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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天然气资源
开发利用对中国的保障效益及

对策建议

鲍  超1,2*    王红杰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中亚地区天然气资源丰富，而且中亚各国大力开发天然气资源，不断提高生产量及出口量，致力实现出口多

元化，因而成为世界各大国及各大力量争夺关注的焦点。而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且消费巨大，天然气资源严重依赖

进口，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目前中亚地区占我国天然气进口市场的份额在50%左右，未来虽然该比重会有所下

降，但进口总量会稳步增加，因此中亚天然气仍然在我国天然气保障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中亚天然

气资源具有比较优势高、安全性和稳定性好等优点，但我国与中亚天然气资源的合作开发也会受到政治、经济、

文化等外部因素的扰动。为此，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中亚天然气资源的地缘配置格局及

对我国天然气安全的保障程度与保障效益，分析了外部扰动因素对中亚天然气资源开发的影响和对中国能源安全

的保障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当前我国与中亚天然气资源合作开发亟待采取的对策建议：（1）建立副总理级

的天然气合作开发协调委员会；（2）制定并完善与中亚五国的天然气双边贸易协定；（3）继续扩大中亚—中国

天然气管道输气能力；（4）优选我国与中亚天然气合作开发模式；（5）建立中国-中亚天然气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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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能源地缘配置与国家安全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entral Asia Energy Geo-configu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中亚五国 2016 年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19.6 万亿立方米，

约占全球的 10.5%，主要集中在土库曼斯坦（89%）、乌

兹别克斯坦（6%）和哈萨克斯坦（5%），塔吉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仅有少量储藏，可忽略不计[1]。其中，土库

曼斯坦天然气探明储量仅次于伊朗、俄罗斯和卡塔尔，

位居世界第 4 位。由于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

具有与东、西、南、北连接的优越区位条件，为天然气

资源外运提供了方便。尽管与中东等老的世界天然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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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中心相比，中亚天然气开发目前总体上还处在起步阶

段，但丰富的资源储藏、适宜的开采条件和便捷的运输

潜力使它成为世界天然气开发的“新基地”[2]，因而受

到世界各大国的控制与争夺，存在尖锐的战略冲突和利

益矛盾。2016 年，中亚五国天然气出口量为 651 亿立方

米，其中 52.4% 出口至中国；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为723

亿立方米，其中47.2%来自中亚五国[1]。可见天然气资源

合作开发对中亚和我国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

本文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中亚

天然气资源的地缘配置格局及对我国天然气安全的保障

程度与保障效益，分析了外部扰动因素对中亚天然气资

源开发的影响和对中国能源安全的保障风险，并有针对

性地提出了当前我国与中亚天然气资源合作开发亟待采

取的对策建议。

1 中亚天然气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

1.1 中亚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与格局

近 30 年来，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和哈萨克斯坦（以下称“中亚三国”）天然气资源

开发利用经历了大起大落并逐步恢复到稳步发展的过程

（图 1），天然气生产量由 1985 年的 1 109 亿立方米波

动上升至 2016 年的 1 495 亿立方米，消费量由 1985 年

的 487 亿立方米波动上升至2016 年的 943 亿立方米，供给

区外的天然气量由 1985 年的 622 亿立方米恢复到 2016 年

的 651 亿立方米。

（1）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对整体格局起主要决定作

用。该国 1989 年达到天然气生产量的峰值 814 亿立方

米；1991 年受苏联解体的影响，天然气产量剧烈下降；

1998 年降至谷底 120 亿立方米，出口量随之降为 0，主

要原因是与通往国际市场的过境运输国俄罗斯之间的协

议关系没有调整好；双方矛盾消除后，1998—2008 年一

直处于快速恢复的过程；2008—2009 年由于金融危机，

天然气产量出现骤降；2009—2016 年波动上升，但仍未

恢复到 1989 年的高峰水平。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消费量

远低于生产量，因此天然气大部分用于出口。2016 年，

土库曼斯坦的出口量为  372 亿立方米，主要流向哈萨

克斯坦（11 亿立方米）、伊朗（67 亿立方米）和中国

（294 亿立方米）。

（2）哈萨克斯坦天然气开发利用基本呈上升趋势。

1991 年受苏联解体影响，该国独立后经济出现危机，天

然气生产量在 1996 年前呈下降趋势，1997 年恢复到苏联

解体时的水平；之后稳步上升，2016 年达到 199 亿立方

米。同时，消费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1999 年之前哈萨

克斯坦的消费量高于生产量，2000 年至今消费量均低于

生产量。在中亚三国中，哈萨克斯坦的生产量和消费量

均处于最低水平，2016 年出口量为 165 亿立方米，主要

流向俄罗斯（161 亿立方米）和中国（4 亿立方米）。

（3）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开发利用呈波动平稳上

升趋势。该国天然气生产量远高于哈萨克斯坦，2007—

2010 年有小幅下降。消费量 2002 年以前平稳上升，与生

产量接近；2002—2011 年经历了下降、回升、骤降又回

升的过程；2011—2016 年平稳缓慢增长，至 2016 年消费

量占生产量的比重为 81.8%。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出口量

相对其他两国较少，2016 年出口量为 114 亿立方米，主

要流向哈萨克斯坦（15 亿立方米）、俄罗斯（56 亿立方

米）和中国（43 亿立方米）。

1.2 中亚天然气资源未来的配置格局

根据中亚天然气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3-6]，

预计 2020 年、2025 年和 2030 年中亚天然气生产量分别

为2 502 亿立方米、2 674 亿立方米和 3 206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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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分别为 897 亿立方米、1 029 亿立方米和 1 156 亿

立方米，出口量分别为 1 605 亿立方米、1 644 亿立方米

和 2 050 亿立方米（图 2）。

（1）土库曼斯坦未来仍为中亚天然气的主要出口

国家。按照伍德麦肯兹能源咨询公司的预测，未来一

段时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生产量将保持较快增长，

到 2020 年达 1 650 亿立方米，消费量达 300 亿立方米，

出口量为  1 350 亿立方米，主要流向俄罗斯及乌克兰

（共  900 亿立方米）、中国（300 亿立方米）和伊朗

（150 亿立方米）[3]。到 2025 年，生产量将达到 1 800 亿

立方米，消费量为 400 亿立方米，约有 1 400 亿立方米的

天然气需要出口，将主要流向俄罗斯（800 亿立方米）、

中国（300 亿立方米）、伊朗（200 亿立方米）及欧盟

（100 亿立方米）[4]。到 2030 年，生产量将达到 2 300 亿

立方米，消费量为 500 亿立方米，约有 1 800 亿立方米的

天然气出口。

（2）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消费水平相对较高且出

口量较大。随着乌斯丘尔特地区的天然气田投入大规

模工业开发，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的生产量、消费量以

及出口量都有所增长。据预测，到 2020 年生产量可能

增加到 605 亿立方米，消费量为 434 亿立方米，出口量

达 171 亿立方米；2025 年生产量增加到 643 亿立方米，消

费量为 453 亿立方米，出口量达 189 亿立方米；2030 年

生产量达到 682 亿立方米，消费量为 475 亿立方米，出口

量达 207 亿立方米，其中主要出口给俄罗斯（150 亿立方

米）、塔吉克斯坦等中亚邻国（37 亿立方米）以及亚太

地区（20 亿立方米）[5]。

（3）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生产、消费、出口量均处

于最低水平。据预测，哈萨克斯坦天然气产量到 2020 年

为  247  亿立方米，消费量为  163  亿立方米，出口量

为 84 亿立方米；到 2025 年生产量为 231 亿立方米，消费

量为 176 亿立方米，出口量为 55 亿立方米；到 2030 年，

哈萨克斯坦国内天然气生产量达 224 亿立方米，消费量

达到 181 亿立方米，其中工业用气 52 亿立方米，热能及

发电用气 72 亿立方米，居民用气 51 亿立方米，汽车运输

行业用气 5 亿立方米，出口量达 50 亿立方米[6]。

2 中亚对中国天然气安全的保障程度

2.1 中亚对中国天然气安全保障程度的历史变化过程

中国天然气资源也比较丰富，2016  年探明储量

为 5.4 万亿立方米，但由于人口和经济总量大，生产量远

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严重依赖进口。2006 年开始从其他

国家进口，2007 年开始供不应求，2009 年中国—中亚天

然气管道修建成功，2011 年开始中亚的土库曼斯坦超越

澳大利亚成为我国天然气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之后，

中亚地区成为我国天然气进口的主要渠道，对我国天然

气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1）中国天然气生产量。1980—2016 年中国天然气

生产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图 3），由 147 亿立方米/年增长

到 1 384 亿立方米/年，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80—1995 年，缓慢增长，15 年间年产量增长了 38 亿立

方米；第二阶段为 1996—2004 年，较快增长，8 年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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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增长了 244 亿立方米；第三阶段为 2005—2016 年，

快速增长，11 年间年产量增长了 955 亿立方米。

（2）中国天然气消费量。1980—2016 年中国天然气

消费量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图 3），由 147 亿立方米/年增

长到 2 103 亿立方米/年，也可分为缓慢增长、较快增长、

快速增长 3 个阶段：1980—1994 年，生产量与消费量基

本持平；1995—2006 年，生产量高于消费量；2007 年以

后，消费量逐渐超过生产量，差距不断拉大。

（3）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及中亚的保障程度。

2010—2016 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由163.5 亿立方米/年增

长到 723 亿立方米/年，对外依存度（进口量占消费量的

比例）由 14.7% 增加到 34.4%（图 4）；中亚供给中国天

然气的量由 36 亿立方米/年增长到 342 亿立方米/年，从

中亚进口天然气占总进口的比例由 14.7% 增加到 2012 年

的 51.8%，之后在 50% 上下波动，到 2016 年为 47.3%

（图 4 和 5）。相应地，中亚对中国天然气的保障程度

（中亚供给中国天然气的量占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的比

例）从 2010 年的 3.2% 增加到 2016 年的 16.3%（图 5）。

2.2 中亚对中国天然气保障程度的未来发展趋势

天然气凭借其与汽柴油、液化石油气（LPG）等的价

差优势以及环保优势，在国内具有强大的潜在消费需求。

根据中国天然气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7-11]，预

计 2020 年、2025 年、2030 年中国天然气生产量、消费

量、进口量、对外依存度都将显著提高（图 4）。其中，

中亚五国占我国天然气进口市场的份额未来虽然会有所

下降（图 4），但进口总量会稳步增加（图 5），仍然在

我国天然气保障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1）中国天然气生产、消费、进口量预测。生产

量方面，有关学者预测中国常规天然气的高峰年产量为

2 400 亿—2 800 亿立方米，产量增长高峰期将持续到 2045

年左右[7-11]。消费量方面，不同机构提出了对未来我国天

然气需求的预测情况[7-11]，本文综合分析后预测 2020 年

为 3 400 亿立方米，2025 年为 4 200 亿立方米，2030 年

为5 000 亿立方米。进口量方面，由于消费量和生产量

预测值不同，进口量预测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综合分

析后预测 2020 年、2025 年、2030 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

为 1 600 亿立方米、2 100 亿立方米、2 700 亿立方米。

相应地，中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 2020 年、2025 年、

2030 年分别为 45.7%、50%、54%，这说明如果大幅度提

高天然气的消费量，将必须依靠大量进口天然气，因此

国家天然气能源风险提高。

（2）中亚对中国天然气保障程度预测。根据未来

中亚天然气的出口量及当前供给中国天然气占其总出

口 50% 左右的比重，以及目前已建成投产和正在建设

的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 4 条支线的总运力到 2020 年

可达 850 亿立方米等情况，预测到 2020 年、2025 年、

2030 年中亚供给中国天然气的量分别为 800 亿立方米、

850 亿立方米、1 000 亿立方米。相应地，从中亚进口天

然气占中国天然气总进口的比例分别为 50.0%、40.5%、

37.0%，从中亚进口天然气的量占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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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进口量、对外依存度及从中亚进口占总
进口的比例变化

图 5    2010—2030 年中亚对中国天然气的供给量及保障程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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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别为 22.9%、20.2%、20%（图 5）。但此预测方案是

比较保守的估计。如果中国政府能加强与中亚的合作，

适当提高中亚地区供给中国天然气的份额，则预计中亚

供给中国天然气的量到 2030 年可达 1 300 亿—1 500 亿立

方米（占中亚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63%—73%）。该方案下

虽然中亚地区供给其他国家天然气的比重下降，但总量

仍有较大的增长。

3 中亚对中国天然气安全的保障效益及扰动
因素

3.1 中亚对中国天然气安全的保障优势与效益

中亚天然气资源具有比较优势高、安全性和稳定性

好等优点。从中亚进口天然气，可以促进中国能源供应

多元化，极大地优化中国能源结构，不仅可以降低中国

能源安全的风险，还可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

（1）中亚天然气合作开发拥有地缘优势。中亚是唯

一与中国紧邻的海外陆上天然气来源地，运输距离短，

不用经过第三国，贸易谈判相对简单。与海运需要经过

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相比，管道运输和陆

路通道运量大、安全性和稳定性好。从分散风险入手，

中国发展与中亚地区的天然气合作，可以缓解对中东、

非洲等地区的依赖，降低中东局势动荡、海上运输风险

等对中国能源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中亚地区是

连接俄罗斯和中东甚至非洲天然气产地的重要枢纽，随

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中亚地区

可以把我国市场与中东乃至非洲地区的天然气产地联系

起来，为我国稳定地获得更多天然气供应提供可靠保

障。

（2）可以获得天然气价格优势。作为一个新兴国

家，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缺乏足够的发言权，关于价

格的谈判能力和议价能力也比较弱小。快速增长的能源

需求导致中国被迫承受不合理的“亚洲溢价”和能源价

格的剧烈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开拓中亚广阔的天然气

合作市场，不仅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天然气供应，还可

以在天然气合作开发中逐渐增加中国在世界天然气贸易

中的议价能力，获得较好的能源经济效益。

（3）可以极大地优化中国能源结构。在越来越大

的气候变化压力和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威胁面前，中

国亟待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增加天然气等清洁能

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据测算，从中亚进口的天然气

1 000 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 1.33 亿吨煤炭，替代量

相当于京津地区将近 2 年的煤炭消费总量；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 1.42 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220 万吨，对改善

我国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具有重大的意义[10]。

3.2 中亚天然气合作开发的扰动因素与潜在风险

中亚地区天然气合作开发可能会受到政治、经济、

文化因素的多重影响。政治上受到大国的控制与争夺、

周边国家动乱事件的波及、内部政治交接及恐怖主义的

影响，经济上受到跨国公司的资金支持及控制，文化上

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可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等。

（1）政治因素。中亚天然气地缘政治的复杂关系，

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中亚天然气投资热潮之后逐步

形成的，而且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12,13]。其中，俄美

矛盾是中亚地区争夺的主要矛盾，中国是俄美矛盾中重

要的平衡力量。从中亚周边政治环境来看，阿富汗局势

已成为影响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因素[11]；2014 年

的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出现了

重大变化，中亚主要资源国也必将更为坚定地奉行多元

平衡的外交与能源合作战略[14]；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

是 2015 年下半年国际地缘政治中最为戏剧性的事件，由

此引发的俄土关系恶化将对欧亚地区油气流向产生深远

影响[11]。从中亚内部政治风险来看，国家政权的交接问

题以及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的长期袭扰

也给中亚天然气合作开发带来安全隐患[15]。

（2）经济因素。经济互补性强是推动地区天然气合

作的内在动力。中亚国家天然气资源丰富而且自身消费

有限，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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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中亚国家无力独自开采本国的天然气资源，急

需外国资本和技术。西方跨国公司的介入为中亚天然气

的开发提供了技术、资金支持，但同时企业对利润的追

求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亚地区的发展。目前，中亚的主

要油气田基本被西方跨国公司瓜分，在天然气外输管道

的选址问题上，进入中亚的西方跨国公司面临着本国政

治于预与经济可行性的两难抉择。美国政府排斥俄罗斯

和伊朗的中亚天然气管道政策，迫使西方跨国公司接受

横穿里海管道路线，影响了西方跨国公司修建新管道的

积极性。这将对中亚与中国的天然气合作开发带来不确

定性影响。

（3）文化因素。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已经有 1 000

多年的传播史，是该地区最流行、信奉人口最多且覆

盖面最广的一大宗教。苏联时期，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严

厉的限制甚至取消宗教的政策，各类宗教基本停止了活

动。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意识形态出现真空，经济危

机和社会动荡导致“非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

义趁机流入，与中亚费尔干纳谷地宗教极端势力相结

合，产生了一大批伊斯兰激进组织，比如乌兹别克斯坦

伊斯兰运动（IMU，简称“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

（HUT，又称“伊扎布特”)、伊斯兰复兴党（IRPT）

等。这些宗教极端组织趁乱加紧渗透和宣传，力图建立

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

始，宗教极端势力向世俗国家政权发起挑战，通过恐怖

袭击、劫持人质、制造爆炸事件等暴力手段破坏地区稳

定，对中亚安全造成很大威胁[16]。

4 加强我国与中亚天然气资源合作开发的对
策建议

4.1 建立副总理级的天然气合作开发协调委员会

中亚地区是连接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甚至非洲天然气

产地的重要枢纽，因此应未雨绸缪，将上述国家统筹考

虑。我国分别于 1996 年、2012 年与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建立了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与俄罗斯还建立了副总理

级的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等[17]。

今后，我国应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在双边高层领

导定期会晤机制的基础上，成立副总理级的天然气合作

开发协调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天然气管道等重大基础

设施的共建共享以及后续天然气的调度协商事宜；深化

与美国、欧盟、土耳其、日本的合作，避免发生“能

源冷战”；积极争取韩国和印度，建立“亚洲能源联

盟”。

4.2 制定并完善与中亚各国的天然气双边贸易协定

中亚国家单纯依靠油气出口，这种单一的经济依

靠，会使其产生不安全感。为了规避自身无法控制的经

济、政治、过境风险因素，实施天然气多元出口战略是

其必然选择。例如，天然气资源最丰富的土库曼斯坦已

投入使用的、在建的、论证中拟建的天然气出口管线共

有 12 条，出口方向为中国、俄罗斯、伊朗、欧洲、阿富

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同样，我国也实施

天然气多元进口战略，每年从 20 多个国家进口天然气，

有时根据市场情况也可能压缩从中亚进口天然气的规

模。因此，为了消除双方的顾虑，并尽可能地减少各种

确定与不确定风险的影响，我国与中亚各国应在天然气

定价、通关和关税、服务贸易等领域，尽快制定并完善

天然气双边贸易协定，从国际法律制度层面保障我国与

中亚地区的天然气贸易保持稳定、安全、经济，实现互

利共赢。

4.3 继续扩大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输气能力

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包括 A、B、C、D  4 条线[18]。

其中  A 线起自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格达伊

姆，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进入我国境内的霍

尔果斯压气站，与国内西气东输线连接，设计年输气

量 150 亿立方米，于 2009 年 12 月建成投产；B 线与  A 线

路线相同，设计年输气量 150 亿立方米，于 2010 年 10 月

建成投产；C 线与 A、B 线起点和终点相同，设计年输

气量 250 亿立方米，于 2014 年 5 月建成投产；D 线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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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经塔吉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进入我国新疆乌恰站，并与国内西气东输线相

连，设计年输气量 300 亿立方米，于 2014 年 9 月开工，

计划 2020 年左右建成投产，投产后中亚—中国天然气管

道年输气能力提升至 850 亿立方米。但到 2030 年中亚可

供给我国天然气可达 1 000 亿—1 500 亿立方米，为此应尽

早进行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的扩容可行性研究，争取

用 12 年时间把中亚建成我国最大、最可靠的境外天然气

供应基地。

4.4 优选我国与中亚天然气合作开发模式

天然气合作开发模式主要包括产量分成模式、联合经

营模式、技术服务模式，以及 3 种模式的混合模式[19,20]。

我国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天然

气合作模式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国情及天然气产业发展

状况不同，又各具特色，因此应根据各自国情进行具体

选择。但总体上应以互利共赢为理念、政治互信为基

础、政府谈判为主导、国有公司为主体、上中下游全面

合作为重点、管道项目为纽带，以双边合作为主、双边

合作带动多边合作的模式。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国有企

业的海外投资带有浓厚的国家色彩，已引起东道国的担

忧和恐惧，因此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天然气开发。我国

天然气企业需改变单纯购买天然气资产的方式，多从东

道国经济发展需要和天然气发展战略出发，进行知识共

享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密切合作，争取各界对我国天然气

企业投资经营的理解和支持。

4.5 建立中国-中亚天然气交易中心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使得中亚地区在连接

中国市场与中东乃至非洲地区的天然气产地作用更加凸

显，以及俄罗斯在金融和能源上逐步转向亚洲[21,22]，我国

可以重点考虑在新疆建立中国-中亚天然气交易中心，主

要提供 3 个方面的服务：① 非交易性服务，具体包括天

然气运输、存储、调峰等服务；② 交易性服务，具体包

括天然气所有权买卖登记、清算、委托交易和交割确认

等服务；③ 天然气市场信息服务，使得天然气价格被市

场参与各方及时发现和较为准确的预见，形成天然气市

场化定价机制和体系。最终完善天然气期货市场、天然

气场外市场、天然气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同时优化天然

气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天然气供需求的波动起伏，

为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平稳运行提供了稳定的保障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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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ral Asia has abundant natural gas resources. Every country continues to improve the natural gas production and export volume, 

and strives to achieve diversification of exports. Accordingly, Central Asia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ll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world. As 

for China, the natural gas resource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imports. The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due to large 

population and huge consumption. At present,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ccount for about 50% of China's natural gas import market. 

Although the proportion may decline in the future, the total amount will increase steadily. Central Asia will still occupy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natural gas security pattern of China. The natural gas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have hig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s well a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Nevertheless, the cooperation of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may be disturbed b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refore, from the pointview of ensuring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o-configuration 

pattern of natural gas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as well as the guarantee level of natural gas security for China.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external disturbances on the natural gas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risk for China's energy security are also analyzed. 

Finally,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ooperation of natural gas resources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 establish a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cooperation of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at the vice premier level; (2) develop and improv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3) continue to expand the natural gas pipeline capacity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4) optimize the cooperation mode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5) establish a natural gas trading center fo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Keywords     natural gas, geo-configuration,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guarantee level, energy security,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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