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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哈原油管道自西向东横贯哈萨克斯坦全境，是

连接里海油气产区和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管道全长

2833km，起点是滨里海油区的阿迪劳，向东经过阿克

纠宾油区、库姆科尔油区，经阿塔苏时与俄罗斯输油

管网相连，继续向东至中国新疆阿拉山口输油站。进

入中国新疆境内后接入中国西部输油管网，将中哈原

油管道进口的原油输往独山子炼厂、乌石化、兰州石

化等西部各大炼厂。“中 - 哈”管道是中国最早建设

的跨境原油进口管道，该管道将哈国和里海石油资源

与中国西北地区的消费市场相连，缓解我国西部地区

石油需求。

1 哈萨克斯坦原油出口通道格局

哈萨克斯坦以西部里海岸产油区阿迪劳为中心起

点，形成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原油出口输送通道。与

中哈原油管道 KCP（原油向东出口中国）形成竞争态

势的管道有三条，即南、北、西三个出口方向，分别是：

①向西经里海管道财团 CPC 管道输油至黑海港

口，继而供给欧洲各国。该管道将哈国西部里海产油

区原油和俄油输送到黑海新罗西斯克油港，继而去向

欧洲市场。

②向北经阿迪劳 - 萨马拉输油管道（А-С），

输往波罗的海港口乌斯特卢卡港，负荷率在 90% 左右。

③向南经地中海船运至巴库进入 BTC 输油管道：

BTC 管道输送的原油油源来自于阿塞拜疆的 ACG 油

田和哈萨克斯坦的卡沙干油田和中亚其他油田输送来

的石油。由于该管道与哈萨克斯坦之间有里海相隔，

哈萨克斯坦的原油要经里海船运至巴库港口上岸转输

进入 BTC 管道。

目前 “里海公约”已经生效，按照公约规定，修

建跨里海管道只需当事国双方之间商定。未来如果该

项目得以实施，哈萨克斯坦的管输原油出口通道将实

现以西哈的阿迪劳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辐射，将里海原油通过管道直接输送到地中海、黑海、

波罗的海各港口和向东抵达中国境内。

2 中哈原油管道的运行风险分析

2.1 竞争环境分析

里海管道财团（CPC 管道）输送能力已经达到

6700×104t/a，其中哈萨克斯坦生产的原油接近管线

总输油量 90%。而“中 - 哈”管道每年向中国方向输

送哈油的出口量占比极少。哈萨克斯坦在东西两个出

口方向上的输油量出现巨大反差：向西去欧洲方向的

CPC 管道输送哈国出口原油保持平稳增长，去中国方

向的原油出口量严重萎缩。

以哈国西北部的阿迪劳为起点，在东、西、南、

北四个方向的原油出口通道，分别通向俄罗斯、欧洲、

中国等方向原油消费市场，因此在原油出口方向的选

择上哈国石油公司拥有较大的交易主动权和筹码，中

哈原油管道与其它三个方向的输油管道之间在吸引油

源方面存在竞争。 

2.2 中哈原油管道输量过低原因分析

近年来，由于客观因素变化，给中哈原油管道和

上下游相关企业经营带来严重影响，主要体现在：

2.2.1 肯基亚克 -阿迪劳段管道未实现反输

“中 - 哈”管道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线自西

向东输油方向的物理贯通，哈国西部里海地区油源不

能进入“中 - 哈”管道东送，“中 - 哈”管道输油量

低的问题愈来愈明显。

“中 - 哈”管道油源由西哈、阿克纠宾、库姆科

尔油源以及过境俄油构成，由于位于最西端的肯基亚

浅析中哈原油管道运行风险及对策

臧婉晨（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北京工程咨询分公司，北京 100101）

摘 要：本文以“一带一路”中哈能源合作的重点项目——中哈原油管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哈原油

管道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和面临的挑战；结合中哈原油管道的建设历程和运行动态，分析了当前管道运行面临

的输油瓶颈问题、管输费过高等主要问题，就吸引哈国西部油源进入中哈原油管道的办法、降低管输费的操作

方案、规范管道运行计量体系、培育哈国内销原油市场、提高向中国方向原油出口输量进行了对策研究；为保

障中国西部能源安全，进一步加强中国油气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持续深化地区能源战略协作提出了自己的一

些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中哈原油管道；战略意义；输油瓶颈



货运物流 | Freight Transportation

-110- 2024 年 3 月          中国化工贸易

克 - 阿迪劳段未实现反输，占哈国总产量 80% 以上的

西哈原油不仅无法进入中哈原油管道向东输送，而且

阿克纠宾生产的原油还会部分分流通过肯基亚克 - 阿

迪劳段向西出口欧洲。

因此，“中 - 哈”管道的油源全部由阿克纠宾油

田和库姆科尔油田供给，自 2014 年以来，两个油区

产量逐年下降，自投产以后“中 - 哈”管道一直低输

量运行，目前实际输量仅为设计能力的 50% 左右。由

于油源不足和哈国货币汇率大幅波动，中哈管道公司

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而未来 5 年阿克纠宾和库姆科尔

油区规划产量年平均递减率将达到约 7.8%，油源匮乏

矛盾将愈来愈严重。

完成“中 - 哈”管道的起始段（阿 - 肯段）反输

改造后，对哈国而言，可以实现里海产油区原油经阿

迪劳进入“中 - 哈”管道向东输送，去哈国东部炼厂

和出口中国，解决哈萨克斯坦“西油东送”问题；对

中国而言，实现“中 - 哈”管道从起点阿迪劳自西向

东输油方向的实际意义的全线贯通，使哈国西部地区

原油具备进入“中 - 哈”管道向东输送的物理条件。

只有完成反输改造，吸引哈国西部地区原油进入，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中 - 哈”管道输油瓶颈、提高管道

输油量和哈油沿管道向中国方向的出口量。

2.2.2 向资源国东部炼厂供油，在管输途中截流了出

口中国的哈国油量

俄罗斯鄂木斯克油区到哈国东部两个炼油厂“巴

炼”和“奇炼”有输油管道相通，通过管道可将俄油

输送到两个炼油厂。从 2014 年 1 月 1 日开始，俄哈

供油协议终止，通过该管道停止向哈国炼厂供给俄油，

炼厂生产所需原料由哈国自产原油来保障。即从“中

- 哈”管道下载，沿管道输送的阿克纠宾油田以及库

姆科尔油田的原油大部分转向供给了“巴炼”和“奇

炼”，导致去中国阿拉山口方向的哈油出口量骤减。

3 应对中哈原油管道运行风险的对策

3.1 推动形成管输费新定价机制

阿克纠宾原油通过“中 - 哈”管道输往中国方向

比去欧洲方向距离短 500km，而管输费高出 10$/t 左右。

高管输费使油公司承担的销售费用上升、获得的净回

价减少，导致中国方向的原油出口失去价格竞争力，

失去对哈国西部油源的吸引力，是目前中哈原油管道

运行过程中的重大风险。因此，降低管输费是中哈原

油管道运行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研究和制定“一票制”管输费计价体系是目前的

关键环节。目标是保障管道起点端阿迪劳油源进入“中

- 哈”管道的管输费不超过 CPC 管道欧洲出口方向和

沿 A-C 管道继而抵达波罗的海乌斯特卢卡港的管输

费，使西部油源进入“中 - 哈”管道出口中国的收益

略高于欧洲出口方向来吸引油源；“一票制”体系研

制还要兼顾阿克纠宾原油和库姆科尔原油内销和出口

的管输费优化、兼顾西部油源沿中哈原油管道向哈国

东部炼厂输送的管输费方案。

目前应尽快研制和确定新的管输费率。建议在规

划未来增输量的前提下测算新管输费率，既要保障在

下调管输费率的情况下，由于增输带来的管道公司的

收益增加，又要保障全线管输费比现有水平下降幅度

超过 10$/t，才能与出口欧洲的管输费持平或略显优势。

3.2 建立品质补偿机制

在长距离输油管道的运行过程中，不同的油源在

输送途中进入管道，管道中的原油相互掺混，不同油

源的品质和物性都有差异，有优质和低品质原油之分，

掺混后的混合原油的品质，低于优质原油、高于低品

质原油。作为销售量的管道计量是按混合原油的品质

确定。造成低品质原油销售收益高于其实际应有的收

益、优质原油销售收益低于其实际应有的收益。

因此低品质原油和优质原油掺混后获得了额外的

收益。输油管道公司应建立品质补偿机制，按照科学

的方法平衡不同品质原油之间因为原油掺混导致销售

收益的变化。

国际上有成熟管理经验的输油管道已经建立和成

功运行着品质补偿机制。该机制由管道运输公司委托

专业化公司编制科学的价格计算方法；机制的运行过

程由第三方机构监管，从混合原油销售中获得额外

收益的低品质原油对受到损失的优质原油支付品质补

偿。

“中 - 哈”管道计量和结算体系中，没有建立品

质补偿机制。探索建立和完善适合“中 - 哈”管道输

油体系的品质补偿机制，低品质的原油向优质原油提

供补偿，提高管道输送计量计价合理性和公平性，保

护优质原油出口中国的积极性。

CPC 已经建立并执行着品质补偿体系。按照品质

补偿体系，低品质的油源向优质油源给予品质补偿。

“中 - 哈”管道可以作为借鉴，学习国际输油公司成

熟的管理经验和计价体系，探索建立和完善适合“中

- 哈”管道输油体系的品质补偿机制，提高管道输送

计量计价合理性和公平性，保护优质原油出口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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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

3.3 提高哈国内销原油价格

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内销价格由炼厂自主定价，与

国际油价没有接轨。

哈萨克斯坦一直限制成品油出口。成品油价格低

于周边国家。培育成品油市场的途径之一是放开成品

油出口限制，通过市场调节使成品油市场价格逐步趋

向合理，相应带来内销原油价格与国际油价的联动，

实现内销原油价格与国际油品市场的接轨。

通过培育成品油市场化路线来完善内销原油价格

形成机制，建立国内成品油交易所和逐渐放开成品油

出口来建立内销油价与国际油价的联动机制、培育合

理的内销原油市场价格体系和健康的市场环境，以吸

引哈萨克斯坦西部油源通过“中 - 哈”管道向哈国东

部炼厂供油，替换出阿克纠宾公司和 PK 公司供给炼

厂的内销原油，转而出口中国，增加“中 - 哈”管道

出口中国的输油量。

3.4 调整哈国内供原油合同比例

目前哈萨克斯坦的三个炼厂其中两个在东部，它

们是奇姆肯特炼厂和巴浦洛达尔炼厂。其原油供应主

要来自哈国的阿克纠宾油区和库姆科尔油区，使该两

个油区原油的内销原油比例超过 60%。而哈萨克斯坦

西部里海地区仅有一个炼厂即阿迪劳炼厂，该地区原

油产量占哈国总产量的 80%，基本上向欧洲出口销售，

内销比例很低。

阿克纠宾油区和库姆科尔油区的合同模式以矿费

制为主。而大部分的哈国西部油公司的合同模式是产

品分成合同。即使是同样的矿费制合同，哈国西部油

区的内销比例远远低于阿克纠宾和库姆科尔油区。巨

大的内销比例差距使内销市场环境偏离公平性轨道。

以完善哈国内销原油市场公平性、建立健康的市

场竞争环境为突破口，探索矿费制和产品分成两种合

同模式的原油内供义务比例的政策调整，提高哈国西

部产品分成合同模式的油公司内销义务比例，使与矿

费制合同的油公司内供比例相平衡，引导西部油源通

过“中 - 哈”管道输往奇姆肯特炼厂和巴普洛达尔炼厂，

替换出等量的阿克纠宾油区和库姆科尔油区的原油出

口中国。

4 结论

4.1 中哈原油管道存在的风险

①由于肯基亚克 - 阿迪劳段反输改造尚未完成，

是制约里海阿迪劳油源进入中哈原油管道的主要物理

瓶颈。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油区的原油尚不能成为中

哈原油管道的主力油源。

②随着哈萨克斯坦国内炼厂改造升级的完成，阿

克纠宾油区和库姆科尔油区的原油，90% 以上供给了

哈国炼厂，导致中哈原油管道输往中国方向的哈国原

油出现停输风险。

③中哈原油管道中国方向管输费高于出口欧洲方

向各管道的管输费，失去对油源的吸引力。

4.2 对策

①尽快完成肯基亚克 - 阿迪劳段的反输改造和肯

基亚克 - 库姆科尔段 2000×104t/a 扩容工程，使哈国

西部里海油区的原油具备进入中哈原油管道向东输送

的物理条件。

②通过降低中哈原油管道管输费来降低出口中国

方向的原油销售成本，以吸引油源。

③通过建立原油品质补偿机制，完善中哈原油管

道运行管理和计量结算体系。

④通过培育哈国成品油市场，培育哈国内销原油

价格，提高向哈国炼厂供油的效益，吸引哈国西部里

海油区的原油经中哈原油管道向东部的炼厂供油，替

换出阿克纠宾和库姆科尔油区的原油出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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