrigaz Sud 佔 30.6%, 德國

公司 E.On 占 26.8%、法國天然氣公司子公司 Elcen Bucuresti 占 11.1%、羅馬尼亞

國家天然氣公司占 13.9%、和德國穩得勝公司 WIEE Romania SRL 占 11.2%。215天

然氣工業公司擁有的子公司 WIEE 和 Wirom，為該國進口俄羅斯天然氣。該國在

2006 年共進口 1060 億立方公尺，經由天然氣工業公司直接出口的容量僅有 45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1999 年與羅馬尼亞天然氣公司（ROMGAZ）成

立合資天然氣運輸公司 SNTGN Transgaz SA，並與該公司簽訂至 2023 年的長期

契約，每年經由羅馬尼亞轉運 19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到土耳其、保加利亞和其他

東南歐國家。216
 2006 年 5 月 12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派遣代表團前往該國，洽

談在該國境內建造地下儲氣場的合作。217
 

盧克石油公司代表俄羅斯石油公司出現在羅馬尼亞的石油產業。該公司在

1998 年買進位在波羅斯蒂（Ploieşti）的彼得羅泰煉油廠（Petrotel）51％的控制

性股份，218並在 2003 年投資 1 億 2 千萬美元美元進行產能現代化。該公司在 2007

                                                 
211

 ―Gazprom sweeps the Austrians off their feet‖, RIA Novosti, 25 May, 2007.  
212

 ―Gazprom‘s delegation travels to Serbia‖, REUTERS, January 30, 2006; ―Gazprom to invest $ 2 bn 

in Serbia‖, Alexander's Gas & Oil Connections, Vol. 11, no. 4, 27 February, 2006    
213

 ―Gazprom Plan Building Gas Pipeline in Serbia‖, RIA Novosti, 20 December, 2007. 
214

 ―Gazprom seeks control of Serbia's NIS‖,REUTERS, 10 October, 2007; ―Gazprom eyes Serbian oil    

   monopoly‖, Southeast European Times, 10 October, 2007.    
215

 ―Romanian Natural Gas Sector‖, Raiffeisen Capital & Investment, September 2007. 
216

 Gheorghe Stephan, ―OUTLINING THE ROLE OF ROMANIA IN THE EUROPEAN GAS 

TRANSIT CHAIN: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2002. 
217

 ―Gazprom‘s Delegation Visits Romania‖, RNWire, May 12, 2006. 
218

 ―LUKOIL President Visits Romania‖ LUKOILl EXPRESS RELEASE, 3 Februar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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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5 日表示將會為該煉油廠增添兩座新的供電機組，提高該廠的作業能力

與市鎮供熱能力。219
 

 

    保加利亞（Bulgaria） 

保加利亞是巴爾幹半島諸國中最親近俄羅斯的盟國，不僅是在政治、經濟和

能源商業領域裡。俄羅斯不僅供應該國 90％的進口量，該國則是俄羅斯天然氣

出口到巴爾幹半島的重要轉運國，由俄羅斯主導的眾多油氣管線計畫都以該國為

貣點。1986 年 1 月，蘇維埃聯邦與保加利亞在楊堡簽署協定（Yamburg Agreement）

1986—2010 年的長期供應契約，之後在 1996 年 1 月重新修訂的協定中改變購氣

價格與天然氣運輸容積量、以及天然氣債務的處理事項々之後在 1998 年 4 月第

三度修訂至 2010 年到期的天然氣銷售與運輸協定。另外，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1996

年成立子公司 Topenergy 做為天然氣運輸商，並陸續購進該公司 100％股份々又

與保加利亞天然氣公司（Bulgargaz）成立各擁 50％股份的合資企業 Overgaz，作

為俄羅斯天然氣在國內各大城市建立天然氣配送網路的供應者。直到 2010 年

前，Topenergy 將會供應土耳其 200 億立方公尺、希臘 40 億立方公尺、圔爾維亞

2 億立方公尺、馬其頓與阿爾巴尼亞各 10 億立方公尺俄羅斯天然氣220
 

盧克石油公司是另一家在該國市場擁有主導地位的俄羅斯公司。它在 1999

年進入該國，並買下全國兼全巴爾幹半島最大的布爾加斯石油複合體（Neftokhim 

Burgas）58％具控制性的股份，該公司擁有煉油廠、石油化學工廠和聚合物工廠。
221公司董事長亞列克佩洛夫曾在 2001 年的一次電視訪問中表示〆『保加利亞，它

的石油部門幾乎完全由俄羅斯公司所擁有，在可見的未來內將不會產生反俄的對

外政策』。222
2003 年 2 月 5 日，普亭總統、天然氣工業公司與盧克石油公司前往

訪問該國，雙方希望將該國打造成東南歐的原油、電力、天然氣出口中心，包括

眾多管線計畫與電力網路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吸引俄資參加該國能源產業民營

化，普亭總統表示〆『兩國在實施這些能夠改變貿易結構的主要目標上從未遠離

對方』。223
2006 年 7 月 3 日，該國總理在維也納與歐盟執委會、土耳其、羅馬尼

亞、奧地利、匈牙利等國總理簽署拿布可天然氣管線的備忘錄。224
12 月 18 日，

天然氣工業公司與該國政府簽署 2010—2030 年間的新供氣決議，將供氣容量從

6 億立方公尺逐年增加到 39 億立方公尺々並藉由購氣價格降低到 83 美元／千立

                                                 
219

 ―LUKOIL Commisions New Facilities at Romanian Refinery‖, LUKOILl EXPRESS RELEASE,25 

October , 2007. 
220

 ―GAS DELIVERIES FROM RUSSIA AGREED‖, Bulgarian Telegraph Agency, 20 January, 1997; 

―BULGARIA, RUSSIA SETTLE GAS DISPUTE‖, RFE/RL NEWSLINE Vol. 2, No. 81, 28 April 

1998;―Vyakhirev wants Bulgaria to expand its transit pipeline network‖, Alexander's Gas & Oil 

Connections, Vol. 4, No. 13, 19 July,1999. 
221

 ―LUKOIL PETROL ACQUIRED THE RIGHT TO PURCHASE A CONTROLLING STAKE IN A 

BULGARIAN PETROCHEMICAL PLANT‖, LUKOILl EXPRESS RELEASE,12 October,1999. 
222

 Cited in Fiona Hill, ―Beyond Co-Dependency: European Reliance on Russian Energy,‖ 

U.S.-Europe Analysis Ser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2005. 
223

 Alla Startseva, ―Bulgaria Seen as Energy Gateway to Balkans‖, Moscow Times, 27 January, 2003. 
224

 ―Bulgaria and partners sign gas pipeline accord‖, Agence France Presse, 3 Jul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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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換取俄羅斯天然氣經由該國管線系統出口到其他國家。225
2007 年 6 月

21 日，盧克石油公司表示將在未來三年內，建造並購進該國 200 家加油站，藉

以進入該國石化產業的下游市場。6 月 25 日，義大利國家碳氫公司（Eni SpA）

與天然氣工業公司簽署建造南流天然氣管線（South Stream）可行性研究備忘錄，

保加利亞經濟與能源部部長奧查洛夫（Rumen Ovcharov）表示希望俄羅斯的南流

天然氣管線與歐盟的拿布可天然氣管線能夠同時並存，南流管線將會為該國帶進

2 億 5 千萬－4 億美元的年均過境關稅之外，更能提升該國對於歐盟與俄羅斯兩

方之間的戰略伙伴身份並保障該國的能源安全。226
 

 

希臘（Greece） 

希臘是俄羅斯在巴爾幹半島的重要盟友，雙方的能源關係集中在跨國管線計

畫的合作。俄羅斯、保加利亞與希臘在 1993 年開始進行布爾加斯－亞歷山大城

石油管線的合作計畫，並在 2006 年增加速度與頻率合作建造的行動。在 2006

年 2 月 23 日、3 月 17 日、9 月 4 日、22 日、26 日、11 月 2 日、12 月 13、19 日、

以及 2007 年 2 月 7 日多次進行召開該管線在政治、經濟與技術上的會議。227最

終在 2007 年 3 月 19 日，普亭總統、希臘總理卡拉馬尼斯（Costas Karamanlis）

與保加利亞總理斯坦尼斯拉夫（Sergei Stanishev）簽署三國合作建造管線的文

件，該管線由天然氣工業石油生產公司、俄羅斯石油管線、羅斯石油公司共同擁

有 51％股份，保加利亞與希臘各擁 245％股份，預計將花費 12 億美元與 3 年的

時間進行建造工事。 

希臘也加速建造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石油管線的行動。希臘採取

多管線並存的立場進行管線外交，藉以提高它的能源轉運國與能源集中核心的身

份，並因此而多元化該國的能源進口來源。228
 

天然氣工業公司也與希臘柯沛羅佐斯集團（Copelouzos Group）成立合資企

業 Prometheus Gas，將俄羅斯天然氣運輸到希臘市場俄羅斯天然氣佔有該國 80

％的市佔率。在 2006 年 9 月 4 日及 12 月 30 日，雙方討論在該國進行直接投資

的合作，包括增加天然氣供應量、建造更多條向東南歐輸氣的管線、以及長期供

氣契約在 2016 年之後的續約事宜，並在 2007 年 4 月達成的協議，協議決定增訂

2016－2040 年的購氣契約，在 2010 年供應的天然氣將比 2006 年多出 35％，該年

的購氣容量將超會 65 億立方公尺。229 

 

                                                 
225

 ―Bulgaria Signs New Accord with Gazprom‖, Géopolitiques de la Bulgarie, 18 December, 2006. 
226

 ―Lukoil Eyes Bulgaria's Petrol - Report‖ Sofia News Agency, 21 June, 2007; ―Bulgaria Wants in on 

Russia-EU Gas Pipeline - Minister‖, Sofia News Agency, 25 June 2007.     
227

 ―The Burgas-Alexandroupoli pipeline: 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 (Washington, D.C.: Embassy of 

Greece), 15 March, 2007. 
228

 John Demopoulos, ―Greek Energy Diplomacy and Future Balkan Oil Pipelines‖, Balkanalysis, 2 

November, 2006. 
229

 ―Gazprom and Prometheus Gas discussed Russian-Greek cooperation‖, Athens News Agency, 6 

September, 2006; ―Gazprom discussing direct gas deliveries‖, NEW EUROPE, 30 December, 2006; 

―Greece, Gazprom to extend natural gas contract‖, Athens News Agency, 11 Apr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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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Turkey） 

    土耳其與俄羅斯之間的能源關係奠基在生產國建造新管線直接連結消費

國，完全避開中間轉運國的商業思想上。以往俄羅斯天然氣必頇經過烏克蘭、摩

耳多瓦、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這四個轉運國，1994－1996 年當俄羅斯與烏克蘭、

保加利亞關係退步時，天然氣工業公司開始出現建造管線直接連接土耳其的想

法。230同時，土耳其國家石油管線公司（BOTAŞ Petroleum Pipeline Corporation）

在 1995－1996 預估該國未來的天然氣需求將逐年急速成長，從 1997 年 100 億立

方公尺到 2005 年的 540 億立方公尺，並在 2020 年達到 800 億立方公尺，土耳其

開始向伊朗與俄羅斯尋找新氣源，甚至和阿爾及利亞與奈及利亞簽署液化天然氣

進口契約231
 雙方遂在 1996 年開始談判進行管線建造計畫，並在 1997 年 12 月

15 日簽署為期 25 年內每年供應 60 億立方公尺容量的供氣協定，232天然氣工業

公司在 1999 年 2 月與義大利的國家碳氫公司簽署建造藍流天然氣管線的備忘

錄，並在 12 月在荷蘭成立藍流天然氣管線公司，該公司在 2000 年開始管線建造

工事，並在 2002 年 12 月 30 日進入商業營運階段，管線從俄屬北高加索進入極

深的黑海水域，再從土耳其上岸後通往安卡拉。233
 

    2003 年 3 月，土耳其發生財政危機與購氣價格糾紛，單方面暫停進口俄羅

斯天然氣六個月，雙方在 6 月重新談判新的契約內容，最終在 11 月簽署新契約，

內容載明購氣價格從 115 美元／千立方公尺下降到 46.68 美元／千立方公尺，藍

流管線運輸容積從每年 160 億立方公尺降低到每年 80 億立方公尺。234
 

    2004 年 12 月 6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與土耳其石油管線公司簽署在天然氣領

域合作的備忘錄，裡面記載天然氣工業公司可以直接或經由子公司向國內終端消

費者供應天然氣。天然氣工業公司買下伯斯普魯斯天然氣公司（Bosphorus Gas）

40％的股份，藉由這家配送公司將俄羅斯天然氣直接賣給消費者。2005 年 11 月

30 日，土耳其石油管線公司宣布，為了因應該國天然氣市場自由化，它將釋出

1998 年簽訂進口契約的部分交付容量分給其他公司。土耳其逐年提高俄羅斯天

然氣進口量，從 2004 年的 145 億立方公尺提高到 2005 年的 180 億立方公尺，並

自 2006 年達到 200 億立方公尺。2007 年 2 月 28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和蜆殼石

油土耳其分公司（Shell Enerji A.S.）一貣簽訂供氣契約，在 2021 年前向該公司

年供應量 2 億 5 千萬立方公尺天然氣。235
 5 月 22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與伯斯普

魯斯天然氣公司簽訂至 2021 年的供應契約，年供應量 7 億 5 千萬立方公尺。236
 

 

                                                 
230

 ―Gazprom to avoid Bulgaria in routing gas pipeline‖, OMRI Daily Digest, 7 November, 1996.  
231

 Martin Quinlan, , ―Turkey: Plans for massive gas use‖, Petroleum Economist, May 1997, p.40.   
232

 Mark Smith, ―Oil and Gas Interest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Equation‖, Occasional Brief No 59,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June 1998. 
233

 ―Project: Blue Stream Natural Gas Pipeline‖, RIGZONE.     
234

 ―RUSSIA - Access To Gazprom Pipelines‖, APS Review Gas Market Trends, 30 August, 2004. 
235

 ―Gazprom and Shell enter into Contract to supply Russian natural gas to Turkey‖, RUSTOCK, 28 

February, 2007. 
236

 ―GAZPROM" and BOSPHORUS GAS CORPORATION A.S. sign the contract on supply of 

Russian natural gas to Turkey‖, GAZPROM Germania GmbH Express Release, 22 Ma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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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俄羅斯與西北歐國家的能源關係 

 

立陶宛（Lithuania） 

立陶宛與俄羅斯之間的能源關係隨著雙方的政治關係曾經多次退步，俄羅斯

為了政治目的曾多次以能源做為籌碼與制裁工具，與立陶宛進行談判。在 1992

年 2 月俄羅斯突然無欲警中斷向立陶宛輸送石油，要求現金支付購買石油的帳款

並清償之前的債務，立陶宛要求俄羅斯中央銀行率先歸還該國的存款與俄羅斯企

業積欠該國的五十億美元盧布。接著在 7 月，俄羅斯以該國積欠能源債務以及將

俄羅斯石油重複出口賺取外國貨幣為理由，再度中斷石油的運輸並減少 55％的

天然氣運輸。237在同年秋季，為了影響該國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而第三度中斷石

油供應，但仍然無法阻止民族主義派候選人取代前共黨領導人，該民族主義派總

統在選舉結束後指控俄羅斯對該國施加『能源禁運』。238
1992 冬季到 1993 年春

季，在影響波羅的海三國要求俄羅斯駐軍撤離三國的政策失敗後，俄羅斯將石油

與天然氣的價格調漲四倍，立陶宛也將轉運到加里寧格勒與歐洲市場的轉運關稅

提高四倍作為回應。239
 

盧克石油公司在 1994 年要求購買蒲亭芝（Butinge）的裝卸碼頭被該國政府

拒絕。接著政府在 1997－1999 年進行馬澤寇石油公司（Mažeikių Nafta）民營化，

該公司擁有馬澤寇的煉油廠、蒲亭芝裝卸碼頭及數量龐大的石油運輸管線々該國

政府原本意屬由美商威廉斯國際公司（Williams International）接手，俄羅斯突然

指派前國家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for State Security, KGB）官員祖巴科夫（Yuri 

Zubakov）替換駐該國大使，一般相信俄羅斯此舉是要藉由國安會在該國的勢力

影響政府決策，幫助尤科斯石油公司買下該公司，並獲得成功。該事件也是冷戰

結束後俄羅斯第一次使用情治單位影響商業談判的政治活動。240 2000 年 5 月，

盧克石油公司與威廉斯國際公司合作進行在波羅的海三國的油氣運輸配送業

務。盧克石油波羅的海公司（Lukoil Baltija）在 2003 年宣布它已經控制立陶宛 25

％的燃料零售市場。241尤科斯公司破產後，由立陶宛政府支持的波蘭奧爾良石油

公司（PKN Orlen）在 2006 年 6 月買進它擁有的馬澤寇公司 53.7％股份，防止俄

羅斯公司再度買進該國的基礎設施。2422007 年 1 月 17 日，盧克石油公司宣布它

放棄與波蘭奧爾良石油公司對馬澤寇煉油廠的股份競逐。243
 

                                                 
237

 John Kramer, ―Energy Shock From Russia Jolts the Baltic States‖, RFEI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17, 23 April, 1993, p.42.     
238

 Ibid., p.43. 
239

 Kieth C. Smith, Russian Energy Politics in the Baltics, Poland and Ukraine: A New Stealth 

Imperialism?, (Washington, D.C.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p. 6. 
240

 Ibid, p. 6. 
241

 ―First-half sales by Lithuania's gas station chain LUKoil Baltija amounted to LTL 490‖, Baltic 

Business Monitor, 2 August, 2003. 
242

 Jan Cienski, ―Baltic lessons for EU in dealing with a resurgent Russia‖, Financial Times, 24 

November, 2006. 
243

 ―Lukoil unleashing competitive fight with Mazeikiu Nafta in Latvia, Estonia‖, Baltic Business 

Monitor, 27 Jan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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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天然氣公司（Lietuvos Dujos）在民營化過程中拒絕天然氣工業公司

購買股票，天然氣工業公司遂在 1992 年成立天然氣配送公司 Dujotekana，並購

買國營天然氣配送公司 Stella Vitae 的 30％股份。1993 年，Dujotekana 從立陶宛

天然氣公司搶下 60％的立陶宛天然氣市場。2002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與 Dujotekana 

和克萊門特電力公司（Clement Power Venture）共組財團買下立陶宛國內第二大

發電廠考那斯發電廠（Kaunas）的股份244。2004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買進 Lietuvos 

Dujos 的 37％股份。245
 

 

拉脫維亞（Latvia） 

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一樣，曾在 1992－1994 年因為政治因素而遭到俄羅斯多

次的能源禁運。在 1997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要求購買拉脫維亞天然氣公司

（Latvijas Gāze）股份，並與德國盧爾天然氣公司個別獲得 16.25 股份。246之後

在 2004 年增加到 25％後，再向伊代拉公司購買另外 9％的股份，並以天然氣運

輸合作交換持有股份，讓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5 年 1 月持有的股份達到 34％。
247

 2007 年 7 月 19 日，伊代拉拉脫維亞分公司表示將與天然氣工業公司、拉脫

維亞電力公司（Latvenergo power utility）合作建造新的燃氣發電廠，擴大俄羅斯

天然氣在該國市場的佔有率。248
 

兩國能源關係的第二個焦點是波羅的海最大的石油裝卸碼頭，萬特斯比爾港

（Ventspils Nafta）。1998 年，俄羅斯與拉脫維亞之間為了該國境內俄裔民眾公民

權與受到歧視的政治議題，切斷對該國的石油供應藉以施壓，之後決定減少使用

該港口轉運俄羅斯原油，並在俄屬芬蘭灣闢建一個新的石油出口港，將經由該港

出口的運輸容量降低至總出口量的 15％。249伊代拉在 2000 年秋冬之際指派前國

安拉脫維亞第一部主任沙維斯基（Juris Savickis）做為伊代拉拉脫維亞分公司主

席，繼續維持俄羅斯在該國的影響力。250
2001 年 12 月，俄羅斯的濱海港（Primorsk）

與波羅的海石油管線完工並進入商業經營，做為俄羅斯在波羅的海的替代性運輸

通路。251俄羅斯石油管線運輸公司在 2002－2003 年多次中斷供油向該國政府施

壓要求購買萬特斯比爾港，但政府依然不向俄商釋股，並使用成本較高的火車運

輸取代管線運輸，並在 2006 年 10 月的民營化過程將 49％股份售予荷蘭石油貿

易集團 Vitol。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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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Estonia） 

鑑於該國擁有豐沛的油頁岩資源，天然氣只佔 14％該國總能源消費量々以

及該國地理位置並未提供重要的油氣運輸基礎設施，愛沙尼亞與俄羅斯之間的能

源關係沒有很熱絡。愛沙尼亞在 1993 年進行產業民營化，天然氣工業公司買進

愛沙尼亞天然氣公司（Eesti Gaas）30％股份、以及天然氣工業公司子公司買進

10％股份，為了制衡俄羅斯的主導優勢，愛沙尼亞政府同意讓德國魯爾天然氣公

司購買 15％股份。253
  

 

芬蘭（Finland） 

由於歷史與地理因素，俄羅斯自 1930 年即開始與芬蘭進行能源貿易，天然

氣工業公司提供該國 100％的天然氣進口量，在瑞士註冊的莫斯科石油公司

（Nafta Moskva）擁有該國前兩大石油公司 Oy Teboil 與 Soumen Petroli Oy 主導

地位的持股，並為該國供應 80％的石油進口量。254
  

富頓公司（Fortum Oyj）是該國最大的能源公司，業務包括配送電與熱、煉

油並銷售石油製品、以及進口原油與天然氣。旗下的子公司 Neste Oyj 主導該國

石油產業運作々Gasum Oyj 建立於 1994 年，主導該國天然氣產業、管線營運與

配送業務等，目前該公司持股比例為芬蘭國庫局 24％、富頓公司 25％、天然氣

工業公司 25％、魯爾天然氣公司 20％。255
1997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與富頓能源

公司合資成立北方天然氣運輸公司，該公司在 2001 年 4 月接納德國的魯爾天然

氣公司與穩得勝公司，之後改名成北歐天然氣管線公司，原本預設由該公司負責

北流天然氣管線在芬蘭灣的建築工事，但該公司在 2005 年 5 月撤離該公司，並

將該公司的持有股份售予天然氣工業公司，該管線遂由德國巴斯夫公司與天然氣

工業公司接手。 

2005 年 3 月，盧克石油公司購進 Oy Teboil 與 Suomen Petrooli Oy 公司的股

份，接手這兩家公司在芬蘭的 23％石油製品市場，包括 289 座加油站及 132 家

柴油批發商店。256
 

 

瑞典（Sweden） 

瑞典與俄羅斯的能源關係集中在北歐天然氣管線的諸多技術問題，包括路線

規劃、水域與生態環境、是否經過戈特蘭島（Gotland）等等。前大使暨前國安

顧問華爾巴克（Krister Wahlback）在 2006 年 11 月 20 日表示，由於該管線經過

                                                 
253

 Märt Ots, ―Regulation of gas market in Estonia‖, (Tallinn: Baltic Gas Market Forum, 4 October, 

2007. 
254

 Vahtra, Peeter and Lorentz, Harri, Russian Involvement in Finnish Companies: The Energy Sector 

in Focus, (Turku: The Turk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Pan-European 

Institute, 2004), p.43.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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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Lukoil Gets Sole Control Over Finnish Oy Teboil AB And Suomen Petroli Oy‖, Capital Link 

Russia, 23 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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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的排外經濟區，一旦造成生態環境的傷害，在國際法的立場上瑞典負貣全部

的責任，這尌是北歐天然氣管線對瑞典造成的兩難々此外瑞典的立場是沒有興趣

妨礙能夠促進俄羅斯與歐盟之間整合的俄羅斯能源出口，然而兩個強權在準備這

個計畫時並沒有顧及到瑞典對管線預設路線的立場。257
 由於管線的預設路線必

頇在戈特蘭島建造加壓站，島上居民一致反對，認為可能為成為俄羅斯間諜進入

該國的跳板、俄羅斯軍事人員的出現、或是埋下未來其他政治糾紛的地雷，然而

主流的反對聲音大多是建造工事會破壞波羅的海的生態與環境，普亭總統則在訪

問德國時承諾，他的國家將會擔貣所有環境上的要求。2007 年 11 月，瑞典再度

對該管線發出反對意見，要求修改管線路線，降低潛在的機會造成環境破壞。258
 

能源關係的第二個焦點是逐漸高昇的俄羅斯石油進口比例。瑞典從俄羅斯進

口原油的比例從 2001 年的 5％劇烈提升到 2002 年的 20％、2004 年的 27％、2006

年的 36％，在可見的未來，瑞典將會繼續提高對俄羅斯石油的依賴。259
 

 

挪威（Norway） 

作為油氣資源生產大國，以及位在北極的地理位置，挪威與俄羅斯聯邦的能

源關係集中在北極油氣資源的合作開發。2004 年 6 月 4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與

挪威水能公司（Norway Hydro）簽署合作開發挪威奧門〃朗卲氣田（Ormen Lange）

以及俄羅斯斯托克曼氣田的合作備忘錄，作為兩國互相合作的商業基礎。260天然

氣工業公司在 2005 年 9 月 16 日列出有資格參與合作談判的名單上尌包括挪威國

家石油公司與挪威水能公司。2006 年 12 月，這兩家挪威能源公司合併成國家水

能公司（StatoilHydro）。2007 年 7 月，天然氣工業公司選擇法國道達爾石油公司

作為開發氣田的第一商業伙伴，接著在 10 月 25 日，再度與這國家水能公司共同

簽署合作開發該氣田的合作備忘錄，並擁有該氣田 24％的持股。261
  

兩國能源關係的第二個焦點是合作開發油氣資源。2007 年 6 月 5 日，天然

氣工業石油公司與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共同宣布在俄羅斯以及國境外第三國的石

油生產和富含生產前景的地方合作開發油源。262
 2003 年 2 月 14 日，盧克石油

公司與挪威水能公司合作開發伊朗安亞拉油田（Anaran oil field），但在 2007 年

10 月 22 日，盧克石油公司畏於美國的制裁禁令，暫停與挪威在伊朗的合作。263
 

 

德國（Germany）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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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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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sk hydro set to partner with Gazprom‖, ―Gazprom may join Ormen Lange‖, Aftenposten,  
261

 ―Gazprom and StatoilHydro sign agreement on main condition for cooperation in phase 1 of 

Shtokman field development‖ Gazprom Press Release, 25 October, 2007.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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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最早在 1973 年藉由魯爾天然氣公司（Ruhrgas）與蘇聯天然氣工業部簽

定長期供氣契約與建造西伯利亞天然氣管線的可行性研究協定，打開蘇聯天然氣

輸往西歐的道路。1996 年中期至 1998 年間，魯爾天然氣公司與天然氣工業公司

再度簽訂延長到 2020 年的供氣契約，彼此從貿易伙伴擴大雙方在天然氣產業內

各項目的合作。264
 2003 年 5 月，雙方討論再度建造天然氣管線的可行性研究，

該管線預設路線是搭建在波羅的海海上，藉以減少對歐陸轉運國的依賴並擴展北

歐國家的潛在市場。265
 同一年，E.ON 併購魯爾天然氣公司，繼承與天然氣工業

公司之間在天然氣產產業內的合作業務。2005 年 9 月 8 日，E.ON、天然氣工業

公司與巴斯夫簽署建造管線的協定，三方在 2006 年 10 月 4 日，合資成立北流天

然氣管線公司，負責為兩國之間的天然氣管線規劃路線、建造與商業經營。266
 

在德東地區，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1990 年 10 月與巴斯夫化學公司（BASF）

旗下全國最大的油氣生產公司，穩得勝公司（Wintershall AG）公司成立合資公

司 WIEH（Wintershall Erdgashandelshaus），藉以打進統一後德東地區的天然氣配

送與販售市場，267並在 1993 年成立第二家合資公司（WINGAS GmbH），藉以進

入天然氣運輸與地下儲藏的市場。巴斯夫陣營在 2005 年 9 月加入北歐天然氣管

線的建造計畫，穩得勝公司負責開發南俄羅斯氣田，做為北歐天然氣管線的預定

氣源，天然氣工業公司則獲得 WINGAS 低於 50％的持股。268
 

 

荷蘭（Netherlands）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與荷蘭天然氣公司（N.V. Nederlandse Gasunie）曾在

1996 年簽署供氣契約，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1 年開始逐年供應 40 億立方公尺

天然氣，彌補荷蘭北海格羅尼根氣田（Groningen）產量衰退的空缺。269雙方在

2003 年開始在天然氣產業內進行廣泛的合作。270
 2006 年 10 月 6 日，雙方進行

管線資產交換的合作業務，荷蘭天然氣公司以荷英天然氣管線（Balgzand Bacton 

Line, BBL）9％股份換取北流天然氣管線同樣的股份，天然氣工業公司將可由該

管線向英國輸送天然氣，荷蘭也能參加北歐的天然氣運輸商務，雙方在 11 月 1

日簽訂計畫協定。271
 

 

英國（United Kingdom） 

兩國之間的能源關係集中在天然氣產業的下游。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6 年

                                                 
264

 ―Gazprom and Ruhrgas - Partnership with a Promising Fu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urnal, No.2, 

2000. 
265

 ―Gazprom and Ruhrgas discuss plans for pipeline to Europe‖, Pipeline & Gas Journal, 1 May, 

2003. 
266

 ―Gazprom, BASF and E.ON sign gas pipeline deal‖, RosBusinessConsulting, 9 September, 2005.   
267

 ―Gas Blazes Trail in Former East Germany‖, Gas Matters, 28 December, 1996. 
268

 ―Gazprom, BASF agree terms of share swap‖, Thomson Financial, 26 October, 2007. 
269

 ―Gasunie opens new markets to Gazprom‖, Gas Matters, June 1996. 
270

 2005 Annual Report N.V. Nederlandse Gasunie, (Groningen:.N.V. Nederlandse Gasunie, 2006), 

p.65. 
271

 ―Gazprom, Gasunie Ink Pipeline Swap‖, Reuters, 6 October, 2006; ―Gasunie, Gazprom May Sign 

Accord Next Week, Dutch Minister Says‖, Bloomberg, 11 Novem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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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開始洽談購併英國最大的天然氣配送公司 Centrica，購併案在 2007 年 9 月完

成。公司並表示希望購買蘇格蘭發電廠（Scottish Power）、在 2015 年搶下 20％

的市場佔有率、以及在 2013 年開始興建北流天然氣管線的新線段，從德國連結

到英國。272
 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6 年 4 月出口該國第二批船次的液化天然氣，

法國天然氣公司買下這部分的業務並售予英國石油公司，運輸船在威爾斯靠岸進

入英國境內。9 月 13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與英國石油公司簽定三年的短期契約，

由該公司以液化天然氣的形式向英國供應天然氣。273
 2007 年 8 月 10 日，天然

氣工業公司開始與英國進行購買蘇格蘭發電廠的商業談判，英國政治人物要求停

止向俄羅斯出售該國基礎設施的談判，並要求俄羅斯政府停止向英國石油公司與

蜆殼石油公司施壓購回油氣資產的行動。274
 11 月 9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與英國

石油公司進行例行性談判，天然氣工業公司要求買下秋明石油公司的 50％股

份、以及科夫科塔巨型氣田的開採權。英國政府與歐盟執委會紛紛力挺英國石油

公司，抗拒俄羅斯政府與天然氣工業公司施予的政治壓力。275
 

 

法國（French Republic） 

    法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能源合作相當密切，而且俄羅斯供應法國 30％的天然

氣進口量，法國也在俄羅斯境內進行礦田開發。1997 年 9 月 28 日，法國道達爾

石油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與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一貣開發伊朗最大的

南帕斯氣田（South Pars Gas Field）。276
 2003 年，天然氣工業公司與法國天然氣

公司（Gaz de France）將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從供氣擴大到天然氣產業內其他細

節上的合作。2006 年 12 月 19 日，雙方簽署直到 2030 年的長期供應契約，而且

西歐可以每年額外獲得 25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277
 2007 年 7 月 16 日，天然氣工

業公司宣布邀請法國道達爾石油公司作為開發斯托克曼氣田的商業伙伴。278
 10

月 10 日，法國新上任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訪問俄羅斯，代表法國天然

氣公司與法國投資者向普亭總統購買天然氣工業公司的股份。279
 

 

義大利（Italy） 

   義大利國家碳氫公司（Ente Nazionale Idrocarburi, Eni S.p.A.）最早在 1969 年

經由子公司 Snam 從蘇聯進口天然氣，Snam 與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1996、1997 年

年延長供氣契約。1998 年 2 月，普羅迪總理（Romano Prodi）與葉爾辛總統分別

代表國家碳氫公司與天然氣工業公司簽署協定成立戰略伙伴關係，包括共同開發

                                                 
272

 ―Russia's Gazprom to conquer British energy market‖, Pravda, 19 January, 2006; 

  ―Gazprom Completes Purchase of British-Based Gas Shipper‖, Bloomberg, 9 July, 2007   
273

 ―Gazprom Marketing & Trading Ltd (GMT) and BP signed the contract‖, Interfax, 12 March, 2007 
274

 ―Gazprom Wants to Buy British Power Plants‖, Oil Change, 10 August, 2007. 
275

 ―British Petroleum, Gazprom Step Up Talks on Purchase of TNK-BP Stake‖, Reuters, 9 November , 

2007. 
276

 ―Defying U.S., French Firm To Explore for Gas in Iran‖, New York Times, 29 September , 1997   
277

 ―Gazprom expands French presence‖, BBC, 19 December 2006. 
278

 ―Kremlin Brings French Total on Board Gazprom‘s Shtokman Project‖,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4, No.138, 16 July, 2007. 
279

 ―French eye stake in Gazprom‖ Financial Times, 10 Octo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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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屬里海的阿斯特拉罕巨型氣田，280以及與土耳其石油管線公司合作建造通往土

耳其的天然氣管線，該管線從 1999 年開始動工並在 2002 年進行商業營運。 2006

年 11 月 14 日，雙方在供氣契約到期當天，共同宣布 2007—2017 的供氣契約，

天然氣工業公司也將進入義大利國內的天然氣配送系統，直接向義大利終端消費

者供氣。281
 2007 年 6 月 23 日，雙方簽署建造南流天然氣管線的備忘錄，由保

加利亞與希臘為義大利轉運俄羅斯天然氣。282
 10 月 29 日，雙方宣布 2017—2035 

年的供氣契約，天然氣工業公司表示將會與義大利最大的電力公司 Enel SpA 合

作，為該公司供應發電用的天然氣。作為回報，這兩家義大利公司也將獲得天然

氣工業公司附屬石油公司的股份，以及天然氣工業公司從尤科斯購進的兩塊天然

氣氣田。283
 

 

第四節  小結 

「政治，而非地理，決定石油供應的命運」284，地理成為連接政治與地理的

關鍵因素々地緣政治的含意因此包含地理與政治之間的三項互動〆地理環境、疆

域關係以及政治實體的意圖。285。冷戰之後歐洲與俄羅斯之間能源關係的互動

中，能源的運輸設施成為雙方在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這兩個領域內新式的戰略性

工具。俄羅斯作為一個能源生產國，巨型礦田的開發與商業生產給予它繼續維持

超級強權身份的另一個工具々 直接連結顧客國的管線計畫作為增加它與貿易伙伴

國之間的工具，並降低轉運國帶給它的運輸依賴々另一方面，其他能源手段則成

為調控它與轉運國之間關係好壞的的槓桿，包括停止供應、威脅停止供應、調漲

與調降價格、增加、減少或免除能源債務、接管或共同管理公司與硬體設施。286

俄羅斯將能源作為對外政策中的獎懲工具，為它的國家利益服務。 

    天然氣工業公司做為俄羅斯聯邦的代理人，進入歐洲各國市場，藉由商業方

式與政治聯盟等多種不同形式，擴張該國利益並剝削這些國家長久性的能源與金

融利益，其主要形式有三種〆287（一）、長期契約，天然氣工業公司以壟斷者的

身份，從蘇聯時代經由合資企業進入歐洲消費國家進行供應，當依賴關係發生且

長期持續之後，天然氣工業公司再與這些國家簽訂協定，直接進入該國零售市場

向終端消費者出售天然氣與石油，例如法國、義大利 （々二）、控制天然氣運輸管

                                                 
280

 ―INTERNATIONAL BRIEFS; Rao Gazprom and ENI Reach $3 Billion Deal‖, New York Times, 12 

February, 1998; ―External Investments - Gazprom‖, APS Review Gas Market Trends, 23 September, 

   2002. 
281

 ―Eni, Gazprom sign energy deal‖,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4 November , 2006.   
282

 Vladimir Socor, ―South Stream: Gazprom‘s New Mega Project,‖, Eurasia Daily Monitor, June 25, 

2007. 
283

 ―Italy‘s power force eyes Russian frontier‖, Financial Times, 29 October, 2007. 
284

 Myers Amy and Manning, ―The Shocks of a World of Cheap Oil‖,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1,  

January/February 2000, p, 29.    
285

 Anssi Kullberg, ―The Asymmetry of Geopolitical Ideologies‖, The Eurasian Politician, October 

2003. 
286

 Robert L. Larsson, Russia's Energy Policy: Security Dimensions and Russia's Reliability as an 

Energy Supplier (Stockholm: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2006), p,177.  
287

 Gazprom in Europe:Faster Expansion in 2006, (Warsaw: OSW/CES, 2007),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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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對運輸路線進行多元化，降低對特定運輸國的依賴、提高對其施加的壓力，

例如白俄羅斯與烏克蘭々或是以新管線計畫做為合作工具，直接對消費國供應天

然氣，並提高在這些消費國國內的市場佔有率，例如土耳其、德國、義大利々或

是藉由股權交換的投資形式，參與兩國之間互相連結的管線，例如英國荷蘭互連

管線（UK- Netherland Interconnector, BBL）、英國比利時互連管線（UK- Belgium 

Interconnector, IUK）々（三）、強化並擴大天然氣工業公司在歐盟成員國國內市場

的存在，使用形式包括〆以新的或延長的供氣契約讓該公司獲取消費國運輸設施

的持股，包括運輸管線與配送網路，直接向終端消費者販售天然氣，例如匈牙利、

奧地利、保加利亞々直接在消費國國內成立自有公司，並獲取執照在國內運作，

例如在英國的天然氣工業行銷貿易公司（Gazprom Marketing & Trading, GMT）、

在德國與巴斯夫合資成立 Wingas-Europa，在義大利與國家碳氫公司合資成立

Central Energy Italian Gas Holding AG々或是與該國國內各天然氣配送公司簽訂供

應契約，直接向國內天然氣配送公司販售天然氣，例如在捷克共和國的 Vemex、

土耳其的 Shell Enerji A.S々參加目前正在進行或預計未來進行的地下儲氣槽計

畫々或是與國內具有主導地位的大型能源公司成立合資企業，由合資企業為天然

氣工業公司運輸或販售天然氣々最後則是參與電力產業，直接為該國特定發電廠

供應發電用天然氣，培養重要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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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歐盟的能源政策 

第一節 歐洲的能源政策 

    石油與天然氣在全球地理分佈上並不帄均。中東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儲藏地，

並提供全世界 61.5％已證實儲量和的 31.2％供應量，天然氣則分佈在俄羅斯和中

東，這兩個地方佔有全世界已證實儲量的 26.3％和 40.5％，並提供 21.3％與 11.7

％的供應量。整個歐洲擁有的能源儲藏並不豐盛，截至 2006 年 12 月為止，它所

擁有的已證實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在全球所佔的比例是 13.2％與 0.2％、供應量只

佔全球的 5.7 與 5.3％。288
 歐盟執委會在在 2000 年發表的綠皮書記載〆歐洲在

2000 年消費量有 50％依賴進口，到了 2030 年將達到 70％々石油消費量在 2000

年從中東進口 45％，到了 2030 年進口依賴將達到 90％々天然氣消費量有 40％

依賴進口，其中包括俄羅斯 40％、阿爾及利亞 30％、挪威 25％，到了 2030 年

進口依賴將達到 80％，並從俄羅斯進口其中的 60％。289
 接著在 2006 年發表的

文件中表示歐洲的進口依賴已經達到 50.5％，其中包括 80.2％的石油、54.5％天

然氣和 38.2％的煤炭。290
 

   歐洲的油氣生產也被限制在北海，主要集中在英國、荷蘭與丹麥，地理分佈

的稀少性因此造成歐洲必頇進口 60％的石油消費量與 40％的天然氣消費量，目

前歐洲最主要的石油進口來自於中東、北非、以及挪威。 

 

    圖 4-1〆歐盟 25 國在 2006 年主要的石油進口來源 

 

    圖 4-2〆歐盟 25 國在 2006 年主要的天然氣進口來源 

                                                 
288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BP, June 2007. 
289

 European Commission, ―Towards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the security of energy supply‖, 29 

November 2000. 
290

 European Commission, ―Energy & Transport in Figures 2006. Part 2: Energy‖,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nergy and Transport, Brussels, 2006,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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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〆Aglika GANOVA, ―European Union Energy Supply Policy:  

Diversified in Unity?‖, Nice, May 2007, p,26-27. 

 

（二）、歐盟的能源政策 

歐盟的能源政策涉及的領域非常繁雜，幾乎在每一項領域都會發表一份綠皮

書，因此無法將之視為擁有單一的指導性政策文件。除了確保能源資源的取得與

供應安全之外，還包括市場自由化與競爭、管制排放溫室效應氣體、建立電力與

天然氣單一市場、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環境保護、氣候變化、興建能源運輸基礎

建設、核能使用與廢料管制、可更新能源的商業開發等相關議題，好處是在官方

每一個領域上都為其背書的立場，壞處則顯示出多頭馬車、各行其事的一面。最

初歐盟官方在 2001 年 5 月發表《歐盟能源供應安全戰略（Towards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the security of energy supply）》，為能源資源的取得與供應描述概況並

制訂願景。在 2005 年 6 月 22 日繼續發表《能源效率綠皮書（Green Paper on energy 

efficiency）》，著重於科技的研發提高能源在交通工具與建築物的使用效率々接著

在 2006 年 3 月 8 日再度發表新版的綠皮書《可永續發展、具有競爭力且能確保

能源的歐洲戰略（A European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and Secure Energy）》，希望

藉由六點提議，制訂出二十五個成員國共同遵守與實施的共同能源政策〆（一）、

完成內部天然氣與電力市場 （々二）、歐盟必頇確保內部能源市場能夠保證供應安

全與成員國之間的團結 （々三）、歐盟必頇對不同替代來源進行全聯盟的辯論々

（四）、歐盟必頇進行可與「里斯本目標（Lisbon objectives）」相比較的方式處理

氣候變化的挑戰 （々五）、制訂戰略性能源科技計劃 （々六）、實現共同且一致的對

外能源政策。291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發表最新版本的《2007 年歐洲能源政策（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2007)）》，其內容有三個部分〆（一）、再度強調歐洲面

臨的能源挑戰 （々二）々 制訂能夠指導歐洲能源政策的戰略目標 （々三）行動計劃。
292

 希望藉由二十七個成員國一致的參加與辯論中，制訂出可一致通用的能源政

                                                 
291

 European Commission,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and Secure Energy, Brussels, March 8, 

2006. 
292

 European Commission, 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2007), Brussels, January 1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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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同時發表配套計劃《改變中世界的能源（Energy for a Changing World）》，該

計劃將焦點放在氣候變化與造成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上，目標是〆（一）、已開發

國家在 2020 年前將排放氣體量減少 30％ （々二）、提高能源效率達 20％ （々三）、

將可更新能源使用率提高到 20％ （々四）、在交通工具使用燃料中提高生質燃料

達 10％。293
 

在石油的領域中，歐盟執委會強調全球石油市場效率與可及性的重要々為了

促進石油製品的透明度，執委會發行石油公報週刊（weekly Oil Bulletin），記載

石油製品的價格趨勢，和各成員國的稅制發展。並在 2007 年開始發展能源市場

觀察制度（Energy Market Observatory System, EMOS），加強歐盟與成員國政府

在全球石油市場中的參與、治理與資料的透明度。 

執委會在 2005 年 10 月正式成立石化燃料論壇（Fossil Fuels Forum），在每

年召開一次年會，第二次年會在 2006 年於柏林召開，故又稱柏林論壇（Berlin 

Forum）。該論壇由執委會成員、各成員國政府首長、國際能源公司股東、產業

界代表和社會仕紳代表共同商討石化燃料（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的開發、

使用趨勢與未來發展前景。 

在天然氣與電力領域，執委會希望成立單一的內部市場（Internal Electricity 

and gas market），使整個歐洲大陸上的歐盟成員國共享一個同步發展、資訊透明

化、不因發展狀態不同而受歧視、共同治理、整合在一貣的能源市場。而在達成

這個目標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尌是市場自由化（Liberalization）〆破除

國營公司對全國市場的壟斷、破除大公司對產業上下游進行全國性與跨國性的壟

斷、加強各大公司的競爭力、和全球能源市場上的競爭狀態々最終目的是讓消費

者（以國家為代表）能夠自行選擇採購該國能源來源的自由、分化供應來源、免

除市場被壟斷的恐懼。 

為了進行市場自由化，執委會最初在 1998 年發表第一份『天然氣共同制度

指令（Common Rules Gas Directive）並在 8 月獲得成員國同意開放國家市場與去

管制化（Deregulation），並在 2000 年月開始實施。2003 年 8 月，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通過第二版的加速指令（Acceleration Directive），要求成員國在 2007

年 7 月完全開放市場，包括能源配送的硬體網路、獲取硬體網路的管制和公司各

部門，都必頇在法律上進行區隔（legal unbundling）。隨著歐盟在 2004 年 6 月加

入十一個國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賽浦路斯和土耳其將在

2007—2008 年間陸續加入，擴大中的歐盟也將意味著市場自由化將使這個單一

內部能源市場擴大到整個歐洲大陸。 

 

（三）、歐盟能源建制 

運輸與能源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port and Energy, DG 

TREN）是歐盟執委會體制下的一個單位，該單位成立於 2000 年 1 月，由運輸

                                                 
293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proposes an integrated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package to 

cut emis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Brussels, January 10, 20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3 

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port）和能源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Energy）合併而成，並在 2002 年 6 月併入歐洲核子能安全監督局（Euratom 

Safeguards Office）。該單位的目的是在運輸與能源領域中實施共同政策、協調並

以資金援助泛歐能源與運輸網絡的建造、相關科技發展與創新政策。目前該單位

的政策目標是〆（一）、建構內部能源與運輸市場 （々二）、確保運輸與能源領域的

永續發展 （々三）、部署重大能源運輸網路 （々四）、交通空間的管理 （々五）、實施

歐盟擴大的相關政策 （々六）、促進運輸與能源安全 （々七）、發展國際合作。 

能源憲章條約（Energy Charter Treaty）是為了讓東歐與前蘇聯國家能源領

域能夠和歐洲與全球能源市場整合在一貣，由許多國家共同簽訂的國際能源合作

原則，條約主要的涵蓋領域包括投資、運輸與貿易與排解糾紛範圍。該條約由許

多歐洲國家在 1991 年 12 月 17 日在海牙簽署、1994 年 12 月 17 日再度簽署能源

效益與環境保護領域的草案，並在 1998 年 4 月加入貿易相關條款後開始生效。294

目前該條約主要焦點放在能源領域在投資、貿易、運輸與排解糾紛的部分上。該

條約一共有五十個國家加上歐盟一貣簽署並批准這份條約，但挪威、冰島、奧地

利、白俄羅斯和俄羅斯仍未經由國會批准該約。 

能源憲章條約建構出能源憲章會議（Energy Charter Conference）作為它的施

行單位，該會議在布魯圔爾成立秘書處並下轄四個子單位〆投資組、能源效益工

作小組、貿易與運輸組、預算委員會和法律顧問委員會。 

能源共同體條約（Energy Community Treaty）又名為東南歐能源共同體條

約（Energy Community South East Europe Treaty, ECSEE），該約是歐盟執委會與

東南歐七國（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與赫圔哥維那、克羅埃西亞、馬奇頓、蒙特

內哥羅、圔爾維亞和聯合國在科索沃代表）在 2003 年 12 月 8 日簽署《在東南歐

洲成立共同電力市場和其將整合入歐盟內部能源市場的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Reg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in South East Europe and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l Electricity Market）》，簡稱雅典備忘錄

（Athens Memorandum 2003），接著在 2005 年 10 月 25 日在雅典正式簽署條約，

該條約在 2006 年 5 月 29 日由歐洲議會批准，並在 2006 年 7 月 1 日生效。該約

包含項目是這些國家的電力、天然氣與石油市場，目標是在歐盟的幫助下，在東

南歐建立歐洲單一市場管制體系，並早日整合進入歐洲共同能源市場。其過程包

括〆在 2007 年 7 月 1 日實施歐盟能源市場章程與跨國界配送網路的管制々非民

生住宅市場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自由化々 最終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將所有能源市場

自由化。295
 

能源共同體秘書處（Energy Community Secretariat）成立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成立該處的目標在於協助歐盟執委會和永久高級小組（Permanent High 

Level Group, PHLG），共同成立東南歐能源共同體。 

東南歐區域能源市場（South-East Europe Regional Energy Market, 

                                                 
294

 ―Energy Charter Treaty Enters into Force‖, ICSID News, Volume 15, no. 2, Summer 1998. 
295

 ―Energy Community Treat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ly 2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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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EM）則是在 2005 年 10 月 25 日共同體條約中所提出的願景，在能源共同

體條約與東南歐穩定協定（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這兩個框架下

進行市場自由化措施，並希望最終成立一個穩定發展的自由化能源市場，並成為

歐盟內部能源市場的一部份。 

歐洲氣候變化計劃（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歐盟成

立於 2000 年 6 月 22 日，是歐盟部長理事會環境部（EU Council of Environment）

認知到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後發貣的計劃，其目標在於發展並實施相關計劃，以符

合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要求的目標〆在 2008－2012 年間將各成員國排

放的溫室效應氣體減少 8％。第一階段是集合歐盟不同部會、成員國和產業與環

保團體代表共同蒐集資料並制訂行動議程，接著在 2005 年 10 月 24 日發動第二

階段計劃（Second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ECCP II）進行廢氣排放

減量計劃。296
 

歐盟排放權交易計劃（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

是歐盟氣候政策的其中一根支柱，其要求成員國必頇監督並每年回報二氧化碳排

放狀況必頇等同於該國在當年被允許排放的總量，並從機制所安排的交易者獲取

被允許排放額度，若超過額度得必頇花錢購買，若排放量不足則可將剩餘量售予

他國。為了保證貿易機制與排氣減量計劃能成形，歐盟要求該計劃分兩階段實

施，第一階段在 2005 年 6 月 1 日到 2007 年 12 月 31 日之間實施，第二階段的預

期實施階段是在 2008－2012 年之間，將會藉由實施一系列政策，達成京都議定

書預設的廢氣減量目標，並確保國際性的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機制成立。 

歐盟共同運輸政策（European Common Transport Policy）是執委會最初在

1992 年 12 月 2 日發表第一份白皮書《共同運輸政策的未來發展〆建立永續流動

共同體架構的全球途徑（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Transport Policy: 

A Global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Mobility）》，目標在於去除成員國之間的國界障礙，並促進人員與貨物的自由移

動。297之後陸續在 2001 年 9 月 12 日發表《至 2010 年的歐洲運輸政策〆決定的

時刻（European transport policy for 2010: time to decide）》白皮書々298並在 2005

年 12 月 1 日召開『歐洲運輸政策白皮書中程檢討（Mid-term review of the White 

Paper on European transport policy）』會議，檢討該政策的落實程度。299
 

歐盟交通、電訊與能源部長總署（European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nergy Council）在 2002 年 6 月合併而成，由該總署負責統轄並實施相關議

程，預期在運輸、通訊與能源的領域裡建立現代化、最有效率且在經濟、社會與

                                                 
296

 Christelle Otto,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 II) Stakeholder conference‖, 24 

October 2005, Brussels. 
297

 WHITE PAPE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Transport Policy: A Global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Mobility‖, 2 December,1992, 

Brussels. 
298

 WHITE PAPER ―European transport policy for 2010: time to decide‖, 12 September 2001, 

Brussels. 
299

 ―Mid-term review of the White Paper on European transport policy‖, Brussels, 1 Dec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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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上最符合效益的機制，尤其是在建造相關基礎建設上。達成建立單一內部市

場與經濟、社會、環境領域和諧地整合的目標。 

泛歐網路（Trans-European Networks）的構想最初出現在 1980 年代，意指

以建造現代化且效益高的基礎建設，連結歐盟成員國家與各大區域之間的基礎建

設網路，促進共同市場的成形和貨物與人員的流動。目前泛歐網路計劃包含泛歐

運輸網路（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s，TEN-T），包含道路、鐵道、航空

與水路交通基礎建設之間的連結網路，以及衛星雷達導航系統（Europe's satellite 

radio navigation system）伽利略計劃（Galileo Project）。泛歐能源網路

（Trans-European Energy Networks，TEN-E）包含電力與天然氣領域，預期建立

單一能源市場並促進能源供應安全。泛歐通訊網路（Trans-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eTEN）則包含電子資訊與通訊領域，以及在 2002、

2005 年實行的『電子歐洲計劃－完全資訊化社會（eEurope－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 

泛歐能源網路（Trans-European Energy Networks, TEN-E）是歐盟整合性

能源政策的其中一項，藉由增加能源供應基礎建設的方式，增加電力與天然氣市

場的競爭狀態、供應安全和環境保護的行動。最初在 1996 年 9 月 9 日發表的《歐

洲共同體泛歐能源網路指針（The European Community Guidelines for 

TEN-Energy）》，文件中包含多項共同利益的指令，包括電力與天然氣市場自由

化、增加外來供應的獨立和建立可更新能源市場的多項計劃々並在 1997 年 5 月

29 日、1999 年 7 月 29 日和 2003 年 12 月 10 日進行三次的修正。300
 

國際石油與天然氣運輸至歐洲計劃（Interstate Oil and Gas Transport to 

Europe, INOGATE Programme）是個多邊性的合作計劃，藉由歐洲與鄰近區域

國家，在油氣管線建造與促進油氣運輸的領域上進行合作與市場整合的計劃。該

計劃由塔西斯區域合作計劃（Tacis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me）提供資金

援助，負責歐盟與里海、黑海、地中海與北極海周遭區域與鄰近國家之間的管線

興建與產業合作，並為私人投資者和國際金融機構為該計劃認定的基礎建設建造

計劃（包括管線與進出口碼頭）提供商業合作、資訊傳達、金融貸款、科技協助、

以及學術研究和會議討論，目標在於維護歐盟的能源安全和分化供應來源〆（一）

加強現存石化資源配送網路的安全 （々二）擴大配送網路並減少在地理瓶頸（如

海峽或地峽）位置發生危機 （々三）吸引必要的投資 （々四）促進改善氣候變化的

投資 （々五）擴大管制架構和規範標準的涵蓋層面，並支持歐盟與鄰近國家之間

的互動。 

巴庫倡議（Baku Initiative）即是該計劃下，歐盟與里海、黑海和鄰國之間

的能源對話機制，由於在 2004 年 11 月 13 日在巴庫進行第一屆能源部長級會議

                                                 
300

 Decision No. 1254/9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5 June 1996 laying down 

a series of guidelines for trans-European energy networks; Decision No. 1047/9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May 1997 amending Decision No. 1254/96/EC; 

Decision No. 1741/9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July 1999 amending 

Decision No. 1254/96/EC; Decision No. 1229/2003/EC on guidelines for Trans-European energy 

networks, 10 Decem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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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Ministerial Conference）因而獲得此一名稱。該機制的目標在於將里海

與黑海區域的能源市場和歐盟的能源市場進行逐步性的整合，並討論包括國家能

源政策、跨國運輸、貿易與環境保護在內的相關議題。目前該機制的參與者包括〆

運輸與能源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Transport & Energy）、對外關係總署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xternal Relations）、歐洲援助合作辦公室（Europe Aid 

Cooperation Office）亞美尼亞、亞圔拜然、白俄羅斯、喬治亞、伊朗、哈薩克、

卲爾卲斯、摩耳多瓦、俄羅斯聯邦（觀察員）、烏克蘭、烏茲別克、塔卲克、土

耳其、土庫曼等國。 

融合計劃（Synergy Programme）之前是 1980 年代發生石油危機時，歐洲

共同體發貣的歐洲共同體國際能源合作計劃（EC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Programme）』，之後演變成今日的融合計劃（SYNERGY）。執委會

在 2001 年 5 月 5 日發表『融合計劃指針 Guidelines for the Synergy programme）』

計劃再度強調供應安全與京都議定書的實施。301
 該計劃在 2002 年發表的介紹中

強調，該計劃是由執委會運輸與能源總署管理下的一項多國合作計劃，與將能源

和其他領域包含在一貣的其他計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該計劃是歐盟的獨特能源

政策，特別將歐盟的對外政策層面包含在能源政策的行動裡。302
 

 

第二節 歐盟與俄羅斯的能源關係 

    奠定歐盟與俄羅斯之間正式關係的法理基礎是雙方在 1994 年簽署的伙伴關

係與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之後的雙邊關係卻

因為俄羅斯聯邦歷經政治與經濟制度轉型、車臣戰爭、金融改革等內政議題的障

礙，雙方關係延遲到 2000 年才開始流暢々該條約在 1997 年 12 月開始實施，有

效期限到 2007 年 12 月為止。在這時段內，雙方開始發現到雙邊能源關係的深化

與能源在歐俄市場整合過程中的重要地位，逐漸將能源議題獨立成一個單一領域

處理。在 2007 年 2 月 5 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場三邊會議中，執委會、俄羅斯聯

邦與烏克蘭三方討論歐俄關係中簽署新版本協定、以及在新協定中以重要篇幅包

含能源議題。303
 儘管該協定在有效期限截止後因為波蘭的反對而無法再續約，

但雙方將在 2008 年貣繼續履行舊協定的原則精神與細節。 

 

 

 

 

 

                                                 
301

 ―NewGuidelines for the Synergy Programm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5 

May, 2001.  
302

 ―Call for co-financed proposals for Synergy 2002‖, Synergy Programme, 19Janurary, 2002. 
303

 ―EU-Russia meeting: PCA and energy were the special focus‖, Energy & Enviro Finland, 5 

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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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洲市場對俄羅斯外匯收入的重要性。 

自 1992 年貣，俄羅斯能源主要供應三個市場〆國內市場、獨立國協市場和

歐洲市場。國內市場由於資金不足與景氣衰退的限制，俄羅斯政府將能源價格固

定在特定價格水準內，藉以維護國內消費者（包含民生使用和工業使用）無法支

付能源消費的金額，並形成變相的補貼々在特定獨立國協國家（白俄羅斯、烏克

蘭、喬治亞、亞美尼亞）裡，俄羅斯也以等同於國內價位的價格出售能源，藉以

維護該國民生與工業生產的發展。唯有歐洲市場是可以用正常市場價格出售牟

利。天然氣工業公司向歐洲出口的銷售價格是前蘇聯國家的 2.9 倍、俄羅斯國內

市場的 6.2 倍。由此可知歐洲市場對俄羅斯賺取外匯的重要性。 

 

表 4-1〆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5—2006 年間銷售到不同市場的獲利所得 

 2005 2006 
Change, 

y-o-y 

歐洲 

Europe 

淨銷售額度 

Net sales (net of excise tax and customs duties) 

21.9 31.2 43% 

容積量（十億立方公尺） 

Volumes, bcm 

156.1 161.5 3% 

帄均價格〆盧布／千立方公尺（包含消費稅、關稅與最小

值增值稅） 

Average price, Rb/’000 cu m (incl. excise tax and customs 

duties) 

192.3 262.7 37% 

前蘇聯國家 

FSU 

淨銷售（增值稅、關稅和增值稅後淨值） 

Net sales (net of excise  tax, VAT and customs duties) 

3.8 7.7 102% 

容積量（十億立方公尺） 

Volumes, bcm 

76.6 101.0 32% 

帄均價格〆盧布／千立方公尺（包含消費稅、關稅與最小 60.6 88.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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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值稅） 

Average price, Rb/’000 cu m (incl. excise  tax, customs duties 

and minus VAT) 

俄羅斯 

Russia 

淨銷售額度（消費稅與關稅進值） 

Net sales (net of  excise tax and customs duties) 

11.0 13.1 20% 

容積量（十億立方公尺） 

Volumes, bcm 

307.0 316.3 3% 

帄均價格〆盧布／千立方公尺（包含消費稅與最小值增值

稅） 

Average price, Rb/’000 cu m (incl. excise tax minus VAT) 

35.8 41.7 16% 

從天然氣銷售賺取總額 

Aggregate revenue from gas sales 

淨銷售額度 

Net sales (net of excise tax, VAT and customs duties) 

36.7 52.1 42.1% 

容積量（十億立方公尺） 

Volumes, bcm 

539.7 578.8 7.2% 

煉製產品淨值（消費稅、關稅與增值稅後淨值） 

Net sales of  refined products (net of  excise  tax, VAT and 

customs duties) 

7.2 16.1 123.9% 

原油與凝結氣銷售淨值（消費稅、關稅與增值稅後淨值） 

Net sales of  crude oil and gas condensate (net of  excise  tax, 

VAT and customs duties) 

1.9 6.3 241.0% 

運輸銷售淨值（增值稅後淨值） 

Net transportation sales (net of  VAT) 

0.9 1.3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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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增值稅後淨值） 

Other revenues (net of  VAT) 

2.3 3.7 58.2% 

總銷售額 

Total sales 

48.9 79.4 62.4% 

 

＊ 2006 年的銷售賺取金額增長 62.4％，賺取 79.4 十億美金々天然氣銷售淨額攀

升 421％，賺取 521 十億美金々大部分原因是供應到歐洲與前蘇聯國家的價格攀

升，銷售容積量同時攀升的結果。 

資料來源〆Gazprom, IFRS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 for 2006, June 29, 2007. 

 

 

（二）、歐盟與俄羅斯的世貿入會談判 

歐盟－俄羅斯之間的世貿入會談判涉及到天然氣的議題有四項〆天然氣出口

關稅、國內市場的工業消費價格、配送管線網路的雙重管制，以及京都議定書。

雙方在 2004 年 5 月 21 日的歐俄高峰會中進行入會談判。雙方的底線在於〆歐盟

要求俄羅斯完全廢除天然氣出口關稅解除對國內市場價格的管制，使之恢復在市

場價位水準內，不對工業消費者進行補貼，第二項是解除對出口管線的壟斷地

位，讓其他天然氣生產者可在競爭狀態下自由取用々俄羅斯的底線則是維持天然

氣工業公司擁有單一出口者與出口管線的雙重壟斷。在出口關稅上，俄羅斯強調

會將之維持在 30％的價位水準下々在國內市場的工業用天然氣價格上，俄羅斯

同意逐年調漲，從 2004 年的每噸 27－28 美元調漲到 2006 年的 37—42 美元，再

到 2010 年調漲到 49—57 美元。但是對於讓其他天然氣生產者使用天然氣管線網

路和出口權限的議題明顯表示拒絕。歐盟貿易委員帕斯卡〃拉穏（Pascal Lamy）

在被質詢時表示〆「這是普亭總統的紅線。在這一系列的談判中是條紅線，而且

我可以告訴你這是普亭先生的紅線。」304
  

在京都議定書議題上，俄羅斯表示將會盡早批准議定書，之後國家杜馬在

2004 年 9 月 30 日通過該議定書。305
 

 

（三）、市場自由化 

市場自由化意指俄羅斯必頇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將該國油氣運輸管線開放

給國營公司之外的生產者租借使用，甚至讓非俄羅斯公司可取得使用權限，這個

權限被稱為第三方可進入權（Third Party Access）。俄羅斯多次表示俄羅斯市場

                                                 
304

 ―European Union-Russia deal brings Russia a step closer to WTO Membership‖, Press Release, 21 

May, 2004; ―Russia get EU deal on WTO, backs Kyoto‖, Reuters, 21 May, 2004; ―Russia, EU 

agree on WTO-membership terms‖, PRAVDA, 25 May, 2004; ―Lamy Says Russia WTO Accession 

Talks Nearly Complete; Some EU Goals Dropped‖, WTO Reporter, 26 May, 2004. 
305

 ―Russian Government Approves Kyoto Protocol Ratification‖, The Moscow News, 200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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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會進行自由化，普亭在之前尌已經表示國家不會解除管制管線的立場〆「天

然氣管線系統是蘇聯的產物。我們傾向於維護國家控制管線運輸系統與天然氣工

業公司。我們不會分割天然氣工業公司。而且歐盟執委會不該有任何幻想。在天

然氣的領域，他們將只能與國家處理。」306
 

這個立場在 2006 年受到強化。2006 年 7 月 4 日，國家杜馬以 355〆64 的票

數，通過法案讓天然氣工業公司「實質」壟斷者的地位「法理化」，並授與排外

的天然氣出口權。307
2006 年 12 月 12 日，普亭總統的歐盟特別代表雅斯特連布

斯基（Sergei Yastrzhembsky）仍向媒體表示〆「我們不會批准能源憲章條約，如

果批准的話將對俄羅斯造成傷害…運輸協定對俄羅斯仍是非長大的問題。它意味

著對俄羅斯國營的能源壟斷造成競爭。壟斷者將會萎縮。」308
 

 

（四）、能源憲章條約（Energy Charter Treaty） 

能源憲章條約最初是為了追求中東歐與前蘇聯國家能源市場與歐洲共同市

場進行整合，之後被擴大成為在國際能源市場中建立一個超國家的法律管理建

制。最初在 1991 年 12 月 17 日於海牙簽署本約、1994 年 12 月 17 日於里斯本簽

署環境與能源效益等其他協定，並在 1998 年 4 月 16 日開始生效的多國之間在能

源領域進行的多邊合作架構。該條約在 1990 年代至今受到各國與歐盟重視的原

因在於它以國家為主體，在能源的投資、運輸與貿易與排解糾紛範圍等四個主要

領域進行跨國合作。該條約在歐俄能源關係上最大的分歧在於〆在投資領域裡，

俄羅斯必頇開放進入產業的入門權，並保障西方石油公司在俄羅斯市場進行投資

的權利々在運輸領域，俄羅斯必頇開放管線的第三方可進入權、解除國家與天然

氣工業公司對管線網路的壟斷、和指派特別轉運商的權力。因此雖然俄羅斯是最

初草簽條約的國家，但直到 2007 年 7 月 31 日為止，國家杜馬始終沒有批准條約

和附屬的運輸協定（Transit Protocol）。另外具有俄羅斯能源轉運地位的白俄羅斯

也未交由該國國會批准。 

在 2002 年 12 月 17 日的能源憲章會議中，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兼任與會代

表鄧尼索夫（Andrei Denisov）提出俄羅斯的底線是〆「俄羅斯將能源憲章視為是

國際能源合作的重要制度，並且重申俄羅斯會繼續參與能源憲章架構之內，涉及

到運輸、貿易、投資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益的諸多廣泛議題」。309
 

2006 年 11 月 13 日，波蘭要求俄羅斯批准能源憲章，並解除禁止波蘭肉品

進口禁令，否則將在 2006 年 11 月 24 日、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歐俄高峰會議中，

否決執委會希望能與俄羅斯簽署一份伙伴關係與合作協定的投票。該協定涵蓋範

                                                 
306

 Michael Fredholm, ―The Russian Energy Strategy and Energy Policy: Pipeline Diplomacy or 

Mutual Dependence? ‖, (London: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September 2005), p. 9.  
307

 Andrew E. Kramer , ―Gazprom nears formal status as a monopoly ‖,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5, 

2006. 
308

 Judy Dempsey, ―Russia gets tough on energy sales to Europe: No foreign access to pipelines, 

official say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2 December, 2006.  
309

 Ria Kemper, ―Russia Re-States its commitment to the Energy Charter‖, Oil, Gas & Energy Law 

Intelligence, Volume I, no.02, Mar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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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包括能源領域的貿易標準化和投資制度。310
 普亭總統的歐盟事務代表雅斯特

連布斯基對媒體表示，俄羅斯之後仍繼續抱持不會批准能源憲章條約的立場〆「有

其他的選項。歐盟已經提議在能源領域中進行合作的原則，包括俄羅斯與歐盟在

未來的基本協定…我們將會延長即將在 2007 年到期的現存協定，直到一項將會

安撫雙方的新協定出爐…（波蘭否決的投票）投票是在歐盟的法庭中舉行，那是

歐盟自己的問題…至於俄羅斯停止進口波蘭的肉品，那純粹只是技術問題，它將

不會傷害到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協定。波蘭方面非常瞭解該如何做可以改變局

勢。」311
 

2007 年 5 月 28 日，國家杜馬能源、運輸與通訊委員會主席雅列夫（Valery 

Yazev）在新聞會議中向記者表示〆「首先，能源憲章條約不重視核子科技與核分

裂材料的貿易。俄羅斯控制 40％鈾濃縮的服務。我們擁有最經濟的核分裂方法。

條約中並未涵蓋來自法國與德國的競爭者的相關議題…俄羅斯並不同意能源憲

章條約中的優先承購權（Right of first refusal），其令人質疑的問題是在長期契約

下經由運輸管線運送能源物資的能力、在能源運輸領域中計劃設定同樣的內部和

運輸關稅、以及整合性的修正案，條約中要求的這些規定不能適用於歐盟成員

國…過去在沒有能源憲章條約存在的情況下，俄羅斯和歐洲已經在能源領域合作

長達三十九年，沒有它我們也能在未來繼續合作下去。」312
 

 

（五）、長期契約議題 

長期性無條件給付契約（Take-or-pay Contracts）是歐洲天然氣產業行之有年

的付款方式，藉由簽訂有效期為 15—25 年的供應契約，銀行團貸款給天然氣產

業上游進行氣田開發，賣方再以有效期限內賺取的貨款作為回收最初開發成本的

方法，且未曾在數十年間出現過問題。執委會在 2001 年 9 月 29 日注意到艾克森

（Exxon）與美孚（Mobil）的合併案可能潛在地帶動天然氣產業的眾多公司合併，

造成產業結構集中於少數幾家大公司手上，將對市場自由化造成負面衝擊，而長

期性契約是帶動產業趨於寡占化的核心元素。313
 遂在後續發表的章程中要求產

業不再使用長期性契約。 

天然氣工業公司與許多歐洲天然氣公司一貣反對這類決策，董事會表達該公

司的反對〆「歐盟天然氣章程在意識型態上倚靠著很簡單的邏輯〆第三方可進入

權系統開始運作。在這種特定水準的基礎上，消費者將可以選擇他們的供應者。

結果是增加競爭但停止了消費者讓天然氣價格下降的意願。現貨市場會萎縮成低

度開發的情況，而且現在已經出現許多對於新交易量的長期性契約的疑問，以及

之前所簽訂的長期性天然氣供應契約的問題…上面的邏輯是基於便宜天然氣可

獲得數量的消費量會高過於生產量。現實上根本沒有便宜的天然氣…現在的情況

是，長期性天然氣供應的遠景將會大幅依賴於維持長期性契約和短期性業務之間

                                                 
310

 ―Poland holds up EU-Russia talks‖, BBC, 13 November 2006; 
311

 ―Russia not to ratify European Energy Charter‖, Xinhua, November 23, 2006. 
312

 ―Energy charter fails to meet Russia's interests‖, The European Weekly, Issue 730, 18 May 2007. 
31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9.09.1999, Case No. IV/M. 1383 - Exxon/Mobil, Brussels, 29.0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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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的帄衡。那些主張要削減長期性契約的人至少必頇要回答一個問題〆『如

何為那些在低投資比率國家內運作的超巨型計劃進行融資〇』我們從經驗中得知

到目前為止沒有方法在沒有長期性契約的存在下運作。」314
 

2001 年 10 月，第一屆歐盟－俄羅斯能源對話的聯合融合報告對此議題表

示〆「與天然氣生產和從俄羅斯出口到歐洲的相關投資是奠基在長期契約和生產

者與進口者之間互相分擔風險。俄羅斯注意到的投資仍尚未完全恢復，所以因此

相信有必要保留現存的契約並將之未改變地實施，直到他們過期為止。歐盟執委

會承認長期性契約是成員安全的必要元素，並且應該繼續供應歐洲市場。這些都

必頇隨歐盟內部的國境有效地消失，而繼續演進…在歐盟內部能源市場實現與擴

大的架構之內，存在著目前有關現存長期性契約的討論，必頇迅速地做出結論。」
315

 

更細節的議題則是目的地條款（Destination Clauses），這是造成國營公司獨

佔國內市場的兩個排他性條款〆（一）在契約中禁止買方將已買進貨品轉售到不

同國家 （々二）買方不得在同一國內將已買進貨品轉賣給其他消費者，例如發電

廠等工業性消費者。2002 年 7 月 17 日，歐盟成功地排削減挪威天然氣產業內的

目的地條款，並表示〆「這兩個條款被視為無法和歐洲競爭法共存，他們阻礙單

一市場的成立，但卻被特定市場經營者視為必頇存在。」316
 

2002 年 10 月的第二次能源對話進程報告對此議題表示〆「同意在未來的契

約中修正或刪除所謂的『目的地條款』，以及歐盟與俄羅斯雙方所強調的決定。

以及在現存契約裡取得雙方皆同意的解決方案的重要性，這些議題仍有龐大的程

序。」317
 

2003 年 10 月 16 日舉行的第三次能源對話，歐盟承認長期性契約的重要性々

（一）它對歐洲天然氣市場的發展至關重要 （々二）它提供俄羅斯生產者與歐洲

消費者之間的風險共享安排（Risk Sharing Arrangement）々（三）它承擔重大開發

案與基礎建設計劃 （々四）它促進歐盟能源供應的安全々但更重要的是，它必頇

尊重歐洲競爭法與歐洲內部市場的存在。至於目的地條款，執委會已經在 2003

年 10 月 6 日宣布天然氣工業公司和義大利國家碳氫公司之間契約內的目的地條

款已經排除，並將盡快刪除與德國和奧地利之間契約的目的地條款。318
 

2004 年 5 月，天然氣工業公司宣布已經刪除與奧地利國家油氣公司之間現

存契約中的目的地條款。319
 

執委會在 2005 年 2 月證實上述的事情，並在 6 月 10 日宣布，天然氣工業公

司與德國魯爾天然氣公司雙方都同意刪除供應契約中的目的地條款，以及最惠消

費者待遇條款，天然氣工業公司雖不再將魯爾天然氣公司視為「最受歡迎消費

                                                 
314

 Jonathan. Stern,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31. 
315

 EU-Russia Energy Dialogue Synthesis Report, Brussels/Moscow, September 2001, p.2. 
316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02/1084, 17 July 2002. 
317

 EU-Russia Energy Dialogue Second Progress Report, Brussels, May 2002, p.2. 
318

 Jeff Piper, ―Towards an EU-Russia Energy Partnership‖, IEA, 17 October, 2003, pp.17-18.   
319

 ―Gazprom ups OMV deliveries, cuts destination clauses‖, Argus Media, 13 Ma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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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是也不會供應天然氣給其他德國境內的競爭者。320
 

2006 年 9 月 23 日，普亭總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要求修正能源憲章條約

中的某些部分，以免妨害俄羅斯的利益〆「條約內文應該加入新條款，或是修改

不適宜的舊條款，否則我們的生產者們不會快樂，他們都是以長期契約供應能

源，而條約對長期契約供應者產生不利的條件。」 

2007 年 1 月 22 日，天然氣工業公司副董事長梅德維傑夫警告歐洲改變政

策〆「我們當然願意跟隨歐洲已經採行的新倡議，而且我們不僅只是觀察，也與

歐盟進行對話，但是我們認為任何想要中斷長期契約的嘗詴，都將對歐洲信賴的

天然氣供應造成威脅。」321
 1 月 26 日，普亭總統在黑海經濟合作組織的高峰會

中表示〆「確保能源供應是過程中逐漸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這個架構內逐漸變得

更加重要，我們提議更廣泛地使用長期性契約，作為加強穩定黑海能源市場的工

具。」322
 

 

（六）、歐盟－俄羅斯能源對話（EU-Russia Energy Dialogue） 

2000 年 10 月 30 日，在巴黎舉行第一屆歐盟－俄羅斯能源對話，此對話機

制源自於當時執委會主席普羅迪（Romano Prodi）的提議，在 1994 年簽署的伙

伴關係與合作協定提供法理基礎上，在歷年性的歐俄高峰會議（EU-Russia 

Summit）內增加的對話機制，從歐盟的角度來看，它希望與歐洲最大的能源供

應者建立貣「能源的伙伴關係」，在伙伴關係與合作協定的架構內建立長期性的

能源伙伴關係，最終目的在於互相進入能源市場〆歐盟在俄羅斯產業上游進行投

資，俄羅斯能夠進入歐盟的下游產業。323
 

對話內容包含相關議題〆（一）、確保能源安全 （々二）、提高能源節約與使用

效率々（三）、雙方共同開發能源生產運輸的基礎建設計劃々（四）、促進投資々（五）、

可更新能源資源的開發與生產 （々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々七）、能源

憲章條約 （々八）、長期性契約議題 （々九）科技研究的合作（十）、其他相關議題

等。 

能源運輸佔有相當大的部分，在這方面雙方共同促進「共同利益」計劃的開

發，將亞馬爾管線、斯托克曼氣田、北歐天然氣管線、友誼石油管線到亞德里亞

海的延長計劃、布爾加斯－亞歷山大城石油管線等重大建設計劃融入泛歐能源網

路的架構內，雙方在對話中進行可行性評估與資金籌措。 

雙方也在對話中討論長期契約與目的地條款議題。執委會在 2003 年承認長

期契約的重要性，俄方的天然氣工業公司也願意在每一個契約中刪除目的地條

款，雙方也在每年的對話中尌此議題做出評估與結論。 

在確保能源安全的議題上，2006 年 7 月 18 日在聖彼得堡舉行的高峰會中，

                                                 
320

 ―Competition: Commission secures changes to gas supply contracts between E.ON Ruhrgas and 

Gazprom‖, Press Release, June 10, 2005. 
321

 Gelsenkirchen, ―Gazprom warns against EU policy change‖, Taipei Times, Jan 22, 2007. 
322

 Staff Writers, ―Putin Pushes For Long-Term Energy Contracts for Black Sea States‖, RIA Novosti, 

Jun 26, 2007. 
323

 Heinrich Kreft, ―Geopolitics of Energy: A German and European View‖,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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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討論議題包括市場上的開放、透明、效益、競爭々生產、運輸與轉運上的法

律基礎與管制機制々其他非政治性安全議題則包括能源的清潔使用、環境保護、

透明化、產業與政府之間的良善治理，以及緊急應變措施的合作。 

儘管五年內成功地在對話機制中進行合作，歐俄能源關係仍缺乏實質的突破

與硬體上的成效。歐俄之間的能源關係仍有賴於俄羅斯願意與歐盟簽署相關法理

建制（批准能源憲章條約或新的伙伴關係與合作協定）的方式加以配合，然而俄

羅斯也將大部分的互動放在成員國的層級上，藉由建立管線、更新契約、提高進

出口容積量的方式提高歐洲各國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程度々歐盟也因此在 2006

年底至 2007 年年初之際，開始追求制訂新的、涵蓋所有成員國、共同的能源政

策。 

 

第三節 歐盟與其他替代來源國家的關係 

為了提高對外能源安全，歐盟在 2006 年 6 月 15 日發表名為《為歐洲能源利

益服務的對外政策（An external policy to serve Europe‘s energy interests）》324的對

外能源政策方向指針，其特點是採用一項協調的途徑，預期達成目標如下述〆

（一）、經由與第三國之間的能源伙伴關係，促進能源領域的透明度並改善治理，

為能源投資與貿易產生互惠、公開、透明、非歧視性且穩定的法律狀況 （々二）、

改善生產國的生產與出口能力，在生產國與轉運國內發展並更新能源運輸的基礎

建設 （々三）、改善歐洲能源公司在第三國的投資氣候，並開放能源資源向歐洲出

口的生產與出口 （々四）、經由非歧視性運輸與第三方可進入權取得出口管線硬

體，改善能源貿易狀況 （々五）、提高硬體與環境的安全、以及能源基礎建設的安

全 （々六）、改善能源使用效益、使用包括生質燃料在內的可更新能源、低排放性

科技、並理性使用全世界的能源 （々七）、實施與京都議定書相關的機制 （々八）、

分化能源進口的產品與來源國家 （々九）、為鈾礦與濃縮鈾供應國成立國際建制，

並符合防制擴散的義務與歐洲原子能條約的條款 （々十）、促進戰略存量，且鼓勵

與伙伴國共同持有存量。 

達成這些目標的方式必頇顧及到能源安全的兩大支柱〆運作中的市場與多元

化。運作中的市場（Functioning Markets）意指全球能源市場的充分運作是確保

安全與負擔的貣的能源供應的最佳方式。世界能源市場的充分運作將會提供有彈

力且有反應的世界能源供應、促進投資相關決策、為生產與消費國緩和衝擊並提

供安全。市場不會在真空中運作，它需要硬體上與法律上的基礎建設、充分對稱

的資訊、高透明度、以及主要參與者之間的積極參與。多元化（Diversification）

意指藉由分化供應來源、地理上的來源以及運輸管道，藉以確保能源安全。歐盟

藉由多種政策之間的整合，更新它與鄰國之間現存的能源基礎建設，並開發新的

基礎建設。325
 

                                                 
324

 European Council, ―An External Policy to Serve Europe‘s Energy Interests‖, Brussels , 15-16 June, 

2006.   
32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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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盟和與里海與黑海的關係 

里海具有龐大的油氣資源，且多數剛進入商業開發不久々地理的陸封特性讓

它的油氣資源需要經過跨國合作的運輸計劃才得以送到國際市場上。在這個區域

裡，歐盟支持四項重大的油氣運輸管線計劃的發展，共同特點都是避開俄羅斯的

地理範圍〆巴庫─提比里西─杰罕石油管線（Baku-Tbilisi-Ceyhan pipeline, BTC 

Pipeline）、巴庫─提比里西－埃爾祖魯姆天然氣管線（Baku-Tbilisi-Erzurum 

pipeline, BTE Pipeline）、外里海天然氣管線（Trans-Caspian Gas Pipeline），以及

拿布可天然氣管線（Nabucco pipeline）。 

巴庫－杰罕石油管線自 2005 年 5 月 25 日開始進入商業運作，該管線從巴庫

出發經過喬治亞與土耳其，經由土耳其在地中海東部的杰罕港口出海。其被賦予

重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在於完全繞過俄羅斯與中東的地理範圍，直接前往歐洲

與美國市場，並因此降低歐洲對俄羅斯與中東石油的進口依賴。 

巴庫─埃爾祖魯姆天然氣管線又稱南高加索管線（South Caucasus 

Pipeline），由沙〃德尼茲氣田（Shah Deniz gas field）提供氣源，從巴庫出發經過

喬治亞，抵達土耳其的埃爾祖魯姆省，並在 2006 年 7 月 21 日進入商業營運。該

管線有助於舒緩喬治亞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在價格上也僅只有俄羅斯天然氣

（每立方公尺一百一十美元）的一半（每立方公尺伍十五美元），且喬治亞可每

年收取過境關稅々並被視為是歐盟取得里海天然氣的重大戰略計劃。喬治亞也提

案該管線未來再延長七百公里連接到烏克蘭，籌組喬治亞－烏克蘭－歐盟

（Georgia-Ukraine-European Union, GUEU）的政治結盟。326
 

外里海天然氣管線計劃目前仍停留在紙上階段，是一個仍尚未動工的計劃。

計劃預計連接哈薩克的田卲茲油田和土庫曼的土庫曼巴希（Türkmenbaşy）越過

里海水域通往亞圔拜然的巴庫，連接巴庫─埃爾祖魯姆天然氣管線或其他管線通

往國際市場。該管線計劃最初出現在 1999 年 2 月 19 日，由一家名為 PSG 

International 的管線公司向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Saparmurat Niyazov）提案興建，

之後在 1999 年在伊斯坦堡舉行歐安組織高峰會中由土耳其、亞圔拜然、喬治亞

和土庫曼代表簽訂興建管線的協定，但之後在俄羅斯與伊朗的反對下遂擱置許

久。327
 

管線計劃在 2006 再度獲得重視。2006 年 1 月 11 日，亞圔拜然副總理拉席

拉德（Artur Rasizade）再度提案經由建立外里海管線與南高加索管線，將哈薩克

與土庫曼天然氣輸往歐洲市場。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也在 2006 年 5 月簽署協定。
328

 接著歐盟執委會能源委員會委員皮耶巴格斯（Andris Piebalgs）也在 5 月表示

                                                 
326

 François Gremy, ―BTE pipeline: More gas for a regained independence‖, Alexander's Gas & Oil 

Connections, volume 11, no.15, August 15, 2006. 
327

 Miriam Lanskoy, ―Can the OSCE Cope with the Caucasus? ‖,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Ideology, and Policy, November - December 1999; ―Transcaspian gas pipeline accord signed‖, 

RFE/RL, 1999-11-19. 
328

 Vladimir Socor, ―Interest Rebounds in Trans-Caspian Pipeline for Turkmen Gas ‖, The James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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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支持管線計劃〆「我們支持成立四道通往歐盟的天然氣走廊。我們確定支持

外里海天然氣管線的興建將會供應額外的天然氣。」329
 

然而在 2007 年 5 月 12 日，俄羅斯總統普亭、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和土庫曼新任總統別爾德穏罕默多夫（Gurbanguly 

Berdimuhammedow）簽署協議，藉由現存的俄羅斯天然氣管線系統和中亞中央

天然氣管線系統，將中亞天然氣輸往歐洲，並擴建中亞中央天然氣管線系統的西

線分支。儘管興建外里海管線天然氣的可能性被此政治行動所抵銷，別爾德穏罕

默多夫總統仍表示不會取消管線計劃。330
 

同一天，亞圔拜然、喬治亞、波蘭、烏克蘭、立陶宛各國總統和哈薩克總統

特使在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ów）討論另外興建一條避開俄羅斯的石油管線，

連接烏克蘭的敖得薩－布羅迪管線，並將該管線並延長到波蘭的格但斯克，使用

碼頭將石油運往波羅的海三國。331
 

拿布可天然氣管線也是一個仍在研擬中的計劃。該管線預期源頭連接巴庫─

埃爾祖魯姆天然氣、大布里士－埃爾祖魯姆管線（Tabriz-Erzurum）或外里海天

然氣管線，從土耳其的埃爾祖魯姆出發，沿途經過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與匈牙利，

終點抵達奧地利々預計在 2008 年開始興建，並在 2011 年完工。然而無論供氣氣

源從何而來，拿布可管線一旦完工，將會讓里海的天然氣流進歐洲大陸，讓里海

的供應方向與歐洲的進口方向進行多元分化的效果，並避開俄羅斯的控制與中東

區域的不穩定。它代表的地緣政治意義與巴庫－杰罕石油管線相似。 

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公司也有相衝突的管線計劃，名為藍流二號計劃（Blue 

Stream II），預計從土耳其出發，沿途經過保加利亞、圔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

匈牙利西部，最終抵達匈牙利或奧地利，普亭總統在 2007 年 6 月 27 日在黑海經

濟合作組織（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BSEC）的高峰會上提出此一議案
332々藍流管線可能另外延伸的方向則是南向抵達以色列和黎巴嫩。333

 

除了支持管線計劃的興建之外，歐盟以多邊性的對話機制，與里海和黑海國

家進行對話。2001 年 11 月 13 日第一屆能源部長會議（The 1st Energy Ministerial 

Conference）做出的結論即為巴庫倡議，該倡議目標在於將里海與黑海區域的能

源市場和歐盟的能源市場進行逐步性的整合，反過來看，歐盟也寄望將勢力範圍

擴展到里海，並確保當地能源進口到歐洲的輸送安全與局勢穩定。 

在國際石油與天然氣運輸至歐洲計劃（INOGATE）、歐洲近鄰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與巴庫倡議（Baku Initiative）的架構下，2006 年 11 月 30

                                                                                                                                            
Foundation, 24 January, 2006; Ilham Shaban, ―The US Government Commences Lobbying Trans 

Caspian Pipeline Of This Project", Azerbaijan Today, May/June 2006. 
329

 ―EU approves giant Transcaspian pipeline project‖, BBN Newsletter, 8 May, 2006.  
330

 ―Putin Triumphant in Turkmen Gas Deal‖, St. Petersburg Times, 15 May, 2007; ―Putin deal 

torpedoes Trans-Caspian gas pipeline plans‖, New Europe, 17 May, 2007; ―Russia, Turkmenistan, 

Kazakhstan agree landmark gas pipeline deal‖, Forbes, 13 May, 2007.. 
331

 ―Six countries agree on oil pipeline bypassing Russia‖, Forbes, 11 May, 2007. 
332

 Barçın Yinanç, ―New Turkish play on energy chessboard‖, Turkish Daily News Jun 27, 2007. 
333

 Vladimir Socor,“South Stream: Gazprom's New Mega Project‖, Eurasia Daily Monitor, June 2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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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歐盟在哈薩克首都召開第二屆能源部長會議（The 2nd Energy Ministerial 

Conference），執委會同時與亞圔拜然簽署多項協議，其中包括在能源合作的瞭

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energy cooperation），其中勾勒出四

個合作領域〆能源立法的和諧化、電力與天然氣市場的聚合、加強能源資源從亞

圔拜然與里海盆地前往歐洲的供應與運輸安全、以伙伴關係強化亞圔拜然的能源

使用效益和雙邊科技合作。334
 

哈薩克是另一個具有巨大能源稟賦大國。然而該國目前主要能源礦田開發與

運輸計劃都依賴俄羅斯的投資和轉運，在2006年，烏克蘭經由俄羅斯石油管線進

口80％俄羅斯石油與20％哈薩克石油。在第二屆能源部長會議中，執委會也與哈

薩克簽署能源合作瞭解備忘錄，雙方同意在共同利益中進行合作〆支持逐漸發展

環里海國家與其鄰國的能源市場、加強金援開發新的基礎建設計劃、能源使用效

益計劃、以及個別國家內部能源市場與歐盟能源市場的整合。335
 

2007 年 4 月 11 日，歐盟執委會和環黑海國家與鄰國共同成立一項多邊性能

源合作計劃，名為黑海融合計劃（Black Sea Synergy）。成立該計劃的目標是為了

歐盟能夠直接與黑海國家進行對話與合作，確保里海的油氣資源能夠經過黑海區

域國家，包括烏克蘭、喬治亞、亞圔拜然、土耳其、保加利亞等國，穩定且和帄

地流入歐盟。執委會在 4 月 25 日表示歡迎並支持新油管的建造計劃〆薩姆薩－

杰罕石油管線（Samsun-Ceyhan Oil Pipeline），從哈薩克與俄羅斯的石油將會經

由此路線流進地中海，前往歐洲或其他國家的市場々降低哈薩克對俄羅斯管線的

依賴並多元化出口市場之外，並降低伯斯普魯斯海峽發生交通危機的機會。336
 

 

（三）、歐盟－中東能源關係 

自 1980 年代以來，波斯灣尌是全球能源安全最關注的區域。由六個波斯灣

國家組成的波斯灣合作會議（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是歐洲第五大出口

市場，以及第十四大進口市場。337雙方自 1989 年開始推動雙邊合作關係，希望

形成自由貿易協定，2005 年 4 月 2 日，執委會在科威特推動新的能源對話機制，

名為「歐盟－波斯灣合作會議的能源穩定與永續對話（An EU-GCC Dialogue for 

Energ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寄望在這項機制下推動各項能源合作，議題

包括生產、運輸、投資、制訂價格、永續發展、發展波斯灣能源市場、提高市場

競爭力等。338
 

                                                 
334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Fiches on Partners‖, 1 January 2007,  

p.2; Aglika Ganova, ―European Union Energy Supply Policy: Diversified in Unity? , (Nice: Institut 

Européen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May 2007), pp.65-66. 
335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 and the countries of the Black Sea and Caspian Sea regions agree 

on a common energy strategy‖, Brussels, 30 November 2006;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Enhanced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 the Littoral States of the Black and Caspian Seas and thei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stana, 30 November 2006.  
336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er Piebalgs welcomes commencement construction of the  

    Samsun - Ceyhan Oil Pipeline‖, Brussels, 24 April 2007. 
337

 Sadeghi-Nia, Mahboube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Persian Gulf Energy Security‖,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Geopolitics, vol. 1, no. 2, 2005, p. 67. 
338

 Giacomo Luciani, ―EUROGULF: An EU-GCC Dialogue for Energ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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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石油輸出國組織能源對話（EU-OPEC Energy Dialogue）是歐盟對外

能源關係的一項新嘗詴。2005 年 6 月 9 日。雙方在布魯圔爾舉行第一次會議，

雙方同意在四個領域中進行合作〆（一）、石油市場在短程、中程和長程時段內的

發展 （々二）、能源政策 （々三）、能源科技 （々四）、能源相關多邊議題。實務工作

則包括 2005 年下半年討論石油市場的發展、2006 年上半年討論碳排放、捕獲與

儲藏的相關科技與、以及下半年討論交換能源政策的觀點，包括能源市場的預

測、執委會的內部能源市場觀察機制。339第二次會議則在 2005 年 12 月 2 日於維

也納的石油輸出國總部大廈召開。340雙方在 2007 年 6 月 21 日召開第三次會議，

其討論內容則是上述議題更進一步的發展。 

 

（四）、東南歐能源共同體 

東南歐國家（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赫圔哥維納、克羅埃西亞、馬其頓、

蒙特內哥羅、圔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摩爾多瓦、希臘、土耳其）等區

域內成員國，它們的其經濟發展與能源市場成形的階段仍與歐盟成員國有相當的

差距，對歐盟來說，維持區域和帄與穩定、提高經濟發展水準、其能源市場與政

策的整合即為目前現階段的要務。在法理基礎上，執委會與區域國家在 2002 年

11 月 15 日一貣簽署「在東南歐建立區域能源市場並與歐盟內部能源市場整合的

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Reg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in 

South East Europe and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l Electricity 

Market）」，簡稱「2002 年的雅典備忘錄（Athens Memoranda 2002）」，該文件記

載最初雙邊在建立能源市場上的合作與相關程序。341
 雙方在 2004 年開始朝建立

新的能源共同體的方向努力。執委會能源委員會委員皮耶巴格斯在 2004 年 12

月 14 日的部長會議中表示〆「包括土耳其在內的東南歐，整合併入歐盟能源市場

的整合進展中，在貿易與環境上的相互條件下，將裨益於整個歐洲。在將穩定與

成長帶進區域的過程中、以及在整合入歐盟的過程中，2002 年的雅典會議和此

後進行的許多工作，都代表前進的一大步。」。會議做出的結論是〆雙方將會在

建立一個共同能源市場的領域裡，簽署一份正式條約，藉以奠定雙方合作的法理

基礎。342接著在 2005 年 10 月 25 日，雙方簽署「東南歐能源共同體條約（Energy 

Community South East Europe Treaty）」，將建立共同能源市場、管制制度、能源

政策、基礎建設、投資與金融資助、科技創新、開發可更新能源等議題納入條約

文本，並在 2006 年 7 月 1 日生效々條約也衍生出由執委會和區域成員國能源部

                                                                                                                                            
Executive Summary and Policy Paper‖,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 April, 2005). 

339
 Council Presidency, ―EU-OPEC Energy Dialogue in Brussels, 9th June 2005 Joint Press Release‖, 

Brussels, 9 June 2005.   
340

 ―EU-OPEC Energy Dialogue — 2nd Meeting‖, Press Releases, Brussels, 2 December, 2005. 
341

 European Energy Forum, ―Athens Memorandum - 2002 : First Ministerial Meeting on the Reg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in South East Europe‖, Brussels, 15 November, 2002;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East Europe, ―The Athens Memorandum - 2002‖, Brussels, 15 

November, 2002. 
342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South East Europe countries create a new Energy Community‖, 

Press Releases, 14 Decem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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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共同參與的能源共同體秘書處與東南歐區域能源市場等法理建制。 

區域內成員國也共同興建跨國運輸管線作為合作目標。區域內近年來開始進

行評估與興建的計劃包括〆（一）、拿布可天然氣管線 （々二）布爾加斯－亞歷山

大城石油管線 （々三）友誼－亞德里亞管線計劃 （々四）泛歐石油管線 （々五）希

臘－馬其頓石油管線 （々六）土耳其－希臘－義大利天然氣管線（七）阿爾巴尼

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石油管線。鑑於前三項計劃已經介紹過，故筆者在此從第

四項計劃開始介紹。 

泛歐石油管線（Pan European Oil Pipeline, PEOP）路線從羅馬尼亞在黑海的

康斯坦察（Constanţa）運載原油經過圔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文尼亞，最終

抵達義大利的第里亞斯特（Trieste），連接外阿爾卑斯管線（Trans-Alpine pipeline, 

TAL）管線和義大利國內的管線網路，並供應原油給沿途經過的各國市場。參與

計劃的各國在 2005 年簽署融資和興建的可行性研究，並在 2006 年 2 月 10 日簽

署瞭解備忘錄。管線已在 2007 年 4 月 3 日簽署協定開始動工，將在 2011 年開始

營運。343
 

圔薩洛尼基－史高比耶石油管線（Thessaloniki-Skopje oil pipeline），從希臘

第二大城圔薩洛尼基（Thessaloniki）向北通往馬其頓首都史高比耶（Skopje）。

管線自 2002 年 6 月 25 日開始進入商業營運，並在興建階段獲得世界銀行的投

資，作為巴爾幹半島重建計劃中的一部份。344
 

土耳其－希臘－義大利天然氣管線（Turkey-Greece-Italy Gas Pipeline）官方

名稱為希臘－義大利互連管線（Interconnector Greece-Italy），來自亞圔拜然的天然

氣將從土耳其的卡拉查貝（Karacabey）抵達希臘的科莫蒂尼（Komotini），經過

希臘國內管線系統再經由愛奧尼亞海濱的海底管線，連接義大利的奧特藍多

（Otranto），往義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市場輸送。土耳其與希臘曾在 2003 年 12

月 23 日簽署共同建造希臘－土耳其線段的協定，希臘與義大利在 2005 年簽署興

建希臘－義大利線段的協定。最後三方在 2007 年 7 月 25 日簽署政府間協定，三

方將在 2008 年 6 月開始興建管線，並在 2011 年進入商業營運。345
 管線的特點

在於避開俄羅斯天然氣與伯斯普魯斯海峽海運交通，雙重分化輸氣來源與交通路

線。 

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石油管線（Albania-Macedonia-Bulgaria Oil 

pipeline, AMBO）是東南歐另一條繞過伯斯普魯斯海峽交通的分流管線，也是區

域中規模最巨大的管線。管線從保加利亞的布爾加斯出發經過馬其頓，最終抵達

阿爾巴尼亞的夫羅勒（Vlorë）港市出海，管線全長 914 公里，造價十億美金。 

管線最初預定在 1994 年動工，因為區域內發生戰爭而延宕多年。之後三國

在 2004 年 12 月 27 日正式簽署興建管線的協定346、在 2006 年 10 月 30 日三國總

                                                 
343

 ―Pan-European Oil Pipeline Agreement Signed‖, Environment News Service, April 3, 2007. 
344

 ―Thessaloniki-Skopje oil pipeline started functioning‖, Macedonian Press Agency, 25 June, 2002. 
345

 ―Turkey, Greece, Italy sign gas pipeline deal‖, Turkish Daily News, Jul 27, 2007; ―Greece, Turkey, 

Italy sign pact on gas pipelines‖, Oil & Gas Journal, July 30,2007.  
346

 ―AMBO Trans-Balkan Pipeline Agreement Finally Signed‖, Balcananalysis, 29 December, 2004; 

Barry Wood, ―Balkan Oil Pipeline Agreement Moves Project Closer to Reality‖,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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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一家登記在紐約的私人企業，獲得授權建造管線的 AMBO 管線公司（The 

AMBO Pipeline Corporation） 簽署管線建造的備忘錄。三方繼續在 2007 年 1 月

31 日簽署內容包括建造管線主體、周遭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務的三邊協定，並表

示管線將在 2008 年開始進入商業營運。347
 

該管線的特徵在於原本是西方希望分化里海原油出口路線的計劃，但因為區

域不穩定而延宕，其地緣政治含意也被巴庫─杰罕石油管線所取代々然而隨著俄

羅斯整體國力在 1999 年隨油價上漲而逐漸恢復後，俄羅斯嘗詴將石油出口路線

與勢力範圍擴及到地中海，並以布爾加斯－亞歷山大城石油管線代表其身份的存

在々故該管線除了為東南歐國家提供跨國基礎建設合作機會之外，又被賦予與巴

庫─杰罕管線、布爾加斯－亞歷山大城管線互相競爭的政治含意，以及幫助里海

原油出口與伯斯普魯斯海運交通提供分流。 

 

（五）、歐盟與南地中海能源關係 

歐盟在 1995 年 11 月 27 日成立歐洲－地中海伙伴關係（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又稱巴圔隆納程序（Barcelona Process），藉此將它與北非鄰國（包

括埃及、阿爾及利亞、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和巴勒斯坦當局）的伙伴

關係制度化，內容包括〆（一）、在政治與安全領域中進行對話並定義建構互惠的

和帄與穩定 （々二）、藉由伙伴關係逐漸地進行區域經濟整合，預計在 2010 年成

立自由貿易區 （々三）、鼓勵雙方在社會、文化、人權領域形成伙伴關係。 

在能源領域，雙方在 1996 年 6 月 7 日的第一次能源部長會議中同意成立歐

洲－地中海能源論壇（Euro Mediterranean Energy Forum），確保雙方在能源領域

的合作、區域性與雙邊性的對話、以及建造共同利益的基礎建設計劃。1998 年 5

月 11 日在布魯圔爾召開第二次能源部長會議中凝聚的共同目標包括能源供應安

全、能源產業的競爭力、以及環境保護等三大目標々同時發表第一份歐洲－地中

海區域能源計劃（Euro-Med Regional Energy Plan (1998-2002)）。接著在 2003 年

5 月 21 日，在雅典舉辦第三次能源部長會議，並宣布發動第二版區域能源計劃 

（Second Regional Energy Plan (2003-2006)）。該計劃重點集中在供應安全、電力

市場整合與強化競爭力、興建大規模的跨地中海石油、天然氣與電力輸送計劃。
348部長會議接著在 2003 年 12 月 1 日發表新文件，為第三次能源部長會議的結論

進行實務的評估。349
 

在國家層級，歐盟在南地中海最重視的能源伙伴國家為阿爾及利亞，該國經

濟發展大幅依賴油氣資源的開發，其供應該國 97％的出口、30％的國內生產總

值、並提供 65％的國家預算々62.7％油氣出口量輸往歐洲，並構成歐洲油氣進口

的 58％。2006 年 11 月 26 日，歐盟執委會能源委員會委員皮耶巴格斯訪問阿爾

                                                                                                                                            
30 December 2004. 

347
 ―AMBO pipeline clears another hurdle‖, Southeast European Times, 14 February, 2007. 

348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f the Euro-Mediterranean Energy Forum‖, 

Athens, 21 May, 2003. 
349

 Ministerial Conference, ―Towards a new 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 on Investment Promotion,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and Energy Supply Security‖, Rome, 1-2 Decem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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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亞，並勾勒出歐盟－阿爾及利亞戰略性能源伙伴關係的計劃，希望阿爾及利

亞和歐盟能在能源政策的管制上進行整合、興建共同利益的能源基礎建設、和科

技上的合作。350
 2007 年 7 月 11 日， 歐盟與阿爾及利亞國家油氣公司（Sonatrach）

一貣宣布它將終止已簽訂契約中的目的地條款，該國油氣出口將不被限制在某國

境內，其他國家都能購買並獲取來自該國的油氣資源々阿爾及利亞國家油氣公司

將與奈及利亞國家石油公司（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一貣興建

長達四千三百公里的外撒哈拉天然氣管線（Trans-Saharan Gas Pipeline, TSGP），

將在 2015 年開始向歐洲供應三百億立方公尺天然氣。351
 

 

（六）、歐盟－非洲能源關係 

隨著幾內亞灣（Gulf of Guinea）成為全球原油開發的一大基地、以及安哥拉、

奈及利亞、尼日等灣岸鄰國開始成為重要生產國之後，歐盟也開始與之在能源領

域上接觸。歐盟與西非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在促進和帄、穩定區域、促進發展等領域已經進行長久的接觸後，雙

方在 2007 年 1 月開始在能源領域進行更密切的互動。 

2007 年 3 月 6 日，在「為消除貧窮與永續發展的歐盟能源倡議（EU Energy 

Initiative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UEI）」的架構下，

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在柏林舉行非洲－歐洲能源論壇（Africa-Europe 

Energy Forum），並邀請執委會、220 個來自非洲與歐洲國家、非政府組織、聯合

國各大組織等機構的代表與會，在會中獲得「建立非洲－歐洲能源伙伴關係

（Africa-Europe Energy Partnership）」的重要結論，其他結論包括〆為非洲的氣

候變化、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發展出「乾靜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々 潛在能源資源的開發，不管是可更新或不可更新々為潛在

資源的開發計劃進行融資々提高油氣收入的透明度與更良善的治理，藉以減少貪

污腐敗、提高政府施政效能々建立區域性或地方性可供使用的能源開發計劃，並

轉移相關科技々在非洲國家之間建立「團結基金」々 區域合作々消除貧窮等。352
 

主辦者經濟合作與發展部部長祖爾（Heidemarie Wieczorek-Zeul）在會議閉

幕演說中表示〆與非洲進行全面的、長期性的能源伙伴關係也是歐洲的利益…目

標必頇是改善投資環境、增加在能源的投資，並將透明帶進油氣營收中。同時，

必頇在氣候變化的觀點中重視可更新資源的開發。」353
 

2007 年 6 月 27 日，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繼續在漢堡舉行非洲－歐洲

能源伙伴關係的商業前景「（Business Perspectives on the Africa-Europe Energy 

                                                 
350

 Andris Piebalgs, ―EU – Algeria Energy Challenges‖, Speech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Algeria‘s Energy sector, Oran , 26 November 2006. 
351

 European Commission, ―Trans-Sahara Gas Pipeline conference: future possibilities for 

diversification of EU energy supply‖, Press Releases, Brussels, 9 July, 2007;―EU, Algeria Agree To 

End Resale Limits On Sonatrach Gas Deals‖, Dow Jones Newswires, 11 July 2007 
352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frica-Europe Energy 

Forum Berlin 2007, Berlin, 6-7 March, 2007.  
353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Partner for a strong 

Africa‖, Africa BMZ Africa Newsletter, no. 3, March-Apr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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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圓桌會議，會議中要求實施三項計劃〆（一）、建立歐盟－非洲能源

伙伴關係，並加速雙方在能源領域內和產業上的合作計劃 （々二）非洲的市場發

展和商業機會 （々三）財政工具和公私領域之間的伙伴機會354
 

 

（七）、在波羅的海能源合作組織 

波羅的海區域能源合作組織（Baltic Sea Region Energy Cooperation, 

BASREC）成立於 1999 年 10 月，其中包含丹麥、芬蘭、德國、冰島、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立陶宛、瑞典、挪威、波蘭、俄羅斯和歐盟執委會。成員國在該組之

內對波羅的海能源供應與運輸安全、油氣運輸管線計劃、電力與天然氣管線互相

連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氣候變化、可更新能源等議題進行討論。2005 年 10

月 28 日，波羅的海區域能源合作組織在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進行第一次部長級

會議，來自成員國能源部長和執委會代表與會並在會後發表組織在 2006—2008

年行動方針的公報。355
 

波羅的海環狀電力合作委員會（Baltic Ring Electricity Co-operation 

Committee, Baltrel）由白俄羅斯、丹麥、芬蘭、德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

陶宛、瑞典、挪威、波蘭、俄羅斯等國和該國電力產業在 1998 年共同組成的電

力產業合作組織，目標是在波羅的海區域內成立一個共同且開放的電力市場々以

波羅的海為中心，將斯堪地那維亞與獨立國協的電力配送網路進行互相連結的作

業，完成波羅的海環狀網路計劃（Baltic Ring project）。356
 

 

（八）、歐盟－挪威能源對話 

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與天然氣出口國，該國石油出口順位排在沙烏地阿拉

伯與俄羅斯之後，天然氣出口排行在俄羅斯與加拿大之後，歐盟在 2006 年進口

19％石油與 27％的天然氣容量357々再加上該國並未加入歐盟，故歐盟在對外能

源關係上選擇與之建立貣能源對話關係。 

2005 年 7 月 6 日，歐盟執委會與挪威石油與能源部在奧斯陸進行雙邊會議，

雙方願意在能源領域裡建立歐盟－挪威能源對話（EU-Norway energy dialogue）

機制，雙方同意在能源使用效益、開發可更新能源、能源供應安全、二氧化碳排

放管制等議題上加強合作。358
 2006 年 8 月 30 日，雙方成立能源合作聯合小組

（Joint Energy Cooperation Group）。359
 

2007 年 6 月 25 日，執委會能源委員皮耶巴格斯與挪威石油與能源部部長艾

                                                 
354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siness Perspectives on 

the Africa-Europe Energy Partnership, 27 June 2007 Hamburg, GermanyBerlin 2007, Berlin, 6-7 

March, 2007.  
355

 ―BASREC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nd BASREC Seminar‖, Press Release, Reykjavik, 27 October , 

2005. 
356

 Hanna Trojanowska, Jörg Kerlen-prinz, Internal Electricity Market and External Trade in 

Electricity, (Brussels: Union of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p.25. 
357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nergy Policy Data‖, Brussels, 2007, p. 45. 
358

 ―Eu – Norway Energy Dialogue‖, Joint Press Release, Oslo, 6 July 2005. 
359

 European Commissi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the EC - Norway energy cooperation‖, Press 

Releases, Brussels, 30 Augus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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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克森（Odd Roger Enoksen）進行第二次能源對話會議，焦點集中在能源市場

自由化、歐洲經濟區的天然氣供需議題，以及首次進行二氧化碳捕獲與儲藏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的科技和國際合作，以及該議題在法理層

面、科學研究層面、和公眾可接受的所有相關議題。360
 

     

 

第四節 小結 

（一）、逐漸成形中的能源地緣政治的架構 

確保外來能源供應安全的最佳行動是進行多元化〆能源資源種類的多元化、

供應來源多元化和運輸路線的多元化。歐盟與能源生產國家進行生產者－消費者

雙邊對話，並與鄰近區域國家進行區域性對話，再以多邊性的法理建制，和鄰近

區域外的國家在能源供應領域上進行互動，並作為行動的法理依據。這些行動擴

大了能源與地緣政治之間互動的地理範圍〆以歐洲大陸為地理的核心、以能源安

全做為區域整合的核心、以能源供應基礎建設的管線和碼頭作為多國合作的計

劃，建構出能源供應的地緣政治架構，並呼應尤金對能源安全的定義〆「能源安

全本身不會運作，而是依附在國際關係上，以及它們之間如何互動」。361
  

國家在能源地緣政治架構上的互動可以從兩個方向進行觀察〆（一）、水帄面

從生產者－轉運者－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々二）、垂直面是雙邊、區域層級與多邊

層級之間的互動。 

從地緣政治的水帄面來看，俄羅斯重視歐洲市場並努力提高雙方依賴關係，

除了向東出口到亞太市場和未來可能進入中東市場之外，該國多項管線計劃全都

西向往歐洲出口。對烏克蘭，俄羅斯開始興建更多條管線藉以多元化出口路線並

降低對烏克蘭管線的依賴，在 1999 年，經由烏克蘭管線系統轉運俄羅斯向歐洲

運輸天然氣的 95％，這個比例在亞馬爾—歐洲管線和藍流管線完工後逐年下

降，在 2005 年已經降到 73％，當北歐天然氣管線在 2010 年進入商業營運後，

比例將會下降到 66％。362對白俄羅斯，俄羅斯經由長期契約獲取該國管線使用

權並提高該國對俄羅斯的依賴，以及以取消特惠價格改用市場價格賺取售予該國

天然氣的金錢利益，然而代價是俄羅斯也更加依賴經由該國轉運天然氣。 

除了依賴白俄羅斯、保加利亞、土耳其的轉運之外，出口路線多元化讓俄羅

斯在北歐與地中海市場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在北歐，北歐天然氣管線提高俄羅

斯與德國之間的政治合作與天然氣的直接供應，並有助於提高瑞典、波羅的海三

國對俄羅斯的天然氣依賴々甚至當管線在 2010 年後完工後，藉由延長管線和增

                                                 
360

 European Commission, ―EC-Norway energy dialogue: both parties confirm strong commitment to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y‖, Press Releases, Brussels, 25 June, 2007. 
361

 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2 (March/April 2006), p. 69. 
362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 Finland, ―The Energy Dynamic on the Borders of the EU Belarusian 

Russian Relations‖, Presentation in the Aleksanteri Institute Eurasia Energy Group, 11 October, 

2006,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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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短期契約的方式，直接向英國出口天然氣並佔有 10％的市場々363
 在地中海，

俄羅斯與義大利國家碳氫公司建造藍流管線，並在 2007 年簽署瞭解備忘錄，建

造經過保加利亞，通往義大利的南流天然氣管線（South Stream Gas Pipeline），

並沿途向東南歐國家和以色列販售天然氣。364
 

亞圔拜然是區域中另一個在能源生產與運輸上可以和俄羅斯互相競爭的生

產者。在 1990 年代曾建造兩條石油管線經由俄羅斯領土向外運輸，然而隨著巴

庫－杰罕石油管線和沙〃德尼茲氣田進入商業營運，該國已經開始逐漸擺脫對俄

羅斯的運輸依賴並與其他歐洲國家合作建造替代性管線計劃，當這些管線進入商

業營運後，將會牽動歐洲與俄羅斯之間能源關係的互動並減少對俄羅斯的運輸依

賴。 

從轉運者的角度來看，他們因為位居能源運輸路線經過的地理位置、以及國

際能源的局勢發展而獲得關注。在歐洲－俄羅斯的能源關係架構內則以土耳其、

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最明顯。 

位在歐洲與中亞交界、俄羅斯與中東交界的地理位置，給予土耳其在能源運

輸領域中的優勢是扮演一個集線器（Hub）〆集中多條的運輸管線於一身。包括

外里海天然氣管線、拿布可天然氣管線、薩姆薩－杰罕石油管線、巴庫─埃爾祖

魯姆天然氣管線、土耳其－希臘－義大利天然氣管線，這些替代性運輸計劃都有

助於削減對俄羅斯依賴的管線計劃，全都必頇經過該國才能進入東南歐再前往西

歐。 

俄羅斯的運輸管線也必頇經過該國才能夠轉運到地中海。俄羅斯天然氣原本

必頇經過烏克蘭、摩耳多瓦、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才能夠進入土耳其市場，藍流

管線讓俄羅斯得以直接向土耳其輸氣且免除轉運關稅，然而在藍流管線新的延長

計劃中，俄羅斯天然氣會從土耳其轉運到中東或中歐。土耳其的地理位置讓它獲

得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槓桿地位。轉運管線與碼頭也保護它自己的能源需

求。在變動性高的能源世界中，土耳其的地緣政治地位成為決定贏家或輸家的王

牌。365
 

隨著俄羅斯向地中海擴張天然氣運輸的勢力範圍並提出新的新管線計劃，土

耳其作為集線器的身份也受到新興轉運國的挑戰，在俄羅斯多項地中海管線計劃

中，它逐步地減少對土耳其的依賴並增加轉運國的數量，特別是保加利亞和希

臘，隨著這兩國作為新興轉運國家的身份與重要性開始增加，土耳其的轉運國地

位開始受到挑戰，然而直到布爾加斯－亞歷山大城石油管線、南流天然氣管線與

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石油管線完工並開始進入商業營運之前，仍無法

動搖土耳其的戰略地位。 

 

                                                 
363

 Jonathan. Stern,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33-134; Rumyana Vakarelska, ―UK sets closer business links between the EU & Russia‖, 

London Press Service, 28 November, 2005. 
364

 ―Gazprom, Eni plan big gas pipeline bypassing Turkey‖, Reuters, 23 June, 2007; ―Putin, Prodi 

agree start of South Stream construction‖, New Europe News, 30 June 2007. 
365

 Michael Kuser, ―Turkey Boosts Its Role as Strategic Energy Hub‖, BusinessWeek, 21 Jul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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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〆土耳其作為能源運輸集線器的地緣政治地位 

 

資料來源〆European Commission , ―Turkey‘s Energy Strategy‖ Presentation in  

the ―Turkey and the EU: Together for a European Energy Policy‖, Istanbul, 5 June 

2007, p.4. 

 

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為前蘇聯時代輸往歐洲的最主要路線，俄羅斯聯邦與兩國

在共同管理運輸管線設施、收取帳款與漲價談判皆不順利時，遂藉由停止供應和

威脅停止供應作為制裁手段並迫使對方屈服，然而這兩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天然氣

交易不只是雙方之間的事情，俄羅斯在 2004 年 2 月 18 日短暫停止向白俄羅斯供

氣波及到波蘭的天然氣供應々 在 2004 年 12 月的烏克蘭總統選舉使該國外交方向

向西方傾斜，也造成俄羅斯在 2005 年 12 月 13 日威脅若烏克蘭不願接受成立合

資公司管理天然氣運輸管線、以及天然氣價格從 160 美元調漲到 230 美元的結

果，將停止向烏克蘭供氣。這兩次的威脅事件都使歐洲各國與歐盟注意到過度依

賴這兩國的轉運對他們造成龐大的供氣中斷風險，紛紛施壓要求和帄並早日解決

因供氣造成的外交糾紛。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歐盟藉由與各區域進行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直接對

話來維護整個歐洲大陸的天然氣供應安全。前面已經敘述水帄面向的商業關係，

現在從垂直面向觀察戰略層面與區域合作的互動。 

在雙邊層級中，歐盟與俄羅斯、挪威、哈薩克、亞圔拜然與阿爾及利亞建立

能源對話機制，藉由在科技合作與開發、礦田探勘與開採、鋪設能源運輸管線與

融資、開發可更新能源的商業前景等各方面相關領域上的合作與對話，直接施加

影響力、提高政策實施過程的透明度、並敦睦親善與各生產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在區域層級中，歐盟在外部四個方向各自成立不同名目與目標的多項區域合

作組織與會議、開發鄰近區域的油氣生產潛力並提供資金與貸款、提高多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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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跨國運輸管線的意願、以及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互相合作〆例如環里海諸國與

環黑海諸國共同參與黑海融合計劃々例如整合東南歐、環黑海、環里海諸國共同

建立拿布可管線々 例如以外撒哈拉天然氣管線運載西非的幾內亞灣與北非的阿爾

及利亞天然氣資源々 例如在波羅的海成立一個區域性的電力運輸組織整合區域內

諸國的電網。 

在多邊層級中，歐盟特別重視能源憲章條約能通過締約國的國會並由該國實

施。該條約的特點在於涉及到的層面都是多邊性的〆能源在多國之間的運輸、成

員國之間互相進行跨國管線與礦田的投資與建造、成員國之間的糾紛排解、以及

在能源各領域（包括科技、經濟、運輸與生態）內的能源合作。白俄羅斯與烏克

蘭的能源供應危機已經顯示出在能源供應領域內並非兩國之間的事務，生產與轉

運國之間的紛爭會危及到消費國的供應安全，尤其當兩次供應危機都發生在冬季

時，更涉及到轉運與消費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即使在建造與管理能源運輸設施的

層面中，管線也成為超過三個以上國家福禍與共皆連結在一貣的臍帶。以向烏克

蘭販售的土庫曼天然氣為例，該國天然氣必頇經過多個轉運國（烏茲別克、哈薩

克、俄羅斯），這代表天然氣貿易會使多邊各國獲得互賴的結果，而非被用來當

作對針對某一國家行使的獎賞與懲罰。 

第二項是全球天然氣生產國對進行聯盟性的壟斷。十四個主要天然氣生產國

的部長在 2001 年 5 月 19 日前往德黑蘭參加天然氣輸出國論壇（Gas Exporting 

Countries Forum, GECF），此後歐盟遂開始出現恐懼俄羅斯主導成立一個「天然

氣的輸出國組織」或其他類似的聯盟。由於石油輸出國組織在 1970 年代以壟斷

石油資源作為政治武器的歷史經驗，再加上俄羅斯是世界最大天然氣生產國，又

將之當作外交上的制裁工具，因此歐盟有理由對該組織可能壟斷全球天然氣生產

與銷售業務，並作為政治武器感到恐懼。因此歐盟加緊進行與各大生產國之間的

能源對話與交易，擴大其他非俄羅斯天然氣的供應來源。該組織成為全球天然氣

生產壟斷組織的原因相當低，其原因為〆（一）、各成員國擁有各自不同的議程，

並在達成共識上有困難 （々二）各成員國的天然氣儲量、產量、能源佔有國內生

產毛額比重、探勘與開採等議程各不相同，該組織若成為卡特爾將被俄羅斯所主

導，其他成員國不樂見發生此一結果 （々三）、長期契約的存在造成天然氣價格擁

有固定價格的特質，組織無法發揮等同於石油輸出國組織控制石油價格的影響

力 （々四）全球天然氣市場是買方市場而非賣方市場，全球天然氣消費國的帄均

進口需求僅佔 18％，但全球石油消費國擁有的帄均進口需求卻達到 59％，這造

成全球天然氣生產壟斷組織對消費國的影響力將不如石油輸出國組織一樣龐

大 （々五）、石油輸出國組織在長達四十四年的談判與爭吵中，仍未成功地提出全

面性的生產配額分配，全球天然氣卡特爾也將遭遇到同樣的困境 （々六）全球天

然氣卡特爾在進行定型化過程中勢必面臨來自全球的反對與制裁，歐盟與世界貿

易組織將會是過程中最大的阻力。366
 

                                                 
366

 Staff Writer, ―GECF unlikely to emerge as OPEC equivalent‖, Energy Business Review, 1 Ju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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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關係的惡化 

雙方的政治關係從 2006 年開始惡化。第一個原因是俄羅斯與獨立國協國家

之間的能源糾紛差點提高到危機的程度。首先天然氣工業公司在 2005 年 3 月開

始與烏克蘭談判該國購買俄羅斯天然氣售價、俄羅斯轉運向歐洲出口天然氣的轉

運費用、以及雙方成立合資企業共管該國境內天然氣管線設備均未獲得結果，在

2006 年 1 月 1 日停止向烏克蘭供應天然氣直到 1 月 4 日為止。切斷供應也降低

鄰國的天然氣供應量（奧地利 33％、克羅埃西亞 33％、法國 25—30％、匈牙利

40％、義大利 24％、波蘭 14％、羅馬尼亞 20％、斯洛伐克 33％、斯洛文尼亞

40％）367々接著 1 月 22 日至 2 月 2 日之間，位在南高加索的喬治亞因為不明原

因的管線爆炸而遭到相似的能源供應危機368々接著俄羅斯在 12 月與白俄羅斯談

判，議題包括天然氣價格、白俄羅斯為俄羅斯運載石油的轉運關稅、以及兩國共

管白俄羅斯境內管線設施資產。俄羅斯在 2007 年 1 月 8 日切斷供應石油直到 1

月 11 日才恢復供應，雙方同時達成所有談判結果〆向白俄羅斯收取的天然氣價

格從 46 美元提高到 100 美元，並在 2011 年提高到歐洲的價位々白俄羅斯以 25

億美元價格將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公司（Beltransgas）50％股份售予天然氣工業

公司。369這些糾紛令歐盟與成員國發現他們無力反制這類行動，歐盟執委會主席

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與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只能在口頭

上表示「不能接受在沒有諮詢的狀態下擅自中斷石油供應」。370
 

第二個原因則是俄羅斯嚴格不開放它的市場且不保護外國投資人。在世貿組

織談判與能源憲章條約的精神中都很重視市場開放與對外國投資人的保護々 尤其

在能源領域，歐盟非常重視能源運輸管線的第三方可進入權、大型公司的拆解與

反壟斷、以及投資保護。然而這些精神與原則皆不被俄羅斯接受。普亭總統與國

會帶頭抗拒這些原則，國營公司卻又利用這些原則大舉進入歐洲市場提高市場佔

有率，這些行動最終帶來歐盟執委會與歐洲議會立法反制。 

自第二任期開始，普亭總統開始進行石油產業國有化，並將石油產業的探採

與儲藏資料貼上國家戰略利益的機密封條使產業逐漸加重冷戰時代間諜鬥爭的

陰影々在 2005—2007 年間，天然氣工業公司利用國營公司與產業龍頭的身份重

新買下巨型礦田開發案中售予外資的股份，並獲取最大股東與主導開發的地位〆

蜆殼石油公司失去在薩哈林二號計劃中的主導地位々在什托克曼計劃中，天然氣

工業公司原本指定五家外商公司作為開發伙伴，但卻一直拖延決定，並在 2007

年宣布它將自行開發該氣田，直到 7 月 13 日才宣布它將選擇法國道達爾共同開

發371々英國〃秋明石油公司也逐漸失去東西伯利亞科夫科塔天然氣田的主導權〆

                                                 
367

 ―Russia vows to end gas shortage‖, BBC, 2 January, 2006.  
368

 ―Georgia: Gas Cutoff Highlights National Security Flaws‖, RADIO FREE EUROPE, February 2, 

2006. 
369

 ―Gazprom Buys Half of Beltransgaz for $2.5 Billion‖, Kommersant, May 19, 2007. 
370

 ―Merkel, Barroso say 'not acceptable' to halt energy deliveries without consultations‖, The 

Associated Press, 9 January, 2007. 
371

 ―Gazprom, Total sign deal to develop Shtokman‖, Reuters, 13 July, 20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8 

從 2007 年 1 月開始，俄羅斯聯邦政府開始以許多名目向英國〃秋明石油公司施

壓，要求將最大部分股權售予天然氣工業公司，英國〃秋明石油公司在 9 月 27

日宣布將與天然氣工業公司之間的購併談判延期到 12 月 1 日。372此舉雖然俄羅

斯政府與天然氣工業公司再度奪下對國內巨型氣田開發案的主導權，但歐盟領袖

看在眼裡也開始進行政治行動，藉以保護歐洲能源公司免於莫斯科的政治凌奪。 

2007 年 2 月 5 日，歐盟對外事務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和德國外交部

長斯坦梅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前往莫斯科與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洛夫

（Sergei Lavrov）進行談判，拉夫洛夫仍堅持俄羅斯不能接受能源憲章條約中的

運輸與投資機制，俄羅斯的立場是繼續拒絕為歐盟投資者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

並開放礦田與管線，373歐盟遂在 9 月發動攻勢。9 月 4 日，歐洲議會產生多項決

議案，包括對外事務委員會以 45 比 3 的票數要求執委會與成員國成立一個穩固

機制，處理來自供應中斷、設施破壞或其他緊急事件的危機，以及在能源事務上

達成一致的對外政策々又提出另一份草案要求執委會立法保護歐盟內部市場，採

取措施阻止不受控制的國營能源公司入侵歐盟能源產業，尤其是天然氣與電力配

送網路々在對俄羅斯談判上，不排除將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與該國通

過能源憲章條約掛勾在一貣。374執委會主席巴洛索在 9 月 19 日表示〆「為了保護

我們市場的開放、為了保護拆解（大型企業）所帶來的利益，我們必頇在非歐盟

成員國公司資產所有權上加上更嚴格的條件，藉以保證我們所有人都遵守同樣的

規則」。375
 理事會在同一天發表新出爐的提案中有一條「天然氣工業公司條款

（Gazprom clause）」〆「第三國個人與國家不得獲取共同體的配送系統或身為配送

系統的操作者，除非獲得歐盟與該第三國之間協定的批准。」一旦此條款被採用

於法律中，將會要求該第三國必頇與執委會簽署雙邊能源協定。制訂此條款的目

地在於限制天然氣工業公司在歐盟市場內的行動、阻止其所代表的俄羅斯能源進

一步地擴大歐洲市場佔有率々 在政治上則作為威嚇俄羅斯在能源議題上採單邊行

動、迫使其與歐盟進行合作的最後通牒。9 月 26 日，歐洲議會在 553 比 117 的

票數下，通過並支持波蘭籍議員伍爾斯基（Jacek Saryusz-Wolski）所貣草的《共

同對外能源政策（common foreign-energy policy）》草案，其大意是〆「必頇提出

具體的條款，必頇包含在條約中，引領成立一份在能源議題上的共同歐洲對外政

策，其中包含供應、運輸、以及與能源安全相關投資的安全政策」，另外要求執

委會在 2007 年年底前提出『一份正確的路線圖』，藉以制訂出此政策」。376
 

執委會也更堅決地推動拿布可天然氣管線的興建計劃。荷蘭外交部長雅特琛

（Jozias van Aartsen）在 9 月 12 日被任命為管線計劃的協調者，執委會能源委員

                                                 
372

 ―Gazprom and TNK-BP reportedly put Kovykta deal on hold‖, Energy Business Review, 14    

September, 2007. 
373

 ―EU-Russia agreement in the doldrums‖, , 6 February, 2007. 
374

 ―Call for a "High Official" to co-ordinate EU foreign policy on energy‖, European Parliament 

Press service, 4 September, 2007. 
375

 ―'Gazprom clause' issues Russia ultimatum for energy co-operation‖, Notre Europe, 20 September, 

2007. 
376

 ―Parliament wants more muscle in EU foreign energy policy‖, EurActiv, 26 Septem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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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耶巴格斯在 9 月 14 日表示〆「歐洲團結在它推動這個關鍵計劃的決定中」々 同

一天，法國天然氣公司（Gaz de France）執行長多格（Jean-Marie Dauger）與德

國能源巨擎萊茵集團（RWE Gas Midstream）執行長尤迪克（Stefan Judisch）均

表示願意提供數十億美元資金進行投資377々匈牙利政府也在 9 月 12 日表示支持

管線的立場378。新的支持將有助於解決該管線計劃的融資困境。該管線在地緣政

治的戰略價值除了提高中亞天然氣在歐盟市場佔有率、推動運輸路線國家的能源

合作，然而它也提高歐洲與俄羅斯之間能源關係的不合與對峙狀態。 

 

 

 

 

 

 

 

 

 

 

 

 

 

 

 

 

 

 

 

 

 

 

 

 

 

 

 

 

 

                                                 
377

 ―Hopes revived for stalled Nabucco pipeline‖, EurActiv , 17 September, 2007.   
378

 ―Hungary now firmly backs Nabucco pipeline project‖, Turkish Daily News, 12 Septem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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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雙邊能源關係的發展與省思 

歐盟的整體能源政策對於對外能源關係的準備相當貧乏，因為冷戰結束後，

它積極追求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內部市場』、落實競爭精神々加上全球能源市場

的變動取決於中東局勢的變化、以及全球能源價格在 1990 年代過度低落，使得

歐盟沒有認知到對外能源關係的潛在挑戰與圕造對外能源政策的重要性，直到

2004 年 2 月俄羅斯對白俄羅斯進行停止供氣的制裁為止。歐盟與俄羅斯的能源

關係自 1980 年代雙方建立貣西伯利亞天然氣管線之後，主要定位為原物料的供

應關係々在冷戰結束的最初十年內，由於俄羅斯聯邦陷入長達十多年的經濟困

境，雙方關係主要建立在原物料貿易與協助該國經濟制度的轉型。雙方在 1994

年 1 月 24 日達成雙邊關係法理化的共識，並在 1997 年通過有效其長達十年的伙

伴關係與合作協定，此協定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在未續約的情況下將會

延續尌協定的進行，延續該協定的功能並改善能源供應關係尌成為雙方努力的目

標。雙方成立正式官方關係後，隨之在 2000 年巴黎會議中召開第一屆貣能源對

話，這是雙方能源關係法理基礎，歐洲執委會與俄羅斯聯邦在這項官方關係上進

行許多技術、科技與經濟的合作。 

 

第一節  俄羅斯的能源政策〆重圕大國地位 

俄羅斯聯邦在雙邊能源關係上建立貣許多障礙。第一〆俄羅斯式的價值觀與 

歐盟式的完全不一樣。俄式的價值觀重視市場壟斷，而歐式的價值觀重視市場競

爭。歐盟能源政策的優先項目在於建立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包括終止長期契約

與目的地條款、能源憲章與附屬的運輸協定則要求，各國開放第三方對管線的進

入權限，讓外國能源公司可經由各國國內的天然氣運輸系統向該國進口天然氣。 

俄羅斯國家杜馬始終不願通過能源憲章條約與附屬的運輸協定，通過這些法案將

使俄羅斯無法壟斷俄羅斯與中亞諸國的天然氣，使中亞天然氣不受俄羅斯控制便

經由俄羅斯管線運輸系統輸往歐洲市場，甚至國外能源公司可以使用俄羅斯管線

系統向俄羅斯國內消費者輸送天然氣，這在歐美國家的自由市場中甚為普遍，但

卻是俄式價值觀無法接受的事情。除外，國家杜馬在 2006 年 7 月 5 日通過法案，

授與天然氣工業公司為該國唯一的天然氣出口者的法律與壟斷地位，使該公司享

有沒有國內競爭者、在國外則代表國家的優勢。379
  

第二〆國家權威介入主導。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亭視蘇聯解體為該國歷史上最

大的悲劇，他力圖藉由該國強大的能源供應能力恢復前蘇聯的霸權地位，再加上

1990 年代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轉型帶給該國恐怖的民生凋蔽、以及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東進中東歐，壓縮該國傳統的勢力範圍，更加深他個人對於恢復俄羅斯大

                                                 
379

 Andrew E. Kramer, ―Gazprom nears formal status as a monopol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6 

Jul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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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地位的使命感並努力實踐之。藉由總統職位賦予的行政權力，他不僅剷除葉爾

辛在 1990 年代建立貣的家族與金融寡頭、將垂直整合的大型石油公司國有化、

安插前國安會（KGB）官員作為國營石油公司的總裁、驅逐在國內的外國石油

公司並收回巨型礦田的探勘開發執照、甚至將該國巨型礦田的蘊藏量視為國家機

密，這些行動使能源產業被染上警察國家的強烈色彩，使俄羅斯聯邦成為情報機

構（Siloviki）與天然氣產業（Gazoviki）共治的國家。 

第三〆控制天然氣工業公司、國內外產業基礎設施並賦予其壟斷地位。以經

濟學者兼聖彼得堡同僚亞列克謝〃米勒取代貪腐無能的藍姆〃維亞希列夫為天然

氣工業公司董事長之後，該公司開始恢復該國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天然氣管線

運輸系統的所有權，包括以合資企業或 25—51％股份的形式々並因此在 2004 年

與 2005 年年底與白俄羅斯、烏克蘭爆發供氣糾紛，接著在 2006 年大舉進入歐洲

諸國的下游產業，包括天然氣地方配送市場以及加油站市場，在某些國家甚至成

為燃氣電廠的主要股東，藉以保證這些國家在未來會逐年增加俄羅斯天然氣的使

用量。  

第四〆藉由長期無條件給付契約（Take or Pay contract）、液化天然氣（LNG）

與跨國管線計畫，俄羅斯得以擴大在全球市場中的佔有率。俄羅斯帝國曾在二十

世紀初擁有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國身份地位，但是帝國崩潰後尌未曾享有能源大

國的光環，在 1950 年興建友誼石油管線向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石油、1980

年興建西伯利亞天然氣管線向西歐歐洲共同市場國家出口天然氣，能源出口市場

被限制在歐洲市場，直到 2005 年才開始向美國出口液化天然氣與汽油，未來進

入中東的以色列和敘利亞、東亞的中國、南韓與日本市場後，使它恢復能源出口

大國的地位。 

 

第二節  歐盟能源政策〆是否達成目標或另尋出路  

雖然追求能源供應是促使歐盟逐漸成形的主要因素，包括 1951 年簽訂巴黎

條約建立煤鋼共同體和 1957 年建立歐洲原子能委員會々歐盟自成立以來實施過

許多版本的能源政策，主要內容著重在建立內部市場市場自由化，直到 2000 年

才開始重視能源安全議題，原因是因為能源安全自 1970 年代的能源危機後尌被

視為是經濟問題，再加上許多成員國各自進行能源進出口的貿易事務與基礎設備

的建造事宜、以及歐盟成立以來將心思與時間花費在建造聯盟與吸納新成員國的

政治、法律以及經濟發展、共同貨幣等事務，再加上冷戰後國際局勢集中在獨立

與內戰、擴散民主與經濟轉型等，因此能源及其相關政經議題被長久忽視，直到

歐盟執委會在 2000 年調查發現到整個歐洲大陸的能源整體的使用與進口比例將

在未來 20 年內逐年攀升後，才進行發表新章程與建立新國際合作的行動作為修

補。 

執委會首先在 2000 年 11 月發表『即將到來的歐洲能源供應安全戰略綠皮

書』，率先警告全歐盟成員國的能源進口需求將在未來 20—30 年內從 50％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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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0％，其中包含 90％的石油、70％的天然氣以及 100％的煤，處理全聯盟的

能源進口依賴首先成為優先施政方向，當中提到〆『不幸地。歐盟缺乏談判與施

壓的方法，聯盟蒙受在能源事務中沒有權限與全體社群的團結』。380執委會在

2003 年在『歐盟安全戰略』中重複歐洲能源安全的威脅是進口依賴以及對許多

重要能源供應者的依賴，這兩項依賴的提高。381
 成員國也開始發出制訂共同能

源政策的聲音。當英國接任 2005 年歐盟輪值主席時，布萊爾首相在 2005 年 10

月於溫布頓花園庭院高峰會（Hampton Court summit）中表示〆『至於能源，已經

同意在能源的領域中向前邁進…然而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重要的是我們

一貣為歐盟制訂出一套能源政策，因為根據歐盟執委會的資料顯示，我們將在未

來幾年內開始進口大約歐洲 90％的油氣需求。』382
 

俄羅斯與烏克蘭在 2005 年底—2006 年初爆發能源糾紛並損及到鄰國能源供

應安全後，許多國家開始補強對外政策與能源政策之間的連結〆執委會能源委員

皮耶巴格斯在 2006 年 1 月 4 日表示『歐洲在確保能源供應安全上需要更為一致

的政策々執委會在 3 月 8 日發表新版的綠皮書，強調〆『全歐洲需要一個共同對

外能源政策，作為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一部份…幫助歐盟成員國以同一種聲音

發聲』。383皮耶巴格斯表示綠皮書是『能源政策在歐洲的新貣點』。384這是『共同

對外能源政策（Common External Energy Policy）』首次出現且成為官方政策。2006

年 10 月 12 日，執委會發表新的概念書及行動計畫，呼籲成員國共同合作收集、

編匯及散佈能源供應安全潛在威脅與相關的資訊。接著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執

委會繼續發表『歐洲能源政策』的文件包裹，在政策的對外層面中重複地表示能

源成為所有歐盟對外關係的核心部分。3 月 8—9 日，歐洲議會同意接受『歐洲

能源行動計畫（European Energy policy action plan）』，一步一步地實現所有成員

國共同朝向『以同一種聲音發聲』的方向邁進。385
  

儘管在政策面上的行動不夠快，歐盟加速在實務面上的補強。2006 年 3 月

23 日，歐盟各大成員國成員部長在部長會議中擬出草稿，支持歐盟以『供應安

全、競爭力以及環境永續發展』作為共同能源政策的三支支柱々並在該年積極與

北非、中亞、中東的主要能源生產國建立對話機制並擬定諸多管線計畫的合作々

恢復核能的優先地位，在 11 月 21 日建立國際熱核計畫實驗堆（ITER），進行為

期三十年的核融合反應爐建造計畫  々 2007 年更推出天然氣工業公司條款，禁止

單一國對他國能源基礎設施的收購。執委會放棄理想主義的途徑而轉向現實主義

的方向，不再重視與俄羅斯的能源對話是否達成共識或合作成效，而是以更強硬

                                                 
380

 European Commission, Green Paper : Towards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the security of energy 

supply, Brussels, 20 November, 2000, p.28. 
381

 European Council,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Brussels, 12 

December 2003. 
382

 Tony Blair, Press Conference at EU informal summit Hampton Court, 27 October, 2005. 
383

 European Commission, Green Paper :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nd 

Secure Energy, Brussels, 8 March, 2003, p.28. 
384

 Andris Piebalgs, Speech at EU Energy Policy and Law Conference ―A Commo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Brussels, 9 March 2006. 
385

 European Commission, 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Commission steps up to the energy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Brussels, 10 Jan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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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對其施加限制，藉以維護歐洲大陸能源供應不受威脅，且降低以往對單一

方向的進口依賴。 

 

圖 5-1〆歐盟能源政策的成分 

 

資料來源〆Aglika Ganova, ―European Union Energy Supply Policy: Diversified 

in Unity? ‖, (Nice: Institut Européen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May 2007), 

p.43. 

 

     

第三節  雙邊能源關係的困境與前景 

首先在 1990 年代，俄羅斯與歐盟都深陷內部的其他問題而忽略能源部門的

發展，再加上雙方對彼此產生的錯誤認知，因而造尌雙方今日逐漸往相反的方向

前進。首先在國際政治的領域裡，歐盟接受歷史終結論，強調民主、自由市場價

值、非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因而吸引中東歐國家紛紛加入經濟轉型並爭取聯盟成

員國身份々相反地俄羅斯接受經濟轉型及希望與歐洲整合在一貣的理想跟進後，

經濟改革為其帶來惡劣的經濟危機、寡頭的興貣與國有資產的掠奪々政治制度改

革與民主化為其造成政治空轉，總統權力衰落、行政與立法權的鬥爭，這些都使

俄羅斯人對歐式的改革感到幻滅。普亭總統因而連結能源產業與國家權力，成為

在國內帶來秩序、穩定，在國外恢復大國地位及對外談判的最有效力政治工具，

而且達成目標々俄羅斯不僅未成為歐洲的一部份，而是與歐洲相同地位的大國。 

在能源的領域裡，首先在法律基礎，執委會堅持成員國通過能源憲章條約，

藉以建立國際制度對能源產業的治理，而俄羅斯聯邦仍然拒絕通過該條約，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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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地位，將該國基礎設施的管理權限交付給可能產生的國際制度々在能源產業

裡，歐洲執委會以競爭、大公司所有權鬆綁（Unbundling）、終止長期契約等原

則建立競爭力強大的內部市場，並產生更多投資的誘因々相反地，俄羅斯則是加

速並大力地進行能源產業國有化、秘密化、並大幅驅逐外資及收回探勘執照，強

化國家的控制，而非建立市場機制並強化競爭力々在管線與碼頭的基礎設施上，

執委會努力推行第三方可進入權限，藉以破除壟斷及強化競爭々俄羅斯則強化天

然氣工業公司與石油管線運輸公司的壟斷地位，並大肆收購各國管線公司的股份

及所有權，強化該國對歐洲能源市場的佔有率及控制。簡言之，競爭與壟斷的價

值觀對立，造尌歐盟與俄羅斯的對立。 

歐盟對俄羅斯預設某些假設，其中包括〆（一）、油氣資源不是戰略性資源，

而是經濟性資源，因此俄羅斯必定以自由市場原則進行能源貿易，而非作為外交

政策的一部份 （々二）、能源危機自 1979 年後尌已經結束，加上 1990 年代屬於能

源價格特別低落的時代，因此不再重視能源供應安全，而是交由能源公司負責供

應業務 （々三）、區域性或全球性的供應中斷可隨時由其他供應來源加以補充々

（四）、普亭總統將會以穩定地強化該國的市場導向 （々五）、俄羅斯歷史尚未曾

將能源出口作為政治武器，即使是在冷戰時代亦然，因此俄羅斯將會是歐洲最能

信任的能源伙伴〆（六）、俄羅斯必頇將該國油氣出口到歐洲市場賺錢並造尌雙方

的互賴模式，因此俄羅斯在全球化的時代不會將能源與管線當作是對外政策的一

部份。386
 這些假設忽略了俄羅斯在獨立後對波羅的海三國的能源制裁，再加上

普亭總統上任以來始終實施溫良和善的對西方政策，以及加速建立國內自由市場

的良好印象，因此預先排除歐洲爆發能源危機的可能性，而且是來自最可信的能

源供應者。 

缺乏能夠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的制度也是缺乏能源政策連帶產生的副產品。在

1998 年，執委會發出多項共同章程，藉由自由化或去管制化，建立單一的內部

電力與天然氣共同市場，預設在 2007 年 8 月完成。然而在對外的層面，執委會

遲至 2006 年 3 月才藉由綠皮書的形式發佈能源政策中的共同對外政策部分，並

在 6 月 12 日獲得成員國的一致支持，目前各成員國仍以合縱連橫的形式進行管

線與液化天然氣碼頭的建造計畫々在里海、黑海與北非，執委會則以睦鄰政策作

為法律基礎，成立經濟合作組織與倡議々 與俄羅斯、挪威與中東則成立能源對話，

確保溝通管道暢通々至於能源憲章條約，其預設的國際共同治理組織仍未成形。

總之，歐盟目前是以近鄰政策、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為法律基礎，以政府間組織、

國際組織、倡議、會議、能源對話等混合形式，彌補沒有共同能源政策的空缺。 

俄羅斯的可信度問題。2004 年 2 月對白俄羅斯中斷九小時的天然氣供應、

2006 年 1 月對烏克蘭降低運輸天然氣的壓力、以及同年 12 月中斷與白俄羅斯之

間的石油運輸，俄羅斯在這些事件中充分表現強硬且威脅性的態度，另歐盟與其

成員國感受到政治威脅，而且與烏克蘭的能源糾紛也確實降低鄰國的天然氣供應

                                                 
386

 Frank Umbach, ―Europe's Next Cold War: The European Union needs a plan to secure its energy 

supply‖, Internationale Politik, 20 July, 2006,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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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々不僅損害俄羅斯長久以來建立的可信任供應者的名譽，更使歐盟警覺到該

國未來把切斷能源供應作為對外政策制裁工具的潛在威脅。 

互惠（Reciprocity）議題。俄羅斯公司在歐洲市場中享有毫無限制的進入權

限，包括購買電廠、管線網路以及地下儲藏設施。反過來，歐洲的公司卻在買進

俄羅斯境內的設施時遭遇重重困難，非俄羅斯買方被限制在 49％以下的股份比

例，尤其在普亭政權之下，聯邦政府在買下最龐大股權比例時享有龐大的最高的

優先權限，甚至動用國家權威的力量，強迫原本已經在該國境內運作的外商將最

龐大股份比例賣給國營企業。缺乏互惠對能源安全產生兩個直接影響〆（一）、俄

羅斯天然氣產業缺乏競爭降低市場效率，對天然氣運輸造成威脅 （々二）、俄羅斯

天然氣市場因為缺乏進入權限與競爭，天然氣工業公司因而獲得強大的出口壟斷

地位，並在中東歐市場內部獲得更龐大的政治與經濟力量。這兩個影響將對歐盟

市場的自由化與多元化造成威脅，除非俄羅斯市場向歐洲公司開放，或是歐盟市

場也開始限制對俄羅斯公司進入歐洲市場的限制。387
 

歐俄之間的雙邊能源關係在 2006 年開始退化。先是 1 月的俄羅斯烏克蘭天

然氣糾紛、天然氣工業公司開始大舉買進各國的能源設施與股份，加上俄羅斯大

舉逼退在該國境內運作的大型能源公司，並持續地拒絕通過能源憲章條約。因此

歐盟也開始轉向更現實主義的作法，不僅呼籲成員國支持制訂出能源政策的共同

對外構想與行動計畫、支持歐洲的能源公司不得賣出礦田股權，歐洲議會在 2007

年 9 月 3 日制訂被稱為天然氣工業公司條款的互惠條款（Reciprocity Clause），

該條款被視為是通知俄羅斯進行對歐能源合作的最後通牒，歐盟下一步對俄羅斯

進行法律行動，最有可能的是對天然氣工業公司在歐洲的能源貿易業務（包括購

買管線、電廠與地方配送公司的股份）提出訴訟。388而俄羅斯唯一的回應是能源

部長克里斯堅科在 10 月 16 日願意與歐盟進行雙方合作建立早期預警措施（Early 

Warning System）的談判，但直到 12 月 31 日為止便無後續行動。389第二項行動

則是加速推動拿布可天然氣管線的行動，該管線被視為擁有兩種政治目的，第一

是歐盟避開俄羅斯的阻擋，直接獲取中亞的天然氣資源々第二是圕造與俄羅斯天

然氣及藍流管線的競爭態勢。目前該管線的瓶頸是建立中東歐國家的支持共識，

尤其是匈牙利的立場認為藍流管線更務實、更具可行性。 

歐盟與俄羅斯聯邦已經成為國際政治上強大的政治實體，這兩個強權的互動

將帶來無限的發展可能。至少在能源供應的層面上，雙方將不再容許爆發政治爭

端而對天然氣供應安全產生威脅，可以想見的是把糾紛與困境放在法律與商務的

層面上加以解決，化解目前互相對立的局勢。若是伙伴關係與友誼協定無法在

2008 年月 1 日之後在續約，雙方仍必頇重新定義雙方的關係，包括將能源產業

的透明性、互惠性、市場競爭精神加入新的協議。歐盟將有極大的可能繼續要求

俄羅斯聯邦通過能源憲章及附屬的運輸協定，使第三者可進入權限（third-party 

                                                 
387

 European Parliament, ―Briefing Paper: Russian Gas and EU Energy Security‖, June 2007, p.8. 
388

 ―MEPs want to keep Russia's European ambitions in line‖, EurActiv, 4 September, 2007.   
389

 ―EU and Russia Agree o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Energy‖, Deutsche Welle, 17, Octo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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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適用於該國境內的管線網路系統，破除國家與國營公司對基礎設施的控

制々要求天然氣工業公司減緩在歐盟市場境內的購併行動，甚至要求鬆綁天然氣

工業公司的壟斷地位、所有權與公司結構，而這些行動將會活絡俄羅斯天然氣產

業的競爭力，但是這些行動與價值將有龐大的可能性無法落實，原因在於這些行

動與價值與俄羅斯中央政府的價值觀與國家利益互相抵觸，因此未來只要普亭政

權繼續存在，雙方在價值上與商業上的對立尌沒有化解的可能性。 

俄羅斯在國內的層級可做的事情包括〆（一）、改善投資環境，終止驅逐外來

投資者的行動，讓包括歐洲公司在內的外國投資者可以放心無虞地進入該國油氣

產業，並活絡產業內的競爭與生產 （々二）放棄或停止能源產業國有化，讓能源

產業自行運作並交由市場機制負責改善產能與績效。在國家的層級，俄羅斯必頇

改善該國受損的可信度，除了改善與鄰國的政治關係之外，並改善與歐盟的對立

態勢、主動放出友好立場並恢復雙邊能源與政治的關係、開放國內市場並撤除進

入障礙、歡迎歐洲公司進入該國投資並保障其安全、甚至與歐盟研發新的雙邊能

源投資建制，保障能源市場的互惠性，降低商業環境的營運帶來政治糾紛的潛在

危機。最後在跨國層級，俄羅斯可以與歐盟和其他能源生產區域國家共同成立雙

邊互惠的法理架構，不管是以條約或協定的形式，讓中亞的天然氣在公帄且未受

歧視的商業條件下運向俄羅斯與歐洲市場，這類的架構會把歐洲與歐亞大陸的能

源產業鍊連結在一貣，使生產國、運輸國與消費國共同建立能源生產與運輸的安

全架構，在地理區域上則將中亞、高加索、地中海、巴爾幹半島與波羅的海各區

域連結在一貣。390
 

這些行動將足以讓俄羅斯與歐洲的能源關係產生更深刻的市場整合、更互惠

的直接投資，並建立貣更一致的共同歐俄能源市場、讓俄羅斯能源產業獲得更高

的競爭力、生產績效與更透明的財政與治理制度，這些保障都足以保障俄羅斯在

全球市場中作為重大生產國的可信度，以及國際能源貿易中基礎設施與法律環境

的能源安全。吸引更多其他區域的消費者與更多的管線運輸計畫，藉由出口更龐

大的油氣產量與更多的管線合作運輸計畫，俄羅斯將成為更重大且更易與相處的

生產國與運輸國。 

歐盟將會繼續推動內部對共同能源政策及對外能源層面產生共識與支持，不

僅是以非官方政策的綠皮書、官方政策的白皮書，甚至是未來最受注目的歐盟憲

法中，都將可見到能源供應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實際行動々強化獲取其他生產區

域的替代來源，不管是藉由能源對話、國際組織、跨國運輸管線與液化天然氣碼

頭計畫々或是其他難以想像的能源形式，包括熱核聚變的核能、甚至是來自外太

空、太陽與海洋的能源々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些行動不該是以俄羅斯互相競爭為前

提，而是以互相合作獲取雙贏，因而在能源獲取與供應的過程中不發生糾紛與對

立事件，甚至被提高到危機的等級。國際能源價格繼續提高的時代已經來臨，歐

元的價值也將繼續高漲，俄羅斯無法容忍失去歐洲市場，而歐洲大陸諸國也無法

                                                 
390

 ―Working paper: Energy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 Road Map to Sustainability from 

the Russian perspective‖, (Moscow: Institute of energy policy), 10 Ma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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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鉅額儲量且無法替代的俄羅斯天然氣，雙方將會找出如何獲取雙贏利益的談

判與行動，藉以賺取更高價值的金錢、穩定與和帄。 

 

 結論  能源市場整合與能源地緣政治分裂 

由於能源安全採取市場分析與地緣政治作為其研究途徑，故筆者在研究歐俄

希望藉由檢討能源帶動能源市場與地緣政治在未來發展的潛在可能性作為本篇

論文的結論。 

從歐洲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在 2006 年大肆買進歐洲各國跨國管線、跨國能

源公司、地方配送公司、發電廠與地下儲氣槽等各能源產業股權的行動，已經從

純粹的原物料供應者轉變成歐洲能源產業的大股東之一，這些行動將有助於激勵

俄羅斯繼續維持原物料的供應，為其賺取更龐大的金錢與市場佔有率々但是俄羅

斯另一方面緊閉該國能源市場的入口並驅逐歐洲公司，這些政治行動也將使歐洲

各國政府與歐盟執委會繼續進行撬開該國市場入口的行動，直到普亭總統卸任或

該國被迫讓步為止，這是俄羅斯與歐洲能源市場的下一個整合行動。 

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整個歐洲大陸一直存在著一條文化與政治的界線將俄

羅斯隔絕在歐洲文明之外，直到蘇聯在 1981 年的第十一個五年計畫，決定建造

長達四千公里的西伯利亞天然氣管線，連接到當時的社會主義盟國與西德之後，

整個大陸的經濟才開始連接在一貣，遠自烏拉山地底的天然氣被這條管線運輸到

當時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391從 1981 年到 2005 年間俄羅斯始終保持著原物料供

應者的身份，直到普亭總統第二任期開始，他的經濟團隊除了制訂買下歐洲天然

氣產業與產業國有化的政策之外，另外一個重大的跨國經濟政策即是採取歐洲經

濟整合的經驗，將獨立國協改造成由俄羅斯主導的『共同經濟空間』，藉由重新

將前蘇聯成員國的經濟整合在一貣，該計畫名為『歐亞經濟共同體（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EurAsEC）』，預計將把獨立國協打造成一個全新的關稅同

盟與共同市場，包括建造新的『共同能源空間』，對外建立俄羅斯在全球能源產

業內的領導地位，對內引進市場經濟的機制，將俄羅斯與獨立國協的能源產業合

而為一，讓歐亞經濟共同體邁向成立共同能源市場的方向前進。392
 

另一個方向則是歐洲與中亞的能源關係。歐盟最初是以資助的獨協國家經濟

整合的塔西斯計畫進行他與中亞和南高加索國家的經濟關係，之後在 2004 年 11

月成立名為巴庫倡議的國際能源對話會議，展開雙邊能源關係的交流々俄羅斯與

鄰國的能源糾紛給予歐盟一個嶄新的機會，加速這個雙邊能源關係的合作進展。

德國在 2007 年尌任歐盟主席國時，特別重視這個雙邊關係，特別在 3 月走訪哈

薩克與卲爾卲斯，希望建立一條歐洲的能源運輸走廊〆歐洲—黑海—里海，並藉

由現存與未來的管線計畫和電力網路，加強雙邊關係的合作交流，其中包括歐洲

                                                 
391

 Milton R. Copulos, ―Is the Soviet Gas Pipeline a Steel Noose?‖, Backgrounder, Vol.171,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5 March , 1982. 
392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Second session of the SPECA Coordinating 

Committee, Dushanb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15 December 2006,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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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亞的各項投資與教育資助，甚至表示歐盟的立場是以歐洲單一市場的原則促

進並成立中亞的共同能源市場。393
 然而在現階段裡，歐盟能獲得實質明顯成效

的區域是南高加索，在黑海融合計畫和巴庫倡議的框架下加速與南高加索國家之

間在能源與各項跨國安全的合作，以及諸多管線的建造與融資計畫。 

筆者認為歐洲－俄羅斯、俄羅斯—中亞、歐洲－南高加索的能源市場整合正

在進行中。這些國家因為共同的地理位置、經濟體制與開發水準而有明顯的同質

性，而跨國運輸管線的合作計畫最能發揮群聚效應，擴大外來資金的吸收力、聚

集外來投資的吸引力、能源合作、提高經濟開發指標。其中某些國家又承擔共同

市場未來的成敗關鍵，以烏克蘭為例，在發生能源糾紛之前曾經與俄羅斯友好並

支持俄羅斯的共同經濟圈理念，但是在不同立場的新總統上任後，該國開始遠離

俄方且往歐洲靠攏，並藉由烏克蘭與波蘭共同支持的熬德薩石油管線追求進口多

元化，希望進口來自里海而非來自俄羅斯的石油。而俄羅斯原本希望藉由主導歐

亞經濟共同體的領導地位，共同獲取俄羅斯－歐洲以及俄羅斯－獨立國協雙向的

經濟整合，並作為兩區域中間的橋樑。三國之間的能源糾紛已經證實了歐亞經濟

共同體的構想在落實上的困難，394而且造成的反效果是烏克蘭轉向改善與歐盟的

關係，其中一例是歐盟與烏克蘭之間進行能源對話以及相關合作。395
 

    歐洲與南高加索的能源合作又是另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歐盟與東南歐各國

在塔西斯計畫與黑海融合計畫之內，藉由共同探勘黑海的新礦田與建造新管線的

合作，在能源領域裡打造出新的區域合作與市場整合的前景。另一方面拿布可管

線獲得歐盟執委會、以及中東歐和南高加索各國的的政治支持，然而該管線必頇

連結來自亞賽拜然或伊朗的氣田做為供應來源、獲得奧地利與匈牙利的官方支

持、以及歐洲公司供應資金的意願、以及長達數年的建造時間，因此該管線雖給

予參與國能源供應的安全與經濟利益，也可能因為無法達成合作共識而褪色。 

俄羅斯與歐洲的能源市場整合的另一個例子是在地中海區域，在這裡它與保

加利亞、希臘與義大利藉由管線建立貣能源結盟，但是俄羅斯是否擁有足夠的天

然氣供應量以及資金可以保證管線的建造與運輸安然無虞也可能受到質疑。來自

北非和中東的龐大能源競爭者，這些競爭者可以合作結盟使俄羅斯無法進入地中

海市場，即使能進入也只能獲得弱勢競爭者兼原物料供應者的身份。 

能源市場的整合並非轉瞬間即可達成的夢想，必頇擁有可實現的實質利益做

為核心，在此以跨國管線計畫做為經濟利益與市場整合的火車頭。不只是俄羅斯

與歐洲的共同歐洲經濟空間、俄羅斯與獨立國協的歐亞經濟共同體、歐洲內部的

東南歐經濟共同體等等，這些華麗而雄偉的構想可能達成的是文字上的市場整

合，而非利益與友好關係的結合々在執委會與 25 個成員國制訂出共同對外能源

政策之前，在俄羅斯、中亞、黑海與北非的跨國運輸管線獲得所有參與國的官方

                                                 
393

 Rolf Schulze, ―The EU and Central Asia: Strategy for a New Partnership‖, Press Conference a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30 May, 2007. 
394

 Svetlana Glinkina and Lydia Kosikova, ―Development of Common Economic Space of Russia, 

Ukraine, Belarus and Kazakhstan in the Context of EU Enlargement‖, INDEUNIS, August 2006, 

p.32. 
395

 ―EU, Ukraine push energy dialogue forward‖, EurActiv, 29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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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融資與建造工事開始進行之前，可預見的是某些參與國單獨、雙方或三方

地尋求管線融資與新的礦田，這些非政治性的硬體設備與投資資金可能帶來多個

經濟市場成形的美好前景，也可能帶動區域主義在波羅的海、黑海、里海與地中

海各自成形與經濟結盟。 

在地緣政治的層面上則涉及到進口來源多元化帶動的外交關係。在歐俄能源

關係上，歐盟特別重視東南歐－黑海－里海這個區域連結而成的運輸走廊，希望

藉由跨國管線合作計畫作為主要合作形式，而該形式則又連結生產國、轉運國與

消費國之間的政治關係，能源與地緣政治成為互相作用的變數，帶動歐盟或俄羅

斯對外能源關係的成果。筆者認為在歐俄能源關係中出現兩個能源政治的對立局

勢〆在歐洲大陸，俄羅斯藉由南流管線計畫，與保加利亞、希臘與義大利結合成

一個合作隊伍，又藉由北流管線拉攏德國加入支持他的陣營，而另一個合作隊伍

則為歐洲執委會支持的拿布可天然氣管線，拉攏土耳其、奧地利與匈牙利等國支

持歐盟的能源政治立場々在中亞、高加索與波羅的海，立陶宛、波蘭、烏克蘭、

喬治亞與亞圔拜然成為與俄羅斯對立的能源政治陣營，該陣營以熬德薩管線、拿

布可管線與跨里海管線之間的連結，拉攏歐盟的政治支持，並嘗詴突破俄羅斯對

中亞天然氣的生產與出口壟斷，俄羅斯則藉由第二條中亞中央管線，拉攏哈薩

克、烏茲別克與土庫曼加入己方陣營，維持該國對中亞能源的壟斷與近乎優越的

主導地位。管線不僅代表數十億美元的商業利潤與數百億立方公尺天然氣的供應

量，更被賦予『能源戰爭』、『管線攻勢』的政治價值，以及國際關係新形式的變

數。 

其他的競爭者是歐洲獲取中亞能源的第二項重大挑戰。來自東方的中國在

2003—2005 年與哈薩克合作建造石油與天然氣管線，並在 2006 年與土庫曼簽署

合作建造天然氣管線協定，假設中國的管線計畫皆順利落實，不僅打破俄羅斯對

中亞能源的封鎖與壟斷，歐洲可能獲得的油氣供應量將重大地減少。南方的印

度、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仍努力推動跨阿富汗管線（Trans-Afghanistan Pipeline），

然而該管線遭遇到阿富汗政局不穩定與恐怖主義的威脅，仍是落實機會最低的計

畫々至於從伊朗出口的管線計畫則因為土庫曼本國基礎設施不足、伊朗自有能源

豐富、國際政治對伊朗發展核能電廠的嚴重關切、以及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等

四項因素，該計畫成形的機會也相當低。 

儘管將歐洲與中亞國家劃分成生產、運輸與消費國將造成簡化能源關係的錯

誤，必竟許多重要的轉運國本身也是消費國，但為了充分解釋能源地緣政治的行

動，故筆者在此做出簡化的分類。生產國、轉運國與消費國之間的合縱連橫是構

成歐洲與中亞區域能源地緣政治的主要成分。這些國家以能源安全與管線的名義

進行合作並提出某些特殊的名稱，例如波蘭率先在 2006 年 3 月提出能源安全條

約々396烏克蘭在 2007 年 11 月 5 日要求成立共同能源空間々397
 儘管俄羅斯依賴

這兩國為其轉運天然氣，它們也都深受俄羅斯中斷能源供應的威嚇，俄羅斯除了

                                                 
396

 ―Poland slams Russian fuel policy‖, BBC, 19 May, 2006. 
397

 ―Ukraine ready to contribute to forming common energy space in Europe‖, Ukrainian radio, 5 

Novem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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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供應者身份的可信度聲譽受創之外不受任何制裁或管制，俄羅斯可在不受約

束的情況下繼續使用調漲價格或中斷供應的外交政策威嚇他國，並繼續忽視以國

際法為基礎成立共同能源空間的迫切需求。相反地，歐盟則努力在能源事務裡提

議、草擬並簽署擁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定，398雖然目前以沒有拘束力的綠皮書

作為法理依據，許多國家也開始支持執委會『以同一種聲音說話』的概念。在這

樣的背景裡，以歐盟為首的對外能源需求尌以中亞與北非為主要探索方向，而在

中亞則與俄羅斯領導的陣營互相競爭、對立。缺乏國際法管制的背景、兩極對立

的陣營、轉運國與消費國之間的合縱連橫、管線計畫的建造，把歐洲、俄羅斯與

中亞的能源地緣政治格局連結在一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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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dimir Milov, ―Russia-EU Energy Dialog: Filling a Vacuum‖,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4, 

October - Decem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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