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引发境外媒体关注 

    据香港亚洲时报网站 12 月 1 日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上周表示，

从 12月开始，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将开始输送天然气。 

  报道称，根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的

一项为期 30 年的协议，加上该工程的俄罗斯部分（即“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

道），预计这条输气管道在满负荷运转时每年能从俄罗斯向中国输送 380亿立方

米的天然气。这相当于中国 2018年天然气消耗量的 13.6%左右。 

  专家表示，这条管道标志着中俄能源合作的加深，它将使中国的天然气进口

来源更加多样化，同时加强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和能源安全。 

  报道援引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管道气交易部负责人熊伟的话说：“这条

管道是中国天然气进口的第二大管道工程。这不仅能为目标地区增加天然气供

应，而且对改善管道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也有着重要意义，还有助于强化市

场竞争以降低天然气成本。” 

  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网站 11月 30日刊登俄国家能源安全基金副总经理阿列

克谢•格里瓦奇撰写的文章指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与全球增长最迅猛的

天然气市场，会通过穿越两国领土的输气管道系统联通起来。 

  文章指出，在中俄签署为期 30 年、总供气量逾万亿立方米的合同（这也是

史上最大的天然气订单）之后的 5年间，中国市场规模大幅增长，天然气进口量

飙升。2019年末中国的天然气需求或将直逼甚至突破 3000亿立方米，进口会创

下 1300 亿立方米的新高。早在去年，中国便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头号天然气进

口国。显见的是，俄罗斯管道的出现——对接的是中国天然气消费潜力巨大的东



 

北地区——能够确保当地清洁能源的稳定使用。中国天然气保障的多元化及稳定

性势必得到大幅提升。更何况随着新基础设施的落成，东西伯利亚的天然气还可

输往北京以及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文章称，按合同规定，这条管道将在 5 年内逐步达到每年 380亿立方米的供

气规模。不过，若是市场行情或是消费者意愿驱使，速度可以更快。此外，将供

气量提升 20%至 30%，从技术上讲也是可行的。 

  文章指出，从长远预期来看，中国市场毋庸置疑是拉动全球天然气消费的火

车头。市场参与者及专家所争论的，不过是 2030 年的规模究竟是 5000 亿抑或

6000亿立方米——无论多少，对天然气出口者而言都是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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