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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际油价走势判断及深圳的对策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共政策研究部 
 

此次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成品油供应紧张的局

面，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持续高涨，以及国内

成品油定价机制与流通体系的体制性缺陷这两个因素。我们判

断，国际油价已经进入一个高位运行的周期，短期内这种趋势

将难以改变。因此，近期深圳除采取多方组织油源保障市场供

应、定时发布油站供油动态、鼓励市民节约能源等重要措施之

外，同时还要着眼于探索建立应对高油价趋势的中长期战略保

障体系。 

 

一、中近期内国际油价还将在高位运行，要做好长期应对

高油价的准备 

 

我们收集了国内外大量信息，对这些信息的分析表明，国

际油价在中近期内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近期国际市场原油

价格持续攀升，8月 10日，WTI 原油价格创下 64.90 美元/桶的

历史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 9月份 WTI期货价格一度达到 66.80

美元/桶，比今年年初价格高出 50%。特别是 2010 年的远期合

约价格都保持在 60 美元/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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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原油供求处于脆弱平衡状态，是本次油价上涨的基本

面因素。目前虽然全球原油供求基本平衡，但是全球原油剩余

产能极其有限，因而一有风吹草动，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情

绪就会加强，给国际投机基金带来很大的炒作空间。这使得近

期发生的地缘政治风险、恐怖袭击、欧美炼化厂事故等等非供

求因素对油价的影响明显增强。 

由于美元持续疲软，大量投资基金从资金和外汇市场转向

石油市场，目前全球有 7000 多家对冲基金，总资产接近 1万亿

美元，其现有交易量占石油市场的 60％以上，已经成为推高国

际油价的主力。尤其是中国对石油的强劲需求和建立石油战略

储备体系的计划，为国际投资基金带来了很大的预期，特别是

中海油未能成功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更加刺激了投机者推高

国际油价的信心。 

我们认为，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中国因素”与国际投资者

的博弈，以及国际石油供应的脆弱平衡没有得到有效改变的情

况下，再加上全球经济增长、美元贬值、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计

划推进等多重因素影响，中近期内国际油价还将保持在高位运

行。 

 

二、国家石油定价及流通体制改革步伐可能加快，但国内

成品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随时出现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

到 40%，国际油价的居高不下，使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和流通

体系的体制性缺陷突出地暴露出来。由于国内原油结算价格已

经和国际市场同步，但是成品油销售价格实施政府定价，机制

透明而且滞后，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现象严重。成品油批发

渠道完全掌握在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手中，加剧了“批零

价格倒挂”的奇特现象。这些问题使得上半年国内炼油厂开工

率下降、全行业亏损，而且成品油出口同比增加 48.6%，进口

下降 21.1%，社会性油站由于供油亏损纷纷关闭，直接导致了

本次“油荒”的产生。 

按照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只有纽约、新加坡、鹿特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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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品油加权平均价格变动幅度超过 8%时，国家发改委才会考

虑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进行调整。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加快

国内价格跟踪国际市场的速度，先后五次调整我国成品油价格，

目前原油和成品油仍然存在 15%左右的价格倒挂，据我们与国

家发改委有关机构探讨的信息表明，国家发改委在进行油价调

整的时候还要考虑消费价格指数、下游行业成本、消费者承受

能力等等多方面因素，平衡和掣肘因素很多，本月是否会再次

调价很难预计。据我们分析，即便是决定成品油价格上调，也

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价格倒挂”的现象。 

根据 WTO 条款的承诺，我国将于今年 12 月 11 日之前全面

开放成品油零售市场，在 2006 年 12月 11 日之前放开成品油批

发市场。国家商务部上半年向 28 家企业发出了非国营贸易企业

进口原油、成品油的“牌照”，至此，已有 39 家非国营贸易商

拿到了原油、成品油的进口牌照，国家发改委 8 月中旬也召开

会议研究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问题。 

虽然国内成品油定价和流通体制改革步伐会加快，但是成

品油监管机构的建立、法律法规的制定、产业政策的制定、与

上游行业改革的衔接等等，都有一个过渡期，即便国家发改委

再次上调成品油价格，也只能短期缓解供应紧张的局势，只要

成品油价格市场化的目标短期内未能改变，在国际石油市场动

荡的情况下，国内石油供应紧张的状况仍然可能随时发生。 

 

三、深圳应从四个方面着手建立长期的能源保障体系 

 

石油供应短缺是一个长期要面临的问题，当我们的经济体

系与国际经济、国际市场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应如

何建立我们的经济安全体系？应如何化解来自国际市场冲击的

各种风险？有关能源安全问题，大都是从国家层面来探讨。此

次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严重的成品油供应紧张的局

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地方政府也应积极探索地方石油供应

战略，做到未雨绸缪。根据境内外已有的成功经验，深圳可以

在下列四个领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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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地方石油资源战略储备 

目前，我国政府也已着手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深圳可

考虑在国家石油储备战略的框架下，制定地方石油储备政策，

选择国际油价回调或趋稳的时机，建立本地的石油资源战略储

备库，实际操作过程中可委托中石油或中石化深圳公司和其他

民间业者代为储存。 

在这方面，香港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为确保有足够主

要燃料储备应付本地需求，香港政府通过立法确定了相应的石

油储备政策。该项政策规定，香港有关的石油公司须维持最少

30 日石油供应，从而确保出现短暂石油供应中断的情况时，香

港仍有足够的主要燃料储备应用。台湾也出台了石油管理法，

规定在上述法律实施后的第 3 年，石油储存量不得低于实施前

1年国内石油平均销售量及使用量之 30 天需要量。 

 

2、成立地方石油发展基金 

国际上，日本、韩国、泰国与挪威均有成立类似石油基金

的先例。上述国家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向石油公司征收一定的费

用，包括征收石油进出口关税，确保石油基金资金的来源。以

台湾为例，台湾当局规定随石油进口课征 5.23%关税，每年约

可收取 174 亿台币。石油基金的用途包括政府安全储油、偏远

地区补贴、油气探勘奖励、能源研究及其它事项等五种。 

在我国，建立石油基金的呼声也相当高，国家有关部委正

对创立国家石油基金的可能性和一些运作细节进行研究。深圳

也应着手考虑成立地方石油发展基金，探讨将其运用于储油、

研发新能源等用途，并争取在构建石油金融体系中率先取得突

破。深圳的石油发展基金将主要来源于财政，也可以探讨政府

主导、民间参与的资金筹措模式。 

 

3、积极拓宽进油渠道 

目前，我国的石油供应能力集中在国家层面。但是地方政

府在拓宽进油渠道方面，并非无所作为。例如，深圳可以采取

类似于在我国内陆的贵州、广西等地投资水利和火力电站的形

式，参与中石油、中石化对内地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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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强与中海油在南海油气田等领域的勘探开发合作。合作的

形式可以是资金，也可以是服务。 

另外，当前亚洲国家正谋求加强彼此间的能源合作，加强

政策对话，建立能源合作的组织框架，以保持长期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深圳有必要运用政府的和企业的力量，在类似的区

域能源合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比如，深圳可以从举办区域能

源合作论坛开始做起，联合国内其它省区建立次区域的能源合

作机制。 

 

4、谨慎借鉴石油补贴制度 

为了缓解短期的成品油供应紧张局面，深圳可以尝试向国

家发改委申请紧急配额，并委托国内石油公司通过香港直接从

国际市场上采购成品油投放市场，并由深圳市财政对国内外差

价进行补贴，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深圳在探讨对本地石油公

司进行补贴的计划时，应权衡利弊、谨慎行事。 

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当地经济的负面影响，许多国家和

地区采取了类似燃油燃料等补贴制度，但是其代价是当地政府

财政支出的大幅攀升。比如印度尼西亚 2004 年的石油补贴将近

政府财政收入的 1/4，石油补贴政策难以长久维系。马来西亚

政府也不止一次提出要减低石油补贴以便减轻政府财政的负

担。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仍然维持着石油补贴制度。不久前，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庞大的能源法案，该项法案将为美国包括

石油行业在内的能源领域经营者提供上百亿美元的补贴和优

惠。但是，美国各界对这项法案的评价也存在相当的分歧。批

评者指出，这是一项用纳税人的钱资助美国大石油公司的法案，

且不会马上对缓解高油价发挥效力。 

 

 

执笔：（郭万达、郑宇劼、廖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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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

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

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

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

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

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

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

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

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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