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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ated the main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of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n the paper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nergy cooperation to analyze the energy 
cooperation degre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Based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ree modes of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cluding community mode, close cooperation mode and compound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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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构建“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

家能源合作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程度进行评价。基于

定量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三种模式，包括共同体模式、紧密合作模式与复合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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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包括沙特、伊

朗、科威特在内的中东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

坦在内的中亚 5 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

这些国家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这为“一带一路”

下能源合作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能源供应和安全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而

“一带一路”是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生命线。

通过 “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模式的

研究，这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能源领域的合作，无疑有助于构建起区域性、机制化

和多层次的能源合作体系。 

2.“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现

状与面临挑战 

2.1.“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
现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

双边和多边能源外交，为我国能源外交战略的实施奠

定了良好的机制基础。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建立

了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以深化双方能源合作，中国与

土库曼斯坦以中土能源合作分委会机制为引导，全力

扩展能源合作空间。中国和印尼搭建“中国—印度尼

西亚能源论坛”，开展形式多样的能源合作。 

中阿合作论坛、上合组织峰会、东亚峰会和东盟

+3 能源部长对话机制为中国积极加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能源外交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中阿合作论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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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部长级会议和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在东亚峰会框架

下建立了能源部长会议机制，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上

合组织成员国成立了经贸部长会议高官委员会和能

源合作专业工作。通过强化多边能源合作，与各国共

同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问题，促进区域能源市场

平衡有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以双边、多边合作项

目为基本载体，在能源领域则通过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产业投资、能源资源开发、能源项目投融资合作，

以及能源科技、人才和智库等多领域的合作。中俄东

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开建、中国－中亚天

然气管道Ｄ线建设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这有助

于推动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和南亚国家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亚投行则通过帮助建设“一带一路”沿线

能源出口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建设一个巨

大市场，而且开启建设世界能源市场新的时代。 

2.2.“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
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能源格局错综复杂情况下，我国强化在

“一带一路”区域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但是

仍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因素、

沿线国家能源利益博弈等方面的挑战。 

“一带一路”涉及国别与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复杂

多变，从全球视野看是东西、南北交汇，也是大国争

夺资源与全球影响力的博弈焦点。沿线的中东、南亚

和东南亚等地区遗留的传统热点问题，以重要国家围

绕领土纠纷的矛盾，给能源外交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带

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一带一路”国家能源

资源禀赋不同，即存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尼等

能源资源国，又包含印度等能源消费大国，还包括缅

甸等能源过境国，在能源政策偏好和能源合作利益诉

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 

伴随着中国及周边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对油气

资源的需求逐步攀升，而油气资源的能源溢价无疑会

严重损害经济的竞争能力。中国及周边国家在能源领

域存在共同的利益，希望能够降低能源交易成本，实

现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能源供应抗风险能力，

形成开放、稳定的周边能源市场，这些构成了合作的

长期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亟待联合起来，加强能源

领域的合作，建立共同能源市场来保证共同的利益。 

3. “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

评价分析 

通过评价明确“一带一路”下我国与沿线主要国

家能源合作状况，并为能源合作的深入推进提出合理

的政策建议。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本着科学性，全面

性，可比性、客观性以及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选

取合理的评价指标，从而进行评价分析。 

3.1.能源合作指标体系的构建 

能源地缘政治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国际能源体

系的影响和控制来实现国家的能源安全，其主要关注

点在于资源能力、区位因素、资源开发等。能源安全

取决于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能源消耗

的需求以及能源的可供应程度，能源安全覆盖到经济、

政治、使用、环境等诸多方面。国际合作理论则强调

通过加强国际对话与交流，开展务实合作，其主要包

括制度建设，权力制衡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基于能源

地缘政治论、能源安全论和国际合作论，以及我国能

源国际合作的实践，能源合作评价指标体系由资源能

力、政治因素、人文地缘因素和能源产业开放程度四

个二级指标，以及资源储量和资源基础设施等 12 个

三级指标构成，从而形成评价指标体系，由表1所示。 

表 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评价指

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能源 

合作 

评价 

指标 

体系 

资源能力 

资源储量、资源基础设

施、资源质量、资源生

产能力 

政治因素 
政权稳定性、中方友好

程度、政府效率 

人文地缘因素 
人文发展情况、地缘影

响因素 

能源产业开放程

度 

对外开放程度、能源贸

易发展程度、能源投资

力度 

3.2. 能源合作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一带一路”下中国与

沿线国家能源合作进行评价研究。“一带一路”下中国

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评判权重的确定包括确定评价

因素集、评价尺度、构建判断矩阵、计算特征向量、

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等五个部分。 

根据研究中设置的综合指标体系,建立评价因素

集 A: U={A1, A2, A3, A4}={资源能力, 政治因素, 人

文地缘因素, 能源产业开放程度}。二级评价指标

Ai={Ai1, Ai2, …, Ain} (i=1,2,…,n),ni为一级指标

Ui 含有的指标数。评语集反映了评价二级指标之间、

三级指标之间的不同状态, 可通过专家进行评估定

级，运用两两配对比较构建判断矩阵，计算最大特征

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对应于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

λmax 的特征向量，经归一化（使向两种各元素之和

为 1）后计为 W，则特征向量 W=0.5141, 0.2464, 
0.0943, 0.1452T，而λmax=4.1603，CR=CI/ RI 

=0.053<0.1，通过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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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能源合作强度的分析 

运用专家调查法，咨询能源合作领域评领域的专

家，对“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评价

涉及的二级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结合评语集 V= {v1、

v2、v3、v4、v5} = {强，较强，中，较差，差} ，赋

予评语集以不同分值，本文采用百分制 W= { 100，

80，60，40，20} ，其结果如下： 

表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强度分

析 

序号 能源合作强度 主要国家 

1 强 俄罗斯（84.22）、沙特（81.85） 

2 较强 

卡塔尔（74.13）、阿联酋

（71.06）、科威特（69.25）、

哈萨克斯坦（68.32）、土库曼

斯坦（68.28）、印度尼西亚

（62.73）、伊朗（62.13）、马

来西亚（61.73）、伊拉克

（60.37） 

3 

中等 

印度（57.02）、蒙古（48.96）、

乌兹别克斯坦（43.84）、缅甸

（43.19） 

4. “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

模式分析 

基于定量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能

源合作存在三种合作强度，从而提炼出三种能源合作

模式，即共同体模式、紧密合作模式与复合合作模式。 

4.1. 能源合作共同体模式 

中国与沙特在能源安全上相互依赖，具有巨大的

能源安全合作空间。长期以来，沙特一直是中国石油

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与油气资源合作伙伴，2019 年其探

明储量 409 亿吨，占世界探明储量的 17.2%，位居世

界第 2 位；而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 8330 万吨，占比

16.4%，高居第一位。中沙两国深化能源领域合作，打

造中沙能源合作共同体，有利于中国能源安全，也将

在中东地区树立起合作的示范。 

中俄是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能源合作

互补优势明显。2019 年，俄罗斯石油产量为 5.68 亿

吨，占世界探明储量的 12.7%，位居世界第 1 位；中

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 7770 万吨，占比在 15.3%，位居

第一位。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两国发展的同频

共振得以加强。跨境能源通道建设、核能一揽子合作

务实开展，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推进，能源合

作模式创新不断涌现。相向而行的中俄两国开启了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而能源领域依

然是两国利益交融、战略对接的重要内容。全面的能

源伙伴关系也为两国能源事业的共建共赢搭建了更

宽广、更高水准的平台。 

面对世界能源市场更加复杂多变、全球能源格局

深刻调整的格局，“一带一路”下中俄、中沙能源合作

共同体的打造，要加强国家能源政策的协调，加强各

国能源政策的对话和沟通等。通过把能源政策与“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发展战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打

造涵盖能源市场、能源战略以及能源外交和气候问题

诸方面的协调机制。不断推动能源资源贸易便利化，

开展能源装备和工程建设合作，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

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4.2.能源紧密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下中东的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

伊朗和伊拉克，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东

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能源合作方面具有

较强的强度，可以采用紧密合作模式。 

中东正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东国家与中国都

有加强合作，应对挑战，实现共赢的愿望。经过 10 多

年的发展，中国与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等

中东产油国合作有了新的转变和模式。2019 年，伊朗、

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石油储量分别为214亿吨、

196亿吨、140亿吨和130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28.9%；

而伊朗、卡塔尔天然气储量分别为 32 万亿立方米和

24.7 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储量的 16.1%和

12.4%。2019 年，中国从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

联酋共进口原油 1.05 亿吨，占中国进口量的 20.6%。 

中亚的哈萨克、土库曼斯坦，东南亚的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是我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2019 年

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石油产量分别为 9140

万吨、2980 万吨和 3820 万吨；中国从该三国共进口

1490.5 万吨。2019 年，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为 19.5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储量的 9.8%；产量为 632 亿立方

米，占世界的 1.6%。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的

产量分别为 234 亿立方米、788 亿立方米和 675 亿立

方米，总计占世界产量的 4.3%。中国从该四国进口天

然气为 5430 亿立方米，占中国天然气进口量的 41%。 

近年来，我国与沿线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国家

不断推进合作，落实各项能源规划与项目，积极利用

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有力推动区域合作。目前，我

国同伊拉克、阿联酋、伊朗、马来西亚等国家签署了

合作协议，建立了各种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外交成为

近年高层互访的重要议题。其次从重资源、重上游转

向全产业链合作。中国进入中东、东南亚油气市场，

最初以上游勘探开发合作为重心，中下游合作为上游

提供工程技术保障服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

速推进，油气合作正朝向包括炼化、管道、工程技术

服务在内的全产业链合作方向迈进，并带动了装备、

仪器及材料出口。第三，能源市场向市场主导转变。

中东资源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受主要资源国

“向东看”战略调整，伊拉克、阿联酋、卡塔尔等国

正处于重要的项目获取窗口，这为进一步加强合作提

供了重要历史机遇。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54

1345



 
 

4.3.能源复合合作模式 

作为世界煤炭储藏大国,印度的煤炭资源较为丰

富, 但是印度的油气资源较为稀缺。2019 年印度石

油储量为 6 亿吨,仅占全球储量的 0.3%。印度的天然

气储量同样不足,2019 年的天然气储量为 1.3 万亿立

方米，仅占全球储量的 0.7%。中印两国进口石油的来

源地比较集中，如中国进口石油总量的 50%、印度进

口石油总量的 65%都来自中东及波斯湾地区。同时，

两国关注或开展能源外交的方向也大多重合，印度海

外石油活动的主要地区正是中国能源拓展或能源外

交与合作的重心区。因此，中印之间的能源竞争集中

度非常高。 

2019 年，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储量为 1.2 万亿立

方米，产量为 563 亿立方米，占世界产量的 1.5%；乌

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己经逐步建立起互利、互补的经济

合作关系，尤其是随着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建成通气，

成为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缅

甸天然气储量为 1.2 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储量的 0.6%，

产量仅为 171 亿立方米。中缅能源合作是一项系统的

国家工程，是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行政、外交

等不同领域相互协调、共同推动的战略性议题。蒙古

具有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2019 年储量为 25 亿吨，

虽然中蒙在资源开发上有许多合作优势，但在合作中

也面临着产地与消费市场距离太远，运输成本较高和

蒙方基础设施缺位较多，资源开采条件恶劣，开采成

本高等一些困难和问题。 

为保障能源安全, 中国应与印度、蒙古、乌兹别

克斯坦、缅甸等国家进行复合合作模式。结合“一带

一路”区域能源合作的实际，中国与印度在制度和机

制层面加强协调和合作，建立起相应的战略储备体系

释放机制，共同向市场投放一定储备，保持石油充足

供应和价格的稳定，确保区域的能源安全，缓解因原

油价格冲击和其他外部供应中断造成的恶劣影响。推

动区域性的能源设施互联互通。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缅甸在石油管道、天然气终端建设等方面有广阔的合

作空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应以能源基础

设施建设与能源金融、能源产能合作并重，加大与乌

兹别克斯坦、缅甸和蒙古在油气开发、能源贸易等环

节的合作，积极推动与这些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

互通建设，为促进区域共同油气市场奠定坚实基础。 

5. 结论 

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国际格局大变动，国际秩

序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利用时代发展的新机遇，

在能源领域充分合作创造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 

基于地缘能源政治理论、国际合作理论和“一带

一路”下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发展的现状, 构建“一带

一路”下能源合作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层次

分析法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进行评价。

基于定量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

作的三种模式，包括共同体模式、紧密合作模式与复

合合作模式。这对于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能源合作，为推动我国构建起全局性和区域性相

结合的立体式、多层次能源安全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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