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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算盘与大战略

——中俄天然气大生意的背后*

历时十年谈判，中俄终于达成了为期 30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十年谈判，
不可谓不谨慎，4000亿美元合同金额，自然算得上是大手笔。按常理来说，怀
着严肃慎重的态度，你情我愿地做成一笔大生意，对双方来说都应该是可庆贺的

事，然而掌声的背后还有不少“某一方吃亏了”的质疑，并且这些质疑既针对买

方，也针对卖方。

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说，普京“拒绝与西方展开建设性对话，

而转身选择与中国建立关系，这样一来，俄罗斯将永远注定是初级合伙人及原料

供应者。对拥有如此辉煌历史的人民来说，这令人蒙羞”。《莫斯科时报》也称，

“普京向公众兜售中俄天然气协议是一项政治凯旋和里程碑事件，但对俄罗斯企

业来说几乎无利可图。”另一方面，也有媒体称中国在这个协议中并未占什么便

宜，“单纯从商业角度考虑，俄罗斯是赚大了，中国只能从国际局势、能源安全

上找到一些心理安慰”，认为这个协议还会导致国内气价上涨，甚至让中国向中

亚国家购气时陷于被动。

这些质疑至少源自或反映了以下问题。首先，企业与公众信息不对称是引发

质疑的直接原因。是不是“吃亏”，主要看价格。中俄天然气协议的价格及其决

定公式，由于是“商业机密”不对外公开，各方只能用推测来估计，自然是“有

什么立场就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了。其次，国有企业身份加深了质疑。协议签署

的双方，中石油是垄断国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大股东也是政府。国

企背景也容易加深“仔卖爷田不心疼”的疑问，民众会觉得企业决策者“达成协

* 本文的修订稿已发表在《当代金融家》2014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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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是自己的政绩，造成损失由全民来分摊”。再次，中俄之间的信任度还有待提

高。历史上俄国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俄罗斯也忌惮中国人在其远东地区

的活动。这种不信任，为“吃亏论”的生长提供了土壤。最后，中俄达成协议触

碰了西方国家的神经。在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与西方对峙的背景之下，中俄协议

尤其令西方敏感。

实际上，对中俄这样的大国来说，根本不可能签署显失公平的长期协议，就

算协议随时间的流逝而造成了所谓情势变更下的利益失衡，也完全可以通过再谈

判来及时补救。这是双方在当代世界中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状态所决定的。中俄天

然气协议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合同，还涉及到双方在管道铺设等方面大规模的

“关系专用性投资”，这些投资将让双方关系的破裂变得十分昂贵以致不可接受。

与向欧洲各国供气时一对多的垄断格局相比，俄罗斯对中国供气的管道安排

更类乎邓析的“赎尸悖论”。据《吕览·离谓篇》记载，郑国一富户家里有人淹

死了，一个穷人得到了这具尸体。富家人想赎回，但穷人要价太高，富户向邓析

求教。邓析说：“放心吧，他不卖给你还能卖给谁？”穷人见富户迟迟不来买，

也向邓析求教。邓析同样说道：“放心吧，他不找你买还能找谁买？”中俄在天

然气协议中就处于彼此对称、因而更能公平相待的位置。

中俄协议的达成对俄罗斯主推的欧亚经济一体化和中国提倡的“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等合作都将产生正面的作用。中俄之间达成的协议越重要，意味着双方

相互依存程度愈加深入，传统上受俄罗斯影响的中亚等地的国家，也就更加敢于

加深其与中国的合作，而不用担心俄罗斯会“因小失大”地掣肘其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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