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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4.7%，2035年提升至82.9%。2024年前将增加能源生

产、燃料和能源综合体的出口，并增加对该行业的投资。

宏大的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俄罗斯能否从小处着

眼，落实基建、市场和技术等诸多问题。其实，在俄罗斯

的经济能源领域，存在很多“大与小”，读懂这些细节，

有助于我们看清该国能源运行的逻辑，进而理清与其长期

合作的思路。

复苏压力大 经济底盘小 
在过去30年间，俄罗斯发生过3次较大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贯穿20世纪的最后10年，主要是经济体制巨变引发

的危机；第二次发生在2008年，主要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俄

罗斯的波及；第三次是在2014~2016年，主要原因是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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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能源领域存在诸多“大与小”，读懂这些细节，有助于

我们看清该国能源运行的逻辑，进而理清与其长期合作的思路。

因为欧洲天然气“断供”事件持续发酵，俄罗斯在近

期备受关注。据统计，俄罗斯天然气占据欧盟进口总量的

41%，可见这个国家天然气储量之多。但除了天然气，俄

罗斯在其他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同样具有相当的

资源储备。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领土包括欧洲的东部和亚洲的

北部，是世界上国土最辽阔的国家。和周边国家相比，俄

罗斯能源保障能力强，经济主要依赖油气出口，能源结构

整体过于依赖化石能源。

2020年，俄罗斯《2035年前能源战略》设定目标，将

2024年国内煤炭产量扩大到4.48亿~5.30亿吨/年，到2035

年扩大到4.85亿~6.68亿吨/年，在此期间，煤炭出口量将

翻一番；2024年，俄罗斯国内气化水平将从68.6%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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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宝库的“大与小”
俄罗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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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跌和乌克兰危机。

三次危机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俄罗斯经

济总量从苏联解体时占美国的30%~40%下滑到现在相当于

美国的1/20。

2015~2018年，俄罗斯经济逐步恢复，主要经济指标

连续三年实现正增长。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俄罗斯经济出现显著下滑，国民生产总值（GDP）同

比下降2.95%。

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为俄罗斯的支柱产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较为稳定。财政收支和外债余额方面，2019

年，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为201872亿卢布（约合3119亿美

元），支出为182132亿卢布（约合2814亿美元），盈余约

305亿美元，占GDP比重的1.8%。

基础设施方面，俄罗斯公路较落后，铁路和航空、水

运有一定基础，但多是前苏联时期建造的项目，较为陈

旧。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公路网建设质

量报告》，俄罗斯公路质量居全球第114位。当下，俄罗

斯正大力投资改善基础设施，但除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

型城市外，基础设施陈旧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2019年10月，俄罗斯运输部部长迪特里希指出，俄罗

斯已在“安全、高质量公路”国家规划框架下完成近一半

公路的修复工作。他所提到的“高质量公路”主要位于欧

洲部分，与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等欧洲国家

公路相连，其余少数几条与哈萨克斯坦、中国等亚洲国家

相连。

铁路方面，截至2019年年底，俄罗斯公用铁路网总运

营里程为8.66万千米，电气化铁路里程约4.4万千米，占比

51.2%。为改善铁路运营速度和效率问题，俄罗斯铁路公

司已成立高铁项目部，计划建成从乌拉尔地区到大西洋之

滨连接十几个主要城市的统一高铁网络。2018年普京连任

总统后，计划将俄罗斯建成欧亚大陆集装箱过境运输领域

的领先国家，并提出目标——6年内将贝阿铁路、西伯利亚

大铁路过货能力提高50%，增至1.8亿吨，实现7天内将集

装箱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抵俄罗斯西部边境。

水运方面，截至2019年年底，俄罗斯内河通航里程为

10.2万千米，与前两年水平基本持平。

通信方面，2019年，俄罗斯移动通信用户为2.6亿户，

移动通信普及率达178%。

绿电潜力大 油气增量小
俄罗斯的化石资源赋存极其丰富，且化石能源的开采

和供应变化，都与其经济走势密切相关。

在煤炭方面，截至2020年年底，俄罗斯煤炭储量为

1621.66亿吨，位居全球第二，已探明储量的一半是优质

煤，灰分含量（低于15%）和硫含量（不超过1%）较低。

然而，俄罗斯近94%的煤炭资源集中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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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0年俄罗斯GDP及同比变化情况

2013～2020年俄罗斯主要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

人均GDP（美元）GDP不变价（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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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中不少矿区位于开发程度低的高寒地区，这导致其

煤炭开采及运输成本较高。

在石油方面，截至2020年年底，俄罗斯石油探明储量

约为1078亿桶，位居全球第六，但油气资源分布不均，根

据不完全统计，陆上石油资源占87.4%，主要分布在西西

伯利亚（占61%）等地，海上石油资源占12.6%，主要分布

在北极海域、鄂霍次克海和里海等陆架油气区。

在天然气方面，截至2020年年底，俄罗斯天然气探明

储量约为1320.5万亿立方米，位居全球第一，储量90%分

布在陆地，10%分布在海域。

能源供给方面，1990~2019年，俄罗斯一次能源供应

方面呈现近似“L”形的走势。1990年，俄罗斯一次能源

供应总量处于历史高位，为36845902太焦，然后开始回

落。2000年之后，俄罗斯一次能源消费有所反弹，截至

2019年年底，俄罗斯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为32415683太焦，

较2015年增长11.7%。

从一次能源供应结构看，俄罗斯是以天然气、石油、

煤炭为主，核能、水能等为辅的多元结构。2019年，俄罗

斯天然气供应占比为54%，石油、煤炭分别占比19.3%和

16.1%，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占比接近90%，

风电和光伏在一次能源供应中占比不足0.1%。

近年来，针对煤炭运输，俄罗斯对铁路和港口基础设

施进行投资。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是在与蒙古国接壤的西伯

利亚地区，在图瓦共和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铁路网之间修

建一条连接铁路，以推进位于图瓦共和国的乌鲁格—凯姆

斯基盆地的煤矿开发。项目计划在2023年建成，第一阶段

的货物运输能力计划为1400万吨/年，未来可扩展至2700

万吨/年。

在石油生产方面，2013~2019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呈现

持续增长态势，从1080.7万桶/日增至1167.9万桶/日，年

均增速达到1.35%。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石油需

求显著下降，欧佩克履行限产协议，俄罗斯石油产量出现

回落，为1066.7万桶/日，同比下降8.7%。

目前，俄罗斯石油产量位列全球第3位、欧洲第1位，

为非欧佩克第二大产油国。俄罗斯的大部分石油生产源自

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伏尔加地区。从长远来看，俄罗斯

东部的油田以及俄罗斯北极地区尚未开发的石油储备，可

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里海的俄罗斯部分和俄罗斯北部主

要未开发的伯朝拉地区也可能拥有大量的油气储量。

俄罗斯天然气生产趋势与石油类似。该国天然气产量

从2013年的6145亿立方米增至2019年的6790亿立方米；

2020年出现明显减少，为6385亿立方米，同比下降6.0%。

思想库·数说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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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煤炭储量前十名及俄罗斯煤类情况

数据来源：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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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其他生产商正在

加大对东西伯利亚和库页岛等新地区的投资，以将这些地

区的天然气储量投入生产。其中，需要关注的是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目前正在开发的、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两

个大型天然气田。这两个气田将连接西伯利亚电力天然气

管道，满足俄罗斯东部和中国的需求。

在电力生产方面，2013~2019年，俄罗斯发电量从

1059.1太瓦时增至1118.1太瓦时，年均增速0.9%。2020

年，俄罗斯发电量为1085.4太瓦时，比上年下降2.9%，为

近7年首次回落。

俄罗斯发电主要以燃气发电为主，截至2019年年底，

天然气发电量占比达到42.95%，核能发电量次之，占比

19.95%，水能发电量第三，占比为19.79%，煤炭发电量占

比16.24%。

能源消费方面，过去8年中，俄罗斯一次能源消费处于

震荡变化中。从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看，化石能源为绝对主

导，2020年占比达到86.4%。不难看出，俄罗斯的经济发

展仍然高度依赖化石能源。

2010~2019年，俄罗斯总用电量略有增加（增幅0.9%/

年），在2020年下降2.5%。工业是主要的电力消费者，其

消费量占电力总体消费量的37%（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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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石油储量前十名

2013～2020年俄罗斯石油产量

2013～2020年俄罗斯天然气产量

2020年世界天然气储量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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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了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包括俄罗斯境内的“西伯

利亚力量”管道和中方境内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2021

年9月2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关键控制性穿越工程——

滹沱河定向钻穿越工程的施工任务全部完成。

由俄罗斯诺瓦泰克股份公司、中国石油、法国道达尔

公司和中国丝路基金共同合作开发的亚马尔项目，是我国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在俄罗斯实施的首个特大型能源

合作项目。项目位于俄罗斯境内的北极圈内，是全球在北

极地区开展的最大型液化天然气工程，属于世界特大型天

然气勘探开发、液化、运输、销售一体化项目。

电力方面，2015年5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与俄罗斯

电网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开拓俄电力市场；2016年，东方

电气成功获得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风电项目主机供货合

同，中国风电机组首次批量出口俄罗斯市场；2019年，

中国电建与俄罗斯水电集团签署了《中国电建与俄罗斯水

电股份公司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领域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除俄境内的抽水蓄能项目外，双方还商定第三国发展

项目合作；2020年7月，中国能建国际公司与俄罗斯肖基

诺国营电厂通过“云签约”方式，签署俄罗斯图拉州肖基

诺270兆瓦燃气电站项目EPC合同。

个百分点），领先于住宅部门的19%（2000年为20%）和

服务部门的16%（自2000年以来翻了一番）。另外，交通

运输耗电量占电力总体消费量的6%，与其他国家相比，这

是一个相当大的份额。

合作空间大 人力优势小
目前，俄罗斯政府对外来投资总体持开放态度，鼓励

外商在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加工等传统产业进行直

接投资。近年来，我国企业借“一带一路”之东风，积极

开拓俄罗斯市场。中俄在石油、天然气、煤炭、风能和太

阳能项目等合作方面均有进展。

煤炭开发方面，2013年3月，中俄各出资50%成立的

合资企业获得许可，于靠近中俄边境的外贝加尔地区勘探

和开发扎舒兰煤矿床。据估算，扎舒兰煤矿床有2.52亿吨

高热量低含硫煤，预计产能600万吨/年。所产的煤炭将用

于贝加尔地区的电力和热力发电，以及出口到中国。2016

年，中俄双方商定，将就开发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扎舒兰

矿床煤炭资源开始下一阶段合作，随着中国做出“不再新

建境外煤电项目”的承诺，未来类似合作或将减少。

油气方面，中国石油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联

2020年俄罗斯电源结构2013～2020年俄罗斯发电量

数据来源：BP>> 数据来源：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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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地区的应用潜力巨大，但这种潜力很大程度上尚未得

到利用。

从营商环境方面看，根据《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

俄罗斯营商环境位列全球第28名，处于全球头部。世界经

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俄罗斯在全球最

具竞争力的141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43位。

从劳动力看，俄罗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力不

足。目前，俄罗斯劳动力缺口达1000万，特别是在石油、

天然气和木材等资源开发领域，劳动力短缺近50%。专家

预测，到2025年俄罗斯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约80万至90

万人。在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的同时，俄罗斯还面临着严

重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主要表现为科技及相关服务

业等领域就业人口数量下降、熟练技能劳动力短缺、劳动

年龄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等。二是劳动力成本较高。2019

年，俄罗斯平均工资48467卢布/月（约合749美元/月），

其中矿业开采者工资为89344卢布/月（约合1380美元/

月），制造业工人工资为43855卢布/月（约合678美元/

月）。较2018年，上述工资均呈上涨趋势。

目前，俄罗斯尚未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真正的措

施，在俄罗斯政府宣布的2024年目标中，甚至没有提到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从实际行动看，俄罗斯并非毫无作

为，推进绿色能源的国际合作就是一个证明。

2019年，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在俄罗斯成立了子公

司，积极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包括建设风电场、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业务等；丹麦风电巨头维斯塔斯也通过与俄本

土企业合作建立生产基地，进入当地能源市场；法国、德

国、奥地利等国均与俄就氢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合作进行接

触；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正在土耳其等地布局风

电产业，拟于2024年前实现海外风力发电厂项目投产目

标。

从自身发展条件看，俄罗斯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较

大，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方面。据估计，俄罗斯的太阳能

开发总潜力为2.3万亿吨标准煤。太阳辐射潜力最大的地

区是北高加索、黑海和里海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南部和远东

地区。其中俄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年均日辐射量为每平方米

3.5~4.5千瓦时，夏天部分地区日辐射量高达每平方米6千

瓦时，相当于年发电量每平方米1200~1500千瓦时，远高

于德国的太阳辐射量强度。尽管离网太阳能或混合能源在 （作者均供职于能研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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