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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石油资源：稀缺还是充足
———兼论近期国际油价上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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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石油工业发端以来，石油资源稀缺与充足之间的争论经久不衰，影响着业界对
石油供应和油价前景的分析判断，甚至影响到国家能源安全政策的制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争论再次燃起，一些极端观点再次认为全球石油供应的高峰期已经迫在眉睫，将导致２１世纪初
又一次石油危机。２００３年以来，石油市场急剧变化，国际油价持续高涨，市场似乎正在朝着这
一悲观方向发展。应该说，石油资源稀缺总是存在的，特别是相对于需求而言。但是，石油资源

耗竭的论断却言过其实了，其认识和分析判断是片面、停滞和短见的。从发展的观点看，全球石

油资源充足，至少在２１世纪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石油供应有充分保障。２００３年以来，国际油
价的持续波动和上涨并非资源短缺问题，而是全球石油工业长期投资不足和以市场心理因素为

主的多种综合因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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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油耗竭资源经济学
石油是一种非再生的自然资源。１９世纪中期

石油工业诞生以来，国际上对石油资源即将耗竭的

担心一直不绝于耳，资源稀缺、耗竭与充足之间的争

论经久不衰。２００３年以来，国际油价在波动中节节
攀升，一路走高，能源安全问题再次牵动着世界经济

的神经，甚至有人发出了“石油危机”再现的警告。

近期国际石油市场的急剧变化引发了人们对石油资

源稀缺或耗竭问题的担心，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

是导致国际油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其实，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石油危机”即将再现
的警告就已经响起，以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和 Ｌａｈｅｒｒｅ＇ｒｅ为代
表的一些国际石油地质学家建立了新的数学模型，

同时应用混沌理论，来预测世界未来的石油生产和

供应曲线。根据这些石油地质学家对全球常规石油

资源的重新估计，世界在新千年的最初几年将面临

一场灾难性的石油危机。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

四点：

其一，全球常规石油资源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

的原因被“高估”了。Ｔｏｌｅｄｏ大学的石油地质学家
Ｈａｔｆｉｅｌｄ研究了石油耗竭问题２０年。他认为，过去
所报道的大部分石油储量的“增长”是值得怀疑的，

主要是来自“修改”过的估计。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６个
ＯＰＥＣ国家（委内瑞拉、伊朗、伊拉克、阿联酋、沙特
阿拉伯和科威特）突然大幅度地“修改”了它们的探

明石油储量数据———从４２％到１９７％的增长———比
原来估计的探明储量累计增长了２８７０亿桶，几乎
占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间全球石油探明储量增长的总和。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和Ｈａｔｆｉｅｌｄ认为，石油储量在一年间就增
加了２８７０亿桶，比美国曾经发现的所有石油资源
还多出４０％，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１］８０长期以来，
几乎所有公开的世界石油探明储量数据大多来自

《油气杂志》和《世界石油》这两份“权威”商业杂

志。每年，这两份杂志都要询问世界各国政府和石

１



油公司，之后出版它们得到的、“不能证实”的产量

和储量数据。而这两份杂志的估计数字本身就出入

较大，其可信度值得怀疑。例如，１９９６年，《世界石
油》估计前苏联的探明石油储量为 １９００亿桶，而
《油气杂志》的估计仅为５７０亿桶，两者相差了１３３０
亿桶；《世界石油》估计全球探明石油储量为１１０４０
亿桶，而《油气杂志》估计是１０１８０亿桶，两者相差
８６０亿桶。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认为，一些石油公司和国家政
府对它们提供的储量数据“常常是故意模糊”，其概

率在１０％到９０％之间。对于石油公司来说，夸大的
数据能够使公司的股价升值；对于石油出口国而言，

可以提高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配额，或是为了吸引

国外的投资和技术。非 ＯＰＥＣ国家也不例外，１９９７
年，５９个国家说，它们的储量与１９９６年相比没有什
么变化。由于储量是随着油田的耗竭而自然减少，

或者随着新油田的发现而增加的，因此，年复一年几

乎没有变化的储量数据令人怀疑。Ｉｖａｎｈｏｅ则把这
些被夸大的石油储量看作是一种“政治储量”，即石

油储量被政治化了，是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

务的。例如，某些国家和石油公司通常把天然气换

算成桶石油当量（ＢＯＥ）来增加它们的石油储量数
据。然而，天然气既不是原油的经济当量，也不是原

油的社会当量，［２］油气不分，探明石油储量数据就

搀杂了水分。刨除被夸大和被高估的石油储量，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人的分析结论认为，到１９９６年底，全球
探明的常规石油储量只有８２００亿桶，远低于《油气
杂志》和《世界石油》的估计数字，说明了常规石油

资源的稀缺性。［３］

其二，全球新油田发现率自７０年代以来一直在
稳步下降，未来全球新油田的发现和石油供应的增

长将是有限的，因而也是稀缺的。目前８０％的全球
石油产量主要来自１９７３年前发现的３００多个大油
田。全球石油发现率的高峰期是在上世纪６０年代，
自此以后，发现率一直在稳步下降，大油田发现的概

率越来越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认为，石油工业已发现了
９０％的常规石油资源，是导致石油资源发现率越来
越低的根本原因。并且，地球上的常规石油资源总

量可能比原先的估计要少得多。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和 Ｌａ
ｈｅｒｒｅｒｅ的研究认为，地球上的常规石油资源总量为
１．８万亿桶，其中，到１９９６年，石油工业已经采出了
８０００亿桶，尚余１万亿桶可供开采（包括１８００亿桶
的待发现储量）。

其三，世界常规石油产量在２１世纪初将达到顶
峰，之后将呈长期下降之势。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世

界什么时候耗尽石油资源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产量

和供应量什么时候开始下降，超过此点，油价将上

升，除非需求同时下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运用 Ｈｕｂｅｒｔ曲线
理论分析认为，当累计产量超过最终可采资源的临

界点（ｍｉｄｐｏｉｎｔ）时，也就是９０００亿桶的时候，世界
石油产量和供应将开始下降。按其１９９７年的分析
估计，全球石油产量的顶峰期将在２００２年前后达
到，此后，全球石油供应将开始逐渐下降，并呈长期

下降之势。更严重的是，到２０１０年左右，许多中东
产油国本身的石油产量也将超过“临界点”，因此，

２０１０年以后，全球石油供应下滑的步伐将越来
越快。

其四，中东ＯＰＥＣ国家的石油市场份额和操纵
市场油价的能力日益增长，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由于常规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分布的失衡、石

油需求的稳步增长以及全球石油产量高峰期的来

临，中东石油在未来世界石油供求平衡中的地位和

作用将更加突出。未来数年内，世界将不得不再次

依赖中东，特别是５个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伊
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石油供应，以弥

补其他地区不断减少的供应和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

的差额。数年之内，中东 ＯＰＥＣ国家的石油市场份
额将超过３０％，接近上世纪７０年代爆发石油危机
时的水平。到 ２０１０年，这一比例将可能达到
５０％。［１］８３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认为，
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之所以发生，５个中东 ＯＰＥＣ国家
之所以能够急剧提高油价，并不是因为石油的短缺，

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垄断了 ３６％的世界石油市场。
目前，全球石油需求正以每年２％的速度增长，高出
９０年代石油业的普遍预期。如此巨大的需求，与日
趋减少的供应，预示着世界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

挑战。如果石油消耗如此迅速，这同时也是对国际

能源安全的巨大挑战。

总之，石油资源的本质在于其非再生性和稀缺

性，地球上常规石油资源量是固定不变的，供应是有

限度的，而人类的需求永无止境，这是石油耗竭经济

学的主题特征。

二、资源耗竭：错在哪里？

上述石油地质学家的悲观论断无不突出了石油

资源的稀缺性，为近期诠释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提

供了理论依据。例如，Ｂａｎｋｓ认为，“资源稀缺性”是
导致当今世界石油市场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主要

原因；［４］Ｈｏｒｓｎｅｌｌ指出当今国际油价上涨的根本原
因在于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变化，而结构性变化又源

于资源的稀缺性，可说与Ｂａｎｋｓ的观点大同小异，异
曲同工。［５］那么，全球石油资源真的稀缺，甚至即将

２



要耗竭了吗？资源耗竭的论断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

验呢？

全球石油资源稀缺的观点并不是新瓶老醋，资

源稀缺甚至即将耗竭的观点最初源于马尔萨斯的理

论。１８２６年，马尔萨斯解释说，人口的迅速增长将
不可避免地与土地和矿产的固定数量发生冲突，从

而将导致世界人口不断地生活在贫困和饥饿的边

缘。人类消耗的资源越多，剩余的资源就越少，长期

以来，在能源圈子里，该问题被压缩成了“资源耗

竭”的理论。１９３１年，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的论文《耗竭资源经
济学》就对石油供应曲线作出了基本判断，认为未

来的石油价格是一条倾斜向上的曲线，主要原因在

于地下的石油数量是有限和固定不变的，每生产和

消费一桶石油，剩余的石油资源就会越来越少和越

来越昂贵。

不过，从历史经验看，资源耗竭论总是遭到了历

史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这就具有很大的讽刺意

味。Ｈｕｂｂｅｒｔ虽然曾经准确地（或者有人说是“巧合
地”）预测到美国石油产量的顶峰期，但１９６９年其
对全球常规石油产量的高峰期会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
间达到的预言却没有实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罗
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曾预言世界

石油资源将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间完全枯竭的论断更
是危言耸听。１９７８年，“替代能源战略工作组”的研
究结论说，石油耗竭曲线表明全球石油产量的高峰

期最早将在 １９９０年、最迟到 ２００４年、而极可能在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间到来，因此“石油供应将不能满足
２０００年以前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实际上，２０００年
世界石油供应仍然十分充足。１９７９年，美国中央情
报局在伊朗革命导致新一轮石油危机之际提出的预

测说，随着消费的快速增长，“全球石油产量在十年

之后将下降”，“世界将不可能再次依赖石油产量的

增长来满足其能源需求了”，“世界能源问题反映了

世界石油资源的稀缺性”。［６］显而易见，其结论也被

历史事实所否定。

其次，地球上最终可采的石油资源究竟有多少，

还有多少剩余常规石油资源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

国际上的分析估计长期以来一直差距较大，至今没

有肯定或一致的结论。在一些石油经济学家看来，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人显然低估了世界常规石油资源基础。
１９８４年，石油经济学家Ｏｄｅｌｌ认为，如果说世界最终
可采的常规石油资源只有２万亿桶，将是极其悲观
的看法。他指出：“世界正在掘进石油，而不是耗竭

石油”，世界最终可采的常规石油资源至少在３万
亿～５万亿桶之间，［７］因此，世界高峰期石油产量将

在２０２５和２０４５年间才会来临。［８－９］实际上，资源充
足论与资源耗竭论之间的最大差异不在于可获资源

量的多少，而在于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角度的不同。

资源充足论者的突出特点在于，他们不是僵硬和固

定地看问题，而是以科学和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因

此，其对石油资源的估计总是在不断修正、调整和提

高。例如，１９４８年Ｗｅｅｋｓ估计世界常规石油资源有
６１００亿桶，１９５９年Ｗｅｅｋｓ修正了自己的估计，调高
到了２万亿桶。１９８４、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和１９９４年，Ｍａｓｔｅｒ
估计世界常规可采石油资源分别是２．５９３万亿桶、
２．２万亿桶、２．７万亿桶和２．８万亿桶。［１０］

１９９４年，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ＳＧＳ）的评价结果
认为，全球可采常规石油资源为２．４万亿桶，其中，
大约７０００亿桶已经产出，１．１万亿桶得到了技术上
的确认，尚余６０００亿桶的资源有待发现。按１９９４
年的储产比计算，世界常规已探明石油储量能够再

维持世界生产大约５０年，新发现资源预计又可增加
额外的２５年。也就是说，世界常规石油资源将足够
人类消费到２０７０年。［１１］２０００年，ＵＳＧＳ再次进行地
质和经济评估，按照高概率（９５％）、平均概率
（５０％）和低概率（５％）的评估方法，全球常规可采
石油资源基础分别为２．２４８万亿桶、３．００３万亿桶
和３．８９６万亿桶。据此，美国能源部运用一种相对
简单的算法，根据ＵＳＧＳ的最新资源评价结果，估计
世界常规石油的高峰生产年限最早将在２０２１年、最
迟将于２１１２年才会到来。美国能源部的分析表明，
世界常规石油产量在开始下降以前，至少还会继续

增长３０年时间。
根据ＵＳＧＳ的估计和《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

统计评论》的统计，截至２００３年底，世界累计生产了
１１２６亿吨的石油，大约占世界可采资源总量的
２４６％，这意味着人类仅消耗了１／４的全球可采石
油资源，尚有７５％的石油资源可供人类开发利用。
同期，全球累计探明石油储量２６９３亿吨，尚余１８８５
亿吨，即４１％的石油资源有待发现和探明。［１２］也就
是说，全球常规石油产量和供应量在今后相当长的

时间内是有充分资源保障的。

第三，石油资源概念和分类的不科学和不统一，

不仅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诸多混乱，而且导致了人

们对世界石油生产和供应前景预期的不同，甚至矛

盾冲突。

长期以来，石油“探明储量”这一概念一直左右

着人们对油气资源前景、生产、供应和油价预期的估

计和分析，而这种分析认识是僵化、暂时和片面的。

相对于广泛的油气资源来说，“探明储量”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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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狭窄的概念。１９２５年，美国石油学会（ＡＰＩ）首
次使用了“探明储量”这一专业术语，其定义是指

“地质和工程信息无疑表明了的、在目前的经济和

作业条件下、可在未来从石油储藏中采收出来的原

油数量”。ＡＰＩ的定义虽然提供了一种资源评估的
方法，但是作为一种油气资源的量化标准，显然是一

种过于狭窄和片面的评估方法。因为，根据这一方

法，（１）在已发现和开发的油田中，尚未探明的未来
增加量可能被排除在外了；（２）待发现油田的未来
增加量也被排除在外了。因此，这是一种不准确并

且是误导的评估方法。Ｐｏｔｅｒ指出，“探明储量”的概
念 “不是、没有、也绝不会提供一种剩余资源的评估

尺度，甚至是这种尺度的近似值。相反，它只不过是

代表着一种继续被新的勘探和开发所替代的工作库

存，只是提供了剩余资源潜力的较低界限，而不是常

被人们错误理解的较高界限”。

“储量”这一术语，从许多方面来看也不能令人

满意。其标准含义是指某些确定和固定的东西，如

金融储备或部队储备，而用于石油资源时，它只是一

种松散的界定。既然“探明储量”在界定石油资源

时缺乏科学性和具有不确定性，二战后，更加科学的

资源分类方法逐渐出现。从科学的角度看，由于全

球石油资源基础的规模远比“探明储量”本身要丰

富得多，因此在估计长期的供应前景时显然需要更

广泛和综合的一揽子评估方法。图 １是 Ｍｃｋｅｌｅｖｙ
修改过的对石油资源的分类方法，基本上覆盖了广

泛评估方法所涉及到的不确定性的各种范围。［１３］

图１　Ｍｃｋｅｌｖｅｙ对石油资源的分类方法

图１中，（Ａ）代表迄今为止产出的累计石油数
量，是唯一可以确切无疑地把握和界定的一类石油

资源。其余分类的石油资源，即从（Ｂ）到（Ｆ），构成
了估计时期的所有剩余石油资源，而且每一类都具

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Ｂ）＋（Ｃ）指已知地区的
探明储量和可能储量（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ｒｅ
ｓｅｒｖｅｓ），（Ｄ）代表已知资源产出后有待发现的剩余
资源。从概念上看，图１的整个规模代表着地壳中
的常规石油总量，从（Ｂ）到 （Ｆ）构成了估计时期的
资源剩余数量。

关于“常规石油资源”，美国能源部的定义是指

运用一次、二次、三次采收技术，通过井口压力，从石

油蕴藏中生产出来的所有石油。常规石油资源不包

括从焦沙油和页岩油中提炼出来的液化物（液化天

然气和煤油）。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重油和焦沙油

以及类似的矿物也不包括在内。而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认为
“常规石油”不包括三次及以上采油技术开采出来

的资源，世界上大多数石油产量是依赖一次和二次

采油技术开采出来的，这类石油即是常规石油资源。

显而易见，美国能源部对常规石油资源的界定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要广泛得多（涵盖了三次及以上采油技
术）。

ＵＳＧＳ和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对常规石油资源总量估计
的不同，还可以用“原生石油”（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ｉｌｉｎｐｌａｃｅ）
的概念来解释。“原生石油”基本上是指与采收因

素无关的自然形成的地质资源。石油采收因素，即

根据原生石油划分的最终预期可采数量，能够表明

可采资源总量比例，而实际可采比例是由复杂的经

济和技术力量驱动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

着资源的可获量。总之，比较科学的认识应该是，可

采石油资源应该包括四大部分，即累计产量、探明储

量、未发现储量和已发现油田的储量增长量。美国

能源部估计世界上原生石油总量为６万亿桶，意味
着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３万亿桶
的石油资源有待发现。

第四，资源稀缺论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把石油

资源看成是一种有限和固定不变的“库存”，而没有

看到和考虑到经济、技术和市场变化对稀缺资源的

生产和供应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以Ａｌｄｅｒｍａｎ为首的一些矿藏资源经济学家认
为，油气资源不是固定的资源库存，而是储量增加的

流动过程。也就是说，地下的石油储量不是一种库

存，而是一种“流动”。一方面，石油被生产和消费，

从而减少了储量；另一方面，石油工业每年又投入了

大量的资金勘探石油，在这一进程中又增加了石油

储量。在Ａｌｄｅｒｍａｎ等人看来，替代成本才是资源稀
缺的尺度。理论上，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任何

矿产资源的替代成本应该随着时间而增长，价格也

随之上涨。但实际上，其他矿产资源价格并没有上

涨，从长远角度来看，事实上所有矿产价格都是平稳

的，或实际上是下降的。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知识的

不断累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导致矿产资源生产成

本的下降和供应能力增加的结果。石油工业总是处

于耗竭与知识之间的无休无止的拔河比赛之中。迄

今为止，人类已经赢得了比赛。一旦油价超过了勘

探、开发和采收成本，石油公司将会继续投资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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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因此，资源稀缺的观点，只有在储量增长耗竭

的时候才有实际意义，而这种情况只会在替代成本

超过了油价、石油公司停止投资的情况下才会

发生。［１４］

技术是石油工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量。技术创

新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过去３０多年来，三维地
震、新钻探技术（水平井和定向井）、油田模拟，特别

是海洋勘探和采收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降

低了边际油田的采收成本，增加了新储量的发现机

会，提高了现有油田的采收率，而且对已发现油田的

储量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研究表明，１９８８—
１９９２年，在挪威增加的石油储量中，新发现储量为
２．８５亿吨，只占增加量的３６．８％；而通过提高采收
技术发现的储量为４．８８亿吨，占增加量的６３．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新钻探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使北欧大
陆架的商业石油储量增加了 ４８０亿桶，其中，约
４０％的增加量是过去认为不具备商业开采价值的资
源。技术的进步也延长了现有油田的开采寿命，在

许多地方，采收率从３０％提高到了５０％。据估计，
在全球范围内，采收率每提高１％，就意味着世界获
得了额外２～３年的消费量（６００亿 ～８００亿桶）的
资源。［１５］海洋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完全得益于海

洋钻井和采收技术的进步。１９５０年前，海洋石油
工业还是一片空白，而目前海洋石油已经成为勘

探成功率最高的领域，其产量已经占全球石油产

量的１／３。因此，没有地球科学的进步，特别是三
维地震领域的进步，就不会有更多的海洋石油资

源的发现。

确实，全球石油资源发现率自上个世纪中期以

来一直在下降。但是，从成功率来看，石油工业的进

步又是令人折服的，勘探井的成功率从上世纪６０年
代的１／１０提高到了今天的１／５。“这一效益的进步
确实是部分由地震技术，特别是海洋地震技术的提

高带来的，而且也是由于实际知识的更加积极应用

的结果。”［１６］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水

平的提高，油气发现成本多年来一直在下降。到

１９９８年，技术进步使美国的油气平均发现成本从上
世纪８０年代的１５美元／桶下降到目前的大约５美
元／桶；海上石油平台设计和建造技术的改进使美国
深水石油开采成本从１２～１５美元／桶下降到了目前
的４～６美元／桶。这使得过去认为高成本和缺乏竞
争力的成熟地区的石油资源再次获得了市场的“准

入证”。［１７］因此，石油资源的定义是广泛的，在缺乏

价格参照系和技术的情况下来定义探明储量几乎没

有实际意义。石油经济学家Ｇｒｅｅｎｅ认为，石油资源

也是一个技术概念，“正是技术在定义着石油资源

概念，而技术是在不断变化的”。［１８］当今技术的重要

性是如此突出，它对资源可获量、市场和价格具有如

此决定性影响，以至于可以说，改写石油工业历史面

貌的真正动力是科学技术，而迫使我们重新研究石

油资源潜力的也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同时意味

着，非常规石油资源也不是遥不可及的，重油和焦沙

油的生产目前已经部分商业化了，全球每天产量为

２００万桶左右，并且回报是在长期低油价背景下取
得的。一旦市场和油价前景改善，随着非常规石油

资源采收技术的进步，更多的非常规石油资源，例如

加拿大、委内瑞拉等国足够人类消费数十年的非常

规石油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不是遥遥无期，而极可能

近在咫尺。［１９］

三、资源稀缺并非国际油价上涨的“罪魁祸首”

比较而言，全球石油资源充足的论断比资源耗

竭论更具有说服力。尽管如此，２００３年以来石油市
场的急剧变化似乎是在印证着资源稀缺的观点。那

么，石油市场急剧变化和油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是资源稀缺或耗竭的结果吗？如果不是，那么，高油

价的原因又是什么？

如果说石油资源稀缺是近期国际油价上涨的根

本原因，首先，以下事实就难以解释：２００４年，世界
市场每天的石油供应比需求多出了１００万桶，显而
易见市场并不存在供应短缺。但是，２００５年国际油
价仍未停止继续上涨的势头，这是为什么？同样令

人深思的是，虽然人们对高油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影响一直忧心忡忡，但到目前为止，油价水平并没有

扰乱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秩序，这一反常现象是西

方国家没有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平抑油价的重要原

因，因此，业界普遍认为石油市场尚未发展到“石油

危机”阶段。

目前，对于国际高油价的诠释，归纳起来，主要

有两派观点：一是周期性理论，即高油价是国际石油

市场周期性变化的结果，源于同一方向的各种可变

因素，包括旺盛的需求、期货投机、伊拉克及其他国

家的地缘政治变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

是结构性理论，即国际石油市场发生的根本性的结

构变化是主要原因。ＰａｕｌＨｏｒｓｎｅｌｌ进一步论证说，
油价上涨反映的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问题。值得注

意的是，这两种理论解释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目前的高油价是市场周期性的结果，则不可能

持久，终有下降的时候；如果是结构性问题，国际高

油价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即可能预示着“廉价石

油时代”的终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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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石油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强劲的

市场需求，市场管理和供应灵活性的丧失同样显而

易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１）ＯＰＥＣ剩余产能
的缺失，导致产油国大幅度增加供应以调节市场供

求的能力继续萎缩。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ＯＰＥＣ的１０
国（不含伊拉克）每天的剩余产能尚有４００万桶和
５５０万桶，但２００３年减至２９０万桶，２００４年进一步
降至１９０万桶［２１］（美国能源署的估计更低，只有５０
万～１００万桶）。（２）非ＯＰＥＣ国家产油能力增速缓
慢，超出了业界的预期，甚至出乎国际能源机构

（ＩＥＡ）的预料。统计数据表明，不包括前苏联地区，
非ＯＰＥＣ国家的石油供应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每天只增
加了２０万桶，加上前苏联地区的产量，非 ＯＰＥＣ国
家每天石油产量仅增长了１００万桶，是过去５年来
的最低水平。（３）全球石油库存的变化。冷战终结
和石油市场的长期低迷，使西方国家的石油库存特

别是商业库存丧失了保持应急重大供应中断等突发

性危机的动力，低库存成为这段时期全球石油储备

的基本特征。经合组织国家的石油库存水平，从上

世纪８０年代的平均７２天下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５０～５２
天。（４）全球炼油能力，特别是深度转化能力严重
不足。随着对ＯＰＥＣ中东国家原油需求的增长，全
球加工ＯＰＥＣ国家高硫原油的能力明显不足，导致
国际市场轻油和重油价差的严重脱节。２００４年１０
月，西得克萨斯轻油与迪拜重油价差达到了创记录

的１４．４美元／桶，而正常情况下价差只有 ３美
元／桶。

尽管供应灵活性的丧失是近期国际油价上涨的

原因之一，但并非全球石油资源稀缺和耗竭的结果：

它可以传导市场供求关系紧张的信号，但不是资源

短缺的现实反映。必须指出的是，供应灵活性的丧

失是长期投资不充分的结果，而非资源短缺的反映。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资源并非稀缺和耗竭，但长
期低迷的市场形势、新资源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

（比如俄罗斯、委内瑞拉的能源政策变化）［２２］使国

际大石油公司发现，要获得经济、技术和政治上有吸

引力的石油资源并进行必要的投资越来越困难。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每桶１８～２０美元的长期均衡油价
即是石油工业长期投资不足的具体体现。正如Ｐａｕｌ
Ｓｔｅｖｅｎｓ指出的那样，“关键在于石油公司对石油的
勘探和生产投资。”２００４年初，国际能源机构估计，
２００４—２０３０年间，要满足全球不断增加的石油需
求，石油工业需要 ２１８８０亿美元的勘探和开发投
资，年均８１０亿美元。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投资资金
来源的问题了，产油国资金短缺，而国际大石油公司

以股东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导致了其投资资金的潜在

短缺。投资不足对石油工业的所有环节都有影

响。［２３］因此，与其说资源稀缺是国际石油市场结构

性变化和油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不如说石油工业长

期投资不足和资金稀缺才是根本原因。资源基础是

充分的，投资资金稀缺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纵观近年来石油市场的急剧变化，新一轮国际

油价的上涨还源于市场恐慌和哄抬的心理预期，此

种心理预期并非是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完整和实际反

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恐怖溢价或风险溢价的影响不应低估。恐

怖溢价或风险溢价是一种额外的价格影响因子，是

市场供求关系的非均衡反映，它与市场供求关系有

关，却更多反映的是行为者对市场的恐慌心理预期。

其来源主要与供应灵活性的丧失、市场投机和地缘

政治等因素有关。其中，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是主

要影响因素，包括恐怖主义袭击、内乱、地区冲突和

自然灾难等形式。“９·１１”恐怖主义袭击表明地缘
政治并没有消亡；反恐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东的和

平与安全问题，反而加剧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矛盾和

冲突；委内瑞拉石油工人的大罢工、尼日利亚的种族

内乱，甚至２００４年的“伊万”飓风，都增加了市场发
生重大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引起了行为者的恐慌心

理预期，从而增加了油价的价格溢价，即恐怖溢价。

２００４年９月受“伊万”飓风的影响，美国原油产量降
至１９５０年来的最低水平，加之尼日利亚石油因内乱
和罢工导致的供应减少，进一步刺激了行为者的心

理预期和油价上涨。恐怖溢价或风险溢价对国际油

价上涨有多大影响呢？据估计，２００４年中东地区地
缘政治的变化使每桶原油价格增加了５～１０美元的
恐怖溢价。加拿大能源研究所的市场模式分析显

示，２００３年恐怖溢价仅为 ４０美分，只占油价的 １．
３％，影响微乎其微。但是，２００４年恐怖溢价增至１１
美元，占油价的２６８％；２００５年一季度升至 ２０．６５
美元，占油价的近４０％。因此，恐怖溢价或风险溢
价的影响不容轻视，如果没有恐怖溢价的影响，实际

市场油价水平显然要低得多。

二是期货市场投机心理的影响。２００４年，
ＯＰＥＣ分析报告指出，目前的原油价格有１５美元是
投机造成的；欧盟能源理事长也指责说，现在不是市

场短缺的问题，而是投机和期货炒作的问题。在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西方７国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指出，
现货价格与市场基础供求脱轨，显然也是投机造成

的。［２４］无疑，期货市场一方面具有反映现货供求关

系，特别是资源短缺的市场供求关系的部分功能；另

６



一方面，期货市场的大部分功能却是投机和套利，空

仓流行，并不完全反映市场是否短缺或过剩问题。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得克萨斯轻油合
约的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分别为２５．２４美元／桶和
５５．１７美元／桶，价差达２９．９３美元，［２５］远期交割价
格显然不是近期现货价格的供求关系结果。［２６］近期

油价上涨是市场心理预期哄抬的结果，也是消息推

动型的油价上涨，除恐怖溢价的影响以外，投机商利

用需求增长、地缘政治因素，对资源稀缺性、剩余产

能、消费、库存等借口渲染、炒作和放大，从中套利，

其影响同样不能低估。

当然，如果市场剩余产能充足，或石油库存水平

保持高位，地缘政治因素将不会导致恐怖和风险溢

价；同样，如果地缘政治环境没有恶化，或者地缘政

治因素受到了控制，不存在重大石油供应中断的可

能性，供应灵活性丧失也不一定导致恐怖溢价。反

之，上述假设如果走向反面，恐怖溢价和风险溢价的

影响将不可避免，期货投机的作用也会更大。

四、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世界石油供应前景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仍有充分保障，全球石油资源稀缺或即将耗

竭的观点是片面的，也不是造成当前国际市场结构

性变化和油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近期石油市场和国

际油价的急剧变化不是资源短缺的问题，而主要是

石油工业长期投资不充分和市场心理预期的反映。

因此，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石油进口国而言，其石油

安全战略的重点应该是加快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

增加供应的灵活性，在这一进程中，“能源安全政策

能够实现资源充足的资本化，即便不是延迟，也是要

降低对中东石油日益增加的依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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