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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原油价格走势与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分析

1.1 国际原油价格的历史走势与波动特征

国际原油价格的历史走势与波动特征表明，石油

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石

油产量及市场需求等。

历史数据显示，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具有一定的周

期性，在特定的时间内，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

通常是由供需关系的变化以及政治和地缘政治风险等

因素引起的。

长期来看，国际原油价格呈现出上升趋势，主要

是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造成能源需求的增长以及

货币不断贬值所致。

1.2 目前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

库存水平、石油产量、货币政策、消费需求等是最为

重要的因素。

2022 年世界石油库存仍然处于偏低位置运行，整

体上原油库存量处于缓慢爬坡，小幅波动的情况，据

统计，截至 2022 年 11 月，原油库存量趋于 5 年均值，

约为 29 亿桶，库存累计仅增加 3400 万桶，平均日增

速为仅为 12 万桶。

2023 年 8 月 3 日，两个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

伯和俄罗斯宣布延长减产，第 49 届欧佩克 + 部长级

联合监督委员会会议表示，未来将根据市场变化随时

采取额外的行动，这无疑将使石油库存在相当一段长

时间内处于低库存状态，未来石油市场供给偏紧的趋

势无法彻底改变，致使油价处于相对高位运行。

2022 年美联储开启了第七轮加息并进行缩表，初

期缩表上限为 475 亿美元，9 月开始上限提高至 950

亿美元，而实际上，美联储随后加快了量化紧缩的速

度，仅 11 月 16 日当周就缩减了 533 亿美元。

总体上，美联储计划在 2024 年底完成紧缩，总

缩减规模约为 2.4 万亿 ~2.7 万亿美元。一般情况，短

期内美联储加息刺激美元升值，利率水平陡然升高叠

加市场的流动性资金减少，会一定程度上压制需求攀

升，对原油价格造成向下的影响。但是中长期来说，

两者并非完全正相关。

2023 年下半年将面临着美联储加息放缓的形式，

国内经济需平稳回升，政策发力明显驱动宏观形势向

好，叠加季节性旺季，进一步催化原油需求端回暖，

考虑到“OPEC+”减产意愿强烈，全球供应量难以增 

长，供给持稳将推动原油供不应求，逐步推高原油价

格。综上所述，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平衡是一个复杂

且动态的过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及时采

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市场稳定。

2 中国石油市场供需变化影响

2.1 中国石油市场供需现状

中国石油市场的供需现状呈现出自身特点。供应

方面，2022 年中国三家石油巨头占据国内原油产量的

90%，其中中国石油产量占 51%，中国石化和中国海

油分别占 18% 和 21%。从 2015 年，国内原油产量占

比呈现下降趋势，自 2018 年开始出现回升，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国内原油进口量为 5.08 亿 t，

进口对外依存度为 71.2%，短期略有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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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方面，国内后疫情时代，石油消耗市场将迎

来复苏，2023 年国内石油消费量预计将达到 7.56 亿 t，

同比增长 5.1%；成品油消费量 4 亿 t，同比增长 9.1%。

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稳步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主要

是由于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同时政府也在推动能源结

构转型，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比重。

2.2 中国石油消费结构与地域分布特点

中国石油消费结构呈现出工业和交通运输领域占

据主导地位的特点。从石油消费份额来看，交运部门

为最主要去向，2010 年至 2019 年的十年间，随着城

市化进程加快，交通运输领域对石油的需求也在不断

增加，占据石油总需求量的平值约为 38%，汇集了汽

油、柴油、煤油等成品油。其次为工业领域平均占比

约为 33%，石脑油、石油焦等附产品为其主要消耗品。

建筑领域的平均需求量占比为 7%，主要由于沥青等

石化产品在道路施工和防水材料的使用。值得注意的

是，居民出行消耗的油气和日常液化石油气的占比并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平值仅为 12%。

中国石油市场的地域分布也呈现出一些特点。东

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因其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和交通运输领域对石油的需求较

大。

以 2022 年中国汽车汽油消费为例，呈现“东强

西弱”的特点，表现在主要的东部沿海地区油气销

量占据了“半壁江山”，广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

分列前三位。第二梯队为华北和西南区，综合占比为

31.3%，人口密度较大的黄河和长江中游较为突出。

东北近些年受到人口净流出影响，占比为 8.7%，西北

区域地广人少，汽油消费量占比最低为 6.8%。但随着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对石油的需求也在

逐渐增加。

2.3 碳中和目标将成为中国石油市场供需变化的主要

因素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实现碳中和目标，首要任务是

将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专家预计化石能源比重将从

2019 年的 84% 下降到未来 40 年后的 22%。以新能源汽

车为例，参照中汽协最新数据（详见下图），2023 年 

前六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78.8 万辆和

374.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2.4% 和 44.1%。近三年统

计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增长势头未减。国内的新能源

产业链条已经成为高新科技重点投资对象。有统计数

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新能源领域吸纳的项目投资

金额高达 5 万亿人民币，不断推高的国际油价迫使国

内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叠加政策的支持，新能源领域

的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以锂电池、电动汽车、

光伏为代表的“新三样”加快能源结构转型。

� 数据来源：中汽协

2.4 原油价格的波动对国内制造业和消费的影响

原油价格的传导力主要通过 PPI 和 CPI 两个方面

体现。就 PPI 而言，上游的石油开采业将首先受到原

油价格的波动影响，进而影响到中游石油加工业、化

学品加工制造业，随后向下游传导，主要影响的是石

油的副产品，如化学纤维和对应的纺织服装等多个消

费品行业，伴随着传导过程，原油的价格影响力逐步

衰减。从需求角度讲，原油作为重要工业原料，其上

涨会对相关工业品价格形成较大的推力，原油价格上

涨将伴随一定时间周期传导至中下游，压缩下游企业

利润，进而影响企业人数，导致需求端的萎缩，最终

下游的需求压力将反噬上游工业品价格。依据中金公

司的 2018 年的数据研究显示，当原油价格完成传导，

假若油价上涨 100%，对应的 PPI 指数会上涨 6%。但

对于 CPI 指数的影响较小，油气价格主要通过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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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燃料以及交通工具用燃料两部分进行传导，油价

上涨 100% 大概也只能使得 CPI 上涨 3 左右 %。因此，

油价上涨对我国 PPI 影响较大，但是对 CPI 影响相对

有限。

3 措施建议

3.1 加快推进原油进口多元化战略

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使得加大国际主产原油国之

间的合作成为必然，因此中国要加快推进原油进口多

元化战略。首先应当同全球产油国深入合作，把握好

当前的有利时间节点，扩大在俄罗斯油气勘探、油气

管道的投融建和油气开采高端技术合作优化，通过签

订长期协议，扩大从俄罗斯的原油进口量和规模。同

时全面强化与中东国家的战略合作，建立双方政治互

信基础上的经济领域交融，全面提升与中东原油生产

国的原油贸易稳定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好“一带

一路”的引领作用，加强与中亚等产油国的合作，进

一步扩大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区的原油进口，降

低对中东和俄罗斯的依赖。

3.2 充分利用原油期货市场，提高中国石油价值链上

的话语权

通过境内原油期货，增强影响石油金融市场能力，

增加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话语权。强化上海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的影响力，丰富原油期货交易品种，增加

交割仓库库容。鼓励我国原油企业应积极参与原油的

套期保值，通过建立国内石油储备体系，将实物库存

与期货储备相结合，规范原油期货交易制度，保证原

油金融安全，成立自我的“石油金融”体系。采取有

效的风控监测、应急机制和信息预警等措施，吸引全

球的投资者和交货方参与交易。出台政策刺激民间资

本涉足原油储备库的建设，逐步形成以国家战略储备

为主，同步监管商业储备为辅的管理模式。更好地促

进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参与者的活跃性、多样性和国际

性，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另一

方面，综合应利用中国原油进口大国的优势地位，在

特定国家的原油进口中逐步扩大人民币结算的规模，

推进人民币在原油结算市场的影响力，有利于更好地

应对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起伏。

3.3 加大新能源开发力度，稳定国内石油市场供需平

衡

为适当减少对原油消耗的依赖程度，围绕光伏风

能发电、绿氢制取、加快核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建

设步伐，提高其在能源消耗中的占比。绿色能源转型

短期会使企业面临制造成本上升的压力，对此国家应

有重点、有计划地组织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技术攻关。

国家出台或建立相关产业基金并拓宽金融贷款融资渠

道，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扶持力度，建立更加完善的

新能源产业链和供应链，大力推进工业等领域的清洁

低碳转型，加快节能降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助

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链齐头并进，以此来平衡中

国原油消费量。

3.4 坚持原油开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提升，应对油价

长期波动

目前，中国难以通过地缘因素以较低成本获得油

气资源的开采权，因此应强化国有企业的原油开采技

术创新和研发，攻克关键技术难题，逐步缩小与全球

主要原油巨头的生产成本和提升原油开采的经济效

益。中国拥有 480 亿 t 的页岩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三，

但国内的页岩油开采技术同美国有较大差距，还处于

起步阶段，且主要设备和技术需要从国外引进，缺乏

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页岩油开

发和应用技术，培养企业的自主研发、原始创新和集

成创新能力，高薪组建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攻关并掌

握页岩油低成本快速钻井和相关技术，努力提高国内

页岩油开采技术的水平和综合利用效率。

加大能源数智化、人工智能引领石油领域创新发

展。预计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和 5G 应用将会成为油气

开发项目数字化将是最大推手，油气上游领域开采和

生产活动逐步向数字集成、实时监控、人工智能等方

向发展。积极借助“新基建”东风，通过人工数智化

的转型升级，强化油气开采行业成本控制力，促进原

油开采与产业升级的互补关系，释放更为高效的协同

价值，带动整个油气产业链向着高端化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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