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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与中蒙俄能源合作
———基于地区安全视角

朴光姬１　李　芳２

内容摘要　从中蒙俄地区安全形势出发，立足于 “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从双边和多边层次分析了中

蒙俄能源合作的基础、机遇、现状与挑战。基本结论如下：地理毗邻和能源互补性为中蒙

俄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蒙俄实现战略对接，促成了三国

能源合作的机遇期，中蒙俄能源合作已然开启 “蜜月之旅”。中国须从合作机制、基础设

施、互信、东北亚有序竞争的角度发力，加快推进中蒙俄能源合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

打造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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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错综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下，中蒙俄能源合作

至少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１）有助于打造 “一带一

路”能源合作的先行示范基地。自中国 “一 带 一 路”
倡议提出以来，虽然中国单方面已经做出了诸多承诺

和实践，然而，面对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国家，中国孤

掌难鸣。中国继续推动 “一带一路”前行，迫切需要

打造成功示范案例，做实中国的诚意和 “一 带 一 路”
的共赢共享性。（２）有助于打造巩固东北亚安全的坚

强后盾。东北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朝鲜半岛局

势，在美日韩等国纷纷对北朝鲜采取制裁和威胁的情

形下，中蒙俄三国的团结协作将成为东北亚安全的坚

强后盾。（３）有 助 于 解 困 中 国 能 源 进 口 的 马 六 甲 之

忧。马六甲此航道常年充斥着多国纷争、海盗猖獗等

问题，严 重 威 胁 着 中 国 能 源 运 输 安 全。中 国 通 过 与

俄、蒙两国合作，加大从蒙俄的能源进口，将在很大

程度上缓解马六甲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遏制作用。
相比于地区矛 盾 与 冲 突 频 发 的 中 东、东 欧 地 区，

中蒙俄能源合作政治经济环境更加稳定，有利于率先

打造 “中 俄 蒙 经 济 走 廊”的 成 功 案 例，为 “一 带 一

路”建设提供示范。因此，中国应该优先在 “一带一

路”背景下推动中蒙俄能源合作。
二、中蒙俄能源合作的文献述评

（一）关于中蒙俄双边能源合作的文献述评

１．中俄能源合作文献述评

中国１９９３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后，对中俄能

源合作 前 景 和 对 策 的 研 究 开 始 增 多。例 如：宋 魁

（１９９９）提出中俄合作开发西伯利亚与远 东 石 油 天 然

气的 “亚太能源 桥 构 想”。李 国 玉 （２００１）指 出 伊 尔

库茨克—萨哈油气区应被作为中俄油气合作的首选目

标。２００２年中 俄 石 油 管 道 “安 大 线”与 “安 纳 线”
之争以后，学者们对中俄能源合作的研究开始大量引

入地缘战略视角。比如：Ｌｅｏｎｔｙ　Ｅｄｅｒ（２００９）指出，
俄方能源政策多变导致中俄双边油气合 作 进 展 缓 慢，
这迫使中国不断寻求将中亚作为油气资源进口的另一

重要来源。张恒龙等 （２０１５）指出中俄能源合作博弈

不仅对双 边 政 治 经 济 关 系 产 生 重 要 影 响，也 对 东 北

亚、中亚、欧洲等利益相关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产生深刻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合作机制和实

证角度对中俄能源合作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比如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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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 （２０１２）提出了构建中国与俄罗斯能源合作法律机

制的设想。
２．中蒙能源合作文献述评

同中俄能源合作的研究热度相比，国内外对中蒙

能源合作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相对较少。主要研究包

括，任晓娟 （２００９）论述了中蒙矿产、石油资源合作

开发现状以及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崔健 （２０１０）分

析了中蒙能源合作的背景、优势条件、影响因素和基

本原则，并提出中蒙能源合作开发的战略对策。巴德

玛 （２０１４）指出蒙古国可同中国在石油勘探和开采活

动中进行合作，利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优势。
３．蒙俄能源合作文献述评

中国学者对蒙俄能源合作的研究较为罕见，但能

源合作在 蒙 俄 能 源 合 作 中 一 直 占 有 重 要 地 位。娜 琳

（２００２）指出，直至２１世纪初期，蒙古国的全部石油

产 品、２０％ 的 电 力 仍 依 靠 俄 罗 斯。ＮＩ　Ｖｏｒｏｐａｉ
（２０１３）认为蒙俄未来在 煤 炭、石 油、天 然 气 和 电 力

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应当加强产能合作和基础

设施建设，为深化能源合作提供便利。
（二）中蒙俄多边能源合作文献述评

中蒙俄 三 国 毗 邻，能 源 合 作 具 有 先 在 的 地 利 因

素，但从中蒙俄三边层面论述能源 合 作 的 文 献 很 少，
仅见于李国玉 （２００６）和王绍媛 （２０１０）等少数学者

的研究中。有些文献在东北亚能源合作议题下，对中

蒙俄能源合作有所述及。比如张斌 （２００７）对东北亚

能源供需格局进行了定位，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能

源生产国之一，中日韩是主要能源进口国，蒙古和朝

鲜 是 两 个 潜 在 的 能 源 需 求 与 过 境 国。Ｋａｎｇ　Ｗｕ
（２００９）指出，到２００９年为止，蒙古国在东北亚能源

合作中的地位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东北亚区域能源合

作需求的增加，蒙古国也将有机会参与到东北亚能源

合作项目 中。近 年 来，随 着 “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提

出，学者们开始从 “一带一路”框架下研究中蒙俄能

源合作。于洪洋等 （２０１５）指出中蒙俄能源供需格局

的互补性构 成 了 “中 蒙 俄 经 济 走 廊”建 设 的 基 础 之

一。王晶超 （２０１５）认为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

三国能源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机遇。朱 晓 俊 等 （２０１５）
指出蒙俄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为内蒙古推进 “中蒙俄

经济走廊”创造了条件。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发现，关于中蒙俄能源合作问

题，在双边和多边层次均有研究。有关中俄能源合作

的文献卷帙浩繁，有关中蒙、蒙俄和中蒙俄能源合作

的文献却门可罗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中蒙

俄能源合作中，中俄能源合作更受关注，且中蒙俄之

间的能源合作主要通过双边渠道展开。然而在新的地

区安全形势下，作为 “一带一路”东段的起点， “中

蒙俄经 济 走 廊”下 的 能 源 合 作 的 战 略 意 义 凸 显。因

此，需要加大对蒙古国参与能源合作的研究，为中蒙

俄能源合作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借鉴。
三、中蒙俄能源合作的基础与机遇

随着近年 来 中 蒙 俄 周 边 地 区 安 全 形 势 的 不 断 变

化，三国外 交、经 贸 关 系 不 断 改 善。中 国 “一 带 一

路”与蒙古 国 “草 原 之 路”和 俄 罗 斯 “跨 欧 亚 大 铁

路”实现战略对接，进一步促成了中蒙俄能源合作的

机遇期。
（一）中蒙俄能源合作的基础

中国能源进口需求的持续攀升为蒙俄能源出口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蒙古国、俄罗斯丰富的资源极其日

益提升的开采能力使三国能源互补性不断增强；加之

三国相互毗邻的地理优势，使得中蒙俄能源贸易与投

资合作的基础条件不断加强。
１．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

中国能源生产总量位列世界前茅，然而由于能源

需求增长迅猛，中国能源供给缺口不断加大。从表１
和图１可以看出中国的能源供 给 总 量 缺 口 从２０００年

的８３９４万 吨 标 准 煤 上 升 至２０１４年 的６３９４０万 吨 标

煤。其中，原油缺口最大，其次是原煤缺口，分别占

２０１４年能源总缺口的６４．９％和２６．９％。随着中国能

源消费结构向清洁化 转 型，天 然 气 从２００７年 开 始 出

现９７．２万吨标准煤的供给缺口，并呈迅速扩大之势，
２０１４年 缺 口 达７００２万 吨 标 煤，约 占 能 源 缺 口 的

１０．７％。电力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的１５年 中 有１２个 年

份处于供给缺口状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能源供给

基本呈现全面告急的状态。不断扩大的供给缺口导致

中国 能 源 对 外 依 存 度 持 续 攀 升，根 据 国 际 能 源 署

（ＩＥＡ）的数据，２０１５年中国石油对 外 依 存 度 已 经 达

到６０％，天 然 气 达 到２０％。中 国 原 油 进 口 总 量 的

７０％以上 来 自 中 东 和 非 洲，作 为 原 油 运 输 的 必 经 之

地，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安全对中国原油进口安全至关

重要。因此，加强与蒙俄的能源合作，对弥补中国能

源供给缺口、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具

有重要作用。
表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 单位：万吨标准煤

年份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平均增速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平均增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能源生产 ６２７７０　 １３８５７０　 ３５８７８４　 ３６１８６６　 ５．０％ ７．１％

能源消费 ５７１４４　 １４６９６４　 ４１６９１３　 ４２５８０６　 ５．７％ ７．９％

供给缺口 ５６２６ －８３９４ －５８１２９ －６３９４０ －－－ １５．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
（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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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能源缺口

单位：百万吨标煤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ｃｎ＝Ｃ０１。

２．蒙古国能源储量可观且开发潜力大

蒙古国素有 “煤矿业的沙特阿拉伯”之称，根据

蒙古 国 能 源 局 的 统 计，蒙 古 国 的 煤 炭 总 储 量 约 为

１６２３亿吨，主要分布在其东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
现已发现２５０多个矿床，储量在５００－１５２０亿吨，而

现在蒙古国煤的开采总量还不到５００万吨，因此未来

蒙古国的煤炭产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另外，蒙

古国拥有比较丰富的油气资源。苏联解体后，蒙古国

开始自主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石油探明储量也不断

增加。目前初步探明石油 储 量 约 为６０－８０亿 桶，仅

与中国接壤的东、南、西部 地 区 储 量 约 达３０亿 桶 以

上。蒙古国也在努力提升原油生产能力，根据 《蒙古

国２１世纪 可 持 续 发 展 纲 要》计 划，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蒙古国的原油 产 量 可 从４５０万 桶 升 至６２００万 桶。蒙

古国北面 与 俄 罗 斯 接 壤，东 南 西 三 面 分 别 于 中 国 接

壤，具备与中国和俄罗斯开展能源 合 作 的 先 在 条 件。
中俄在能源开采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也将为蒙古

国的能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带来广阔前景。
３．俄罗斯是世界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是世界第三大化石

燃料生产国 （位于中国和美国之后）。２０１５年，俄罗

斯生产了 全 世 界１２．４％的 石 油、１６．１％的 天 然 气 和

４．５％的 煤，分 别 居 世 界 第 三 位、第 二 位 和 第 六 位；
然而，其消费量却相对较少。由表２可以看出，俄罗

斯的主要能源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有很大的能源出

口潜力。据ＢＰ最新统计数据，２０１５年跃居为世界第

一大石油出口国，且依旧保持了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

口国的地位。能源出口在俄罗斯的内政外交中占有重

要地位，一方面，油气出口收入占据着俄罗斯财政收

入的半壁江山。２０１４年石油和天然气相关收入约６．５
万亿卢 布，占 财 政 收 入 的４８％ （占 ＧＤＰ的 比 例 为

８．９％）。另一方面，能源作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强

大的能源供应能力为俄罗斯领导人开展能源外交提供

了坚实的后盾。鉴于油气资源的重要性，俄罗斯非常

重视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采。随着俄罗斯能源出口战

略东移，中国有更多机会扩大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
表２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俄罗斯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

单位：百万吨标油

原油 天然气 煤炭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生产量 ５３４．１　 ５４０．７　 ５２３．６　 ５１６．０　 １７６．６　 １８４．５

消费量 １５０．８　 １４３．０　 ３７０．７　 ３５２．３　 ８７．６　 ８８．７

需求缺口 ３８３．３　 ３９７．７　 １５２．９　 １６３．７　 ８９．０　 ９５．８

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蒙古国、俄罗斯当前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俄蒙

双方均需借助自身的资源优势，特别是能源资源这一

重要战略物资来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和外国合作的意

向。而中国目前也处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结构

转型的关键时期，保证能源供给安全是中国经济成功

转型和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国目前有实力为蒙俄两国

提供发展 所 需 的 资 金、人 力 和 技 术 支 持。因 而，在

“中蒙俄经济走廊”下开展能源合作，符 合 中 蒙 俄 各

自的长远利益。
（二）中蒙俄能源合作的机遇

２０１４年８月，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先 后 出 访 俄、蒙，
并举行了首次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中国的 “一带一

路”、蒙古国的 “草原之路”、俄罗斯的 “跨欧亚大铁

路”实现了战略对接，天时、地利、人和推动中蒙俄

能源合作进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１．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构想表达了中国

参与对外合作的积极愿望。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

快速增长与积累，已经具备实施 “一 带 一 路”倡 议、
带动沿线各国共同富裕的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给

“中蒙俄经济走廊”能源合作带来机遇，中 国 强 大 的

资金、技术、人力优势将为蒙俄能源和经济发展注入

新活力。据估算，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为中

蒙俄三国在２０２０年带来高达２５００亿美元以上的贸易

额，这为三国努力推进合作提供了潜在动力。
２．蒙古国 “草原之路”对接中国 “一带一路”
２０１５年５月 蒙 古 国 提 出 “草 原 之 路”计 划，并

与 “一带一路”实现对接。 “草原之路”计划由５个

项目组成，总投资约５００亿美元，项目包括连接中俄

的９９７公里 高 速 公 路、１１００公 里 电 气 化 铁 路、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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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蒙古国铁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等。“草原之路”
与 “一带一路”对接，将打通贯穿蒙古南北、东西的

能源运输通道，使中蒙俄能源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３．俄罗斯加快能源东移战略

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将能源出口东移战略正式

提上日程。近期，俄罗斯周边环境的恶化，更加速了

俄罗 斯 能 源 东 移 的 步 伐。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俄 罗 斯

《２０３５能源 战 略》指 出，扩 大 对 亚 太 市 场 的 出 口 规

模，实现能源产品出口多元化。我国 《能源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年～２０２０年）》指出，要加强同俄罗

斯、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区域建设，着力打造 “一带

一路”框架下区域性能源交易市场。可见中俄两国区

域能源合作政策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随着 “一

带一路”与 “跨欧亚大铁路”以及 “欧亚经济联盟”
的官方对接，中俄能源合作将驶入快车道。
４．动荡的地区安全形势需要中蒙俄携手与共

自从美国 “重返亚太”以来，中蒙俄三国周边的

地区安全形势越发不容乐观，中蒙俄进行能源合作的

意愿不断增强。就中国而言，南海问题不断升温、朝

鲜半岛局势多生事端，不但增加中国的外交成本，也

困扰着中国的能源安全，与蒙俄进行能源合作，将有

效缓解中国能源安全压力。就俄罗斯而言，在制裁阴

影的笼罩下，俄罗斯经济陷入泥潭，油价下跌更使俄

罗斯经济雪上加霜；中东、东欧、朝鲜半岛的动荡局

势也使俄罗斯东西两线安全形势堪忧，俄罗斯经济增

长和周边安全受到拖累。中俄开展 油 气 贸 易 与 合 作，
有助于俄罗斯渡过寒冬，缓解周边安全压力。就蒙古

国而言，随 着 蒙 古 国 经 济 与 中 俄 两 国 依 存 度 日 益 加

强，中俄两国面临的经济、安全因素也会使蒙古国的

发展遭受损失；一如既往的加强与中俄的能源合作不

仅有助于振兴蒙古国经济，也将增强 “中蒙俄经济走

廊”上的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中蒙俄能源合作的现状及挑战

作为战略资源，能 源 合 作 涉 及 的 问 题 非 常 复 杂，
在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中蒙

俄能源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中蒙俄能源合作的现状

１．中俄能源合作现状

随着俄罗斯能源 “东向”战略的加速推进，俄罗

斯在中国 能 源 进 口 中 的 地 位 不 断 上 升。２０１４年，俄

罗斯在中 国 煤 炭 进 口①和 原 油 进 口②中 均 排 第 三 位，
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和电力也呈现大幅上升趋

势。（１）在煤炭领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更新的 《中俄煤

炭领域合作路线图》允许中国大公司参与俄罗斯的境

内项目。借此机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俄多家煤炭企业实现开采

和基建合 作。 （２）在 油 气 领 域，中 俄 双 方 在 油 气 贸

易、管道建 设、投 资 等 领 域 进 展 顺 利。２０１３年，俄

罗斯国营石油公司Ｒｏｓｎｅｆｔ与中石油集团商定，在未

来２５年每天多输油３０万桶。③ ２０１５年６月以来，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国境内段正式开工、西线天然气

管道项目业已达成共识，未来东西两线输气量合计将

达６８０亿立方米，这将使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最

大的天然气出口市场。同时，俄罗斯也在油气领域引

入中国企 业 和 战 略 投 资。２０１６年３月，中 国 “丝 路

基金”以１０．８７亿 欧 元 价 格 获 得 “亚 马 尔 液 化 天 然

气”项目９．９％的股权。（３）在电力领域，中俄双方

电力合作机制日趋完善，火电、水电及输电合作项目

取得积极进展。④ ２０１４年，中国对俄购电突破１３６亿

千瓦时。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与俄罗斯

第二地区发电公司在北京签署并购阿尔汉格尔斯克项

目框架协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俄罗斯水电集团就水电站建设达

成合作协议。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１７日，中 俄 联 合 成

功完成５００千伏黑河换流站俄方稳控装置指令传输时

间测试，这是两国为维护能源合作运行安全所做的一

次共同努 力。中 俄 能 源 合 作 正 在 形 成 多 领 域 齐 头 并

进，集勘探、开采、炼化、装备制造等全价值链式的

合作格局。
２．中蒙能源合作现状

受地理位置因素影响，蒙古国绝大部分能源资源

出口到俄罗斯 和 中 国。从１９９８年 开 始，中 国 超 越 俄

罗斯，成为蒙古国的主要能源出口国。２００４年以后，
中国 占 蒙 古 国 能 源 出 口 的 比 例 均 在９１％以 上。煤 炭

是中蒙第一大贸易产品，中国也是蒙古国煤炭的唯一

出口国。中 蒙 两 国 的 资 源 禀 赋 决 定 了 中 蒙 能 源 贸 易

中，蒙古国主要向中国 出 口 煤 炭、原 油 等 初 级 产 品；
中国则向蒙古国出口电力和石油制品。

中蒙双方在煤炭、油气、电力等领域的产业投资

规模、质量不断提升，其中煤化工、坑口电厂、煤制

天然气、矿产品深加工等领域是未来中蒙两国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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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４ 年 我 国 煤 炭 进 口 的 主 要 特 点 分 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ｇａｏ．ｃｏｍ／ｆｒ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６４９１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２－０２）。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
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ｐｏｒｔａｌ０／ｔａｂ４９６６７／．

“俄 罗 斯 能 源 战 略：一 路 向 东”，财 经 杂 志，ｈｔｔ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６３０／ｎ４０１５７１３９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０６－３０）．

《中俄电 力 合 作２２年 累 计 进 口 俄 电１３６亿 千 瓦 时》，网 址：
ｈｔｔｐ：／／ｇｂ．ｃｒｉ．ｃｎ／４２０７１／２０１４／１０／２４／５９３１ｓ４７３９８２６．ｈｔｍ，（２０１４－１０
－２４）．



重点领域。① （１）在煤炭领域，蒙古国积极引入外资

并努力扩大 铁 路 运 力。２０１４年 中 国 神 华 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司与蒙古矿业公司、日本住友商事公司共同竞标

开发蒙古国塔本陶乐盖的大型煤炭项目。同时，蒙古

国对 中 国 的 互 联 互 通 倡 议 响 应 积 极。２０１４年４月，
蒙古国的 “新铁路计划”提议，在连接塔本陶乐盖煤

矿与中国约２８０公里的铁路上使用标轨，修建从蒙古

国噶 顺 苏 海 图 到 中 国 甘 其 毛 都 的１８公 里 口 岸 铁 路。
（２）在石油领域，中蒙在油气开发、炼化等方面的合

作将进一步加强，比如加强塔木察格油田、宗巴音油

田项目的开发合作。中方也支持本国企业对蒙古国建

设国内炼油厂提供协助，支持中蒙双方企业在互利共

赢的基础上，按市场化原则开展成品油贸易。（３）在

电力合作领域，中国企业同蒙方一些大型矿采业签订

了供电合同项目，比如中方为蒙奥尤陶勒盖铜矿等项

目建设的供电。未来双方将积极研究在蒙合作建设煤

矿坑口电厂，向中国出口电力的事宜，中方企业也将

参与蒙古现 有 电 厂 的 现 代 化 改 造 和 新 建 电 力 项 目 建

设。此外，两国在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领

域的合作也将陆续展开。
３．蒙俄能源合作现状

原苏联解体以前，蒙古国的能源勘探、开采均由

原苏联提供支持，能源资源大部分 都 出 口 到 俄 罗 斯，
而蒙古国所需的绝大部分燃油和相当一部分电力均需

从俄罗斯进口。相较于其他国家，俄罗斯企业在蒙古

国的能源领域拥有先占优势。俄罗斯企业在石油、核

能、电力、铁路等领域与蒙古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

作，双方能 源 企 业 的 合 作 模 式 与 合 作 机 制 也 相 对 成

熟。比如，俄罗斯 天 然 气 工 业 银 行 在２００７年 组 织 了

俄罗斯—蒙古商业论坛，专门研究与蒙古在能源领域

的合作。２０１０年，俄 罗 斯 与 蒙 古 国 正 式 达 成 了 天 然

气亚洲过境协议，俄蒙两国形成了能源与电力输送的

能源经济走廊。未来，蒙古国可能利用中俄油气资源

过境的地理位置优势，加强同俄罗斯油气供应企业的

分销合作，其中，蒙俄在贝加尔湖地区的天然气分销

网络的合作开发拥有较好的前景。
４．中蒙俄多边能源合作

随着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展开，中蒙俄多

边能源合作领域的项目也在逐步推进。蒙古国总统提

出建设经由蒙古国的中俄油气管线，大致从俄罗斯经

蒙古国至我国 的 二 连 浩 特、北 京，管 线 总 长２１８８公

里，相当于俄罗斯中国天然气管道东线②长度的近一

半距离。该油气管线若能 建 成，不 但 能 够 节 约 成 本，
也为俄罗斯能源出口增加了渠道，同时也将进一步保

障中国能源进口通道安全。由于蒙古国特殊的地理位

置，蒙古国的通道安全性高于任 何 一 个 第 三 过 境 国，
因而无论是从经济成本，还是从政治安全考虑，中蒙

俄三国之间开展多边合作将是一步多赢的棋局。
中蒙俄之间双边能源合作是多边合作的基础，而

多边合作 也 将 促 进 双 边 能 源 合 作 的 深 化 和 优 化。在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的

能源合作将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模式。中蒙俄能

源合作有望打造 “一带一路”互利、合作、共赢的示

范版本，为 “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活力。
（二）中蒙俄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

然而也应看到，“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刚刚起

步，中蒙俄能源合作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从中蒙俄能

源合作的内部条件来看，合作机制滞后、基础设施不

完善以及互 信 不 足 仍 然 制 约 着 中 蒙 俄 能 源 合 作 的 发

展；而地缘政治因素也使中蒙俄能源合作面临外部竞

争环境的考验。
１．能源合作机制建设滞后不利于合作长远发展

我国与蒙俄的能源合作机制分为多边和双边两个

层次。目前，中俄蒙能源合作仅有上海合作组织③这

一个多边合作平台，且蒙古国仅 以 观 察 员 身 份 参 加。
在双边层次，中蒙俄之间在国家层面以签署合作备忘

录④的形式构建双边高层互访机制，这也是当前中蒙

俄能源领域合作的主要形式；在 次 国 家 级 双 边 层 面，
２０１４年中 国—俄 罗 斯 博 览 会 下 成 立 东 北 矿 业 分 会，
２０１５年中国—蒙 古 博 览 会 下 成 立 中 蒙 矿 产 资 源 开 发

洽谈会。可见，中蒙俄能源合作机制建设滞后于政治

关系改善的步伐，也滞后于能源合作的步伐。这将制

约中蒙俄三国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和经济互

补优势向务实合作优势转化的效率，不利于规范中蒙

俄能源合作的行为，最终制约着中蒙俄能源合作的长

远发展。
２．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着能源合作进度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能源开采和运输效率提高的必

备条件。俄蒙两国，尤其是蒙古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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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晶超 ．中 蒙 俄 经 济 走 廊 建 设 对 扩 大 三 国 能 源 合 作 的 作 用
［Ｊ］．大庆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６）：４５．

中俄天然气东线管 道 经 由 科 维 克 金 气 田、恰 扬 金 气 田—别 洛

戈尔斯克—黑河—北京。境 外 管 线 长２６８０公 里，境 内１６００公 里，总

长４２８０公里。
２０１４年，经中国外交部支持，国土资源部、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批准，依托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组 建 了 “国 土 资 源 部 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地 学 合 作 研 究 中 心”，致 力 于 成 员 国 地 质 学 领 域 的

合作交流与人才联合培养，促进地球科学 理 论 与 技 术 进 步，为 成 员 国

矿业经济发展助力。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开 始，中 俄、中 蒙 领 导 人 会 晤 期 间 签 署 了

多个合作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的签署构建 了 双 边 高 层 互 访 机 制，推 动

了国土资源管理经验交流、信息共享和双边互利合作。



滞后，制约了中蒙俄能源合作进度。一方面，蒙古国

境内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缺

乏，俄罗斯远东地区还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

因素制约着能源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油气管线稀

少，铁路、公路运力不足制约了中蒙俄能源贸易规模

的扩大。相较于俄罗斯与欧洲能源 贸 易 的 诸 多 管 网，
亚太地区落后的基础实施远不足以支撑俄罗斯雄心勃

勃的能源出口计划。此外，两国交接口岸存在设施落

后、高素质人员配备不足、互联网使用和信息管理落

后的短板。贸易便利化程度低下制约着通关效率和能

源贸易的扩大。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耗资巨大、资

金投入周期长、见效慢，中蒙俄能源合作的步伐必然

被拖缓。
３．互信依然不足增加了能源合作风险

目前，中 蒙 俄 三 边 互 信 依 然 不 足。对 俄 罗 斯 而

言，威胁主要来自于中国，中国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挑

战了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的姿态和利益，俄罗斯难以

释怀。俄罗斯国内一些人士甚至认为，中国利用俄罗

斯遭受制 裁 的 困 境，在 对 俄 能 源 谈 判 中 存 在 牟 利 动

机。对蒙古国而言，相对于中俄两国，蒙古国国力弱

小，容易受到中俄两个大国利益的左右，因而，蒙方

积极寻求 “第三邻国”外交，来平衡中俄的力量，寻

求合作的安全感。对中国而言，蒙古国和俄罗斯是能

源输出国，中国是能源的净输入国，中国在能源合作

中处于被动地位。蒙俄两国政府对中政策缺乏一致性

往往使中方企业利益受损。互信缺失不但会降低合作

的积极性，也增加了中蒙俄能源合作的不稳定性。随

着国际形势的好转，不排除俄罗斯对中蒙俄合作意愿

降低的风险。
４．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导致能源合作与竞争并存

东北亚的地缘因素导致中蒙俄能源合作与竞争并

存的局面。能源分布的国别差异，导致中日韩竞争俄

蒙能源的东北亚能源格局。中日韩在东北亚能源合作

事务中相互掣肘，无序的能源竞争往往导致 “互 损”
的结果，２００２年中 日 对 俄 石 油 管 线 的 “安 大 线”与

“安纳线”之 争 就 导 致 了 “泰 纳 线”的 “囚 徒 困 境”
式结局。另一方面，俄罗斯与蒙古国都在利用自己的

能源战略优势，增加自身在东北亚能源合作中的影响

力。在俄罗斯能源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蒙古国 “多

支点”外交战略影响下，中蒙俄能源合作因地缘因素

而增加了离心力。中国不得不在与东北亚国家的竞争

环境中参与中蒙俄能源合作，这增加了中国合作的难

度和成本。
五、提升中蒙俄能源合作水平的几点思考

（一）构建全方位、多层 次 的 中 蒙 俄 能 源 合 作 机

制———合作有序

除了国家层面的领导人互访、政策互动外，未来

应当重 视 次 级 区 域、政 府 之 间 合 作 机 制 的 创 新。此

外，还应该鼓励民间自主合作机制，民间能源合作的

政治色彩相对较低，在资源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风险

并存的 形 势 下，民 间 合 作 更 易 被 当 地 所 接 受。从 国

家、地区、民间层面共同推进中蒙能源合作机制的建

设，有利于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确保中

蒙俄能源合作持续有序进行。
（二）推 动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夯 实 能 源 通 道 安 全

———合作畅通

中国应该先易后难，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逐步

推进中蒙俄能源合作的基础设 施 建 设、改 造 和 升 级。
首先，中国应当加快黑龙江和内蒙古段口岸设施改造

和升级，提高口岸的支撑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口岸的通关监管模式改革，以互联网＋打造现代化的

通关便利化程序。同时，应当以口岸为中心，建设辐

射口岸周边的工业园区和油气 储 备 设 施，增 加 公 路、
铁路、油气管线建设投资，提升口岸的通行能力和油

气储存、转运能力。其次，中国应该加强与蒙古国和

俄罗斯 的 协 商，借 助 亚 投 行、丝 路 基 金 扩 充 融 资 渠

道，投资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中方

投资蒙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解决蒙俄资金不

足的问题，还有利于提高彼此经济依存度，增强能源

安全，确保合作畅通。
（三）增强政治互信，降 低 能 源 合 作 倒 退 的 可 能

性———合作互利

在未来的能源合作中，中蒙俄三方均应拿出合作

的诚意，换取彼此的信任。首先，中蒙俄三国政府应

加强互访互动，向彼此表明真诚合作的态度。在俄罗

斯面临制裁的困境下，俄罗斯并不只是为了解燃眉之

急，中方雪中送炭行为也绝非短期牟利，而是双方寻

求长远互利共赢合作的不懈努力。同时，中俄双方应

当兼顾蒙方对发展的利益关切，协助蒙古国建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注重开发与保护并举。其次，除政府相

互沟通外，中国还可主动作为：比如，规范三国边境

地区中国企业行为，以产品质量重塑中国企业在蒙俄

居民心中的形象。同时，扩大人文交流，让更多蒙俄

居民了解 “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的互利性，赢得相

互信任，降低能源合作倒退的可能性，实现互信互利

的良性发展。
（四）探索东北亚能源在合作 基 础 上 的 有 序 竞 争

———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是开放 的，中 蒙 俄 能 源 合 作 与 东 北

亚能源合作并不矛盾，且中蒙俄能源合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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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东北亚地区的有序竞争。长期来看，东北亚能

源合作是 解 决 东 北 亚 各 国 能 源 问 题 的 最 佳 出 路。然

而，基于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的不断恶化的现实，东北

亚能源合作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我国应遵循务实

原则，在加强同俄蒙能源合作的同时，加大同中亚国

家能源合作的力度，确保能源进口多元化。能源进口

多元化及合作方式多样化，是规避中蒙俄能源合作风

险的有效手段。
六、结语

未来一段时期，是中蒙俄能源合作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中国必须利用好这一机遇，采取有力措施，从

合作机制、基础设施、政治互信及区域能源合作等方

面同时发力，加快将中蒙俄能源合作推向务实、机制

化的合作阶段，打造 “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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