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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中俄北极能源合作
———以亚马尔ＬＮＧ项目为例＊

孙　凯　马艳红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中俄北极能源合作是中俄共建“冰 上 丝 绸 之 路”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是 其 中 的 旗 舰 项

目。目前，受油气供需市场及国际形势的影响，中俄两国在北极能源合作方面一拍即合，前景广阔。但受美日因素

制约、合作质疑、技术水平制约等影响，中俄北极能源 合 作 尚 面 临 一 些 困 境。因 此，在 中 俄 共 建“冰 上 丝 绸 之 路”的

背景下，中国应以亚马尔ＬＮＧ项目的成功推进为突破口，与俄方加强战略互信与战略互需，深化北极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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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此应该以高质量的

低碳能源作为支撑，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提高天然

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１］目前世界能源格局

由传统的“中东”地区向西转移，煤炭逐渐被低碳清

洁能源天然气取代，北极地区的能源地位上升将成

为能源“新中东”。对俄罗斯而言，霸权压力促使其

向中国依靠。［２］中国与俄罗斯协力打造“冰上丝绸之

路”将为中国提供一条通往欧洲的最快捷和最经济

的蓝色经济通道。［３］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俄

北极资源开发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因此，需要通过

中俄双边合作获得北极资源的供给，这也是中国的

经济安全探索新的空间和选择。［４］从维护国家安全

方面看，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可

以巩固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次从

经济战略上看，与俄罗斯发展经贸关系不仅是实现

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

是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市场安全的重要

保障。随着２０１７年６月，《“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

作设想》提出“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

色经济通 道”，标 志 着“冰 上 丝 绸 之 路”被 正 式 纳 入

“一带一路”倡议总体布局。
纵观亚马尔ＬＮＧ项目的发展历程：２０１３年底，

俄罗斯 政 府 修 改 了 出 口 法，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获 得

自主出 口 权，俄 罗 斯 政 府 专 门 为 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开“绿灯”，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也 赢 得 了 中 国 丝 路 基

金的青睐。２０１４年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中国石油

俄罗斯公司提出建议，以丝路基为契机加入亚马尔

ＬＮＧ项目，积极促成中俄两国政府协商签订了政府

间协议议定书，在国际法框架下成功解决了净资产

为负和公司资本弱化问题给亚马尔公司和外国股东

带来的法律风险。［５］除了丝路基金入股，中国在技术

上也有参与：模块运输船、大型钢结构的模块制造和

北极模块运输。不仅如此，中国石油俄罗斯公司通

过积极整合资源，将引进中国服务进入亚马尔ＬＮＧ
项目。由于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的 良 好 合 作，使 得 中

俄两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合作，即将开展亚马尔ＬＮＧ
第四条生产线合作、北极两项目合作，以及两国之间

即将开展北极战略合作。
二、亚马尔合作的基础

当前，中国对能源的进口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北
极成为中国资源进口新的选择方向。而北冰洋油气

资源增量以及运输通道的便利性的提高，也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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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采购多元化战略的内容。［６］与此同时，俄罗

斯对亚太市场的潜力充满信心，中俄发表《关于进一

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对能源

资源做了详细的描述。中俄借助“冰上丝绸之路”打
造蓝色经济区域带，合力开发北极资源成为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
（一）俄罗斯方面

首先，俄罗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博弈中希望通

过与中国的合作来稳定国际地位。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俄罗斯就备受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压力，其战

略空间被进 一 步 蚕 食，２０１３年 爆 发 的 乌 克 兰 危 机，
而后２０１４年被Ｇ８集团开除以及２０１４年以来欧美

和北约的严厉制裁等使得情况更加恶化。［７］在美俄

关系交恶，俄欧关系毫无起色的背景下金融的制裁

成为美欧对俄制裁的主要办法，从而达到阻碍俄罗

斯公司获得自己来源的渠道的目的，因此受到制裁

的俄 国 国 有 企 业 基 本 很 难 在 国 际 市 场 上 融 资 成

功。［８］导致俄罗斯目前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已陷入十

分被动的局面，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开展联盟战

略，冲破美国 的 外 交 孤 立 政 策，摆 脱 当 前 的 不 利 困

局。［９］通过加强多元化的能源合作，确保国家能源安

全的同时，俄罗斯需要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多元化存

在。
其次，俄罗斯北极能源开发需要中国的资金和

技术投入。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的 开 采 环 境 恶 劣、开

采难度极大。且俄罗斯在开发极地大陆架油气资源

的经验和技术上有所缺乏，基础设施建设面临障碍，
国家财力难以支撑油气资源的开发，缺乏稳定的国

外能源出口市场。俄罗斯借助我国的技术和资金开

发北极资源，将北极地区建设成为战略能源产地，目
的是保持世界能源出口大国地位和保证俄罗斯经济

持续发展。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北极开采不仅体现在

能源的供应，同时也体现在大型能源系统、资金、天

然气管道 等 领 域。在 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上，中 国 还

提供了重 要 的 技 术 支 持。据 悉，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主结构钢材 国 产 化 程 度 超 过９０％。中 国 企 业 承 揽

了全部模块建 设 的８５％，７艘 运 输 船 的 建 造，１５艘

ＬＮＧ运输船中１４艘船的运营等。［１０］而亚马尔ＬＮＧ
项目核心工艺模块是我国首次对外输出ＬＮＧ核心

工艺模 块，中 国 成 功 掌 握 了ＬＮＧ核 心 工 艺 模 块 建

造技术，具 备 高 端 油 气 装 备 和 走 进 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的能力，这点与俄罗斯技术短板互补。
在资金上，为了开发北极能源，俄罗斯采取了灵

活政策，放宽了对外国资本参与俄罗斯能源项目的

限制。原本俄罗斯法律规定，只允许国有股份超过

５０％且拥有不少于五年海洋勘探经验的公司才能进

行大陆架资源勘探，并且对股权变动进行严格限制。
但是，在亚马尔开发中，基于融资需求，俄罗斯“特事

特办”。［１１］２０１６年３月，诺瓦泰克与中国丝路基金正

式完成了亚马 尔ＬＮＧ项 目９．９％的 股 权 交 易。丝

路基金的加入让之前项目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
目前诺瓦泰克持有５０．１％，中石油及法国道达尔各

持有２０％，丝路基金则持有９．９％的股份。这样的

股权结构完 全 符 合 中 俄 两 国 高 水 平 的 双 边 关 系 发

展，同时，丝路基金的加入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资金来

源。［１２］这种灵活 性 政 策 势 必 有 利 于 中 俄 共 建“冰 上

丝绸之路”。
最后，中俄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合 作 符 合 俄 罗 斯

北极战略要求。根据《２０３０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
俄罗斯将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其天然气能源潜力，
巩固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从而使国家经济从

中获得最大的收益。［１３］天然气不仅是俄罗斯出口换

汇的主要商品，更是俄罗斯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重

要工具，通过能源优势扩大国际影响力，恢复能源大

国地位，俄罗斯需要参与到国际能源合作中去。因

此，《２０３０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明确了俄罗斯对外

能源政策的战略目标：最大限度地发挥俄罗斯的能

源潜力使其融入全球能源市场一体化进程，强化俄

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地位，争取经济利益最大

化。［１４］从地缘政 治 这 个 方 向 考 量，北 极 地 区 作 为 波

罗地海的出海口不仅是资源贮藏地，同时也是重要

的战略要 地。俄 罗 斯 以 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为 支 点，
可以撬动整个远东地区能源开发，实现俄罗斯区域

经济建设和国际影响力。［１５］

（二）中国方面

首先，亚马尔ＬＮＧ项 目 对 中 国 出 口 的 天 然 气

可以缓解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的压力，为我国经济持

续增长作保障。油气资源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高速、稳定地发展对我国全面成小康社

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２０１７年经济增速将

大幅超过２０１６年。中国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新的

黄金时 期。”［１６］到２０２０年，中 国 天 然 气 消 费 量 预 计

将达到３０００亿 立 方 米（２０１６是２０６０亿 立 方 米）。
到２０４０年，这个数字将再翻一番，达到６０００亿立方

米。我国天然气产量难以满足我国快速增长的天然

气需求。所以开发新的海外天然气能源是我国能源

战略急需迈出的重要一步。
资源禀赋与结构互补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基

２



础。俄罗斯在２０１６年仍然是全球重要的天然气出

口国之一，其中亚马尔半岛探明天然气储量占全俄

７０％。［１７］俄罗斯北极大陆架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战略

规划中强调，近几年内，在亚马尔半岛将建成俄罗斯

北极大陆架天然气开发新区。亚马尔ＬＮＧ项目拥

有天然气总和６０００万吨，计划年产天然气２５０亿立

方米，并建成南坦姆贝凝析气田天然气。大部分产

量将供往亚太地区。到２０１９年，亚马尔液化天然气

项目全部建成后，该项目的三条生产线每年将向中

国稳定供４００万吨液化天然气。４００万吨液化天然

气相当于６０亿立方米。［１８］根据《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显示２０１７年，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回升、环保政

策推动，２０１６年，中国进口天然气７２１亿立方米，占

总消费量的３５．０％。２０１７年比较２０１６年天然气的

总消耗量增加３２１亿立方米。亚马尔ＬＮＧ项目向

我国每年输出的天然气总量相当于２０１６年中国天

然气进口总量的１／１２，解决将近２０１７较２０１６年需

求增加量的１／５。这极大地了缓解我国能源紧张的

问题。
其次，中国能源消费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是中俄

能源合作的重大驱动因素。面对我国快速增长的天

然气需求，我 国 的 进 口 依 存 度 也 成 正 相 关 式 增 长。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依存度从２％提高到２７％，平均

每年提高５个百分点。另外，根据数据统计，天然气

在一次能源消 费 结 构 中 的 比 例 从２００３年 的２．４％
上升 至２０１２年 的４．７％，但 世 界 平 均 水 平 为２４．
１％。对此有关专家指出：“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

结构中的比例，如果按照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以

及降低煤炭在消费结构中比例的要求计算，在２０２０
年达到１０％到１２％的话，那么即使当年的天然气产

能达到２２００亿立方米，中国仍然有一半需要依赖进

口。”［１９］由此可见，按 照 中 国 的 能 源 消 费 趋 势，未 来

中国的油气消费对外依赖度会越来越大。而由于地

缘政治原因，中国能源在海外获取的形式十分严峻，
我国此前的能源合作对象国家大多集中于政治动荡

和社会冲突 频 繁 的 中 东 和 非 洲 地 区。中 国７０％原

油进口来源 于 伊 朗、伊 拉 克、利 比 亚、苏 丹 等 国。［２０］

这些国家或者自身内部政局不稳，或者与西方大国

存在矛盾和冲突。这种能源合作局面也致使我国在

处理地区问题时，外交立场和手段的选择空间受到

很大程度 的 压 缩。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苏 丹、比 利 时 的

动荡，以及伊朗核危机的升级都说明，中国与俄罗斯

在北极的能源开发合作势在必行。我国与俄罗斯是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合作比较稳定性优于中东

能源国家。我国应从战略角度审视与俄罗斯在北极

的能源开发，通过合作可以将北极建成保障我国社

会发展的重要海外资源基地之一，从而确保我国的

经济安全，减少我国能源依赖的脆弱性。
最后亚马尔ＬＮＧ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成

功实践。亚马尔ＬＮＧ项目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液化

天然气项目，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

合作，为此也带来了新的契机。不仅为中国石油积

累了北极资源开发和大型ＬＮＧ项目建设管理的技

术和经验，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开

展油气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合作的一种全新模

式。中国石 油 俄 罗 斯 公 司 亚 马 尔 ＬＮＧ 项 目 作 为

“一带一路”倡议后实施的首个海外特大型项目。是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的

契合点，也是我国北极战略的契合点。亚马尔ＬＮＧ
项目担负着北极资源开发先行者的重任，深受两国

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已成为中俄经贸合作最大

的平台，它的推进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积累了

宝贵的经 验。中 国 石 油 通 过 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有

望在投资收益、资源保障、技术进步、合作拓展等方

面获得可预期的回报。［２１］作为第一次进入到北极能

源的勘探、开发、生 产、ＬＮＧ工 厂 建 设 运 营 中，其 最

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强

大助力。
三、亚马尔ＬＮＧ项目合作的困境

（一）美日因素制约

随着全球能源消耗加剧，围绕能源的国际竞争

越来越激烈。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

石油产量不断增长，在未来，亚马尔ＬＮＧ项目油气

产量输出的潜力有目共睹。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国际

能源企业日益重视对俄罗斯市场的争夺，为中俄能

源贸易合作面临带来的阻力越来越大。中俄从贸易

合作走向更深层次的合作，这一点与美国、日本等国

家的能源战略布局发生冲突。美国认为，中俄能源

合作将威胁 到 美 国 国 际 能 源 战 略 以 及 地 缘 政 治 战

略。美国国会指出，“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对

能源进口的依赖已经对美国构成了经济、环境和地

缘战略等方 面 的 挑 战”。［２２］为 了 遏 制 中 国 对 外 能 源

合作，美国通过积极与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利用环

境问题以及国际压力降低甚至极力阻挠中国与俄罗

斯的能源合 作。［２３］除 美 国 之 外，日 本 也 成 为 影 响 中

俄资源合作的一大障碍。因为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

化的方向在于增加亚太市场的出口份额，而不是仅

仅指向中国市场。日本作为能源匮乏国家，油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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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对外依赖度达到９７％以上，面对俄罗斯巨大的能

源储量，日 本 成 为 中 国 进 口 油 气 资 源 的 最 大 竞 争

者。［２４］为了与中 国 争 夺 俄 罗 斯 的 油 气 资 源，日 本 一

直想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拉拢俄罗斯，为俄

罗斯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各项技术援助，同俄罗斯签

订 一 系 列 的 油 气 开 发 项 目。［２５］但 是 此 次 亚 马 尔

ＬＮＧ项目日 本 由 于 资 金 问 题 未 能 达 到 入 股 条 件。
由此看来在日后，中国在俄罗斯亚马尔能源开发成

功，也必将会引起日本的注意力。由此可以见，在未

来在俄罗斯能源领域地区博弈将会加剧。这将会给

亚马尔ＬＮＧ项目合作带来挑战。
（二）技术水平严重削弱我国优势

在我国战略性资源海外获取由单纯资源贸易进

口向风险勘察、股权参与和并购等利益多元化方向

发展的情 况 下，我 国 由“走 出 去 购 买”到“走 出 去 生

产”的转变对资源生产和利用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我国企业顺利实施战略性资源海外获取以及

亚马尔ＬＮＧ项目的长期合作的成功关键在于资源

开发和利用技术的提高。当前，国内资源开发和利

用技术虽有提高，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相距甚

远。［２６］在天然气的开采过程中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

过程中仍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攻克。且中国现在不

具有 制 造 破 冰 型 ＬＮＧ船 的 能 力，目 前 只 有“雪 龙

号”和正在建造的“雪龙２号”主要用于科研。而中

俄的超级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运输船则全部由韩国制

造并进口。这种破冰船的运输成本高于普通的货船

运输成本要高很多。因此也增加了天然气的机会成

本。
（三）合作存在质疑

亚马尔ＬＮＧ项目是中国发展资源性合作的重

要一步，但是 在 俄 罗 斯，中 俄 能 源 合 作 一 直 存 在 疑

虑。论点主要有：（１）中国附庸论。有一部分俄罗斯

学者认为，俄罗斯能源战略将使俄沦为初级能源供

应国，从而“被定格在附庸地位上”。该观点指出，资
源出口、资源经济、依赖资源只能短时间拉动本国的

经济增长。（２）承 认 中 俄 的 利 益 博 弈 和 价 格 分 歧。
部分俄罗斯专家认为，中俄能源合作中存在着不同

的利益诉求，主要体现在两国的石油管道之争和天

然气价格争议方面。［２７］在此前的天然气合作中俄罗

斯向中国输送天然气项目，由于双方价格存在分歧

而搁置多年，可以说明在中俄能源合作过程中双方

将各自利益诉求放在首位，需要博弈达成一致，并非

一 味 地 迎 合 对 方，其 实 这 也 符 合 市 场 运 行 的 规

则。［２８］中石油 在 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 中 每 年 认 购３００

万吨ＬＮＧ，价格是 按 照 中 国２００７年 合 同 为 参 照 指

标，为了继续保证企业竞争优势中国与俄罗斯在后

期的天然气价格上难免存在争议。
四、中俄北极能源合作的深化路径

我们应该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重视与俄罗

斯或者北极地区的经济合作。以“冰上丝绸之路”为
路径，完善基础设施，从非理性情感角度增加双方互

信度促进 中 俄 北 极 能 源 开 发 合 作，为 亚 马 尔ＬＮＧ
项目构造更好的现实基础。

（一）以航道开发为着重点，打造“冰上丝绸之路”
亚马尔ＬＮＧ项目位于俄罗斯亚马尔半岛东北

部，南塔姆贝 气 田 位 于 北 极 圈 以 北、鄂 毕 湾 西 部 河

岸。而亚马尔ＬＮＧ项目所产出的油气的主要市场

都在北极之外。亚马尔作为重要资源输出地、就北

极航道作为资源运送而言北极航道起到最基本的优

势作用。我国作为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为了更好的

进口液化天然气应当重视北极航道的开发和利用，
为我国更好的进口天然气做好基础。在航道开发方

面，我国已经开始慢慢突破。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中国雪

龙号西北航道通航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技术上重大

的突破，进 一 步 打 开 了“冰 上 丝 绸 之 路”。亚 马 尔

ＬＮＧ项目产出液化天然气通过“冰上丝 绸 之 路”输

入我国市场。缓解我国“气荒”现状。在未来，随着

技术的突破和航道的开辟，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成本

也会随之下降，有利于保持出口竞争优势，扩展外需

市场的战略和投资“走出去”战略。北极航线的开通

不仅降低海运成本，而且进一步导致国际分工和产

业布局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同
时也 将 对 我 国 沿 海 地 区 产 业 分 工 和 布 局 产 生 影

响。［２９］为了更好 的 运 用 北 极 航 道，中 国 应 主 张 在 国

际法框架下与北极国家建立互信机制。形成海运与

贸易利益共识，由此减少在打造“冰上丝绸之路”过

程中在航道方面的阻碍。［３０］

（二）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

俄罗斯的北极地区虽然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和

合作空间，但目前该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阻碍着

投资以及大型项目 的 建 设 工 作。例 如 亚 马 尔ＬＮＧ
项目中“亚马尔·斯佩格”和萨贝特港口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工厂工业发电问题尚未解

决等。［３１］不仅如此，包括亚马尔ＬＮＧ项目在内的俄

罗斯远东地区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俄罗斯

北极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借助更多的外部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作为“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沿线国家，中国应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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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参与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两国的

油气资源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俄罗斯北极基础

设施的建设也需要借助更多的外部力量。目前俄罗

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创造远东地区良好的投资环

境。［３２］双方应该依托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规

划建设，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大
力推动亚马尔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俄油气资

源的合作做好保障。
（三）完善北极能源获取规划和相关的政策法规

中国应该从能源战略出发，制定一系列综合配

套的政策措施。完善亚马尔ＬＮＧ项目开发和运输

相关法律的空白，与此同时加快建立起与企业海外

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１．制定总的北极能源开

发战略和规划。顺应和利用当前世界天然气战略性

能源市场的供需格局，按照能源勘察开发的基本规

律，制定利用国外天然气的总体战略和规划。２．关

于北极航道，中国应当关注并在不同国际平台上参

与解决以下问题：（１）北方海航道相关水域的法律地

位问题。（３）联合国海洋公约第２３４条（关于冰封区

域）的适用空间范围问题。（４）厘清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２３４条与海洋法公约中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之

过境通行制度之间的关系。３．制定完善的国内法律

框架体系。国内法律的缺失将导致在资源开发的过

程中如果出现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条款可以适用。所

以更加需要国内法律的支持，这样才能避免在北极

资源共同开发时陷入不利局面。［３３］规范并促进海外

投资行为，以法的形式，明确国家对境外投资与跨国

经营的基本态度。
（四）增强中俄合作互信度

亚马尔ＬＮＧ项目成功的运行需要依托健全的

机制和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关系。《关于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工作的联合声

明》中俄的能源合作战略初见成效。中俄之间的能

源合作，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政治关系。促进中俄

能源合作的关键一环就是要加强中俄两国政府间的

政治互信度。中国应尊重俄罗斯对其管辖范围内油

气资源享有的主权权利，尊重北极地区居民的利益

和关切，要求企业遵守相关国家的法律并开展资源

开发风险，支持企业通过各种合作形式，在保护北极

生态 环 境 的 前 提 下 参 与 北 极 油 气 和 矿 产 资 源 开

发。［３４］通过合作 加 深 两 国 之 间 的 互 信 度，两 国 要 在

共建制度框架内通过长期互动实践，互相表明本国

立场，消除隔阂。基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

中俄能源合作，寻求双方互利共赢的利益契合点。

五、结语

构建“冰上丝绸之路”对缓解中国的天然气供应

紧张局面意义重大。我国的天然气产量远远无法满

足天然气需求量，我国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天然气。
亚马 尔 ＬＮＧ项 目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缓 解 我 国 的

“气荒”局面。中俄双方之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与政

治互信越来越趋于成熟。俄罗斯作为“冰上丝绸之

路”最重要 的 沿 线 国 家，应 该 加 强 在 油 气 领 域 的 合

作，共同面对相关挑战。在保障我国油气安全的同

时，为全球能源安全做出贡献［３５］我国应该着眼于亚

马尔ＬＮＧ项 目 长 久 利 益 的 发 展，依 托 于 现 有 的 外

交工作和科学技术，以航线和资源利用为主线，以国

际合作为平台，突破北极开发和运输技术的难关，减
少中俄合作壁垒，加大对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投资，从
而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维护国际能源平的衡。

参考文献：
［１］张景瑜，孟庆璐，缪云，罗玮楠．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助力中 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Ｎ］．中国石油报，２０１８，（１）：２．
［２］王新和．推进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北极问题”国际治理视角［Ｍ］．

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王志明，陈远航．中俄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机遇和挑战［Ｊ］．东

北亚论坛，２０１８，（２）：１７－３３＋１２７．
［４］杨建．北极航运 与 中 国 北 极 政 策 定 位［Ｊ］．国 际 观 察，２０１４，（１）：

１２３－１３７．
［５］吴淼．挺进北极添彩丝路［Ｎ］．中国石油报，２０１７－０２－１４（５）．
［６］孙凯，王晨光．国 家 利 益 视 角 下 的 中 俄 北 极 合 作［Ｊ］．东 北 亚 论

坛，２０１４，（６）：２６－３４＋１２５．
［７］张慧智，汪力鼎．北极航线的东北亚区域合作探索［Ｊ］．东北亚论

坛．２０１５，（６）：６７－７６．
［８］屈一平，姜新美．美 俄 关 系 僵 局 难 解［Ｊ］．人 民 周 刊，２０１７，［１６］：

２６－２７．
［９］李振福，王文雅．［俄］米 季 科·瓦 列 里·布 罗 尼 斯 拉 维 奇．中 俄

北极合作走廊建设构想［Ｊ］．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７，（１）：３５－６３．
［１０］王蕾．破解“气 荒”！ 中 俄 亚 马 尔 项 目 将 每 年 向 中 国 稳 定 供 应

４００万吨液化天然气［Ｊ］．新能源经贸观察，２０１７，（１２）：４７－４８．
［１１］张婷婷，陈晓晨．中 俄 共 建“冰 上 丝 绸 之 路”支 点 港 口 研 究［Ｊ］．

当代世界，２０１８，（３）：６０－６５．
［１２］探访 亚 马 尔（ＬＮＧ）项 目：项 目 量 大 重 要 核 心 模 块 顺 利 完 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２９）［２０１８－６－１５］．中 国 日 报 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ｏｕｔｉａｏ／１１２０７８９／２０１６－４－

２９／ｃｄ＿２４９６５６２３．ｈｔｍｌ．
［１３］陈小沁．解析《２０３０年前俄罗斯能源 战 略》［Ｊ］．国 际 石 油 经 济，

２０１０，（１０）．
［１４］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СТРАТЕГИЯРОССИИНАПЕРИОД

ДО２０３０ГОДА［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１２－１０］．Министерствоэнергет

ики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ｈｔｔｐｓ：／／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ｇｏｖ．ｒｕ／ｎｏｄｅ／１０２６．
［１５］尤立 杰．中 俄 能 源 合 作 动 因、风 险 及 路 径 选 择———以 亚 马 尔

ＬＮＧ项目为例［Ｊ］．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８，（４）：１５－１９．

５



［１６］中国将成头号天 然 气 消 费 国（海 外 之 声）［Ｎ］．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２０１７－１１－０６（１０）．
［１７］韩学强．俄罗 斯 北 极 大 陆 架 油 气 资 源 勘 探 开 发 战 略 规 划 概 要

［Ｊ］．石油科技论坛，２０１２，（１２）：４２－４６＋７１．
［１８］王蕾．破解“气 荒”！ 中 俄 亚 马 尔 项 目 将 每 年 向 中 国 稳 定 供 应

４００万吨液化天然气［Ｊ］．新能源经贸观察，２０１７，（１２）：４７－４８．
［１９］中国未来天然气一半靠 进 口 专 家 吁 制 定 长 远 战 略［ＥＢ／ＯＬ］．

（２０１１－０８－１８）［２０１７－１１－１４］．中 国 新 能 源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ｎｅ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４０９．ｈｔｍｌ．
［２０］杨剑．北极治理新论［Ｍ］．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１］吴淼．挺进北极 添彩丝路［Ｎ］．中国石油报，２０１７－０２－１４（５）．
［２２］王联合．竞争与合 作：中 美 关 系 中 的 能 源 因 素［Ｊ］．复 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２）：１７－２４．
［２３］韩立华．中俄能源合作若干问题探索［Ｊ］．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０６，

（２）：９－１５．
［２４］尤立杰．中俄能 源 产 业 合 作 动 因、风 险 路 径 选 择———以 亚 马 尔

ＬＮＧ项目为例［Ｊ］．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８，（４）：１５－１９．
［２５］黄 佳 音．创 新 思 路，推 进 中 俄 油 气 合 作［Ｊ］．国 际 石 油 经 济，

２０１３，（７）：６７－７３．
［２６］曾少军，杨来，曾凯超．促进我国重要战略性资源海外获取的体

制机制建议［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９）：４１－４４．
［２７］侯敏跃，田春生．中 俄 与 中 澳 资 源 合 作 比 较 研 究［Ｍ］．上 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８］任瑞恩，张言．专 家：中 俄 能 源 合 作 是“互 利 共 赢”而 非“附 庸”

［Ｎ］．经济参考报，２０１３，（５）：１．
［２９］张侠，屠景芳，郭培清，孙凯，凌晓良．北极航线的海运经济潜力

评估及对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战 略 意 义［Ｊ］，中 国 软 科 学，２００９，

（Ｓ２）：８６－９３．
［３０］丛晓男．北极西北航道潜在的经济影响及中国的对策［Ｊ］．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２）：１０６－１２９．
［３１］Ｅｒｏｋｈｉｎ　Ｖ，Ｇａｏ　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Ｙａｍａｌ　Ｌ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２０１７．
［３２］及洋．中俄油气 资 源 合 作 问 题 研 究［Ｄ］．河 北：河 北 经 贸 大 学，

２０１６．
［３３］吕亚楠．北极资 源 开 发 的 法 律 制 度 研 究［Ｄ］．辽 宁：辽 宁 大 学，

２０１２．
［３４］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中 国 的 北 极 政 策［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３５］刘德顺：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 推 动 油 气 发 展［ＥＢ／ＯＬ］．国 家 能 源

局．（２０１７－１１－１６）［２０１７－１２－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ａ．ｇｏｖ．ｃｎ／

２０１７－１１／１６／ｃ＿１３６７５７１５４．ｈｔｍ．

Ｃｈｉｎａ－Ｒｕｓｓｉａ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ａｍａｌ　Ｌ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ｎ　Ｋａｉ　Ｍａ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Ｒｕｓｓｉａ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Ｙａｍａｌ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Ｌ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ｌａｇｓｈｉ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ａｖｅ　ａｇｒｅ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Ｒｕｓｓｉａ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ｍａｌ　Ｌ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ｓ　ａ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ｒｏｕｔ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ｕｔｕ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ａｍａｌ　Ｌ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ａｒ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鞠德峰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