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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油到天然气：中国维护能源安全主战场的大转移
文／宋亦明

2017年11月以来，土库曼斯坦对

中亚天然气管道的供给失稳，日均缺

口突破了0.2亿立方米。进入2018年

1月，“土气”供给缺口不但未能得

到有效弥补反而进一步扩大，日均输

气缺口增至0.5亿立方米——这一数

字逼接近中亚天然气管道日运输量的

半数，负责该管道营运的中石油更警

告称其管网面临“崩盘危险”。受此

影响，气价暴涨、生产受限、供暖紧

张、液化天然气（LNG）出租车停运

等经济社会负效应迅速外溢，国民经

济发展与居民正常生活受到不同程度

波及。之前在中国北方地区蔓延的区

域性“气荒”尚未完全过去，而“土

气”供给失稳造成的新一轮“气荒”

又袭来。

不可否认，石油安全始终在中国

能源相关议题中占据着核心位置。然

而随着当前中国天然气的供应局势愈

发紧张，“气荒”对天然气安全的持

续冲击愈演愈烈，这不仅为天然气供

给侧企业和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而

且更表明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主战场

已经开始了从石油领域向天然气领域

的大转移。

“土气”缘何短缺

相比于2017年末中国北方出现

的区域性“气荒”，此次中亚天然气

进口锐减虽未得到社会媒体的广泛

报道与集中关注，但其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和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持续冲击则

丝毫不逊于前者。进一步讲，区域性

“气荒”肇始于中国天然气消费需求

的结构性增长和“煤改气”的激进推

行，其本质是“国内需求的上扬”；

而中亚天然气进口锐减则源于土库曼

斯坦康采恩（土库曼斯坦国有天然气

集团）产区供应失稳，支撑中国天然

气进口的最主要支柱明显动摇，其本

质上是“国际供给的下跌”。通过天

然气供应企业启动应急预案、暂停甚

至回调“煤改气”的进度和速度，

“国内需求的上扬”基本得到了有效

抑制。然而中亚天然气进口锐减的问

题则至今尚未得到有效地解决，其主

要症结在于土库曼斯坦的天然供给并

非“可控因素”，这一问题的最终解

决取决于土库曼斯坦而非中国。国际

能源合作将能源供应国与需求国“锁

定”了起来，这为两者提供市场和便

利的同时也将风险捆绑在了一起，由

此所带来的对能源安全的威胁更为严

峻、更难以解决，因而也自然更应得

到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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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东部阿姆河右岸的

复兴天然气田，由中石油负责

勘探、开发、处理、销售其天

然气。图为2013年6月1日的复

兴气田天然气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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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在中国维护天然气供

给安全方面长期发挥着支柱性作用。

2010年以来，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的

关系逐渐转冷，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大

幅减少并彻底终止进口土库曼斯坦天

然气，这使得土库曼斯坦在天然气合

作上完全倒向了中国。除了向伊朗和

哈萨克斯坦供应少量的天然气外，土

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大部分出口到了中

国。2016年全年中国进口天然气719亿

立方米，其中从土库曼斯坦进口了294

亿立方米，“土气”占据了当年中国

天然气总进口量的40.9%和管道天然气

进口量的77.3%。在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道建成并投入运营前，连接土库曼

斯坦和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管道仍将是

“无可比拟的管道天然气大动脉”。

当前，土库曼斯坦对华输气的主要气

源为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和运营

阿姆河右岸产区的中石油，两者每天

可对华提供1.2亿立方米天然气，是中

国天然气进口的 “压舱石”。

然而，此次土库曼斯坦对华天然

气出口锐减正是由于这块“压舱石”

出了问题。2017年前三个季度，“土

气”对华出口规模连续走高，然而

这一趋势在11月戛然而止。中石油于

2017年11月下旬发出的通知显示，中

亚天然气管道的主要气源之一、理论

日供气0.65亿立方米的土库曼斯坦康

采恩供气已经出现异常，每天减少了

0.2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两个月

以来，“土气”供应短缺的情况并未

得到缓解，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

势。中石油在2018年1月末发出的另一

份通告显示土库曼斯坦康采恩天然气

供应锐减，这致使“土气”进口量从

每日1.2亿立方米锐减至每日0.7亿立

方米，更为严峻的是“中亚管道已经开

始间歇输送运行……中石油管网面临

崩盘危险”。如此直白严厉的措辞反映

出“土气”供应的形势极为严峻。

究其根源，“土气”进口锐减

的主要原因在于设备故障和沿线国家

用气量陡增。有报道暗指土库曼斯坦

康采恩为将更多天然气出口至报价更

高的欧洲国家，有意降低了对华天然

气出口。实际上这一“指控”并无根

据，土库曼斯坦至今尚未建立通往欧

洲的天然气外运管道，远不具备向

欧洲成规模出口天然气的能力。实际

上，根据中石油最新披露的信息显

示，此次“土气”进口锐减的主要原

因一方面可归结于设备故障，特别是

“1月份以后，土库曼斯坦康采恩因机

组故障已经停机三次”，因此中亚天

然气管道源头的供气量明显降低；另

一方面由于中亚天然气管道沿线国家

用量陡增，中国处在中亚天然气管道

下游，其接收天然气的规模进一步受

到了压缩。

天然气何以是中国维护能源安全

的主战场

此次“土气”进口锐减对中国

能源安全带来了持续性的冲击，近年

来石油价格的波动和供应的短缺也未

曾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即便在油

价高涨的年代，中国的石油供给仍源

源不断。中国石油供给通道始终畅通

无阻，“马六甲困局”不攻自破，在

“大国无战”的时代背景下，美国

等国也不会因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而

选择掐断中国的油路。一系列现象表

明石油对中国能源安全造成冲击的风

险在逐渐降低，相反天然气对中国能

源安全构成的威胁已从隐忧变成了现

实。产生这一分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石

油与天然气在国际合作上遵循着不同

的逻辑。

在交易方式层面，石油主要通

过期货交易所以竞争性报价的方式买

卖，而天然气则主要由能源企业及其

属国政府进行谈判签署垄断性合同的

方式买卖。石油的价格和供给高度市

场化和透明化，合同周期往往在1～3

个月，合同签订后石油很快就能装船

并运输到指定国家。相比之下，天然

气买卖往往要历经数年的谈判，谈判

达成后要签署20～30年周期的超长期

合同，通过超长期合同“锁定”供给

国和消费国的模式使得国际市场上很

少出现天然气现货。因此，若某国出

现石油进口短缺，其很快就能在国

际市场上购买到充足的石油以弥补缺

口；然而一国天然气若出现进口短

缺，其很难通过购买现货的方式弥补

缺口，甚至经常出现“有钱也买不到

天然气”的局面。

在运输方式层面，石油主要通过

巨型油轮进行运输，而天然气则倚仗

管道和LNG船进行运输。受制于签署

超长期合同的交易方式，临近的天然

气供给国和消费国会铺设“资产专用

性”极高的天输气管道，这就更“锁

定”了双方的天然气贸易关系，一旦

供给国未能如期如数供应天然气，消

费国短期内根本不可能修建另一管道

弥补缺口。另外，虽然LNG船大大增

加了全球天然气贸易的灵活性，有助

于提升一国天然气调峰的能力，但是

当前全球LNG船的数量仅300余艘，远

少于巨型油轮的数量，后者总数已经

超过了5000艘。由于天然气的运输方

式远不如石油灵活，因而一国应对天

然气供给短缺的努力远不如应对石油

短缺那样迅速有力。

在季节性层面，石油消费主要是

满足交通运输方面的需求，因而其季

节性并不明显；然而天然气消费主要

满足供暖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世界主要天然气消费国均位于北半

球，当北半球进入冬季之后，由于采暖

需求大增，天然气的价格会进入上升周

期，供求关系趋于紧张，各国和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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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性”购买天然气的动力陡

增。因而进入冬季后，维护天然气供

给安全的成本和压力都成倍提升。

在国际机制层面，以国际能源署

等为代表的国际机制能够有效地“护

持”石油供给安全、稳定油价，然而

在天然气领域则并不存在具有类似功

能的机制。国际能源署及其强制性的

石油储备和分享机制为维护世界石油

供给稳定、平抑油价波动发挥了“定

海神针”般的作用，而欧佩克同样将

保障供应、维护油价稳定作为其优先

目标。这些国际机制使得包括中国在

内世界许多国家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

了油价稳定、石油供给充足的好处。

然而在天然气领域则不存在能够发挥

相同功能的机制。

总之，受制于天然气国际合作的

交易方式、运输方式和季节性差异，

加之缺乏国际机制的保障，中国在开

展天然气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仍将面临

持续的天然气供给不足乃至暂时中断

的风险。预计到2020年，中国天然气

消费量将从2016年的2103亿立方米激

增至3110亿立方米，在国内天然气产

量增速有限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

地将开展更多天然气国际合作，届时

天然气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将进一步增

加。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维护能源安

全的主战场并不在石油领域，而在天

然气领域。

如何保障中国天然气安全

保障中国天然气安全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性工程，其涉及从开采到运

输和储备、从国际贸易到信息共享等

方方面面，同时在工程技术、政府监

管、国际贸易等不同层面的对策也不

一而足。然而考虑到天然气调峰能力

建设的紧迫性和国际合作的复杂性，

中国还需在调峰储备库建设、拓展进

口渠道、尝试建立天然气消费国国际

合作机制这三个方面加以推进。

就提升调峰能力而言，能源局

须会同主要能源企业，加快推进天然

气储备库的建设，在LNG接收站、天

然气管道和主要城市周边布局若干储

备点，尽快形成满足数周的天然气储

备规模。截至2016年，中国已建成天

然气储备库25座，调峰能力仅为当年

天然气消费总量的2.2%，远低于11%

这一国际公认的安全水平。调峰能力

不足严重影响了冬季天然气的供应安

全，由此中国还需要掀起新一轮天然

气储备库的建设浪潮。

就开拓天然气进口渠道而言，

中国能源企业除了锁定现有的“土

气”和“俄气”（2020年后逐步供

应）外，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澳大利

亚、卡塔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等国的天然气合作规模，同时谋求与

加拿大、挪威等国开展规模性天然气

贸易。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特朗普

政府大力鼓励天然气出口的政策背景

下，中国能源企业可以尝试进一步加

强与阿拉斯加州等美国地方政府以及

与切尼尔等能源企业的天然气合作，

加快落实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期间

中美签署的天然气投资与进口协议，

从美国大规模进口LNG。

就建立天然气消费国国际合作

机制而言，考虑到创立新国际机制的

复杂性和成本，加之中国在能源领域

专业性国际机制中缺乏运营经验，中

国很难独立建立起类似于国际能源署

的天然气消费国合作组织。当前，中

国首先可以尝试联合日本、韩国共同

建立东北亚天然气储备与共享机制，

甚至直接设立负责三国天然气信息

共享、储备共建、互补调峰的实体组

织。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可以连同日

韩两国尝试拓展该组织成员范围进而

逐步建立覆盖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天

然气消费国合作组织。虽然尝试建立

天然气消费国国际合作机制的构想仍

比较遥远，但其应该被置入中国维护

天然气安全的政策工具箱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经济外交项目组成员、博士研究生）

当前全球LNG船的数量仅300余艘。图为2017

年7月9日，“中能北海”号LNG船首航靠泊中

石化分公司在广西北海的LNG接收站码头，顺

利完成17.4万立方米LNG的装卸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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