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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石油价格波动与俄罗斯经济增长

【编者按】 　 俄罗斯是典型的能源依赖型国家ꎬ国际石油价格的涨落直

接影响着俄罗斯联邦预算的平衡和经济增长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后ꎬ国际石油价

格大幅下跌ꎬ３０％ 的跌幅使俄罗斯损失近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俄罗斯经济遭遇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又一次重创ꎮ 而国际石油价格下跌恰逢美欧对

俄罗斯实施制裁这个关键节点上ꎬ下跌的原因便引发各方猜测ꎮ “市场论”
认为ꎬ油价下跌是因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ꎬ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普遍减速导致

需求不振ꎬ而沙特阿拉伯、美国、俄罗斯等石油产出大国都宣布不减产ꎬ导致

供大于求ꎮ 另外ꎬ石油价格受期货和现货供应的影响ꎬ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以来ꎬ
美元持续走高ꎬ让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承受下行的压力ꎮ “阴谋论”则认

为ꎬ这次石油价格暴跌ꎬ从战略上、时间节点上、宣传上都配合了美国打压俄

罗斯的需要ꎮ 启动金融武器ꎬ压低石油价格ꎬ联手沙特阿拉伯ꎬ打击俄罗斯ꎬ
使俄罗斯失去经济支撑ꎬ从而失去对中东欧、中东、北非和乌克兰局势的介

入能力ꎮ 本刊编辑部特邀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讨论ꎬ探究此次国际石油价

格下跌的真正原因ꎬ从理论上论述国际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ꎬ解析

“页岩革命”后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市场之争对国际石油价格产生的影响ꎬ
预测未来石油价格的基本走向ꎬ这对把脉俄罗斯经济至关重要ꎮ

【关 键 词】 　 国际石油价格　 俄罗斯经济　 “页岩革命”

米　 军　 刘彦君(浙江师范大学俄罗斯非洲投资研究所所长、教
授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一)当代经济的显著特征是油气资源的金融属性凸显

国际石油市场定价体系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前

的跨国石油公司殖民定价ꎻ２０ 世纪 ６０ ~ ８０ 年代欧佩克官方定价ꎻ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转变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国家进行充分竞争的现货自由市场结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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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８０ ~ ９０ 年代油价的波动主要受现货市场实体石油供求关系影响较

大ꎻ２０００ 年后石油期货市场作为定价基准的格局形成ꎮ 从 １９８３ 年美国纽约

交易所推出中质原油期货合约到 １９８８ 年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２００１ 年被洲

际交易所收购)发布布伦特期货合约ꎬ标志着一个全新的高度市场化的石油

定价解决方案逐渐形成ꎮ 这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一次革命ꎬ其影响力在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开始显现ꎬ从 ２０００ 年石油价格开始上涨直至今日ꎬ由于组织(欧佩

克、石油公司或国家)集体行动难以形成ꎬ事实上原油价格脱离任何生产组织

控制的形势已经形成ꎮ
总之ꎬ经过 ３０ 多年的国际石油金融市场发展ꎬ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国际石油市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ꎬ它已不再是简单的实体经济里的货物

交易市场ꎬ而是演变成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这不仅改变了世

界石油市场原油的结构和石油贸易商的交易方式ꎬ而且改变了国际石油价格

的形成机制ꎬ即国际石油金融衍生品市场影响到国际石油期货价格ꎬ然后再

传导到现货价格上ꎮ 在确定原油和油品价格水平时ꎬ这些期货合约前一交易

日的结算价已经成为不同地区间原油交易的价格参照基准(如出口欧洲或从

欧洲出口的原油选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的交易价格ꎬ北美选西德克萨斯

中质原油)ꎬ也是全球原油价格的最重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在近 １０ 多年来ꎬ
原油期货合约价格和现货价格走势几乎一致)ꎮ 在当今国际金融体系格局

下ꎬ世界石油金融期货交易市场规则无法根本撼动ꎮ 世界石油金融期货交易

市场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个信息广泛而强大的交易博弈平台ꎬ无论是供需基

本面因素、地缘政治等突发因素、美元因素、原油库存、石油投资基金行为、全
球经济增长景气程度、环境需求变化等影响因素都将在这里得到综合性预期

反映从而决定油价走势ꎮ 我们认为ꎬ实体石油基本面的供求关系已经不是左

右石油价格巨幅波动的主要因素ꎬ只能视为基础性因素ꎮ 正是全球各地石油

供求关系差异衍生出的石油贸易与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因素结合在一起ꎬ给石

油价格波动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长期石油价格的预测是件

极其困难的事情ꎬ短期石油价格主要决定于石油期货市场的运行ꎮ
目前ꎬ原油价格受诸多因素制约ꎬ走高概率不大ꎮ 一是从库存因素看ꎬ由

于原油的需求和供给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ꎬ库存水平通常代表了短期的

供给条件ꎮ 过去 ５ 年ꎬ发达国家商业石油库存总体上比较充裕ꎮ 据美国能源

信息署预计ꎬ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国家商业石油库存平均约为 ２６ ２ 亿桶ꎬ可以满足

ＯＥＣＤ 国家 ５９ 天左右的需求ꎬ这说明 ２０１５ 年发达国家偏于充裕的库存水平

对油价上涨形成一定的抑制ꎮ 二是从美元因素来看ꎬ美元汇率波动是石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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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走势的重要先行指标之一ꎬ因此ꎬ美国货币政策是影响油价的一个重要因

素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受美元加息预期的影响ꎬ美元汇率不断升高成为原油价格

下跌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三是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影响油气需求ꎬ目前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景气度不高同样抑制油价的上涨ꎮ 此外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制裁

以及投资基金行为等相关事件进展的不确定性都会改变油价走势ꎮ
(二)能源经济与定价权缺失的矛盾影响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俄罗斯的原油产量一直位于世界前列ꎬ曾一度高居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地

位ꎬ但俄罗斯石油市场并未相应获得石油定价权和外汇的交易结算权ꎮ 俄试

图积极加入现存的国际石油定价系统ꎬ获取参与自己产品定价的权利ꎮ 然

而ꎬ俄罗斯石油交易所运行以来ꎬ交易清淡ꎬ没有价格发现功能ꎬ俄罗斯的原

油基准价并未得到国际的一致认可ꎬ总体上是不成功的ꎬ而且俄罗斯原油出

口主要以美元定价和结算而以本币交易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ꎮ 这主要是俄

罗斯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造成的ꎮ 目前ꎬ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由英国布伦特原

油期货交易价格决定ꎬ而 ２０１０ 年推出的 ＥＳＰＯ 原油(产自俄罗斯不同油田的

混合原油)ꎬ其基准价与 ＤＭＥ(迪拜商品交易所)的迪拜原油期货合约结算价

格形成较强的关联性ꎬ但 ＤＭＥ 原油期货及其他原油基准报价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布伦特期货产生ꎮ 因此ꎬ在俄罗斯不掌握石油定价权的情况下ꎬ油价的

剧烈波动对俄经济和金融安全产生较大影响ꎮ
１ 油价剧烈波动冲击俄罗斯金融体系甚至危及金融安全ꎮ 石油价格是

影响俄罗斯经济系统投资者行为和金融政策的重要因素ꎮ 经验表明ꎬ卢布是

一种不稳定的货币ꎬ它往往跟踪石油价格ꎮ 由于俄罗斯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完

善的情况下较早实行了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ꎬ这为进出俄罗斯的国际资本

流动开辟了通道ꎮ 加之俄经济的油气资源特征异常显著ꎬ因而油价波动必然

引发国际资本流动ꎬ进而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加剧俄罗斯金融体系运行的不

协调ꎮ
其一ꎬ油价暴涨暴跌破坏了俄罗斯国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独立性ꎮ 从

俄罗斯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看ꎬ俄罗斯更愿意保持卢布汇率的相对稳定而不

是以降低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ꎬ尤其是在卢布暴跌的危机时期ꎬ稳定汇率和

确保金融稳定成为首要任务ꎮ 在石油价格上涨期间ꎬ俄罗斯国际收支盈余增

加ꎬ卢布升值预期有增无减ꎬ俄中央银行以汇率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货

币供给ꎬ致使国内货币环境过于宽松ꎮ 当油价在 ２００８ 年达到每桶 １５０ 美元

时ꎬ俄罗斯的货币大幅升值ꎬ俄罗斯外汇储备超过 ６ ０００ 亿美元ꎻ当 ２００９ 年油

价从 ２ 月的每桶 ４０ 美元升至 ５ 月的 ６０ 美元时ꎬ俄外汇储备相应地从 ３ 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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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０５ 亿美元的较低水平增至 ４ ０７０ 亿美元ꎮ 这是因为油价出现趋势性上升ꎬ
推动卢布升值ꎬ投资者预期卢布将会进一步升值而卖出美元ꎬ俄央行为避免

卢布过度升值给经济恢复带来不利影响ꎬ买入美元增加了外汇储备和相应的

货币供给ꎬ并给国内带来较高的通胀压力ꎮ 相反ꎬ以汇率为导向的货币政策

也导致在油价下跌背景下ꎬ卢布贬值预期增强ꎬ俄被迫实施紧缩货币政策ꎮ
当石油价格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暴跌至约每桶 ４０ 美元时ꎬ卢布重

挫ꎻ当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油价大幅下跌ꎬ卢布再次进入快速贬值通道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１ ~ １２ 月为了阻止卢布崩盘ꎬ俄央行多次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ꎬ通过实施

综合配套措施ꎬ力求稳定汇率ꎬ由此导致俄外汇储备大量减少和国内银根紧

缩ꎬ货币贬值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政策造成银行融资成本激增ꎬ结果是信

贷增长进一步下降且利率更高ꎮ 例如ꎬ对中小企业 １ ~ ３ 年的贷款利率平均

超过 １４％ ꎬ而为了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银行间贷款利率平均达到 １１％ ~
１２％ ꎮ 同时ꎬ２０１４ 年的这次货币危机迫使央行由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转向自由

浮动汇率ꎬ卢布由此成为全球最大跌幅的货币ꎬ卢布大幅贬值导致 ２０１５ 年的

高通货膨胀率风险ꎮ
其二ꎬ油价动荡破坏了俄罗斯金融市场的稳定性ꎮ 俄罗斯资本市场结构

具有鲜明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导的特点ꎬ与能源类企业相关的成交量

占整个市场的 ８０％以上ꎬ这就决定了国际油价波动改变俄国际收支状况ꎬ并
与国内金融市场价格形成互动效应ꎮ 不可否认ꎬ油气价格上涨对俄罗斯金融

市场快速实现复苏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但是ꎬ一旦因油价暴跌出现国际

资本的“逆转”ꎬ不仅会打击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ꎬ而且信心危机又会扩

展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风险的传递性ꎬ特别是俄金融衍生工具的过早引入放

大了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ꎮ 俄罗斯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发展与油价下跌幅

度密切相关ꎬ外资ꎬ尤其是套利资本撤离的规模和速度随着油价下跌不断放

大和加快ꎬ进而金融市场急剧恶化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剧跌ꎬ卢布大幅贬值ꎮ
首先ꎬ油价暴跌致使资本出现更大的外逃ꎮ 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统计ꎬ２００８ 年

俄罗斯资本净流出达到 ５００ 亿美元ꎬ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２０１４ 年俄罗

斯资本外流达 １ ５１５ 亿美元且创近 ２０ 年的新高ꎮ 其次ꎬ油价暴跌伴随股市暴

跌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ꎬ俄罗斯 ＰＴＣ 股票交易系统指数与石油价格

的变化存在较强的关联性ꎬ尤其是在油价下跌时期同步共振性异常显著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年间 ＰＴＣ 指数和世界石油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从 １９９８ 年

的 ０ ６ 增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的 ０ ８ꎬ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相关系数增至

０ ７ ~ ０ ８ꎮ 初步测算ꎬ在 ２００８ 年布伦特石油价格下跌 ７５％ ꎬＰＴＣ 指数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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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ꎬ２０１４ 年布伦特油价下跌 ４８％ ꎬＰＴＣ 指数全年下跌 ４２％ ꎮ 从总体上看ꎬ
多数时间二者走势大致吻合ꎬ国际油价一旦出现回升趋势ꎬ俄股票交易系统

指数 ＰＴＣ 呈现快速恢复增长态势ꎬ说明俄股价对国际油价高度灵敏的预期反

应ꎬ只是在少数时段出现分离ꎮ 例如ꎬ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石油价格

高位运行且相对稳定ꎬＰＴＣ 指数呈下降趋势ꎮ 此外ꎬ油价下跌引发的危机造

成了较大财富损失效应ꎮ 俄罗斯 ５０％的预算收入和 ６０％的外汇收入来自石

油天然气出口ꎬ油价下跌导致俄预算收入和外汇收入锐减ꎮ 因俄罗斯股价和

卢布汇率走势与国际油价波动基本相符合ꎬ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油价暴跌引发

卢布对美元贬值 ４０％ ~ ５０％ ꎬ同时股价大幅下跌造成各类金融资产缩水ꎬ
２００８ 年的危机已使俄罗斯金融领域损失近万亿美元资金ꎬ２０１４ 年油价下跌

将带来超过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包括股市市值减少超过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财政

收入全年减少 １ ０００ 多亿美元ꎬ与 ２００８ 年危机的财政能力不同ꎬ２０１４ 年本来

就有限的财政能力将进一步限制政府的应对)ꎮ
２ 油价下跌引发的危机危及实体经济安全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以能源为主

的原材料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４０％ ꎬ有些年份达到 ７０％ ꎬ成为俄罗斯

经济增长的火车头ꎮ 这种单纯依靠能源出口会增加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ꎬ降
低国家经济的安全性ꎮ

其一ꎬ油价下跌引发俄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甚至出现经济衰退ꎮ 油价下

跌ꎬ冲击俄罗斯油气开采行业ꎬ必然导致石油行业的投资放缓ꎮ 油气企业不

同程度出现资金问题ꎬ企业因利润减少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ꎬ新项目开发能

力明显下降ꎬ极大地阻碍了俄罗斯油气工业长期发展ꎮ 不仅如此ꎬ油价下跌

引发的连锁效应ꎬ使得消费需求减少ꎬ特别是建筑业和贸易ꎬ受总需求下降的

影响而遭到较大冲击ꎬ并进一步降低了投资者对未来俄罗斯经济的信心ꎮ 进

入 ２００９ 年ꎬ俄经济继续下滑并出现衰退ꎬ全年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ꎻ同样ꎬ
２０１４ 年油价暴跌引发的卢布危机ꎬ加剧资本外逃ꎬ俄罗斯将无法借债而使经

济陷入恶性循环ꎬ２０１５ 年预计 ＧＤＰ 下降 ２ ５％ ~３％ ꎮ
其二ꎬ可能导致国家重点产业被并购ꎬ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ꎮ 油价下

跌ꎬ加剧俄银行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危机ꎮ 由于俄罗斯一些大型企业通过抵

押企业股票向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ꎬ当国际信贷紧缩之后ꎬ尤其是受当前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与制裁相关的事件影响ꎬ企业面临较高的偿债压力ꎬ国
外公司趁机收购ꎬ进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ꎮ 尽管在危机时期国家被迫利用外

汇储备替一些金融、能源企业还债ꎬ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重要战略资产落入外

国投资者手中ꎬ但是ꎬ历次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ꎬ俄罗斯并不具备全面救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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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的能力ꎬ本国重要企业控股权面临流失的风险依然较大ꎮ
其三ꎬ严重冲击俄经济发展模式ꎮ 俄罗斯过度依赖传统的以油气为主的

原料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经济结构失衡ꎬ经济过度依赖能源

和其他资源类产品的生产和出口ꎻ二是经济创新能力严重不足ꎬ高科技产品

在国内生产和出口中的比重过低ꎮ 由于俄罗斯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ꎬ经济

复苏和出口创汇过多依赖石油生产和外销ꎬ国际油价下跌ꎬ外汇收入减少ꎬ还
债能力被大大削弱ꎮ 尽管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材料生产及其出口对于俄罗斯

经济以较快速度实现恢复和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ꎬ但这种结构模式受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ꎬ缺乏竞争优势ꎬ并降低了国家经济抵御经济

风险的能力ꎮ 如果俄罗斯自然资源收入没有用来改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ꎬ未
来生产率增长将很可能受到威胁ꎬ尤其是面临外部融资困难时情况将更

糟糕ꎮ
总之ꎬ进入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油价金融属性凸显ꎬ俄罗斯经济与油价波动形

成越来越强的关联性ꎬ俄罗斯经济要想摆脱“资源诅咒”困境ꎬ以目前的经济

实力和金融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是非常困难的ꎮ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５ 年的最

新研究ꎬ俄罗斯的中期经济增长前景受到近期油价下跌和制裁持续影响的威

胁ꎮ 对俄罗斯来说ꎬ必须适应油价的新常态环境ꎬ并学会成功管理相关风险:
一是加强对国内财政金融部门的风险管理ꎬ这主要是处理好卢布汇率目标与

通胀目标的关系ꎬ保持国际储备的充足ꎬ同时加强对财政支出审慎管理ꎬ保证

财政的可持续性ꎻ二是积极加强与亚洲主要经济体能源合作和金融合作ꎬ尤
其是建立亚洲市场能源价格形成机制ꎬ缓解欧美国家掌控全球石油定价权给

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ꎻ三是必须探索新的现代化之路和创新发展战略ꎬ朝着

夯实国家经济金融基础的方向努力ꎮ

程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研
究员)

(一)“阴谋论”缺乏真凭实据ꎬ且难以自圆其说

多年来ꎬ每当国际上发生重大的政治变故或经济变故之时ꎬ总会有人出来

用“阴谋论”加以解释ꎮ 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规律ꎮ ２０１４ 年中期国际油价出现

暴跌以来ꎬ“阴谋论”再度兴起ꎮ 一部分人认为ꎬ此轮油价下跌是美国人的阴谋

所致ꎬ目的是打压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经济ꎬ迫使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

等问题上对西方作出让步ꎮ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ꎬ油价的下跌缘起沙特阿拉伯的

阴谋ꎬ为的是打击非常规能源开发商ꎬ挤压其生存空间ꎬ从而确保自身的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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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这些说法都只是推论和臆测ꎬ因为直到目前为止ꎬ没有任何人能够拿出令

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阴谋论”的存在及其实际作用ꎮ
笔者完全不认同“阴谋论”ꎬ理由很简单ꎮ 首先ꎬ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

个国家、哪一种政治力量或经济力量具有单纯依靠“阴谋”来改变世界政治、经
济发展进程的能力ꎬ美国没有ꎬ遑论沙特阿拉伯ꎮ 其次ꎬ刻意打压油价既不符合

美国政府的战略利益ꎬ也不符合美国非常规能源开发商的经济利益ꎮ
不可否认ꎬ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ꎬ在国际事务中的诸多

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ꎬ短期内还不可能有哪个国家能够取而代

之ꎮ 但是ꎬ同时也必须看到ꎬ伴随着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ꎬ在国际经

济事务中ꎬ美国的相对作用已经明显下降ꎬ并且还处在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ꎮ
美国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影响力已经不能与 ２０ 年前相比ꎬ甚至已经不能与 １０
年前相比ꎮ 美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

这一点ꎮ 在 ２０ 世纪末至 ２１ 世纪初的多数年份中ꎬ美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

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超过 ３０％ ꎬ而近年来这一比重显著下降ꎮ 综合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ꎬ美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已经历史性地降至

２０％以下ꎬ２０１４ 年大约只占 １６％ ꎮ 回顾历史ꎬ从 １８９４ 年超过大英帝国成为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算起ꎬ在过去的 １００ 多年里ꎬ上述发展趋势还从来没有出

现过ꎮ 这说明美国在相对衰落ꎬ尽管它的作用仍然不容低估ꎬ但其所具有的

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远不如以往确是不争的事实ꎮ 限于当前的经济实力ꎬ
美国不具备长时间影响、甚至左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能力ꎮ 美国没有这种

能力ꎬ经济实力远逊色于美国的沙特阿拉伯当然就更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ꎮ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ꎬ国内某些学者在论及全球综合影响力时极度唱衰美

国ꎬ甚至把美国说得不值分文ꎬ而在主张“阴谋论”时却又过分夸大美国的作

用和能量ꎬ这着实让人匪夷所思ꎮ
其实ꎬ因国际油价的下跌美国经济所承受的压力恐怕要大于其他国家ꎮ

众所周知ꎬ美国是“页岩革命”的先驱ꎬ最早推动非常规能源的开采和利用ꎬ而
且用于相关领域的投资也最大ꎬ收益也最大ꎮ 美国政府和工商界希望通过这

场革命来实现能源自给ꎮ 作为新兴产业ꎬ页岩油的综合开采成本明显高于常

规能源开采ꎮ 显而易见ꎬ维持相对高的国际油价有利于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和

利用ꎮ 打压油价无异于对自己挥舞屠刀ꎮ 由于油价的下跌ꎬ近来美国开发商

被迫关闭了一系列页岩油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ꎮ 因此ꎬ打压油价不可

能是美国政府的政策选项ꎬ因为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能致敌手俄罗斯于死

地ꎬ相反却先打倒了自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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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油价下跌是多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

从近年国际市场的发展情况看ꎬ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因素往往不是

单一的ꎬ而是多重的ꎬ有直接的ꎬ也有间接的ꎮ 本次油价下跌也是多种因素相

互叠加的结果ꎬ既有供求关系的作用ꎬ也有金融汇率的影响ꎮ
首先ꎬ美元汇率走强是引发国际油价下跌的重要因素ꎮ 克林顿执政期

间ꎬ美国政府坚定地奉行强势美元政策ꎬ美元汇率始终保持坚挺ꎮ 乔治沃

克布什当政期间ꎬ美国经济逐渐趋于低迷ꎬ美元汇率受此拖累一路疲软ꎬ特
别是在美联储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ꎬ美元汇率更是持续下跌ꎮ 近两年ꎬ美
国经济逐渐转好ꎬ景气指数不断攀升ꎮ 进入 ２０１４ 年ꎬ这一良好趋势得到进一

步发展ꎬ促使美国政府放弃了量化宽松政策ꎮ 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直接后果

之一就是美元汇率回归强势ꎮ 美元汇率的走强实际上等于降低了国际市场

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油价相应下调是自然的ꎮ
２０１４ 年前 ５ 个月ꎬＩＣＥ 美元指数累计上涨 １０ ３％ ꎬ恰好在这一阶段ꎬ国际油价

出现明显下降ꎮ 无怪乎有市场分析师指出ꎬ美元强势是国际油价下跌的根本

原因ꎮ
其次ꎬ需求不足导致市场价格向买方倾斜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商品价

格说到底最终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ꎮ 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ꎬ经济增长的不确

定性明显增加ꎬ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和石油消费大户的中国和欧盟因各自

内部的原因均放缓了经济增长步伐ꎮ 中国经济工作的第一要务已由以往的

保增长、提速度转变为调结构、增效益ꎬ在一定程度上舍弃高增长转而着力调

整经济结构ꎮ 欧债危机之后ꎬ欧盟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ꎬ离彻底康复似乎

还相当遥远ꎮ 此外ꎬ曾经风生水起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因各种内外原因失去了

前期高速增长的动能ꎮ 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石油需求ꎮ
为此ꎬ相关国际经济组织一再下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ꎮ 例如ꎬ国际能源署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发布专项报告称ꎬ国际市场原油供应已出现失衡ꎬ为此下调了

２０１５ 年全球石油日需求量增长的预估值ꎮ 同一时期ꎬ欧佩克也向下调整了未

来一个时期的石油需求预估值ꎮ
再次ꎬ“页岩革命”带来的市场预期强烈抑制了国际油价ꎮ 过去数年ꎬ在

国际油价日益高涨的背景下ꎬ为了维护自身的能源安全ꎬ页岩油等非常规能

源的商业开采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工业集团的选择ꎬ特别是在头号石油进口大

国美国ꎬ页岩油的勘探和开采取得了巨大成功ꎮ 市场人士甚至乐观地估计ꎬ
美国在未来几年将由石油进口大国转变为石油出口大国ꎮ 页岩油的商业化

利用为国际市场的石油来源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渠道ꎬ使许多原来的无油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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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有油国、贫油国变成了富油国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能源市场

的发展前景ꎮ 从这个角度来评说ꎬ页岩油的商业化利用确实算得上一场深刻

的革命ꎮ 这场革命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平抑油价ꎮ
最后ꎬ为争夺市场份额ꎬ石油出口国拒绝减产的举措进一步压低了油价ꎮ

在以往ꎬ每当国际油价出现显著下降时ꎬ石油输出国和相关国际组织便会采

取协调减产的做法来阻止油价下跌ꎬ用减少供给的方式来稳定和提高油价ꎮ
但是本轮油价下跌以来ꎬ由于页岩油的冲击ꎬ所有石油出口国都担心丧失原

有市场ꎬ因此毫无例外地拒绝采取减产的做法来稳定油价ꎮ 自 ２０１４ 年下半

年至今ꎬ欧佩克多次公开表态不准备压缩石油产能ꎮ 非欧佩克成员国的俄罗

斯由于经济深陷危机ꎬ而出口石油恰是其主要的财政来源ꎬ因此不但没有减

产ꎬ反而在想方设法扩大产量、增加出口ꎮ
综上所述ꎬ近期国际油价的下跌并非某个国家或某个集团的某个“阴谋”

使然ꎬ而是正常的市场反应ꎬ是完全合乎情理的ꎮ 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油价的

动向将取决于美元汇率的走势以及页岩油与常规油的博弈ꎮ
(三)油价下跌对俄罗斯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

作为大宗国际商品ꎬ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几乎牵动着每一个国

家ꎮ 对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结构ꎬ国际油价的下跌所产生的影响是截

然不同的ꎮ 在全球重要经济体当中ꎬ就总体而言ꎬ中国受惠其中ꎬ美国喜忧参

半ꎬ而俄罗斯则遭受重创ꎬ这是由其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和严重依赖石油出

口的特性所决定的ꎮ
２００８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俄罗斯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ꎬ造成了

７ ８％的大幅下降ꎮ 在危机过后的复苏阶段ꎬ俄罗斯经济表现依然不佳ꎬ无论

是增长速度还是发展效率均不如危机前ꎮ 最近两年ꎬ俄罗斯经济疲态日显突

出ꎬ增长速度逐年下滑ꎬ各种迹象预示着国民经济即将陷入衰退ꎮ 恰好在这

一关键时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ꎬ这对以能源立国的俄罗斯而言无异于雪上

加霜ꎮ
对于业内人士来说ꎬ油价下跌对俄罗斯经济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ꎬ因此

在这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分析和阐述ꎮ 笔者想指出的是ꎬ换一个角度来看ꎬ油
价下跌对于俄罗斯经济的长远发展并非完全是负面的ꎬ也有积极的一面ꎮ 前

几年ꎬ当彻底摆脱自苏联后期开始的经济危机之后ꎬ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令人

振奋的经济现代化战略ꎮ 然而ꎬ回顾几年来的实践我们发现ꎬ这一战略的实

施进程很不理想ꎮ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

原因就是政府和企业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不足ꎮ 长期以来ꎬ巨额的石油出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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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方面帮助俄罗斯摆脱了经济困境ꎬ另一方面也弱化了俄罗斯政府调整经

济结构的决心ꎬ消磨了俄罗斯民众的进取意志ꎬ因为在高油价状态下ꎬ不需要

艰苦的努力就可以过上舒心的日子ꎮ 长此以往ꎬ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将最终化

为泡影ꎮ 此次油价下跌ꎬ经济再次陷入衰退ꎬ又一次警示了俄罗斯朝野ꎬ这对

于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无疑是件好事ꎮ 从近期俄罗斯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举

措中可以看出ꎬ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多元化经济、重振制造业、增加对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已经重新成为俄罗斯经济工作的重心ꎮ
油价暴跌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有利于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进程ꎬ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ꎬ国际油价下跌对于俄罗斯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个利好ꎮ

李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俄罗斯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入本国版图ꎬ由此引起

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ꎮ
克里米亚事件后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ꎬ就是国际原油价格由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最高的每桶 １０６ ７１ 美元跌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每桶 ５３ ７７ 美元(美
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ꎬ下同)ꎬ跌幅约 ５０％ ꎮ 对于油价下跌的原

因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ꎮ “市场论”认为ꎬ油价下跌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经济

下行导致原油供大于求ꎬ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油价超跌ꎮ “阴谋论”则认

为ꎬ欧美制裁导致油价下跌ꎬ目的是从经济上搞垮俄罗斯ꎬ从而实质性削弱俄

罗斯的国家战略潜力ꎮ 笔者认为ꎬ国际投机资本才是油价下跌的推手ꎬ也是

最大受益者ꎮ 而国际投机资本之所以能够得手ꎬ根本原因在于期货交易制度

本身ꎮ
人们常说的国际油价是指期货价格ꎬ期货价格是现货价格的基础ꎬ所以

探讨原油期货价格涨跌不能离开期货交易本身ꎮ 人们生活在市场经济中ꎬ可
以看到股票价格可以背离经济基本面大幅涨跌ꎮ 由于杠杆作用和做空机制ꎬ
期货市场会成倍放大这种背离ꎮ 期货交易中的做空机制ꎬ让投机者有可能在

技术上制造出逼仓行情ꎬ即空逼多ꎮ 在技术形态的配合下ꎬ一旦形成空逼多ꎬ
多头就会出现难以抑制的技术性恐慌ꎮ 娴熟的空头投机者甚至不需要太多

增量资金ꎬ只要在恰当的节点用此前多平的资金转空开ꎬ就会让成千上万惊

恐的多头像受惊的绵羊般争抢着涌下悬崖ꎮ 逼多行情一旦形成ꎬ前边多头恐

慌性止损平仓会推着后面的多头被迫平仓ꎬ形成多头对自己的连环杀ꎮ 在技

术形态的帮助下ꎬ下降通道中一旦空开与多平方向一致ꎬ就会看到期货价格

瀑布式下跌ꎬ而借助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ꎬ是可以计算出净开为空和净平为

—０１—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ʌ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多的ꎬ即开平方向一致ꎬ所以逼多行情从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ꎮ 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际油价走出的长达半年的单边下行轨迹完全符

合这一特征ꎮ
国际原油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联性越来越弱ꎬ所以以“市场论”看

２０１４ 年油价涨跌是不够全面的ꎮ 历史和现实不止一次向人们证明ꎬ供求关系

及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影响油价的决定性因素ꎮ 以近年所发生的油价变化为

例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这段时间ꎬ世界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大幅萎

缩ꎬ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也遇到极大的增长困难ꎬ但国际油价却由最低每桶

４１ ６９ 美元(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一路涨到每桶 １０６ ７１ 美元(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最
高达到每桶 １１４ ８３ 美元(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ꎮ 人们常说预测油价是极困难的事ꎬ
正说明油价涨跌与经济基本面和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失去了必然的正相关关

系ꎮ 随着世界经济的体量不断增大ꎬ油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已经很

小ꎮ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ꎬ世界经济对油价涨跌已具有极强的包容性ꎮ 其实ꎬ
从经济角度研究油价涨跌原因时最好还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ꎬ就是在以资本

主导的期货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ꎮ
欧美国家制裁俄罗斯导致这一轮油价超跌ꎬ这种说法有些简单和牵强ꎮ

就在欧美宣布制裁俄罗斯后近 １００ 天时间里ꎬ油价并没有“应声而下”ꎬ而是

从本来就很高的价位每桶 ９７ ４６ 美元(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一路上涨突破了百

元大关ꎬ最高达到每桶 １０６ ７１ 美元(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涨幅达 ８ ６７％ ꎮ 再

看克里米亚事件一周年后的情形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６ 月底ꎬ油价由底部

每桶 ４４ ４３ 美元反转上涨到每桶 ６０ 美元以上ꎬ涨幅达 ２８％ ꎮ 这还是在欧美

国家不断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过程中发生的ꎮ 如果此前做空的国际投机资

本反手做多ꎬ就会形成新的逼空形态ꎬ那样油价将进入上升通道ꎬ未来油价继

续上涨是有可能的ꎮ 从上述对油价涨跌轨迹的阶段分析可以看出ꎬ油价并没

有随着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开始下跌ꎬ制裁对油价没有决定性影响ꎮ 虽然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油价从每桶 １０６ ７１ 美元一路跌至每

桶 ４４ ４３ 美元ꎬ其间欧美一直对俄罗斯实行着经济制裁ꎬ但在同一时间段存

在这两种现象纯属巧合ꎮ 从国际政治角度研究油价时需要明白ꎬ就是不要轻

易把政治和经济的巧合现象当必然ꎮ
对我们来说ꎬ制裁和低油价期间俄罗斯的经济前景以及中俄经济关系更

值得关注ꎮ 正是在这一期间ꎬ俄罗斯成为中国能源的主要进口国ꎬ中俄就一

系列重大合作项目签署了协议ꎮ 例如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为期 ３０ 年涉及金额 ４ ０００ 亿美元的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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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年供 ３００ 万吨液化天然

气合同等ꎮ 中俄正在积极推进西线天然气项目ꎬ这将是一个超万亿人民币级

别的大项目ꎮ 此外ꎬ双方还在积极推进油气上游开发合作和天津合资炼厂等

下游项目ꎮ 中俄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ꎮ 两国央行签署了 １ ５００ 亿

元人民币额度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迅猛增长ꎮ 仅在 ２０１４
年ꎬ俄罗斯中国银行办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就达１３３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６３５％ ꎮ 此外ꎬ俄罗斯外经银行从中国吸引外资达到 １０７ ４ 亿美元ꎮ 在大项

目投资和金融合作的推动下ꎬ２０１４ 年中俄贸易额增长 ６ ８％ ꎬ达到创纪录的

９５３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５ 年两国将力争贸易额达到 １ ０００ 亿美元的目标ꎮ 中俄经济

合作有着天然的互补性ꎬ制裁和低油价同时发生ꎬ就像一种巨大的推动力ꎬ推
动着两国加快实现这种互补性ꎮ

欧美国家的决策者们最终会明白ꎬ因为有了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经济、
政治和战略伙伴ꎬ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昨天的苏联ꎮ 油价超跌造成的所

有经济和金融风险ꎬ俄罗斯完全可以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加以对冲ꎬ对俄罗斯

的制裁只会让中俄走得更近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欧美国家制裁俄罗斯的政治

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ꎮ 制裁的政治意义是要把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再次

划为两个阵营ꎮ
中俄经济互补性决定了两国有着天然的风险对冲潜力ꎮ 如果油价跌至

俄罗斯原油生产成本价以下(每桶约 ２０ 美元)ꎬ俄罗斯会面临巨大的财政和

金融风险ꎮ 但即使出现那种情形ꎬ只要俄罗斯有需要ꎬ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购

买俄罗斯国债或是直接提供贷款的方式帮俄罗斯解困ꎮ 中国完全有能力做

到这一点ꎬ而且并不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ꎮ
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是真正经历过大场面的ꎮ 面对欧美国家制裁ꎬ俄

罗斯不会妥协ꎮ 只要坚持扩大与中国经济合作ꎬ再严厉的制裁也不会导致俄

罗斯经济崩溃ꎮ 在国际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ꎬ作为负责任的战略协作

伙伴ꎬ中国不会允许俄罗斯经济崩溃ꎮ 俄乌危机会长期化ꎬ欧美国家对俄罗

斯的制裁也可能常态化ꎮ 但是只要中国坚定地站在俄罗斯背后ꎬ对俄罗斯的

经济前景就不必过于悲观ꎮ

刘军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那一轮世界能源价格大

涨ꎬ不仅使俄罗斯积累了大量财富ꎬ而且为其在诸多领域提供了挑战美国利

益的资本ꎮ 为此ꎬ奥巴马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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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ꎬ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①ꎮ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ꎬ为
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ꎬ美国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发展低碳经济、开发新能

源ꎬ并准备以保护气候这一全球性公共资源为借口征收碳关税ꎮ 这一战略从

本质上讲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ꎬ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战略利益分配关系ꎬ
事关各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格局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ꎬ新兴市场国家的

竞争优势很有可能被抵消ꎮ 美国页岩油、页岩气的发展就是以这一战略为依

托的ꎮ
具体到这一轮的石油价格下跌ꎬ我们可以从供求关系、美元汇率、资本投

机以及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分析入手ꎮ 从供求关系来看ꎬ很显然在全球经

济增速放缓、欧盟仍陷债务危机、中国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ꎬ国际原油的需

求增速随之放缓ꎬ而供给却在美国“页岩革命”的带动下大幅增加ꎬ国际石油

市场供给与需求明显不平衡ꎬ供大于求的特征十分突出ꎬ油价下跌因此也就

顺理成章ꎮ
在非基本因素方面ꎬ除了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ꎬ美元加速升值ꎬ从而

使原油价格走低以及众多投机资金做空油价从中牟利等原因之外ꎬ不同的政

治纷争及利益考量致使“限产保价”措施难以实行也是油价“跌跌不休”的重

要原因ꎮ 这其中沙特阿拉伯的以“价格战”保护市场份额、打击政治对手、遏
制竞争对手的战略战术又是非常关键的一环ꎮ 沙特阿拉伯的具体目的

在于②:
第一ꎬ保护市场份额:对于因历次“限产保价”而痛失市场份额的沙特阿

拉伯来说ꎬ它对自己单方面限产而使其他中东国家夺取其市场份额保持着高

度警惕ꎮ 因此ꎬ面对本轮的油价下跌ꎬ沙特阿拉伯并不打算单独实施“限产保

价”ꎮ 凭借其超低的采油成本ꎬ沙特阿拉伯对油价持续下跌的容忍能力远超

过其他产油国ꎬ因此在没有达成一致的限产协议之前ꎬ其已经多次拒绝限产

提议ꎬ致使石油价格一路下滑ꎮ
第二ꎬ打击政治对手:“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可以说是沙特阿拉伯的重要

政治对手ꎬ目前美国对“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使沙特阿拉伯获益ꎮ 作为回

报ꎬ沙特阿拉伯对低油价的放任态度ꎬ其实也是有意帮助美国削弱伊朗、俄罗

斯的经济实力ꎮ
第三ꎬ遏制竞争对手:以页岩油气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的加速发展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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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管清友:«奥巴马:现在看你怎么做了?»ꎬ«上海证券报»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ꎮ
刘满平:«油价有望在 ５０ 美元附近企稳»ꎬ«中国证券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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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全球油气供需形成实质性威胁ꎮ 页岩油项目眼下正在面临第二轮风

险融资的关键时点ꎬ石油价格的下跌将压缩页岩油的利润空间ꎬ压制资本市

场对其投资的热情ꎬ从而达到中断融资的目的ꎬ进而达到遏制“页岩革命”威
胁的最终目标ꎬ为石油占据主要市场份额争取更多的时间ꎮ

对于俄罗斯、伊朗等产油国而言ꎬ油价低于每桶 １００ 美元就会对其经济

产生冲击ꎮ 因此ꎬ美国对低油价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削弱这些“反美”产
油国的实力ꎮ 油价下跌对高度依赖石油的俄罗斯经济而言ꎬ无疑会使出口收

入急骤减少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ꎮ 据测算ꎬ原油价格每下跌 １０ 美元ꎬ就意味

着俄出口将遭受 ３２４ 亿美元的损失ꎬ约占该国 ＧＤＰ 的 １ ６％ ꎮ 由此ꎬ政府预

算收入会随之减少ꎬ卢布汇率贬值ꎬ资本外逃加速ꎮ 不过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

性ꎬ当油价高涨时ꎬ俄罗斯石油工业增长虽然很快ꎬ但机械制造业、轻工业增

速却相应地大幅下降ꎻ当油价降低时ꎬ俄石油工业的增速下降ꎬ而机械制造

业、轻工业的增速却会迅速上升ꎮ 俄罗斯是一个工业体系健全的国家ꎬ当石

油靠不住的时候一定会找到并发展其他的支柱产业ꎬ因此ꎬ油价的下跌也许

是俄罗斯经济结构转型的机遇ꎮ

[俄]Ａ 莫科列茨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关系研究分

析中心助理研究员)
徐向梅 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几个世纪以来ꎬ石油已成为人类的战略性自然资源ꎮ 由于石油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ꎬ它越来越成为投机和谋取利益的政治工具ꎮ
本轮石油价格波动远非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和唯一一次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石油价格就曾有过持续的波动ꎬ而这一次ꎬ作为社会生活一个方面的

体现ꎬ既具有积极的一面ꎬ也具有消极的一面ꎮ
近年来发生的石油价格波动受多方面因素作用的影响ꎬ主要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市场因素(石油生产过剩和需求下降)ꎻ“阴谋论”或地缘政治因素ꎻ
“伊斯兰国”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中快速发展并以低价将石油倾销到美国和西

欧ꎻ替代能源的开发ꎮ 当然ꎬ这远不能涵盖所有能够对该问题产生直接或间

接影响的因素ꎮ 例如ꎬ可以单独研究水力压裂技术(英文名称“ ｆｒｅｋｉｎｇ”)的飞

速发展或美国的“页岩革命”ꎬ但其生产成本较高ꎬ在目前石油价格低于每桶

６０ ~ ７０ 美元的条件下不能赢利ꎬ因此不将其作为主要因素来考虑ꎮ
(一)石油生产过剩和需求下降

距国际金融危机活跃期已经过去几年ꎮ 与此同时ꎬ出现了缓慢的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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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复苏ꎬ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石油输出国组

织(简称欧佩克ꎬ是石油生产国以稳定石油价格为目的而建立的政府间国际

组织)的成员国ꎬ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不愿意减少石油产量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峰会上ꎬ欧佩克成员国石油部部长再次决定

不改变石油产量配额②ꎮ 这一决定并不出人意料ꎮ 一年前石油的价格比目

前高出近 ４０％ ꎮ 这或许是减产以提高价格的最佳时机ꎬ但他们却没有这么

做ꎮ 因此ꎬ欧佩克ꎬ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及其波斯湾盟国正试图以低价格压制

美国的石油公司ꎬ这些公司开采的页岩油在 ２０１４ 年已经开始威胁到欧佩克

在世界石油市场的份额ꎮ 如果欧佩克减产并提高价格ꎬ美国页岩油公司就有

机会增加产量ꎮ
(二)“阴谋论”
前面我们谈到石油的战略价值以及它已经成为投机和谋取利益的政治

工具ꎮ
历史上ꎬ国家之间经常在不同情况下达成秘密协议ꎬ以削弱其地缘政治

对手和获取红利ꎬ如爆发于 １９７３ 年秋天的第一次石油危机ꎮ 这次危机之后ꎬ
世界最大的卡特尔欧佩克刻意降低其石油产量(约 ５％ )ꎬ以便使世界石油价

格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ꎮ 这一事件史称“石油禁运”ꎬ因为降低开采量

是出于政治原因ꎬ且成为欧佩克国家因不满西方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而

向其施压的工具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生了石油生产过剩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的价格剧烈波动都是由不同的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ꎮ
此外ꎬ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经常出现危机ꎬ不愿承认“单极世界”构想和

“世界警察”的“排他性”在解决国际问题中效率低下的事实ꎬ并想通过在某

些地区挑起地缘政治冲突和制造混乱等手段回归久违的世界领袖地位ꎬ掌控

世界命脉ꎮ
然而ꎬ世界并非是一个中心能够管理的ꎮ 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所长 Ｍ Ｌ 季塔连科院士所言ꎬ世界上“正发生着被全球化加快的国家一体

—５１—

①

②

«新石油地缘政治»ꎬ[法] «世界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ｈｔｔｐ: / / ｉｎｏｓｍｉ ｒｕ / ｕｓａ /
２０１５０６１７ / ２２８６２２１９８ ｈｔｍｌꎻ法国«世界报»认为ꎬ沙特阿拉伯石油储量排名世界第二位ꎬ该
国计划利用能源原材料来暗中对抗美国ꎮ 在拒绝了欧佩克的建议之后ꎬ沙特阿拉伯不顾

商业规律而显著增加石油产量ꎬ降低石油价格ꎬ使廉价石油充斥市场ꎮ 该战略被证明是非

常有效的:油价很快下跌了 ５０％ ꎬ每桶价格约为 ４０ 美元(现在已经上升到 ５５ ~ ６０ 美元)ꎮ
这一计划沉重打击了水力压裂技术革命ꎮ

Сергей Мануков Что за игру затеяла ОПЕК ｈｔｔｐ: / /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０ / ｏｐｅｋ /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化进程ꎬ人们以多中心理论为基础寻找着最佳的国际关系模式”①ꎮ 所有人

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只能通过集体的努力来解决ꎬ国际政治中所有参与者应

寻求妥协并相互尊重各自利益ꎬ而不是将它们划分为大和小、强和弱ꎮ 在世

界新秩序中形成的新的一极或中心———“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证实了这一

点ꎮ “金砖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不仅对于危机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的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ꎬ而且成为维护全球稳定的因素”②ꎮ
(三)“伊斯兰国”的发展

导致石油价格下跌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伊斯兰国”ꎮ 中东和北非国家

的示威活动和骚乱潮(如“阿拉伯之春”)始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底ꎬ在过去几年的特

点是:形成了超激进派的准国家———“伊斯兰国”ꎮ
有报道说ꎬ美国市场上的石油越来越多ꎮ 对此ꎬ专家们解释为正在发生

的“页岩革命”ꎻ另一方面ꎬ他们认为欧佩克成员国也扩大了石油生产ꎬ特别是

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已经开始回归市场③ꎮ 我们认为ꎬ“页岩革命”不可能

是该现象产生的原因ꎮ 如前所述ꎬ在石油价格低于每桶 ６０ ~ ７０ 美元的条件

下ꎬ利用水力压裂技术进行开采并不能赢利ꎮ 此外ꎬ俄罗斯«观点报» (俄文

名称“Взгляд”)称ꎬ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开始铸造自己的金币ꎬ这种硬币的

价值相当于一个金第纳尔ꎬ大约是 １３９ 美元④ꎮ
应当指出ꎬ欧佩克只保留了原来的配额ꎬ既没有减少产量ꎬ也没有增加产

量ꎮ 伊拉克在战争中失去了许多油田ꎬ其开采量以及对世界市场的供应量也

大幅减少ꎮ 伊朗仍在遭受制裁(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仍在继续)ꎬ其石油投入国

际市场受到限制ꎮ 而在利比亚ꎬ几乎所有的油田实际上都不受的黎波里官方

控制ꎮ
因此看来ꎬ利比亚和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是“伊斯兰国”活动的结果⑤ꎮ 由

于该国不被承认ꎬ所以也不能通过正式渠道出售石油ꎮ 这就是说ꎬ有中介低

—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Петровский В Е ꎬ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РоссияꎬКитай и новый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２０１５ №３ С ２４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и вызовы
времени М :Ид ФОРУМ ２０１４ С ７

Ольга Самофалова Баррель скачет / / Взгляд １３ １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ｖｚ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１３ / ７１０２２６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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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伊斯兰国(ＩＳＩＳ)”的钱从哪儿来»ꎬ«环球时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ｂａｉｈｕａ / ２０１４ －１０ / ５１８０５４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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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向“伊斯兰国”购买石油(因为销售属于非法走私)ꎬ然后转卖到市场ꎮ 而

除了美国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公司ꎬ任何公司都不能进行走私活动ꎮ 事实证

明ꎬ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与“伊斯兰国”进行交易ꎬ由此引发石油市场的崩溃ꎮ
著名的俄罗斯东方学家 Ｅ Ｍ 普里马科夫院士认为ꎬ利比亚、伊拉克、叙

利亚和也门目前的状况是由于美国政策造成的ꎬ“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一个尖

锐问题的出现:这些国家能否生存下去”①ꎮ
(四)替代能源的开发———以欧盟国家为例

可再生能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埃克森美孚公司专家在«２０４０ 年

前能源消费长期预测»中指出ꎬ德国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将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５５％ ꎮ 但是ꎬ到 ２０４０ 年ꎬ约 ６０％的可再生能源将依旧来自生物质能和沼气ꎬ
约 ２０％来自风能ꎬ约 １５％来自太阳能②ꎮ

此外ꎬ沿北海海底铺设长度为 ６２３ 公里、产能为 １ ４００ 兆瓦的高压输电线

路(ＮｏｒｄＬｉｎｋ)的投资协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在挪威豪根桑德市签署③ꎮ 这

一事件不仅为德国ꎬ同时也为整个欧洲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注入强大动力ꎮ 有

了这条直流线路ꎬ德国可将多余的风能输送到挪威储存ꎬ并在需要时获得清

洁环保的水电回送ꎮ
与此同时ꎬ“ＮｏｒｄＬｉｎｋ”也将从根本上巩固挪威在欧洲的能源地位:挪威

将成为北欧的大型电力生产、存储和分配中心ꎮ 目前ꎬ水下输电线路已将挪

威与瑞典、丹麦和荷兰连接起来ꎮ 伦敦也在计划研究类似的项目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又一条水下输电线路计划在丹麦与荷兰之间铺设ꎮ

这样ꎬ在北海地区将形成一个强大的跨国输电线路系统ꎬ使这个风能丰

富的地区内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得到优化ꎮ 欧盟对类似能源网的建立表示欢

迎并准备提供资金支持ꎮ
(五)结语

上述四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本质ꎮ 谈到俄罗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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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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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дёт － россию － в － ２０４０ － году / ａ － １８５２５５０１

ＮｏｒｄＬｉｎｋ:Норвегия станет " аккумуляторной батареей " Германии /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ｅｌｌｅ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１４ ０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ｗ ｄｅ / ｎｏｒｄｌｉｎｋ － норвегия － станет －
аккумуляторной － батареей － германии / ａ － １８２５６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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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ꎬ石油价格波动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卢布汇率急剧下跌和国

家预算收入减少ꎮ 俄罗斯一直在讨论是否到了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使之更

加有效的时候ꎮ 过去的模式基于高油价及其带来的高收益ꎬ官员们并不

愿意从“石油尖顶”上下来ꎮ 事实表明ꎬ俄罗斯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ꎮ
俄罗斯前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认为ꎬ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ꎬ可以称

之为提案模式ꎮ 库德林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说:“这就是要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创造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效益” ꎮ
这种模式需要在应用单位与教育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ꎬ发展“知识

经济”①ꎮ

王海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际部副处长、高级经济师)

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起ꎬ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逐月下跌ꎬ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

最高价每桶 １１５ 美元曾一度跌至最低点每桶 ４６ 美元ꎬ跌幅超过 ６０％ ꎬ创 ２００９
年年底以来最低水平ꎮ 关于油价下跌ꎬ存在“阴谋论”和“市场论”两种观点ꎮ
石油业内的专家大多支持“市场论”ꎬ提出世界经济低迷导致石油需求萎靡和

供应过剩、北美非常规石油产量快速增长、美国原油库存不断增加、美元进入

升值周期、地缘政治冲突缓和等诸多因素是本轮油价下跌的主要原因②ꎮ 从

经济学原理看ꎬ原油的价格主要由供需关系、支付的货币(美元)价格、边际开

采成本和替代能源价格决定ꎮ 当然ꎬ国际油价也会偏离供需基本面ꎬ甚至会

反过来影响石油供需ꎮ 在整个石油体系中ꎬ以市场为基础的自动调节机制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ꎬ但从近 ３０ 年国际油价波动的情况来看ꎬ这种市场机

制仍然比较脆弱ꎮ
国际油价的定价基础有两个方面ꎬ一是石油生产的成本和公司利润ꎬ二

是主要产油国的财政预算盈亏平衡点ꎮ 关于定价机制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由
长期合约、现货、期货协同发展的石油市场交易形式初步确定ꎮ 从最近 １０ 多

年石油价格波动的情况看ꎬ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正在强化ꎬ可以说ꎬ当前

的国际石油市场定价体系进入期货定价时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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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Кудрин представил план антикризисных реформ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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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犁:«２０１４ 年国际油价走势回顾及 ２０１５ 年展望»ꎬ«发展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ꎻ
常毓文等:«国际油价下跌特征及石油公司应对策略分析»ꎬ«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ꎻ徐建山等:«国际油价下跌原因辨析»ꎬ«世界经济与贸易»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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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布伦特原油价格水平 (单位:美元 /桶)

资料来源:ＩＥＡ:Ｍｅｄｉｕｍ － ｔｅｒｍ Ｏｉ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一)石油需求疲软和供应过剩的双重驱动及市场预期导致国际油价

下跌

近 ３０ 年来ꎬ国际石油市场快速发展ꎬ基本实现了供需均衡ꎮ 近几年的情

况是石油供过于求ꎮ 从需求方面看ꎬ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除美国经济保持稳健发展

外ꎬ欧盟、日本经济仍持续低迷ꎬ新兴经济体ꎬ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导致

全球石油需求较为疲软ꎮ 除经济发展因素外ꎬ很多国家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

高以及替代能源快速发展也导致世界石油需求增量放缓ꎮ 与此相关ꎬ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起ꎬ国际能源署(ＩＥＡ)不断下调 ２０１４ 年世界石油需求增量至每日 ７０
万桶ꎬ为近 ５ 年来的最低水平ꎮ ２０１４ 年全年全球石油消费量为每日 ９ １４４ 万

桶ꎬ比 ２０１３ 年每日 ９ ０４８ 万桶增加 ９６ 万桶ꎬ低于此前 １０ 年的平均增量每日

１１０ 万桶(２０１２ 年世界石油消费量为每日 ８ ９１４ 万桶)ꎮ 从供应方面看ꎬ世界

石油供应出现过剩ꎬ２０１４ 年世界石油供应增量为每日 １８０ 万桶左右ꎬ远超过

最初预测的每日 １２０ 万桶ꎮ 欧佩克产量平稳ꎬ全年产量超过每日 ３ ０００ 万桶ꎬ
９ 月原油产量甚至达到每日 ３ １００ 万桶ꎬ部分产油国如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

国的原油产量出现小幅上升ꎮ 世界石油供应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

国石油产量的大幅增加ꎬ前几年美国石油产量的增长填补了中东利比亚、
伊朗等国产量的下降ꎬ所以美国的产量增长并未相应提高世界石油供油量

的增长ꎬ但是随着利比亚战乱的逐渐平息及伊朗核问题的松动ꎬ利比亚、伊
拉克、伊朗等国的石油产量开始缓慢增长ꎬ整个国际市场的石油供应量因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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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显著提高ꎮ 当前ꎬ世界石油市场供需的再平衡主要取决于供应方的

调整ꎮ
石油供需总体由略过剩转向较为过剩ꎬ２０１４ 年开始明显呈现供大于求ꎬ

且供大于求的数量远超过事先的预期ꎬ这是国际油价大幅下降的主要市场

因素ꎮ
(二)欧佩克与美国或传统产油国与新兴产油国之争是油价下跌的另一

重要影响因素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立于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ꎬ２０１５ 年将迎来成立 ５５ 周

年ꎬ现有 １２ 个成员国①ꎮ 在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的情况下ꎬ欧佩克逐渐丧

失确定石油价格的支配地位ꎬ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地位也有所下降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ꎬ欧佩克协调成员国决定大幅降低生产配额ꎬ即每

天减产 ４２０ 万 ~ ２ ４８４ 万桶ꎬ对提升油价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面对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开始的本轮油价下跌ꎬ欧佩克将讨论应对油价下跌的会议拖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才召开ꎬ且会议令人意外地通过了不减产的决定ꎮ 在欧佩克“不作为”之
后ꎬ国际油价进一步快速下跌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欧佩克部长级会

议上ꎬ参会各方认为ꎬ“目前市场在寻求平衡和稳定”ꎬ一致决定在未来 ６ 个月

继续维持每日 ３ ０００ 万桶的最高日产量ꎮ 有观点认为ꎬ欧佩克不减产是希

望以低油价支持全球原油需求增长ꎬ并在与美国页岩油的竞争中保持市场

份额ꎮ 笔者支持这种观点ꎬ“减产保价”或会促进美国页岩油气的进一步

发展ꎮ
当然ꎬ也有观点认为ꎬ欧佩克不是没有“减产保价”的意愿ꎬ但是即便采取

减产措施也无法达到保价的目的ꎬ因为欧佩克削减的产量很可能被其他非欧

佩克产油国填补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ꎬ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近

４５％ ꎬ而近些年随着美国等非欧佩克产油国产量的上升ꎬ到 ２０１４ 年欧佩克成

员国原油产量的份额已降至 ４０ ９％ ꎮ
另外ꎬ由于各成员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尽相同(分为海湾地区和非海

湾地区)ꎬ面对油价下跌ꎬ是“减产保价”还是“增产保份额”ꎬ欧佩克内部的分

歧也较大ꎮ

—０２—

① 日前有报道称印度尼西亚将重新加入欧佩克ꎬ印度尼西亚曾是欧佩克创始国之

一ꎬ因石油产量下降成为净进口国后于 ２００８ 年退出该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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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欧佩克国家原油产量 (单位:万桶 /日)

国家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阿尔及利亚 ７９ ６ １３５ ６ １２０ ３ １１９ ２

安哥拉 ７３ ６ １８９ ６ １７０ １ １６５ ２

委内瑞拉 ２８９ １ ２９５ ８ ２７８ ９ ２３３ ３

伊拉克 ２８１ ０ ２２８ １ ２９８ ０ ３１１ ０

伊朗 ３６６ １ ４０５ ６ ３５７ ５ ３１２ １

卡塔尔 ６４ ８ ８４ ３ ７２ ４ ７１ ０

科威特 １９９ ６ ２６７ ６ ２９２ ５ ２８６ ７

利比亚 １３４ ７ １７２ １ ９９ ３ ４８ ０

尼日利亚 ２０５ ４ ２０１ ７ １７５ ４ １８０ ３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２１７ ５ ２５７ ２ ２７９ ７ ２７９ ４

沙特阿拉伯 ８０９ ５ ９１９ ８ ９６３ ７ ９７１ ３

厄瓜多尔 ３９ ２ ５０ １ ５２ ６ ５５ ７

共计 ２ ７６０ １ ３ ２０７ ５ ３ １６０ ４ ３ ０３３ ２

占全球产量的比重(％ ) ４１ ９ ４４ ７ ４３ ４ ４０ ９

　 　 资料来源:Нефтегазовая вертикаль ２０１５ № ５

得益于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的进步ꎬ近年来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大幅

增长ꎬ“页岩革命”成为国际油气市场的新变量ꎮ 美国能源信息署(ＥＩＡ)公布

的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２ 年美国原油日产量为 ６５０ 万桶ꎬ２０１３ 年升至 ７４６ ５ 万桶ꎬ
２０１４ 年已达到 ８７０ 万桶ꎬ年均增量超过每日 １００ 万桶ꎮ 美国能源信息署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的报告中预测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美国的原油产量将继续增至每日

９５０ 万桶ꎮ 目前ꎬ美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取消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制定的石油出

口禁令ꎬ一旦解除这一禁令ꎬ由于美国石油产量的上升ꎬ美国将成为国际市场

重要的原油出口国ꎬ对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传统产油国将形成巨大的

挑战ꎮ
欧佩克成员国能承受的最低油价是多少? 低油价是否会影响美国的页

岩油气生产? 根据级差地租理论ꎬ不同资源所有者因为其生产成本不同ꎬ在
统一的市场价格条件下ꎬ各生产者获得的利润水平会不一样ꎮ 在石油领域ꎬ
各个国家、各个项目的石油生产成本不尽相同ꎬ盈亏平衡点差异比较大ꎮ 石

油生产获得的收益既包括石油开采商的投资回报ꎬ也包括产油国以税费形式

获得的财政收入ꎮ 有专家认为ꎬ油价下跌的底线是石油生产的盈亏平衡点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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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油价低于盈亏平衡点ꎬ石油行业的投资将会大幅减少并导致产量下降ꎮ

图 ２ 美国原油产量及预测 (单位:万桶 /日)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Ｎａｔｉｘ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公司测算了国际油价在每桶 ７０ 美元

水平下各国石油生产的盈利状况(见表 ２)ꎮ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ꎬ沙特阿拉伯

的石油生产综合成本(操作费和运输费)最低ꎬ仅为每桶 ５ 美元ꎻ其他中东国

家的综合成本也不高ꎬ平均为每桶 １８ 美元ꎻ在此油价水平下ꎬ俄罗斯和哈萨

克斯坦等国也可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ꎮ 当然ꎬ该公司的测算并没有考虑石油

开采向财政缴纳税费的支出ꎮ

表 ２ 国际油价在每桶 ７０ 美元水平下各国石油开采的盈利状况

(单位:美元 /桶)

国家 开采条件
综合成本

(操作费和运输费)
盈利水平

沙特阿拉伯 陆地 ５ ６５

中东(除沙特阿拉伯外) 陆地 １８ ５２

俄罗斯 陆地 ３０ ４０

其他原苏联国家 陆地 ３３ ３７

委内瑞拉 /墨西哥 陆地 ３６ ３４

挪威 /英国 北海 ５２ １８

　 　 资料来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ｘ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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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页岩油的生产成本如何? 页岩油的生产成本包括沉淀成本(矿权购

置和钻探成本)及运营成本(开采、加工、运输和生产税)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Ｓｃｏｔｉａ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对美国不同地区页岩油开采成本进行分析ꎬ得出的结

论是美国 ８２％的页岩油生产盈亏平衡点在每桶 ６０ ~ ６１ 美元ꎮ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ｌｆａ”
公司测算了美国 ８ 家页岩油开采公司 ２０１４ 年的生产总成本ꎬ有 ５ 家公司的

生产总成本低于每桶 ５０ 美元ꎬ另 ３ 家总成本在每桶 ７０ 美元左右ꎮ 随着国际

原油均价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初以来升至 ５０ 美元以上(见表 ６)ꎬ多数美国页岩油

生产商都可获得盈利ꎮ

表 ３ 美国四大页岩油产区开采盈亏平衡点 (单位:美元 /桶)

产区 盈亏平衡点

Ｐｅｒｍｉａｎ ５９ ~ ８２(平均 ６８)

Ｅａｇｌｅ Ｆｏｒｄ ４０ ~ ６０(平均 ５０)

Ｎｉｏｂｒａｒａ ５９ ５

Ｂａｋｋｅｎ ５４ ~ ７９(平均 ６９)

平均盈亏平衡点 ６０ ~ ６１

　 　 资料来源: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ｃｏｔｉａ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国际油价的下跌有没有引发美国页岩油产量的下降? 理论上ꎬ如果油价

不低于运营成本ꎬ生产商将保持现有油井生产ꎻ仅当油价高于运营成本和沉

淀成本时ꎬ生产商才会进行新的投资钻探新油井ꎮ 从目前情况看ꎬ油价下跌

导致美国页岩油新增投资大幅萎缩ꎬ钻井数量减少ꎮ 与常规油气资源开采不

同ꎬ一口页岩油井约 ９０％的产能会在油井开采的头两年释放ꎬ因而要保持页

岩油产量需要不断新增投资开钻新井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美国钻机总数达到最高

峰 １ ６０９ 台ꎬ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斯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旬的报告显示ꎬ美国

近期的石油钻机总数跌至 ６３５ 台ꎬ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以来最低水平ꎬ已连续 ２７ 周

下跌ꎬ目前有超出一半的钻井闲置ꎮ 随着新增投资减少和钻机数量下降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美国页岩油产量停止增长ꎬ根据有关报告ꎬ５ 月美国页岩油日均

产量较 ４ 月下降约 ５０ 万桶ꎬ预计 ６ 月和 ７ 月产量将进一步下降ꎮ 另一方面ꎬ
低油价也迫使美国页岩油产业加速采用新技术、提高钻井效率ꎬ页岩油开采

单井产能不断提升ꎬ开采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ꎬ对油价的承压能力进一步增

强ꎮ 在 ６ 月中旬举行的美国能源大会上ꎬ与会专家认为ꎬ美国的页岩油产业

能够顺利度过此轮国际油价下跌ꎬ预计在 ２０１６ 年年中美国的页岩油产量会

恢复增长ꎮ
—３２—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在此轮油价波动中可以看出ꎬ美国仍然是世界石油市场的主导力量ꎮ 除

因石油产量增加、进口减少等影响世界石油供应外ꎬ美国还通过调整储备数

量(战略储备及商业储备)影响国际油价①ꎮ 具体而言ꎬ美国能源信息署会定

期发布库欣地区(Ｃｕｓｈｉｎｇ)原油库存量ꎬ作为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

交割基准地ꎬ该库存量的增减对美国原油价格涨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ꎮ 大多

数情况下ꎬ库欣库存高时(或预期增加)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会走低ꎬ反
之油价走高ꎮ

(三)预期:国际石油市场中短期供应宽松ꎬ油价在波动中缓慢回升

过高的油价会导致需求减少并最终影响产油国的财政收入ꎬ而过低的油

价将导致石油投资不足进而引发供应减少ꎬ影响消费国的能源保障ꎮ 因此ꎬ
产油国和消费国对稳定的国际油价有共同的认知ꎬ石油供需会在起伏中达到

新的平衡点ꎬ国际油价也会在产油国与消费国(目前主要是欧盟、美国等经合

组织国家)的博弈中达到相对稳定水平ꎮ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ꎬ相对较低的

油价符合美欧的战略利益ꎬ对美国而言有利于巩固经济复苏态势ꎬ对欧洲而

言有利于提振经济发展ꎮ 因此ꎬ只要在低油价形势下页岩油气不大幅减产、
尚可维持ꎬ美国即无动机干预石油供需市场ꎬ页岩油产业也会依靠市场机制

自我调节ꎮ
尽管世界经济发展放缓ꎬ各地区面临诸多挑战ꎬ但总体仍保持温和复苏

势头ꎮ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ꎬ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ＧＤＰ 增速将维持在

３ ４５％ ~３ ７７％ ꎬ仍然高于过去 ２０ 年平均 ３％ 的增速水平ꎮ 与此相关ꎬ世界

石油需求也将实现缓慢增长ꎮ 如果世界经济增速低于 ３％ ꎬ世界石油市场供

需失衡将进一步加剧ꎮ 此外ꎬ国际油价下跌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是利好ꎬ有利

于促进世界石油需求ꎮ 预计ꎬ２０１５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量为每日 １００ 万桶ꎬ高
于 ２０１４ 年每日 ７０ 万桶的增量水平ꎮ 国际能源署预测ꎬ世界石油需求将由

２０１５ 年的每日 ９ ３３４ 万桶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每日 ９ ９０５ 万桶ꎬ年均增量为每日

１１５ 万桶ꎮ
根据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的预测ꎬ２０１５ 年世界石油供应量为每日 ９ ４４４

万桶ꎬ比世界石油需求高出每日 １００ 万桶ꎻ到 ２０２０ 年前世界石油供应量年均

增长约每日 １３５ 万桶ꎮ 如果伊朗被解除制裁ꎬ恢复全面出口ꎬ伊朗的原油出

口能力可在半年内增至每日 ２５０ 万桶ꎬ全球原油供给可显著增加ꎮ 根据国际

—４２—

① ２００９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ꎬ当石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 ４０ 美元以下时ꎬ美国等国

不断增加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ꎬ国际油价很快止跌回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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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署的报告ꎬ客观上看ꎬ世界石油的供给能力将高于实际的供应量ꎮ 初步

判断ꎬ到 ２０２０ 年前世界石油市场仍将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ꎬ总体供给宽松ꎮ
但石油价格的下跌通常会导致石油需求的增加ꎬ由于投资减少供给会相应减

少ꎬ供给趋紧将促使石油价格缓慢上升ꎮ

表 ４ 国际能源署对 ２０２０ 年前世界石油供需情况的预测

年　 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ＧＤＰ 增速(％ ) ３ ４５ ３ ６７ ３ ６８ ３ ７１ ３ ７５ ３ ７７

世界石油需求(万桶 /日) ９ ３３４ ９ ４４７ ９ ５６８ ９ ６８６ ９ ８００ ９ ９０５

世界石油供给能力(亿桶 /日) ０ ９８６ ４ ０ ９９７ ２ １ ００５ ５ １ ０１５ ０ １ ０２３ ４ １ ０３１ ７

欧佩克生产能力(万桶 /日) ３ ４７３ ３ ５１２ ３ ５４１ ３ ５６５ ３ ５９１ ３ ６２４

富余能力(万桶 /日) ５３０ ５２５ ４８７ ４６４ ４３４ ４１２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世界不同机构对 ２０１５ 年的国际油价进行了预测(见表

５)ꎮ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作出的预测最悲观ꎬ该机构预测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

原油价格平均为每桶 ４７ ５ 美元ꎬ最乐观的预测是“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作出的每桶

７０ 美元ꎻ多数机构预测其价格将在每桶 ５１ ~ ６０ 美元之间ꎮ “Ｍｅ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和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的布伦特油价将在每桶 ５２ ~ ５８ 美元之间ꎮ

　 　 表 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不同机构对 ２０１５ 年国际油价的预测 (单位:美元 /桶)

ＥＩＡ ５４ ５８(ＷＴＩ)ꎬ５７ ５８(Ｂｒｅｎｔ)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４７ ５(ＷＴＩ)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Ｇｍｅｒａｌｅ ５１(ＷＴＩ)

Ｃｉｔｉ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５５(ＷＴＩ)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７０(ＷＴＩ)

Ｂａｒｋｌａｙｓ ６６(ＷＴＩ)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５９(ＷＴＩ)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５５(ＷＴＩ)

Ｍｅ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５２(Ｂｒｅｎ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从实际情况看ꎬ国际油价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开始明显出现震荡上扬ꎮ 西德

克萨斯中质原油现货市场价格在 １ 月 ２８ 日触及当月最低点每桶 ４４ ４３ 美

元ꎬ３ 月 １７ 日触及当月最低点每桶 ４３ １８ 美元ꎬ其他时间价格水平均高于上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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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最低点ꎻ布伦特原油现货市场价格在 １ 月 １３ 日触及当月最低点每桶 ４５ ２２
美元ꎬ３ 月 １７ 日为当月价格最低点每桶 ５１ ６４ 美元ꎮ 进入 ６ 月以来ꎬ８ 月交

货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在每桶 ６０ 美元上下震荡ꎬ８ 月交货的布伦

特原油期货价格则在每桶 ６５ 美元上下波动ꎮ 多数专家预测ꎬ２０１５ 年国际油

价将呈“Ｗ”形上下震荡ꎮ

表 ６ ２０１５ 年国际原油现货平均价格 (单位:美元 /桶)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前 ５ 月平均

ＷＴＩ ４７ ２４ ５０ ６６ ４７ ７７ ５４ ４３ ５９ ３ ５１ ８８

Ｂｒｅｎｔ ４７ ７５ ５８ １１ ５５ ９２ ５９ ７６ ６４ ３２ ５７ １７

　 　 资料来源:«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结合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世界石油供需情况以及美国货币政策趋

紧、美元走强的判断ꎬ国际能源署在 ２０１５ 年年中报告中对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布

伦特油价水平进行了谨慎的预测ꎬ即平均油价会在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继续小幅

回升ꎬ在 ２０１８ 年达到每桶 ７０ 美元的水平ꎬ２０２０ 年达到每桶 ７３ 美元ꎮ 总之ꎬ
未来的世界石油格局仍将深刻调整ꎬ油价如何变化亟待进一步研究和观察ꎮ

　 　 图 ３ 国际能源署对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布伦特油价的预测 (单位:美元 /桶)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底ꎬ俄杜马通过«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联邦预算草案»ꎬ１２
月初俄总统普京签署通过ꎮ 该预算是以乌拉尔油价为 １００ 美元、卢布对美元

汇率 ３７ ７∶ １ 为基准制定的ꎮ 签署日当天的布伦特现货价格已跌至每桶

７０ １８ 美元ꎬ卢布汇率降至 ５０ ７６７ ８∶ １ꎮ 显然ꎬ该预算过于乐观ꎬ实现的难度

较大ꎬ俄政府也在预算通过 １ 个月后对其进行了紧急调整ꎮ 因俄联邦预算收

入中的油气收入比重高达 ５０％左右ꎬ随着油价中长期保持低位ꎬ近几年内俄

联邦预算收入也会比预期要低ꎮ 为应对此局面ꎬ弥补可能产生的财政赤字ꎬ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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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可能采取的举措ꎬ一是相应削减预算支出ꎬ二是动用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

基金ꎮ 当前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ꎬ有专家预测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俄经济将出现

负增长ꎮ 初步判断ꎬ随着国际油价的缓慢上行ꎬ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俄经济会出现

复苏迹象ꎮ

庞昌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心教授〕

(一)苏联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已开始依赖油气出口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接受德国报纸采访时坦陈ꎬ
俄罗斯经济对油气价格的高度依赖始于苏联时期ꎮ 俄总理以此表明“创新型

国家”建设的难度不可小觑ꎮ
苏联 １９８５ 年燃料和电力出口价格达到峰值ꎬ之后国际油价连年走低ꎬ出

口收入下降ꎬ而苏联预算逐年增长ꎬ故占比降低ꎬ对国家预算和财政的贡献率

下降ꎮ 而财政对油气出口的依赖反而日益迫切ꎮ 随着油价下降ꎬ燃料和电力

占出口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见表 １)ꎮ

　 　 表 １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０ 年苏联出口额和预算中燃料和电力所占比重

年份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出口额(亿卢布) ２４０ ３ ５７１ １ ７２６ ６ ６８２ ９ ６８１ ４ ６７１ ２ ６８７ ４ ６０ ７６

燃料和电力ꎬ占出口额(％) ３１ ４ ５０ ２ ５２ ７ ４７ ３ ４６ ５ ４２ １ ３９ ９ ４０ ５

燃料和电力(亿卢布) ７５ ５ ２８６ ７ ３８２ ９ ３２３ ０ ３１６ ９ ２８２ ６ ２７４ ３ ２４ ６１

燃料和电力ꎬ占预算(％ ) ３ ４５ ８ ９４ １０ ２８ ８ ６９ ８ ４２ ７ ５０ ６ ８２ ５ ２２

　 　 资料来源: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１９２２ － １９８２ Юбилей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С ５８０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１９９０ 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С
６５９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ꎬ美国里根政府迫使沙特阿拉伯增产ꎬ实行“逆向石油冲击”
战略打压世界油价ꎬ迫使苏联实行战略收缩ꎮ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６ 年世界油价下跌

了一半ꎬ使得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创汇的苏联受到沉重打击ꎮ 预算、外贸平

衡、数千万吨谷物的进口、外债偿还、军队和军工综合体拨款等均陷入捉襟

见肘的窘境ꎮ 尽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世界经济衰退和对石油的需求下

降幅度不是很大ꎬ但世界油价却出现大幅下降ꎮ 有分析家披露ꎬ这种油价

异常下挫是由于 １９８５ 年美国中情局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秘密协议ꎬ沙特

阿拉伯在 １９８５ 年年底把本国石油产量提高了两倍多ꎬ从而造成油价急剧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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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①ꎮ
(二)美元对卢布汇率与国际油价的关联性分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价格为每吨 ７４３ ９ 美元ꎬ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为每吨 ３９２ ５ 美元ꎬ价格跌幅为 ４７ ２％ ꎮ 而美元对卢布汇率从 １∶ ３０ ５ 升至

１∶ ５８ꎬ幅度为 ４７ ４％ 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价格为每桶 ３ ６００ 卢布ꎮ 按照

“公式 ３６００”ꎬ美元对卢布汇率与油价呈现的负相关性:１００ 美元 /桶ꎬ１ 美

元 ＝ ３６ 卢布ꎬ卢布 /石油美元的系数 ３６ / １００ ＝ ０ ３６ꎮ 油价 ６０ 美元 /桶ꎬ１ 美

元 ＝ ６０ 卢布ꎮ 如果油价每桶 ４０ 美元和 ５０ 美元ꎬ１ 美元则分别为 ９０ 卢布和

７２ 卢布ꎮ 即国际油价走廊在每桶 ４０ ~ ６０ 美元时ꎬ美元对卢布汇率为 １∶ ９０ ~
１∶ ６０ 美元ꎮ

在不考虑俄罗斯央行对外汇的干涉情况下ꎬ美元对卢布的汇率与国际油

价(布伦特或乌拉尔原油)的关联性公式为:
К２ ＝ К１ × (Ц１ － Ф) / (Ц２ － Ф)
К２ 为次日美元对卢布新汇率

К１ 为当日美元对卢布汇率

Ц１ 为上日石油价格

Ц２ 为石油新价格

Ф为常数 ４０ 或 － １
(三)俄罗斯经济难以摆脱油价掣肘

俄罗斯油气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２ / ３ꎬ国家预算收入的 １ / ４ 依赖油气出口ꎬ
低油价对俄罗斯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ꎮ

笔者认为ꎬ卢布贬值可能是拯救俄罗斯经济的最简洁办法ꎬ即鼓励能源

出口创汇ꎬ油气出口企业可以用出口创汇的美元折换成更多的卢布维持再

生产ꎮ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量价双降ꎮ 原油出口量为 ２ ２３ 亿吨ꎬ同

比下降 ５ ５８％ ꎬ出口额为 １ ５３８ ７８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１ ３％ ꎮ 油品出口 １ ５５
亿吨ꎬ创汇 １ ０８９ ７５ 亿美元②ꎮ 天然气出口 １ ７２６ 亿立方米ꎬ同比下降

１２ １％ ꎬ出口额为 ５４７ ３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８ ６％ ꎮ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原油出口创汇同比减少 １９８ 亿美元ꎬ天然气出口额下降

—８２—

①
②

庞昌伟:«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ꎬ«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ꎮ
ｈｔｔｐ: / / ｒｉａ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１５０２０９ / １０４６６９９７２８ ｈｔｍｌ＃ｉｘｚｚ３ｇＪＤｗｑａｚ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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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亿美元ꎬ总值为 ３１８ 亿美元ꎮ 俄罗斯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油气出口数量与出口

额见表 ２、表 ３ꎮ

表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原油出口数量与出口额

年份 原油出口量(亿吨) 出口额(亿美元) 均价(美元 /桶)

２０１２ ２ ４００ １ ８０９ ３ １０３ １４

２０１３ ２ ３６６ １ ７３６ ７ １００ ４１

２０１４ ２ ２３４ １ ５３８ ９ ９４ ２２

　 　 资料来源:ＯＳＰ － ＵＡ ＩＮＦＯ

表 ３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数量与出口额

年份 天然气出口量(亿立方米) 出口额(亿美元) 均价(美元 /千立方米)

２０１２ １ ７８７ ６２２ ５ ３４８ ３３

２０１３ １ ９６４ ６７２ ３ ３４２ ２９

２０１４ １ ７４３ ５５２ ４ ３１７ ０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５ 月ꎬ欧盟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有所下降ꎬ占俄进

出口贸易的 ４５ ９％ ꎬ而俄对欧出口下降了 ３５％ ꎮ 欧亚经济联盟仅占俄进出

口贸易的 ７ ３％ ꎬ中国占 １０ ９％ ꎬ但对中国出口下降了 ２８％ ꎮ 对欧盟等远邻

国家的燃料动力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降至 ６８％ (２０１４ 年同期为 ７５ ６％ )①ꎮ
俄罗斯统计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５ 年 １ ~５ 月燃料动力产品出口的特点是同比数量

上升 ９ ２％而出口额下降 ３５ １％(其中原油下降 ５８ １％ꎬ油品下降 ６７ １％ꎬ天然气

下降 ６４ １％)ꎮ 如原油出口量增长 １０ ８％ꎬ电力增长 ２８ ９％ꎬ油品增长 ２１％ꎬ但天

然气出口量由于欧盟和乌克兰减少进口而下降 ７％②ꎮ
卢布贬值、通胀加剧、贷款利率提升ꎬ严重抑制居民消费水平ꎮ 作为驱动

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ꎬ２０１４ 年消费增速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９％降至 ２％ ꎮ ２０１５ 年

第一季度俄罗斯 ＧＤＰ 下降 ２ ２％ ꎮ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发布数据ꎬ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经济总量 ７０ ９７ 万亿卢布ꎬ同比增长 ０ ６％(１ ~９ 月为

０ ８％ ꎬ第四季度零增长)ꎬ为 ２００９ 年以来最低增长年份(２０１３ 年 １ ３％ ꎬ２０１２
年 ３ ４％ ꎬ２０１１ 年 ４ ３％ ꎬ２０１０ 年 ４ ５％ ꎬ２００９ 年 － ７ ８％ )ꎮ 俄罗斯经济发展

—９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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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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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制定的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测方案显示ꎬ在油价每桶 ６０ ~ ４０ 美

元走廊条件下ꎬ俄经济增幅分别为 － ３％和 － ５％ ꎮ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预测ꎬ如果 ２０１５ 年油价每桶 ５８ 美

元ꎬ俄罗斯经济增速为 － ４ ８％ ꎬ投资下降 １０％ ①ꎮ 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

发展研究中心预测认为ꎬ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经济下降幅度为 ３ ６％ ꎬ乌拉尔原油

价格基础为每桶 ８３ 美元②ꎮ 俄罗斯官方预测比较乐观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经

济发展部部长乌留卡耶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预测ꎬ２０１５ 年全年俄罗斯

经济下降幅度约为 ２％ꎬ１ ~ ５ 月下降 ３ ２％ꎬ第二季度预计为 － ３ ５％ ~ － ４％ꎮ
他预测ꎬ随着消费需求的恢复ꎬ２０１６ 年中期俄罗斯经济将增长 ２％ ~３％ꎮ

(四)俄罗斯经济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美欧对俄罗斯制裁 ２０１７ 年前难以解除ꎬ俄罗斯经济受西方资金和技术

的掣肘ꎮ 国际油价似乎配合对俄制裁ꎬ诸多因素(美元指数向 １００ 突破、美国

页岩油产量猛增、伊朗被解除制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欧洲经济低迷)导
致价格下行ꎬ短期难以回到每桶 ７０ ~ ８０ 美元ꎮ 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难以扭转

俄罗斯财政对油气出口依赖的局面ꎮ 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经济增长取决于以下

因素:国际油价触底回升ꎬ全面进口替代战略取得成效ꎬ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成功对接ꎬ俄罗斯东部资源开发稳步推进ꎬ能源出口重心

转向东方ꎬ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与欧佩克竞争市场份额ꎮ 俄罗斯

将强化“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ꎬ中俄作为亚欧大陆两

个传统的大陆型国家将共同面对海洋型强国的挑战ꎮ

王四海(中国地质大学教授ꎬ楚天—中国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研

究员)∗

(一)从历史视角审视ꎬ美国以石油为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 １９ 世纪ꎬ美俄就已在石油领域展开商业竞争ꎮ 俄罗斯卢克石油公

司总裁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在 １９ 世纪最后的 ２５ 年间ꎬ当美国意识到自己

在世界煤油市场的垄断地位受到俄国威胁的时候ꎬ便立刻展开猛烈反击ꎬ其

　 　 ∗　 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资源潜力与中土天然气合作问题

研究»(项目编号:１３ＢＧＪ０２２)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油气资源潜力与中俄油气合

作战略研究»(项目编号:１２ＹＪＡＺＨ１４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①　 ｈｔｔｐ: / / ｔｏｐ ｒｂｃ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１９ / ０１ / ２０１５ / ５４ｂｃｆ１６０９ａ７９４７３ｄ１３５６８ｆ７６
②　 ｈｔｔｐ: / / ｔｏｐ ｒｂｃ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１９ / ０５ / ２０１５ / ５５５ｂ０２００９ａ７９４７２５１ｄｃ４４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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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采取了一些很不光彩的手段和方法ꎮ”①

１８９０ 年前后ꎬ俄国煤油出口量已接近美国的半数 (４１ １％ )ꎬ占领了

４３ ９％的欧洲市场ꎮ 俄国石油公司在欧洲市场的崛起让美国无法接受ꎬ美国

标准石油公司利用一切手段(包括不正当竞争手段)发起猛烈反击ꎬ俄国对欧

洲石油出口量很快开始下降ꎮ 到了 １８９２ 年ꎬ俄国仅占欧洲 １０ ８％ 的煤油市

场ꎬ基本上被美国排挤出欧洲市场ꎮ
１９ 世纪末期ꎬ俄国煤油出口转向远东市场ꎬ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２ 年间俄国控制了

５５％的远东煤油市场ꎮ 对此ꎬ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很快采取行动ꎮ 时至 １８９３
年ꎬ美国在远东市场煤油销量已达 ７５０ 万箱ꎬ而俄国仅是美国的半数(３８０ 万

箱)ꎬ俄国的大半远东市场被美国抢走ꎮ
１８９８ 年ꎬ俄国的石油开采量占世界的 ５１ ６％ ꎬ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头号

“石油王国”ꎻ１９０３ 年ꎬ俄国出口英国的煤油总量已占美国的 ４２ ４％ ꎻ１９０４
年ꎬ俄国煤油出口量占世界的 ３０ ７％ ꎮ 俄国煤油出口量连续几年保持增长ꎬ
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ꎬ对此美国又开始频出招数ꎮ 其一ꎬ怂恿日本对俄开

战ꎬ１９０４ 年日本向俄国不宣而战ꎬ日俄战争全面爆发ꎬ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全面

协调起来ꎬ美国政府也全面支持日本②ꎻ其二ꎬ美国与英国一起在俄国后院阿

普歇伦半岛油田挑拨民族矛盾ꎬ对伊斯兰学校胡作非为的毛拉进行洗脑ꎬ引
发了血腥的阿普歇伦半岛油田悲惨事件(暴力“颜色革命”)ꎬ俄国油气工业

因此受到重创ꎻ其三ꎬ１９０４ 年春天ꎬ美国约翰洛克菲勒公司发动价格战ꎬ将
灌装煤油价格从每罐 ５ ７２ 便士降到 ２ ５ 便士ꎬ用低油价重创俄国石油出口

经济ꎬ迫使俄国退出欧洲市场ꎮ 经历过日俄战争、阿普歇伦半岛油田惨案、煤
油降价风波后ꎬ俄国石油工业陷入深重的危机ꎬ再也无暇顾及其在欧洲和远

东的市场ꎬ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趁机重新夺回在欧洲和远东煤油市场的霸主

地位ꎮ
历史上ꎬ每当经济强烈依赖油气工业的俄罗斯(或苏联)跟外部发生冲突

或者对抗的时候ꎬ美国必适时出手对俄罗斯(或苏联) “落井下石”ꎮ 美国主

控下的油价下跌ꎬ总发生在俄罗斯(或苏联)卷入武装冲突之际: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苏联出兵阿富汗后ꎬ国际油价开始出现有规律下跌ꎻ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格鲁吉亚

战争发生后ꎬ国际油价开始下跌ꎬ俄罗斯财路被断ꎬ莫斯科股市惊现“黑色星

—１３—

①

②

[俄]阿列克佩罗夫ꎬ石泽译审:«俄罗斯石油:过去、现在与未来»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第 １０５ 页ꎮ
同①ꎬ第 １３５ ~ １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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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ꎬ３３０ 亿美元资本从俄罗斯流出ꎻ２０１４ 年俄乌爆发冲突ꎬ随即出现油价

暴跌所有这些绝不是纯属巧合ꎬ均系美国在幕后操控的结果①ꎮ
(二)２０ 世纪美国用石油为武器埋葬了苏联

２００６ 年ꎬ法国著名国际政治记者埃里克洛朗向外界披露了 ２０ 世纪美

国以石油为武器打击苏联的阴谋ꎮ 在自己的书中ꎬ他详细介绍了当时美国总

统里根和布什是如何设计战术操控石油产量和价格ꎬ如何确定打击苏联的最

佳油价“节点”ꎬ如何在一年时间内让油价从每桶 ３２ 美元跌至 ６ 美元ꎬ如何使

苏联经济陷入瘫痪等诸多内幕②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美苏两国在石油领域开展友好合作ꎬ两国元首实现互访

后ꎬ两国进入短暂的蜜月期ꎬ１９７３ 年发生石油危机期间ꎬ苏联还曾暗助过美

国ꎮ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ꎬ情况发生了逆转ꎮ 里根视苏联为邪恶帝国ꎬ里根

在其智库帮助下ꎬ开始有计划、有预谋地在多条战线上打击苏联ꎬ阿富汗战争

为里根围剿苏联提供了最佳历史时机ꎮ
阿富汗战争发生后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理查德派普斯

建议降低油价以此打击苏联经济ꎬ里根政府采纳了该项建议ꎮ 美国以制裁苏联出

兵阿富汗为借口ꎬ说服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提高石油产量、降低油价制裁苏联经

济ꎮ １９８５ 年年初ꎬ法赫德国王访问华盛顿ꎬ被美国说服提高石油产量ꎮ 沙特阿拉

伯将石油日产量从 ２００ 万桶升至 ６００ 万桶ꎬ到 １９８５ 年年底升至 ９００ 万桶ꎬ到 １９８６
年年初又升至１ ０００ 万桶ꎬ在一年时间内将石油产量提高５ 倍ꎮ １９８５ 年年初ꎬ油价

为每桶 ３２ 美元ꎬ而到了 １９８６ 年年初油价跌至每桶 １３ ~１４ 美元ꎬ１９８６ 年 ３ 月降至

每桶 ９ ~１０ 美元ꎬ一年内油价下跌 ３ ５ 倍③ꎮ 随后ꎬ美国适时“落井下石”ꎬ又向市

场投放了战略储备油ꎬ最终使国际油价迅速跌至每桶 ８ 美元ꎮ 苏联被迫以每桶 ６
美元的价格抛售积压的石油ꎬ而当时苏联每桶石油生产成本是 ９ 美元ꎮ 油价降至

８ 美元ꎬ这在当时对苏联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ꎬ苏联经济每年少收入 ２００ 亿美

元ꎬ苏联经济受到重创ꎬ完全陷入瘫痪ꎮ
(三)２０１４ 年油价暴跌系美国多手段操控下的一场打击俄罗斯的阴谋

２０１４ 年ꎬ在美国操控下ꎬ布伦特原油每桶价格从 １ 月的 １０７ ７８ 美元到 １２
月的 ５９ ４５ 美元一路暴跌ꎬ下跌 ４８ ３３ 美元ꎬ一年内跌幅达 ４４ ８４％ ꎬ其超出

—２３—

①

②
③

Людмила Кравченко Игры на нефтяном рынке: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ｒａｎｄ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ｉｇｒｙ － ｎａ － ｎｅｆｔｊａｎｏｍ － ｒｙｎｋｅ － ｐｒｉｃｈｉｎｙ － ｉ － ｐｏｓｌｅｄｓｔｖｉｊａ －
ｄｌｊａ － ｒｏｓｓ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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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市场经济学范畴ꎬ石油的政治属性再一次超越了经济属性ꎬ石油再一次

成为美国打击俄罗斯的重要武器ꎮ
自 ２０００ 年美国兴起“页岩革命”以来ꎬ美国石油产量逐年提升ꎬ而美国国

内石油需求量逐年下降ꎬ美国石油出口量逐年提高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国际能源

署发布«世界能源展望»年度报告预测ꎬ美国将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石油生产国(事实上 ２０１５ 年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石油生产国)ꎬ并在 １０
年后实现能源自给ꎮ “页岩革命”为美国提供了新型能源ꎬ促成美国成为世界

油气生产和出口大国ꎬ凭借快速增长的页岩油产量和价格优势ꎬ美国拥有了

平抑全球油价的能力ꎮ 同时ꎬ由于美国实行新的国家石油战略并且提高了联

邦企业燃油经济性标准ꎬ导致国内出现油气产量过剩的势头ꎬ过剩的油气产

量流向国际市场ꎬ欧洲与经济快速崛起的亚太地区是美国最为青睐的市场ꎬ
在全球石油需求下降的形势下打击头号竞争对手俄罗斯ꎬ抢占俄罗斯在欧洲

和亚太的市场ꎬ这对于美国而言又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①ꎮ
自 ２００７ 年起ꎬ俄罗斯石油出口量逐年攀升、石油出口创汇收入逐年增

加ꎬ国家经济对石油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强ꎬ到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国家预算平衡

的油价已高至每桶 １１４ 美元ꎬ面临油价下跌经济遭受沉痛创伤的高风险ꎬ这
为美国打击俄罗斯经济提供了契机ꎮ

在上述背景之下ꎬ美国选择了 ２０１４ 年这一打击俄罗斯经济的最佳节点ꎬ
在国际石油市场推出系列计谋让油价暴跌ꎬ而在另外一个战场挑起乌克兰与

俄罗斯冲突ꎬ诱引俄罗斯进入圈套ꎬ然后以制裁俄罗斯为借口ꎬ聚拢欧盟等外

部力量对俄罗斯经济进行围剿ꎮ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以来ꎬ国际油价暴跌的引发因素皆在美国阴谋掌控之下ꎮ

其一ꎬ在全球石油需求减少的大趋势下ꎬ美国施“激将法”使以沙特阿拉伯为

代表的欧佩克成员国不减产ꎻ解禁对伊朗原油出口限制ꎻ让伊拉克和利比亚

恢复开采ꎻ故意一纵一擒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叙利亚)ꎬ使其有机会非

法向土耳其等欧洲国家低价贩卖石油(交易额每日 ３００ 万美元、价格每桶

２５ ~ ６０ 美元)等ꎮ 其二ꎬ美国主导的非常规能源页岩油大量进入常规石油市

场ꎬ对常规石油市场形成了强烈冲击ꎮ 其三ꎬ美国为了打击俄罗斯经济ꎬ结束

量化宽松政策、大幅度提高美国企业燃油经济性标准(美国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新

联邦燃油经济性标准高达每加仑 ５４ ５ 英里)、故意适时向国际石油市场释放

—３３—

① Анастасия Смирнова США готовят нефтяной удар по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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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储备油、蓄意让页岩油产量爆炸式增长等引发油价暴跌ꎮ 这其中ꎬ非常

规能源页岩油是引起油价下跌的主控因素ꎬ系美国精心策划的最大阴谋ꎮ
美国页岩油资源量占全球总量 ７０％ 以上ꎬ其中可采储量为 ７００ 亿 ~

１ ５００亿吨ꎬ是美国常规石油可采储量的 ２６ 倍ꎬ是沙特阿拉伯常规石油可采储

量的两倍ꎬ而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的生产成本每桶仅 ４０ ~ ４２ 美元ꎬ大大低于国

际石油生产商的常规石油平均生产成本ꎮ 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底ꎬ美国页岩油日产

量达 ２００ 万桶以上ꎬ而在两年以后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底已超过 ９００ 万桶ꎮ 要知道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全球石油日产量也只不过是 ９ ０００ 万桶①ꎮ 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以来ꎬ
全球石油价格从 １１５ 美元高位崩盘ꎬ一度下跌至 ５０ 美元以下ꎬ其主要原因系

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出现快速增长ꎮ
当下ꎬ美国非常规能源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已实现突破ꎬ美国石油工业进

入非常规油气时代ꎬ发展非常规能源是美国再工业化精心大布局的关键性的

第一步②ꎮ 美国页岩油不仅可以重创俄罗斯经济ꎬ其在未来有可能彻底主宰

国际石油市场价格ꎬ亦有可能重创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经济ꎮ
(四)油价下跌和美欧制裁使俄罗斯蒙受的损失

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能源ꎬ８０％的出口、７０％的 ＧＤＰ 和 ５０％的财政收入

均依赖于油气资源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以来的油价下跌及美欧制裁已给俄罗斯造

成严重损失ꎮ 俄联邦外汇储备下降 ２０％ ꎬ汇率贬值 ５０％ ꎬ通胀率达 １５％ ꎬ
１ ５００亿美元资金外流ꎬ引起俄罗斯社会动荡ꎮ 据测算ꎬ国际油价每桶下降 １
美元ꎬ俄罗斯收入就会损失 ３０ 亿美元ꎻ如果油价降至每桶 ５５ 美元ꎬ那么俄罗

斯收入就会损失 １ ３５０ 亿美元③ꎻ 如果 ２０１５ 年油价跌至每桶 ４５ 元ꎬ俄罗斯全

年的经济收入就会损失 １ ６００ 亿美元ꎮ
据俄联邦海关局统计ꎬ俄罗斯 ２０１４ 年前 １１ 个月石油收入下降 ８ ６％ 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俄联邦财政部部长接受美国 ＣＮＢＣ 电视台采访时称ꎬ２０１４ 年因

油价下跌俄损失 ２ ０００ 亿美元④ꎮ 据均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测算ꎬ２０１４ 年俄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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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 ＧＤＰ 下降 ０ ２％ ꎬ到 ２０１５ 年中期(制裁 １ 年)ꎬ俄 ＧＤＰ 将下降 １ ２％ ①ꎮ
对于 ２０１５ 年俄联邦 ＧＤＰ 的走势ꎬ不同机构给出不同预测结果: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 ３％ꎻ惠誉国际——— － ４％ꎻ穆迪公司——— － ５ ５％ꎻ世界银

行——— －０ ７％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０ ２％ꎻ俄联邦财政部——— －２ ４％ꎻ
俄联邦经济发展部——— －０ ８％ꎮ 俄联邦政府自己预测ꎬ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 ＧＤＰ 将

下降 ３％ꎮ
从总体上看ꎬ美国以石油为武器打击俄罗斯已取得一定实效ꎬ美国凭借

非常规能源———页岩油这个有力武器在 ２１ 世纪美俄角逐中先胜一筹ꎮ
(五)俄罗斯经济冲出“重围”的路径

目前ꎬ俄罗斯经济尚无法在短时间内成功摆脱对油气的过分依赖ꎬ俄罗

斯经济冲出“重围”的出路在于欧洲ꎬ而不在于东方ꎮ 首先ꎬ俄罗斯毕竟属于

欧洲国家ꎬ其经济重心在国土欧洲部分ꎬ进出口重心也在欧洲方向ꎮ 俄罗斯

反制裁欧盟国家ꎬ欧盟国家也会蒙受巨大损失ꎮ 欧盟国家所需石油的 ３６％和

所需天然气的 ３３％均来自俄罗斯ꎬ欧盟国家油气企业与俄罗斯油气企业在北

极油气勘探开发、石油创新技术开发等方面开展有效合作ꎬ这些合作带给欧

盟国家的利润是巨大的ꎮ 所以ꎬ俄罗斯应“剑指”欧洲ꎬ尽快“迫使”欧盟国家

解除制裁ꎮ
俄罗斯石油经济在东方的“突围”在短时间内不具有实际意义ꎮ 其一ꎬ俄

罗斯油气出口重心转向东方需要时间和过程ꎬ目前俄罗斯在东西伯利亚和远

东的油气工业布局尚属初级阶段ꎮ 其二ꎬ在美国页岩油气强烈冲击下ꎬ中俄

的油气合作存在变数ꎬ即使俄方将宝全部压在中方身上ꎬ中方也不一定能全

部扛得起来ꎮ 其三ꎬ中俄油气合作缺乏互信及互相认同的基础:“西方不爱我

们了ꎬ我们才跟中国友好ꎬ但这不是爱情ꎬ我们只是被迫跟北京友好ꎬ我们跟

中国友好是因为再也没有人跟我们友好了ꎬ这一点北京是清楚的ꎻ中国的商

品和技术都没有西方和美国的好ꎻ中国是一个势力的国家ꎬ中国人(和我们的

一部分领导阶层一样)冷漠而缺乏情感ꎬ他们生活在数字与友谊的神话里ꎬ对
于‘中国能帮俄罗斯走出困境’我们表示怀疑”②ꎮ

俄罗斯经济在西方“突围”ꎬ可采用“以其人之道ꎬ还治其人之身”ꎬ俄罗

斯在武器、石油、粮食方面有很多可选招数ꎮ 更主要的是ꎬ针对美国页岩油气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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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要找到有效的钳制手段ꎮ 遇挫而勇ꎬ俄罗斯经济快速摆脱对油气过分

依赖、快速改道走向多元化ꎬ俄罗斯的机会仍在ꎮ
(六)中国应警惕美国的非常规能源———页岩油气发展动向

在美国操控下ꎬ国际油气市场供需走向、油气价格涨跌已超出常规市场

规律ꎬ变得愈加难以预测ꎮ 未来的“油气战争”将转移到亚洲市场ꎬ在亚洲市

场美国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中国ꎮ 美国页岩油气发展走向、美国新的燃油

经济性联邦标准将引发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中国在油价每桶 ７０ ~ ８０ 美

元时所进行的石油战略储备是祸还是福等ꎬ深值关注ꎮ
美国的页岩油气对国际市场的冲击和影响是深远的ꎬ未来国际油价波动

注定会涉及页岩油气这个主导因素ꎬ中俄油气合作、中国与中亚油气合作、中
国能源安全战略需要考虑页岩油气的因素ꎮ

孙永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油价下跌及其对俄经济的影响

１ 国际油价下跌动态ꎮ 俄石油出口主要以乌拉尔石油为主ꎮ 乌拉尔石

油因含硫量较高ꎬ每桶价格要比英国北海布伦特石油价格低 ２ ~ ５ 美元ꎮ 俄

政府和相关企业习惯上用布伦特石油价格作为参照系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ꎬ布伦特原油标价为每桶 １１２ ３９ 美元ꎬ而到 １２ 月 １ 日

已降至每桶 ６９ １１ 美元ꎬ比原预期价格下降了 ３０％ ꎮ 尽管情况不妙ꎬ但欧佩

克仍不打算缩减石油开采量ꎮ 到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布伦特油价降至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以来的最低点ꎬ低于每桶 ５０ 美元ꎮ 这样ꎬ主要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俄外

汇收入很快缩减一半ꎮ
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开始ꎬ布伦特油价稳定在每桶 ５０ ~ ６０ 美元ꎮ 到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俄能源部部长诺瓦克称:“油价现在每桶 ６０ ~ ７０ 美元ꎬ对俄油气开

采部门来说是合适的ꎬ而对市场来说是正常的”①ꎮ 他提醒大家ꎬ短期内油价

可能不会再回到以前每桶 １００ 美元以上的水平ꎮ 俄经济学家们估计ꎬ此轮油

价下跌可能还会再持续 ２ ~ ３ 年ꎮ
２ 油价下跌的原因ꎮ 有专家认为ꎬ此轮油价下跌受制于影响 ２０１４ 年石

油定价的五个因素ꎮ
(１)世界石油需求减少ꎮ 尤其是中国(ＧＤＰ 增速从 １０％以上降至 ７％ ~

—６３—

① Степан Павловский Минэнерго: текущие цены на нефть комфортны дл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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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和欧盟经济增速减缓ꎬ促使油价降低并导致世界石油消费的减少ꎮ
(２)“页岩革命”ꎮ 美国开采的页岩油目前已占世界石油开采总量的近

１０％ ꎮ ２００５ 年ꎬ美国境内每天开采的石油大约 ７５０ 万桶ꎬ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已

超过 ９００ 万桶ꎮ 石油产量大幅增长ꎬ不能不在油价中直接反映出来ꎮ
(３)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冲突ꎮ 从卡扎菲政权倒台开始的利比亚内战和在

伊拉克、叙利亚境内宣告成立“伊斯兰国”均对油价下跌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这

些国家的石油钻井在不同派别需要用钱购买武器的人手中不断转换ꎮ 因此ꎬ
这里采出的石油常以很便宜的价格被出售ꎮ 据报道ꎬ２０１４ 年夏天ꎬ伊拉克和

黎巴嫩境内的“伊斯兰国”仅以每桶 ２５ 美元的价格将从其控制的油田开采出

的石油卖给伊朗和土耳其ꎬ而此时世界石油市场油价为每桶 ７５ 美元ꎮ
(４)美元的强化ꎮ 因世界大多数原料市场都是以美元结算的ꎬ故美元汇

率是影响目前石油定价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２０１５ 年ꎬ由于美国经济增速加快和

美联储贴现率提高ꎬ美元与其他一揽子货币相比大大强化ꎮ 许多石油公司的

代表ꎬ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都认为:“这几乎是一年来油价降低

４０％的主要原因”ꎮ
(５)投资者对石油期货贸易的失望ꎮ 目前ꎬ世界三个主要石油期货交易

所的交易对石油定价起着巨大作用ꎮ 在石油高成本的条件下ꎬ投资者们会把

资金积极投向石油期货ꎬ使其充满价格泡沫ꎮ 但是ꎬ国际油价一旦开始下跌ꎬ
市场玩家们就开始迅速把钱从期货合同中撤出并把它们投向其他资产ꎮ 这

也加速了油价下跌①ꎮ
３ 油价下跌对俄经济的影响ꎮ ２０１４ 年ꎬ俄联邦预算收入 ５０％以上来自石

油和天然气部门ꎮ 当油价明显下跌时ꎬ俄经济很快会受到负面影响ꎮ 因为油价

年平均降低 １ 美元就意味着俄预算会损失 ２２ 亿美元ꎬＧＤＰ 会降低 ０ １％ꎬ居民

收入减少 ０ １４％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ꎬ油价跌至每桶 ４０ 美元ꎬ俄
ＧＤＰ 损失了 ７％ ~８％ꎮ

俄的国情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离不开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ꎮ 俄经济的成

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能源价格攀升直接相关ꎮ 俄审计署曾指出:“２０１４
年ꎬ俄仅靠石油就使国家预算增加了 １ 万亿卢布ꎬ而其他部门总收入却减少

了 ３ ０００ 亿卢布”ꎮ
同时ꎬ油价下跌和美元走强使卢布连续贬值ꎮ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ꎬ美元对卢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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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汇率还维持在 １∶ ３３ 左右ꎬ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已跌破 １∶ ５０ 关口ꎬ至 １２ 月

１５ 日首次跌破 １∶ ６０ꎬ盘中一度触及 １∶ ６５ꎮ 这一年ꎬ卢布贬值最大跌幅一度曾

达到 ７２ ３％ ꎬ在全球主要货币中表现最差ꎮ 俄政府花了约 ９００ 亿美元外汇储

备试图支撑卢布汇率ꎮ 此外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俄财政部又决定向市场再出售

７０ 亿美元外汇结余ꎬ以遏制卢布继续大幅贬值ꎮ 从 ２０１５ 年年初至今ꎬ俄卢布

相对于美元贬值了 １ / ４①ꎮ 俄财政部部长西卢阿诺夫说:“２０１５ 年因经济形

势恶化ꎬ俄预算损失可达 ３ 万亿卢布(已数次调整了向恶化方向的预测)ꎮ 国

家开支在缩减ꎬ而亏空还要靠储备基金补偿”ꎮ
４ 油价下跌对俄居民生活的影响ꎮ 对俄居民来说ꎬ货币和油价的波动均

意味着消费价格ꎬ尤其是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ꎮ 例如ꎬ美国苹果手机在俄已几

次提价ꎬ从最初提价 １５％ ~ ２０％到后来提价 ３０％ꎮ 此外ꎬ虽然国际油价下跌ꎬ
可是俄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涨ꎮ 预计ꎬ俄汽油价格每升还将平均提高 ３ 卢布ꎮ

(二)２０１５ 年俄经济是否会全面衰退

１ 经济全面衰退的概念和现实ꎮ 经济全面衰退是指一个国家政府没有

能力实现保证国家财政稳定的责任ꎬ也就是该国政府已没有支付国家外债的能

力ꎮ 其分为两种:一是普通的全面衰退ꎬ表现在政府宣布自身已无力支付国内

外债务ꎻ二是技术性的全面衰退ꎬ官方要解释的不是无偿付债务的能力ꎬ而是国

库缺少政府所必需的资金ꎮ
在世界历史中有关国家经济全面衰退出现过四次:一是 １９９４ 年在墨西

哥ꎻ二是 １９９８ 年在俄罗斯ꎻ三是 ２００１ 年在阿根廷ꎻ四是 ２００３ 年在乌拉圭ꎮ
经济全面衰退会带来其他负面后果:本国货币贬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下

降ꎻ企业破产和居民失业ꎻ企业和居民的信贷终止ꎬ银行破产ꎻ社会压力加大

和对政权当局的不满ꎮ
实际上经济全面衰退还可看作是恢复无还债能力经济体系的一种方法ꎮ

尽管俄罗斯目前存在经济全面衰退的某些指标ꎬ但大多数专家都认为ꎬ俄罗

斯经济至今还不是没有支付能力ꎮ 换句话说ꎬ即经济尚未到达全面衰退的

水平ꎮ
２ 俄经济是否会全面衰退的数据分析ꎮ 针对俄经济是否将全面衰退这

一话题ꎬ有必要用俄经济发展的现实数据来加以说明ꎮ
(１)ＧＤＰ 指标的变化ꎮ 俄经济发展部称ꎬ如果石油价格维持目前的水

—８３—

① Татьяна Зеленская Чем грозит России падение цен на нефть? Причина падения
цен на нефт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ｂ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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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ꎬ２０１５ 年俄 ＧＤＰ 降幅可能限于 ２ ３％ ~２ ５％ ꎮ 该部还认为ꎬ按极度保守的

预测ꎬ２０１５ 年俄 ＧＤＰ 将下降 ４％ ꎮ 但各方对俄 ＧＤＰ 预测的共识结果均接近

下降 ３％ ꎮ 世界银行最新预测是下降 ２ ７％ 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测是

下降 ３ １％ 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下降 ３ ４％ ꎮ 这些数字与俄官方预

测将下降 ２ ８％的数据均相当接近ꎮ
(２)外债和黄金外汇储备ꎮ 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底的资料ꎬ俄联邦外债规模

为 ６ ７８０ 亿美元ꎬ而同期黄金外汇储备为 ４ １９０ 亿美元ꎮ 因此ꎬ即使俄没有其

他偿还外债的来源ꎬ国家拥有的黄金外汇储备也可偿还约 ６５％的外债ꎮ
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琳娜表示ꎬ在未来数年ꎬ俄计划将黄金外汇

储备资产从当前的 ３ ５７０ 亿美元提至 ５ ０００ 亿美元左右ꎮ 不过ꎬ尚不清楚这

新增加的 １ ４３０ 亿美元有多少是增持的黄金ꎮ 纳比乌琳娜还指出ꎬ在最优化

条件下ꎬ俄的这一国际资产储备足以补偿 ２ ~ ３ 年的大量资本外流ꎮ 这一目

标与货币政策目标不相矛盾ꎬ特别是不会与近期将通货膨胀率降至 ４％ 的目

标相矛盾ꎮ
(３)预算赤字ꎮ ２０１４ 年ꎬ俄已填补 ４ ０００ 亿卢布预算赤字(相当于 ＧＤＰ

的 ０ ３％ ~ ０ ４％ )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ꎬ俄的预算赤字可能达到 ５ ０００ 亿卢布ꎬ
即使在 ＧＤＰ 下降条件下ꎬ预算赤字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也未必会大于 １％ ~ ２％ ꎮ
这是保证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ꎮ 同时ꎬ俄一些社会和文化项目将会转向ꎬ以
便在经济出现停滞时把资金用于支持经济ꎮ

(４)通胀水平ꎮ 到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俄通胀水平为 ９ ２％ (预测值为 ７ ５％ )ꎮ
２０１５ 年前几个月ꎬ商品价格最大涨幅为 １５％ ~ １６％ ꎮ 如果与 １９９８ 年价格上

涨 ８４％ ~８５％相比ꎬ可以说ꎬ对俄经济全面衰退的担忧ꎬ看来再次是毫无根据

的了ꎮ
(５)卢布贬值ꎮ ２０１４ 年的卢布贬值曾加剧社会的恐慌情绪ꎮ 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底的资料ꎬ在 ５ 个月内卢布贬值 ６４％ ꎬ但这远比 １９９８ 年俄卢布贬值

２２５％要低得多ꎮ
(６)经济缓慢增长ꎮ 预计ꎬ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发展最不利的条件下ꎬ俄

ＧＤＰ 增长不会高于２％ ~３％ ꎮ危机可能导致 ７００ 亿 ~ １ ０００ 亿美元资本流向

国外ꎮ 然而ꎬ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仍很难断言ꎬ俄经济将处于深度停滞状态①ꎮ
一些专家甚至相当有把握地说:“经济制裁在俄国内引起进口替代生产

—９３—

① Галина Иванова Возможен ли дефолт в России в ２０１５ году － анализ состоя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１１９９９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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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并逐步使国家经济偏离依靠能源原料型的方向ꎮ”
(三)俄经济发展近况和前景预测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５ 月俄经济发展简况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俄经济发展部部

长乌留卡耶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指出ꎬ２０１５ 年 １ ~ ５ 月ꎬ俄 ＧＤＰ 总

计下降 ３ ２％ ꎮ 他希望ꎬ俄 ＧＤＰ 将从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的下降 ３ ５％ ~
４％ ꎬ提高到第四季度的下降 ２％ ꎮ

从 ２０１６ 年第二季度起ꎬ俄 ＧＤＰ 增幅将达到 ２％甚至更高ꎮ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按年度计算的工业生产下降

５ ５％ (４ 月下降 ４ ５％ )ꎮ 尤其是制造业产值同比下降 ８ ３％ ꎬ机械、民用消

费品和汽车的生产状况尤其不好ꎮ 而由于西方制裁而禁止进口的一些食品

生产在俄表现还不错①ꎮ
２ 俄经济发展前景预测ꎮ 俄中央银行预测ꎬ俄经济还得有两年停滞期ꎮ

此后ꎬ国家才会习惯性返回出售原料和走上经济发展之路ꎮ 俄中央银行认

为ꎬ在一年半至两年内俄必须建立起生产本国产品的企业ꎮ 此后ꎬ再开始用

本国生产的商品积极替代进口商品ꎮ 此外ꎬ俄中央银行预测ꎬ２０１５ 年俄 ＧＤＰ
将下降 ３ ２％ ꎬ而今后经济是否继续增长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和经济顺应外部

变化的能力ꎮ 如果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底以前油价恢复到每桶 ７０ 美元ꎬ俄 ＧＤＰ 将增

长 ０ ７％ ꎮ 如果油价停留在每桶 ６０ 美元ꎬ俄 ＧＤＰ 将下降 １ ２％ ꎮ
在消费需求大大缩减和卢布回升的背景下ꎬ俄消费价格增速继续放缓ꎮ

俄中央银行认为ꎬ考虑到这些因素ꎬ年通胀率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会低于 ７％ ꎬ在
２０１７ 年将会达到目标值 ４％ ꎮ 俄中央银行还准备继续降低税率ꎬ但缩减规模

将取决于通货膨胀率ꎮ 俄通货膨胀率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达到顶峰后持续下降ꎬ４
月为 １６ ４％ ꎬ５ 月为 １５ ８％ ꎬ在 ５ 月底至 ６ 月初的一周内ꎬ稳定在 ０ １％的水

平上ꎮ 目前因通胀率不再增长ꎬ卢布也随之走强ꎬ俄居民可购买的家电和电

子产品价格在下降ꎮ
俄政府预测ꎬ２０１５ 年经济的发展前景寄托在国内创业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上ꎬ同时要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ꎮ 俄官方对银行提出的建议是ꎬ在向为企业

家发放用于发展的现金贷款时提供优惠服务ꎮ
目前ꎬ由于世界原油市场价格逐渐稳定以及偿还外债高峰期已过等因素

的影响ꎬ卢布汇率已显著走强ꎮ 有俄报文章指出ꎬ２０１４ 年卢布汇率长期被低

—０４—

①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сократилась на ３ꎬ２ процента в первые пять месяцев ２０１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ｒｅｐｏｒｔ ｒｕ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ʌ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估ꎬ但由于俄政府处理较为得当且外部环境缓解ꎬ目前卢布升值的趋势在情

理之中ꎮ 分析认为ꎬ此次卢布升值反映俄宏观经济指标运行相对平稳①ꎮ
尽管油价下跌引发卢布汇率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ꎬ可是ꎬ要说俄经济将

进入全面衰退还为时尚早ꎮ 因为俄现在没有过多外债ꎬ而其所拥有的黄金外

汇储备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都完全有能力支持本国经济发展ꎮ 油价下跌对

俄经济增长造成沉重打击ꎬ但同时也促进了俄经济结构变化并对发展其他部

门的活动有积极影响ꎮ 俄现正采取新的调节秩序手段ꎬ对商业和腐败施加财

政压力ꎮ

王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ꎬ能源消耗同样如此ꎮ 二战后ꎬ美
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迅速崛起ꎬ大量制造业产品从美国出口到欧洲等地ꎬ此
时石油对于美国的意义主要在于生产ꎮ 随着科技水平不断进步ꎬ工业节能减

排日渐得到重视ꎬ美国服务业日渐成为全球竞争中的关键筹码ꎬ但美国能源

消耗却仍然很高ꎮ 究其原因ꎬ主要因为经济发展后ꎬ居民消费水平随之提高ꎬ
城市化带来高质量生活水平的同时ꎬ汽车、照明、取暖等方面能源消耗总量也

迅速攀升ꎮ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ꎬ看似强大到无懈可击的美国ꎬ却在第二次石油危

机中遭受严重冲击ꎬ不仅国内陷入“滞胀”困局ꎬ国家干预主义逐渐退居幕后ꎬ
更是严重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构建的美元地位ꎮ 由于在 １９７３ 年阿拉伯

国家与以色列的战争中ꎬ美国支持后者ꎬ因此受到阿拉伯产油国的集体抵制ꎬ
石油制裁效果异常有效ꎮ 尼克松政府需要克服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这两个

糟糕现象在传统凯恩斯理论中不会同时出现)ꎬ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
难”ꎮ 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ꎬ美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ꎬ在于能源价

格大幅度上涨ꎬ从而带动生产和消费领域价格总水平上升ꎮ 自此ꎬ美国这个

能源消费大国ꎬ真实而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软肋”ꎮ 当然ꎬ能源之于美国的

意义ꎬ不仅仅在于国内经济发展ꎮ 美国等发达国家曾经以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而统领全球经济ꎮ 作为其核心国家ꎬ美国与其他发

达国家的根本区别无疑在于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元霸权ꎮ 然而ꎬ美元与其他货

币的根本区别ꎬ除了美国强大经济实力作为支撑之外ꎬ还需要一个坚强的“名

—１４—

① Степан Сулакшин В чём причина падения цен на нефть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ｒａｎｄ ｒｕ /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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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锚”ꎮ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ꎬ作为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ꎬ美元开始与石油紧

密地联系起来ꎮ 应当说ꎬ石油天然具有充当货币“名义锚”的基础ꎮ 货币是商

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ꎮ 贵金属由于便于携带、可以储存、规模有限、
价值较高、容易衡量等诸多属性ꎬ逐渐成为“衡量商品价格的一般等价物”ꎮ
因此ꎬ马克思认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ꎬ但货币天然是金银”ꎮ 然而ꎬ贵金属

总量与经济发展相比ꎬ其规模却无法满足商品交换ꎬ只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

下选择美元与黄金挂钩ꎬ其他货币再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ꎮ 与之相比ꎬ石油

的价值总量规模更大ꎬ并且也具有可以储存、规模有限、价值较高等特征ꎮ 因

此ꎬ当石油出口价格锁定在美元之后ꎬ美国货币霸权实质上并没有削弱ꎬ反而

是增强ꎮ
美国的能源战略与货币之间的关系ꎬ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逐渐清晰并

且日渐成熟ꎮ １９７３ 年ꎬ当世界各国认为国际货币体系走进后布雷顿森林时代

之后不久ꎬ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不再保持兑换关系ꎮ １９７４ 年年初ꎬ美
国召集主要石油消费国举行了一次会议经过成员国间一系列的讨价还

价ꎬ国际能源机构得以建立①ꎮ 显然ꎬ从时间顺序上看ꎬ美国为了保护其全球

货币霸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ꎬ在筹建“能源—货币”霸权体系方面ꎬ几乎是严

丝合缝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美国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关注从未懈怠过ꎬ
更努力通过军事、政治、外交等多重手段对主要产油国实行控制和干预ꎮ

在两极格局时期ꎬ两大阵营对立使全球化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ꎬ美国

“能源—货币”霸权没有覆盖到苏东阵营ꎮ 当时的世界ꎬ实际上形成了两个

“平行市场”ꎬ虽然相互制约和排斥ꎬ彼此也不发生实质性经济关系ꎬ但对于美

国“能源—货币”霸权反而处于一种“受保护状态”ꎮ 尽管美国和苏联两个超

级大国处于“冷战”状态ꎬ但世界能源却不会遭受来自苏联的冲击ꎮ 苏联解体

后ꎬ俄罗斯经历了长达 １０ 年的“内忧外患”ꎬ自然也无法对美国霸权形成

威胁ꎮ
然而ꎬ２０００ 年后ꎬ俄罗斯恰逢世界石油价格连年攀升ꎬ能源外汇收入不仅

帮助联邦政府提前偿还了拖延多年的外债ꎬ而且还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外汇储

备ꎮ 在普京“强军富国”战略带动下ꎬ俄罗斯不仅重回世界大国行列ꎬ而且也

逐渐对美国“能源—货币”霸权构成了实实在在的竞争和挑战ꎮ 毕竟ꎬ俄罗斯

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ꎬ美国不可能通过其军事威慑力施加影响和控制ꎮ 因

—２４—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ꎬ上海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第 １８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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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ꎬ对于美国霸权而言ꎬ俄罗斯已经触及其“软肋”ꎬ俄美

之间的博弈与竞争也变得异常复杂ꎮ
走上复兴之路后ꎬ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占据主动地位ꎮ 九一一事件之

后中东地区不再是稳定的石油供给者ꎬ俄罗斯趁机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ꎬ
能源出口覆盖了欧洲东部、东亚、南亚等地区ꎮ 利用能源优势ꎬ俄罗斯还频频

运用能源外交策略ꎬ将能源优势转化为国际影响力ꎬ进而实现大国复兴ꎮ 在

“强军”战略中ꎬ俄罗斯不仅继续巩固其传统核大国地位ꎬ还迅速成为世界上

可以与美国军事实力相抗衡的重要力量ꎮ 当然ꎬ也不能由此过度夸大俄罗斯

对美国的竞争作用ꎮ 自“页岩革命”以来ꎬ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能

源消费国ꎬ已经不再过度依赖外部能源供应ꎬ并且一跃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能

源出口国ꎮ
纵观世界ꎬ传统上的主要石油产地ꎬ即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

位正在下降ꎮ 这与美国“阿富汗撤军”、“亚太再平衡”等全球战略转移方向

基本吻合ꎮ 但美国对世界能源格局和能源市场的控制力却不会下降ꎬ反而会

上升ꎮ 甚至ꎬ作为决定全球能源市场行情的另一个重要力量ꎬ欧佩克也必须

考虑如何能够在确保全球市场不被压缩和占领的前提下ꎬ尽量实现能源收入

最大化ꎮ 因此ꎬ尽管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历来以减产作为提高石油价格的

惯用办法ꎬ但在“页岩革命”的潜在竞争威胁之下ꎬ也保持着小心观察、谨慎行

事的基本原则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俄罗斯无疑处在被动地位ꎬ毕竟其经济增长、
财政收入、外汇储备都需要世界能源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上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俄罗斯遭到美国和欧盟的联合制裁ꎬ但其中也存

在明显差别ꎮ 美国在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联邦后就立即启动了经济制裁ꎻ
而欧盟则是在马航坠机事件后ꎬ出于对整个欧洲地区安全的考虑ꎬ才出手制

裁俄罗斯ꎮ 显然ꎬ美国积极性更加高昂ꎮ 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俄罗斯对美国

霸权地位的潜在竞争关系ꎮ 从这个意义上看ꎬ美国制裁俄罗斯具有长期化倾

向ꎬ因为经济制裁不仅可以迫使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被动微调态度”ꎬ而
且也与美国巩固和提升世界霸权的逻辑不谋而合ꎮ

徐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页岩油开发是全球能源领域的一场革命ꎮ 页岩油产量快速大幅增加ꎬ改变

了国际原油供需关系ꎬ从而成为 ２０１４ 年以来国际油价下行的重要驱动力量之

一ꎮ 未来全球页岩油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际石油价格的走向和页岩油产

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的可能性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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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之外ꎬ俄罗斯、中国、澳大利亚、英国、墨西哥也有

望成为较早实现页岩油商业化生产的国家ꎮ
(一)全球页岩油商业化生产现状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全球页岩油预估储量为

６ ７５ 万亿桶ꎬ其中技术可采储量为 ３ ３５ 亿桶①ꎬ约占全球原油总储量的 １０％
左右ꎮ 这些页岩油资源遍布全球七大洲 ４２ 个国家ꎬ其中俄罗斯、美国、中国、
阿根廷、利比亚和澳大利亚分别以 ７５０ 亿桶、４８０ 亿桶、３２０ 亿桶、２７０ 亿桶、
２６０ 亿桶和 １８０ 亿桶的技术可采储量位居世界前 ６ 名ꎬ六国页岩油技术可采

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 ２ / ３②ꎮ
虽然全球页岩油储量可观ꎬ但是ꎬ目前对页岩油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国家

并不多ꎬ全球仅有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三个国家实现了页岩油的商业化生

产ꎮ 加拿大和阿根廷的页岩油产量在本国原油总产量中所占份额很低③ꎻ而
美国的页岩油产量则占本国原油总产量的近一半ꎬ占世界页岩油总产量的

９０％左右ꎮ 美国是全球页岩油商业化生产的绝对主力ꎮ
美国 ６０％以上的页岩油产于其境内西海湾盆地的伊格福特和威林斯顿

盆地的巴肯页岩ꎮ 伊格福特日产页岩油 １２１ 万桶ꎬ占美国页岩油总产量的

３６％ ꎻ巴肯地区日产页岩油 ９４ 万桶ꎬ占美国页岩油总产量的 ２８％ ꎮ
２０１３ 年ꎬ加拿大日均生产页岩油为 ３４ 万桶ꎬ约占本国原油总产量的

１０％ (原油总产量为 ３５２ 万桶)ꎬ其页岩油几乎全部集中在加拿大西部的阿尔

伯塔、曼尼托巴和萨斯咯彻温省区④ꎮ
阿根廷的页岩油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内乌肯盆地的瓦卡穆尔塔页岩

地层ꎮ 国有能源公司即阿根廷石油公司是该国最大的页岩油气经营商ꎬ阿根

—４４—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美国能源信息署对本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页岩区块的储量进行

了重新评估ꎬ将蒙特利的页岩油技术可采储量从 １３７ 亿桶下调至 ６ 亿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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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石油公司分别与雪弗龙公司、陶氏化学公司、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在瓦卡穆

尔塔地区成立了 ３ 家从事页岩油勘探开发的合资企业ꎮ 根据阿根廷石油公

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的报告数据ꎬ这 ３ 家合资公司日均页岩油产量达 ２ ２９ 万桶ꎮ
此外ꎬ阿根廷石油公司也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ꎬ计划合作开发该地区的页岩油气资源①ꎮ
(二)页岩油产量增加是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页岩油生产影响国际石油供需关系ꎬ从而对国际油价产生影响ꎮ
根据 ＢＰ 最新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４ 年ꎬ美国的石油产量为日均 １ １６４ 万桶ꎬ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１５ ９％ ꎬ而当年全球石油产量日均 ８ ８６７ 万桶ꎬ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２ ３％ ꎮ 在 ２０１４ 年全球石油生产增量中(日均增加 ２０９ ４ 万桶)ꎬ其中 ７５％左

右源于美国石油产量的增加(日均增加 １５７ ５ 万桶)②ꎬ而在 ２０１４ 年美国石

油总产量中ꎬ页岩油产量占到将近一半ꎮ 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结论ꎬ美国的

页岩油生产及其快速增长ꎬ是全球石油总供给增加的主要来源ꎮ 由于页岩油

产量的大幅增加ꎬ美国近些年原油净进口也随之大幅度减少ꎬ自 ２００８ 年的日

均进口原油 １ ０９３ 万桶减至 ２０１４ 年的日均进口 ５０６ 万桶左右ꎬ原油净进口减

少了将近一半③ꎮ
除了美国以外ꎬ另外两个率先实现页岩油商业化生产的国家是加拿大和

阿根廷ꎬ其页岩油产量在 ２０１４ 年也都有所增长ꎬ且增长速度均快于常规能源

的增长速度④ꎮ ２０１４ 年ꎬ加拿大石油产量增长 ７ ９％ (日均增加 ３１ ５ 万桶)ꎬ
为全球石油总供给量贡献了 １５ 个百分点ꎮ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ꎬ以美国为页岩油生产主力的全球页岩油

产量自 ２００５ 年起逐步增加ꎬ２０１０ 年开始大幅度快速增长ꎬ即由 ２００５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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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亿桶左右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５ 亿桶左右①ꎮ 在全球石油消费基本稳定的

背景下(２０１４ 年全球石油消费比 ２０１３ 年增加 ０ ８％ )②ꎬ页岩油产量的大幅

增长必然导致国际石油供需失衡ꎬ传导到价格机制上则驱动国际石油价格

下行ꎮ
(三)国际油价下跌对俄罗斯能源产业及国民经济的影响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失衡ꎬ油气出口收入历来是俄罗斯财政收入的首要来

源ꎮ ２０１２ 年ꎬ俄罗斯油气收入占联邦预算收入的 ５２％ ꎬ油气出口收入占国家

出口总收入的 ７０％以上③ꎮ 根据俄联邦政府测算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ꎬ如果乌拉

尔油价保持在每桶 １００ 美元的水平ꎬ则油气收入对联邦预算的贡献率可稳定

在 ５０％左右④ꎮ 但是ꎬ国际油价下跌ꎬ再加上美欧制裁使俄罗斯油气企业融

资受限ꎬ投资和运营资金紧张ꎬ产量下降ꎬ双重因素叠加ꎬ俄罗斯的油气收入

预期会大幅度减少ꎬ进而影响其财政收入ꎮ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数

据ꎬ俄罗斯的石油净出口为日均 ７２０ 万桶左右⑤ꎬ全年石油净出口约 ２６ 亿桶ꎮ
如果按照油价从每桶 １００ 美元降至 ５０ 美元计算ꎬ俄罗斯一年的石油出口收

入即损失 １ ３００ 亿美元左右ꎮ
根据彭博的金融数据ꎬ当原油价格每桶 １０４ 美元ꎬ俄罗斯财政才能维持

收支平衡ꎻ原油价格在每桶 １１０ 美元以上ꎬ才能为俄罗斯 ＧＤＰ 作出正面贡

献⑥ꎮ 国际油价下跌造成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的减少将直接影响俄罗斯的

财政收入ꎬ造成既有的预算投资项目无法执行ꎬ短期使其国内投资减少ꎬ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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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使其经济增长缺乏动力ꎮ
由于国际油价以美元计算ꎬ而俄罗斯联邦政府统计财政收入使用卢布ꎬ

因此ꎬ为了降低国际油价下跌对俄罗斯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ꎬ俄罗斯联邦政

府不惜以卢布贬值的方式挽救财政ꎬ但是ꎬ卢布贬值一方面造成俄罗斯国内

消费品价格上涨ꎬ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ꎻ另一方面ꎬ卢布贬值使资本对卢布

稳定性产生悲观预期ꎬ资本大量外逃ꎬ俄罗斯外汇储备减少ꎬ导致卢布进一步

贬值ꎬ进而陷入恶性循环ꎮ
短期来看ꎬ通过市场供需机制的自发调节ꎬ国际油价预期将摆脱前期低点

而缓慢上行ꎮ 但是ꎬ在目前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发生质变ꎬ由供不应求转变到供

大于需的背景下ꎬ国际油价重回每桶 ９０ ~ １１０ 美元区间的可能性较小ꎬ由国际

油价调整带来的俄罗斯财政压力将持续存在ꎮ 这为俄罗斯政府加快国内经济

结构转型ꎬ尽快降低国民经济对油气出口的严重依赖形成了外部倒逼压力ꎮ

刘　 乾〔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国际油价出现了大幅下跌ꎬ从每桶超过 １００ 美元的价格降

至 ５０ 多美元ꎬ跌幅高达 ５０％以上ꎮ 尽管略有回调ꎬ但近半年来国际油价基本

维持在每桶 ６０ 美元上下ꎬ未来几年可能长期保持这一水平ꎮ 对于此轮油价

下跌ꎬ市场的看法总体一致ꎬ即世界石油供给持续宽松ꎬ此前多种支撑高油价

的因素发生反转ꎬ导致市场由看空心态主导ꎬ但也有一些看法认为ꎬ这是美国

主导的、旨在打压俄罗斯经济的“黑手”在起作用ꎮ
从能源市场的基本面看ꎬ油价下跌主要由两个因素推动ꎮ 一个因素是全

球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化石能源的比重持续减少ꎬ而核电、水电和其他可再

生能源发展迅速ꎬ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稳步增长ꎮ 这既是前一阶段各国应对

高油价的政策结果ꎬ也是导致未来全球能源变革的原因ꎮ 另一个因素是在全

球石油需求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ꎬ美国页岩油产量大幅增长ꎬ欧佩克为了市

场份额坚持不减产ꎬ导致全球石油供过于求ꎮ
从支撑高油价的其他因素ꎬ如地缘政治、美元汇率、投机交易等方面看ꎬ

其产生的推高油价的效应正在逐步降低ꎮ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市场的长

期供需预期发生反转:高油价驱动下的油气勘探开发投资之花正结出产量之

果ꎬ导致油气供应得到进一步保障ꎻ另一方面ꎬ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增

速放缓ꎬ使市场对原油需求增长的预期减弱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本轮油价大幅下挫并未导致产油国削减产量ꎮ 美国利用

页岩油与欧佩克“死磕”成为过去一段时间市场讨论的焦点ꎮ 在页岩油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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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趋于成熟的情况下ꎬ其开采成本逐步下降ꎬ从过去每桶超过 ７０ 美元一路

跌至 ４０ ~ ５０ 美元甚至更低ꎬ美国公司已经能够通过控制成本和改进技术来

应对油价下跌ꎬ并形成了技术进步—成本下降的良性循环ꎮ 而欧佩克国家ꎬ
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吸取了历史教训ꎬ为保持市场份额而拒不减产ꎬ反而形成

了产量增长—价格下跌的恶性循环ꎮ 两相对比ꎬ也使市场供给更为宽松ꎮ
有人认为ꎬ油价下跌是美国操纵的ꎬ目的是打击俄罗斯经济ꎬ这种观点在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作用更被人为放大ꎮ 且不论美国操纵油价的能力如何ꎬ
但仅就油价下跌的后果而言ꎬ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刺激作用会更大ꎮ 实际上ꎬ
将油价下跌视为打击俄罗斯经济的手段ꎬ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国内为转移

矛盾而提出的“阴谋论”ꎬ油价下跌只不过是俄罗斯经济下滑的外在因素ꎬ其
内在因素是俄罗斯失衡的经济结构和改革决心的缺失ꎮ

作为全球重要的产油国和对油价波动极度敏感的俄罗斯ꎬ此次油价下跌

以及伴随着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ꎬ给俄罗斯造成了严重影响ꎮ 从短期看ꎬ
造成了俄罗斯财政收入的减少和市场的波动ꎻ从中长期看ꎬ将影响俄罗斯油

气行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ꎻ而从制度层面看ꎬ俄罗斯在国际油气市场上的

话语权将被进一步削弱ꎬ特别是俄罗斯长期以来坚持的天然气定价和贸易规

则将受到严重挑战ꎮ
俄罗斯财政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油气行业ꎬ而油气行业的税收主要包括两

部分———资源开采税和出口关税ꎮ 其中资源开采税从量计征ꎬ在油气产量保

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ꎬ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的主要是从价计征的出口关

税ꎮ 俄罗斯人将石油出口关税的征收比喻为“剪羊毛”ꎬ高油价下石油出口的

丰厚利润都被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拿走ꎬ对石油公司而言ꎬ无论是高油价还是

低油价利润变化反而不大ꎮ 因此ꎬ油价下跌的直接后果是石油出口关税减少

导致预算收入减少ꎮ
由于俄罗斯预算收入以卢布核算ꎬ在美元收入锐减的背景下ꎬ只有卢布

贬值才能使俄罗斯保持预算收入的稳定ꎮ 但卢布汇率的大幅波动ꎬ虽然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俄罗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ꎬ增加出口ꎬ但同时也会导致国

内消费能力下降、进口减少ꎬ损害贸易状况ꎬ同时还会影响市场对卢布的信

心ꎬ导致负面后果ꎮ
以中俄贸易为例ꎬ由于原油在俄罗斯对华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ꎬ如果油

价下跌ꎬ中国进口俄罗斯的原油贸易额将会大幅减少ꎻ同时ꎬ由于卢布贬值ꎬ
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商品价格将大幅上涨ꎬ出口额将下降ꎮ 这两方面的因素ꎬ
是中俄两国贸易额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同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ꎬ在两国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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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规模战略性项目刺激的情况下ꎬ中俄未来两三年很难达到贸易额超过

１ ０００亿美元的目标ꎮ
油气行业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ꎬ这不仅表现在财政收入方面ꎬ还表现在

拉动其他行业发展和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上ꎮ 对于俄罗斯经济的“荷兰病”问
题ꎬ一般认为ꎬ油气行业的发展占用了较多资源ꎬ挤压了其他行业发展的空

间ꎮ 但须要认识到的是ꎬ对于俄罗斯这样工业门类众多、诸多工业品仍然可

以自给的国家ꎬ油气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资金(包括政府预算

的补贴和低廉的工业用能源价格)、技术装备和科研创新等ꎬ以对其他行业实

行“反哺”ꎬ即使其效率比较低ꎬ也能够减轻俄罗斯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ꎮ
石油价格的下跌ꎬ从根本上将削弱俄罗斯在国际油气市场上的话语权ꎮ

在石油方面ꎬ俄罗斯一直被动接受国际油气定价体系ꎬ其出口价格是同国际

价格挂钩的ꎮ 高油价时俄罗斯原油一定的贴水可以获得竞争力ꎬ但低油价

时ꎬ各产油国之间的竞争将导致俄罗斯原油出口利润减少ꎮ 而影响更大的则

在天然气方面ꎬ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以“照付不议”的长期合同为基础ꎬ价格与

油价绑定ꎬ并同欧洲各国单独签订供气合同ꎮ 但从俄乌两国几次“断气”以
来ꎬ俄罗斯对欧天然气出口的基本模式正在受到挑战:欧盟以联合的立场开

始介入俄罗斯对欧洲的供气业务并主导供气规则ꎬ俄罗斯开始在定价中采用

现货价格成分ꎬ天然气作为政治和外交工具的作用正在下降ꎮ 目前ꎬ天然气

价格已经开始大幅下跌至每千立方米 ２５０ 美元以下ꎬ这不仅影响了俄罗斯天然

气出口的利润ꎬ也使俄罗斯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的地位受到更大的挑战ꎮ
油价下跌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ꎬ但要强调的是ꎬ俄罗斯经济

的衰退并不是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后才开始的ꎬ将经济下滑的矛头指向油价

下跌和西方制裁并不公正ꎮ
按照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ꎬ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俄罗斯经济曾

逐步复苏ꎬ俄罗斯政府的反危机计划促使经济反弹ꎮ 但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国

际油价超过每桶 １００ 美元时ꎬ俄罗斯经济却出现资本外逃、投资减少和经济

下滑等现象ꎮ 实际上ꎬ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前的 ２０１４ 年年初ꎬ俄罗斯经济已经

发生了衰退ꎬ制裁和油价下跌不过是衰退的助推剂ꎮ 俄罗斯经济的真正问题

在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缺乏经济改革的动力ꎮ
有必要比较一下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同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危

机ꎮ 首先ꎬ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ꎬ俄罗斯经济正处于过热期ꎬ危机使俄罗

斯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濒临崩溃的过程ꎬ而目前的情况相反ꎬ俄罗斯经济已

经连续两年衰退ꎬ危机后的 Ｖ 型反弹并未发生ꎬ经济走势还在下滑ꎮ 概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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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前一次是从好到差ꎬ而这一次是从差到更差ꎮ 其次ꎬ２００９ 年油价下跌是全

球性危机ꎬ几乎波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ꎬ当时除了石油ꎬ其他原材料和大宗商品

的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下跌ꎮ 而此次下跌的主要是石油价格ꎬ受到影响的也只是

俄罗斯这样的产油国ꎮ 对于全球的大型经济体ꎬ上一次是大家都不好ꎬ而这一

次是大家都不错ꎬ只有俄罗斯不好ꎮ 最后ꎬ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俄罗

斯政府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干预阻止了卢布的大幅贬值ꎬ而 ２０１４ 年年底卢布遭

遇崩溃式下跌ꎬ俄罗斯政府从有干预的决心和手段变成放任自流ꎮ 总的来说ꎬ
俄罗斯经济面临的危机更多的是内生性的ꎬ除了改革ꎬ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ꎮ

在经济下滑和西方制裁的条件下ꎬ俄罗斯提出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增长方

式ꎬ也有专家认为ꎬ西方的封锁能够激发俄罗斯人的斗志和潜能ꎬ重现当年苏

联时期的经济增长奇迹ꎮ 但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ꎬ俄罗斯所

处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ꎮ ２０ 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ꎬ逐步融入国际贸易

体系使俄罗斯已经参与到国际分工中ꎬ所有的商品几乎都是在国际分工条件

下由不同国家增加不同的产品附加值而生产出来的ꎮ 因此ꎬ所谓的进口替代

是有条件限制的ꎬ绝对的进口替代是不存在的ꎮ
在俄罗斯实现进口替代ꎬ实际上是提高俄罗斯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产品

附加值中的俄罗斯份额ꎬ从而能够用本国有竞争力的产品取代部分进口商

品ꎮ 过去俄罗斯对外国产品的高度依赖是高油价、较差的投资环境和较低的

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后果ꎬ这导致采购进口商品比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成本更

低、质量更好ꎮ 因此ꎬ为了实现进口替代ꎬ必须降低成本、增加竞争、提高投资

效率ꎬ而目前俄罗斯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西方制裁、外国贷款的限制、过高

的利率、对私人资产的保护不足、经济部门的高度垄断性和政府开支的低效

率等都或多或少地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ꎬ更不用说俄罗斯低效的行政管理

和腐败等投资环境的问题ꎮ
再进一步讲ꎬ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经济政策的非市场化ꎮ 过去

十几年ꎬ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国有化的趋势ꎬ国家的控制和投资取代了更为有效

的私人投资ꎮ 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效管制经济的手段ꎬ但在必要条件下进

一步松绑经济的“私有化”进程反而患得患失、裹足不前ꎬ丧失了改革的机遇ꎮ
总之ꎬ将俄罗斯经济增长寄希望于油价回升是不现实的ꎬ失衡的经济结

构和垄断利益阻碍了改革ꎬ而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提高经济中的竞争ꎬ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中的竞争ꎮ 但是显然ꎬ对于俄罗斯当局而言ꎬ既没有实

现前者的能力ꎬ也没有实现后者的兴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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