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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间石油贸易演化博弈分析 
——以中国、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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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及地缘政治影响下石油贸易新格局, 保障新时代、新格局下中国石油安全, 本文

以全球石油贸易新格局为背景, 对中国、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四国石油贸易进行建模。由于沙特阿

拉伯与中国、印度石油贸易长期处于安全、稳定状态, 本次实验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中国与印度的能源竞

争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印度持续增加俄罗斯石油进口将对我国石

油安全造成威胁, 在印度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占比达到 16.5%时, 将改变四国石油贸易结构, 成为我国的重

要威胁。2)俄罗斯出口意愿对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在俄罗斯出口意愿持续降低时, 仿真结果产生变化, 对我

国石油安全造成威胁。在世界石油贸易格局变化后的新时代, 本研究对保障中国石油安全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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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Analysis of Oil Trade among Major Countries: Taking China, 
Russia, India and Saudi Arabia as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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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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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pattern of oil trade has emer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opolitic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To explore China’s oil security in these changed times, this study takes the new pattern of global oil trade as the 
background and adopts the oil trade models of Russia, India, Saudi Arabia, and China itself. Since Saudi Arabia’s 
oil trade with China and India has been safe and stable for long, this study uses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to mak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energy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nd the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e following: 1) The continued increase in India’s Russian oil  
imports will pose a threat to China’s oil security. When India’s oil imports from Russia reach 16.5%, it will 
change the oil trade structure of the four countries and become a crucial threat to China and 2) Russia’s willingness 
to expor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results. As Russia’s willingness to export declines, it will affect the results and 
pose a threat to China’s oil security.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it provides meaningful insights to  
ensure China’s oil security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with key changes in the world’s oil trade pattern.    
Key words: petroleum security; evolutionary game; energy cooperation; energy competition  
 

 
 

博弈论为在博弈过程中, 博弈参与者以自身利 益最大化为目的 , 并以此为指导原则进行策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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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当前, 博弈论已经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演化生

物学、计算科学等诸多学科。传统的博弈理论要求

完全理性, 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来说难以实

现, 这就引入了演化博弈理论, 这种理论不要求决

策者是完全理性的, 同样也不要求完全信息条件。

博弈论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1838 年法国经济学

家 Augustin Cournot 使用具有限制条件的纳什均衡

概念求解垄断市场的定量选择问题。1944 年普林斯

顿 大 学 出 版 了 《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标志着博弈理论正式形成。李鹏(2017)
将演化博弈理论应用于能源博弈之中, 基于合作意

愿差异化视角对中国和东亚国家能源合作进行分

析。李宝驹(2019)应用演化博弈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能源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 
在能源贸易领域, 竞争博弈指两个或多个进口

国在面临同样出口国时所采取不同策略, 使自身在

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合作博弈指进口国与出口国

之间采取不同策略使自身在能源合作中获得更大利

益。 
本文应用演化博弈理论, 以中国、印度、俄罗

斯、沙特阿拉伯为研究主体, 在新的时代背景以及

新的石油贸易格局下, 以中国石油安全为核心, 首

次将俄乌战争对四国贸易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重

点分析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在石油出口领域的竞争

格局 , 以及中国与印度在石油进口领域的竞争格

局。 
本文模型主体选择中国、印度、俄罗斯、沙特

阿拉伯四国。其中中国石油安全为本次研究重点。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排名第二

的石油消费国, 但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始终高居不

下, 原油进口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石油安全的重要

因素。在全球石油贸易格局剧烈变化的今天, 如何

保障我国石油安全, 降低原油进口风险已成为新的

问题(Gong et al., 2022)。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的石油

王国。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具有品质高、开采成本低

等特点,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和排名第三

的石油生产国。我国和沙特阿拉伯在能源领域长期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过去 20 年, 沙特阿拉伯始终

稳居我国石油进口来源前两位 (陈沫 , 2021; Alk-
hammash et al., 2022)。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之

一 , 据俄罗斯联邦海关 总署 (FCS)统计数据显示 , 
2021 年全年俄罗斯石油出口 2.29 亿 t, 全球范围内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与中国石油贸易合作在

过去 20 年飞速发展, 2004 年解决国界纠纷问题以来, 
两国石油贸易合作愈发密切, 加之乌克兰危机爆发, 

俄罗斯石油贸易中心逐渐向东亚转移, 2017 年俄罗

斯首次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原油进口的最大来

源国。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 西方势力大举对俄进

行制裁, 尤其在能源领域(曹志宏, 2022)。俄罗斯与

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愈加密切, 预计在不久的将

来, 俄罗斯将持续保持中国原油的最大进口国地位

(Gao and Liang, 2018; 陈卫东, 2022)。 
印度近些年来经济高速增长, 在 2019 年成为

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度经济产业多元化, 涵盖农

业、手工艺、纺织以至服务业。近年来服务业增长

迅速, 已成为全球软件、金融等服务业最重要出口

国。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 印度对于石油的需求持

续增长, 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石

油消费国。但与中国类似, 印度石油高度依赖进口

(张抗等, 2022)。据印度《经济时报》等媒体报道, 印

度约有 85%的原油依赖进口。2021 年印度共进口约

2.14 亿 t 原油, 主要进口国为伊拉克(24%)、沙特阿

拉伯(16%)、阿联酋(11%)和美国(10%)。印度在过去

对于石油的需求并不强,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

长, 对于石油的进口需求也随之增长。过去, 印度

和俄罗斯并未在石油贸易领域过多合作, 但在 2022
年 2 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印度对俄罗斯石油贸易

的进口策略发生巨大转变, 印度开始大量进口俄罗

斯的石油。Refinitiv Eikon 数据显示, 2021 年全年印

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占比仅为 2%; 在俄乌冲突

发生之前, 2021 年 12 月以及 2022 年 1 月, 印度没

有进口来自俄罗斯的石油; 但 2022 年 3 月至 5 月期

间,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俄罗斯向印度出口的石油

足足增长了 8 倍, 从原来的 300 万桶急速增长至

2400 万桶, 俄罗斯一跃成为印度的第二大石油进口

国(陈九霖, 2022; Wei et al., 2022)。 

1  数据和方法 

1.1  数据 
本文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UN Comtrade)

公开数据(Trade Statistics Branch and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22), 贸易数据为 2017—2022
年 5 月期间四国石油贸易数据(本次实验仅限 HS 代

码 270900 的原油, 其他石油衍生品不含其中)。2017
年开始 , 俄罗斯首次成为中国石油最大的进口国 , 
故选择从 2017 年开始。2022 年 4 月和 5 月则为俄

乌战争开始以来, 对全球石油贸易市场影响最为关

键的两个月。 
本次实验贸易数据分为进口国数据和出口国

数据, 对进口国从 UN Comtrade 数据库获取对应进

口重量, 计算对应的两个出口国在自身贸易中进口

占比; 对出口国从 UN Comtrade 数据库获取对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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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重量, 计算对应的两个进口国在自身贸易中出口

占比。 
1.2  模型结构 

本次实 验模 型设置 参考 李鹏 (2017)、李宝 驹

(2019)等学者。以中国、印度为进口国 1、进口国

2, 以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为出口国 1、出口国 2 构

建四方演化博弈模型。模型适用性条件如下: 
(1)有限理性, 四国的石油贸易政策受地缘政治

等诸多因素影响, 需要逐渐调整贸易策略, 四国之

间的石油贸易是一个典型的动态过程。 
(2)不完全信息, 四国作为现实世界的四个国家, 

在政治、文化、经济方面有诸多不同, 在四国贸易

系统里不能完全获得其他国家的贸易策略、成本、

收益。 
模型基本假设如下: 
(1)假设石油进口国的策略集为(增加石油进口, 

不增加石油进口)。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进口

概率为 x11, 则中国向沙特阿拉伯不增加石油进口概

率为 1–x11; 中国向俄罗斯增加石油进口概率为 x12, 
则中国向俄罗斯不增加石油进口概率为 1–x12; 同

理可得印度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增加石油进口的

概率为 x21、x22, 不增加石油进口的概率为 1–x21、

1–x22。对应出口国的策略集为(增加石油出口, 不增

加石油出口)。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增加石油出口的概

率是 y11, 则沙特阿拉伯向中国不增加石油出口的概

率是 1–y11; 沙特阿拉伯向印度增加石油出口的概

率是 y12, 则沙特阿拉伯向印度不增加石油出口的

概率是 1–y12; 同理可得俄罗斯对中国、印度增加石

油出口的概率为 y21、y22, 则俄罗斯对中国、印度不

增加石油出口的概率为 1–y21、1–y22。 

(2)假设在四国贸易模型中, 单个进口国与单个

出口国常规合作所取得的收益为 R, 当单个国家想

要与其他国家扩大贸易时需要多付出成本为 c,并

且当且仅当两国均选择积极合作时对应贸易量扩

大。 
(3)两个进口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同样两个出

口国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 
对应参数解释见表 1, 2: 
举例说明参数设置过程, 对于进口国, 2017 年

我国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进口占比分别为 12.5%
和 14.3%, 则对应参数 x11 =0.125, x12 =0.143, 印度

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进口占比分别为 16.7%和

1.4%, 则对应参数 x21=0.167, x22=0.014; 对出口国, 
2017 年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占比分别

为 16.4%和 11.2%, 则对应参数 y11=0.164, y12=0.112, 
2017 年俄罗 斯 向中 国 和 印 度的 出 口 占 比分 别为

22.6%和 1.1%, 则对应参数 y21=0.226, y22=0.011。其

他参数处理过程同上, 并在不同实验中对其中不同

参数设置特殊值便于观察实验结果。 
根据基本假设, 中国的贸易支付矩阵, 进口国

2 只与出口国 1 增加贸易见表 3, 进口国 2 只与出口

国 2 增加贸易见表 4, 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1, 2 均增

加贸易(x21, x22)见表 5, 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1, 2 均增

加贸易(1–x21, 1–x22)见表 6。 
计算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进口的均值: 
E11=R11–c11+a11y11–x21d11+(1–x21)x22y11(c11–c111)  

(1) 
中国向沙特阿拉伯不增加石油进口的均值:   
E12=R12                             (2) 
平均收益: E(中→沙) = x11E11+(1–x11)E12      (3) 

 
表 1  参数解释 

Table 1  Parameter interpretation 
参数 解释 参数 解释 

x11 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进口概率 x12 中国向俄罗斯增加石油进口概率 

x21 印度向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进口概率 x22 印度向俄罗斯增加石油进口概率 

y11 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增加石油出口概率 y12 沙特阿拉伯向印度增加石油出口概率 

y21 俄罗斯向中国增加石油出口概率 y22 俄罗斯向印度增加石油出口概率 

R11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正常合作收益 R12 中国与俄罗斯正常合作收益 

R21 印度与沙特阿拉伯正常合作收益 R22 印度与俄罗斯正常合作收益 

R31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正常合作收益 R32 沙特阿拉伯与印度正常合作收益 

R41 俄罗斯与中国正常合作收益 R42 俄罗斯与印度正常合作收益 

a11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增加进口的收益 a12 中国与俄罗斯增加进口的收益 

a21 印度与沙特阿拉伯增加进口的收益 a22 印度与俄罗斯增加进口的收益 

a31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增加出口的收益 a32 沙特阿拉伯与印度增加出口的收益 

a41 俄罗斯与中国增加出口的收益 a42 俄罗斯与印度增加出口的收益 

c11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扩大贸易所付出的成本 c12 中国与俄罗斯扩大贸易所付出的成本 

c21 印度与沙特阿拉伯扩大贸易所付出的成本 c22 印度与俄罗斯扩大贸易所付出的成本 

c31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扩大贸易所付出的成本 c32 沙特阿拉伯与印度扩大贸易所付出的成本 

c41 俄罗斯与中国扩大贸易所付出的成本 c42 俄罗斯与印度扩大贸易所付出的成本 

d11 中国、印度均选择和沙特阿拉伯增加进口所多付出的成本 d12 中国、印度均选择和俄罗斯增加进口所多付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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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补充参数解释 

Table 2  Explanation of supplementary parameters 
参数 解释 

c221 
当进口国只有进口国 1 与出口国 2 增加石油进口时, 出口国 1 为吸引; 
进口国 2 扩大石油贸易量, 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1 贸易成本降低后的成本 

c421 
当进口国只有进口国 1 与出口国 2 增加石油进口时, 出口国 1 为吸引; 
进口国 2 扩大石油贸易量, 出口国 1 对应增加后的成本 

c121 
当进口国只有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2 增加石油进口时, 出口国 1 为吸引; 
进口国 1 扩大石油贸易量, 进口国 1 与出口国 1 贸易成本降低后的成本 

c411 
当进口国只有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2 增加石油进口时, 出口国 1 为吸引; 
进口国 1 扩大石油贸易量, 出口国 1 对应增加后的成本 

c211 
当进口国只有进口国 1 与出口国 1 增加石油进口时, 出口国 2 为吸引; 
进口国 2 扩大石油贸易量, 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2 贸易成本降低后的成本 

c321 
当进口国只有进口国 1 与出口国 1 增加石油进口时, 出口国 2 为吸引; 
进口国 2 扩大石油贸易量, 出口国 2 对应增加后的成本 

c111 
当进口国只有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1 增加石油进口时, 出口国 2 为吸引; 
进口国 1 扩大石油贸易量, 进口国 1 与出口国 2 贸易成本降低后的成本 

c322 
当进口国只有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1 增加石油进口时, 出口国 2 为吸引; 
进口国 1 扩大石油贸易量, 出口国 2 对应增加后的成本 

 
表 3  进口国 2 只与出口国 1 增加贸易 

Table 3  Import country 2 only increases trade with export country 1 

1.进口国 2 只与出口国 1 增加贸易 x21(1–x22) 
  出口国 1  出口国 2 
  增加出口 y11 不增加出口 1–y11  增加出口 y21 不增加出口 1–y21 

进口国 1 
增加进口 x11 R11+a11–c11–d11 R11–c11–d11 增加进口 x12 R12+a12–c121 R12 –c12 

不增加进口 1–x11 R11 R11 不增加进口 1–x12 R12 R12 
 

表 4  进口国 2 只与出口国 2 增加贸易 
Table 4  Import country 2 only increases trade with export country 2 

2. 进口国 2 只与出口国 2 增加贸易 x22(1–x21) 

  出口国 1  出口国 2 

  增加出口 y11 不增加出口 1–y11  增加出口 y21 不增加出口 1–y21 

进口国 1 
增加进口 x11 R11+a11–c111 R11–c11 增加进口 x12 R12+a12–c12–d12 R12–c12–d12 

不增加进口 1–x11 R11 R11 不增加进口 1–x12 R12 R12 
 

表 5  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1, 2 均增加贸易(x21, x22) 
Table 5  Both importing country 2 and exporting country 1, 2 increase trade(x21, x22) 

3. 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1, 2 均增加贸易 x21, x22 

  出口国 1  出口国 2 

  增加出口 y11 不增加出口 1–y11  增加出口 y21 不增加出口 1–y21 

进口国 1 
增加进口 x11 R11+a11–c11–d11 R111–c11–d11 增加进口 x12 R12+a12–c12–d12 R12–c12–d12 

不增加进口 1–x11 R11 R11 不增加进口 1–x12 R12 R12 
 

表 6  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1, 2 均增加贸易(1–x21, 1–x22) 
Table 6  Both importing country 2 and exporting country 1, 2 increase trade(1-x21, 1-x22) 

4.进口国 2 与出口国 1, 2 均增加贸易 1–x21, 1–x22 

  出口国 1  出口国 2 

  增加出口 y11 不增加出口 1–y11  增加出口 y21 不增加出口 1–y21 

进口国 1 
增加进口 x11 R11+a11–c11 R11–c11 增加进口 x12 R12+a12–c12 R12–c12 

不增加进口 1–x11 R11 R11 不增加进口 1–x12 R12 R12 
 
则中国从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进口的复制动

态方程:  
 (4) 

同理可得其他复制动态方程。 
中国从俄罗斯增加石油进口的复制动态方程: 

 
(5) 

印度从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进口的复制动态

方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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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从俄罗斯增加石油进口的复制动态方程: 

 
(7) 

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增加石油出口的复制动态

方程: 

 
(8) 

沙特阿拉伯向印度增加石油出口的复制动态

方程: 

 
(9) 

俄罗斯向中国增加石油出口的复制动态方程: 

 
(10) 

俄罗斯向印度增加石油出口的复制动态方程: 

 
(11) 

1.3  模拟仿真 
本次实验使用 matlab 进行模拟仿真, 对以上内

容进行建模。首先进行假设性检验, 对初始意愿设

置偏好。假设在进出口国之间设置贸易偏好, 对结

果 进 行 分 析 。 初 始 点 (x11=0.4, x12=0.6, x21=0.6, 
x22=0.4; y11=0.5, y12=0.5, y21=0.5, y22=0.5)。 

如图 1 假设性检验所示, F(x12)、F(x21)从 0.6 开

始演化, F(x12)经过初期快速增长, 后期缓慢增长后

率先到达 1, 达到合作状态, F(x21)经过初期缓慢减

小后逐渐增大至 1, 达到合作状态; F(y11)、F(y12)、
F(y21)、F(y22)从 0.5 开始演化, F(y21)快速到达合作状

态, F(y12)在其之后到达合作状态, F(y11)虽在初期有

较大增长, 但最终到达 0, 达到不合作状态, F(y22) 
达到不合作状态; F(x11)、F(x22)从 0.4 开始演化, 在

演化过程中持续减小, 最终达到不合作状态。通常

我们认为, 在双方增加合作的意愿较高时候, 双方 

 

图 1  假设性检验 
Fig. 1  Hypothesis test 

大概率进行合作。这里我们在假设中国与俄罗斯之

间存在明显的合作偏好条件下, 结果和我们预期一

致, 说明该模型可以用于后续实验。 
假设石油出口国向石油进口国增加出口的概率 

  

图 2  2017 年贸易数据仿真 
Fig. 2  Trade data simulation in 2017 

 

图 3  2022 年 4 月贸易数据仿真 
Fig. 3  Trade data simulation in April, 2022 

 

图 4  2022 年 5 月贸易数据仿真 
Fig. 4  Trade data simulation in Ma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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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0.5(对结果影响最小时), 利用 2017 年的数据

设置初始点(将进口国增加进口的初值设置为当前

对应国家进口占比)。结果如 2017 年贸易数据仿真

所示(图 2), F(y11)、F(y12)、F(y21)、F(y22)从 0.5 开始

演化, F(y21)在经过初期减小后逆势增大, 最终达到

1, 演化达到合作状态, F(y11)、F(y12)、F(y22)均在演

化开始后逐渐减小, 最终达到不合作状态; F(x21)从
0.167 开始演化, 经前期缓慢减小后快速减小, 最终

达到不合作状态; F(x12)从 0.143 开始演化, 经前期

短暂缓慢增大后快速增大至 1, 演化达到合作状态; 
F(x11)从 0.125 开始演化, 经初期保持稳定状态后逐

渐减小至 0, 演化达到不合作状态; F(x22)从 0.014 开

始演化逐渐减小至 0, 达到不合作状态。实验结果

说明中国和俄罗斯实现石油贸易的增加; 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印度从俄罗斯增加进口的概率, 
利用 2022 年 4 月的数据设置初始点, 演化结果如

2022 年 4 月贸易数据仿真所示(图 3), 与 2017 年数

据演化结果基本一致, 只在演化速度上有细微区别, 
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实现石油贸易的增加; 继续按照 

 

图 5  俄印石油贸易初态 
Fig. 5  Initial state of Russia-India oil trade 

 

图 6  俄印石油贸易概率增大 
Fig. 6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Russia-India oil trade 

2022 年 5 月的数据设置初始点, 如 2022 年 5 月贸

易数据仿真所示(图 4), 当 x22=0.165 时, 所有曲线

均达到不合作状态, 原贸易系统平衡被打破, 对我

国的石油贸易产生影响。 
假设将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出口占比作为

增加出口概率(0.164, 0.226), 系统演化结果如俄印

石油贸易初态所示(图 5), F(x11)、F(x12)、F(x21)、F(x22)
从 0.5 开始演化, 只有 F(x12)缓慢减小后反弹, 增大

至 1, 达到合作状态, 其余均降低至 0, 达到不合作

状态; F(y21)从 0.226 开始演化, 快速增大至 1, 达到

合作状态; F(y11)从 0.164 开始演化, 经初期缓慢增

大后逐渐降低至 0, 达到不合作状态; F(y12)从 0.122
开始演化 , 同样经初期缓慢增大后逐渐减小至 0, 
达到不合作状态; F(y22)从 0.011 开始演化, 减小至

0, 演化达到不合作状态。但当俄罗斯对印度增加石

油出口的概率显著增强时, 原系统平衡被打破, 当

y22=0.39 时结果如俄印石油贸易概率增大所示(图 6), 
F(x22)前期缓慢减小, 中期平稳后逐渐增大至 1, 达

到合作状态; F(y22)从 0.39 开始演化, 逐渐增大到 1, 
达到合作状态。结果说明此时俄罗斯和印度将实现

贸易规模的增加。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俄罗斯对中国出

口意愿进行降低, 结果如图 7 所示, 中俄石油贸易

合作概率降低, F(x12)、F(y21)均在演化开始后快速减

小至 0, 达到不合作状态。结果说明出口意愿降低

到 0.16(初始意愿的 70%)时, 对双方合作产生影响, 
系统平衡被打破, 结果趋向于不合作状态。 

2  结果与讨论 

本文对新时代全球石油贸易格局进行分析, 重

点对我国石油安全存在威胁的因素进行分析, 与对

我国石油安全影响比重较大的俄罗斯、沙特阿拉伯、 

 

图 7  中俄石油贸易合作概率降低 
Fig. 7  Decreased probability of China-Russia oi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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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三国进行演化博弈分析, 结果表明:  

(1)印度持续增加俄罗斯石油进口将对我国石

油安全造成威胁。在印度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占比

达到 16.5%时, 将影响四国石油贸易结构, 对中国

石油进口造成威胁, 随着印度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占比逐渐增大, 将抑制中国与俄罗斯的石油贸易合

作。 
从原油需求的角度考虑, 随着经济与人口的飞

速增长, 根据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的预测, 
到 2040 年印度的石油需求会从 470 万桶/日增加到

900 万桶/日; 从原油消费的角度考虑, 印度是目前

全球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且消费量日益增长。目前中

国和印度贡献全球大约一半的石油需求增长, 印度

的石油需求增速已经超越中国成为目前石油需求增

速最快的国家, 并且将成为石油需求最大的国家。

由于进口来源的高度重复以及地理位置的相似性, 
中印两国在石油进口上的竞争不可避免, 并且随着

印度石油进口需求的不断增大, 这种竞争将愈演愈

烈(安琪, 2020)。 
(2)俄罗斯出口意愿对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当俄

罗斯出口意愿为 2017 年的 70%时, 对中俄石油贸易

合作产生影响, 演化开始趋向不合作状态。在国际

石油进口竞争中自身的进口意愿往往占据主导因素, 
在自身进口意愿较强时, 竞争者意愿的增加对最终

状态无影响, 仅对实现合作的时间产生影响; 而在

自身进口意愿较弱时, 随着竞争者意愿的增加, 结

果逐渐趋向于不合作状态。 
俄罗斯在中国的石油进口占比中长期处于第

一、第二名, 对我国石油安全至关重要。从贸易的

角度考虑, 2004 年, 中俄长期以来的国界纠纷问题

的解决使得双方的国际关系更加友好, 中俄原油贸

易数量首次突破 1000 万 t。此后, 中俄关系更加密

切, 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愈加密切。加之欧洲国家

逐年下降的原油需求 , 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 
俄罗斯能源战略重心已经东移。随着俄乌战争的爆

发, 西方势力大举对俄进行制裁, 俄罗斯石油出口

重心完全转向东亚, 其中中国和印度作为主要的出

口国家占比在今年的 5 至 6 月达到 60%, 预计在西

方对俄持续制裁的大背景下, 这一数据将长期保持

在 50%附近。从地缘角度来考虑, 俄罗斯在与欧洲

市场转向不合作的状态下, 与东亚市场加强合作成

为俄罗斯的必要选择, 主动加强与中印两国在石油

贸 易 领 域 的 合 作 是 俄 罗 斯 目 前 的 最 佳 选 择

(Saiymova et al., 2021; 李富兵等, 2022)。 

3  政策建议 

(1)警惕来自印度的石油进口竞争。印度在过去

对于石油的需求并不强,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

长, 对于石油的进口需求也随之增长。过去印度和

俄罗斯并未在石油贸易领域过多合作 , 但在 2022
年 2 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印度对俄罗斯石油贸易

的进口策略发生巨大转变, 印度开始大量进口来自

俄罗斯的石油。俄罗斯一跃成为印度的第二大石油

进口国。由于进口来源的高度重复以及地理位置的

相似性 , 中印两国在石油进口上的竞争不可避免 , 
并且随着印度石油进口需求的不断增大, 这种竞争

将愈演愈烈。印度与俄罗斯在石油贸易领域的飞速

发展以及印度未来原油需求的高速增长使得印度在

未来石油贸易格局中将占据更加主动的位置, 我国

需高度警惕来自印度的石油进口竞争, 避免对我国

石油安全产生影响。 
(2)加强与俄罗斯石油贸易合作, 同时保持与沙

特阿拉伯石油贸易合作。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中俄在能源贸易领域合作愈加密切, 俄乌战争爆发

以来, 中俄在石油贸易领域贸易额不断扩大, 并且

在未来仍存在可预期的增长空间。根据中国海关总

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今年 5 月份的石油进口量达到

4582 万 t,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1.8%, 其中来自俄罗

斯的石油为 842 万 t, 同比增长 55%。在中俄石油贸

易合作之外, 我国仍需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健康的能

源合作关系, 保持来源国丰富、稳定现状, 保障我

国石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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