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原油价格攀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文/王 艳 

   去年以来，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在接连突破每桶90美元和
每桶95美元之后，每桶即将逼近100美元的历史性关口。石油是一种基础性的生产资料，它的价格
不断上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以及与石油相关的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都将产生
重大影响。从目前来看，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的大幅上升，对我国经济生活已经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将不断扩大。 
   一、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石油市场经历过6次剧烈变动： 
   第一次是1973年7月至1974年1月，油价从每桶3.56美元涨至10.11美元，主要原因是第4次中
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大幅度提高油价并削减石油产量； 
   第二次是1978年底到1980年年中，油价从每桶14.85美元上升到39.5美元，主要原因是中东产
油大国伊朗发生政治革命，随后与另一个产油大国伊拉克爆发战争，造成石油减产； 
   第三次是1985年底到1986年7月，油价由每桶30.81美元跌至11.58美元，主要原因是前两次石
油波动造成需求下降，一些产油国竞相提高产量低价销售石油； 
   第四次是1996年12月到1998年12月，油价从每桶25.39美元下降到11.28美元，主要原因是金
融危机造成石油需求下降； 
   第五次是1998年12月至1999年12月，油价从每桶10多美元上升到26美元左右，这主要与亚洲
经济迅速复苏、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库存下降、限产兑现有关； 
   第六次是2001年底至2003年2月，油价又出现剧烈波动，每桶原油价格从19美元左右涨至
35.87美元，主要是OPEC的干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愈演愈烈的冲突以及伊拉克、委内瑞拉及其它
地区的紧张局势等造成的。 
   2004年，国际原油平均价格布伦特现货为35.6美元／桶，同比提高30.6%。美国入侵伊拉克
后，石油价格被推升到每桶约40美元。2005年，国际油价涨到每桶50-60美元，去年以来在每桶60-
75美元之间波动。现在的油价依照发展趋势，随时都可能会突破每桶100美元。 
   二、维持高位的国际油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石油是一种基础性的生产资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以及与石油相关的其
他行业的生产经营都将产生影响。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快速发展使得对石油等
能源消费急剧增加，而且进口逐年攀升，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由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
得到实质性转变，高耗能产业比重过高，单位能耗的GDP产值过低；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比较完
善的石油市场体系，贸易方式单一，定价机制僵硬，市场反应缓慢。毫无疑问，国际油价不断飙升
对我国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高油价不仅增加外汇支出、加大企业成本、增加
居民消费支出，而且将会加剧通胀压力。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国际油价的波动对我国
经济影响不可小视。石油价格的抬高，导致我国进口石油需要的资金支出将会超出预算。在其他因
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超出作为投资需求可拉动投资增长，作为政府消费可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增长，如果加上其间接作用，对GDP增长的实际拉动作用还将扩大。因此，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将影响我国GDP的增长速度。 
   2．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由于国际社会对石油价格上升的预期持续提高，为防止及缩小战争引
发的石油危机，我国要加大了石油进口的规模，会导致石油的贸易逆差。 
   3．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石油作为高质量的能源是企业生产的“粮食”，石油价格的不断大
幅上涨，将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从而推动企业生产价格的上升。生产成本的上升，对于
利润丰厚的企业尚可自行消化，但在我国的传统企业和国有企业利润率本来就很低的情况下，我国
大多数企业对油价上涨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将自己的产品也跟随涨价。随着很多行业开始调高自身
产品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消费者支出也将跟随增长，于是油价上涨的影响范围就会进一步扩大，从
而影响整个社会价格水平的上升。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其中的有很大一部分原
因，就是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拉动的结果。 
   4．对主要行业的影响。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扬的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出现上涨，对直接
给交通运输、冶金、渔业、轻工、石化、农业等相关产业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对航空运输业
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成品油提价，航油在整个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比重提升，成为仅次于航材的



 
第二大成本。航油价格的上涨推动机票价格的上升，近期，国内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开始调整机票销
售价格，国内各航线机票实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50～100元不等。民航机票价格面临在近期再次涨
价的压力。航空公司的利润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航油价格，如果航油价格一路走高，最后
亏损的可能性增大。此外，原油价格的上涨也推动了石化产品价格的全线上扬，作为石化产业链末
端的化纤行业深受影响。化纤产品的主要原材料PX、PTA等的市场价格一路上扬，从而带动了化纤
产品价格的被动上涨，目前涤纶、腈纶的价格均呈上涨趋势。而随着化纤价格的上涨，国内棉价出
现暴涨。化纤、棉花等纺织原料的上涨增加了纺织品出口生产厂家的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其出口竞争力。 
   四、我国应对高油价的对策  
   面对不断上涨的油价，对我国经济产生诸多的影响。我们应当从中长期的角度出发，采取有
效的策略加以应对。主要策略有： 
   1、提倡节能。2003年，我国原油、原煤消耗量分别为世界的7.4%、31%，而创造的GDP仅相当
世界的4%。我国的能耗非常大，能源利用率很低，节能的潜力也巨大。面对不断攀升的国际油价对
我国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的冲击，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全面开展节约能源活动，应将节
约能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 
   2、加快国内油品定价市场化步伐。目前国内“中准价格”仍由国家制定，且晚于国际市场一
个月，从价格机制上看，中国油市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我国燃料油期货交易的推出，具
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是，燃料油占我国石油消费总量的比重较小，燃料油期货价格尚无法达到
整个油品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作用。而其他油品目前市场化程度较低，无法进行期货交易。我国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原油需求量不断增加，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以中国在亚洲原油市场
所占的份额，推出自己的原油相关品种期货，完全有可能形成标志性的地区市场价格，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抵御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因此，我国应加快国内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步伐，改变油价涨多降
少的状况，进一步规范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推出成熟品种的期货交易。 
   3、利用部分国债资金开发利用新能源。开发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是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潮
流，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当务之急。我国在太阳能热水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
地热采暖和地热发电、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等方面已经具备与常规能源竞争的能力，只要适当给予政
策支持，有望成为替代能源。增加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尽量减轻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是
我国今后能源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可以考虑由政府利用部分国债资金，企业参与的方式，
支持新能源的开发工作。 
   4、加大中国沿海石油勘探开发力度。目前南海、东海地区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资源，加大这些地方的勘探力度，既可以增加中国石油的自产能力，也可以减少对国外石油的依
赖。因此在“搁置争议”的同时，应当积极开发这些资源；同时，保持和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避
免恶性石油资源的争夺以及保证海路石油运输的安全。 
5、在国际油价高涨时尽可能调回海外份额油。近年来，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目前中石油在苏丹、委内瑞拉、秘鲁和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有份额油，已经累计在海外生产
原油6000万吨。另外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国石油企业也将触角伸向了海外。在国际油价大幅攀升，
国内进口成本急剧上升之时，应当尽可能地将我国石油企业生产的份额油调回国内，减少从国际市
场上直接进口原油的价格风险（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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