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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经济主体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政府间合作越来越多的被国际

社会广泛接受。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正在与沿线各国结成区域经济共同体，

多种形式的合作正在逐步形成。其中，以能源及其衍生品为标的的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

注的重点并被学界深入研究。能源合作稳定性对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此

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能源合作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并将影响国际能源合作稳定性的因素划

分为能源供给稳定性、能源需求稳定性、外部环境稳定性等三个方面。本文主要搜集整理了

2001-2015 年中俄两国关于能源供给稳定性因素、能源需求稳定性因素和环境稳定性因素在

内的 25 个指标 375 组数据，构建 3D 空间矢量模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上述三方

面对能源合作稳定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能源合作稳定性综合水平波段性增

强；②能源合作稳定性子系统间发展不均衡；③国际能源合作稳定性协调均衡度呈倒 L 型

趋势。根据中俄石油合作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要进一步深化加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

在互信互利基础上谋求共同发展。中国一方面需要改变在能源合作过程中的被动地位，维持

合作主体双方力量的均衡；另一方面要制定更为完善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技术革新，

不断降低对石油资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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