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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天然气外交战略：
新机遇、新形势和新思路

李　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在全球三大一次性能源中，石油和煤炭的消费比重正在呈下降趋势，而天然气则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

伴随着天然气战略地位的提升，天然气外交的意义和作用也在日益凸显。中国作为一个天然气消费大国和净进口国，

且目前正处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亟须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大运筹和开展天然气外交的力度，对已经

初建起的四大天然气进口通道进行完善和调整，推进天然气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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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要 “坚持打开国门搞建

设，积极促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再次彰显了

我国要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

构想。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天然气国际合作正

在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代世界，随着天然气对于

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世界各

国的天然气外交活动日益活跃，在国家总体外交中

的地位也在迅速提升。与石油相同的地域禀赋特

点，使天然气也同样与地缘政治密不可分。因此，

研究如何通过天然气外交来使我国在全球天然气地

缘政治博弈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就成为一个具

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本文拟在分析 “一带一路”构

想给中国天然气国际合作带来了哪些新机遇，给我

国天然气外交带来了哪些新变化的基础上，对我国

天然气外交所应选择的战略新思路做一番探讨。

一、“一带一路”给中国天然气国际合作

带来的新机遇

天然气是蕴藏于地下的一种可燃气体，和石

油、煤一起构成当今世界能源的三大支柱。不过，

与石油和煤相比，天然气具有洁净、高效且粉尘和

二氧化碳３００排放量低的优点，几乎没有污染，是

一种清洁的优质能源和化工原料，因而在改善人民

生活、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保护环境等各方面都发

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天然气在效率、环境等方面所

具备的不可比拟的优势，再加上石油时代已近鼎盛

的巅峰，天然气也将在未来２０—３０年内取代石油

成为首位能源，因而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一）“一带一路”与全球天然气发展的黄金时

期相契合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机，正契合于天然

气在世界一次能源中比例逐步上升的时期。在当代

世界，三大一次性能源中的石油和煤炭消费比重正

在呈下降趋势，而天然气则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

头。１９８０年，世界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仅

为１９％，［１］而到了２０１０年，则增加到了２４％。［２］

据国际能源机构 （ＩＥＡ）２０１１年公布的报告预测，

到２０３５年，全球天然气需求总量将达到５．１万亿

立方米，约占全球能源需求的２５％。全球天然气

消费量也将在２００８年３．１万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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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４４％，达到４．５万亿立方米。［３］这意味着，今后

２０多年里，供 求 关 系 可 能 导 致 全 球 迎 来 天 然 气 发

展的 “黄金时期”。该机构在２０１２年的报告中还进

一步认为，在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３５年之间，全球天然气

需求量将上 升５０％，在 能 源 结 构 中 所 占 比 例 将 达

到１／４。届时天然气将超过煤炭，成为仅次于石油

的第二大一次能源。［４］世界天然气联盟 （ＩＧＵ）战

略委员会主席科林·莱尔在该联盟２０１２年度大会

上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全球天然气供应和需求将分别

增长５０％。［５］这意味着人类将进入天然气时代。中

国当前正在大力倡导的 “一带一路”构想，正好顺

应和符合了天然气将逐渐取代石油成为第一能源的

发展大趋势。
（二）“一带一路”与全球天然气分布的地缘区

域相契合

天然气不是人工能够制造和生产的，而是自然

生成并蕴藏于地下岩层孔隙或裂缝中的混合气体，

因而它并非均匀分布在地球各地，而是具有非常明

显的地域性。从２０１７年６月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

最新世界能源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世界天然气的探

明储量和生产量主要集中在美洲地区、中东地区和

前苏联地区 （主要是俄罗斯和里海中亚国家），消

费量则主 要 集 中 在 美 洲 地 区、亚 太 地 区 和 欧 洲 地

区。其中，除了美洲地区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其生

产量和消费量相对平衡之外，其他地区则存在着显

著的反差：前苏联地区和中东地区都是储量和产量

大于消费量，欧洲和亚太地区则是消费量大于储量

和产量。相应地，前苏联地区和中东地区是出口量

多进口量少，而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则是出口量少

进口量多 （详见下表）。
２０１６年世界主要地区天然气统计数据

亚太地区 欧洲地区 前苏联地区 中东地区 非洲地区 美洲地区

探明储量占比 ９．４％ １．６％ ２８．７％ ４２．５％ ７．６％ １０．１％
生产量占比 １６．３％ ６．６％ ２１．６％ １８．０％ ５．９％ ３１．７％
消费量占比 ２０．４％ １３．９％ １５．２％ １４．５％ ３．９％ ３２．２％
进口量占比 ３０．５％ ４３．１％ ５．５％ ３．１％ １．４％ １６．３％
出口量占比 １６．０％ １９．１％ ２５．０％ １３．５％ ８．９％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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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中 国 倡 议 开 展 “一 带 一 路”建 设 的 沿 路 国

家，分布着世界上天然气储量和产量最为富足的两

大地区，其中 “一带”即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前

苏联地区 （俄罗斯及中亚里海国家）相连接，“一

路”即 “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与 中 东 地 区 相 连

接。因此，大力开展 “一带一路”建设，对于目前

天然气需求正在不断增加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正好

提供了一个与这两大地区开展天然气合作的绝佳平

台。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天然气

外交面临的新形势

众所周知，包括天然气在内的能源地缘分布和

生产格局历来不只是一个国际经济问题，而且是一

个严重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问题。因此，在中国与

“一带一 路”沿 线 国 家 开 展 天 然 气 合 作 的 过 程 中，

天然气外 交 必 然 要 承 担 起 重 要 的 使 命。尤 其 是 从

２００７年以来，随 着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的 快 速 发 展，国

内天然气供需开始出现缺口并逐年快速扩大。为了

弥补缺口，我国开始加大境外天然气的进口量，地

缘政治博 弈 和 天 然 气 外 交 也 由 此 展 开。在 迄 今 的

１０年里，我国 开 展 了 卓 有 成 效 的 地 缘 政 治 博 弈 和

天然气外交活动，取得了大幅增加境外输气量的巨

大成就，基本满足了快速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但

在同时，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也在快速上升，

到２０１０年对外依存度就达到了１５．８％，［６］２０１５年

更是攀升到３１．２％。［７］能源供应的常 识 告 诉 我 们：

对外依 存 度 越 高，存 在 的 潜 在 风 险 也 就 越 大。因

此，如何在增加天然气进口量的同时，通过地缘政

治博弈来规避风险，保证供应安全，始终是中国天

然气外交的重要使命。

除了保证供应安全这一常规性任务之外，天然

气外交还必 须 密 切 关 注 国 内 外 经 济 和 政 治 的 新 形

势。在２０１２年以来的５年里，国内外形势 发 生 了

许多新的重大变化，我国的天然气外交必须适应这

些新变化的要求，依据这些新变化来构建新的思路

和方略。

第一个新变化是中国在国际战略上提出了 “一
带一路”的构想，天然气外交必须根据这一重大战

略来构建新思路 和 谋 划 新 方 略。其 中，在 “一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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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有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伊朗等重要的天然气

合作国家；在 “一 路”即 “海 上 丝 绸 之 路”的 沿

线，也有 东 南 亚 和 中 东 诸 多 天 然 气 合 作 国 家。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和载体来运筹和开展天然

气外交，同时又以天然气外交来支撑和推进 “一带

一路”建设，应该成为我国天然气外交最重要的战

略选择。

第二个新变化是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速放缓的

新常态，天然气外交必须根据这种新常态来调整思

路，重新规划和部署新方略。在新常态下，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其

中在能源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我国当前以

煤炭和石油为主的局面，加大利用气体清洁能源的

力度。为此，国家已经确定 “将天然气发展为中国

主体能源之一”。［８］ （Ｐ２９）目前，全球能源一次消

费 中 石 油 占 比 ３３．２％、煤 炭 ２８．１％、天 然 气

２４．１％，而 中 国 大 陆 则 是 石 油 占 比１９％、煤 炭

６１．８％、天然气６．２％。［９］对 比 可 见，我 国 的 煤 炭

用量大大高于全球平均用量，而天然气用量则大大

低于全球平均用量。正因如此，我国在 “十三五规

划”中提出了 “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

的比重”，“‘十三五＇时期天然气消费比重要力争达

到１０％”的目标。［７］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

天然气供应量的大幅增加，这除了要依靠国内扩大

天然气生产量之外，还需要通过天然气外交来 “加
强与天然气生产国的合作，形成多元化供应体系，

保障天然气供应安全”。［７］

第三个新变化是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缓慢复苏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天然气外交必须基于这种新

的国际经济格局来构建和实施新方略。后金融危机

时期所呈现出的一些现象特征，为中国开展国际经

济合作提供了一些新的机遇，天然气外交须抓住这

些机遇，争取给我国的天然气供应提供更为有利的

国际环境。一是在经历了危机的重创之后，天然气

资源国的地位随着天然气价格的跌落而相对减弱，

消费国的话语权有所提升，我国作为一个天然气消

费大国，须借助这一时机来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境

外天然气资源；二是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方向正在

转向低碳经济，气体清洁能源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这也给我国的天然气外交提出了新要求；三

是经济疲软导致天然气行业下游需求减弱，天然气

市场价格下降，这对我国的天然气价格博弈提供了

一个有利的时机，天然气外交须借此时机增强对全

球气价及其形成机制的话语权。

第四个新变化是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

动，美国独霸下的一极多强格局正在松动，新兴大

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正在上升。在格局重构

的过程中，中美和美俄的大国博弈、新兴大国金砖

集团与守成大国七国集团的博弈，大国与发展中国

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都呈现出复杂激烈

的局面。我国在筹划天然气外交的新方略时，必须

充分注意和研判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动态，才能在跌

宕起伏和动荡不宁的国际舞台上，为我国天然气进

口营造一个有利的安全环境。

三、“一带一路”视角下中国天然气

外交战略的新选择

自２００７年以来，我国通过大力 开 展 天 然 气 外

交，初步形成了由四大进口通道构成的战略格局。

其中在西向通道：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继建成与

土库曼斯 坦、哈 萨 克 斯 坦 和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合 作 的

Ａ、Ｂ、Ｃ三条 管 线，实 现 输 气 每 年５５０亿 立 方 米

之后，现 又 正 在 兴 建 与 土 库 曼 斯 坦、乌 兹 别 克 斯

坦、塔吉克斯 坦 和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合 作 的 Ｄ线，预

计２０２０年建成投产，设计输气能力为每 年３００亿

立方米，届时中国从中亚进口天然气的总量将达到

每年８５０亿立方米。

在北向通道：中国与俄罗斯 于２０１４年５月 签

署了中 俄 东 线 天 然 气 管 道 合 同，９月 正 式 开 工 建

设，约定２０１８年正式投产，每年 供 气３８０亿 立 方

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俄又签署了西线天然气管道

的框架协议，确定建成后的供气规模为每年３００亿

立方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俄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合

作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各套装置

陆续投产，年产规模为１６５０万吨液化天 然 气，这

一 “我国 ‘一 带 一 路＇倡 议 提 出 以 来 中 国 石 油 参 与

的规模最大的海外油气合作项目”和 “全球最大极

地液化天然气超级工程”，已经 “成为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撑”。［１０］

在南向通道：中缅天然气管 道 于２０１０年６月

开工建 设，设 计 能 力 为 每 年１２０亿 立 方 米，２０１３
年９月全线贯通输气。

在海上通道：有澳大利亚、卡塔尔、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十多个液化气进

口来源国家。这种多方位的进口格局，为中国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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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开展天然气地缘政治博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新形势下，中国天然气外交的目标选择，就

是要在以上四向通道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形势的

新变化，尤其是要根 据 “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构 想，

对天然气外交战略进行新的目标设定，具体说来就

是：
（一）优化西向

这一方向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干道，沿

线分布着众多的天然气出口国家，包括已经与中国

建立起合作关系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鉴于我国与中亚国家的

关系均比较友好，因此应着力优化和改善中亚—中

国天然气管道的四条管线，并在巩固和改善的基础

上适时增加进口量。

图１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示意图

图 片 来 源： 观 察 者 网：ｈｔｔｐ：／／ｍ．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２０１６＿０９＿０２＿３７３２７３．ｓｈｔｍｌ

（二）深化北向

图２　中俄天然气管道示意图

图片来源：《新京报》２０１４年０５月２２日Ａ０８版

这一方向即俄罗斯方向，也在 “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范围之内。由于俄罗斯已同我国建立起战略

伙伴关系，天然气合作也已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因

此应该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双方的合作，确保东线管

道项目如期建成供气。鉴于２０１５年７月 “因为俄

罗斯天然气价格太高”等原因而推迟了中俄西线的

天然气管道合同，对此 “可以通过谈判获得更多的

利益”［１１］而在适当时候加以重启，在有利于我国利

益的情况下推动这一项目的签约。
（三）开拓南向

这一方向 是 “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的 主 干

道，主要包括南亚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东

国家。在这一方向，应该在充分利用和保证中缅天

然气管道安全供应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伊核危机趋

于缓解的时机，争取将中巴经济走廊与伊—巴—印

天然气管道的伊—巴段相连接，开辟出从伊朗引进

天然气的新通道。
（四）调整海运

这一方向 是 “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的 延 伸

和辐射地区，是中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主要通道。

其中：南渠道澳大利亚、印尼、马来西亚、巴布亚

新几内亚等 国 占 我 国 全 部 进 口 液 化 气 的７５％，应

加以 巩 固 稳 定。西 渠 道 以 卡 塔 尔 为 主，占１９％，

另外还有阿曼、尼日利亚和埃及等国。由于中东北

非局势动荡不宁，而且还有马六甲海峡易受美印控

制以及海 盗 威 胁 等 不 安 全 因 素，因 此 应 以 收 缩 为

宜。东渠道是美洲的美国、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三国，仅占２．３％。［９］美国自页岩气 革 命 以 来 正

在积极谋 求 出 口，据 美 国 能 源 信 息 管 理 局 （ＥＩＡ）

预计：“未来美国液化气净出口量将保持快速增长，

２０２０年 达 到 近７００亿 立 方 米，是２０１６年 的１９
倍。”［１２］在这种 背 景 下，中 国 加 大 了 美 国 液 化 天 然

气的进口量，在２０１７年前９个月 “美国对华天然

气出 口 量 达 到 近６０万 吨，超 越 尼 日 利 亚 和 秘 鲁，

成为中国第六大ＬＮＧ进口来源国”。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特朗普总统访华时，又与中国签订了包括液化天然

气在内的约２５００亿 美 元 的 能 源 经 贸 大 单。［１３］中 国

应该在此基础上，把扩大美国液化气进口量也作为

增加天然气供应的一种选择。

以上这种天然气外交的战略设计，实施后会更

加有利于实现我国天然气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

确保我国在安全供应的前提下长期持续地利用国际

天然气资 源，从 而 为 推 动 我 国 经 济 增 长 方 式 的 转

型，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实现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 “推进能源生产 和 消 费 革 命，构 建 清 洁 低 碳、

安全高效的 能 源 体 系”的 战 略 任 务，并 最 终 为 到

２０３５年 “基 本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和 到 本 世 纪

中叶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而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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