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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推高油价能否牵制中国发展(余闻；8月26日)

文章作者：余闻

  正如一些专家所言，导致国际油价上涨的基本面并无任何新增的不利因素，还是诸如伊朗核问题、沙特可能爆发恐怖袭击等已知的不确

定因素。不仅如此，过去导致石油危机发生的供需矛盾在本次油价上涨中并没有出现。 

  目前，欧佩克原油日产量已达到3040万桶，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欧佩克增产原油已经导致过去两年全球原油供应量超过需求量，使得

原油库存量持续上升，并已明显高于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而全球2005年的需求却相对2004年有所减少。因此，总体来说，全球供应也并不

短缺。 

  高油价并不违背美国利益 

  既然从经济角度看本轮油价似无上涨必要，可为什么它却涨个不停呢？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 

  其实，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比如从国际能源的政治背景去看，就不难看到，国际油价上涨的背后，有着很深的“美国因素”。 

  我们注意到，近一年多来，伴随着国际油价的“屡创新高”，世界“最大的油老虎”美国的态度却“显得相当超然”。美国财长斯诺公开表

示，“美国政府没有考虑释出战略石油储备，以遏止持续上升的油价的需要”，似乎根本就不在意这令人咋舌的高油价。原因则在于，高油价

并不违背美国利益，相反它还是制约别国特别是中国的工具。具体来说，美国欲借高油价来推高中国经济的运转成本，从而遏制中国的发

展。 

  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如果不能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至少要延缓这种崛起的步伐。 

  经济上遏制中国崛起有两个手段可用。一是逼迫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从而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二是用高油价来推高中国经济的

运转成本，拖延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设想中，最好是两种手段都能派上用场。 

  但是，由于货币问题事关一国主权，人民币是否升值不是美国说了算的，而石油相对来说更容易控制。另外，高油价策略还有“一箭双

雕”的作用，也就是打击了欧盟。欧元诞生后，资金分流导致美国经济大不如前。这主要是欧元部分替代了国际贸易中所使用的美元，也使

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转为欧元，从而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的资金来源，使靠借债度日的美国经济前景不妙。因此打击欧元，使美元恢复元气就

成为美国的重要国家目标。而欧盟各国对石油的依赖要比美国大得多。 

  难道美国就不怕高油价策略伤及自身吗？毕竟现在美国对海外石油市场的依赖要大于中国。美国当然也害怕，如果程度和时机拿捏不好

的话，极有可能是“伤人一千，自损五百”，甚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两害相权取其轻”，高油价对美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经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美国不但积累了一套成熟的

应对此类风险的经验，还及时调整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美国经济早已转向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主。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去年10月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承认，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现在石油价格仅为1981年最高价位的60％。这意味

着此次油价攀升根本不足以把美国经济拖入衰退之中，即使高油价会使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但他们也可以从在全球从事石油开采的

美国大公司的海外业务中得到一定的补偿。 

  中国现阶段经济存在软肋 

  然而，中国却不同，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使中国经济处在对高油价极其敏感的时期。中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弱点，给了美国施展

“高油价策略”的空间。从石油期货市场的角度来看，正如一些专家所说，“中国的市场弱点”在于： 

  其一，中国“每年需求的增量”中，进口油已占到40％的比例，显然，仅此一点，就足以构成一个国际投机资本“重点炒作目标”。 

  其二，据披露，中国今年将要增加石油储备的“安全天数”，目前，中国的这个“安全天数”还不到10天，而按计划，石油储备将要达到90

天的水平。不难想像，从10天跃升到90天、中国将要购买多少原油。所以，中国的“石油储备计划”等于给全球石油投机商释放出一个极其

强烈的“多头信号”。 

  其三，中国国内石油期货市场专门人才不足。另外，中国操作外汇等金融期货的能力也不足。这就注定了中国在石油相关投资市场的操

作经验不足，但对国际投机资本来说，却正是对中国下手的时候。 

  其四，中国在产业政策上也存在偏差。比如，从中国自身利益和能源情况来说，私人汽车不应该成为“主导产业”。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

机之后，一些国家已经调整交通政策，大力提倡公共交通，控制私人汽车的发展，而中国在跨国汽车巨头的游说下，反其道而行之，从政策

上倡导小汽车大量进入家庭。在国内石油需求已经高居不下的情况下，私人汽车业的发展只能促使这种需求“继续飙升”。 

  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50%依赖中东，每天进口约300万桶石油。2004年由于油价升高，我国进口石油多支付外汇达80多亿美元，这一年

仅石油一项产品就造成了3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长此下去，天价石油无疑将使中国在原料上耗资巨大，从而最终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总体上讲，高油价对美国经济“影响不大”，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却“非常之大”。 

  时机选择煞费苦心 

  从美国推高油价的时机选择来看，也是颇费心机的。一方面，中国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还远说不上强势，仍处于粗放阶段。去年中国

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钢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资资本的25%，也就是说，中国已进入到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需要国际资

源支撑的时代，如果资源来源显著减少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断绝，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停下来。而一旦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型，开

发出了石油替代资源，建立了节约型社会，那时候再推高油价，效力就会明显减弱。 

  另一方面，伊战结束后，美国基本上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这使得美国得以把战略重点转向中国，能够腾出手来部署过去几年因反恐而受

忽视的对华遏制政策。而伊朗核问题，又使得美国抬高油价有了借口。因此，在这个时期“维持高油价”，与华盛顿的全球战略是相吻合的。 

  美国学者克莱尔在其新作《资源战争》中说，石油对美国而言不是意味着燃料，而是意味着权力。从美国近年的能源部署来看，本次石



油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利用石油期货这一金融手段，放大原油紧缺效应，打压欧盟、遏制中国，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对此，我们

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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