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西亚非洲 6 编辑部版权所有

#论  坛#

金 融 危 机 对 非 洲 产 油 国
对 外 油 气 合 作 的 影 响

张 春 宇

  内容提要  始自 2007年上半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最终在 2008年 9月演变为一场波及全

球的金融危机。它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冲击尤甚。在

此种情形下, 非洲石油产业自然不能独善其身。非洲产油国融资难度加大, 同时以外国直接

投资、发达国家对非洲官方援助和侨汇为主的外来资本流入量减少, 也涉及非洲产油国的汇

率变化。对中国石油企业而言, 在中非油气开发合作中, 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是挑战, 在很大

程度上更是一次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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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上半年, 美国房屋次贷市场的问题

开始暴露。 2008年 9月, 随着雷曼兄弟 ( Leh2
man Bro thers) 的破产, 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变

为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蔓

延, 实体经济开始受到影响, 全球性经济增速放

缓。对于非洲大陆而言, 由于非洲金融业占世界

金融业份额较小, 非洲金融系统不完善, 与国际

金融直接接触较少, 因而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相

对较小, 且有一定的时滞, 但非洲仍未能独善其

身。南非约翰内斯堡等金融中心的股票市场持续

低迷, 大部分非洲国家汇率波动, 信贷市场萎

缩, 流入资本减少, 投资和消费信心受挫, 这将

使非洲经济增速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

测, 2008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将

放缓, 增长率预计为 6% , 低 于 2007 年的

615%。¹ 而对非洲产油国而言, 上述种种不利

因素, 加之金融危机引致的石油需求萎缩, 油价

暴跌, 更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力度。本文试从

外国资本流入、石油出口需求、汇率变化等方面

分析金融危机对非洲产油国石油投资、石油产出

和政策等方面的影响。

金 融 危 机

对 非 洲 产 油 国 外 资 流 入 的 冲 击

  当前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全球性的信贷危
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

较高。与此同时, 非洲国家发展的基础薄弱, 防

御风险的能力也比较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发达国家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非洲国家的

相关贷款、投资等势必受到影响。总的来看, 当

前的金融危机将从以下四方面对非洲产油国资本

流入产生重要影响。

(一 ) 非洲国家获得外国政府和商业贷款的

融资难度加大, 金额将会减少

过去数年, 世界石油市场景气, 供需紧张,

石油行业利润丰厚, 企业普遍现金充足。基于对

未来世界石油市场供求继续紧张的判断, 非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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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IMF, World Econom ic Out look Update, October 2008, see

h ttp: / /www1 im f1 org / externa l/ pubs / ft / w eo /2008 / update/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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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国纷纷加大对上游勘探开发业务的投入¹ ; 油

气大项目上马占用了大量资金, 同时不断形成新

的资金需求, 造成石油公司流动性不足。而当前

的金融危机严重地打击了许多国家的金融机

构, 国际信贷市场明显萎缩, 世界流动性缺乏。

非洲产油国融资难度明显加大, 直接影响这些国

家石油产业的发展。目前, 非洲各国已经遇到融

资难的问题。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计划在

2008~ 2012年投入 600亿美元用于石油开发项

目, 其中 50% 左右的资金需靠借贷解决。但在

当前流动性紧缺, 国际金融机构普遍惜贷的环境

下, 融资难度明显增大。尼日利亚很可能无法完

成原定计划。在利比亚等产油国, 融资难也困扰

着石油产业。º

鉴此, 改变中长期投资计划将成为一些非洲

产油国走出当下困境的无奈之举, 但这势必将给

它们未来的石油投资项目带来冲击, 甚至将对各

自国家的长期石油发展计划和整体经济发展带来

突发的问题。

(二 ) 发达国家对非洲官方援助将可能调整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发达国家政府在未来一

段时间内将把主要力量用于自救, 很可能减少对

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支出。从表 1可见, 来自

外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在非洲产油国的资本流入中

占有较大比重。 2006年, 尼日利亚、苏丹、喀麦

隆等国所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尤其突出, 其规模

分别为 11413亿美元、2016亿美元和 1618亿美
元, 远远超过这些国家各自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

资额。鉴于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性, 一旦发达国

家削减对非洲产油国的官方发展援助, 对后者的

经济运行冲击难以避免。当然, 那些一直以来获

得官方发展援助较小的国家, 如赤道几内亚、加

蓬和利比亚等, 受发展援助减少的影响则较小。

当前, 关于发达国家对非洲官方援助减少的

担心正在逐步变为现实。美国原计划于 2009 ~

2014年将向撒哈拉以南 10个非洲国家提供总额

为 39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 2008~ 2010年的对非

洲援助款项已就绪, 未来是否会对援助额进行调

整存在变数。但美国政府已表态将重新核定

2010年以后的对外援助额。

表 1 近年来非洲主要产油国的资本流动状况 (单位: 百万美元 )

资 本 流国 动
家

资本净流入总额 官方发展援助 外国直接投资

1996~ 2005年 2006年 1996~ 2005年 2006年 1996~ 2005年 2006年

阿尔及利亚 - 1318 - 3 83617 27816 20815 47415 1 36211

安哥拉 76715 15311 46111 17017 26919 210 

喀麦隆 50213 81213 54414 1 68413 8815 25116

乍得 22818 29717 238 28317 - 518 1312
刚果 (布 ) 1 030 1 20117 270 25414 9719 54618

埃及 3 10311 5 35619 1 49616 87219 1 06219 1 73514

赤道几内亚 18913 1 13118 24 2618 16819 90813

加蓬 14013 17117 43 3111 18116 13015

利比亚 9317 79812 412 3713 6316 76511

尼日利亚 1 464 - 3 09313 86811 11 43319 73915 - 12814

苏丹 51019 2 12814 49819 2 05813 615 1816

突尼斯 65319 3812 25717 432 14219 247 

  Sou rce: A frican Developm en t Bank, / S elected Ind icatorsOn A frican Coun tries 20080, p1781

  (三 ) 外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增长将

放缓, 甚至规模会减小

近年来, 非洲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成绩显

著。2008年 9月 24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

布的 52008年度世界投资报告 6 指出, 2007

年, 非洲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 530亿美

元, » 再创历史最高纪录。非洲吸收外国直接投

资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商品价格上涨和非

洲国家投资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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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数年, 基于对世界石油市场持续趋紧的判断,

全球石油企业纷纷加大对上游勘探开发业务的投入, 年均投入

在 3 200亿美元以上。 2000年以来, 上游的油气开发投资年均

增长 21%。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负责人迦南 ( Shokr iGhanem ) 称:

如果融资问题恶化, 公司可能被迫推迟或放弃一些项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5 2008年度世界投资报告 6,

第 2页, 2008年 9月。



1995~ 2007年非洲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示意图

    说明: 1995~ 2000年数值为年均值。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5 2008年度世界投资报告 6, 第 2页, 2008年 9月。

  随着国际信贷市场的萎缩, 一些大型跨国公

司在资金方面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海外投资

业务也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 一

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通过裁员、削减投资项目和

规模等方法以渡过难关。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 ration, OPIC ) ¹

2007年花费 16亿美元支持非洲国家私营企业的

发展, 但 2008年的投入却大幅减少, 2009年将

进一步减小对非洲的投资力度。对于非洲国家来

说, 这可能意味着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规模也将

有所控制。当然, 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全球商品

价格, 尤其是非洲国家出产的初级商品价格暴

跌, 也直接导致非洲国家对外资吸引力明显减

弱。事实上, 外国资本对非洲的投资主要流向油

气产业, 非洲产油国在油气资源开发中对外部资

金需求较大。以 2007年为例, 流入非洲地区的

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均与自然资源开采有关, 其

中投资量最大的是矿产和石油行业。º 因此, 外

国直接投资减少将直接体现为石油等领域投资减

少, 且在出口需求萎缩的持续影响下, 可能对非

洲石油产出国投资形成较大的打击。

(四 ) 非洲产油国获得海外侨民的汇款减少

一些非洲国家国际收支中有很大部分收入来

自侨汇收入。对一些外汇短缺的国家来说, 侨汇

收入是非常稳定的外汇来源。 2007年, 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的侨汇总额就达 110亿美元。其中

非洲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的侨汇收入约为 33亿

美元, 肯尼亚的侨汇收入约为 13亿美元。» 由

于海外侨民的收入也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非

洲产油国的侨汇收入势必将会减少。

总体而言, 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上述四方面

负面作用的累加, 将对非洲产油国资本流入产生

明显的不利影响。资本流入的减少势必将影响非

洲产油国在石油生产方面的投资增速。对于这些

资源型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之一在于外国资本流入

的拉动, 毋庸置疑,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也会使非洲主要产油国的经济发展遭受这场

/暴风雨0 的洗礼。

世 界 石 油 需 求 变 化

对 非 洲 产 油 国 的 影 响

  本轮金融危机最显而易见的后果之一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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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于 1971年开始运营, 是世界首家海

外投资保险机构。

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前引书, 第 10~ 12页。

NewW ays to F inan ce Developm en t in Sub- S aharanA 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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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原油需求锐减。据国际能源署对全球原油

需求预测: 截至 2008年 11月 10日, 国际能源

署累计 7次下调 2008年需求预期, 共计每日

130万桶; 2008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可能降至

15年来最低水平, 2009年的增幅可能同样低靡,

日需求增长量将下降近 40% , 即原油日需求量

约 70万桶。¹ 另据瑞士信贷、摩根大通等一些

投资银行估计, 2009年, 全球石油日需求将较

2008年的 8 600万桶陡降为约 30万桶。虽然上

述两者的预测数值略有分歧, 但认为全球原油需

求增速放缓基本是一致的。事实上, 全球原油需

求增速放缓也可从以下两个渠道窥见端倪: 一是

主要石油进口国的原油进口量变动, 美国 2008

年前三季度日均进口原油比 2007年同期减少

316%; 二是近期全球主要石油消费国石油库存

量不断加大, 美国 2008年 10月以来石油库存量

持续增加。

国际石油价格随着需求减少而出现了由高企

至暴跌的拐点。回顾近几年, 受全球经济增速加

快的影响, 世界原油需求快速增长, 原油价格也

迅速攀升。进入 2008年以来, 世界原油价格于

2008年 7月 11日创出每桶 147127美元的最高
价。不过, 2008年下半年, 特别是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 原油价格迅速回落。 12月 5日, 纽约

市场油价收于每桶 40181美元。与 7月 147美元

的最高记录相比, 近 5个月时间, 油价竟然下跌

超过 70%。而分析人士认为, 低油价可能持续

较长时间, 甚至油价会更低。º

石油出口收入的减少, 会直接改变非洲产油

国的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因为, 尽管非洲产油国

近年大力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多元化, 但这些国

家油气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强支柱产业地位的状况

却积重难返, 至今未见明显改观, 资源出口外向

型经济依旧。大部分非洲产油国工业发展水平偏

低, 出口产品中石油占有非常大的比重, 政府财

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石油资源带来的丰盈外

汇。如表 2所示, 2007年, 赤道几内亚出口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 9215%, 而出口收入

的大部分都来自石油出口。其他国家, 如尼日利

亚、安哥拉、加蓬、刚果 (布 ) 等国也有类似

的出口结构。因此, 这种脆弱的商品出口结构使

非洲产油国的出口外汇收入会随着国际油价的波

动而剧烈起伏。此次由于原油需求减少而引发的

国际油价下滑, 使非洲产油国无奈吞下石油收入

锐减的 /苦果 0。例如, 在尼日利亚, 目前该国

日产原油约 200万桶, 原油出口收入占尼日利亚

外汇收入的 95%以上, 占尼日利亚政府财政收

入的 90%左右。» 毫无疑问, 国际油价暴跌和原

油需求放缓势必造成尼日利亚政府的财政危机,

进而引发一系列问题。

表 2 近年来非洲主要产油国的经常收支和贸易状况

(单位: % )

经
常
收
支
与
贸
易

国

家

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

出口收入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

1997~

2006年
2007年

1997~

2006年
2007年

阿尔及利亚 1114 2214 3418 4515

安哥拉 - 317 1419 7213 6717

喀麦隆 - 311 012 1813 1912

乍得 - 2112 - 1018 2519 5217

刚果 (布 ) 319 1112 7316 7412

埃及 017 211 915 1711

赤道几内亚 - 3017 - 213 9813 9215

加蓬 1012 1714 5612 6114

利比亚 1818 4415 4717 7913
尼日利亚 0 412 4219 4918

苏丹 - 914 - 1017 1213 1612

突尼斯 - 219 - 015 3212 3912

  Sou rce: African Developm ent Bank, / Selected Ind icators On

A frican Coun tries 20080, p1731

在这种情况下, 非洲各产油国将对其石油生

产和投资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2008年 10月 24

日, 面对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的局面, 欧佩克

决定减少日产量 150万桶。按照欧佩克的决定,

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作为非洲仅有的

3个欧佩克成员国, 也将对其产量进行一定的限

制。但笔者认为, 尽管当前国际油价持续走低,

但它对大多数非洲油气国扩大石油生产和投资的

意愿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原因有两点: 第一,

许多非洲产油国需靠石油出口来保证外汇收入,

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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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 O ilM arket Report0, O ctob er 20081 h ttp: / /www.

oilmarketreport1 org1

德意志银行石油分析师亚当 # 西敏斯基 ( Adam S iem2

insk) 预计油价 2009年最低将跌至每桶 30美元。

国 际 石油网: 5尼 日利亚石油业发展现状及中

尼石油合作前景 6, http: / /www1 in - en1 com /oil /h tm l/o il-

21032103781487691h tm l1



长趋缓的情况下, 这些产油国的其他出口产品如

可可、咖啡等也面临需求减少和降价的问题。石

油出口收入减少将直接影响外汇储备规模和宏观

经济稳定。第二, 许多非洲产油国财政收入严重

依赖石油。即使石油降价, 这些国家确保财政收

入的有效办法就是增加更多的产量、卖出更多的

石油。如埃及石油部门将适时提高天然气出口价

格, 增加埃及石油勘探和开发的协议数量, 扩大

石油项目的生产能力, 以提高埃及石油资源的储

量和产量。¹

金 融 危 机

对 非 洲 主 要 产 油 国 汇 率 的 影 响

  此次金融危机带来国际资本流动大幅调整的

同时, 也对各国汇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对于

非洲产油国来说, 汇率变动能够改变石油投资和

生产的成本, 从而影响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 因

而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 汇率变化的重要性

也体现在它可能对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一些新

问题。

近年来, 非洲产油国汇率变化的基本趋势是

对美元升值。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 2002 ~

2007年, 除埃及和利比亚之外,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喀麦隆、乍得、刚果 (布 )、赤道几内

亚、加蓬、尼日利亚、苏丹、突尼斯等非洲主要

产油国货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均出现了明显升

值, 其中安哥拉、赤几和苏丹, 实际汇率升值约

为 10%。º

但是, 从 2008年 7月下旬开始, 美元开始

走出一波对世界主要货币升值的行情。 2008年 7

月, 美元兑欧元的汇率曾保持在 116: 1左右。

到 2008年 11月初, 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已经升值

到 113: 1左右。不到 5个月的时间里, 美元对

欧元的汇率升值了近 30%。» 事实上, 这一波强

势美元行情的出现与金融危机有十分密切的关

系。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在打击美国的同时, 对欧

洲国家的打击更为沉重。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

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动和美元升值的局面。在美元

对欧元如此剧烈的汇率变动下, 世界上其他货币

对美元的汇率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非洲主要

产油国也是如此。首先, 中部非洲的几个产油国

包括喀麦隆、乍得、刚果 (布 )、赤道几内亚和

加蓬属非洲法郎区国家, 其汇率的走势与欧元一

致。因此, 3个多月以来, 这些国家的货币对美

元也出现了大幅贬值的行情。如表 3所示, 2008

年 7月 18日至 11月 6日, 突尼斯第纳尔贬值幅

度达 19%。其次, 一些国家货币也走出贬值行

情, 但是贬值幅度较小。比如, 3个多月来, 埃

及磅对美元的汇率升值趋势也很明显, 升值幅度

在 5%左右; 同期,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和利比亚

第纳尔的贬值幅度分别为 719%和 913%。另外,

也有一些国家货币币值基本保持稳定。比如, 近

5个多月以来, 尼日利亚货币奈拉对美元的汇率

一直在 118: 1的价位左右震荡。苏丹则实行对

美元的固定汇率。由此可见, 近几个月来, 除少

数国家外, 非洲主要产油国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以

贬值为主旋律。

表 3 2008年 7月 18日至 11月 6日

非洲主要产油国货币与美元汇率变化趋势

与
美元

的汇
率

国
家

货币名称

汇率

( 2008年

7月 18日 )

汇率

( 2008年

11月 6日 )

汇率变动

率 (% )

阿尔及利亚 第纳尔 63113 68112 719

安哥拉 宽扎 - - - - - -

喀麦隆 非郎 414152 515138 2413

乍得 非郎 414152 515138 2413

刚果 (布 ) 非郎 414152 515138 2413

埃及 磅  5128  5153  417

赤道几内亚 非郎 414152 515138 2413

加蓬 非郎 414152 515138 2413

利比亚 第纳尔  1118  1129 913

尼日利亚 奈拉 117179 117179 010

苏丹 第纳尔 200152 200152 010

突尼斯 第纳尔  1116  1138 1910

  说明: 汇率变动率数负值表示对美元升值, 正值表示对美

元贬值。

Sou rce: http: / / finan ce1 yahoo1 com; h ttp: / /www1 exchange-

rates1 org1

由此看来, 2008年后半段, 美元升值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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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10月, 埃及石油部长法赫米表示, 为了应对世

界金融危机对埃及石油行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埃及石油部门

正在执行一项发展战略, 其具体措施包括适时提高天然气出口

价格, 增加埃及石油勘探和开发的协议数量, 扩大石油项目的

生产能力, 以提高埃及石油资源的储量和产量。

A frican Developm ent Bank, S elected Ind icators On A frican

Coun tries 2008, p1611

www1 exch ange- rates1 org1



势是显著的。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下去, 难免

会使非洲产油国带来资本外逃和通货膨胀等问

题, 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带来

挑战。

金 融 危 机

对 中 非 油 气 合 作 的 影 响

  金融危机对世界石油市场产生了强烈震荡,

当然, 这股冲击波也会影响到中非油气资源开发

合作。笔者认为, 对中国石油企业来说, 此次金

融危机不仅是一个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

与非洲油气资源合作的发展机遇。它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方面:

首先, 中非石油合作的主体之一 ) ) ) 中国企

业, 目前国际油价有利于保持中非石油合作主体

之一的中国企业油气资源开发的动力。随着金融

危机的持续, 国际油价持续走低。预计未来一段

时间, 油价可能在中低价位趋稳。国际油价过

高, 或过低, 均不利于中国石油企业提高盈利水

平。国际油价过低, 一则影响上游油气开采的盈

利水平; 二则将可能促成政府调低成品油价格。

据证券分析人士测算, 如果油价低于 60美元,

企业炼油毛利不会提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 (下称 /中石油 0 ) 的最佳盈利区间为 80~ 90

美元,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下称 /中石化 0 ) 的

最佳盈利区间在 70~ 80美元; 而 2009年国际油

价整体将在低位振荡, 年均值 75美元, 波动区

间 60~ 90美元, 恰好是两大石油企业的最佳盈

利区间。¹ 对于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两大主力企业

) ) ) 中石油和中石化来说,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利

好的消息。

  其次, 利用一些国际石油公司运作资金陷入

困境的契机, 中国油气开发企业在非洲并购国外

石油资产成为可能。金融危机导致国际油价大

跌, 很多石油公司出现资金问题, 陷入困境。石

油行业上市公司的股票大跌, 有的竟然在短期内

下跌 50%。陷入困境的石油公司有急切抛售股

权的压力和需求, 而对石油资源开发和产业依

赖度较高的非洲产油国来说, 迫于种种压力,

抛售的愿望更为强烈。目前, 世界上一些现金充

裕的大石油公司已筹划收购海外油气资产, 其中

就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 G azprom )、

俄罗斯石油公司 ( Rosneft O il)、卢克石油公司

( Luko il) 等企业活动的身影。可以预见, 随着

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 未来一两年内, 世界石油

行业将出现新一轮的分化整合。而中国石油企业

财务状况总体上良好, 有一定实力承受金融危机

的冲击, 并可择机扩大在非洲油气资源开发市场

上的份额。º

鉴此, 中国油气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

遇, 根据自身情况, 积极而谨慎地实施对非洲油

气资源和资产收购战略。可以说, 中国石油企业

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在

未来世界能源市场中的地位。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成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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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珏: 5未来一年油价在 60~ 90美元波动, 石化双

雄迎最佳盈利区间 6, 载 5上海证券报 6, 2008年 10月 23日。

其根本原因在于: 多年来,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 对石

油的需求持续增加; 同时, 中国经济的高能耗特征在短期内不

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中国进口海外石油需求仍会持续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