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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线
”
风波 &

俄罗斯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口文 关贵海

对
俄关系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对外

关系之一
,

而中俄石油管道的建

设
,

则不仅有利于扩大两国经贸

规模
,

也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

保障之
% 。

然而
,

两国虽号称是战略伙伴
,

但在

这条油管的走向问题上
,

却出现了明显的隔阂
。

甚至有人断言
,

石油管线之争可能会断送两国

的战略关系
。

虽然有点儿危言耸听
,

但也不能等

闲视之
。

最重要的是
,

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
,

这

场风波的麻烦到底出在哪里∋ 俄罗斯人到底打

的是什么算盘 ∋

中俄石油管道方案源于 %( () 年
。

当时
,

俄

罗斯方面在其欧洲市场份额接近饱和的情况

下
,

把扩
一

展能源出口的希望转向了亚洲
。

俄方

首先提出了建设输油管道到中国的设想
,

井被

列入 %( ( ∗ 年中俄两国元首签署的《中俄关于共

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
。

但是
,

由于当时中方既考虑到管道建设和

运营的成本
,

也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

储量吃不准
,

故更倾向干单纯地进 口原油
。

于

是
,

直到 + # #% 年( 月朱铭基总理访问俄罗斯时
,

中俄石油管道项目才真正被提上了 日程
,

双方

等署了 《中俄关于共同开展铺设俄罗斯至中国

原油管道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的总协议》
,

并决

定由两国政府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能源问题分

委会协调该项 目的论证工作
,

由俄罗斯能源部

和中国国家计委具体负责
。

论证方案应该在

+# #+ 年年底提交给两国政府批准
。

按照当时的计划
,

中俄石油管道西起俄罗

斯伊尔库茨克州的安加尔斯克
,

经贝加尔湖南侧

向东至赤塔州向南人中国境
,

直达大庆
,

故得名

“

安大线
” 。

俄罗斯曾建议取道距离最短的蒙古
,

但

中国从战略方面考虑
,

坚持只经过中俄两国疆域
。

双方约定各自负责本国境内的管道铺设
。

俄境内有 %∗ ## 公里
,

中国境内为 ,## 公里
。

计

划中工程在 +# #− 年动工
,

+## .年完工
。

正当中国等待着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管

道建设动工的时候
,

俄方具体负责管道技术经

济论证的俄罗斯石油管道公司在+## +年年底却

提出了另一种建设方案
,

即由安加尔斯克到俄

远东港 口纳霍特卡的路线
,

简称
“

安纳线
” 。

+ ##− 年 月
,

访问俄罗斯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

郎也表示愿意参与
“

安纳线
”

的建设
,

并不断

提高允诺投人的价码
,

现已高达 /. 亿美元
。

由于中国方面的积极工作
,

俄罗斯方面在

+## −年 − 月份决定选择折中线路
,

即修建
“

安纳

线
”

为主线
,

从赤塔州分出支线到大庆
,

但支线

先开工
。

因此
,

在 . 月 +, 日胡锦涛主席访俄时
,

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签署了《关干中

俄原油管道
、

原油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

的总协定》
,

计划在
“

安大线
”

建成后
,

俄方在

+. 年中向中国出口原油/亿吨
,

总价巧田亿美元
。

正当人们津津乐道于管线如何
“

落地
”

时
,

短短数月里
, “

安大线
”

的
“

拐点
”

又变了
&

俄方倾向于先修
“

安纳线
” ,

然后在阿穆尔州的

滕达附近引出一条通往大庆的支线
。

因分叉地

点的不同
,

原折中方案被称为
“

南线
” ,

新方案

被称为
“

北线
” 。

对中国来说
, “

南线
”

和
“

北线
”

的差别很

大
&

一是
“

安大线
”

走
“

北线
”

要比走
“

南线
”

长大约 , # # 多公里
,

由此将导致铺设管道

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和

石油运输价格的上

涨
,

这在经济上是很

不合算的
0
二是走

“

北线
”

后
,

中方抽白

俄方在铺设主线以后

有单方面切断向中国供油的危险
。

而且这里最

核心的问题是
,

俄罗斯目前并不具备向两个方

向同时供油的能力
0

结果是必然有一条线的供

应会被削减
。

中国不能接受这样不确定的方案
。

尽管俄总理卡西亚诺夫在北京承诺保证中

国的石油需求
,

但在具体的石油管道线路问题

上
,

却始终闪烁其词
。

而俄罗斯主管亚洲事务的

副外长洛修科夫则在 %# 月初表示
, “

暂时我们既

不准备与中国
,

也不准备与日本举行会谈
,

讨论

输油管的具体路线
” 。

不难看出
,

中国用管道从俄罗斯获得石油

的梦越做越艰难
,

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一下
,

俄罗斯这个战略伙伴到底是怎么 了∋

俄方认为
,

自己井没有违反与中方达成

的协定
,

因为双方只是签署了原油购销合同
,

而没有签管道建设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合同
,

有

的也只是意向
。

因此只要俄方如数供给中国石

油就足够了
。

至于用哪一条管道还是用火车

运
,

就不是很重要的了
。

拍芍之显然的托词的背后
,

明显存在着一系列

的考虑
。

首先
,

俄罗斯从战略安全上不希望把管道

的终端设在中国境内
,

以免受制于人
。

这也是其通

∗ 吞 1 2 3 !4 ! 5 6
,

+ # # − 商务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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