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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的现状、挑战和前景

林 培 源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哈萨克斯坦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也已取得诸多成果,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影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的因素,诸如哈萨克斯坦周边和国内的动荡

政局、哈萨克斯坦多边平衡的能源外交政策、中亚地区不断出现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及哈萨克

斯坦能源竞合背后的大国政治博弈等。 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冶的背景下,中国与哈萨克斯

坦需要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增强文化交流,拓展能源合作内容,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平衡大国

关系。 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的能源走廊,深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油气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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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进入新世纪以来,油气资源不仅成为影响世界

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更是牵动当今国

际政治、国际安全的一个战略因素。 对于中国来说,
中亚是相对脆弱的中国西部安全的外部环境,是中

国能源安全多元战略实施的重要地理领域,也是中

国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外部市场之一。 其中,哈萨

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大国,与中国新疆接壤,而且油气

储量十分丰富,因此,中国尤要重视发展与哈萨克斯

坦的油气合作,进而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地缘

安全。
一、哈萨克斯坦油气储量现状与中哈油气合作

现状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良好,因此能源消费量比较

大,能源需求旺盛。 为了节约成本,降低运输风险,
中国与邻国哈萨克斯坦具有广泛的油气合作。

(一)哈萨克斯坦油气储量现状

哈萨克斯坦能源种类和能源储量都非常丰富,
截至 2015 年底,哈萨克斯坦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39
亿吨,天然气已探明储量为 9 000 亿立方米。 当年

可以向市场提供 7 930 万吨的原油和 124 亿立方米

的天然气。 虽然哈萨克斯坦油气探明储量丰富,但
是其自身能源消费却相对比较少。 2015 年,哈萨克

斯坦石油消费量为 1 270 万吨,天然气消费量为 86
亿立方米,只消费了本国石油产量的 16%和天然气

产量的 69% 。[1]可以说,哈萨克斯坦很大一部分的

油气资源用于出口。 见表 1 和表 2。
表 1摇 2015 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石油储量、产量和消费量情况

国别
石油探明

储量(万吨)
占全球总量的

比例(% )
石油产量
(万吨)

占全球总量的
比例(% )

石油消费量
(万吨)

占全球总量的
比例(% )

中国 25 1郾 1 21 460 4郾 9 52 970 12郾 9
哈萨克斯坦 39 1郾 8 7 930 1郾 8 1 270 0郾 3

表 2摇 2015 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天然气储量、产量和消费量情况

国别
天然气探明储量

(亿立方米)
占全球总量的

比例(% )
天然气产量
(亿立方米)

占全球总量的
比例(% )

天然气消费量
(亿立方米)

占全球总量的
比例(% )

中国 38 000 2郾 1 1 380 3郾 9 1 973 5郾 7
哈萨克斯坦 9 000 0郾 5 124 0郾 3 86 0郾 2



摇 摇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现状

近年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取得明显成效。 其中,在石油合作方面,2009 年,中
石油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联合收购曼格什套

油气公司。[2]2011 年,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

油公司签署了《关于哈萨克斯坦乌里赫套项目合作

的原则协议》,双方各出资 50%成立合资企业,联合

勘探开发乌里赫套气田。[3]据统计,“自 2006 年 7 月

中哈原油管道正式通油以来,截至 2012 年,由这条

管道输入中国境内的原油累计达到 5 079郾 67 万吨。
2013 年,随着二期工程 11 号中间泵站投产运营及中

哈计量站流量计改造工程完成,管道年输油能力还

将逐步提高到 2 000 吨。冶 [4]299在天然气合作方面,中
国与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管道分一期和二期两个工程

项目。 “中哈天然气一期工程为中亚天然气管道过

境哈萨克斯坦的管道,全长约 1 300 公里,与中国西

气东输二线相连,单线已于 2009 年 12 月竣工投产。
二期工程为哈萨克斯坦境内管道,分三阶段实施。
从哈萨克斯坦西部别依涅乌起至中哈天然气管道一

期的齐姆肯特 4 号压气站,管道全长 1 475 公里,设
计输气能力为 100 亿立方米 /年,年输气能力可扩至

150 亿立方米。冶 [4]299由于哈萨克斯坦具有丰富的油

气资源、中国具有相对先进的高铁技术和油气开发

技术,两国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所以在“丝绸之路

经济带冶建设的背景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

可以向更深层、更高端方向发展。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面临的挑战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有深厚的地缘经济

背景,这是双方合作顺利进行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

影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的不利因素依然存

在,诸如哈萨克斯坦周边环境的动荡和本国政治体

制问题、哈萨克斯坦多边平衡的能源外交政策、哈萨

克斯坦能源竞合背后的大国政治博弈及中亚地区不

断出现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等。
(一)哈萨克斯坦周边动荡局势和国内政局阻碍

中哈油气合作

中亚地区是多种文明交汇的地区,民族众多,宗
教信仰不一,隐藏许多矛盾和冲突,安全形势比较紧

张。 苏联的解体,使原有的民族、宗教问题凸显,直
接影响到新生国家间的关系。 加之里海的法律地位

问题,里海沿岸国家在能源归属、油气开发、能源管

道过境等方面存在分歧,导致各国之间关系紧张。
除此之外,美、俄的战略利益争夺,更加剧了这一地

区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 中亚各国独立后,政治转

型不成功,逐渐形成了“总统集权制冶的政体,其特点

是总统权力大而议会权力小,总统权力无法得到有

效约束。 这一点在哈萨克斯坦可以得到集中体现。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已经连任 24 年,其家

族控制了哈萨克斯坦国内主要政治、经济资源。
“2015 年, 75 岁高龄的纳扎尔巴耶夫又以高达

97郾 7%的支持率再次当选为总统。冶 [5]虽然这种权力

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在独立初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哈萨克斯坦国内的经济发展,维持了族际关系的

和谐,防止了极端宗教势力的渗入,但是这种政体的

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总统权力过于集中,法
治不健全,政府管理混乱,造成政策和法规往往朝令

夕改,缺乏稳定性,同时腐败现象严重。 这些因素增

加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的风险,在一定程

度上会阻碍中哈油气合作。
(二)哈萨克斯坦多边平衡的能源外交政策干扰

中哈油气合作

对于能源合作机制建设,中国希望发挥自身优

势,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为哈萨克斯坦的

能源开发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员方面的支持。 哈萨

克斯坦作为能源大国则更多关注于保障自身的能源

市场和实质的双边合作。 苏联解体以后,哈萨克斯

坦努力塑造独立的形象,改善国际形象,在能源外交

方面的表现就是减少对能源进口国的依赖,积极开

展多边平衡的能源外交,扩展能源出口渠道。 而中

国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为控制能源运输风险、
降低能源运输成本,加大从邻近国家进口能源的比

例。 这样,两国能源外交政策就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在无形中给中哈油气合作带来干扰。 近期中国积极

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冶建设,而哈萨克斯坦心存疑

虑,担心形成对中国的依赖,影响其多边平衡的能源

外交政策,对此保持一定观望态度。 同时,由于缺乏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冶建设意义的合理认识,导致曲

解、误解“丝绸之路经济带冶的现象出现,哈萨克斯坦

民间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开展油气合作存在顾虑和

担忧,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哈萨克斯坦政府

对中国的态度。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会
影响两国油气合作的效果。

(三)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威胁中哈油气合作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相继独立。 独立之初,原
来隐藏在该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逐渐显现,社会动

荡不安,局势混乱,民族、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借机扩

充实力,并且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 当前在中

东地区泛滥的“伊斯兰国冶恐怖组织也公开支持该地

区的恐怖活动,严重破坏地区秩序,威胁当地治安和

公共安全。 目前,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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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中亚和平与发展的首要公敌。 更为严重的是,中
亚地区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已经超出了

一国的疆域范围,遍及整个中亚地区,逐步形成恐怖

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手段更加残忍,给当地社会带来

一定恐慌情绪;当地恐怖主义组织仍然源源不断得

到外部的资金、武器和人员支持,更加助长了恐怖组

织的嚣张气焰。 当前,哈萨克斯坦国内恐怖袭击事

件较多,恐怖组织主要针对警察系统和当地权力机

构开展恐怖破坏活动,采取的形式有单独作案形式

或集体作案形式,自杀式袭击逐渐增多。 “‘哈萨克

斯坦里发战士爷成为哈萨克斯坦主要宗教极端组织,
他们多次表示对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一些恐怖活动

负责。 此外还有西哈萨克斯坦州的一些极端组织,
如乌拉尔斯克的恐怖主义小组,主张建立伊斯兰国

家,这个组织策划袭击行动,后被警方破获。冶 [6] 因

此,中亚国家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或局部社会动荡,
会严重破坏中哈能源安全环境,进而严重威胁到中

哈油气合作。
(四)美俄在中亚的能源竞合挑战中哈油气合作

美国综合国力强大,在中亚地区根基深厚,在该

地区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根

基牢固,对该区域具有很大影响。 因此,中国与中亚

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美国和俄罗斯是主要竞争对手。
“中俄美三国在中亚油气资源开发领域的关系更加

复杂,更加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 同时,在中亚油气

开发领域,三国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合作关系,而且

更多受到彼此间政治关系的影响。冶 [7] 由此可见,美
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油气合作对中国与哈萨

克斯坦的油气合作形成一定的外部压力。
一方面,美国提出 “新丝绸之路冶 计划。 2011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第一次明确提出“新
丝绸之路冶计划。[8] 此后,该计划进入实施阶段。 美

国主张“新丝绸之路冶计划,表面上是为获取中亚油

气资源,开展反恐怖主义行动,维护地区安全,本质

上则是通过不断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来

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主导中亚地区形势发

展,进而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 目

前,美国在中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在
该领域的投资又主要集中于哈萨克斯坦。 在哈萨克

斯坦能源储量最丰富的三座油田淤中,“美国公司是

田吉兹油田的控股股东,拥有该油田 75%的股份,其
中雪弗龙为 50% ,埃克森美孚为 25% 。 在卡拉恰干

纳克油田中,雪弗龙的股份为 18% 。 埃克森美孚在

卡沙甘油田拥有 16郾 81%的股份,也是它的最大股东

之一冶 [9]93。 可以说,美国在哈萨克斯坦能源领域的

地位举足轻重。 同时,美国通过外交、军事、政治等

手段影响哈萨克斯坦能源出口的线路于,即限制东线

和北线的出口,积极促进西线建设,这些对中国与哈

萨克斯坦油气合作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另一方面,俄罗斯倡导“能源兴国冶战略。 在俄

罗斯“能源兴国冶战略中,能源被视为谋求俄罗斯地

缘战略利益、复兴大国地位的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
中亚地区作为俄罗斯的邻近地区,不仅地缘战略地

位重要,而且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储量,是实现俄

罗斯战略抱负重要的外部战略支点。 俄罗斯倡导

“能源兴国冶战略,其战略意图一方面是为了弱化中

国与中亚国家的油气合作程度,降低中国在中亚地

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其在中亚地区的

传统利益,试图尽快恢复俄罗斯的大国优势地位。
在现实中,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联系紧密,其中卢克

公司在卡拉恰干纳克和田吉兹油田分别拥有 13郾 5%
和 5%的股份,且还参与了大量小型油田项目。 据一

般估计,该公司在哈的石油产量占哈石油总产量的

8% ~10% 。[9]93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了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其他国家进口哈国油

气资源时,一部分需要经过俄罗斯的过渡中转,这无

疑给中哈油气合作带来了无形的挑战。
三、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的前景探析

2013 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冶,这一

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它有利于推进

西部大开发,有利于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

定,保障国防安全。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冶建设中,油
气合作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

其他方面的合作,其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

比较具有代表性。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结合“丝绸之

路经济带冶的建设背景,笔者认为中哈油气合作还需

要通过几个方面来深化和推进。
(一)以中哈油气合作为载体深化经贸合作、促

进文化交流

首先,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主要以油气和原材料出口为主,与中国经济合作

水平处在较低层次。 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结

构中,油气贸易所占比例较大。 由于经贸关系是两

国发展政治关系的基础,所以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

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政治关系。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

国需要以油气合作为载体深化经贸合作,积极推动

经贸结构向多元化转变。 其次,中国需要综合考虑

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诸多因素,以油气合作为载

体,利用地缘优势,促进经贸和油气产业互补,积极

扩大与中亚的经贸合作范围,提高合作层次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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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中哈油气合作为载体,结合“丝绸之路经济

带冶建设,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经济带冶
是一条文化线路和文明交流的枢纽,具有文化传播

媒介的功用。 古代中华文明的传播主要是靠陆上丝

绸之路,它加强了欧亚大陆国家的贸易联系和文化

沟通。 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的联通,属于不同文明的

国家之间有了初步认识,各国人民有机会共享人类

的智慧成果。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要加强与

欧亚邻国的经济往来,更要促进欧亚国家的文化交

流,使中西方文明交融,维护和平,共享繁荣。 所以,
以两国油气合作为载体,中国需要利用好“丝绸之路

经济带冶这一文化枢纽,进一步增强中国和哈萨克斯

坦两国文化交流,提升文化感染力,使哈萨克斯坦政

府和人民了解中国的诚意,增进友谊,这反过来也会

对两国深化油气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二)以中哈油气合作为基础拓展能源合作内容

中亚以其丰富的油气资源成为各国政治博弈的

舞台。 此外,中亚还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水资源

等。 其中,哈萨克斯坦煤炭储量比较大,该国优势产

业之一是电力产业。 哈萨克斯坦充沛的电力和煤炭

资源可以有效弥补中国国内资源的不足,满足经济

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设备老

化,哈萨克斯坦的煤电、水电工业实际开发利用程度

比较低,对此,中国可以发挥技术、人才和资金优势,
以油气合作为基础拓展能源合作内容,积极参与哈

萨克斯坦的煤电、水电资源的开发,在造福当地人民

的同时,实现两国的资源互补。 另外,两国在开发新

能源、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方面也有一定的合作空间,
如在风能、太阳能方面,两国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三)以中哈油气合作为契机合作打击恐怖主义

中亚地区由于历史、民族、宗教等诸多原因,发
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成为恐怖主义滋

生的温床,给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带来潜在

威胁。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以解决边界问题为契机,
中国与中亚四国(除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共同发起

创建上海合作组织。 该组织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地

区安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亚地区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冶重点建设区域,
沿线国家安全形势比较紧张,存在一定政治风险。
为了加强中哈油气合作,同时顺利推动“丝绸之路经

济带冶与该区域发展规划的对接,中国积极发挥上海

合作组织政治安全的功能,与中亚各国展开平衡外

交,加强反恐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冶的威胁,努
力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营造良好的油气合作环境。 当

前,恐怖组织并不局限于本国范围内活动,往往跨越

国界实施恐怖主义犯罪。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单独

打击恐怖主义已经力不从心,而且收效甚微。 因此,
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不同国家间的配合,需要在全球

视野下开展行动。
(四)以中哈油气合作为纽带平衡大国关系

中亚是中、俄、美三国利益和政策交汇、碰撞的

地区,中国需要以两国之间的油气合作为纽带平衡

大国关系。 首先,对于美国而言,随着美国逐步从阿

富汗撤军和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在中亚地区

的影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同时,“美国主要倚重

双边途径而非多边机制来参与中亚事务,客观上限

制了美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冶 [10]。 加之美国

国内的经济问题,美国的综合实力受到影响,这限制

了它兼顾所有地区的可能。 因此,中美之间在哈萨

克斯坦拥有一定的合作空间。 中美之间在该区域有

很多交叉利益,比如: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中亚

安全;合作勘探油气资源,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合作

开拓新能源,促进科技人才交流;合作开发哈萨克斯

坦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等等。 总之,中美两国在中

亚地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两国求同存异、选择合

作有助于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其次,对于俄罗斯

而言,中亚油气资源是其实施“能源兴国战略冶的重

要战略资源,它会进一步加强与该区域国家的油气

合作,维持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 但是限于俄罗斯

综合实力下降、国内经济形势紧张、战略空间受到美

国及北约的不断挤压等因素的影响,它不得不选择

与中国维持较长时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俄之间应

在已经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

互信,扩大油气合作范围和油气合作形式,共同开发

哈萨克斯坦油气。 最后,对于中、美、俄三国而言,都
需要协调彼此间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政策,只有

这样才符合三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因此,一方面中

国需要努力实现本国油气合作相关政策与美国、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能源政策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消

除美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顾虑和担忧;另一方

面,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哈双边贸易水平,获得哈

萨克斯坦稳定的油气供应,使两国人民共享两国油

气合作带来的成果。

注释:

淤 哈萨克斯坦能源储量最丰富的三座油田分别是:田吉兹油

田、卡拉恰干纳克油田和卡沙甘油田。
于 哈萨克斯坦能源出口的线路分为四个方向,即北线出口俄

罗斯,东线出口中国,南线出口伊朗,西线出口美国及西方

盟国(由于伊朗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不在本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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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内,所以本文只谈及东线、西线和北线的问题)。
其中,西线的 BTC(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线)
及 BTE(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组鲁姆天然气管线)能源

外运线路被美国视为摆脱俄罗斯对中亚能源外运传统影

响的关键,主要代表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利益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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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Oil and Gas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LIN Peiy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Kazakhstan is rich in oil and gas resources. Meanwhile,Oil and gas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has achieved
many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factors that affect oil and gas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such as the turbulence in the
peripher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s of Kazakhstan , Kazakhstan謖s energy foreign policy of multilateral equilibrium,the emerging inter鄄
national terrorism activitie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political game among the major powers under the oil and gas competition and coop鄄
eration in Kazakhstan. Therefor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China and Kazakhstan need to
further deepe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enhance cultural exchanges, expand cooperation in energy content, cooperate to combat
terrorism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big powers.
Key words: Kazakhstan; oil and gas cooperation;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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