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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际能源秩序既具有相对稳定性ꎬ 又会因局部不稳定因素影响

而发生变化ꎮ 从国际能源秩序的历史演变看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由

欧佩克主导ꎬ 到欧佩克与国际能源机构相互制衡ꎬ 再到向竞争型市场转变的不

断演进ꎬ 能源供求关系的变化是推动国际能源秩序演进的主导因素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下旬ꎬ 俄乌冲突爆发ꎬ 美西方对全球重要能源生产和出口国的俄罗斯实施经

济制裁ꎬ 不可避免地将改变全球能源供求关系和全球 “碳中和” 发展进程ꎬ 并

会对美西方的 “制裁霸权” 和 “美元霸权” 形成 “反噬”ꎬ 国际能源秩序必然

也会因俄乌冲突的爆发进入新的建构期ꎮ 国际能源秩序的演进ꎬ 也将使中东地

区在全球能源安全中的重要性以及中东资源国的能源政策话语权得到进一步提

升ꎬ 中东地区也将重新成为国际能源投资的热点区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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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秩序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能源关系以及各种国际能

源体系与制度的总和ꎮ 一方面ꎬ 它的形成基于能源主要贸易国的共同利益且

相互制约ꎬ 由此具有相对稳定性ꎻ 另一方面ꎬ 由于国际能源秩序的根基本质

上是无政府状态ꎬ 当局部不稳定ꎬ 如主要能源供应国能源地位受到冲击时ꎬ
会使原有的国际能源秩序受到挑战ꎬ 乃至变动ꎬ 这表明国际能源秩序的稳定仅

是相对的ꎬ 而且处在变动中ꎮ 从国际能源秩序的历史演变看ꎬ 能源供给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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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力量的相互角力主导了国际能源秩序的演进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 以欧佩

克产油国为首的石油资源国收回了国家的资源主权ꎬ 从而打破了由以 “七姐

妹”① 为首的西方石油公司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ꎮ 此后ꎬ 以欧佩克为首的石油

生产国集团、 以国际能源机构为首的能源消费国集团ꎬ 以及以亚洲发展中国家

为代表的新兴能源消费国家的壮大、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石油新贵的崛

起ꎬ 引导了国际能源秩序的不断演进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面对国际油价持续下滑ꎬ 欧佩

克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了历史性的合作协议ꎬ 石油供给国

集团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能力得到修复ꎬ 并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扩散时期ꎬ
通过实施集体减产行动ꎬ 扭转了国际油价急速下滑的局面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下旬ꎬ
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爆发ꎬ 美西方对全球重要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俄罗斯实施

了严厉经济制裁ꎬ 欧洲国家亦实施了能源进口 “去俄罗斯化” 政策ꎬ 上述情况

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能源秩序的重构ꎮ 而作为全球能源供给核心地带的中东

地区ꎬ 在全球能源秩序重构中ꎬ 其地位和影响也会随之出现诸多结构性变化ꎮ

一　 国际能源秩序的演变

１９７３ 年 “石油禁运” 爆发以来ꎬ 全球能源供给和能源需求一直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ꎬ 而在供给和需求力量的共同作用下ꎬ 国际能源秩序也处于不断的

发展变化中ꎮ
(一) 欧佩克主导下的国际能源市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至 ８０ 年代中期)
尽管欧佩克早在 １９６０ 年就已成立ꎬ 但该组织的出现未能改变产油国在国

际石油市场的从属地位ꎬ 直到 １９７３ 年 “石油禁运”ꎬ 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主

权之后ꎬ 欧佩克才开始执行独立的石油政策ꎮ② 诸多研究表明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中期到 ８０ 年代中期ꎬ 欧佩克是一个具有强大控制力量的供给方集团ꎬ 是对

国际油价变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卡特尔组织ꎮ③ 而这一时期ꎬ 欧佩克通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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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影响剩余需求ꎬ 也就是世界石油需求与非欧佩克石油供给之间的差额来

主导国际油价的变化ꎮ①

欧佩克通常被看作是一个通过设定成员国生产配额分割市场ꎬ 达到控制

国际油价目的的卡特尔组织ꎮ 然而ꎬ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到 ８０ 年代中期ꎬ
欧佩克的政策重心是固定石油的销售价格ꎬ 而非固定石油的生产规模ꎮ 即使

在建立配额制初期的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ꎬ 欧佩克政策也仍然是以 “价格控制” 为中

心ꎮ 这一时期ꎬ 欧佩克首先设定沙特 ３４°轻质油价格作为欧佩克的基准油价ꎬ
然后规定欧佩克各种原油与基准油价的差价ꎬ 欧佩克成员国则按照确定的价

格向外出口原油ꎮ②

尽管欧佩克采取的是固定油价的石油政策ꎬ 但它对基准油价和差价体系

的维持需要满足市场对欧佩克 “剩余需求” 的变化ꎮ 这一时期ꎬ 欧佩克产量

调整行动具有高度协同性ꎬ 各成员国为维持欧佩克价格体系的稳定ꎬ 在产量

上作出了大幅调整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ꎬ 面对伊朗伊斯兰革

命带来供应短缺情况ꎬ 几乎所有欧佩克产油国都提高了石油产量ꎬ 在欧佩克

的集体努力下ꎬ 该组织仅损失了 １５０ 万桶 /日的石油产量ꎮ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

半段ꎬ 为执行 “限产保价” 策略ꎬ 欧佩克成员国在产量上做出巨大牺牲ꎬ 对

比 １９８４ 年与 １９７９ 年的石油产量ꎬ 几乎所有欧佩克国家都大幅削减了石油产

量ꎬ 沙特、 科威特、 利比亚三国产量降幅超过 ５０％ ꎬ 尼日利亚、 阿联酋、 卡

塔尔三国产量降幅超过 ３０％ ꎬ 委内瑞拉和阿尔及利亚减产幅度也分别达到了

２３ ６％和 １０ ５％ ꎮ④

(二) 欧佩克与国际能源机构相互制衡下的国际能源市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中期 ~ ２１ 世纪初)
从需求弹性方面看ꎬ 商品需求如果缺乏弹性ꎬ 卡特尔提高价格获得的收

益就会很大ꎬ 因而有利于卡特尔的稳定ꎮ⑤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ꎬ 国际能源机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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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大力推广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ꎬ 从而带来全球经济发展对石油依赖程度

的降低和石油需求弹性的下降ꎬ 并对欧佩克市场影响力形成制约ꎮ 面对石油

市场发生的上述变化ꎬ 欧佩克放松了对价格目标的控制ꎬ 转而通过产量调整

间接影响油价ꎮ 而在这一时期ꎬ 欧佩克产量调整的协同性大幅降低ꎮ①

１９７３ 年 “石油禁运” 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西方国家经济带来严重冲

击ꎮ 为减缓冲击ꎬ 主要能源消费国组建了国际能源机构ꎬ 并将建立能源储备ꎬ
加强利用煤、 天然气、 核能、 可再生能源等替代能源ꎬ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作

为应对能源危机的手段ꎮ 尽管国际能源机构早在 １９７４ 年就已建立ꎬ 但由于

１９７７ ~ １９８７ 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下简称 “经合组织”) 国家石油战

略储备的建设期ꎬ 国际能源机构采取的很多政策并没有立即动摇欧佩克的市

场影响力ꎮ② 但此后ꎬ 国际能源机构实施的很多政策ꎬ 特别是对替代能源和能

源效率的重视ꎬ 开始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重要影响ꎮ 首先ꎬ 替代能源的发展

导致电力部门对石油的依赖持续下降ꎮ 在发电部门ꎬ 其他能源对石油的替代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加速ꎬ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１ 年ꎬ 石油在全球发电部门初级能源

构成中占比由 １０ ０％ 下降至 ４ ０％ ꎬ 而同期煤炭、 天然气的占比则分别由

３７ ４％和 １４ ５％上升至 ３８ ７％和 １８ ４％ ꎮ③ 其次ꎬ 节能技术带来能源使用效

率的大幅上升ꎮ 国际能源机构成立以后ꎬ 对能源使用效率设定了很多强制性

标准ꎬ 而在强制标准的驱动下ꎬ 从交通运输到建筑工程ꎬ 能源使用效率有了

大幅提升ꎮ 例如ꎬ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美国每加仑燃料的行驶里程由 １３ ３ 英里提

升至 １７ 英里ꎮ④ 美国建造房屋的能源使用量也从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９ 年的 ４ ５ 万英热单

位 /平方米下降至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的 ３ ７ 万英热单位 /平方米ꎮ⑤ 而替代能源发

展和能源效率的提升ꎬ 带来了经济增长对石油的依赖程度的大幅降低ꎮ ２０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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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ＴＡ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ｉｔａ ｄｏｔ ｇｏｖ / ｂｔｓ / ｓｉｔｅｓ / ｒｉｔａ ｄｏｔ ｇｏｖ ｂ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ｃｅｌ / ｔａｂｌｅ＿０４＿０９ ｘｌｓꎬ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０５

ＥＩＡ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Ｆｏｒｍｓ ＥＩＡ － ４５７ Ａ ａｎｄ Ｃ － 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ｄａｔａ / ２００９ / ｘｌｓ / ＨＣ１
１％２０Ｆｕｅｌｓ％２０Ｕｓｅｄ％２０ａｎｄ％２０Ｅｎｄ％２０Ｕｓｅｓ％２０ｂｙ％２０Ｈｏｕｓｉｎｇ％２０Ｕｎｉｔ％２０Ｔｙｐｅ ｘｌｓꎬ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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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ꎬ 世界石油需求波动结束大起大落ꎬ 总体稳定在 ０ ~ ３％之

间ꎬ 即使是 １９９７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ꎬ 也仅是带来石油消费增速的下

降ꎬ 而非石油消费总量的下降ꎮ
在此情况下ꎬ 欧佩克调整了石油政策ꎮ 欧佩克政策目标从固定价格转为

控制产量之后ꎬ 才成为市场所熟悉的ꎬ 通过配额调整影响油价的卡特尔组织ꎮ
但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中期相比ꎬ 欧佩克成员国产量调整的协同性以

及产量调整的幅度大幅降低ꎬ 欧佩克也很难影响国际油价的趋势性变动ꎮ 首

先ꎬ 欧佩克政策目标出现弱化ꎬ 由直接控制油价转为间接影响油价ꎮ 在以沙

特 ３４°轻质原油为基准油价的差价体系下ꎬ 欧佩克各种原油品种承担的市场风

险有着很大差异ꎮ 为了能够让成员国共同分担市场冲击ꎬ 欧佩克在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通过新的油价制度ꎬ 也就是由 ７ 种原油确定的综合价格 (所以也被称作一

揽子油价)ꎬ 各种石油之间的差价由市场决定ꎮ① 欧佩克目标油价最初确定在

１８ 美元 /桶ꎬ 此后ꎬ 欧佩克对目标油价进行过两次调整ꎬ 分别是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１
美元和 ２０００ 年 ２２ ~ ２８ 美元的价格区间ꎮ 欧佩克配额则是根据目标油价进行

调整ꎬ 国际油价低于目标价格ꎬ 欧佩克上调配额ꎬ 反之ꎬ 则会下调配额ꎮ 其

次ꎬ 欧佩克对油价的干预力度大幅下降ꎮ 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到 ８０ 年代中

期相比ꎬ 欧佩克对石油市场的干预力度大幅下降ꎮ 例如ꎬ 面对 １９９７ 年东南亚

金融危机导致的需求冲击ꎬ 欧佩克通过三次减产ꎬ 总计削减配额 ４５０ 万桶 /
日ꎬ 总计减产幅度为 １６ ５％ ꎬ 而在这次减产行动中ꎬ 绝大多数欧佩克国家的

减产幅度都未达标ꎬ 利比亚和卡塔尔的减产幅度仅仅超过 ８％ ꎮ② 由于欧佩克

对于国际油价仅仅给予有效干预ꎬ 这一时期ꎬ 国际油价在大多数年份要低于

欧佩克设定的目标油价ꎮ
(三) 国际能源秩序向竞争型市场转变 (２１ 世纪以来)
根据卡特尔理论ꎬ 需求快速增长不利于垄断者对市场的控制ꎬ 因为需求

快速增长的市场会导致潜在竞争者的进入ꎮ③ 而在各类市场因素中ꎬ 竞争者进

６３

①

②

③

这一综合价格是 ７ 种原油价格的算术平均值ꎬ 其中包括是 ６ 种欧佩克主要原油ꎬ 分别是阿尔

及利亚 ４４ １°撒哈拉布兰德原油、 印度尼西亚 ３３ ９°米纳斯原油、 尼日利亚 ３２ ４７°博尼轻油、 沙特

３４ ２°轻油、 阿联酋 ３２ ４°迪拜原油、 委内瑞拉 ３２ ４７°提亚瓜纳原油ꎬ 以及墨西哥 ３２ ８°伊斯玛斯原油ꎮ
欧佩克产量数据根据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 «欧佩克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ＯＰＥ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Ｏｉ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ｐｏｒｔ) 公布的各国间接月度产量数据整理得出ꎮ
Ｊｕｌｉｏ Ｊ Ｒｏｔｅｍ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Ｇａｒｔｈ Ｓａｌｏｎｅｒꎬ “Ａ Ｓｕｐｅｒｇａｍｅ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ｉｃｅ Ｗａ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ｏｏｍｓ”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６ꎬ Ｎｏ ３ꎬ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６ꎬ ｐｐ ３９０ － 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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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又是导致卡特尔失败最为重要的原因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发展中国

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ꎬ 全球石油需求快速增长ꎬ 非欧佩克石油产量持续上升ꎬ
而高油价又对 “碳中和” 和替代能源的发展构成支撑ꎮ 国际能源市场的上述

变化ꎬ 导致欧佩克和国际能源机构对能源市场的控制力受到削弱ꎮ
首先ꎬ 石油需求向亚洲发展中国家集中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９ 年ꎬ 全球石油日消

费量由 ７ ５７７ 万桶增至 ９ ７６０ 万ꎬ 年均增幅为 １ ３％ ꎬ 远高于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９ 年间

０ ９％的年均增幅ꎮ 而这一时期ꎬ 全球石油消费的加速增长主要是由发展中国

家ꎬ 特别是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推动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９ 年ꎬ 非经合

组织国家石油消费年均增幅为 ３ ３％ ꎬ 其中ꎬ 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石油消费的

年均增幅为 ４ ４％ ꎬ 中国石油消费的年均增幅更是高达 ６％ ꎮ② 而需求增速存

在的巨大差异也导致全球石油消费市场日益向亚太发展中国家集中ꎮ １９９９ 年ꎬ
经合组织国家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 ６４ １％ ꎬ 亚太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占比仅

为 １５ ３％和 ５ ８％ ꎬ 但到 ２０１９ 年ꎬ 经合组织国家在全球石油消费中的占比降

至 ４７ １％ ꎬ 而亚太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占比却分别上升至 ２８ ３％和 １４ ４％ ꎮ③

其次ꎬ 欧佩克向 “欧佩克 ＋ ” 转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国际石油需求加

速增长ꎬ 也带来了非欧佩克原油供给的迅速增加ꎮ 尽管欧佩克市场份额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并没有明显下降ꎬ 但按照五年平均产量计算ꎬ 在欧佩克 １０ 个产量

超过 １００ 万桶 /日的资源大国中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ꎬ 有 ５ 个国家的平均产量同比

出现下滑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ꎬ 安哥拉的加入也使这一数字增加到 ６ 个ꎬ 而超过

一半的资源大国产量同时持续出现下滑ꎬ 也是欧佩克自建立以来未曾出现过

的情况ꎮ ２００８ 年以后ꎬ 欧佩克市场份额的维持主要是靠沙特等欧佩克核心国

家按照接近最大产能的产量生产石油来实现的ꎬ 而这又带来了欧佩克 “剩余

产能” 和产量调解能力的下降ꎮ④ 因此ꎬ 与欧佩克外的石油出口大国合作ꎬ 也

就成为欧佩克想要继续发挥市场影响力必须解决的问题ꎮ

７３

①

②

③
④

Ｊａｍｅｓ Ｍ Ｇｒｉｆｆｉｎꎬ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Ｃａｒｔｅ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ＰＥＣ”ꎬ ｉ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Ｒ Ｋｌｅ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ｉｍｅ Ｍａｒｑｕｅｚ ｅｄ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ꎬ
１９８９ꎬ ｐｐ １７９ － ２０６

ＢＰꎬ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２

Ｉｂｉｄ
刘冬: «年近 “花甲” 显颓势———欧佩克影响力下降及其应对举措»ꎬ 载 «国际石油经济»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９ ~ ５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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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ꎬ 欧佩克早在 ２１ 世纪初已对石油供给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有所

警觉ꎬ 并开始积极与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大国接触ꎬ 但除将安哥拉吸收进欧佩

克外ꎬ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之间的合作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推进ꎮ 直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面对国际油价持续下滑带来的共同威胁ꎬ 欧佩克才与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

佩克产油国签署 «合作宣言»ꎬ 并建立机制性的合作关系ꎮ 而在 “欧佩克 ＋ ”
合作机制中ꎬ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部长级监督委员会是联合减产行动的中枢协

调机构ꎬ 也是联合减产行动的最高监督、 执行机构ꎬ 联合减产行动的很多重

要决定都是由该委员会制定ꎬ 然后提交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会议批准ꎮ① 作为监

督委员会主席国的沙特和俄罗斯ꎬ 则对 “欧佩克 ＋ ” 产量政策的调整有着最

为重要的影响ꎮ
但是ꎬ “欧佩克 ＋ ” 的成立并没有改变产油国集团油价影响力下降的大

趋势ꎮ 尽管从表面看ꎬ “欧佩克 ＋ ” 有着极高的配额遵守率ꎬ 但高配额遵守

率的光鲜下ꎬ 则是很多国家石油产量的自然下滑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在 “欧佩克 ＋ ”
联盟中ꎬ 实际产量低于约定配额 ２％的国家总共有 ７ 个ꎬ 其总产量较其总配

额低出 ２１ ５ 万桶 /日ꎮ 而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 ８ 月份ꎬ 石油实际产量低于约定配额

２％的国家进一步增至 １１ 国ꎬ 其总产量较其总配额低 １０７ ３ 万桶 /日ꎬ 而这

些国家的产量调整并非出于对联合减产协议的遵守ꎬ 而是石油投资持续下

滑而带来的被动减产ꎮ② 俄罗斯在与欧佩克的互动中则采用 “搭便车” 策

略ꎮ③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ꎬ “欧佩克 ＋ ” 为达成减产协议ꎬ 给予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国更多照顾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１ 年 １ ~ ３ 月ꎬ “欧佩克 ＋ ” 其他成员国

将减产幅度由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确定的 １３ ３％提升至 １７ １％ ꎻ ２０２１ 年 ２ ~ ３ 月ꎬ 沙

特的实际减产幅度甚至达到了 ２６ ２％ ꎮ 但是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 ３ 月ꎬ 俄罗斯、 哈萨

克斯坦合计每月分别增产 １ 万桶 /日和 ６ ５ 万桶 /日ꎮ④ 而对部分成员国ꎬ 特别

是俄罗斯这样的产油大国在配额上给予更多照顾ꎬ 也意味着 “欧佩克 ＋ ” 减

８３

①

②

③

④

ＯＰＥＣ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ꎬ Ｊａｎｕｒａｙ
２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ｃ ｏｒｇ / ｏｐｅｃ＿ｗｅｂ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 / ４０６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２

产量数据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出版的 «欧佩克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ＯＰＥ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Ｏｉ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ｐｏｒｔ) 公布的各国产量数据整理得出ꎮ

曹峰毓: « “欧佩克 ＋ ” 机制与俄罗斯、 沙特、 美国的能源博弈»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８ 页ꎮ

ＯＰＥＣꎬ “１３ ｔｈ ＯＰＥＣ ａｎｄ ｎｏｎ － ＯＰＥＣ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ｃ ｏｒｇ / ｏｐｅｃ＿
ｗｅｂ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 / ６３１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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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协议的不稳定性ꎮ
再次ꎬ “去碳化” 成为全球能源发展重要共识ꎮ 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遏

制全球气候变暖ꎬ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ꎮ １９９７ 年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缔约方在日本京都通过了

«京都议定书»ꎬ 确定了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ꎬ 并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

表和额度做出具体规定ꎮ 但由于美国等工业化国家拒绝签署 «京都议定书»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实施并未取得显著成效ꎮ 直到 ２００７ 年ꎬ 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才最终通过名为 “巴厘路线图” 的决议ꎬ 该协议的达成也意

味着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共识ꎮ
“巴厘路线图” 在 ２００７ 年通过之后ꎬ 以光伏、 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

从无到有取得快速发展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初级能源消费中占比

提升至 ５ ７％ ꎬ 其中ꎬ 经合组织和欧盟国家占比更是分别高达 ８ ３％ 和

１２ ５％ ꎮ 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ꎬ 在一定程度上对包括石油在内的化石能

源形成替代效应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ꎬ 化石能源在全球初级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由

８８ １％降至 ８３ １％ ꎬ 其中ꎬ 石油占比则是从 ３５ ５％降至 ３１ ２％ 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近 ２００ 个缔约方在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 «巴黎协定»ꎬ 会议为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做出了安排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第 ２６ 届大会再次取得突破ꎬ 大会就 «巴黎协定» 具体实施和其他相关

内容等达成了共识ꎬ 近 ２００ 个国家签署了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ꎮ② 而在这次

会议前后ꎬ 很多国家都对外公布了 “碳达峰” “碳中和” 的具体目标ꎮ 而全

球气候议题取得的重大突破ꎬ 也给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带来新的变量ꎮ
综上ꎬ 从国际能源秩序的发展轨迹与阶段性特点看ꎬ 能源供给和能源需

求双方力量的博弈带来了能源秩序的演进ꎮ 而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油气生产

和出口国ꎬ 俄乌冲突带来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ꎬ 必然会对全球油气供求

结构带来严重冲击ꎬ 也将会使全球 “碳中和” 进程偏离既定的发展轨迹ꎮ
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供求关系带来的结构性影响ꎬ 必然也会波及国际能源

秩序ꎮ

９３

①
②

ＢＰꎬ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
«格拉斯哥峰会后ꎬ 实现 “双碳” 目标这四点需重点关注»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２１１２２１ / ５３ｆｆ５３１４ｃ１ｃ７４２９ｅ８６ｆ１４３ｃ１ｆ１０６３８８６ / ｃ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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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乌冲突对国际能源秩序的冲击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美国联合欧盟等西方国家ꎬ 在金融、 贸易、 能源项

目合作等领域对俄罗斯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制裁ꎮ 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经济制裁一开始并未直接针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ꎬ 但制裁却对其能

源生产和能源出口的正常开展带来阻碍ꎬ 并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严重的短期

冲击ꎮ 鉴于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地位ꎬ 对俄罗斯制裁常态化必然也

会对国际能源供求和国际能源政治带来长期影响ꎮ
(一) 俄乌冲突对能源市场的短期扰动

俄罗斯是石油、 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大国ꎬ 俄乌冲突爆发以及美西方对俄罗

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很快传递到国际能源市场ꎬ 并引起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ꎮ
首先ꎬ 能源市场短期失衡ꎮ 俄罗斯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资源ꎮ

２０２０ 年ꎬ 该国原油日产量为 １ ０６７ 万桶ꎬ 是全球第三大产油国ꎻ 天然气产量

为 ６ ３８５ 亿立方米ꎬ 是全球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ꎮ 由于俄罗斯本国能源消费量

相对有限ꎬ 其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俄罗斯日均

出口原油 ７４３ 万桶ꎬ 占全球原油出口总额的 １１ ４％ ꎬ 位列全球第二位ꎻ 同年ꎬ
俄罗斯出口天然气 ２ ３８１ 亿立方米ꎬ 占全球天然气出口总额的 ２５ ３％ ꎬ 居全

球首位ꎮ 由于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ꎬ 俄乌冲突的爆

发很快带来了国际能源市场的短期失衡ꎮ
其次ꎬ 能源价格快速攀升ꎮ 俄乌冲突带来的国际能源市场短期失衡ꎬ 很

快传导到能源期货市场ꎮ 在原油方面ꎬ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国际油价很快进入

上行通道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伦敦布伦特和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油 (ＷＴＩ)
期货价格分别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９６ ８４ 美元 /桶和 ９２ １０ 美元 /桶的基础上

快速上涨ꎻ ３ 月 ７ 日ꎬ 两者盘中分别摸高至 １３９ １３ 美元 /桶和 １３０ ５ 美元 /桶ꎮ
此后ꎬ 受国际能源机构释放紧急石油库存影响ꎬ 国际油价才开始回落ꎬ 但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收盘ꎬ 伦敦布伦特和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油期货价格仍分别维

持在 １０７ ２２ 美元 /桶和 １０５ ０２ 美元 /桶ꎬ 明显高于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ꎮ①

０４

① «ＷＴＩ 原油期货»ꎬ 载英为财情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 ｃｒｕｄｅ － ｏｉｌ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
ｄａｔａ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２ꎻ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ꎬ 载英为财情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
ｂｒｅｎｔ － ｏｉｌ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 ｄａｔａ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２ꎮ



变迁中的国际能源秩序与中东的角色　

与原油相比ꎬ 由于没有国际能源机构的介入ꎬ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天然气

价格的上涨幅度更为迅猛ꎮ 纽约交易所天然气期货价格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最后一

个交易日收盘在 ４ ４０２ 美元 /百万英热ꎬ 此后开始震荡上行ꎬ 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 盘中摸高 ８ ０６５ 美元 /百万英热单位后ꎬ 价格逐渐趋于稳定ꎮ 但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收盘ꎬ 纽约交易所天然气期货价格仍高达 ６ ８８８ 美元 /百万

英热单位ꎬ 较 ２ 月底涨幅高达 ５６ ４７％ ꎮ① 而国际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也给全

球带来严重的通胀问题ꎬ 如德国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通胀率升至 ７ ４％ ꎬ 连续第二

个月创下 １９９０ 年两德统一后的新高ꎮ②

(二) 俄乌冲突对能源供求的结构性影响

长期来看ꎬ 俄乌冲突爆发、 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ꎬ 以及

能源消费国对于能源安全的关注ꎬ 不但会给全球油气供求带来结构性影响ꎬ
也会给全球 “碳中和” 进程带来更多不确定性ꎮ

首先ꎬ 俄乌冲突影响油气供求结构ꎮ 长期来看ꎬ 受俄乌冲突影响ꎬ 国际

油气供求将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 在供给方面ꎬ 俄罗斯油气产量及其在全

球市场所占份额持续下降ꎻ 在需求方面ꎬ 欧洲油气进口出现 “去俄罗斯化”ꎮ
一方面ꎬ 俄乌冲突将导致俄油气产量持续下滑ꎮ 冲突爆发后ꎬ 埃克森美孚、
道达尔、 壳牌、 英国石油等国际石油公司相继宣布撤出对俄罗斯的投资ꎮ 全

球四大油田服务企业贝克休斯 (Ｂａｋｅｒ Ｈｕｇｈｅｓ)、 斯伦贝谢 ( 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哈里伯顿 (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 威德福 (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尽管仍保留在俄罗斯的业务ꎬ
但均宣布放弃在俄罗斯开展新业务ꎮ 由于俄罗斯 ８０％的原油和大部分天然气

由俄国内石油公司生产ꎬ 国际石油公司和油服企业的退出暂时不会导致该国

油气产量的下降ꎮ 但长期来看ꎬ 在国际油服企业退出后ꎬ 俄罗斯油田和天然

气田维持产量将会遇到一定困难ꎮ 此外ꎬ 由于俄罗斯北极地区和西伯利亚地

区油气开发项目与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建设ꎬ 大多采取与国际公司合营的

模式ꎬ 国际石油公司撤出后ꎬ 俄罗斯油气增产潜力和天然气出口海运出口设

施的建设也将会受到严重冲击ꎮ③ 因此ꎬ 在国际石油公司和油服企业撤出后ꎬ

１４

①

②

③

«天然气期货»ꎬ 载英为财情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ｇａｓ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
ｄａｔａ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１ꎮ

«德国 ４ 月通胀率再创新高»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１ / ｃ＿ １１２８６４１０
５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２ － ５ － ２９ꎮ

关于俄罗斯油气生产和投资项目的资料ꎬ ｓｅｅ ＥＩＡ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ｒｉｅｆ: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３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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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该国很可能会出现原油和天然气产量持续下滑、 对全球油气供给重要性

持续下降的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 俄乌冲突将导致欧洲油气进口的 “去俄罗斯化”ꎮ 从油气贸易

的区域分布来看ꎬ 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主要是流向欧洲地区ꎬ ２０２０ 年ꎬ 俄罗

斯 ４８％的原油、 ７２％的天然气出口至经合组织欧洲国家ꎮ① 而欧盟对俄罗斯

的石油和天然气也具有高度依赖ꎬ ２０２１ 年ꎬ 欧盟 ２４ ８％的进口原油和 ３９ ２％
的进口天然气来自俄罗斯ꎮ②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欧洲国家提出油气进口 “去俄

罗斯化” 的明确目标ꎬ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ꎬ 欧盟委员会向外发布了非常具体的

能源独立路线图——— «欧洲廉价、 安全、 可持续能源联合行动»ꎬ 其中明确提

出能源进口 “去俄罗斯化” 的阶段目标ꎬ 包括: 在 ２０２２ 年底前ꎬ 至少减少

２ / ３的俄罗斯油气进口ꎻ ２０３０ 年前ꎬ 完全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依赖ꎮ③ 欧

洲国家能源政策的转向ꎬ 意味着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更多石油和天然气ꎬ 以

填补 “去俄罗斯化” 所带来的能源供给缺口ꎬ 从而会对现有的全球油气贸易

模式带来结构性变化ꎮ
其次ꎬ 俄乌冲突影响全球 “碳中和” 进程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巴厘路线图” 达

成之后ꎬ 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升温ꎬ 并成为影响全球能源供给的重要议题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第 ２６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后ꎬ 很

多国家宣布了 “碳减排” “碳中和” 的明确目标ꎬ 主要能源消费国对气候变

化问题的关注也给石油、 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ꎬ 导

致上游投资不足ꎮ 然而ꎬ 俄乌冲突的爆发会对全球 “碳中和” 进程带来诸多

结构性变化ꎮ 短期来看ꎬ 俄乌冲突将导致全球能源政策重点从 “脱碳” 转向

“能源安全”ꎮ 欧洲国家是全球气候问题的主要发起者ꎬ 也是 “碳中和” 政策

的坚定支持者ꎮ 然而ꎬ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能源安全” 却取代 “脱碳”ꎬ 成为

欧洲国家能源政策的关注重点ꎮ 煤炭的碳排放水平明显高于石油和天然气ꎬ
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为解决能源危机ꎬ 欧盟国家开始重启煤炭消费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 日ꎬ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蒂默曼斯表示ꎬ 欧盟各国在转向可再生

２４

①
②

③

ＥＩＡ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ｒｉｅｆ: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ꎬ ２０２２ －０４ －３０
“ＥＵ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ꎬ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ｔｉｔｌｅ ＝ ＥＵ＿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ꎬ ２０２２ －０４ －０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ＲＥＰｏｗｅｒ ＥＵ: Ｊｏｉ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ꎬ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ｓ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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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前ꎬ 可以在煤炭上停留更长时间ꎬ 以避免对天然气的依赖ꎮ① 而市场对于

欧盟能源政策转变的预期也在资本市场得到反映ꎬ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伦敦碳

排放期货价格收盘在 ９４ ７４ 美元 /吨ꎬ 此后开始迅速下跌ꎬ ３ 月 ７ 日ꎬ 盘中触

底 ５６ ８２ 美元 /吨后开始回升ꎬ 但始终明显低于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ꎮ②

长期来看ꎬ 能源价格因素将会给全球 “碳中和” 进程带来不确定性ꎮ 面

对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ꎬ 欧盟计划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独

立目标ꎬ 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用 ４８０ 吉瓦的风能和 ４２０ 吉瓦的太阳能替代俄罗斯 １
７００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费ꎮ③ 然而ꎬ 出于能源供应成本的理性考虑ꎬ 欧盟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的落实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ꎮ 实际上ꎬ 早在俄乌冲突爆

发前ꎬ 全球 “碳中和” 进程就因天然气价格的高企而出现逆转ꎮ 根据国际能

源机构发布的数据ꎬ ２０２１ 年ꎬ 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上升

６％ ꎬ 达到 ３６３ 亿吨ꎬ 创下历史最高水平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由于天然气价格达到创纪

录高位ꎬ 美国和许多欧洲电力系统现有燃煤电厂的运营成本大大低于天然气

电厂ꎬ 天然气转煤炭使全球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 １ 亿吨以上ꎬ 从而

使煤炭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长 ４０％以上ꎬ 达到 １５３ 亿吨的历史最高水

平ꎮ④ 实际上ꎬ 早在俄乌冲突之前ꎬ 欧盟委员会在一项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分

类条例补充授权法案中ꎬ 已将满足特定条件的天然气归为可持续投资的 “过
渡” 能源ꎮ 这一法案的通过也为欧盟在 “碳中和” 推进过程中ꎬ 保持能源供

给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灵活性ꎮ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ꎬ 欧盟一直是 “碳中和” 的积极倡导者ꎬ 而俄乌冲

突爆发后ꎬ 欧盟能源政策由 “脱碳” 转向 “能源安全”ꎬ 以及出于保持能源价

格竞争力的考虑ꎬ 必然会对全球已达成 “碳中和” 路线图的实施带来不确定性ꎮ
(三) 俄乌冲突对国际能源政治的影响

俄乌冲突的爆发ꎬ 同样也对国际能源政治产生深远影响ꎬ 主要表现在以

３４

①

②

③

④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ｓ: Ｅ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Ｄｅｌａｙ Ｃｏａｌ Ｐｈａｓｅｏｕｔ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Ｇａｓ”ꎬ Ｂａｌｋ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ｗｓ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ｌｋａｎｇｒｅｅｎｅｎｅｒｇｙ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ｓ － ｅ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ｃａｎ － ｄｅｌａｙ － ｃｏａｌ － ｐｈａｓｅｏｕｔ － ｔｏ －
ａｖｏｉｄ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ｇａｓ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７

«碳排放期货»ꎬ 载英为财情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 ｃａｒｂｏｎ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２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ＲＥＰｏｗｅｒ ＥＵ: Ｊｏｉ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ꎬ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ｓ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８

«ＩＥＡ: ２０２１ 年全球碳排放量反弹至历史最高水平»ꎬ 载中国化工报中化新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ｉｎ ｃｏｍ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 ６ｄ９ｄｃ９ｄ８ｅｅｄ１ｆｆｆ６４ｄｄ５ｃｂｄ６ｆｄ８３９８４ｃ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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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方面ꎮ
一方面ꎬ 美西方制裁效力下降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美西方希望通过限制

俄罗斯能源出口ꎬ 达到削弱俄罗斯的目的ꎮ 然而ꎬ 美西方的制裁效力需得到

两个方面的支持ꎮ 其一ꎬ 需依赖其他资源国增产ꎬ 填补制裁俄罗斯带来的市

场缺口ꎮ 然而ꎬ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沙特、 阿联酋等资源大国却拒绝了美西方

施加的增产压力ꎬ 表示继续按照 “欧佩克 ＋ ” 减产协议规定的产量配额生产

石油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ꎬ 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在美国剑桥能源会议上发表

讲话ꎬ 重申当前世界没有能够替代俄罗斯石油出口份额的产能ꎬ 呼吁不能把

能源政治化ꎮ① 其二ꎬ 需依靠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削减对其进口规模ꎮ 然而ꎬ
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后ꎬ 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并未大幅削减与俄罗

斯的贸易ꎮ 例如ꎬ 面对美西方施加的压力ꎬ 印度不仅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制

裁ꎬ 反而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采购数量ꎬ 并购买了一批防空武器ꎮ② 即使在欧

盟内部ꎬ 一些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ꎬ 也明确表态要继续进口俄

罗斯能源ꎬ 例如ꎬ 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亚什盖尔盖伊明确表示ꎬ 匈牙利目

前没有能够替代俄罗斯的油气供应方ꎬ 匈牙利不会支持对俄罗斯油气制裁ꎮ③

由于其他油气资源国并没有主动增产配合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

裁ꎬ 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ꎬ 甚至包括欧盟国家ꎬ 也未大幅削减对俄罗斯进口ꎬ
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实际效力相对有限ꎮ

另一方面ꎬ 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下降ꎮ 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以美元

作为结算货币是美元维持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ꎮ 石油金融权力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 “石油美元”ꎮ④ 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ꎬ 通过将其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

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 系统ꎬ 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 欧元等手段ꎬ 试图逐渐将俄

罗斯石油、 天然气挤出全球能源贸易体系ꎮ 然而ꎬ 面对美西方制裁ꎬ 俄罗斯

主动发起反击ꎬ 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ꎬ 俄罗斯实施天然气 “卢布结算令”ꎬ

４４

①

②

③

④

«欧佩克秘书长称世界没有替代俄石油出口份额的产能»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９ / ｃ＿１１２８４５５００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９ꎮ

«西方 “拉印制俄” 企图难实现»ꎬ 载光明网: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９ / １３０２９
２３６７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９ꎮ

«欧盟酝酿对俄石油禁令、 匈牙利 “准备否决”»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３ / ｃ＿１２１１６４３３０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３ꎮ

陆如泉: «变化中的世界石油体系与石油权力: 兼论美国、 沙特、 阿美石油公司的三角关

系»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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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 “不友好” 国家和地区须在俄罗斯银行开设卢布账

户ꎬ 以卢布支付ꎬ 否则ꎬ 俄罗斯将中断天然气供应ꎮ① 而面对俄罗斯的反制ꎬ
德国、 奥地利、 意大利、 斯洛伐克等欧盟国家也同意开设卢布账户ꎬ 购买俄

罗斯天然气ꎮ
石油等能源商品交易以美元计价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基础ꎬ 作为

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和第二大原油出口国ꎬ 俄罗斯使用非美元开展国际

能源交易ꎬ 必然会对全球能源支付体系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产生重要影响ꎮ
综上ꎬ 作为全球重要的油气生产和出口国ꎬ 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美西方

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ꎬ 将会给全球能源供求和国际能源政治带来深远影

响ꎮ 而国际能源秩序因俄乌冲突出现的变化ꎬ 也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全球能源

供给的核心地带———中东地区ꎮ

三　 国际能源秩序变迁中中东角色之变

在俄乌冲突给全球能源供给和能源政治带来结构性变化的同时ꎬ 作为全

球能源供给的核心地带ꎬ 中东在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性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ꎬ
并会成为国际能源投资的热点区域ꎬ 中东油气资源国的能源政策话语权也会

得到显著提升ꎮ
(一) 欧盟对中东能源依存度持续上升

中东是世界常规油气分布的富集区ꎬ 不但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ꎬ
光热资源的储量也极为丰富ꎮ 从全球能源资源的分布来看ꎬ 欧盟能源进口

“去俄罗斯化” 所带来的供给缺口将会主要由中东国家来填补ꎬ 从而带来欧盟

对中东能源依赖程度的持续上升ꎮ
就石油天然气而言ꎬ 从全球油气资源的分布来看ꎬ 中东地区仍是全球最

具增产潜力的地区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 中东国家石油储量为 ９ ０１６ 亿桶ꎬ 占全

球石油总储量的 ５２ ０％ ꎬ 占全球常规石油储量的 ６８ ９％ ꎻ 同年ꎬ 中东国家天

然气储量为 ８１ ７ 万亿立方ꎬ 占全球天然气总储量的 ４３ ４％ ꎮ 然而ꎬ ２０２０ 年ꎬ
中东国家石油产量为 ３ ０１２ ３ 万桶 /日ꎬ 仅占全球原油总产量 ３４ １％ ꎻ 同年ꎬ

５４

① «俄罗斯 “卢布结算令” 生效ꎬ 欧洲国家仍不买账»ꎬ 载光明网: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０２８７８２３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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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天然气产量为 ８ ３９８ 亿立方米ꎬ 仅占全球天然气总产量的 ２１ ８％ ꎮ①

由于油气产量全球占比明显低于资源储量全球占比ꎬ 很多中东国家石油

和天然气的储采比要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ꎮ 这也意味着ꎬ 中东地区仍是全

球石油和天然气最具增产潜力的地区ꎮ 而欧洲能源进口 “去俄罗斯化” 所带

来的油气供给缺口ꎬ 未来也只能主要依靠中东油气资源大国来满足ꎮ 而为提

升与中东国家的油气合作ꎬ 欧洲国家也已展开行动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德国

经济部长哈贝克与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比在柏林签署了两国深化能源

领域伙伴关系的协议ꎮ 根据协议ꎬ 德国与卡塔尔将在未来举行定期会议ꎬ 并

组建工作组专注于发展天然气和氢气的贸易关系ꎬ 同时也将致力于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ꎮ② 因此ꎬ 长期来看ꎬ 欧洲国家对中东地区油气进口规模将会持续扩

大ꎬ 对中东地区油气依赖程度也将会持续增加ꎮ
除油气资源外ꎬ 中东国家可再生能源储量也极为丰富ꎮ 从全球光热资源

的分布来看ꎬ 中东地区是全球光热资源禀赋最为优越的地区ꎬ 而且ꎬ 光热资

源在中东地区的分布非常平均ꎮ 除波斯湾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每千瓦光伏

电池板平均年发电量介于 １ ７５３ ~ １ ８９９ 千瓦外ꎬ 中东地区其他地区的发电量

都在 １ ９００ 千瓦以上ꎮ③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ꎬ 对美国各类初级能源发电成本的研究表明ꎬ 在不考

虑联邦政府税收优惠的情况下ꎬ 美国全生命周期平准化成本 (ＬＣＯＥ) 最低的

电力来源分别是: 风力发电: ２９ ~ ５６ 美元 /兆瓦ꎻ 薄膜大型地面光伏: ３６ ~ ４４
美元 /兆瓦时ꎻ 晶硅大型地面光伏: ４０ ~ ４６ 美元 /兆瓦时ꎻ 天然气联合循环:
４１ ~ ７４ 美元 /兆瓦时ꎮ④ 该数据表明ꎬ 在光热资源储量较好的地区ꎬ 大型光伏

发电场同样可将成本压低到传统能源的价格水平ꎮ
而在中东国家ꎬ 光热资源充足的区域ꎬ 由于人口稀少ꎬ 大型集中式光热

电站的修建ꎬ 几乎没有拆迁成本ꎬ 光伏发电潜力巨大ꎮ 多年之前ꎬ 欧盟就曾

考虑修建连接北非地区的 “超级电网”ꎬ 通过从北非地区进口低成本的光伏电

６４

①
②

③

④

ＢＰꎬ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
«德国与卡塔尔签署深化能源伙伴关系协议»ꎬ 载央视网: ｈｔｔｐ: / / ｔｖ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１ /

ＶＩＤＥｘＭｋＦＺｐ３ｙＭＳ６ｓＬＯＸ１ｕ５Ｘｙ２２０５２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２ꎮ
“Ｓｏｌａ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ｐ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ꎬ Ｓｏｌａｒｇｉ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ｏｌａｒｇｉｓ ｃｏｍ / ｍａｐｓ － ａｎｄ － ｇｉｓ － ｄａｔａ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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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 实现欧盟确立的 “脱碳” 目标ꎮ①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欧洲国家出于解决

自身电力供给瓶颈的需求ꎬ 在能源安全的驱动下ꎬ 将很有可能加快连接中东

地区 “超级电网” 的修建ꎬ 通过从中东地区进口低成本的新能源电力ꎬ 缓解

本地区的电力紧张状况ꎮ
(二) 中东将成为国际能源投资的热点区域

欧盟对中东油气进口需求的上升ꎬ 将会使该地区成为国际油气投资的热

点区域ꎮ 而在高油价背景下ꎬ 可再生能源竞争力以及产油国财政实力的提升ꎬ
也有助于中东国家加快新能源电站的建设ꎮ

首先ꎬ 石油和天然气投资迎来新机遇ꎮ 在欧洲油气进口 “去俄罗斯” 化

的大背景下ꎬ 中东很多油气资源国都有计划提升油气生产能力ꎮ 例如ꎬ 伊拉

克计划在 ２０２７ 年将原油生产能力由当前的 ４００ 万桶 /日提高至 ８００ 万桶 /日ꎻ②

卡塔尔已通过价值 ２８７ ６ 亿美元的北部气田东部开发计划ꎬ 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将

天然气产量提升 ４３％的目标ꎻ③ 阿联酋则是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将石油产能在现有

基础上提升 ２５％ ꎬ 达到 ５００ 万桶 /日ꎮ④ 除中东传统油气资源大国外ꎬ 埃及、
以色列等国在东地中海区域也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ꎬ 连接相关区域与欧洲

的天然气管线的修建也在筹划之中ꎮ⑤

国际石油公司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油气投资的主导力量ꎬ 中东国家的油气

增产计划ꎬ 已经引起了国际能源公司的密切关注ꎮ 例如ꎬ 意大利埃尼石油公

司已与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价值 １４ 亿美元的阿南部伯克金盆地

(Ｂｅｒｋｉｎｅ ｂａｓｉｎ) 油气勘探开发项目ꎮ⑥ 伊拉克也与法国道达尔公司签署价值

２７０ 亿美元ꎬ 涉及巴士拉南部地区 ４ 个石油、 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ꎬ
此外ꎬ 美国雪弗龙、 意大利埃尼、 英国石油公司等国际能源巨头也正在与伊

拉克展开油气投资项目的谈判ꎮ⑦

由于欧盟油气进口 “去俄罗斯化” 所带来的供给缺口将主要是由中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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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国来填补ꎬ 该地区油气投资热度未来也将会持续升温ꎮ
其次ꎬ 可再生能源投资将更为活跃ꎮ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面

临的共同挑战ꎬ 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 独善其身ꎮ 在气候变化问题对全

球能源转型影响不断增大的大背景下ꎬ 位于全球油气供给核心地带的很多中

东国家也公布了 “碳中和” 路线图ꎬ 制定了以光伏发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ꎮ 例如ꎬ 在海湾地区ꎬ 阿曼提出 ２０２５ 年可再生能源占到总发电量的

１０％ ꎻ 阿联酋提出 ２０２１ 年可再生能源占到总发电量的 ２７％ ꎬ ２０５０ 年占比提升

至 ４４％ ꎻ 沙特提出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达到 ９ ５ 吉瓦ꎬ 占全国总发电

能力的 １０％ ꎮ① 在北非地区ꎬ 埃及提出到 ２０２２ 年ꎬ ２０％ 的电力供应来自可再

生能源ꎬ 到 ２０３５ 年这一比例将提高至 ４２％ ꎻ② 摩洛哥则计划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投

入 ３００ 亿美元ꎬ 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ꎮ③

尽管很多中东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际推进落后于既定目标ꎮ 然而ꎬ 俄乌冲

突爆发后ꎬ 煤炭、 石油、 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价格大幅攀升ꎬ 与化石能源相比ꎬ
光伏电力的成本优势更为明显ꎮ 对于中东国家而言ꎬ 用光伏电力替代石油和

天然气ꎬ 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量ꎬ 经济激励功效得到进一步提升ꎮ 而从投

资模式来看ꎬ 很多中东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资ꎬ 得益

于国际能源价格的快速攀升ꎬ 中东油气资源国财政平衡得到改善ꎬ 政府也有

能力加快新能源电站的建设步伐ꎮ 得益于以上有利因素ꎬ 即使不考虑欧洲建

立跨地中海 “超级电网” 建设的影响ꎬ 未来中东地区可再生能源投资也会变

得更为活跃ꎮ
(三) 中东资源国能源政策话语权显著提高

受俄乌冲突影响ꎬ 中东资源国能源政策话语权也将会得到显著提高ꎬ 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ꎮ 首先ꎬ 在能源生产的自主性方面ꎬ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 “欧佩克 ＋ ” 合作机制将会受到严重挑战ꎬ 而伴随欧

盟对中东油气资源依赖程度加深ꎬ 中东油气资源国对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性

也将会显著提升ꎮ 受益于国际能源市场出现的上述变化ꎬ 中东资源国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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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将会取得更大自主性ꎮ 其一ꎬ 俄乌冲突将会严重削弱 “欧佩克 ＋ ” 和欧

佩克合作机制ꎮ 在石油供给方面ꎬ 中东绝大多数资源国都是由沙特和俄罗斯

主导的 “欧佩克 ＋ ” 减产联盟的成员国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俄罗斯因受美西

方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ꎬ 产量调节能力必然会受到严重削弱ꎬ “欧佩克 ＋ ” 减

产联盟很可能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即现有合作协议生效期满后ꎬ 不再设定新的配

额目标ꎮ 而在欧佩克内部ꎬ 沙特也会因受制于增产能力不足ꎬ 将会逐渐失去

在欧佩克中的主导地位ꎮ 从资源储量来看ꎬ 尽管沙特是中东地区石油储量最

大的国家ꎬ 但由于其原油生产不对外国公司开放ꎬ 沙特增产潜力也要弱于其

他中东主要产油国ꎮ 根据沙特官方公布的资料ꎬ 到 ２０２７ 年ꎬ 该国仅计划将可

持续日产能由当前的 １ ２００ 万桶提升至 １ ３００ 万桶ꎬ 产能增加幅度仅为 ８ ３％ ꎬ
增产幅度远远弱于阿联酋、 伊拉克等其他中东主要油气资源国ꎮ① 由于增产潜

力存在巨大差别ꎬ 未来欧佩克内部也将很难协调产量目标ꎬ 欧佩克对成员国

生产行为的约束力将会进一步弱化ꎮ
其二ꎬ 欧洲能源进口 “去俄罗斯化” 将进一步提升中东能源安全的重要

性ꎮ 欧洲能源进口 “去俄罗斯化” 的同时ꎬ 必然会增加对中东地区能源的依

赖ꎬ 而亚洲主要能源消费国又对中东能源有着很高的依赖性ꎮ 因此ꎬ 从未来

全球能源供求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来看ꎬ 中东地区重要性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ꎬ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也将会受到更大牵制ꎬ 对中东资源大国的政策影响力

也会下降ꎮ
其次ꎬ 在能源结算的自主性方面ꎬ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美西方凭借其自身

金融霸权ꎬ 对俄罗斯实施极为严厉的金融制裁ꎬ 其主要内容包括冻结俄罗斯

央行金融资产达 ３ ０００ 多亿美元以及将部分俄罗斯银行移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

协会中的重要信息传输系统ꎮ 然而ꎬ 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金融制裁对其金融

霸权必然构成 “反噬”ꎮ 国际货币体系都是以各个国家的信用为基础的ꎬ 美西

方随意冻结别国资产ꎬ 也是对自身信用体系的 “制裁”ꎬ 其他国家必然会对在

美西方投资金融资产的可靠性产生怀疑ꎮ 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随意切断

一国的金融联系ꎬ 也会让其他国家认真考虑绕过美西方的贸易结算方式ꎮ
当前ꎬ 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金融制裁也表明ꎬ 对能源大国的制裁很难

完全切断其与外界的金融联系ꎮ 俄乌危机爆发后ꎬ 中东地区对于保障全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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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变得更为重要ꎬ 美西方在该地区的 “霸权” 将会受到牵制ꎮ 出于国家安全

的考虑ꎬ 中东油气资源国很可能会采取措施ꎬ 进一步提升能源贸易支付手段

和支付途径的多元化ꎮ

四　 结语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必然成为影响国际能源秩序的重要事件ꎮ
１９７３ 年 “石油禁运” 以及产油国收回资源主权以来ꎬ 以欧佩克为主的能源供

给国联盟和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代表的能源消费国联盟曾经对国际能源秩序的

演进产生过重要影响ꎮ 然而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崛起

以及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量的迅速增加ꎬ 欧佩克和国际能源机构

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逐渐下降ꎮ
面对影响力持续下滑的局面ꎬ 在能源供给领域ꎬ ２０１６ 年ꎬ 为抑制国际油

价的持续下滑ꎬ 以沙特为代表的欧佩克产油国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

产油国建立起机制性的合作关系ꎬ 以 “欧佩克 ＋ ” 形式出现的能源供给国联

盟对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得到一定恢复ꎮ 而在能源需求领域ꎬ 作为国际能源机

构的重要成员ꎬ 欧洲国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进 “脱碳” 进程ꎬ 成为全球能

源转型的重要倡导者ꎮ
然而ꎬ 俄乌冲突的爆发又给国际能源秩序演进带来新的变量ꎮ 在能源供

给方面ꎬ “欧佩克 ＋ ” 的两个领导国家ꎬ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对全球能源供给

的影响将会下降ꎬ 产油国集体合作机制也将会陷入低谷ꎬ 以国家为基础的产

油国政策将会对国际能源供给产生更大影响ꎮ 而在能源需求方面ꎬ 作为全球

气候问题的重要倡导者ꎬ 欧盟将不得不将能源政策重心从 “脱碳” 转向 “能
源安全”ꎬ 全球 “碳中和” 的发展轨迹也必然会有所偏移ꎮ 而能源供给和能源

需求出现的上述变化也意味着ꎬ 以俄乌冲突为标志ꎬ 国际能源秩序进入了新

的构建阶段ꎮ 对于中东油气资源国而言ꎬ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得益于国际能源

价格的上涨和能源产量的提升ꎬ 中东油气资源国财政平衡将会得到显著改善ꎬ
这些国家也将会明显加速推进以 “去石油化” 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转型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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