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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备受瞩目,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开展得如火如荼,为北极

国家能源产量增长带来了新的契机。文章以北极国家为出发点,采用文献梳理法,系统研究俄罗

斯、美国、挪威、加拿大等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情况;采用统计分析法,分析

北极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与已发现油气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在

空间上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特点。伴随着油气勘探技术的突破以及北极航道的逐渐开通,北极国家

纷纷加快北极地区油气开发活动的进程,目前北极国家油气开发活动主要在陆地,而未来将逐步

迈向北极近海。中国作为北极事物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可以积极与北极国家开展合作,进而参与

到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的开发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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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oilandgasresourcesintheArctichaveattractedmuchattention.The

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ofoilandgasresourcesintheArcticareinfullswing,whichhas

broughtnewopportunitiesforthegrowthofenergyproductioninArcticcountries.Takingthe

Arcticcountriesasthestartingpointandadoptingtheliteraturecombingmethod,thispaper

systematicallystudiestheoilandgasresource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ofRussia,theUnit-

edStates,Norway,CanadaandotherArcticcountriesintheArcticregion.Thespatialdistribu-

tioncharacteristicsofoilandgasresourcestobediscoveredanddiscoveredintheArcticareana-

lyzedbystatisticalanalysismethod.Itisfoundthatthespatialdistributionofoilandgasre-

sourcesintheArcticisextremelyuneven.Withthebreakthroughofoilandgasexploration

technologyandthegradualopeningoftheArcticchannel,Arcticcountrieshaveaccelerate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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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ofoilandgasdevelopmentactivitiesintheArctic.Atpresent,oilandgasdevelopment

activitiesinArcticcountriesaremainlyonland,andwillgraduallymovetowardstheArcticoff-

shoreinthefuture.Asanon-Arcticcountry,Chinamaytrytoactivelyexportcapitaland

relatedtechnologiestoRussia,andthenparticipateinthedevelopmentprocessofoilandgasre-

sourcesintheArctic.

Keywords:Arctic,Oilandgasresources,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potential

1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概况

北极地区是指北极圈(66°34'N)以北至北极点

之间的广大区域,包括了北冰洋、北美大陆和欧亚

大陆的北部边缘陆地及岛屿。其陆地部分分属于

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及冰

岛8个北极国家。

1.1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勘探情况

油气资源开采的首要环节便是油气资源勘探,

具体是指以识别油气勘探区域,探明油气储量为目

的而进行的相关地质活动。油气资源开发是针对

已探明的油气田所实施的与油气生产密切相关的

经济活动。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全过程中,开

发主体逐步实现对地下油气藏的认识。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的过程实质上是油气资源量向储量的转

化,储量精度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提高。为保证油

气开发活动的经济效益,开发主体做勘探和开发决

策时要将储量精度纳入考虑范围。目前,国际上普

遍接受的油气资源分类体系为SPE规则,由美国石

油工 程 师 协 会 (SPE)和 美 国 石 油 地 质 家 协 会

(AAPG)等机构联合发布。SPE分类系统将资源划

分为已发现 资 源 和 待 发 现 资 源 两 部 分[1]。依 据

SPE分类系统,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勘探情况包括

已发现的油气资源和待发现的油气资源两部分。

1.1.1 北极地区已发现的油气资源情况

根据埃信华迈(IHS)2020年全球勘探开发数

据库的 相 关 数 据,北 极 地 区 已 发 现 的 石 油 储 量

116.04亿t、天然气储量56.45亿t、凝析油储量

22.34亿t,总 油 当 量591.61亿t[2]。同 时,根 据

202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石油统计年报,截至

2019年年底,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为1938.4亿t。北

极地区已发现的石油资源约占全球已发现石油资

源总量的5.5%。

1.1.2 北极地区待发现的油气资源情况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08年发布的

《北极地区油气潜力评估报告》,北极地区待发现油

气资源主要分布在环北极的24个盆地中,其中,利
用现有技术可开发的待发现石油资源量123亿t、
天然 气 资 源 量 47 万 亿 m3、液 化 天 然 气 资 源

量60亿t[3]。
全球约22%的待发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区位

于北极圈以内。北极地区蕴藏着世界上约30%的

待发现天然气资源,13%的待发现石油资源和大约

20%的待发现液化天然气资源。伴随着北极航道

开通,北极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将输往世界各地,

北极地区将成为新的油气资源区。

2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发情况

北极油气的开发活动历史悠久,始于1920年在

加拿 大 马 更 些(Mackenzie)三 角 洲 诺 曼 韦 尔 斯

(NormanWells)开采出第一口陆上油井,至今已有

100多年。俄罗斯、美国、挪威和加拿大是开展北极

地区油气开发活动的主要国家。北极国家中,俄罗斯

对于北极地区油气生产活动的态度最为积极,石油和

天然气产量也是环北极国家中最高。2017年,俄罗

斯北极地区的石油开采量占全国石油开采量17.6%,

天然气产量占全国天然气开采总量的83%。俄罗斯

能源中央调度局宣称,到2025年北极地区石油开采

量将占全国开采总量的26%。2019年,美国阿拉斯

加北坡地区石油产量1514.5t,为20世纪70年代后

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该州石油产量在全美排名也由历

年的第五名跌至第六名。加拿大石油及天然气产量

逐年下跌,2018年,加拿大石油天然气产量均不足全

国的0.1%。

2.1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已开发情况

2.1.1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已开发情况

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油气开发活动始于北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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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架区域,后逐步以北极陆上区域为开发重心。

1962年,苏联在其北极地区的亚马尔半岛首次发现

大型油气田,20世纪在巴伦支海钻第一口井,随着

苏联解体,北极海域的钻探活动几乎陷入停滞[4]。

进入21世纪,受普京“富国强民”的政策以及西方制

裁等内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俄罗斯重新将目光投

向北极这块巨大的油气潜力区,新一轮北极地区油

气资源开发活动也随之展开。

苏联时期,俄罗斯便启动了北极大陆架的油气

勘探和地质研究活动。从地理上看,巴伦支海、伯

朝拉海、喀拉海、拉普捷夫海、东西伯利亚海和楚科

奇海的大陆架区域,自西向东组成俄罗斯北极大陆

架[5]。根据《俄罗斯联邦矿产资源法》,俄罗斯北极

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的主体只能是国有油气公司。

因此,目前仅有俄罗斯国有油气公司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Gazprom)和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具

备相关区域的油气开发资格。

俄罗斯北极大陆架油气开发的许可证由俄罗

斯自然资源部和生态部发放,截至目前,共发放了

62个区块的开发许可证,其中一半以上的开发许可

证归属于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余下的则归属于

俄罗斯石油公司。虽然众多北极大陆架区块允许

被开发,但受诸多因素限制,大多数区块作业难度

大,因而目前鲜有区块有油气生产活动。目前,伯

朝拉海有着俄罗斯北极大陆架唯一在产的油气项

目(普利拉兹洛姆油田)。受北极大陆架油气开发

难度高以及西方制裁国际环境的约束,俄罗斯放缓

北极 大 陆 架 油 气 开 采 的 步 伐。2017 年 新 版

《2035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草案》移除了旧版中

2035年前北极大陆架石油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

5%、天然气占10%的表述。

北极圈以内的亚欧大陆构成了俄罗斯的大部

分北极陆上地区,陆上北极油气开发活动集中在亚

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和克拉斯诺亚尔克边疆区,相

关油气开发活动正加速开展。亚马尔地区有着大

规模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天然气生产方面,杨

堡、乌伦戈伊、梅德韦热耶、扎波利亚诺耶、博瓦年

科沃等传统工业区在持续产出。石油生产方面,俄

罗斯重要的石油生产基地(西西伯利亚油气田)的

北方部分便位于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2010年

开始新港油田与梅索亚哈油田相继暴发,2018年的

石油产量分别为726万t与446万t。作为目前俄

罗斯北极地区唯一在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亚马尔

项目的总产能达1650万t。该项目由俄罗斯诺瓦

泰克股份公司(Novatek)、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Total)和中国丝路基金共

同合作开发,共3条生产线。是中国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之后,首个实施的与俄罗斯合作特大型能

源项目。万科尔油田群地处克拉斯诺亚尔克边疆

区的泰梅尔半岛,俄罗斯石油公司计划将万科尔油

田群开采的石油经北方海航道输往北冰洋沿岸。

2.1.2 美国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已开发情况

1867年,美国购买俄国的阿拉斯加,得益于阿

拉斯加地理位置(位于北极圈内),美国开始在北极

地区拥有领土,成为北极国家。阿拉斯加地区的普

拉德霍湾(PrudhoeBay)和库帕鲁克(Kuparuk)是

两个巨型油田,分别于1968年被汉贝尔石油公司

(HumbleOil)和1985年被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

公司(AtlanticRichfield)发现石油资源的蕴藏。作

为美国十大油田之一的普拉德霍湾油田,至2011年

其80%的石油已被耗尽[6]。目前,阿拉斯加石油产

量持续下降,纵贯阿拉斯加的管道系统(TAPA)因

石油流量过低而面临着冻结危险。40年来美国未

曾建造新的中型破冰船,其对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

发的积极性远逊于俄罗斯。

2.1.3 挪威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已开发情况

1940年,挪威启动北极地区的石油资源勘探活

动,1993年5月7日挪威政府首次发表了全国极地

研究活动的白皮书———《挪威极地研究》。北海地

区是挪威的石油生产重地,然而近年来该地区的石

油产量逐年降低,迫于这一现实压力,挪威政府及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开始将油气开发目标转向北极

地区。挪威先进的海洋石油工业和“北方高地”的

地理位置,有望使挪威在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的国际

竞争中崭露头角。

挪威北极地区石油资源开发活动主要位于巴

伦支海,巴伦支海南部地区是已开放石油作业区

域,截至2017年,挪威巴伦支海地区拥有71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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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目前,在挪威巴伦支海已开发地区进行油

气勘探开发活动的石油公司主要有挪威国家石油

公司(Statoil)、意大利的埃尼(ENI)、法国道达尔

(Total)和英国天然气集团(BGGroup)。2002年,

挪威开始在北极地区从事石油生产活动。2006年,

挪威Snohvit项目开始生产。2009年,挪威第一个北

极油田———Goliat油田被挪威政府正式批准开发,该

油田的开发主体为意大利埃尼(ENI)集团公司和挪

威国 家 石 油 海 德 鲁 公 司 (Norsk HydroA.S.)。

2020年11月,挪威政府宣布预计颁发9个区块的钻

井许可证,其中大多数计划中的钻探点位于巴伦支海

的北极地区[7]。JohanCastberg(Skrugard/Havis)、

Alta/Gohta和 Wisting等项目位于挪威巴伦支海

北部区域,目前这些项目的开采计划陆续提上日程。

Snohvit项目既是巴伦支海第一个海上项目,

也是挪威和欧洲第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Snohvit
项目生产的天然气经管道运输至 Melkoya,气体经

过处 理 冷 却 成 液 态 然 后 出 口。法 国 燃 气 公 司

(GazdeFrance)和 道 达 尔 (Total)持 有 该 项 目

17亿m3/a的股份,此外每年向美国市场供应的天

然气量为24亿 m3,向西班牙电力公司(Iberdrola

SA)供应量为每年16亿m3[8]。

2.1.4 加拿大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已开发情况

加拿大育空地区(YukonTerritory)、西北地区

(NorthwestTerritories)以及努纳武特(Nunavu)的

部分区域位于北极圈以内,波弗特海大陆架蕴藏着

绝大部分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根据加拿

大统计局披露的数据,育空地区有高达9亿桶的原

油资源和0.28万亿 m3天然气资源,努纳武特地区

有约183亿桶石油资源和5.13万亿 m3天然气资

源,西北地区拥有约12亿桶的石油资源。目前,加

拿大北方三大区域中仅西北地区有石油和天然气

的生产活动。西北地区的石油生产活动全部集中

在诺曼韦尔斯附近,天然气生产活动则集中在诺曼

韦尔斯和伊基尔(Ikhil),包括波弗特海(Beaufort

Sea)在内的其他地区并无油气开采计划。西北地区

南部的卡梅伦山(CameronHills)曾是天然气生产

区,由于经济原因已于2015年停产。2019年,加拿

大政府宣布,北极近海区域,包括育空地区近海、西

北地区近海、努纳武特地区近海禁止从事所有石油

以及天然气相关活动。

2.2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待开发情况

近年,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在北极大陆架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陆续被迫延迟

或永久冻结。这是因为,俄罗斯北极大陆架上的油

气资源勘探项目大多依赖于西方油气公司的相应

支持,由多方合作展开,而自2014年西方逐步对俄

罗斯的制裁,相关项目被迫停滞。与之截然不同的

是,俄罗斯北极陆地油气资源开发活动正如火如

荼。俄罗斯北极亚马尔地区蕴藏着的丰富油气资

源,吸引了俄罗斯油气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诺瓦泰克等公司的投资热情。在亚马尔地

区,俄罗斯的油气公司正计划建设大型油气开采中

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亚马尔巨型项

目,计划未来的天然气年产量将达到3600亿 m3,

使亚马尔地区成为俄罗斯天然气行业发展的重要

基地之一。诺瓦泰克公司计划在亚马尔建设年产

能约1980万t的“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该项

目有3条产能相同的生产线。2017年,经俄罗斯国

家储量委员会认证,拉普捷夫海大陆架块蕴藏有超

过8100万t的石油储量,这一石油储量发现由俄

罗斯石油公司完成。

近年来,美国政府相继批准了在阿拉斯加国家

石油储备区(NPRA)、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ANWR)、波弗特海(BeaufortSea)和 楚 科 奇 海

(ChukchiSea)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计划。在波弗

特海的沿岸平原上有超过6300km2的区域将被允

许进行钻探,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该地

区可能蕴藏着4.3亿~118亿桶的可采石油。随着

阿拉斯加北坡盆地勘探活动的不断深入,近10年陆

续有重大油气田被发现(表1)。然而,迫于现实的

环境压力,环保组织封锁新的油气管道,诸多因素

制约着美国在北极地区展开新的油气勘探活动[6]。

丹麦4/5的国土位于北极圈内,境内蕴藏的油

气资源量并不高,丹麦的自然环境也极为恶劣,本

国薄弱的技术力量难以进行开发活动。因此,相较

于俄罗斯、美国、挪威、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岛)并

不热衷于在北极地区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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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10年阿拉斯加重大油气发现

Table1 MajoroilandgasdiscoveriesinAlaska

inrecent10years

阿拉斯加

北坡油气田
海陆

生产

状态

发现

年代
作业者

石油储量

/亿t

天然气储量

/亿 m2

Qugruk 陆上 未生产 2013年 OilSearch 0.69 147.2

Tulimaniq 海上 未生产 2016年 CaelusEnergy 2.74 1132

Willow 海上 未生产 2016年 ConocoPhillips 0.58 50.9

3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3.1 北极地区已发现油气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3.1.1 北极地区已发现油气资源在国家间分布极

不均衡

北极地区已发现油气资源集中于已在该地

区拥有油气生产设施的美国、加拿大、挪威和俄

罗斯等4个北极国家。其中,近九成的已发现石

油资源位于俄罗斯,俄罗斯也因其巨量的油气资

源在北极地区拥有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同样不

容忽视的是美国,凭借着9.1%的北极地区已发

现油气资源占有量位居第二。至于加拿大和挪

威,两国已发现油气资源量均较少,合计约占总

量的2%。

北极地区共有11个超过50亿桶油当量的油气

田,这些油气田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美国,5亿~

50亿桶油当量的油气田有54个,其中约80%位于

俄罗斯北极地区,13%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地区,4%
分别位于加拿大和挪威。

3.1.2 北极地区已发现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

几个地质盆地

目前,西伯利亚盆地无论是油气资源的已发

现数量还是总储量均居首位,西西伯利亚盆地的

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已勘探出125.2万亿 m3天

然气和669亿t凝析油。阿拉斯加北部陆坡次之,

探明的原油储量约3.6亿t[9]。少数几个主要盆地

拥有着绝大部分的北极地区已发现油气资源,这

是因为作业技术、桶油成本、勘探开发制度等多种

因素阻碍着北极大部分地区油气资源的地质勘探

活动。自2010年以来,各国在北极地区共发现

11个油气田,该地区的累 积 新 发 现 的 油 气 储 量

1.4亿t。其中,巴伦支海台地较为突出,在该地区

新发现油气田4个,占北极地区总发现油气田数

目的一半[10]。

3.2北极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北极地区主要含油气盆地位于环北及盆地群,

其分布呈现 WE走向的特点,环绕于北冰洋周圈地

区。北极地区93%的待发现油气资源集中在10个

地质省,10个地质省位于俄罗斯、美国、挪威、丹麦

以及加拿大境内,瑞典、芬兰和冰岛在北极有陆地

领土,但没有任何已知或预计的油气资源。北极地

区丰富的待发现油气资源在空间分布上极不均衡,

并且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

征。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3.2.1 北极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在各地质盆地间

分布不均匀

根据USGS评价结果,北极地区待发现石油资源

总量约123亿t,其中90%的待发现石油资源分布在

7个盆地内。首先是阿拉斯加北坡盆地,待发现石油

资源总量是37.5亿t,占北极地区待发现石油资源总

量的33%。其次是美亚盆地,待发现石油资源总量

是12.1亿t,占北极地区待发现石油资源总量的

11%。东格陵兰盆地位居第三,待发现石油资源总量

是11.1亿t。北极地区2/3的待发现天然气资源分

布在3个主要盆地,西西伯利亚盆地约有607亿m3、

东巴伦支海盆地有301亿 m3、阿拉斯加北坡盆地有

122亿m3,其中西西伯利亚盆地待发现天然气资源占

整个北极地区待发现天然气资源量的40%。

表2 北极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地质省分布

Table2 DistributionofprovinceswithundiscoveredoilandgasresourcesinArcticregion

地质省代码 地质省名称 所属国家 在岸/离岸 石油/亿t 天然气/万亿m3 液化天然气/亿桶

WSB 西西伯利亚盆地 俄罗斯 在岸、离岸 4.6 651.5 20.3

AA 阿拉斯加北坡盆地 美国 在岸、离岸 37.5 221.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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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质省代码 地质省名称 所属国家 在岸/离岸 石油/亿t 天然气/万亿m3 液化天然气/亿桶

EBB 东巴伦支海盆地 挪威、俄罗斯 离岸 0.9 317.6 1.4

EGR 东格陵兰盆地 丹麦(格陵兰岛) 主要离岸 1.1 86.2 8.1

YK 叶尼塞-哈坦加次盆地 俄罗斯 在岸 0.7 100.0 2.7

AM 美亚盆地 加拿大、美国 离岸 1.2 56.9 0.5

WGEC 西格陵兰-东加拿大盆地 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岛) 离岸 0.9 51.8 1.2

LSS 拉普帖夫海盆地 俄罗斯 主要离岸 0.4 32.6 0.9

NM 挪威陆架边缘 挪威 离岸 0.2 32.3 0.5

BP 巴伦支海台地 挪威 离岸 0.3 26.2 0.3

3.2.2 北极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在欧亚大陆和北

美洲大陆之间分布不均匀

欧亚大陆一侧天然气资源丰富,待发现天然气

资源共计1226105.6亿 m3,约占北极待发现天然

气资源总量的74%,待发现液化天然气资源共计

276.7亿桶,约占北极待发现液化天然气资源总量

的63%。待发现石油资源则主要分布在北美大陆

一侧,共计591.9亿桶,占北极地区待发现石油资源

总量的66%,仅阿拉斯加北坡盆地待发现石油资源

量便高达299.6亿桶,占北极地区待发现石油资源

量的33%。

3.2.3 北极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在海陆之间分布

不均匀

根据USGS的研究结果,北极圈内85%油气

资源分布在北冰洋海域,并且,大部分待发现的油

气资源集中于海岸线和500m 等高线之间。其

中,77%的天然气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的巴伦支海

和喀拉海的浅水陆架区。加拿大北极地区超过

80%的待 发 现 石 油 资 源 位 于 北 极 近 海、俄 罗 斯

70%,阿拉斯加50%左右,而丹麦(格陵兰岛)和挪

威几乎所有的北极地区待发现石油资源都位于北

极近海。

4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发趋势

尽管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发面临着气候环境

恶劣、勘探成本高昂、勘探技术难度大等诸多挑战,

但是正如北极理事会报告所述,没有一个北极国家

决定大幅减少北极油气产量。莫斯科大学创立者

罗蒙索诺夫曾经预言,西伯利亚和北冰洋将缔造俄

罗斯的强大与昌盛,未来国际间油气合作开发的战

略目光将投向北极海域[11]。北极油气开发逐步呈

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北极地区油气勘探开发活动逐

渐迈向北极近海,二是国际石油公司逐步以战略联

盟的方式形成国际合作,推进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

发活动。

4.1 油气勘探开发活动逐渐迈向北极近海

纵观近20年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勘探开发

活动,各国均将北极近海区域视为未来开发重点,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极近海勘探成本相对低

廉。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北极近海油气生产成本

约为 每 桶35~40美 元,是 北 极 最 容 易 开 采 的

地区[12]。

2011年,北极海上新钻探井数再创新高,达

13口。伍德麦兹(WoodMackenzie)曾预测2012—

2020年,北极海上探井将持续增长,增速可达年均

10~12口。按照这种趋势,至2030年北极海上油

气日产量将达到400万桶油当量。苏联时期俄罗

斯便开始对北极大陆架进行油气勘探和地质研

究,而进入21世纪,新一轮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

发主要集中在亚马尔半岛及其周边地区和海域。

2012年,美 国 海 洋 能 源 管 理 局(BureauofOcean

EnergyManagement)估计楚科奇海技术可开采天

然气储量为2.17万亿 m3,波佛特海技术可开采天

然气储量为0.78万亿 m3[13]。美国将楚科奇海以

及波弗特海视为未来开发重点。挪威北极地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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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巴伦支海已开放的海域,同

样位于北极近海。

4.2 战略联盟成为公司合作的主要模式

2008年,俄罗斯发布《北极政策原则》,俄罗斯

政府旨在强调与北极国家间的互动交流,希望加强

在北极 相 关 事 务 上 与 其 他 北 极 国 家 间 的 合 作。

2013年,俄罗斯政府进一步出台《北极战略》,该战

略更为细致地阐释了对北极地区合作的原则与愿

景。近年来,从表明合作意愿到主动邀约其他北极

国家、非北极国家进行相关合作,俄罗斯表现出强

烈的合作意愿的同时也不断增强本国进行国际合

作的专业化能力。为表现出其逐渐开放的国际合

作态度,俄罗斯逐步放宽外资持股战略性油气资产

的限制。例如,万科尔油田允许外资持股,印度企

业在该油田持有较高股份,其持股比例近半;俄罗

斯北极地区重要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也有中

资企业的参股,持股比例高达29.9%,“北极液化天

然气2号”项目由俄罗斯、中国、法国、日本企业投资

建设。

5 结论

本研究首先梳理北极地区能源勘探、开发情

况,其次运用统计分析法研究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的

空间分布特征,得到如下结论。

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在各大洲、各国家、各盆

地之间分布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特点。近年来,伴

随着油气勘探技术的突破以及北极航道的逐渐开

通,北极国家纷纷加快北极地区油气开发活动的

进程[14],目前北极国家油气开发活动主要在陆地,

而未来将逐步迈向北极近海。中国作为北极事物

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应积极参与到俄罗斯北极海

域的开发,以及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发的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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