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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
对于中国当前还在持续发展的经济情况而言，需要
认识到能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当前变化莫
测的国际能源市场情况下，认识到高油价已经成为
当前的一个常态，及时的根据当前国际上原油高油
价情况，对进口贸易策略进行相应的规划，在认清
当前国际原油格局的情况下，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
的原油贸易策略。
1 国际能源供求格局演变

国际能源市场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从世界格
局对油气市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自从 2018 年以
来，国际上的油气供需关系主要遵循如下规律，油
气消费重心一方面向东方偏移，而油气供给重心向
着西方偏移；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经
济发展和经济体量和欧洲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作
为油气消耗大国，导致油气重心向东偏移也就是必
然事件。
1.1 高油价背景下的油气市场局面

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中东地区、俄罗斯能源非
常丰富，并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其需
要将能源出口，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所以其在国
际能源市场上，扮演着供给者的角色；而近年来，
美国在页岩油气开采技术上不断成熟和发展，从
而美国的能源供给能力也大幅提升，已经从一个能
源进口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能源出口国家；如此，
中东地区、俄罗斯以及美国地区三者共同组成了国
际市场上能源出口的三巨头；这三者共同主导着国
际能源市场的走势。其中，这三者之间也存在非常
明显的竞争关系，一般而言，中东地区和俄罗斯地

区的产量更高，能源也更充足，但是美国依靠其对
中东地区的控制力，一直主导中东地区进行减产，
从而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获
得竞争力；如此，三者间相互牵制的关系，进而将
国际能源市场维持在一个较为理性的水平。而随着
新冠疫情在全时间的蔓延，这对国际的经济发展造
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并且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
和乌克兰还产生了局部战争；如此，北约成员国对
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制裁，如此俄罗斯在掌控
一部分能源话语权的情况下，极大地增加油气的价
格，从而导致了当前所出现的居高不下的油气价格
[1]。
1.2 国际市场下的需求端

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有中国、日本、印度、韩
国等缺乏能源，但是经济体量很大的国家，这些国
家一直是国际市场上能源消耗的大国，构成了主要
的能源需求端；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
能源的消耗越来越大，欧洲和中国进行对比可以发
现，在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大增速的背景下，两者之
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亚洲的各个国家，对于
能源需求和能源生产对比上来看，差别非常大，亚
洲尤其是东亚、南亚地区，因为石油匮乏，导致了
能源非常依赖对外进口。
1.3 跨区域油气贸易博弈复杂，角逐不断

从供应端来分析当前的国际上上油气布局，可
以发现随着美国在油气市场上，借助在页岩油气开
采的凸起，对于整个国际市场的油气环境造成了巨
大的影响。原先，美国在油气市场中，极度的以来
对外进口，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油气，而随着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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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在短时间内，让美国能够
实现油气的自给自足，还通过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
响力，限制中东地区油气的出口量，进而让自身能
够成为油气出口端之后，迅速地抢占全球市场。如
此，美国能够跻身全球五大原油出口国。

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的国际能源市场的
局势，可以发现近年来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上，
加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
的影响，以及能源结构战略调整等因素的出现，同
时碳中和这类全球变暖所不得不需要应对的限制
措施，都导致了原油需求增长愈发缓慢。

2019 年全球经济上升速度首次突破了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的最低点，而相应的自动 2019 年以
后，全球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低，尤其是在新冠
疫情的背景下，很多地区出现了经济停摆的现象，
这些经济停摆的地区，必然对于能源的要求越来越
低，所以也就导致了原油价格在 2020 年之后在地
位状态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围绕着油气供需的
地缘政治也在油气价格日渐偏低的情况下，开始了
在能源生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2]。

其中，美国为了增加自身在欧洲地区的天然气
市场份额，对于参与“北溪 2 号”项目的欧洲国家
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惩罚措施，以阻止德国和俄罗
斯在天然气上的合作，从而欧洲地区的天然气市场
将会很大程度的归于美国。同时，美国还同中国进
行贸易战争，美国需要中国在 2019 年能源产品进
口基础上，于 2020 年 -2021 年扩大原油在内的美
国能源产品进口总额。可见，在当前的国际能量市
场中，存在非常复杂的地区贸易博弈关系。
1.4 石油商品属性、金融属性和政治属性相互交织

从 2019 年全球出现经济发展波动开始，全球
石油市场的就不断的在发生波动，在全球经济发展
大幅度降速的大背景下，稳定石油市场成为了能源
出口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此，出现“欧佩克 +
减产联盟”来平衡能源出口量大约需求量，所导致
的能源市场下行的趋势；而美国为了保证自身在能
源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对伊朗、委内瑞纳进行了制
裁，所以油价产生了剧烈波动；同时，产油国之间
也不断的出现了局部的战争冲突，这一因素则会直
接导致油价上涨。并且，在减产协议上出现谈判失
败，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以及美国都希望能够在能
源市场获得领先地位。
2 中国能源贸易的新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市场上对于能

源的缺口越来越大，并且中国在短期内并不会存在
大幅度开采油气的发展策略，所以从国际市场上而
言，中国这类具有巨大能源缺口的国家，就是油气
供需的需求端；如此，中国通过这种方式，虽然保
证了国内石油天然储备不会受到影响；但是，经济
发展和能源市场的走势关系也愈发密切。

在原油进口上，中国极大地依赖对外进口，从
相关数据上分析，中国对于原油的进口依存度已经
超过了 70%；为了保证能源价格不受到同一个国
家或者地区的控制，在能源进口量日渐增加大背景
下，中国对于能源进口多元化也在相应的发展。

但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供应端并不多，作为全世
界所有国家中，能源进口量最大的国家，其在经
济发展形式上必然是会受到石油价格的影响。在
2017年以前，石油价格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的状态，
这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随着
供油国之间达成了相应的减产联盟以及减产政策，
导致了石油价格不断上涨，2018 年 -2019 年之间
石油价格又在重新攀升，而在 2019 年石油的进口
总额就占据了中国全部进口总额的十分之一，可见
在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对于国内经济的冲击是非常
大的 [3]。

2020 年之后，新冠疫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蔓
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因为疫情而出现了一段时
间的经济停摆，并且发展到现在疫情在全球范围内
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控制，这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极
为不利的影响；如此，国际油价在全球需求量降低
的情况下，不断的下降；而中国虽然第一个受到新
冠疫情的冲击，但中国对疫情管控政策严厉，如此
疫情对于中国的经济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其
影响并不是毁灭性的，为此，在中国原油进口数量
稳步上升的背景下，而石油价格又处于下行趋势，
这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还是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环境。
3 高油价下中国能源贸易前景及挑战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石，尤其是对于中国
而言，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生产制作企业作为支
持，并且中国自身具有巨大的能源缺口，需要通
过进口的方式补充在能源上的不足，对于中国的经
济发展而言，其经济环境会受到国际能源环境的影
响。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脉络中，能源消费和经
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协整关系。尽管，随
着能源开采技术以及能源效率提升，同时在各个企
业之间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和能源结构优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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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推进能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分离；但是从
短期来看，让能源市场对经济的影响降低，还是一
件难以实现，仅仅在短期内出现了这方面的趋势；
在当前高价油气的背景下，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极
为不利；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目前俄罗斯和乌克
兰之间局部战争所导致的高油价情况，虽然局势并
不明朗；但是国际上，对于和平发展的认识还是统
一的，所以他们双方的冲突必然会在短时间内结
束；而对于中国而言，在当前的背景下，中国的能
源贸易应当具有如下几点认识。
3.1 加速我国能源结构优化

新冠疫情在出现之后，中国为了保证新冠疫情
在国内不进行大规模的扩散，不断的进行了相应的
举措，虽然导致了国家经济受阻，但是在这一环境
下，对于石油进口量也在减少，能源消费增长可见
的增少；所以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完全具有对能源
结构进行优化的空间和时间，并且，在能源和经济
发展之间具有较大关联性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和能
源市场之间的脱钩，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健康
发展大有裨益。
3.2 强化自身定价权

石油不仅仅具有商品属性还具有金融属性和政
治属性，所以在对石油需要具有更加清溪的认识，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需要切实认识到在当前石油背
景下，对于中国经济影响。但是同时，石油作为亚
太地区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大
量能源出口国的背景下，我国对于油气的定价必然
是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的；但是随着国际能源供需两
端不断变化的态势，在波诡云密能源市场环境下，
中国对于油气的定价权在不断的衰减。而美国凭借
自身对于中东地区的控制能力，以及页岩气开采技
术的不断发展，其对于油气定价的影响力却在不断
的增加。
4 高油价下贸易政策建议

4.1 强化能源市场改革

强化能源市场改革是一直是中国政府极力推进
的政策，一方面需要强化这方面的能源储备，不断
的引进新的技术，并培养相应的人才。进而能够
在能源创新，尤其是在清洁能源的利用上获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并且深入的开发可再生能源，同时对
各个行业进行相应的能源结构转型，降低中国市场
对于石油这类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以新的清洁能
源来替代不可再生能源。为此，需要中国政府鼓励
并且引导社会各界的力量，对这一领域进行技术攻

坚，并逐步的增加这方面的科研预算，建立新的科
研机构。
4.2 优化国家应急储备设施建设，建成多元能源储

备系统

中国经济在当前油价居高不下，并且长时间内
还可能存在巨大的波动的情况下，需要建立更加完
善的能源储备系统；在原先为了减少能源对经济
发展举措中，都是通过进口多元化的方式来降低
单个国家通过能源价格来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但是，可见在整个能源市场中，能源价格处于居高
不下的状况下，中国强化自身对于能源储备技术的
发展，建立出更多的能源储备基地，如此这些能源
储备基地就能够成为中国能源的蓄水池，在能源价
格高的时候，通过能源储备基地内的能源，来增加
对内供应，减少对外进口；在能源价格低时，则增
加对外进口，并对能源储备基地的能源进行补充。
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规
划，建立完善的战略储备、商业储备，并提供数据
检测平台。如此，才能够让中国对外的能源贸易中，
获得更大的优势地位。
5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量
也越来越大；但是，在能源上的大缺口，导致了中
国经济和能源具有巨大的关系，虽然中国政府已经
尽力推进能源和经济脱钩。但是现有的技术手段，
以及能源转型上的困难都决定了在短时间内不可
能让经济和能源脱扣。如此，在当前高油价的环境
下，中国在对外贸易时，一方面需要调整自身的能
源结构，减少自身对于石油、天然气这类不可再生
能源的续期，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强化自身对于能
源的储备技术和储备量，在当前油气价格市场波动
剧烈的环境下，通过对石油从储备，将能够降低油
气市场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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