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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飞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就能源合作问题建立相关的体制

机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的首要内容和突出重点，在国

家积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大背

景下，中国的能源企业正在不断

加大与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等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经

济交流与能源合作，在保障国家

能源供需关系平稳发展的同时，

也对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以及经济

格局的发展提供了充分保障，更

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后续

的相关合作夯实了基础。

一、中国能源的供求现状

（一）能源需求增速日趋增

长，供求关系日益失衡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由依靠

资源提高经济增速的数量型经济向

依靠高新技术为主的质量型经济转

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

中，摆脱依赖能源促进经济的发

展变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中国

是世界上对于能源供给和需求较

为失衡的国家之一，面临着极为

严峻的促进经济保质保量发展的

同时与能源供需关系失衡的考验。

（二）能源资源进口集中度过

高，对外能源依存度依然严峻

中国是一个能源供需不平

衡的国家，能源进口成为解决不

平衡的重要手段。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0 年世界主要资源

包括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进口量排

名前列的国家中，供需关系不平

衡指数超过 60%。不平衡的能

源供需结构，对各地区的经济发

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2020 年中国油气工

程行业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

示，2020 年中国化石能源对外

需求度超过了 75%。无论从能

源的进口集中度，还是能源的对

外需求度来看，改变中国能源供

需关系以及供需结构均刻不容缓。

二、“一带一路”沿线主

要国家的能源储备情况

据 2020 年世界能源统计年

鉴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

主要国家沙特阿拉伯、伊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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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能源资源概况

数据来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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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以及科威特等国家化石能源

探明储量丰富 ；俄罗斯、伊朗、

卡塔尔以及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天

然气探明储量丰富 ；俄罗斯、印

度等国家煤炭资源探明储量丰富

（表 1）。从表中数据可以明显地

看出，“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石

油出口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

朗、伊拉克以及俄罗斯等能源供

给程度较高 ；俄罗斯、伊朗、卡

塔尔以及土库曼斯坦等“一带一

路”沿线主要国家的天然气能源

供给程度较高 ；俄罗斯、印度、

印度尼西亚以及乌克兰等“一带

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煤炭资源

丰富 ；总体来说，“一带一路”

沿线主要国家的煤炭资源的供给

程度均较高。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还

严重依赖能源资源的进口，对于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能源

需求量还很高，确保中国与沿线

国家能源资源的需求平衡对于中

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维护中国

能源资源的供求平衡具有重大的

战略意义。如表 2 所示，2020 年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

家的原油进口总量为 32567.1 万

吨 ；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

家的天然气进口总量为 7108.3 亿

立方米 ；从“一带一路”沿线主

要国家的煤炭进口总量为 22983.8

万吨。其中在原油进口情况中，

中国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以

及俄罗斯等国家依赖度最高，占

到了沿线主要国家原油进口的

66.4% ；在天然气进口情况中，

中国对土库曼斯坦、卡塔尔以及

马来西亚等国家依赖度最高，占

到了沿线主要国家天然气进口的

58.1% ；在煤炭进口情况中，中国

对印度尼西亚、蒙古以及俄罗斯

等国家依赖度最高，占到了沿线

主要国家煤炭进口的95.3%（表 2）。             

三、 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主要国家能源合作存在

的问题

（一）与沿线主要国家能源

合作交流机制不健全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主要国家的能源合作以及制度框

架还停留在以前签订的开发条

约。只有通过与“一带一路”沿

线主要国家加强政策沟通、能源

投资合作以及能源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不断完善全球能源供给结

构，共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新

格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

需矛盾。在 2019 年，中国加强

了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

包括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俄罗

斯等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达成共

识，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能源合作

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打造更加符

合各方利益的能源合作框架以及

政策机制，为建成“一带一路”

新型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贡献

更多的中国力量，在不断完善相

应的合作机制以及框架的同时，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仍然

存在顶层设计有待完善、与沿线

国家的能源合作体系有待巩固以

及政策机制突破性不足等问题。

（二）沿线部分国家投资环

境较差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

的法律法规对于外国投资的利益

维护的相应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同时，由于沿线国家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以及发展程度等具有与

中国截然不同的方面，使得中国

能源企业走出去的阻力更大 ；据

全球国家商业环境状况报告显

示，“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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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能源进口情况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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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土库曼斯坦、土耳其等多个

主要国家的营商环境等级评分低

于水平线，营商环境较差以及投

资风险等级较高等一些不利的因

素和条件制约了对沿线国家的投

资开发力度，在给中国能源企业

走出去增添了风险的同时，也阻

碍了沿线部分国家的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三）与沿线主要国家能源

开发技术创新有待加强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

发展，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

往日益密切，各国为了加快本国

经济的发展，纷纷制定相应的经

济发展政策，由于沿线国家能源

资源丰富，各国均纷纷制定了适

合本国国情的能源开发与出口计

划，从而支持本国能源的开发与

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最近的中国

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开发计划中，

中国与沿线主要包括以哈萨克斯

坦、俄罗斯以及伊朗等为主的国

家广泛开展能源开发交流与合

作，重点涉及到新能源产业和光

伏产业，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

技术合作。在促进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能源开发的

同时，也存在着能源开发技术有

待加强、技术创新性不足等问题。

四、提升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主要国家能源合作

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能源合作交流机

制，加强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

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完善

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

能源合作框架体系，建立能源合

作与开发的长效机制，推动与沿

线国家新能源的合作与开发，不

断用清洁能源代替化石能源，形

成以清洁能源为消费主体的中国

能源消费新格局，打造能源供需

关系的新常态。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主要国家遵循以互利共

赢为前提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合

作，成立能源开发合作组织，并

制定相应的制度体系，不断加强

顶层对话、能源开发的高层次交

流等一系列交流与合作。

（二）构筑能源命运共同体，

建立投资预警长效机制

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

线主要国家的能源合作的路上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国

从当初的“引进来”变成了现在

的“走出去”，中国企业与“一

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进行能源

开发的同时，应不断提高自身的

技术实力，升级产业链，延长附

加值，进而抢占市场。能源开发

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

要国家的合作交流以及加快走出

去的步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

的能源资源贸易以及能源合作的

OPEN 开放 202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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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关系基础之上，建立囊括不

同层次以及平台的经济往来、技

术交往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实现

互惠互利的双边能源合作关系，

为建立深厚的能源战略互信以及

新能源的发展环境，打好新能源

发展基础以及为多元化能源资源

的长效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同

时重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信

用等级较差国家的投资风险，建

立投资风险预警与评估的长效机

制。

（三）打造立体化的能源发展

结构，创建资源及环境友好型社会

中国的主要能源包括以石

油、天然气以及煤炭资源等为主

的探明储量较少。因此，在推进

常规能源开发的同时，必须加强

对包括以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

等为主的新能源开发，逐步摆脱

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不断优化能

源的进出口结构体系，不断探索

能源的深加工以及加快高端设备

的研发，不断延长能源开发的产

业链，加强环境的治理，在对于

资源以及能源开采的地区重点加

强环境的治理以及生态的修复，

充分利用好“互联网 +”等一系

列新兴技术，加强资源的合理开

发，将信息技术与能源开发有机

结合起来，在社会上加快推行符

合国际领先标准的能源利用指标

体系和节能减排技术，进而为全

面创建资源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

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拓宽能源领域合作，打

造优质能源开采企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

国家能源不断加快出口的同时，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竞争也日趋激

烈，在能源资源开发难度越来越

大的前景下，稳定的能源开采与

供给对于全球国家的能源供需结

构来说显得至关重要。打造具有

高端开采技术与先进开采能源专

利的优质能源企业对于中国来说

是逐步走上世界舞台，拓宽产业

发展路径的重要方式。中国能源

企业要不断加强技术的创新，在

能源企业和领域之间不断加强技

术的合作与信息的共享，使中国

的能源企业能更好地参与世界能

源市场的竞争，与“一带一路”

有关的项目基金应大力支持中国

能源企业走出去，在资金、政策

上给予必要的帮助，打造多方联

动、协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五、结语

能源合作是中国所倡导的

“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重点合

作领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在面对传统能源枯竭、新能源

的开发与安全以及能源发展的转

型问题的挑战方面，中国坚持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格局，持续加深与沿线国

家的能源开发交流与合作。中国

加深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必

将促进沿线各国为地区能源环境

治理、全球能源发展升级开辟一

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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