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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伊矛盾刺激国际

油价暴涨

2011 年末，由于欧债危机持

续恶化，世界经济步入下行通道，
人们普遍预计未来一年的国际商

品市场可能会相对偏弱。 然而就

在 2012 年初， 中东局势突变，伊

朗核危机升级， 美欧对伊实施严

厉的经济制裁， 使原本平静的国

际石油市场骤掀波澜， 油价在一

个月内迅速飙升至去年 4 月以来

的最高水平， 布伦特油价涨至每

桶 128 美元， 西德克萨斯轻质原

油（WTI）突破每桶 110 美元。 与

此 同 时，黄 金、白 银、铜、铝、铅、
锌、 橡胶等大宗商品价格均有所

上涨， 市场形势的突变彻底颠覆

了人们之前对它的认识。
实际上， 推动本轮商品价格

上涨的因素，除了中东局势动荡，
还有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乐观

预期、对欧债危机担忧的缓解，以

及投机资金的炒作。 今年年初以

来，美国不断爆出利好经济数据，
1 至 2 月 美 国 失 业 率 从 上 年 12
月的 8.5%回落到 8.3%；1 月美国

制造业 PMI 由去年底的 53.1 升

至 54.1， 创去年 4 月以来最高水

平；2 月 美 国 零 售 业 销 售 创 5 个

月来最快增速，美国的出口、投资

和消费者信心也呈现企稳复苏迹

象。另一方面，欧债危机的演变也

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欧元区财

长会议批准了对希腊的第二轮援

助 计 划， 欧 元 区 1 月 的 制 造 业

PMI 由 去 年 12 月 的 46.9 升 至

48.8，创下 5 个月来最佳表现，显

示经济萎缩已出现减缓势头。 随

着市场担忧情绪缓解， 投机资金

进场， 成为推动油价走高的重要

力量。为了促进经济回暖、解决债

务危机，2012 年全球央行普遍采

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欧洲央行

的两轮再融资操作共向市场注资

1 万亿欧元以上， 日本也通过扩

大资产购买规模不断发行货币，3
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宣布维持超低

利率（0-0.25）不变至 2014 年，并

继续实施扭曲操作， 这些都表明

目前市场的流动性仍相当宽裕，
2012 年 国 际 大 宗 商 品 价 格 继 续

保持高位运行的可能性很大。

二、 中国面临新一轮通

胀压力

在国际油价上涨之后，2 月 8
日和 3 月 20 日中国两次调整成

品油价格，93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

零售价均升至每升 8 元以上。 此

次调价对正在步入增长放缓轨道

的中国经济来说， 无疑又是一次

新的冲击。 油价高企一方面令中

国的经济紧缩政策的效果大打折

扣， 使政府之前为控制通胀所做

的努力可能付之东流。 另一方面

也让中国的制造业、运输业、石油

化工、食品等相关行业成本升高，
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使人民

币继续面临对外升值、 对内贬值

的局面， 进而抑制出口和国内消

费， 这是政府最不愿意看到而又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012 年 是 中 国 实 施 能 源 价

格改革最关键的一年， 除了成品

油价格，电价、天然气价格的改革

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面对

高企的能源价格， 不断上升的人

员成本、 原材料成本和热钱的投

机炒作， 如何把 CPI 控制在 4%
的目标范围之内， 同时又不让石

油、电力企业再受亏损，让整个社

会民众能够承受提价的压力，的

确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此， 政府在提高成品油价格的

同 时 不 得 不 出 台 相 应 的 补 贴 措

施，对种粮农民、渔业、林业、城市

公交、农村道路客运、铁路运输、
出租车等部分困难群体和行业发

放油价补贴， 以减轻价格上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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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业造成的过大压力， 阻止

运输价格过快上涨。 这也反映出

政府在理顺能源价格方面面临的

困难和重重压力。
2012 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

极 的 财 政 政 策 和 稳 健 的 货 币 政

策，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 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

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加快推进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和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

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但目前中国

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

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较突出，经

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

并存， 国内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

发展势头，但增速较 2011 年可能

趋缓。

三、石油安全受到挑战

中东局势动荡使石油安全问

题再次提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上来。众所周知，中国的石油进口

有 11%来自伊朗，51%来自中东，
在中国的十大原油进口国中，有

5 个海湾国家，3 个非洲国家。 近

年来， 这些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不

断加大，除了伊朗、叙利亚局势动

荡，之前还有利比亚战乱、苏丹分

裂、以及阿拉伯之春在整个中东、
非洲地区的蔓延， 使中国的石油

供应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自 1993 年中国成为 石 油 净

进口国以来， 中国石油进口不断

飙升，2011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

度已经超过 56%，天然气对外依

存度超过 20%。 据国内权威部门

预计，2015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

度 将 超 过 60% ，2020 年 将 接 近

70%， 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增加

的趋势难以改变。在这种形势下，
能源安全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近年来，为了保障能源供应，

中国已经在积极构建多元化的海

外石油供给渠道，包括铺设中亚、
俄罗斯到中国的油气管道， 启动

西南和海上进口油气战略通道建

设， 但这仍未改变中国对中东原

油依赖过大的格局。相比之下，美

国却在逐步摆脱对外石油依赖，
特别是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过去

6 年 间 美 国 能 源 自 给 率 逐 渐 提

升， 在 2011 年前 10 个月自给率

已达到 81%。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

势，美国有可能在 2020 年之前成

为全球第一大能源生产国， 美国

在应对中东地区动乱问题上具有

越来越多的灵活性， 这便给中国

带来更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中东局势动荡导

致的油价上涨也将使中国支出巨

大的能源成本。 以目前的年进口

原油 2.5 亿吨计算， 若美伊冲突

升级，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油

价升至每桶 150 美元， 中国每年

将要多支付 900 多亿美元， 更何

况中国的石油进口量正在呈现逐

年上升的趋势， 这对中国也是一

个不小的压力。

四、 海外油气合作进入

政治风险高发期

中东局势的持续动荡也加大

了中国海外油气投资的风险。 近

年来， 中国在海湾地区的油气投

资规模不断扩大， 投资的区域逐

步由石油资源不富集的国家 （如

也门、阿曼），向中东的核心地带

（如沙特、伊朗、伊拉克）扩展。
2008 年 11 月， 中石油在伊

拉 克 获 得 艾 哈 代 布 油 田 开 发 合

同， 成为伊拉克战后首个与该国

政府签约投资石油产业的外国公

司。 2009 年 1 月，中石油与伊朗

达 成 开 发 北 阿 扎 德 甘 油 田 的 协

议， 同年 7 月购买了南阿扎德甘

油田 70%的股权。 2009 年 6 月，
中石油与伊朗签署南帕斯气田开

发协议，2009 年 10 月，中石油与

英 国 石 油 公 司（BP）联 合 中 标 伊

拉克鲁迈拉油田项目，12 月与道

达尔等合作伙伴中标伊拉克哈法

亚油田服务项目。除此之外，还有

中石化在伊朗亚德瓦兰油田的开

发项目， 中石化在沙特延布的炼

油项目， 中石油在阿联酋的输油

管道项目等。 中国公司已经在海

湾拥有多个油气开发项目和配套

的对外承包工程， 投资金额达数

百亿美元，中东成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开展境外油气合作的重要

战略区块。
但是， 这个地区也是海外油

气投资风险最大的区域。 尽管奥

巴马上台后， 美国已从伊拉克撤

军， 但中东仍是世界大国争夺的

焦点和中心。 近些年来围绕伊朗

核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已先后四

次通过决议对伊制裁， 而伊朗的

核能力却在不断提高和升级，伊

朗与美欧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日

趋激化。 2011 年席卷整个阿拉伯

世界的民主抗议、示威浪潮，也使

不少中东国家发生骚乱，也门、巴

林、叙 利 亚、伊 拉 克、科 威 特、伊

朗、 沙特都爆发了各种形式的抗

议示威游行， 动乱使一些国家的

政局发生改变， 也门总统萨利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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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下台，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面

临重重危机，动乱一直持续至今。
这种形势都加大了中国海外投资

的风险， 如果中东核心国发生战

乱，或者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带给我们的将不只是油价上涨、
石油供应中断， 还有中国石油企

业历尽艰辛打拼多年的数百亿美

元油气资产将随之丧失， 企业员

工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同时中

国在这一地区取得的战略地位也

将被重新洗牌。

五、 中国在大国博弈中

的得失
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控制了

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 ”2011 年

11 月初，国际原子能机构指控伊

朗研发核武器， 美国随即对伊实

行了最严酷的经济绞杀， 不但冻

结伊朗在美国的全部资产， 更逼

迫 世 界 各 国 与 金 融 机 构 作 出 抉

择，要么与伊朗做生意，要么与美

国作朋友。
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 欧盟

国家尽管陷于危机重重的债务困

境， 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跟

进。 今年 1 月 23 日，欧盟通过决

议， 冻结伊朗中央银行在欧盟的

资产， 并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

石油，日本、韩国也表示将减少从

伊朗的原油进口，
中国、印度、土耳其则表明，

只遵守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
不接受任何国家的单方面制裁。
面对西方大国不断加码的经济制

裁，2 月 19 日伊朗高调宣布切断

对英、法两国的石油供应，并扬言

将封锁伊朗原油出口的咽喉———
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核危机的升级， 使世界

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博弈变得越来

越复杂和诡秘。
从本质上讲， 对于伊朗通过

和平利用核能源而谋求“核武器”
的野心，无论美、欧、俄罗斯，还是

中国、印度、以色列等国都坚决反

对。 但是美国利用核问题打压伊

朗，更有控制世界能源命脉、进而

掌握大国博弈主动权的深层战略

意图。 目前，欧洲、日本和新兴经

济体都在承受着高油价和不稳定

的 石 油 市 场 带 来 的 严 重 冲 击 ，2
月欧元区通胀率达到 2.7%，已经

超过欧洲央行设置的 2%的警戒

线， 高油价大幅增加了日本灾后

重建的成本， 新兴市场国石油对

外依存度高，价格弹性小，刚性需

求大， 也正遭受着通胀和能源安

全的严峻挑战。 而美国对高油价

的承受能力远远大于欧盟、 日本

和新兴经济体。 这一方面是由于

美国的能源自给率提高， 美国享

受了比其他国家低得多的油气价

格；另一方面，高油价产生的石油

美元， 大部分都通过产油国购买

美国高附加值产品、 资产和美国

国债的方式回流到美国。因此，中

东局势动荡不仅有利于打击欧日

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也有利

于巩固美元的地位。
然而，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

要求， 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国也各

有各的打算。 欧盟在与美国共同

制裁伊朗的同时， 要求美国的评

级机构必须确保法国、 德国等核

心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不会再被

下调；日本、韩国一方面积极参与

对伊制裁， 另一方面希望美国能

充分考虑他们的“苦衷”，给予“例

外”待遇；印度则丝毫没有顾忌欧

美的要求， 继续从伊朗大量进口

石油； 土耳其更是利用西方对伊

朗日益增长的压力作为土伊之间

天然气价格谈判的筹码， 加紧与

伊朗讨价还价。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将以

怎 样 的 智 慧 应 对 大 国 之 间 的 博

弈，对于我们也是新的挑战。 应

当说，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伊核问

题是中国的一贯主张，诉诸武力

只 能 导 致 油 价 暴 涨 和 世 界 秩 序

的进一步混乱，对整个世界经济

的复苏也极其不利。 面对中东局

势， 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既要看到压力和挑战，也应当有

勇 气 将 其 转 化 为 自 身 发 展 的 机

遇。 一方面，中国必须敢于维护

国家利益，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和

无理要求， 坚守国际道义准则；
另一方面， 中国也应采取公正、
客观的态度，力促伊朗和相关国

家在谈判桌上的积极磋商，在大

国 政 治 舞 台 上 扮 演 更 加 重 要 的

角色，进而扩大和巩固自身在中

东的地位和利益。
面对中东局势动荡多变的复

杂形势， 我们都应首先做好最坏

的打算， 积极应对能源安全的挑

战， 包括构建更加多元化的石油

供给渠道、 加快战略石油储备建

设，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开发力度，
加强对非常规油气资源及可再生

能源的开发， 最大限度地节能和

提高全社会的能源利用效率等。
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在动荡的时

局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本国经

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进而在国际

市场上增加我们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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