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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 ＢＴＣ石油管道与中国石油安全

吴 绩 新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自里海石油管道ＢＴＣ建成后，此条石油运输管道改变了里海、中亚地区的地缘
政治、经济。从其管道建设的走向上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为争夺里海的地缘

政治的角逐愈发明显，其复杂、多变可以看出争夺的激烈程度。这条里海ＢＴＣ石油管道对于中
哈石油的管道建设，以及以后的石油运输都会带来很大影响，作为中国的石油战略必须未雨绸

缪，加紧制定中国的中亚、里海石油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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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把中亚、里海作为
其战略重点，把该地区石油作为其能源资源来重视。

西方国家把中亚、里海作为毒品向欧洲的运输通道、

地区冲突、战略导弹和对伊朗进行核控制的有利地

区，他们也很清楚这里可能是文化和意识冲突的战

场。美国把中亚作为其战略重点，因为中亚、里海有

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极力推举的里海耗资４０亿
美元的石油管道工程于２００５年５月正式输油。阿
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将管道开通称为“一件历史性

事件”，这条里海石油管道改变了本地区的地缘政

治和地缘经济。实际上阿利耶夫的话充分显示了此

条石油管道对里海、中亚国家的影响，由此产生的巨

大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将会给中国在中

亚、里海地区的能源贸易与石油生产带来一定的

影响。

　　一、中亚、里海的石油管道

经过近些年的勘探，在里海附近发现了一些大

油田，其石油、天然气的储量巨大，开发前景令人振

奋。但里海的石油不便运输，需要通过里海的石油

运输管道运送石油。目前，里海地区共有六条石油

输送管道：一条是阿特劳—萨马拉石油运输管道。

它是由哈萨克的阿特劳由南向北到达俄罗斯伏尔加

河上的萨马拉，接入俄罗斯石油管道系统。第二条

是巴库—新罗西斯克管线。它从阿塞拜疆里海西岸

的巴库自东南向西北经季霍列茨克到达俄罗斯在黑

海的港口新罗西斯克。第三条是巴库—苏普萨管

线。它从巴库向西到达格鲁吉亚的黑海港口苏普

萨。第四条是从哈萨克斯坦的田吉兹到新罗西斯克

石油管线。由里海管道财团投资，２００１年开始运
行。第五条是从哈萨克斯坦的肯基亚克到里海附近

的阿特劳管线。它是由哈萨克斯坦石油天然气公司

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签署协议，
双方合资成立管道公司，于２００２年５月动工，２００３
年３月投产的。第六条是从巴库到杰伊汉的石油管
线。它的设计输油能力为５０００万吨，投资高达４０
亿美元，在土耳其境内的管道已于 ２００２年 ６月动
工，２００５年５月竣工。

在苏联解体以后，许多国际石油公司涌入里海

地区，围绕这一石油宝库的所有权、开发权以及管道

的走向等展开激烈地争夺。该地区的石油发展受到

地理、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的制

约，在中亚、里海形成了几个大国角逐石油市场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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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里海中亚油气管道走向之争因此开始趋向激烈。

由于运输管线是油气流通的生命线，如果不能安全、

便捷地输往国际市场，一切都是妄谈，所以“谁控制

了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谁就可能赢得这一地缘政治

和经济的大奖”。［１］１８５从以上这几条石油输油管道可

以看出在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和里海、中亚国家之

间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争的激烈，这种利益的

联合可能形成一个地区的经济合作体，也可能成为

地区不稳定的因素。

　　二、从里海石油管道看大国的角逐

在苏联时期，里海地区除伊朗北部外，所有的油

气管道都与苏联内部管网相连，油气输出也主要用

于满足苏联内部经济需要。随着苏联的解体，管道

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里海地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

一个“瓶颈”，里海地区新独立的国家为了自身经济

发展的需要，开始要求打破原有的管道输送格局，建

立多渠道、多元化的管道出口线路。［２］３３－３６俄罗斯在

里海石油管道运输上有着自己的优势，它不但扩大

了原有的阿特劳—萨马拉管道的运输能力，还兴建

了从哈萨克斯坦田吉兹大油田到俄罗斯黑海港口新

罗西斯克的石油管道。以新罗西斯克为终端的巴

库—新罗西斯克石油管道也于１９９７年开通。对于
俄罗斯来说，这条巴库—新罗西斯克石油管线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可以巩固俄罗斯在里海地

区的地位，而且对于阿塞拜疆来说石油通过新罗西

斯克港不但经济，而且直接可以运往世界石油市场。

这条石油管线对于俄罗斯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预计

在今后的４０年里，它不但可以给俄罗斯带来２００亿
美元的过境税收，而且还可以刺激俄罗斯石油工业

的发展。俄罗斯凭借着原苏联的石油管道网的优

势，通过管道的扩建和改造，力图占据里海地区的管

道运输，加强俄罗斯在中亚、里海的地缘政治和地缘

经济势力。

里海ＢＴＣ石油管道的建成改变了里海地区的
政治和经济面貌，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渗透

里海国家成功的标志。美国早在１９９７年就推出了
“中亚新战略”，以加紧争夺对中亚的主导权。其战

略意图是：北遏俄罗斯重新崛起，南阻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势力北上，东防日益强大的中国；改变石油进口

主要依赖局势动荡的中东的现状，争夺对中亚地区

油气资源的控制权；将中亚地区纳入其主导的世界

政治、经济新秩序。［３］５１１对中亚、里海的政治、经济战

略，美国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战略，面对有可能成为下

一个波斯湾的中亚、里海地区，美国积极参加中亚、

里海的石油开发、运输，以实现能源来源的多样化，

建立起美国２１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美国政府的
政治压力通过西方资本来影响里海国家，在里海石

油管道走向上阿塞拜疆就明显倒向了在地理位置上

处于优势的土耳其一边。阿塞拜疆的石油通过土耳

其输送到国际市场使阿塞拜疆处于战略上的优势，

使得阿塞拜疆这个处于欧亚之间的石油纽带显得更

加重要。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之间的建设石油管道协

议、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建设天然气管道协议，都体

现了美国和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倾向，其目的就是让

石油管道绕过俄罗斯和伊朗，用石油这一能源武器

来争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美国的石油战略上添

上重重的一笔。

在美国进入里海、中亚国家的同时，中亚、里海

国家也有自己的能源战略。中亚国家的基本思想是

力争石油能源的多元化，在石油的开采、运输上逐渐

不只依赖俄罗斯，争取在石油市场上有自己的声音。

通过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运输哈萨克斯坦、阿塞

拜疆的石油，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影响地

区的工具，这一点里海中亚国家也是很清楚的。

１９９７年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指出：他的国家在石
油运输问题上不准备完全依赖于俄罗斯。［４］１１４里海

国家出口石油的这种依赖关系使得土库曼和哈萨克

斯坦对通过俄罗斯石油管道输送在费用、付款方式、

数量上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１９９７年通过俄罗斯向
乌克兰出口的天然气一度中断，哈萨克斯坦安集延

的石油也因数量和价格出现了争论。［５］１０２虽然俄罗

斯建立了先进的石油运输管道，但是在９０年代后期
俄罗斯的石油垄断也被打破了，其中之一就是巴

库—苏普萨石油管线。巴库—苏普萨是巴库向西到

达格鲁吉亚的输油管线，１９９９年建成并运行。这条
管线是在俄罗斯车臣战争时期修建的，车臣战争引

起的地区动荡阻碍了巴库—新罗西斯克管道的建

设，由于车臣战争的影响使得阿塞拜疆开始寻找可

以替代的石油管线。中亚国家的这种战略思想和美

国的中亚、里海战略在某些地方有重合之处。中亚、

里海国家运用石油资源欲达到在经济、政治、和战略

上的独立，这种战略在某些方面和美国的石油战略

不谋而合了。中亚、里海各国在石油问题上搞平衡

外交，一方面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一方面又和俄罗斯

保持一定的良好关系，于是在里海地区从欧洲到土

耳其都参加了石油竞争，石油成了地缘政治和地缘

经济竞争的杠杆，石油资源成为影响地区形势的关

键，在经济竞争的背后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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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石油管道的建成是自苏联解体以来西方、

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在里海石油问题上地缘战略

的充分体现。在里海国家获得独立后就开始了石油

管线的争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削弱俄罗

斯的实力，控制里海的石油资源，减少美国对中东的

石油依赖，美国极力拉拢中亚国家，改变他们的石油

战略。美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概念比以往更加宽

泛，不但要建立石油、天然气管道，而且要利用石油、

天然气管道在中亚建立自己的经济基地和稳定的石

油生产基地。［６］１１１在里海管道问题上早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就出现了管道走向的讨论，管道的走向是西方

国家进入里海国家一个绝好的工具，也是进入里海

石油市场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在里海石油管道问题

上，俄罗斯、美国、土耳其的争夺并不是只为了石油

运输的过境费，而是为影响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

美国通过ＢＴＣ石油管道的走向找到了一个打入中
亚的绝好机会，美国利用经济这一杠杆渗透到了中

亚的经济市场，进而影响中亚、里海国家的政治、

经济。

对于美国和西方在里海及周边地区影响的扩

大，俄罗斯并未坐视。俄罗斯高层人士多次声明里

海对俄罗斯的重大意义，力争在里海问题上发挥主

导作用。２００２年８月１日至１５日，俄罗斯在里海
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规模为历史罕见，

演习的名义是反对恐怖主义和打击犯罪。但俄罗斯

的真实意图是向世界和美国显示：俄罗斯仍然是一

个强国，它决心以任何手段捍卫自己在里海地区的

利益，任何排斥俄罗斯在里海发挥作用的企图都会

遭到俄罗斯的坚决反对。然而俄罗斯由于国力衰

退，已无法保持往日在该地区的影响和控制，甚至自

己作为一个沿岸国家的权利，也受到挑战。尽管俄

罗斯做出了种种努力，力图阻止美国和西方势力的

扩大，但守势的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７］７９

土耳其在里海中亚地区也有着自己的利益。９０
年代初，当出现了里海石油运输问题时，土耳其极力

促成使杰伊汉成为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石油到地

中海的终端。１９９３年安卡拉力争石油管线向东南
方向铺设，而不是利用伊拉克—土耳其的石油管道，

他们对格鲁吉亚终端的巴杜米和苏普萨到杰伊汉产

生了极大的兴趣，１９９３年安卡拉签署了关于建设巴
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输送管道协议。土耳其

对里海石油的兴趣使得它和里海国家签署了一系列

协议，使它在这个地区的石油份额占到了７．５％，在
沙赫杰尼兹的石油份额占到了３９％。［８］１１６由于土耳
其在这一地区石油的巨大利益，都促使土耳其力争

尽快地解决石油的运输问题，建立自己的港口运输

系统。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土耳

其在里海石油运输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三，各国在石油管道上的立场

在里海石油立场上，里海沿岸各国各有自己的

立场，苏联解体之后，在里海石油资源问题上各国的

利益冲突逐渐显现了。俄罗斯在里海石油立场上在

态度是很明确的，在１９９１年俄罗斯就开始保护里海
生物资源，特别是为保护鲟鱼和伊朗达成协议，其协

议的基础是在合理利用里海资源的基础上遵守里海

制度。但是这一制度使里海国家在此地区开发石油

就成了问题。俄罗斯提出的一些建议，里海国家和

西方的石油公司认为是损害了它们的利益，而俄罗

斯不断对这一地区施加压力，极力阻止其他国家在

这一地区的石油生产。俄罗斯是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４０年
苏联和伊朗签订共同利用里海资源的继承国，因此，

俄罗斯敦促里海各国在没有俄罗斯和伊朗许可的情

况下不能签署其他新的协议。俄罗斯的立场很清

楚，那就是要维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在里海的主

导地位，目前的这种西方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局势，

里海国家极力要摆脱俄罗斯的状况是俄罗斯不愿意

看到的。

阿塞拜疆作为一个里海的主要石油生产国，在

里海石油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阿塞拜疆的立场在

很多方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业的发展。在上

个世纪６０年代阿塞拜疆一半的石油来自海上。石
油储藏也基本都在海底。这种状况使得阿塞拜疆成

为对抗俄罗斯的“最激进的”国家，阿塞拜疆的能源

独立性使其特别关注于本国石油的海上资源、石油

利润不受外国的制约。阿塞拜疆为对抗俄罗斯搞了

一个里海项目协议，其内容是认为里海是国际边界

湖，应该按实际情况划分为五份，各沿岸国家对自己

的相应的一段拥有主权。从这一点出发，阿塞拜疆

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不存在什么国际义务，所以阿塞

拜疆积极开发里海石油资源。从这点看，阿塞拜疆

积极修建ＢＴＣ石油管道就是情有可原的了。
从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的立场可以看出两国在里

海石油管道观点的分歧。ＢＴＣ管道充分显示里海
国家在力图摆脱俄罗斯石油管道的控制，建立自己

独立的石油能源地位的愿望。这种局势是俄罗斯不

愿意看到的，这在俄罗斯对ＢＴＣ管道的态度上就可
以看出，而且石油管道的建成对于俄罗斯石油的地

位以及俄罗斯石油价格都是不小的冲击。总部设在

３



日内瓦的 ＰＶＭ石油联合会首席分析员伊斯汉·哈
克说，管道开通后，将压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国

优质原油的价格，这也意味着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

石油价格将会更低。因为里海地区国家出产的石油

目前多数通过俄罗斯石油管道运往国际市场。

美国则支持修建巴库—杰伊汉石油管道，尽管

许多石油公司认为这条石油管道不经济，但是在美

国和土耳其的推动下，这条管道终于在２００５年建成
了。这条管道对于美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条

输油管建成后，美国就无需担心因来自海湾的石油

供应暂时中断造成世界经济瘫痪，也使美国的能源

供应保证多元化。美国在里海的最强大的对手是俄

罗斯，这一地区是俄罗斯最需要保护的软腹部，美国

进入这一地区其主要目的就是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对

里海地区的影响，加强美国及其盟国的能源安全，所

以美国极力主张多渠道出口里海的石油资源，其表

现就是主张修建巴库—杰伊汉石油管道，破除俄罗

斯在里海地区的石油输出垄断。

　　四、里海石油管线对中国石油进口的影响

里海丰富的石油资源带来了世界霸权国家对石

油的垂涎，纷纷加入到里海石油争夺的战争中。从

ＢＴＣ管道建成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这一争
夺上挤占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阿塞拜疆力争修建

这样一条石油管线就是要摆脱俄罗斯对石油的控

制，这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的石油战略来说既有利也

有弊。中国可以面对这些主权国家灵活运用外交、

经济、政治方面战略为中国争取石油资源，但是也要

看到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所处的不利环境。首先中

亚和里海周围国家的政治局势不是很稳定，中亚这

些国家独立以来，它们并没有成为民主国家，如果不

去看它们形势上和制度上的改变，其政治生活还沿

袭着苏联的政治模式，权利越来越集权化，政权集于

一个人手中，这样的政治制度是很不稳定的，吉尔吉

斯的颜色革命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何把握中亚国

家、里海沿岸国家的政治动向，在重大事件出现之前

做到防患于未然，是我国今后工作的重点。特别是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这些国家面临总统、议会换届，这些
国家的政治形势不免要产生一些动荡，我国更要加

强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变化的趋势，以防止不必要

的麻烦。

对中国来说，里海石油管道带来了新的压力。

因为目前正在建设的中哈管线是双边合作项目 ，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而且在油源

分散以后，中哈管道的供油量只能追求一个最低

的保障。里海 ＢＴＣ石油管道的运输能力是 ５０００
万吨，但是阿塞拜疆的石油生产能力只有１０００万
吨，另外的４０００万吨阿塞拜疆也希望哈萨克斯坦
能通过管道运输它的石油，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刚刚宣布，２０１０年之前，哈萨克斯坦原油也
将通过ＢＴＣ石油管道输出。他还提议管道名称加
上哈萨克斯坦石油圣地阿克套的第一个字母组成

ＡＢＴＣ。管道的多元化也加剧了这个地区的国际竞
争。由于里海有关法律地位的文件尚未签署，里海

沿岸国家还存在种种矛盾，特别是俄罗斯、伊朗同样

在里海石油开发问题上有发言权。如果这些国家不

能开展合作，里海能源开发前景依旧不会十分明朗。

管道建成后，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据

最新报道，哈萨克斯坦将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就连接巴
库—杰伊汉石油管道签署协议，这个石油管道的运

输能力为３０００万吨。［９］由于哈萨克斯坦石油产量
不可能达到同时满足若干个输油管道的需要，届时

石油输出方向的竞争也会十分激烈。

在石油管道问题上虽然有着许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在运力上还存在着激烈

的竞争，但是中哈石油管道建成之后不但可以运送

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还可以运送俄罗斯的石油，届时

虽然哈萨克斯坦要优先供应巴库—杰伊汉石油管道

的输油，但是连通中哈石油管道，也就连通了俄罗斯

和中国的石油运输管道。从经济利益上考虑俄罗斯

也愿意把石油卖给中国，毕竟离中国的距离很近，在

石油价格上俄罗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在未来中亚

石油角逐中，不但有地缘政治的利益之争，而且还将

是大量的地缘经济的利益之争。

中国的经济经过近十年来高速发展，对石油、天

然气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中国国内的石油资源已经

不能满足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如何在立足国内石

油资源的基础上开拓国外的石油市场，这是我们今

天需要考虑的问题。中亚国家是我国的近邻，中亚、

里海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对于我国的能源

战略来说是一个可靠的来源保障。首先我们应该积

极发展和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这关系到中国的经

济发展，关系到我国能源战略多元化的实施，以及我

们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国际石油市场今

天把眼光都盯住中亚、里海的石油资源，而且西方的

大石油公司已在中亚占据了有利的形势，这些对于

我国的石油公司开拓中亚的石油市场都是十分不利

的，我们应该立足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和中亚、里海国家建立石油能源合作机制，在石油能

４



源战略上做到未雨绸缪。

中国石油企业在十年前就采取了“走出去”战

略，经过十年的拼搏，在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国都取

得了良好的成绩，实践证明我国的石油公司是有实

力和技术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在中

亚、里海石油剧烈竞争的形势下，我国应该积极扩大

在海外的石油投入，采取投资、勘探、钻井等多种方

式积极掌握上游资源，扩大在中亚、里海国家的石油

投入，为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地位

做好准备。另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进一步优化海

外资产组合，提高效益和抗风险的能力。加强与国

际大石油公司的联合，利用我们的优势与一些大的

石油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加强双方合作。同时也要

利用和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市场优势，加强与资

源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合作。

中国从石油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如何在中亚

的能源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

从俄罗斯石油管线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

利益上各个国家首先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所以中

国在哈中石油管道问题上要防患于未燃，在里海各

国中如何进行外交、政治、经济的平衡是最重要的，

中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以便在世界能源市场

上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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