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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近十年来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发生深刻调整、欧俄能源关系出

现变化的背景下，中东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和宗派地缘政治矛盾突出是

导致叙利亚国内危机最终升级为地区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俄罗斯对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加大支持力度，是基于能源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及其一贯

的地缘政治思维做出的战略选择，体现了俄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中对叙能源

地缘政治地位的高度重视。 本文从欧俄能源关系和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

化的背景出发，通过对俄罗斯、欧盟、中东三方能源地缘政治互动的分析，
揭示俄介入叙利亚冲突的能源地缘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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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 年爆发的叙利亚危机引发了伊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等地区国

家，以及美国、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伊斯兰极端组织等非国家行

为体纷纷介入。 总体而言，这些外部力量大致形成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各自对叙

利亚巴沙尔政权及反对派武装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围绕巴沙尔政权的去留展开激

烈角逐，使叙利亚内战变成了一场事实上的国际代理人战争。
论及俄罗斯深度介入这场战争的原因，学界多认为俄是出于乌克兰危机后的外

交突围、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维持在中东的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维护大国地位、服务

国内政治等动机。① 本文在承认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同时，提出能源地缘政治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是俄罗斯介入这场危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能源地缘政

治是研究能源安全问题的一个视角。 由于世界油气能源资源储量的有限性与消费

不断扩张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且其地理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供需的不平衡

性，导致油气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物资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流动受制于复

杂的地理空间条件，从而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色彩。 “能源地缘政治关注的焦点是

能源分布、生产与消费在地理上的不平衡，能源管道的走向和能源运输的安全保障，
能源供需矛盾和价格波动对国际政治经济及各国对外战略的影响。”②

本文通过分析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和俄罗斯、欧盟以及中东地区内部伊朗、
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多支力量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力求揭示俄罗斯介入叙利亚

战争的能源地缘政治因素。

一、 全球能源供需新格局对俄罗斯能源权力的挑战

（一） 欧洲能源市场对俄罗斯的重要性

俄罗斯是资源大国，油气资源储藏极为丰富，储量、产量在全球名列前茅。 当

前，能源产业对俄罗斯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 在国内层面，能源

不但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且是俄政府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政策

以及维持强大国防力量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俄罗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维持卢布汇率稳定、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必要手段。 在国际层面，能源是配合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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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实施外交战略的有效杠杆和利器。 “俄罗斯作为能源生产头号大国的地位与其掌

握的核武器力量相提并论，两者都对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不
同于核武器，能源武器是能够投入实战的。”①俄罗斯整体落后的非能源部门和虚弱

的经济力量决定了它在同外界博弈中缺乏多元化的筹码，因而能源成为俄罗斯在军

事手段之外更为实用的“杀手锏”和维持自身强国地位的坚固基石。
欧洲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地区，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俄罗斯出口至欧盟的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分别占俄当年总出口额的 ６６％、７０％和 ５０％，②分别占欧盟当年进口总

额的 ３２％（１．５３９ 亿吨）、３１％（１，３９０ 亿立方米）和 ２６％（５，０５０ 万吨）。③ 由于对欧能

源出口每年为俄罗斯带来超过千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因此欧洲市场在经济上对俄罗

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欧洲能源市场对俄罗斯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政治层面。 俄罗斯认为，在俄与西方

的博弈中，掌握对欧洲国家博弈的筹码极为必要，而能源无疑是俄罗斯对欧影响力

的重要抓手，是撬动欧洲地缘政治的有力杠杆，对俄能源依赖有助于软化欧盟在俄

美博弈中的立场，使之作出有利于俄的外交选择，也有助于俄在双方对垒中获得转

圜的空间。
在俄罗斯对欧洲市场的能源出口中，对欧天然气供应是俄欧关系的基石。 不同

于作为全球性商品的石油，主要依靠管道运输的天然气的市场属性具有地域性。 长

期以来，世界天然气市场基本分为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相对独立的区域性市场，执
行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俄罗斯借助其天然气管道的独特优势

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享有垄断地位，且具有不可替代性。 换言之，俄罗斯牢固掌握欧

洲天然气市场的结构性权力。
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关系过去基本稳定，双方业已建立多个能源合作机制。 但

随着俄罗斯日益将天然气作为外交武器和对外投射权力的工具，以谋求对后苏联空

间的掌控，进而导致数次能源断供事件；以及俄能源工业本身开采技术落后、资金投

入不足、基础设施陈旧等造成的诸多不确定性，都引发了欧盟在能源安全方面的担

忧。④ 这一系列状况使欧盟对俄罗斯作为稳定能源供应国的身份产生严重怀疑。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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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欧盟在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之外，积极寻求尽快建立基于《能源宪章条约》
等规则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能源贸易机制，希望以此约束俄罗斯的不良行为。 但俄罗

斯出于担心失去对自身能源工业的绝对掌控和延续对欧天然气市场垄断地位等方

面的考量，拒绝加入《能源宪章条约》，由此导致欧盟的计划落空。 在此情况下，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出台 《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 （ Ｔｈｉｒ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ｃｋａｇｅ），旨在提高能源供应的竞争性，实现这一改革目标的途径之一是限制或废止

外资对欧盟天然气管道的所有权，剑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Ｇａｚｐｒｏｍ）在东

欧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①以期瓦解俄在欧洲的能源霸权。 此外，欧盟还将摆脱对俄

能源的高度依赖，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作为其对外能源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致力

于寻求俄罗斯以外的能源进口替代国。 具体而言，欧盟通过两种方式拓展其能源进

口来源多元化的渠道：第一，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欧盟在 “巴塞罗那进程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基础之上成立的“地中海联盟（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特别强调能源

安全的重要性。② 欧盟尤其寻求绕过俄罗斯，建设中亚—里海、波斯湾、地中海等能

源出口国直通欧洲的天然气管道。 ２００８ 年以来，欧盟国家积极推动“南部天然气走

廊（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Ｇａｓ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计划的一系列天然气管道项目，正是上述构想的具体体

现。 第二，积极发展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藉以提升液化天然气的进口能力，在保障供

应安全性的同时提升市场的竞争性和弹性。 尽管存在内部区域间接收站分布不平

衡和大多闲置的问题，欧盟的液化天然气总体接收能力到 ２０１５ 年已提升至其需求总

量的 ４３％。③

但是，囿于过去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区域性格局，欧盟除大量进口俄罗斯天然气

之外，并未获得更多的进口替代选项。 尽管欧盟对俄天然气的进口比例曾一度有所

下降，但对俄依赖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 与此同时，俄罗斯为巩固自身在欧洲

天然气市场的主导地位，千方百计阻止欧洲直接通过管道获得中亚—里海、波斯湾

的天然气，竭力维持其在欧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 俄联邦政府于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９ 年

和 ２０１４ 年先后出台的三个能源战略，均对欧洲市场给予高度重视，要求尽可能保持

在欧洲市场的份额。
然而，近年来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使俄罗斯的能源权力面临严重冲击。 发生

于西半球的非常规能源革命除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外，还使俄罗斯同欧洲

的能源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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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６，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ＭＯ⁃１６－３１０＿ｅｎ．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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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半球非常规能源革命对俄罗斯的冲击

以美国“页岩革命”为代表的西半球非常规能源革命，猛烈冲击了既有的全球能

源供需格局。 随着自身油气产量的不断提高，美国这个曾经在全球能源市场占据突

出地位的进口大国的对外依存度不断降低，业内人士进而对其在短时间内完全实现

能源自给持乐观态度，甚至认为它很快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
西半球非常规能源革命已颠覆了既有的全球供需格局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标志着国际能源权力的天平开始向消费国倾斜。 在此背景下，充足的市场供应使欧

盟推行天然气进口多元化战略迎来契机，这使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面临欧洲市场日趋

激烈的竞争压力。① 如果说欧盟天然气进口多元化的主张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囿于现

实条件而别无选择，很大程度上流于空泛的政策说辞而收效甚微，那么在西半球发

生非常规能源革命的新形势下，这一政策的可行性正日益成熟。 在西半球出口市场

消失和亚洲市场被挤占以及全球液化天然气产量趋增的情形之下，卡塔尔等传统天

然气输出国开始将出口方向转向南亚、东亚和欧洲，尤其在欧洲出现了蚕食俄罗斯

市场份额的趋势，甚至美国也开始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
在欧洲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的背景下，波斯湾这个地理上靠近欧洲的世界能源

中心成为俄罗斯真正具有威胁性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伊朗。②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伊核问题

协议的签署使伊朗缓和了与欧洲的关系，伊朗丰富的油气资源从此可以流向欧洲，
瓜分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从而削弱俄罗斯的对欧影响力。③ 当然，对俄罗斯而言，化
解天然气市场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能源出口的多元化，尤其是开拓需求旺盛的

亚太市场。 近年来，俄罗斯虽然在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和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

目的推进方面收获成果，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俄罗斯天然气对欧洲市场依赖的现实，④

俄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巩固和延续其在欧洲市场的主导地位。
西半球非常规能源革命的外溢效应还体现在使波斯湾两大敌对势力沙特阿拉

伯和伊朗之间的竞争扩大到能源输出领域，在欧洲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政策效应牵引

下，两国矛盾日趋激化，处于波斯湾与欧洲之间、地缘战略意义突出的叙利亚也成为

双方激烈冲突的焦点。

·３９·

①

②
③

④

国际天然气市场潜在供给量的增加还体现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能力不断提高，以
及东地中海以“利维坦”为代表的大型天然气田的开发。 ２０１０ 年，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一项调查显示，东地中海

海盆蕴藏的天然气储量超过 １２２ 亿立方英尺（约合 ３．４ 万亿立方米）。 参见“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ａｎｔ Ｂａｓ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ｓ．ｕｓｇｓ．ｇｏｖ ／ ｆｓ ／ ２０１０ ／ ３０１４ ／ ｐｄｆ ／ ＦＳ１０－３０１４．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潘楠：《有限遏制：美国对俄罗斯油气领域政策（１９９２－２０１７）》，外交学院博士论文，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６３ 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ｌａｎｋ，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ｒｕｓｓｉ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Ｊａｃｋ Ｄ．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Ｕ⁃

Ｒｕｓｓｉａ Ｇ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 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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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源地缘政治与叙利亚战争

（一） 叙利亚的能源地缘政治意义

中东作为“五海三洲之地”，在世界地理、交通和战略方面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地处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则是联结“三洲”和“五海”的地理枢纽，被视为“中东的心

脏”，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在当代能源地缘政治的版图中，叙利亚地处波斯湾地

区北部的门户，是联结波斯湾与东地中海的交通纽带。
基于对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的认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 ２００４ 年

提出了名为“四海战略（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初步设想。 该战略旨在利用叙利亚独

特的地理优势，将该国打造为区域能源、贸易和交通网络的枢纽，提振叙国内经济和

重塑其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此外，叙利亚还可以作为欧盟国家进入阿拉伯世

界和西亚市场的切入点。 由于周边形势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动荡不安，叙政府不得

不把安全和政治稳定作为优先事项而暂时搁置这一计划。
从 ２００８ 年至中东变局之前，叙利亚同以色列、法国和美国的关系一度实现缓和。

在外部环境改善的前提下，巴沙尔遂于次年正式提出“四海战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
日，巴沙尔在接受《中东报》采访时指出：“我们将把地中海、里海、黑海和波斯湾联系

起来……我们不仅在中东地区是重要的……一旦我们把这四片海域联接起来，我们

必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投资、运输等领域的交汇点。”①

巴沙尔总统为推销“四海战略”频繁出访相关亚、欧国家，随之吸引了多国领导

人和工商界人士对叙进行访问以寻求合作。 叙政府为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公路、港
口建设计划，并同周边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油气管道项目协议，伊朗—叙利亚天然气

管道即是其中之一。②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６ 年，总部位于大马士革的“欧盟—马什里

克天然气中心（Ｅｕｒｏ⁃Ａｒａｂ Ｍａｓｈｒｅｑ Ｇａｓ Ｃｅｎｔｒｅ）”成立，该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推动

连接埃及和土耳其的“阿拉伯天然气管道（Ａｒａｂ Ｇａ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的建设，使其接入通

往欧洲的纳布科管道。③

从能源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在欧盟确立能源进口多元化政策和天然气消费趋

增、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出现革命性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亚欧大陆油气能源供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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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ｅａｓ’ Ｉｓ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ｓｓａｄ Ｔｈａｔ Ｔｅｒ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ｙｒｉａｎ Ｆａｃｔ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ｎｙｕｒｌ．ｃｏｍ ／ ｙ８ｇｂｑｓｂ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６ 日。

“Ｓｙｒｉａ Ａｉｍ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ｕｂ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ｆｒｅ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ｏｍ ／ Ｓｙｒｉａ＋ａｉｍｓ＋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ｕｂ＋ａｍｏｎｇ＋ｆｏｕｒ＋ｓｅａｓ．⁃ａ０２０７７４６４４０，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Ｈｏｓ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ｓｈｒｅｑ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ａｙ ５，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０８－６７７＿ｅｎ．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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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背景下，叙利亚的能源地缘政治意义更加凸显，成为海湾地区天然气以管道

运输方式进入欧洲的潜在的关键通道。 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石油，天然气的运输

更依赖管道，目前全球近 ７０％的天然气国际贸易通过管道运输方式完成。① 因此，区
别于主要依赖于船运的全球性商品石油，天然气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区域

性商品。 天然气作为一种低碳、高热的清洁能源，是世界化石能源消费的趋势所在，
尤其是在当前油气能源储量和产能不断刷新、全球清洁能源消费趋势凸显的背景

下，天然气将超越石油成为未来更具战略意义的能源。 这一现实无疑加剧了能源大

国对天然气市场的争夺，天然气管道的走向或过境权、控制管道的关键过境地成为

能源地缘政治日益重要的内容。
在上述背景下，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在其美国市

场趋于萎缩的情况下，同致力于打造亚欧能源中心角色的土耳其签订了一项天然气

管道协议，试图将其天然气经沙特、约旦、叙利亚输入土耳其后接入拟建的纳布科天

然气管道，以解决该管道气源不足的问题。 对卡塔尔而言，液化、海运和再气化增加

了天然气的成本，管道才是经济、安全和高效的运输方式，若要开拓并长期、牢固地

“绑定”欧洲这个稳定的大客户，建设连接两者之间的管道极为必要。② 但恰恰是打

造“四海战略”的叙利亚却成为一个障碍，因为叙总统巴沙尔当年曾表示，叙利亚为

维护盟友俄罗斯的利益，不会同意这条通向土耳其的管道穿越其国境。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提出一项新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即将伊

朗南帕尔斯气田（Ｓｏｕｔｈ Ｐａｒｓ）的天然气输送至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并在条件成

熟后进一步经海底延伸至欧洲。 然而，当时正愈演愈烈的叙利亚危机使这一计划被

迫搁置。 虽然上述两个管道项目由于资金、安全以及政治环境等诸多原因未能实

施，但无疑展现出伊朗和卡塔尔两国试图将波斯湾天然气经叙利亚这一地理枢纽输

往欧洲的计划。
（二） 叙利亚战争的能源地缘政治动因

叙利亚的能源地缘政治价值对作为天然气大国的伊朗而言尤其重要。 相对于

竞争对手卡塔尔受制于局促的国土空间及其与陆上邻国沙特阿拉伯的紧张关系，伊
朗更具备借助管道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资质和条件。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域内外力

量迅速介入，伊朗坚定支持巴沙尔政权，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即派遣军队进行援助。 对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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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ｐ． ２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ｐｄｆ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 ／ ｂ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６ － 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Ｇａｕｂ， “Ｇａ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Ｑａｔａｒｉ Ｒｏｌｅ，”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ｎｅｔ ／ ｅ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０１４５６６５６２４８４６６８１．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

Ｎａｆｅｅｚ Ａｈｍｅｄ， “Ｓｙｒｉ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ｕｅｌｅｄ ｂｙ Ｏｉ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Ｎｏ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０，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ｅａｒｔｈ⁃ｉｎｓｉｇｈｔ ／ ２０１３ ／ ａｕｇ ／ ３０ ／ ｓｙｒｉ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ｔｔａｃｋ⁃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ｉｌ⁃ｇａｓ⁃ｅｎｅｒｇｙ⁃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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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保住巴沙尔政权主要出于三大现实动因：第一，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和海湾阿

拉伯国家对伊朗实行的制裁和封锁，巩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形成的有利外

部环境；第二，通过叙利亚联结黎巴嫩真主党以形成地区同盟，实现其地区战略利

益；第三，在能源方面为伊朗保留在地中海方向的重要出海通道，为今后经由该通道

向欧洲输出油气能源创造条件。
伊朗天然气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石油储量亦居世界前列，但由于其反美政策

和核开发计划遭致西方国家和联合国的制裁，油气产量和出口量受到严重限制。 然

而，伊朗不断谋求获得更多的出口机会，改善其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伊朗便萌生了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愿望。 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伊朗在纳布科天

然气管道项目筹备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合作意向，但因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只好

作罢。①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伊朗国家天然气出口公司（ＮＩＧＥＣ） 与瑞士能源贸易公司

（ＥＧＬ）签订了一份为期 ２５ 年、价值高达 ２２０ 亿欧元的天然气合同。② 此后，伊瑞两

国分别同土耳其就建设过境天然气管道达成意向协议，但同样迫于美欧的压力，该
协议最终流产。 ２０１１ 年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天然气管道项目尽管遭遇挫折，但
随着伊核问题谈判前景日渐明朗化，尤其是 ２０１４ 年俄乌危机爆发以来，伊朗试图将

自身定位成替代俄罗斯的欧洲天然气供应国。 伊朗是除俄罗斯外距离欧洲最近的

天然气生产大国，也是唯一有能力替代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主导地位的国家。
伊朗总统鲁哈尼曾表示：“伊朗可以成为欧洲安全的能源中心。”③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伊核

协议的签署使伊朗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此后，为争取与本

国能源地位相匹配的出口能力，鲁哈尼政府通过修改不合时宜的对外能源合作法律

条款，为外资的进入铺平了道路。 若叙利亚局势最终朝着有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
伊朗经叙利亚以管道运输方式向欧洲出口天然气将成为现实。

当然，伊朗还可以选择经由邻国土耳其向欧洲输出天然气，但它对这一方案持

审慎态度，这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两国围绕既有天然气供应价格多次

发生争执，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伊朗在海牙国际仲裁法院的诉讼中败诉。④ 修建过境土耳其

的伊朗—欧洲天然气管道将赋予土国更强的议价能力，出于能源权力的区域平衡考

·６９·

①

②

③

④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ａｂｕｃｃｏ Ｃｈｉｅｆ Ｅｙｅｓ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Ｇａｓ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Ｕ． 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ｅｔ， Ｊｕｎｅ ２２，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ｅｔ．ｏｒｇ ／ ｓ ／ ｅｎｅｒｇｙ⁃ｎａｂｕｃｃｏ⁃ｃｈｉｅｆ⁃ｅｙｅｓ⁃ｉｒａｎｉａｎ⁃ｒｕｓｓｉａｎ⁃ｇａｓ⁃ｄｅｓｐｉｔｅ⁃ｕ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Ｓｗｉｓｓ ＥＧＬ Ｓｔａｒｔｓ Ｇ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ｅｈｒａｎ Ｔｉｍｅｓ， Ａｐｒｉｌ ６，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ｈｒａｎ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９１５３７ ／ Ｓｗｉｓｓ⁃ＥＧＬ⁃ｓｔａｒｔｓ⁃ｇａ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Ｉｒａ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Ｂｒｅｎｄａ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ｉｒａｎ⁃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ｏｉ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ｔｒｅｎｄ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 ＩＣＡ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Ｆａｖｏｒ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Ｇａｓ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ｉｂｕｎｅ．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５３２６１ ／ ｉｃａ⁃ｒｕｌｅｓ⁃ｉｎ⁃ｆａｖｏｒ⁃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ｉｎ⁃ｇａｓ⁃ｐｒｉｃｅ⁃ｄｉｓｐｕｔｅ，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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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伊朗需要避免使土耳其成为伊欧能源关系中“新的、更强的乌克兰”①。 第二，伊
朗和土耳其库尔德人聚居区是连接两国天然气管道的必经之地，近年来西亚地区库

尔德问题的不断升温以及由此引发的潜在政治动荡令伊朗不得不有所忌惮。 第三，
尽管近年来土美关系时常出现波折，但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美国盟友的身份，
使伊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土耳其难免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使伊土能源合作受

到干扰。②

对于伊朗取道其什叶派盟友叙利亚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计划，地区劲敌沙特阿

拉伯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沙特急欲推翻巴沙尔政权的重要动机

之一，即在于通过破坏伊朗通过管道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计划，遏制伊朗的地区影

响力。 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力求把伊朗排挤出世界石油市场，使其丧

失影响地区局势的重要财政杠杆”③。 同时，在全球天然气产量不断刷新、价格持续

走低、低碳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的当前，天然气替代石油的趋势日益显现，天然气同石

油之间的竞争正隐约浮现。 全球能源格局的调整对海合会内部天然气出口大国卡

塔尔与以沙特为代表的石油出口国间的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④ 由于与卡塔尔存在

嫌隙，沙特并不乐见卡塔尔建成过境叙利亚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 但如果能影响

后巴沙尔时代叙利亚的政局走向，沙特在能源方面便可以破坏伊朗天然气通往欧洲

的管道，同时也可藉此同卡塔尔讨价还价。 而卡塔尔则为拓展其能源利益，自然希

望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获得向欧洲出口管道天然气的机会，因而大力支持叙利亚

反政府武装。
在此背景下，叙利亚冲突中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两

大宗派争夺地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对抗，⑤有着浓厚的能源地缘政治色彩。 “没有什

么比中东的石油及天然气管道系统以及政治与战争对它们运用的影响能更好地反

映中东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⑥全球及中东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演变，使波

斯湾—欧洲天然气管道的走向和过境通道成为两大宗派力量争夺的焦点之一，叙利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ｒｈａｎ Üｎａｌ，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Ｇａ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Ｆｌｏ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ｕｒｋｅｙ，”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ｉｒａｎｉａｎ⁃ｇａｓ⁃ｍａｙ⁃ｎｏｔ⁃ｆ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ｕｒｋｅｙ． ａｓｐｘ？ ｐａｇｅＩＤ ＝ ４４９＆ｎＩＤ ＝
８７３３２＆ＮｅｗｓＣａｔＩＤ＝ ３９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伊朗与土耳其达成建设管道的协议，将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经土耳其运往欧洲。
此举立即遭致美国的反对，在美方压力下，土方最终放弃协议。

［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未来十年俄罗斯的周围世界———梅普组合的全球战略》，万成才译，北
京：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６０ 页。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处于断交危机中的卡塔尔宣布将在未来 ５～７ 年内将该国液化天然气年产量从当前

的 ７，７００ 万吨提升至 １ 亿吨，通过侵蚀石油市场来报复沙特等国的封锁。
汪波、李立：《中东地区当前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与冲突》，载《国际观察》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４－

１２５ 页。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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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因此成为这一博弈的漩涡中心。 围绕巴沙尔政权去留展开的叙利亚冲突一定程

度上也是一场天然气管道争夺战，①各外部力量打着冠冕堂皇的借口介入叙利亚冲

突，其背后隐藏着强烈的能源地缘政治动机。

三、 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能源地缘政治战略

俄罗斯是在国内和周边遭遇困局的情况下选择介入叙利亚内战的。 在国际油

价暴跌和全球经济低迷拖累国内经济、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遭受西方制裁等多种效应

的叠加下，俄罗斯陷入了普京执政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巴沙尔

政权面临困境之际，普京高调宣布出兵叙利亚。 俄军的有力支持迅速扭转了叙政府

军的战场颓势。 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的一个重要动机即维护其重要的天然

气市场利益。 如前所述，俄罗斯的欧洲天然气市场受页岩气革命外溢效应的冲击而

面临巨大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已坠入无力回天的困境。
一方面，尽管俄罗斯的欧洲天然气市场面临多个竞争对手的威胁，但在价格、环

境、安全等影响因素作用下，这些对手短期内尚不具备直接挑战它在欧洲市场主导

地位的能力。 波斯湾管道天然气是其欧洲市场的首要威胁，而美国、伊朗、卡塔尔等

潜在天然气竞争对手实现天然气大规模出口欧洲的能力尚需时日，短期内尚不可能

取代俄罗斯成为欧盟天然气的主要供应者。 即便是页岩气革命如火如荼的美国，目
前尚难以撼动俄罗斯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进而成为欧洲天然气市场游戏规则的主宰

者。② 受管道天然气价格优势、长期供货合同、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惯性等因素的影

响，俄欧之间巨大的能源合作空间不会迅速萎缩，短中期内将保持相当的规模和份

额，俄罗斯仍将是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主要参与者。③ “对于俄欧双方而言，虽然在市

场和供应方面一定程度的多元化都是重要的，但它们言过其实的政治诉求掩盖了俄

欧间相互依存的能源关系至少在中短期内仍将延续的事实。”④ 这意味着俄欧之间

紧密的能源关系尽管面临严峻挑战，仍存在维系和延续的可能。

·８９·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 Ｏｒ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ｏｍｅｒ， “Ｐｕｔｉｎｓ Ｇａｓ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Ｊｕｓ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ｙｒｉａ ／ ２０１５－１０－１４ ／ ｐｕｔｉｎｓ⁃ｇａｓ⁃ａｔｔａｃｋ，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Ｄｅ Ｍｉｃｃｏ， “Ｃｏｕｌｄ ＵＳ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ｅ ａ Ｇａ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ｒ ｆｏｒ ＥＵ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ｐ． 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ＩＤＡＮ ／ ２０１６ ／
５７０４６２ ／ ＥＸＰＯ＿ＩＤＡ（２０１６）５７０４６２＿ＥＮ．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４ 日。

Ｔａｔｉａｎａ Ｍｉｔｒｏｖａ，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Ｇ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Ｈａｆｎ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ｅ Ｔａｇｌｉａｐｉｅｔｒａ， ｅｄ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ｈａｍ：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７， ｐ． ２１８．

Ｅｄｗａｒｄ Ｃ． Ｃｈｏｗ 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ＥＵ Ｇ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ｅｕ⁃ｇ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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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欧盟作为发达经济体，严苛的生态环境标准决定了其能源消费的低

碳化取向，天然气消费量仍保持上升的趋势。 尽管近年来欧洲天然气消费量一度有

所下降，但在欧洲可再生能源进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①削减燃煤发电，德国、瑞士、
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等国出台全面放弃或部分削减核电政策，以及经济形势向好的

背景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的天然气消费将呈现温和增长的趋势。②

与此同时，除英国外，近年来荷兰、挪威等仅有的几个欧洲天然气出口国的产量和剩

余储量均出现下降，欧洲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有增无减。 这些因素无疑将赋予包括

俄罗斯在内的天然气供应国更多的出口机会。
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机遇，成为俄罗斯近年来外交突围的主要任务。 俄罗斯具有

一贯以地缘政治思维行事的风格。 “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早就预先决定了

其精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③冷战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是以能源为中心

展开的。 “作为该国战略的一部分，俄罗斯致力于控制能源运输线路并反对任何可

以给欧洲提供能源的可选项目。”④俄油气输出主要采取管道运输方式，凸显了它格

外重视地缘政治因素的特点。 作为“中东心脏”的叙利亚扼守波斯湾天然气外输欧

洲的“咽喉”，掌控叙利亚，便可极大影响波斯湾天然气的流向。 俄罗斯介入叙利亚

危机旨在将叙作为天然气重要供给端的波斯湾与需求端的欧洲之间的一个楔子，阻
断两者之间通过管道连接的可能，从而实现延长欧洲对其天然气依赖的目标。 在俄

罗斯总统普京第一个执政期末，俄已开始同中东国家展开一系列能源合作，以实现

增强能源企业盈利能力、塑造全球能源话语权、扩张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等目的，其
中包括“选择能源输送管道的走向”⑤，其本质是为了影响中东天然气的流动方向。⑥

在叙利亚战争中俄罗斯的能源地缘政治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叙巴沙尔政权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和维系政权的稳定，确保俄在叙

的强大存在，破坏伊朗和卡塔尔的输欧管道建设计划。 在外交层面，俄罗斯顶着巨

大压力，对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前后提交的 １０ 个涉叙决议全部投下否决票，尽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晓松：《欧盟可再生能源被指停滞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欧盟使团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ｃｅ ／ ｃｅｂｅ ／ ｃｈｎ ／ ｋｊｈｚ ／ ｔ１４５０１４２．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Ａｎｏｕｋ Ｈｏｎｏｒé， “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７１－７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 ／ ｗｐｃｍｓ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ＮＧ⁃８７．ｐｄｆ，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８０－８１ 页。
［美］阿里尔·科恩：《俄罗斯：存在能源问题的超级大国》，载［美］盖尔·勒夫特、［美］安妮·科林主

编：《２１ 世纪能源安全挑战》，裴文斌、王忠智等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９７ 页。
顾志红：《中东动荡局势：俄罗斯的利益权衡与政策选择》，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６６ 页。
其中 ２００６ 年“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 ＩＰＩ）的三国谈判启动后，得到了俄罗斯的大力支

持，俄希望伊朗天然气向东流向亚洲市场，一则以此抗衡美国主张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天然气管道（ＴＡＰＩ）计划，二则避免出现伊朗瓜分俄罗斯的欧洲天然气市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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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可能使叙利亚局势朝着对巴沙尔政权生存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军事层面，俄罗

斯在巴沙尔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刻选择军事介入叙利亚冲突，使叙政府军站稳脚跟，
实现转守为攻，确保俄罗斯在战后叙利亚发挥影响力，阻断伊朗和卡塔尔的管道计

划，或者至少在伊、卡两国天然气管道过境叙利亚问题上待价而沽，充分保障自身利

益。 “如果叙利亚被西方颠覆，则下一个被西方颠覆的目标很可能是伊朗，那样，欧
盟将会在能源上摆脱俄罗斯的束缚。”①

第二，理顺在叙利亚问题上恶化的俄土关系，积极推进 “土耳其流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ｒｅａｍ）”天然气管道建设。 “土耳其流”是“南溪（Ｓｏｕｔｈ Ｓｔｒｅａｍ）”管道项目的替代方

案，该方案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普京访土期间得到埃尔多安政府的积极响应，之后受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俄土“战机事件”冲击而陷入停滞。 俄显然不希望这一事件使“土耳其

流”因此延宕过久，甚至夭折。 于是俄罗斯采取隐忍策略，事后并未对土施以严惩，
为两国关系改善留下空间。 俄罗斯之所以低调应对，主要原因包括：首先，俄罗斯同

乌克兰的天然气过境运输合同将于 ２０１９ 年到期，俄为维持其欧洲天然气市场必须在

此期限之前加紧完成新管道的建设。 其次，俄需要通过尽快完成针对欧洲天然气市

场的布局谋取先机，断绝伊朗、卡塔尔与欧洲的管道天然气合作计划。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土耳其对叙利亚危机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两国关系迅速回暖。 同年 １０ 月，普京赴

土参加第 ２３ 届世界能源大会期间，以给予土耳其价格优惠作为妥协，促成俄土正式

签订“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协议。
第三，利用库尔德问题牵制土耳其和伊朗。 “战机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为防止

土耳其在偏离俄利益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打出“库尔德牌”以示警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即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的一个月后，俄邀请土议会第二大反对党、亲库尔德的

人民民主党（ＨＤＰ）主席德米尔塔什（Ｓｅｌａｈａｔｔｉｎ Ｄｅｍｉｒｔａｓ）访问莫斯科。 德米尔塔什

的莫斯科之行立即遭致土耳其当局的强烈谴责。 时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称德

米尔塔什的行为是“耻辱和叛国”②，凸显了俄罗斯利用库尔德问题惩罚和制衡土耳

其的意图。
在叙利亚北部，俄罗斯在会同各支力量打击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过程中，同样

给予对抗极端组织、且得到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ＹＰＧ）”各种形式

的援助，密切了俄同叙库尔德武装的关系。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俄邀请被土耳其定为“恐怖

组织”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ＰＹＤ）主席萨利赫·穆斯利姆（Ｓａｌｉｈ Ｍüｓｌｉｍ）访
俄并在莫斯科设立办事处。 之后，俄外交部还表态支持该党参加日内瓦与阿斯塔纳

两个叙利亚和谈机制，自然遭到了土耳其的激烈反对。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俄与叙库尔德

·００１·

①
②

崔小西：《俄罗斯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３７ 页。
Ｔｕｌａｙ Ｋａｒａｄｅｎｉｚ ａｎｄ Ｅｃｅ Ｔｏｋｓａｂａｙ，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Ｍ Ａｃｃｕｓｅｓ Ｐｒｏ⁃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ａｒｔｙ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ｒｅａｓｏｎ ｏｖｅｒ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ｕｋ．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ｋ⁃ｍｉｄｅａｓｔ⁃ｃｒｉｓｉｓ⁃ｒｕｓｓｉａ⁃ｔｕｒｋｅｙ⁃ｋｕｒｄｓ⁃
ｉｄＵＫＫＢＮ０Ｕ７０Ｔ６２０１５１２２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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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联盟党下属的民兵组织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达成一项在叙利亚库尔德控制

区的阿夫林（Ａｆｒｉｎ）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协议，同时为该组织战斗人员提供军事训

练。 俄此举的短期目的一方面在于稳定“人民保护部队”与叙政府军的关系，共同打

击“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另一方面在于为叙库尔德武装提供庇护，防止土耳其对

其进行军事打击，最终服务于巩固巴沙尔政权和以库尔德问题牵制土耳其的目的。
在“土耳其流”合约问题上，不少俄罗斯人认为，土耳其是较之乌克兰更加难缠

的对手，建设过境土耳其的输欧天然气管道无异于饮鸩止渴。 为防止更加善变的土

耳其在管道过境问题上对俄进行“敲诈”和“勒索”，俄罗斯沿用将库尔德问题作为重

要政治筹码的一贯手法，①扶植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亲俄力量、扩张俄的政治影响力，
以此作为牵制土耳其的有效手段。 同时，对于有心谋取对欧天然气输出，且本国拥

有大量库尔德人的伊朗而言，无疑也是一种制约，因为库尔德地区本身就是伊朗天

然气以管道运输方式经土耳其输往欧洲的关键通道，俄罗斯在此建立强大的存在可

直接或间接破坏这条潜在的管道。 当然，俄罗斯加强同库尔德人的合作并不完全服

务于俄牵制土耳其和破坏伊朗输欧管道计划的目标，俄罗斯还心存谋求组建反恐统

一战线、树立在中东地区的长期政治影响力、获取能源利益等一石数鸟的利益诉求。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在叙利亚乃至伊拉克库尔德控制区建立强大存在将对库尔

德问题相关四国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对伊朗和土

耳其而言，无论是在对欧天然气出口还是在俄罗斯天然气管道过境的问题上，在制

定任何有违俄罗斯利益的政策之前必定需要顾忌其感受。
除上述举措以外，在欧洲天然气市场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下，俄罗斯还需同欧

盟寻求妥协、重建信任，以期在能源市场再平衡的博弈中努力争取有利的市场安排。
针对欧盟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启动的反垄断调查，以及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向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提起的反垄断指控，俄罗斯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做出较大妥协。 俄欧

双方最终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达成协议，俄既避免了欧盟开出巨额罚单，又保全了欧洲市

场。 在此之前，俄罗斯已对天然气长期合约定价公式和照付不议条款作出修改，同
时对部分天然气的价格按照远低于长期合约规定的现货价格计算，以妥协换取市

场。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欧盟在能源进口多元化的理想面前选择了对现实的

妥协，同时尽可能将俄纳入其政策轨道。
总的来看，俄用一硬一软的两手策略基本达成了重塑欧洲能源市场内外环境的

目的，基本完成一次反危机的能源布局。

·１０１·

①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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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叙利亚冲突具有较为浓厚的能源地缘政治色彩，其在欧洲地区表现为在近十年

来西半球非常规能源革命推动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出现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欧盟在能

源进口多元化政策推动下争取波斯湾管道天然气和俄罗斯阻止这一行动以保障其

能源利益的博弈，而在中东地区则表现为以沙特和伊朗各自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宗

派地缘政治矛盾激化和争夺能源出口市场博弈。
对于俄罗斯而言，能源关乎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欧洲天然气市场对俄罗斯

至关重要。 为此，俄罗斯一方面通过修改供货合同等手段缓和同欧洲的能源关系；
另一方面，俄通过软硬兼施的策略千方百计重建自身通往欧洲天然气管道系统、破
坏波斯湾竞争对手的通往欧洲管道计划，以继续维持其对欧洲市场的主导地位。 除

维持自身在中东的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守护其大国地位、实现乌克兰危机后的外交

突围、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等目标外，能源地缘政治是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冲突的

重要考量之一。 俄通过介入叙利亚冲突，保全了巴沙尔政权，巩固了其在叙利亚和

西亚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在保证自身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存在的同时，也对波斯湾

天然气的流向施以强大影响，这对延长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主导地位和在新

形势下塑造能源地缘政治格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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