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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油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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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尽管当前油价持续上涨，但我们从油价历史数据和供需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的能
源需求并非是油价上涨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消耗的大量石油资源更大程度

上是为国际市场服务。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减缓了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中国经济的持

续健康发展对于稳定世界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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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年末以来，世界石油价格一路振荡攀升。
纽约商品交易所（ＮＹＭＥＸ）的ＷＴＩ原油期货价格在
２００５年８月曾一度突破７０／桶美元大关，让世界为
之震惊。在一片“高油价时代”来临的喧嚣和恐慌

声中，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指责中国应为此负

责。这种指责能成立吗？中国在这其中究竟扮演了

何种角色？油价上涨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究竟又会

有何种影响？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

主要内容。

一、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不是油价上涨的主

要原因

首先，为了对油价上涨有个客观的认识，有必要

对油价历史数据进行可比较性处理。这里，笔者采

用１９８３—２００５年的美国月通货膨胀率，对１９８３年４
月７日至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的ＮＹＭＥＸ的ＷＴＩ即期
合约收盘价进行调整。调整公式为：

ＰＴ＝
Ｐｔ
Ｉ×１００．

这里，Ｐｔ和 ＰＴ分别为调整前和调整后价格，Ｉ
代表同时间段的以１９８２年物价为基准数１００的物
价指数。调整前后情况如图１所示。

显然，经过调整之后的石油价格波动相对较为

平缓，２００５年的油价水平基本与１９８３年持平。这

从侧面解释了在一片“高油价时代”到来的喧嚣声

中，世界经济缘何得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且，需

要指出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世

界经济在２００３年开始几乎是各国和各地区的全面
增长，２００４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３６％，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则为６６％，２００５年增长
趋势仍在继续。换而言之，世界经济在油价上涨的

同时进入了一个上升期，经济周期和油价波动周期

奇妙地吻合在了一起。

图１　１９８３年４月７日至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
　　ＮＹＭＥＸＷＴＩ期货即期月份价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世界石油需求和供给方面的

变化，如图２和图３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按地区划分的石油需求增长

以亚洲地区最为显著。并且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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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中国石油用量的新增部
分占了全球的１８％；而１９９９年以来，这一比重升至
５０％左右。２００５年全球原油需求量每天为８０６０万
桶，比上年增加了２００万桶。其中，中国增加了将近
１００万桶。仅仅从需求数据上来看，不难理解为何
人们普遍把中国视为油价上涨的根本推动力量。但

是事实上，这种看法有所偏颇，忽略了对石油需求整

体增长和石油供应情况的分析。因为，图２同样显
示世界石油需求的增长自１９９４年以来一直较为平
稳，大约每年增长３％左右；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世
界石油需求突然间巨量增长的情况，当前油价的上

升更应该从供应方面寻找原因。从反映世界石油产

量的图３来看，世界石油主要产地的中东其石油产
量自１９９４年以来一直没有显著增加，目前世界石油
产量的增量部分主要由北美和亚太地区来提供，［１］

对于这一点也可以从ＯＰＥＣ组织最近公布的其剩余
产能跌至不足１００万桶／日的情况里一窥端倪。造
成当前石油供应相对不足的原因正如 ２００４高盛公
司在其报告《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ＯｉｌＰｒｉｃｅ》中
所指出的：能源投资的长期低回报已使得２０多年来
对石油供应基础设施的投资不断减少，石油生产、运

输和提炼的产能增长非常有限。［２］因此，当石油需

求开始增长时，产能限制成为导致油价剧烈上涨的

首要原因。

图２　世界按地区计算的原油消费量

图３　世界按地区计算的精炼原油产出

　　以上对石油价格和供需情况的分析说明了两
点：一是当前实际油价水平并未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而是与１９８３年油价基本持平，所谓“高油价”时代
来临之说尚需斟酌。［３］二是尽管表面上看亚洲的石

油需求，尤其是发展中的中国的需求，是导致这一次

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真正的决定性因素

是世界石油工业长期投资不足所引发的供应短缺。

不可否认，中国的石油需求在不断增加，并已占据了

每年全球石油生产增量的较大比例，但这种需求完

全是正常经济发展的合理需求，而且从需求总量上

来看增长是较为平缓的；相反，世界石油产能在近

２０多年间增长非常缓慢，瓶颈效应突出。因此，中
国因素绝非是推动此次油价上涨的根本力量。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减缓高油价冲击世界经

济的作用

石油价格的上涨必然带来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６



据美国能源部情报署（ＥＩＡ）估计：若原油价格上涨５
美元／桶，将削减全球经济增长率约０３个百分点，美
国经济增长率则可能下降约０４个百分点。然而，让
人困惑不解的是，在当前石油价格不断振荡攀升的同

时，世界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出现了全面增

速的特征，并且这种增速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

以及发展中国家共同加快增长的结果。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估算，２００４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３６％，
比２００３年增加了１５％；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
增长６６％，增加了０５％。［４］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也是
如此，尽管油价一直在高位徘徊，但２００５年前三个季
度中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１０６２７５亿元，同比增
长９４％。

对于上述情况，经济学界的一般解释是：当前经

济周期处于上升期，低利率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即使

油价不断上升，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仍成为可

能。［５］这种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忽略了一个更

为重要的因素：中国对于减缓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

冲击所发挥的作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实际

上已承担了世界工厂的任务，其消耗大量石油资源

所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因此所谓中国石油需

求的剧增事实上仅仅是替代了国外厂商的生产所

致，并且中国还利用本身廉价劳动力等优势有效地

消化和吸收了高油价成本，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证。

一是面对国际油价的不断上升，中国国内物价

指数增长率近 ３年来一直保持在 ３％以内，并且
２００５年９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８月
份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按年升１３％，远低于７月份
和市场预期的上升１８％，创２００３年９月以来最低
升幅，见图４。

另据摩根大通估计，燃料价格上升２０％使中国

消费物价指数仅上升０４％～０６％，预期在未来１８
个月通胀率将稳定在２％～３％水平。［６］中国国内居
民消费物价指数的平稳性及其对油价的不敏感性都

说明中国进口大量石油并非完全是为满足国内消

费，其更大程度上是在为国际市场服务。

图４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①

二是中国通过加工贸易等形式成为世界工厂。

美国智库地球政策研究所２００５年２月份发布报告
称，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物资消费大国。中

国经济２００４年仅占全球经济的４２％，却消耗了全球
８１％的石油、５４％的钢材、３２４％的水泥。这种情
况与发达国家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有关。［７］由于

中国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全球化迅猛发展

的今天，发达国家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实

际上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在此背景下，中国

的对外贸易形成了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进大出”，

将国外的原材料运到中国加工，然后再出口到国外，

加工贸易占中国整个贸易额的５０％以上。这等于资
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世界经济整体从中受益。发展

中国家由于向中国出口原材料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发

达国家由于从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相关公司和

消费者从中得到了巨大实惠。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量

石油、钢铁等资源不是被中国人自己消耗了，而是被

全世界消耗了。这一点在中国２００５年１至８月的各
类加工贸易的比例中可以看出，见表１。

表１　中国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８月按贸易方式进出口统计

贸易方式
２００５年１至８月总值（亿美元）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差额

累计所占比例（％）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总值 ８９１１１ ４７５６７ ４１５４５ ６０２２
一般贸易 ３８２１８ ２０２４９ １７９６９ ２２８０ ４２９ ４２６ ４３３
加工贸易 ４２４３０ ２５４９８ １６９３２ ８５６６ ４７６ ５３６ ４０８
来料加工 ９５９５ ５２８７ ４３０８ ９８０ １０８ １１１ １０４
进料加工 ３２８３５ ２０２１０ １２６２４ ７５８６ ３６８ ４２５ ３０４

边境小额贸易 ７７０ ３９８ ３７２ ２６ ０９ ０８ ０９
其他 ７６９３ １４２２ ６２７１ －４８４９ ８６ ３０ １５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６年统计年鉴》。

　　三是油价持续上涨之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
得中国厂商比国外竞争者更容易消化、吸收高油价

成本，中国的出口型经济将继续高速发展，其出口部

门的增长势头会越来越猛。这一点由２００４年中国
外贸出口数据得到验证，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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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４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情况

国家和

地区

出口额

（亿美元）

比上年

增长（％）
进口额

（亿美元）

比上年

增长（％ ）
香港地区 １００９ ３２３ １１８ ６１
日本 ７３５ ２３７ ９４４ ２７３
韩国 ２７８ ３８４ ６２２ ４４３
东盟 ４２９ ３８７ ６３０ ３３１
欧盟 １０７２ ３６９ ７０１ ２８８
俄罗斯 ９１ ５１０ １２１ ２４７
美国 １２４９ ３５１ ４４７ ３１９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统计年鉴》。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不仅不是油价上涨的根本推动

力量，而且在事实上减缓了油价上涨对全球经济形

成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来自中国的低价

格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高油价对通胀的拉动作

用，中国价廉物美产品的竞争优势使发达国家的工

资水平难以提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利用其廉

价劳动力资源，消化吸收了大部分的油价成本，有效

降低了通货膨胀压力。正是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

系中担负着这样的角色和任务，所以其经济是否能

够持续健康地发展对于稳定世界经济就有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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