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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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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际油价波动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波动幅度大，二是高价位波动。引起油价波动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需求的拉动和国际投机资本在石油市场的空前活跃是两个主要原因。国际原油价格的

波动加剧了我国国内经济的波动，输入通货膨胀压力，并造成相关产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应节能降耗，减少

对原油的过度依赖；推进原油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打破原油进口高度垄断的贸易体制；加快原油战略储备

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改革和完善原油市场体制，建立原油期货市场，谋求国际油价定价权，进而提

高风险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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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原油是当今人类使用最广泛的能源之一，也被

誉为“工业的血液”，其价格波动和飙升对全球经济

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化阶

段，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制造业

快速发展使得对原油等能源消费剧增，同时伴随着

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已步入了世界原油消费大国

和进口大国的行列。无疑，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与

长期高位运行，会对快速发展中的我国经济造成严

重的不利影响，而且油价波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

响非常广泛，影响过程也异常复杂。基于原油价格

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多年来众多学者对油价波

动及其影响问题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以下是其中有

代表性的一些成果。

马义飞（２００８）的研究认为，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的主要原因是供求关系、利益集团的作用以及投资

炒作；高油价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影响产业发展，不

利于原油进口国，会造成经济的衰退；通过对产业

结构和能耗的分析，说明高油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程度。

林卫龙（２００８）认为，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因战争导致的前三次石油危机不同，自２００２年以
来的本轮油价上涨，主要根源是供求关系、美元贬

值和投机因素等经济因素而非突发因素；本轮油

价上涨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外贸及能源

结构调整等方面均会影响，但总体看对经济发展

影响有限，不会改变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

本态势。

吴力波（２００８）指出，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原油价
格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明显弱化迹象，２００７年
以来，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初现端倪；但由于

此次油价上升并非源于供给冲击，各国对油价持续

上涨均存在一定预期，相关部门的产业结构调整也

由此而加速，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也会相应跟上，因

此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然在可预见的范围

之内。

贾殿村（２００８）研究了油价上涨对国民经济影
响的传导机制，提出了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对相关产

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列出了原油价格在上涨过

程中相对受益的行业和相对受损的行业及其重点

企业。

周杰琦（２０１０）实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国

际石油价格之间的长期变动关系，研究发现：长期

来看油价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单向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油
价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对称协整关系，油价

上涨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大于油价下跌的积极

影响；提出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油价呈下

跌趋势，我国应大力购入石油资源，建立起石油战

略储备。

以上学者的研究从油价波动的原因、对国民经

济的影响以及对策等多方面较全面地分析了长期

以来我们所面临的非常严峻的石油经济形势。然

而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欧洲爆发

债务危机，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日本发生大地震并

引发核电站泄漏，以利比亚为代表的多个产油国政

局巨变或动荡，各国通货膨胀压力普遍加大（张哲

人，２０１１），世界各国失业率普遍飙升，国际经济局
势持续动荡，世界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增大。与此同

时，受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宏观经济也面临

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及经济增长压力。在这一

轮经济波动中，油价继续大幅走高并剧烈动荡，推

波助澜，更加剧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同时，原油

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

的特征。

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我国的具体情况，继

续深入研究该命题，探讨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新动

向，指导我们找到合适的方式应对油价波动带来的

经济问题，依然是一个紧迫的课题。本文撷取最新

的宏观经济数据，根据当前的新形势，通过追溯国

际油价波动的历史以发现其不同阶段的特征，通过

分析油价高涨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影响以寻找有效

的应对方法，以期能有助于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及相

关企业制定应对措施，尽量消除当前经济环境变化

中的不利影响。

二、１９８６年以来的国际原油价格波动
第二次石油危机结束后的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７年期

间，国际原油价格基本在２０美元／桶的低位平稳运
行。１９９０年９月例外，受海湾战争影响，原油价格
突破４０美元／桶。但是战争很快结束，油价随之很
快归于平稳。这一时期原油市场基本处于供大于

求的态势，产油国与原油消费国双方对油价的态度

趋向一致（林靖，２００８）。
１９９７年７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油价受

累大幅下降，至１９９９年２月份，国际油价降至１０美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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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桶，是近３０年来的最低点。为了维护自身的利
益，ＯＰＥＣ成员国团结一致“限产保价”，随着主要产
油国的限产政策逐渐发挥效应，油价开始新一轮上

涨。此外，全球经济发展对原油需求的增加以及国

际投机资本在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投机活动都推

动了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到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涨至３４
美元／桶。２００４年９月，受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紧张
局势拖累，国际油价突破 ５０美元／桶。２００５年 ６
月，油价突破６０美元／桶；８月，飓风“卡特里娜”袭
击墨西哥湾，对这一地区原油供应和炼油厂生产造

成严重影响，国际油价一举突破７０美元／桶。
２００７年９月，由于市场担心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以及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油价突破８０美元／
桶；１０月，油价突破９０美元／桶；此后的一月余中，
受政治、战争预期、气候、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降及

降息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油价持续走高，１１月
２１日，油价达９９．２９美元／桶，距离百元大关仅一步
之遥。此后，原油价格暂时回落９０美元以下。２００７
年１２月２８日，受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

遇袭身亡消息的影响，油价回升至９７美元。
２００８年２月，国际油价终于突破１００美元。此

后便一路高歌猛进，经历了原油市场有史以来未曾

出现过的６个月的疯狂之旅。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５日，
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创历史最高点１４７．７４美
元／桶。然而，如此高价并未能持续，次日开始，原
油期货价格持续走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雷曼兄
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金融危机第一枚骨牌倒下，

引发连锁反应，全球经济经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
最为严重的衰退。情势急转直下，国际原油期货价

格进入了近９个月的持续下降通道中。随着全球经
济形势继续恶化，期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不断探

底，２００９年１月，创下新低３３美元／桶。此后，随着
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原油价格震荡上行，直至

２０１０年５月，重新爬上９０美元／桶的高价。此后，
国际油价持续呈现出震荡上升态势（刘满平，

２０１０），并在２０１１年１月重新突破百元大关，近期在
１１５美元／桶价位附近震荡，国际油价又进入了高位
运行期（见图１）。

图１　布伦特现货价格历史走势图（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３月）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ＥＩＡ（Ｕ．Ｓ．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ｔｏｎｔｏ．ｅｉａ．ｄｏｅ．ｇｏｖ／

　　由此可见，１９９８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国际油
价处于自１９８６年以来的相对低油价的平稳期，之后
进入了新一轮的油价高位运行剧烈震荡期；１９９８年
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短期油价波动频繁，波动幅

度加大（林卫龙，２００８ｂ）。从２００２年开始直到拐点
之前，世界原油价格年均价基本上是以每年１０～１３
美元的速率上升。但是在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
月间，油价波动幅度非常大，短短两年时间，完成了

从５０美元／桶狂飙至１４７美元／桶，然后又迅速跌回
３３美元／桶的整个历程。１９９８年至今的十年多时间

里，国际油价的大起大落就有５次，每一次波动的幅
度都在逐渐加大，而完成一次波动所需的时间却在

缩短。并且，原油价格上涨持续时间在２０世纪的几
次大涨中都为１～２年，而２１世纪所经历的第一次
原油价格大涨则历时６年方回落（吴力波，２００８ｂ），
且回落后很快又开始了第二次上涨，并持续至今，

油价又重返１００美元／桶以上。长期来看，油价波动
呈不断上涨态势，油价在高价位基础上持续上涨。

１９９８年以后的波动回落点，是渐次升高的（２００９年
１月例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油价跌落幅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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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原油价格呈现出波动
上行的发展趋势。

三、国际原油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

国际油价的波动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长期油

价的不断攀升主要是受经济发展对原油的需求加

快增长的影响；短期油价波动主要受政治、局部战

争、利益集团自身利益驱动以及原油期货市场的投

机活动等诸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１．需求的拉动
原油价格的长期持续走高，根本原因在于世界

各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全球原油需求量的大幅

度增长。从近年原油价格指数的走势来看，油价与

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比较一致的趋势。２０１１年
全球经济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发达国家的原油需求

缓慢增加，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

在成为全球原油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这些经济

快速发展国家的原油消费量的迅速增加，致使经济

增长对原油需求的依赖性加大，而全球原油需求的

大幅度增长使原油需求的弹性减弱。根据国际能

源机构（ＩＥＡ）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报告提供的预测数据，
２０１１年全球原油需求为８８５０万桶／天，较２０１０年
增长１２０万桶／天。由于发现并钻探新油井需时比
较长，全球原油供应相对稳定。预计全球原油库存

将呈趋势性减少态势，“低需求、高库存”的局面将

得到扭转。故而，全球日益增长的原油需求是长期

推高国际油价的重要因素。

２．欧佩克组织的利益驱动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ＯＰＥＣ）的原油储量占

全球总储量的７８％，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４０％，出
口量占世界交易量的６０％，是全球的主要原油供应
来源，在国际原油供应和原油价格方面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原油输出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曾经在

国际原油市场上扮演着翻云覆雨的角色，故意造成

供不应求，从而导致原油价格的上升。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全世界的经济萧条，都是

由于欧佩克联合限产抬价引发的。２００３年，欧佩克
为了防止油价大幅下跌，故技重施，先后三次宣布

减产，都使当时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回

升。同时，欧佩克产油能力的接近饱和也是催发油

价不断上涨的强劲动力。

３．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影响
过去几年世界范围内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一系

列影响石油价格的政治事件、恐怖袭击、自然灾害

以及劳资纠纷等突发事件。海湾地区和一些产油

国国内局势动荡，使主要产油国原油生产面临随时

受阻的风险，从而严重影响国际原油市场的稳定。

美伊战争后的伊拉克国内形势日益恶化，南北两路

出口管线在过去的几年屡遭破坏，严重影响到石油

出口；沙特境内的恐怖袭击事件也屡有发生，接二

连三的绑架、爆炸、武装袭击事件也给该国的石油

工业带来阴影；伊朗核危机问题吸引了世界各国的

眼球，美国将其作为下一个打击对象的可能性也在

增强；尤其是美国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宣布将延续
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对伊朗采取的经济制裁，更加剧了人
们对未来中东石油局势的担心。２０１１年年初，突尼
斯、埃及政府相继垮台，也门接近了内战的边缘，利

比亚内战引致西方多国军事打击，巴林、叙利亚、约

旦、阿尔及利亚、沙特、伊朗等国也出现了程度不同

的社会震荡。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之一，中

东北非地区似乎进入了３０多年来罕见的政治动荡
期，使国际油价走势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与此同

时，日本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突发大地震，继续使国际
原油价格承压。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德

斯表示：“日本事件减少了人们对核能替代能源的

信心，北非及中东事件减少了液体天然气和石油等

能源的供给，能源价格会居高且波动不断”。

４．国际炒家的投机驱动
据统计，参与世界原油期货市场交易的投资

者，真正的需求方只占交易总量的３０％左右，其余
均为套利者。２００５年世界原日均供应量为８０００万
桶，但纽约国际原油交易所日交易量达２亿桶，而伦
敦国际原油交易所日交易量更接近４亿桶。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美联储连续降息、美
元对全球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等一系列事件，使国

际投资者将原油等大宗商品作为对冲对象，寻求保

值和避难场所；同时，更多的对冲基金开始进入国

际原油期货市场进行期货的倒买倒卖，谋取高额利

润。投机机构在过去４年里在原油市场中的作用越
来越大，原因在于原油价格是以炒家们投机炒作的

“原油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的，国际炒家对原油

价格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原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

对原油供给的控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原
油价格的主导权已经由欧佩克转到像纽约商品交

易所这样的原油期货市场。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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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长盖尔·鲁索认为，从供求状况分析，油价每

桶９０美元比较合理，超过９０美元，都是过分投机行
为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原油商品视为战

略投资品种，用手中拥有的巨额资金在原油期货市

场闻风进出，巨量投机，从而导致原油价格近年来

持续走强，投机为油价高涨贡献了每桶约１０～１２美
元的涨幅。

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的诸多因素中，全球经济的

强劲增长是原油价格上扬的最基本和经常性影响

因素，且这一因素必然在未来尚不可预期的一个时

期内影响原油价格的波动方向。欧佩克因素短期

内可搅动原油市场，导致原油价格暴涨，但长期内

仅依靠欧佩克的力量，很难维持高价格。地缘政

治、恐怖活动及天气因素对油价的影响往往是通过

对基本因素的影响来发挥作用。投机因素则是利

用炒作“概念”“题材”，影响国际原油市场价格的基

本面和非基本面因素的长期或短期变化来影响原

油价格，并经常导致国际油价脱离基本面因素决定

的价格。但投机资金炒作的“概念”、“题材”必须有

“基本面分析”的配合，并不能在中长期趋势上决定

石油价格的走向，他们只能在“基本面”有机可乘时

对石油价格的变化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对我国经济

的影响

早在１９９３年，我国就成为原油净进口国，２００３
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２０１０
年５月再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大原油进口国。１９９３年的进口依存度为６％。随后
这一数据就不断攀升，呈逐年加快上升趋势。２００８
年原油进口依存度为４９％，２００９年首次突破５０％
的警戒线，达到 ５１．３％。２０１０年，更是攀升到了
５３．７％（另一说为超过了５５％），再创新高。原油依
存度不断提升并不在预料之外，国际能源署（ＩＥＡ）
早前就表示，“中国能源需求增速未来若保持不变，

原油进口依存度或将升至８０％”。
进口量和进口依存度的双双提高，使我国国民

经济对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变得更加敏感。那么，

油价波动将从哪些方面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产生影

响呢？

１．油价上涨制约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国内原油的定价已基本与国际市场

同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必将导致国内油价的

波动。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油价上升将使消

费和投资减少，出口下降，因而使国民经济受到不

利影响。相反，如果油价下降（但不是太低，因如果

太低，将使其石油工业受到严重影响，因而对国民

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

当前，原油价格持续在高位徘徊，对我国国民

经济总体是不利的。据有关国际组织估计，原油价

格每桶上涨１０美元，将使经济增长降低０．２５个百
分点。若我国对国际原油依存度继续提高，不利影

响会越来越大。另据有关专家对我国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的ＧＤＰ、石油进口数量和价格波动进行的综合分
析：国际原油价格每上涨１％并持续一年，将使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降低０．０１个百分点；１９９９
年国际油价上涨１０．３８％，影响我国 ＧＤＰ增长率约
为０．０７个百分点；２０００年国际油价上涨６４％，影响
我国ＧＤＰ增长率０．７个百分点，按２０００年国内生
产总值８．８万亿人民币计算，相当于损失６００亿元
人民币以上。

２．油价上涨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从以往的经济运行中可以观察到，随着油价的

上涨，物价水平也会快速上行，然而，在油价跌落的

时期中，却很少看到物价水平随之大幅度下跌。正

像我们看到的国内成品油市场，一直以来易涨难

跌，颇受诟病。原油价格的变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

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般商品，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给

我国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较强的负面影响。

高油价不仅增加外汇支出、加大企业成本、增加居

民消费支出，同时增加通货膨胀压力。高油价的结

果首先是原油化工产品的涨价，接着带来能源的全

面涨价，而后是能源消耗较多的工业领域成本上

升。事实上，高油价使我们生活所有方面的成本都

有所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所有行业都提高了成

本。随后，高油价推动一轮又一轮通货膨胀的出

现。开始，原油开采者可能在高油价中获益，随着

钢材、人工成本上升之后，原油开采的利润空间也

会减少（马义飞，２００８ｂ）。当油价的长期高位运行，
会使得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加强，进而转化为

现实的通货膨胀。可见高油价是通货膨胀的主要

推动因素之一。

根据国际能源署、ＯＥＣＤ经济部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经济研究部合作研究的报告，在没有价格管

制的情况下，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上升１０美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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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一年，通货膨胀率将上升０．８个百分点。

３．油价波动造成相关产业经营的不确
定性

随着全球经济工业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体系

的空前发展，油价波动牵动的产业链越来越多，油

价大幅攀升必将给国民经济各行业带来较大的冲

击。上游行业石油开采业成为直接受益者；作为替

代品的煤炭资源会因价格联动而间接受益；炼油企

业成本压力较大；对燃油占运输成本很高的航空业

和运输业、向下游转嫁成本能力较差的化纤行业和

建筑建材行业以及相对缺乏技术含量和毛利率低

的纺织服装业构成极大的压力；间接对农业产生较

大不利影响；替代能源行业获得快速发展。

油价波动造成相关产业经营的不确定性。第

一，油价波动与下游产业的运行周期呈现较密切的

相关性，持续高油价最终会对下游产业的景气周期

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导致下游产业景气周期峰值

位移、周期持续的时间增减变化。第二，对大额采

购或投资产生明显影响，投资者在不确定时期转而

采取观望态度以等待未来数据好转，并由此引发短

期经济活动下滑。一旦形势明朗后，经济活动通常

会反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潘向东计量分析

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与中

国的投资增长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也即国

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中国的投资有一种抑制作用。

第三，由于高油价，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也增大了。

高油价直接抬高企业原材料成本并间接抬高资金

成本和人力成本，对企业利润造成挤压。在未来的

若干年，企业经营状况的根本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油价高低。第四，高油价亦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

型的根本因素，而转型过程面临的不确定性将使未

来经济的增长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

五、我国应对国际油价波动政策措施

面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国际油价波动，我国政

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一是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目标。早在２００７年，
重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明

确规定，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务院和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节能工作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我国政府制定

的“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降低２０％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１０％）已

基本实现。“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计划将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１７．３％；到２０２０年，在２０１５年
的基础上再削减１６．６％。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按期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

能效。近年来我国能效标准不断提高，２０１１年 ５
月，温家宝总理承诺，将以“铁的手腕”实现能效目

标，其艰巨性可见一斑。

二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发展新能源产

业。我国政府还计划在２０２０年之前，将非化石燃料
占国内总能耗的比重提升至１５％，减少对化石燃料
的依赖。随着《新能源法》（２００５年）、《可再生能源
法》（２００６年）及《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２００７年）的颁布实施，国家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提供了巨大的

市场空间。目前，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取得了较大进展，产业发展已有一定基础，但仍

需不断深化。

三是推进原油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我国早

已开始推进原油进口多元化进程，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是在原油进口环节处于高度垄断的贸易

体制下，极大地限制了成品油市场的供应渠道。

四是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国家能源局发展规

划司司长江冰表示，“十二五”期间，能源发展的重

点之一是要加强国际能源合作。要统揽国内国外

两个大局，坚持互利共赢、协同保障的原则，加强海

外开发；深化和拓展国内外能源对外开放，进一步

扩大能源贸易；利用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积

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交流，努力建设能源国际合作

新秩序，保障能源安全。

五是推进石油战略储备与原油期货市场建设。

我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紧建

设。我国的期货市场首创于１９９０年，至今仅有短短
２１年的历史。并且直到２００４年８月，才在上海期
货交易所有了燃油期货这一个品种的期货交易，而

且只限国内交易商买卖。此后，原油期货再无新的

进展。可见，我国的原油期货市场其实尚未真正建

立起来，更谈不上参与国际原油定价了。

上述政策措施还需进一步改进与深化，应探寻

新的思路，最大限度地减轻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对我

国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１．需求方面的应对措施
（１）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２０００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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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的能源需求总量增幅明显加大，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６年，我国累计消费的能源总量占世界能源总需
求的１３．８％，其中原油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９％，但
我国所创造的经济产出只占世界总产出的４．４％。
从历史长周期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累计消

费能源总量占世界总需求的１０．１％，但创造的产出
只占世界总产出的２．９％。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
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三至四倍，主要用

能行业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４０％，有的产品
耗能水平甚至比世界先进国家高８０％。我国单位
ＧＤＰ的能耗是日本的７倍、美国的６倍，甚至是印度
的２．８倍。我国的单位产出能耗、油耗大大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因此，我们要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

提下，降低能源消耗。我们要从法律法规及政策和

监管等各方面强化能源节约要求和标准，充分利用

能源价格、税收调节等经济杠杆倡导和鼓励能源的

节约，提出切实可行的节约行动计划，强化全民节

约意识，逐步建立节约型社会经济体系。

（２）建立能源的多元化格局，减少对原油的过
度依赖。为了减轻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应

积极寻找替代能源，促进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降

低能源结构中石油的比例，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

这也是解决石油供应短缺问题的一个思路。随着

“西气东输”等基础工程的相继完成，我国天然气行

业的发展前景良好，有望在部分能源供应领域实现

“以气代油”；还应当大力发展核能，虽然这次日本

大地震中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民众对核能安全性

的质疑，但核能的诸多优越性不容置疑，在充分评

估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应该可以成为未来主要的能

源来源；大力发展和充分利用资源丰富的水电、风

能、地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２．继续推进原油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打破原油进口高度垄断的贸易体制

目前我国原油的进口市场较为单一，主要来自

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石油进口总量的８０％来
自１０个国家，而６０％以上来自中东和非洲的６个
国家。海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沙特、安哥拉和伊朗
是中国原油进口的前三大来源国，三者合计占中国

原油进口总量超过４０％，集中度很高（见表１）。预
计未来几年，我国从中东及非洲地区进口原油的比

例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而中东及非洲地区目前

频繁而剧烈的地区动荡，加大了我国原油进口的风

险。如非洲国家安哥拉，自我国援建以来，原油产

能快速提高，一度成为我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

国。但该国之前长期处于内战，政治形势较为复

杂，进口量起伏不定，难以稳定保证中国原油需求。

另外我国的原油进口９０％以上采用海上集中运输，
且４／５左右通过马六甲海峡，一旦遇到战争或其他
不可抗拒的风险，我国的原油运输安全将面临极为

被动的局面。

表１　２０１０年我国原油主要进口来源地统计表

进口国家 进口量／万吨 同比增长／％ 比重／％

沙特阿拉伯 ４４６４．１ ７．０ １８．７

安哥拉 ３９３８．１ ２２．４ １６．５

伊朗 ２１３１．９ －７．９ ８．９

阿曼 １５８６．８ ３５．２ ６．６

俄罗斯联邦 １５２４．５ －０．４ ６．４

苏丹 １２５９．９ ３．４ ５．３

伊拉克 １１２３．８ ５６．９ ４．７

哈萨克斯坦 １００５．４ ６７．４ ４．２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２０１１年 ３月）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ｐｏｒｔａｌ０／

因此，为了我国的原油安全，必须推行原油和

原油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在

推行原油和原油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过程中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我国除从上述传统国继续进

口原油外，还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印尼、澳大

利亚等国达成了能源投资协议，与埃及和阿尔及利

亚签署了开采原油和天然气的合作协议，开始从加

蓬购买原油以及近期即将开通中俄石油管道，等等。

此外，打破国内的两大石油巨头对原油进口的

高度垄断，也有助于增加原油进口，抑制原油价格

的波动。根据我国现行政策，中石油、中石化系统

外的企业若进口原油，必须持有两大集团出具的

“排产”（安排生产）证明，海关才放行，铁路部门才

安排运输计划。两大集团基本不可能给系统外的

炼油厂“排产”证明，民营油企如果想给自己持有的

配额找出路，就必须签下返销协定，即进口原油后

返销给两大集团，不能直接在市场上销售，销售必

须是两大集团统一安排。换句话说，在高度垄断的

贸易体制下，民营油企手中的进口原油配额，只可

以用来转手卖给中石油或中石化，赚取差价而已。

为此，全国工商联在２０１０年为“两会”准备的两份
提案中呼吁，放松原油的进口限制和使用限制，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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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部分通过非国有企业贸易进口的原油在市场上

自由流通，允许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地方炼油企业

进口自用原油。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

科也表示，“十二五”期间能源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

主攻之一就是要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改革的方向

是尽可能地引进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大对垄断性质

行业的监管，增加透明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但

破除能源领域的垄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３．持续推进原油战略储备体系建设，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

作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和进口国，目前高

达５３．７％的对外依存度，使原油战略储备的尽快建
立与健全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极为关键的重要

举措。在和平环境下，原油战略储备的主要功能是

平抑油价；在战争或动乱的时候，则可以应对国外

强权势力通过控制我国的原油通道向我国施加压

力。目前，正处在加紧建设战略石油储备基地的阶

段。决策层决定用１５年时间，分三期完成石油储备
基地的建设。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我国

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石油储备能力分别达到２４３８
万吨和２３０１万吨，并初步形成了３６天消费量的储
备能力。二期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也即将开建。据

了解，中国石油储备的总体目标是最终形成９０天消
费量的储备能力。相比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姗姗

来迟，美国的石油储备已经达到９亿桶，美国的石油
储备量时常成为国际热钱操控石油价格的标杆。

而自１９７８年石油危机后日本启动国家石油储备制
度以来，日本的石油储备量已经从当年７天的用量
迅速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２天。当前我国已在储油
设施等硬件上保证了启动战略石油储备的基本条

件。然而，构建石油储备体系还有一系列工作要

做，像石油战略储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储备营

运管理机构的设立、储备油品的来源、储备资金的

来源、新储备基地的选址、符合中国需求的储备规

模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论从国内市场还是从

外部环境来看，加快推进我国石油储备体系建设都

刻不容缓。

４．改革和完善原油市场体制，提高应对
风险能力

在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同时，要加快石

油市场体制改革，降低行业准入标准，打破行业垄

断，促进市场竞争和资源合理开发。适当提高原油

资源税税率或征收原油价格基金，将原油开采行业

的非正常超额利润转移到下游企业和公共事业

单位。

此外，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原油期货市

场，谋求国际油价定价权。原油期货虽然投机性较

强，但其对平抑原油价格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我国

应适时建立自己的原油期货市场，提高在国际原油

定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努力谋求国际油价的定价

权，以抵御国际油价波动带来的风险。支持和鼓励

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国际原油期货市场，利用期货交

易规避价格风险。２００４年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燃料
油期货推出以来，其价格指导作用初步显现。２００６
年我国成品油市场基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市场竞

争主体增加，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更加灵活，成品

油价格变化也将更加频繁。今后应进一步开发国

内原油期货品种，使国内原油需求方能够规避价格

风险，增强我国在国际原油价格体系中的作用，改

善我国企业在国际原油贸易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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