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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能源政治  

 
卡塔尔天然气出口战略转向分析＊  

 

杨 泽 榆 

 

摘    要：卡塔尔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历程，充斥着阿拉伯国家间紧张局势和地区政治

不稳定等能源地缘政治因素。其能源出口结构逐渐转向天然气，实际上是将天然气作

为优势产品出口而最终成为世界天然气市场上举足轻重角色的战略意图的体现。面对

美国天然气革命带来的冲击和亚欧天然气市场价格“溢价”，卡塔尔积极调整天然气

出口战略，将天然气出口到经济增长较快、需求旺盛、价格较高的亚洲市场。卡塔尔

的战略调整，符合其能源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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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作为低碳高效的化石能源，与石油和煤炭相比较为清洁，在满足全

球能源需求、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被认为

是未来很多国家将要选择的能源形式。天然气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液化天

然气（Liquefied Natural Gas，LNG）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2010

年 LNG贸易量达 2976.3亿立方米，比2009年的 2427.7亿立方米增长了22.6%，

在此强势增长推动之下，2010 年的天然气贸易量上涨了 10.1%。而 2011 年 LNG

占全球天然气贸易量达到了 32.3%，LNG 在全球天然气供给增长中的比例，据

BP 能源公司估计，也达到了 25%。身为天然气生产大国和 LNG 贸易大国，卡塔

尔在全球天然气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受到能源发展新形势的影响。 



 

 100 100 

 

一、卡塔尔天然气概况 
 

卡塔尔国土面积仅与中国的天津市相当，人口只有 180 多万，但就是这么

小的国家，却拥有让人无比羡慕、极为丰富和廉价的天然气蕴藏。截至 2011

年底，卡塔尔的天然气探明储量接近 25 万亿立方米，约占全球天然气储量的

12%，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的 44.6 万亿立方米和伊朗的 33.1 万亿立

方米。
①
卡塔尔主要的天然气储量赋存在广阔海域的北方气田，那里拥有世界上

最大的非伴生天然气气田，其总量超过了美国、西欧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和，

储采比大于 100 年。 

丰裕的气田储量导致卡塔尔极低的天然气开发成本，其原料气开采成本平

均仅为 0.12～0.5 美元/ MMBtu（百万英热单位），是世界上开采成本最低的天

然气气田之一，这也为卡塔尔成为全球最大的 LNG 生产国和出口国提供了资源

保证。卡塔尔 20 世纪末才开始出口 LNG，但 2011 年出口量已达 1026 亿立方米，

占全球 LNG 出口总量的 31%。这一年全球 LNG 贸易增长了 10%，贸易增量几乎完

全来自卡塔尔，其在贸易增长中所占份额高达 87.7%
②
。从天然气的产量和消费

情况看，卡塔尔 2011 年天然气产量达 1468 亿立方米，但国内只消费了 238 亿

立方米
③
，大量富余天然气可用于国际贸易。尽管天然气产量的增加激发了卡塔

尔国内产业和其天然气致油（GTL）项目对天然气需求的不断增长，但这一增长

的大部分将逐步转向 LNG 出口。
④
卡塔尔 2009～2011 年 LNG 贸易占全球 LNG 贸

易量的比例分别为 20.4%、25.3%、31%，有逐年增强之势。 

由于优越的天然气资源禀赋，以及地处波斯湾西岸，距离亚、欧、美三洲

距离相对较近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之开发合作经验丰富和运输能力强

等优势
⑤
，卡塔尔可以便捷地将极具价格竞争优势的天然气以 LNG 形式输送到亚

太、欧洲、北美的多个国家市场以获得贸易利益。目前，天然气生产和贸易已

成为卡塔尔经济的支柱行业，天然气部门对卡塔尔 GDP 的贡献占到了 1/3 强。

卡塔尔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成为阿拉伯世界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是中东国

家中的首富。 

                                                        
① BP公司：“天然气探明储量”，载《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2》，P20。 
② 根据“2010年与 2011年的天然气贸易”相关数据计算而成，来源于《BP世界能源统计
年鉴 2012》，P29。 
③ BP公司：“天然气产量、消费量”，载《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2》，P23-24。 
④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ountry Analysis Briefs—Qatar report, January 30, 
2013. 
⑤ 何英:“卡塔尔 LNG出口战略改变成必然”，载《中国能源报》，2011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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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卡塔尔的天然气行业优势正在受到美国国内天然气自给程度提高、

天然气价格不景气的冲击。与此同时，亚洲、欧洲市场天然气“溢价”对卡塔

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为了维护在能源地缘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及自身经济利益，

卡塔尔积极调整其天然气出口战略，将亚洲作为主攻区域，竭力在该地区寻求

LNG 长期出口合约，加紧重新布局 LNG 销售网。自 2008 年起，卡塔尔 LNG 项目

积极拓展与日本、中国、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贸易关系，签署

了多项 LNG 长期购销合同。卡塔尔还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不少具有转销条款的销

售协议，允许买家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将 LNG 转销至亚洲市场。
①
根据 BP 世界能

源统计报告，2009～2011年，卡塔尔流向亚太地区的LNG贸易流量分别为299.3、

362、486 亿立方米，其中 2011 年 LNG 流量占卡塔尔当年 LNG 出口总量的 47.4%，

占亚太地区当年总进口量的 23.4%。 

 

二、卡塔尔天然气地缘政治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外来势力、地区冲突、贫富差距

和民族宗教等矛盾频繁。自 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以来，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面

临着日益增长的威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受到西方强权政治与强势文化

的冲击和影响而不再是铁板一块。因此，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矛盾不断、

地区国家间关系紧张以及恐怖袭击等问题长期威胁着中东地区稳定的现实世界

中，仍然存在随时都有可能受地区安全形势的冲击而引起石油价格剧烈波动或

供应中断的风险。
②
 

尽管卡塔尔自1997年才开始出口LNG，但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LNG供应国。

从 1971 年壳牌公司在卡塔尔沿海勘探石油时发现了现在的北方气田，到卡塔尔

1997 年第一次出口天然气，共跨越了 26 年。回顾卡塔尔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历

程，其间充斥着阿拉伯国家间紧张局势和地区政治不稳定等能源地缘政治因素。

总体而言，卡特尔天然气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③
： 

（一）20 世纪七十年代：天然气开发被搁置。由于石油生意繁荣，油价快

速上涨，石油美元剧增，当时的最优选择是石油工业的复兴和开发新油藏。卡

塔尔埃米尔哈利法（Emir Khalifa）认为北方气田项目没有足够吸引力去实施
                                                        
① 马胜利、谢治国，“国际天然气市场格局调整对卡塔尔 LNG 出口的影响”，载《国际石油

经济》2010 年第 4期。 

② 孙霞、潘光，“中东能源地缘政治与中国能源安全”，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 年 7

月第 4期。 

③ [英]戴维 G.维克托、埃米 M.贾菲、马克 H.海斯著，王震、王鸿雁等译：《天然气地缘政

治——从 1970 年到 2040 年》，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6—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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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投资，且 LNG 项目投资将面临较长的生产周期和巨额资产成本等高风险，

因此天然气发展被排除在政府政策之外。 

（二）20 世纪八十年代初：错失天然气出口机会。二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

发展带动了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其海外 LNG 天然气供应项目对当时亚太地区所

有 LNG 项目都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是第一个对卡塔尔 LNG 出口表示出浓

厚兴趣的国家，但日本对卡塔尔天然气的投资热情由于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和

其他国家的竞争而成为日本的次要选择。卡塔尔北方气田与伊朗的南帕斯气田

的气藏边界问题使双方在北方气田开发权问题上存在争议，卡伊摩擦不断；更

重要的是，1980～1988 年的两伊战争使卡塔尔附近经常发生参战国袭击油轮事

件，从而加深了日本对从处于动乱之中的波斯湾地区进口能源的安全顾虑。当

卡塔尔天然气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周边环境中缓慢前行时，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

LNG 项目在角逐日本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并在八十年代中期获胜，卡塔尔

天然气被迫成为等待日本投资开发的下一个天然气项目。 

（三）20 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北方气田开发的两个阶

段计划及相关政治问题。第一阶段由于技术难题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被迫

推迟，且进展颇不顺利；第二阶段是通过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附近的海湾合作

委员会成员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的迪拜，计划初期 4国对卡

塔尔的天然气进口抱有浓厚兴趣，后来因为不同原因拖延了管道项目——沙特

发现国内有气田，加之卡沙之间不断的系列纠纷和冲突，使其不愿意授予卡塔

尔天然气管道运输权；1990 年 8 月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和之后的重建工作

使科威特无暇顾及卡塔尔的天然气项目，实质上剥夺了其选择权；巴林的天然

气需求很小，而卡巴对哈瓦群岛边境主权问题的争议使局势更加紧张；迪拜认

为运输管道成本巨大、竞争力缺失、投资成本不易回收而不愿支付。在此发展

阶段，卡塔尔在进一步推动把天然气转化为 LNG 出口的天然气计划，意欲通过

天然气来改变能源出口结构，以此摆脱依赖石油出口、受沙特阿拉伯控制的命

运，从而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安全。 

（四）20 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期：卡塔尔天然气复苏到 LNG 急

速发展。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有所改善，本地区对天然气的需求也有所增

加，推进了部分海合会地区管网建设。此后，卡塔尔天然气逐渐复苏，LNG 生

产线不断增加、生产能力持续上升，LNG 步入急速发展轨道。 

从卡塔尔天然气产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其能源出口结构逐渐转向天然气，

实际上是使其转向了一种沙特阿拉伯不具备主导影响的产品，从而可以成为重

要的天然气出口商并最终成为世界天然气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卡塔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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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酝酿的天然气政策，使其与东方和西方重要经济体建立了经济和军事联系，

特别是大大加强了与美国之间的安全联系，符合自身的发展愿望和需要。 

除了加强地区合作、改善地缘政治影响之外，卡塔尔还积极加强与世界其

他天然气大国的合作。由于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的形成长年缺乏统一定价机制，

为加强天然气领域合作、确保天然气出口价格利于自身、提升世界主要天然气

生产国的利益，卡塔尔与天然气输出大国进行合作，于 2001 年在伊朗德黑兰与

俄罗斯和伊朗共同成立了天然气出口国家论坛（Gas Exporting Countries Forum，

GECF）。GECF 直到 2008 年 12 月 23 日莫斯科第七次部长级会议才通过了组织

章程，至此，“天然气版的 OPEC”
 ①
天然气输出国组织宣告组成，他们共同控

制了 70%以上的世界天然气储量、38%的管道贸易和 85%的 LNG 生产。有观点认

为，GECF 是天然气卡特尔，甚至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总裁米勒也曾在 2008 年俄、

伊、卡这“天然气的巨型三驾马车”就建立天然气出口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之后表示，此举标志着新的天然气卡特尔的建立。 

GECF 对其成员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却遭到了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很多

天然气进口国的强烈反对。这些国家担心，“天然气欧佩克”会形成天然气市

场垄断，使他们在天然气市场丧失定价影响力，因此视 GECF 的成立为一种威胁。

也有人认为天然气联合体的成立是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向西方展示实力、抵抗西

方政治压力的一种途径。美国国会早在 2007 年 4 月就向国务卿赖斯提出要“坚

决反对建立这样一个有敲诈意味的组织”。西方国家的反对，使一些与西方国

家密切的天然气生产国对“天然气欧佩克”也持不欢迎的态度。时任卡塔尔能

源部长的阿提亚（Abdullah al-Attiyah）表示，他本人“痛恨‘天然气卡特尔’

的提法”
②
。俄总理普京 08 年底在与来访的埃及总理纳齐夫会谈后也向记者表

示，俄罗斯无意成立一个天然气垄断组织。
③
天然气卡特尔发展步履艰难，身为

GECF 成员国之一的卡塔尔难以在其中得到天然气定价等方面真正的话语权，但

卡塔尔努力维护自身在地区能源地缘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其天然气出口战略的

适时转向正好证明了这点。 

 

 

 

                                                        
① Eldar Kasayev, “Qatar:Russia’s ambitious competitor on the gas market”, Security index:A 
Russian Journal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2, P.54. 
② “‘天然气欧佩克’胎死腹中”，http://gb.cri.cn/12764/2007/04/13/ 1865@1545 749.htm。 
③ “普京称俄罗斯无意成立天然气垄断组织”，http://www.stnn.cc/euro_asia/ 200811/t20081112 
_902 7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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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页岩气革命”与卡塔尔天然气 
 

在对外出口 LNG 的早期，卡塔尔瞄准了美国市场。由于美国国内旺盛的天

然气需求，以及未来可预见的天然气投资增长，使美国毫无争议地成为卡塔尔

的 LNG 大客户和重要的目标销售市场，卡塔尔出口天然气总量的一半流向美国。

然而，正如英国权威经济杂志《中东经济文摘》（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

MEED）所见：“有些事情并不会如设想般发展，可能会背道而驰，卡塔尔没

有料到美国天然气产量日新月异的变化”
①
。 

“页岩气革命”的成功不断提高了美国天然气的自给率和独立性，并使美

国富余天然气出口成为可能。美国率先掌握了地下页岩地层中天然气开发的新

型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并进行了大规模低成本的商业化开发，国内天然气产

量激增、能源自给率悄然提升。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有关数据，美国 2005 年页岩

气的产量为 209 亿立方米，到 2010 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 1359 亿立方米。2011

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达 23 万亿立方英尺，占全球产量的 20%，而这一年美国

国内消费了 24.5 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自给程度越来越高。然而这在五年前是

不敢想象的事情，当时许多学者认为美国需要足够的天然气进口才能满足国内

需求。EIA 在 2007 年进行预测，认为到 2030 年，美国的天然气供给仍将有 20%

依靠进口；鉴于美国国内天然气开发的现实，EIA2012 年又预测，美国到 2022

年将成为一个天然气净出口国。短短几年之间，预言就完全改变，而这种变化

正是横跨美国的巨大页岩气储藏“解锁”的结果。
②
美国的天然气进口份额越来

越少，并在较短的时期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资源国和生产国，进入了

“天然气的黄金时代”。天然气发展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重构了北美地区

在全球能源贸易中的角色，全球天然气版图也因此发生深刻改变。 

美国无可比拟的天然气价格竞争优势和丰富的页岩气蕴藏加大了卡塔尔丧

失美国市场的风险。美国的天然气禀赋由于页岩气的开发变得富足，这为其国

内带来的最大实惠直接体现在较低的天然气价格方面：供给的大量增加导致美

国天然气价格走低，仅为 3 美元每立方英尺，而在亚洲同样体积的天然气价格

却达到 16 美元之高。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维持天然气全球第一生产商的身

份，其天然气含量的丰富，以及对世界最密集管道和输送系统的拥有，为美国

工业提供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同时，巨大的天然气开采潜力和极低的价格，使

                                                        
① “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目标转向亚洲”，2012年 10月 24日，http://news.cnpc.com.cn 
/system/2012/10/24/001397361.shtml。 
② Lynann Butkiewicz, The shale gas revolution-implications for U.S. and Canadian energy 
policy and Asian energy securit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4,2012. 



 

 105 105 

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实现多元化能源进口战略，对北美寄予了希望，

而美国和加拿大对于满足亚洲天然气需求以实现自身多元化天然气贸易战略和

提升经济发展空间也非常热衷。2012 年 4 月，切尼尔能源公司（Cheniere 

Energy）与韩国天然气公社签署了 LNG 购销协议，至此，美国这个“天然气界

的沙特阿拉伯”的天然气出口已成为现实。据此可知，伴随着美国天然气自给

程度的逐步提高，卡塔尔这一传统天然气大国向美国出口 LNG 的可能性将越来

越小；当美国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的时候，卡塔尔或将完全“失去”曾经的美

国市场。 

相应地，由于北美市场和亚洲市场的相互吸引，有可能会出现美国挤占卡

塔尔天然气市场的局面。北美天然气革命的成功使其具有了巨大的天然气贸易

优势，因此，国际天然气贸易将有更多份额出自美国和加拿大，这无疑增加了

卡塔尔与新兴天然气大国竞争的风险，卡塔尔将面临更多挑战。然而，美国挤

占卡塔尔市场也不是短期之内的事情，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出口 LNG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天然气

出口需获得美国能源部的许可，而只有向那些与美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出

口才被认为是在“公众利益”的范畴，并且只能在相关的规则程序进程完结之

后方能被授予出口许可。目前，美国政府对于天然气出口的态度还不够明朗，

美国政府可能以能源安全为理由撤销向非自由贸易协定国出口 LNG。美国能源

部正在研究天然气出口对美国天然气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将对其未来天然气

出口起到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二，美国 LNG 出口项目经济性减弱的可能。美国国内有一些人不完全认

同天然气的“自由贸易”，他们担心 LNG 出口会影响北美的能源安全状况，因

为 LNG 扩大出口将形成外部需求和国内供给之间的竞争，增加出口会抬高国内

天然气价格，使国民失去享受天然气低价经济福利的机会。而一旦政府放开天

然气出口，美国气价和国际气价的差距将逐渐减少，届时美国公司就不能再继

续享受价格优势，这将导致美国制造型企业成本上升，竞争力受到削弱。 

第三，美国扩大 LNG 出口与现行的环境保护政策相违背。美国的环保团体

反对天然气出口，因为他们担心巨大的天然气贸易利润将驱使能源公司加速开

发页岩气，由此带来的水质污染、地震等潜在的次生灾害将给美国环境带来难

以估量的影响。据有关研究，美国页岩气在长达十年、不断扩大规模的开发过

程中日益暴露出了环境破坏问题：首先，LNG 开采所用的高压水力压裂技术需

要消耗大量水资源，平均每口井耗水是常规水力压裂井的 50～100 倍，大量 LNG

开采将加剧水资源紧张的局面；其次，LNG 开采过程中压裂液等化学试剂和压

裂反排液等会污染地下饮用水源和江河湖泊，对居民饮用水构成威胁；再次，



 

 106 106 

LNG 开发过程中的大量注水需要巨型大功率柴油机提供动力，大量柴油的消耗

将污染区域空气；最后，LNG 从开发到消费周期内的甲烷排放将对气候变化产

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从温室气体足迹来看，页岩气远大于煤炭和石油。 

由此可见，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政策的逐渐实现，卡塔尔天然气出口

将越来越远离美国市场，直至最终不得不“失去”美国市场，甚至可能出现美

国天然气市场挤占卡塔尔天然气市场的局面。但由于美国 LNG 出口受限于政治、

经济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挤占”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卡塔尔的

天然气出口战略还有调整和喘息的空间。 

 

四、亚欧市场的天然气“溢价” 
 

美国天然气的发展，改变了北美及全球天然气和LNG市场的供求关系，亚太、

欧洲地区的天然气和LNG市场将获得更多资源保障。由于美国天然气市场处于供

过于求和高库存的状态，北美发展LNG的空间已经缩小，这迫使一些LNG出口商

将出口目标从美国转移到亚欧市场。目前LNG长期合同定价与石油挂钩，未来随

着LNG供应的进一步宽松，可能会有更多用户转向现货市场，并促使LNG价格降

低。
①
美国天然气的繁荣使原来面向美国出口LNG的国家逐渐转移出口战略，卡

塔尔天然气出口转向正是对此的最好诠释。 

就天然气价格而言，亚洲和欧洲市场的“溢价”为卡塔尔提供了足够吸引。

“溢价”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经济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产品溢价指的是较之

于正常竞争条件下所确定的高出市场价格的那部分价格。一方面，溢价被认为

是企业影响和操纵的结果。另一方面，溢价又为企业生产和销售高品质产品提

供了激励，两方面动因的结合产生了溢价得以存在和维持的机制。但由于不同

市场 LNG 价格形成机制不同，目前尚未形成天然气全球性统一市场，因此区域

差别“溢价”非常明显, 较之于北美市场，亚洲和欧洲市场天然气价格存在明

显“溢价”。在全球最主要的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天然气市场中，北美市场

LNG 价格极少与原油价格挂钩、价格最低，目前美国亨利中心天然气的价格仅

为 4 美元左右/MMbtu；欧洲天然气价格也多数不以石油价格作为定价指数，目

前约为 6美元/MMbtu；亚洲大多数 LNG 合约价格与日本进口原油综合价格指数

（JCC）挂钩，天然气价格最高，现货价格高达 16 美元/MMbtu。2011 年，亚洲

和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包括天然气现货市场价格以及与油价挂钩的天然气市场

价格在年内出现大幅震荡，但与油价涨幅基本相同。由于北美地区天然气产量

                                                        
① 杨玉峰：“美国页岩气发展对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影响”，载《国际石油经济》，2009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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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强劲增长，北美天然气价格与原油价格，以及天然气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

价差创下新高：首先，从美国的低气价来看。自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金

融危机接踵而至，全球经济陷入不景气状态，而美国页岩气大规模开发，充裕

的天然气直接导致产品价格下跌。低廉的天然气价格给美国部分行业，特别是

能源消耗性企业带来全球竞争优势，使这些行业得以重振。天然气价格的变化

也使美国普通民众成为低气价的直接受益者，美国家庭每年可因享受低气价而

平均节约超过 2500 美元的相应开支，居民收入实际上变相得到了提升；其次，

从与美国相反的情况——亚洲和欧洲经济增长带动的天然气旺盛需求和高气价

来看。长期以来日本、韩国等传统 LNG 进口大国市场需求旺盛，而近年来中国

等新兴市场国家对 LNG 需求的迅速增长，进一步奠定了亚洲市场 LNG 的高价格。

据统计，2010 年上半年，亚洲 LNG 需求同比增长 16.25%，其中中国 LNG 进口同

比几乎翻番，增长达 97.18%。在需求增长的同时，LNG 价格也在上升，2010 年

上半年，中国 LNG 现货价格比 2009 年增长了 2.33 美元/ MMbtu。在亚洲国家中，

中国的 LNG 需求和价格增长都是最快的。 

然而，美国天然气低价的维续，以及亚洲市场天然气的高价，并非全球天

然气市场机制自我调节的结果。美国的低价和亚欧的高价均是相对而言，不是

因为销往亚洲、欧洲的天然气品质绝对第一，却是持续的经济增长、旺盛的天

然气需求促动的结果，这同时也反映出全球天然气市场定价体系不够完善的现

实。面对美国能源自给现状，卡塔尔天然气在美国没有了“出路”；面对美国

低气价，卡塔尔之前的价格竞争优势不复存在。由此，卡塔尔对美国市场的偏

离是基于市场的正常选择。而亚洲市场的“溢价”行情，成为卡塔尔 LNG 出口

转向的引力，其天然气出口转向亚欧市场是基于市场的正确选择。如阿提亚所

言：“我们有权把天然气出售到出价更高的市场。”
①
 

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能源“孤岛”，在全球不同市场间互动正在强化

的情况下，不存在免受全球市场冲击的国家。
②
随着 LNG 在国际市场上的充足供

应，原本相互独立的北美、欧洲和亚太三大天然气市场体系间的价格互动逐渐

建立起来，全球天然气市场正向一体化的方向靠拢，正在形成全球天然气价格

互动新体系。
③
卡塔尔销往欧洲的 LNG 可以挤压欧洲的气价，并进一步挤压俄罗

斯与中亚销往欧洲的气价，迫使中亚的天然气往中国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

相影响的区域天然气系统，中东、欧洲、俄罗斯、中亚、亚洲这 4 个地区的气

                                                        
① “卡塔尔将部分液化天然气出口从美国转移到中国”，http://cn.reuters.com/ 
article/cnbiznews/idc nncn09647142 0091028?feedtype=rss&feedname=cnbiznews. 
②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World Energy Outlook 2012，P24. 
③ 陈新华：“国际天然气定价新趋势与中国的对策”，载《电力与能源》，201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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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可以通过卡塔尔 LNG 的走向与价格而产生联动；北美页岩气革命给当地提供

了大量天然气产量, 使得很多本来要销往美国的 LNG 被转卖到欧洲，从而挤压

了欧洲的气价。
①
 

关于天然气的出口程度和价格决定因素，事实上，应该是“市场，而非政

府”才是“决定出口程度的最好机制”
②
，这充分体现了市场机制对天然气价格

和市场的决定作用。因为在亚洲的 LNG 合同定价基于石油价格的定价方式下，

当石油价格低于 80 美元/桶的时候，从北美进口天然气对于亚洲买家缺少吸引

力；但若油价上涨，那么从北美进口天然气的经济诱惑就变得很显著。因此，

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的形成机制，这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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