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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红辉：油价上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2004年6月5日)

文章作者：

    近几年，世界石油市场价格持续上涨。最近，每桶北海原油突破37美元，每桶得克萨斯原油突破41美元。当然，如考虑通货膨胀等因

素，目前每桶40美元的价格仅相当于1990年每桶28美元和1980年每桶18美元的水平。  

    根据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最近的研究，目前全球石油的供应处于历史顶点。  

    换言之，全球的石油供给长期而言将出现下降趋势；而需求则将持续呈现高速上涨态势。两者的缺口是迟早要到来而且不可逆转的，

从而造成世界能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  

    在长期影响需求的因素中，中国、印度等国的需求迅猛增长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超

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04年全球新增原油需求约168万桶/日，其中，因中国GDP预计保持8％至9％的增长，至

少新增13％的需求，约58万桶/日，占全球新增需求的34.5％，加上中国将增加原油战略储备(预期首次增加30天的储备约2600万吨)，需

求总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同样，由于持续保持5％至6％的增长，印度石油需求的增长也将保持在10.5％左右，亚洲地区的石油需求增

长规模占世界增长量的90％。另一方面，过去5年，全球探明可开采原油储量增长不明显，探明原油可开采年限明显缩短，2002年底为37.9

年，中国仅为10年左右。亚洲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高能耗特征，使得国际石油需求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改变。  

    虽然目前与20世纪7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时的状况比，无论是基本面还是价格水平都还有一定差距。但居高不下的油价反映了全球石油

供给与消费的结构调整格局，反映出石油稀缺程度不断加剧，石油资源战略性地位迅速增强，中印等国石油需求快速增长，市场对世界石油

资源价值进行战略性重估；而决不仅仅是OECD组织原油和汽油商业库存绝对值低于5年同期平均数等国际市场石油短期供求变化、交易商投

机行为与地缘政治形势动荡和恐怖活动影响等短期因素作用的结果。  

    国际能源供求的这种形势，将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包括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调整趋势。  

    首先，将加剧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约束，加大能源可获得的难度，提高能源成本，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有人

预期，2014年，国际石油价格将达到每桶80美元的水平，中国将为此多支付3000亿美元的成本。  

    其次，能源价格的持续高涨可能成为构成世界普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导致主要发达国家提高利率水平，使得中国可能随之采

取加息等措施应对，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将会回落，目前9％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难以持续，进而造成石油需求增幅下降和价格的波动。  

    再次，影响汽车、电力等高能耗产业的生产和消费。2003年，汽车销售突破450万辆，净增长30％。能源供应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加快结构调整、技术改进和产业升级，调整能源使用结构，加快改变能源使用方式，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加快研究开发替代石油的新型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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