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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油气占比上升 贸易重心加速东移

全球油气市场格局深度调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惠喜

“中国年”备受青睐
□ 连 俊

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
酝酿重大调整。石油输出国
组织(欧佩克)和俄罗斯、墨西
哥等产油国联合减产协议履
约率去年创下 20 年新高，推
动全球原油价格企稳回升。
随着技术进步和页岩革命的
深化，美国页岩油产量飙升，
成为国际石油市场上的重要
卖家。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去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首次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
口国，对全球原油贸易格局产
生了深远影响，引领原油贸易
重心加速东移。尤其是上海
原油期货的推出，将增强中国
在国际油市的定价权。

工业品涨幅较大 农产品底部震荡

大宗商品将呈分化走势
本报记者 周明阳

美国跻身重要原油出口国

从去年初起，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开
始执行减产协议。在沙特大规模减产
的带动下，2017 年欧佩克参与减产的
11 个产油国平均原油产量为 2977 万
桶/日，较减产基数下降120万桶/日，减
产履约率高达100%，个别月份甚至实
现超额减产，可谓20多年来欧佩克执行
减产效果最好的一次。与此同时，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墨西哥等非欧佩克产油
国协同减产，实际产量下降幅度超过30
万桶/日。减产协议的有效执行，推动了
国际油价整体上扬。

国际油价的上升，使美国的页岩
油生产企业盈利空间增大。业内专家
对有代表性的石油公司经营情况综合
分析后认为，当前美国页岩油的生产
成本，包括矿权购置成本，钻井、完井、
油田基础设施和运营成本，以及股东
分红、融资利息等在内的完全成本约
为55美元/桶。

在国际油价高企和政府鼓励下，
美国各石油公司开足马力大幅增产。
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等美国主要石油
生产商，10 年前将重点业务转至国外
油田，留下规模较小的生产商开发美
国页岩油。如今，这些石油巨头开始
回国收购页岩企业和矿权，将更多投
资转回国内，从事油气生产。美国油
田服务公司贝克休斯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17 年底，美国石油活跃钻
井数已攀升至751座，是上年低点316
座的一倍多。同时，技术进步也使油
气勘探开采的效率大为提升。几年
前，一所油井的钻探周期长达 1个月，
如今可缩短至一周。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显示，
2017 年 12 月份美国的页岩油产量为
631.4 万桶/日，为有史以来页岩油月
度产量峰值，比 15 个月前的 515.4 万
桶/日大幅增加了 116 万桶/日。二叠
盆地、伊格尔福特和巴肯是美国页岩
油产量增长的重点地区。其中，二叠
盆地是美国第一大页岩油产区，其产

量占全美页岩油总产量的 40%强，也
是本轮低油价以来全美唯一产量持续
增长的页岩油产区。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 美 国 原 油 产 量 比 上 年 攀 升
15%，达到971万桶/日，超过美国历史
上 1970 年 960 万桶/天的历史峰值。
美国政府预计，到 2019 年年底，美国
日均产油量将达到1100万桶，或登顶
全球最大产油国。

随着原油产量回升和出口基础设
施不断改善，美国的原油出口不断增
长，跻身世界主要原油出口国行列。
数据显示，2016 年美国原油出口量为
52 万桶/日，比上年增长 6.2 万桶/日。
到了 2017 年，美国原油出口量翻番，
迅速飙升至 105 万桶/日。如今，美国
已成为美洲地区第五大原油出口国。
机构预测，2018 年美国原油产量将同
比增加80万桶/日。

全球油气勘探走出低谷

2014 年油价下跌以来，为应对低
油价，全球主要石油公司普遍采取向
核心业务聚焦策略，大幅削减投资，作
业钻井量明显下降。2017 年随着油
价逐渐回升，全球油气勘探走出低谷，
钻机作业量“止跌回升”。统计显示，
去年全球从事油气钻探作业的钻机总
数平均超过2000台，较上年出现较大
幅度增长。2017 年美国页岩油气并
购金额达到 220亿美元。勘探工作量
和并购金额的增长，表明全球油气勘
探迎来了春天。业内预计，2018 年全
球油气上游投资将实现增长，有望超
过4000亿美元。

但是，目前常规油气发现量面临下
滑。在作业钻机数量和勘探作业量大
幅降低的影响下，近几年全球常规油气
发现的新增储量大幅减少。美国能源
调查公司雷斯塔能源最新发布的报告
显示，2017 年全球新发现常规油气储
量只有不到 70 亿桶油当量，再创新
低。据估算，2017 年全球常规油气储
量替代率已降至11%。也就是说，去年
全球新增探明可采储量仅为当年开采

消耗储量的约九分之一。在 2012 年
时，全球常规油气的储量替代率还能达
到50%，2006年时曾为100%，早些时
候更是高于100%。由此可见，全球常
规油气剩余储量已从10多年前越采越
多转变为越采越少。而且，不仅总量在
减少，新发现的常规油气田规模也在变
小。数据显示，2017 年海洋油气平均
发现规模为1亿桶石油当量，2012年时
这一数字为 1.5 亿桶石油当量。2017
年新发现的 70亿桶石油当量中，有约
10亿桶石油当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
实现商业生产。

与常规油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
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持续推进。目前，美
国境内的油气钻探活动仍旧由页岩油
气主导。以去年12月份为例，美国境内
从事油气钻探活动的作业钻机数量为
930台，同比增加了约45%。其中，从事
页岩油气钻探的占比超过80%，达757
台，同比增幅超过50%。页岩油气钻机
数量的增加带来了油气勘探开发作业
量的回升。目前，美国的页岩油气产量
在全美油气总产量中的占比分别达到
了62%和73%。

此外，在阿根廷，被业界公认为是
近 10 年来最具开发潜力的瓦卡穆尔
塔页岩区勘探工作顺利推进。目前，
该区内三分之一的区域已经验证，预
计拥有近 30 亿桶页岩油和 95 亿桶石
油当量的页岩气资源，另外三分之二
区域的资源潜力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中国，南方地区页岩气的勘探开发
工作逐步推进，涪陵页岩气田已有
200 多口气井投产，“可燃冰”开发在
南海神狐海域取得重要突破。

原油贸易重心加速东移

作为全球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
国，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对
石油天然气的需求不断提升。2017
年，随着炼油能力的扩张，加之中石油
云南炼厂和中海油惠州二期项目投
产、山东民营企业进口原油使用权增
加，中国原油进口量维持了过去几年

的高增长态势，同比增长 10.1%，攀升
至 4.2 亿吨，折合 850 万桶/日。中国
原 油 对 外 依 存 度 进 一 步 攀 升 至
68.5%，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期，美国
原油进口 793 万桶/日，中国正式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引
领全球原油贸易重心加速东移。

在国际油气合作方面，中国积极
推进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
和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开发建设，与
周边国家已基本形成东北、西北、西
南、海上四大油气输送通道格局和油
气上下游产业链深层次全面合作模
式。2017 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连
续四年下降，中东原油占中国进口原
油总量的比例为 43%，较上年下降 4.7
个百分点。从美洲和欧亚地区进口的
原油则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俄罗斯连
续两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
国，占进口总额的 14%。随着中美两
国能源领域的合作深化，未来中美之
间原油贸易合作还将再上一个台阶，
美洲将取代非洲成为亚太以及中国第
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地。

与此同时，在参与国际能源领域
治理方面。中国不断深化双边、多边
能源合作，不断扩大在国际能源事务
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目前，中国—
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已启动，
推动成立了中国—阿盟清洁能源中心
和中国—中东欧（16+1）能源项目对话
与合作中心。从 2015年开始，中国举
办“国际能源变革论坛”，积极推动全
球绿色发展和治理。中国率先批准

《巴黎协定》，承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上作出努力，对加快该协定早日生
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年 2 月 9
日，中国还宣布，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将于 3 月 26 日挂牌交易原油期货。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以人
民币计价，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国和亚
太地区石油市场供需关系的价格体
系，是中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重要
抓手。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认为，上
海原油期货的推出，将提升中国的原
油定价权。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大宗商品迎
来新的交易日。在国内市场春节休
市期间，国际市场上主要原材料价格
延续涨势，追踪一篮子商品价格表现
的商品指数（CRB）上涨近 2%。统计
显示，国际市场春节前后农产品期
货、原油、金属表现强势。分析人士
认为，按照惯例，长假期间外盘走势
对内盘开盘有影响，国内开盘将保持
相对稳定。

2017 年以来，世界经济温和复
苏，全球流动性总体宽松的格局不变，
需求增加带动价格上升，国际市场大
宗商品价格整体呈现同比上涨态势，
且金融特性也进一步凸显，推动大宗
商品价格走高。尤其受石油输出国组
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联手减产和全
球主要铜矿罢工等因素影响，铜、原油
等工业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同时，由
于全球谷物产量创历史新高和供应十
分充裕，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价

格呈现底部震荡走势。
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持续增长成

为支持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因
素。过去一年，中国国内经济稳中向
好，推动外贸进出口持续增长，铁矿
砂、原油和大豆等大宗商品进口量价
齐升。全球货币政策收紧及美元疲软
也是大宗商品价格看涨的重要原因。
美联储在 2017 年 9 月份公布缩表计
划，欧洲和亚太区域新兴市场国家货
币政策出现调整迹象。全球货币政策
的变化使得美元升值压力大为减轻。
美元指数从 2017 年 3 月份 103.28 的
高点一路下行到当前的 90 上下浮
动。美元走弱为以美元计价的能源、
基本金属和贵金属价格提供了基本面
之外的支撑。

展望2018年，世界经济持续复苏，
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国内需求较为
旺盛，大宗商品进口量有望延续增加态
势。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日

前发布报告认为，预计 2018年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将小幅上涨。全球原油市
场或将实现供需平衡，铜市场可能将维
持“紧平衡”，农产品将依然供给充裕。
最新数据也验证了这种预测。2018年
1 月份，大宗商品延续了涨势，就国内
情况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C-
PI）连续7个月上涨，累计涨幅18.9%，
创2014年2月份以来新高。

从类别来看，摩根大通近日提高
了对今年金属价格走势预期，认为美
国工资数据和核心通胀表现强劲，通
胀回升将使原材料受益，为大宗商品
带来利好。高盛集团也对大宗商品持
乐观态度，上调了对石油、铜、铁矿石
和煤炭的大宗商品价格预期。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大宗商品中
的部分种类走势不甚乐观。一德期货
首席经济学家郭士英认为，近 10年超
常规货币宽松累积的资产泡沫需要一
个相对出清的过程，预计随着政策的

不断收缩和利率的不断上涨，金融和
资产市场会陆续进入逐波下行的过
程。在金融调整的大背景下，实体经
济和投资消费信心必然都将受到牵
连，大宗工业品价格应该会随着金融
风险的释放和需求的萎缩进入调整周
期。郭士英表示，针对国内“黑色系”
产品，可以肯定的是，2017 年的种种
利好和较为充分的市场炒作已经处于
见顶回落阶段，只是因为某些短期因
素仍然保持强势震荡。随着需求下降
预期的兑现，年内震荡下行在所难
免。中国大力去杠杆也会对国际大宗
工业品市场产生影响。

新湖期货研究所所长李强表示，
从目前的宏观结构来看，大宗商品投
资领域会出现分化格局，国际经济持
续复苏会带动价格走高，如有色金属
价格上涨，但政策收紧和去杠杆的力
度加大将使“黑色系”等品种价格呈现
相对震荡走势。

刚刚过去的狗年春节，越

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加入

了庆祝“中国年”的行列。从

高官政要的祝福，到商家市场

的布置，再到普通民众的参

与，这些变化无不表明，中国

春节文化在海外的认同感正在

加速提升，世界越来越青睐

“中国年”。

春节文化在海外走红，并

不是这些年才发生的事情。不

过，与以往那种新鲜好奇和旁

观欣赏不同的是，中国春节文

化传递出的价值理念正在为越

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是中国

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整体提升的

映射，也是春节文化传递出华

夏文明重视家庭亲情理念得到

认同的证明，更反映了中国文

化与世界各国文化进一步融合

的历史潮流。透视这一融合进

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

春节文化在海外认同感加深的

内在逻辑。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

界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越来

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从事

商贸、投资、求学、旅游等活

动。来自外交部和旅游局的数

据显示，2017 年中国在境外

设立企业超过3万家，在海外

劳务人员约100万，留学生约

137万。2017年全年，中国公

民出境旅游人数 13051 万人

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7.0%。

人员和资金大规模走向海外，

表明中国与各国各地区的共同

利益在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

下，不仅中国对世界的关注在

加深，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更

加深入。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

的同时，也在逐渐进入当地人

们的生活，落地开花。

关注得越多，接触得越

多，彼此间的理解也就越多。近

年来，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叫作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

亲”是需要沟通和理解作为基础

的。随着“走出去”的中国人不

断增多，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生

活方式、日常用品、兴趣爱好，

都成为外界观察的内容。大规模

近距离接触，也给外国民众带来

感受中国人生活的可能。感觉到

了，体会到了，阻碍彼此间看得

见和看不见的障碍就会小得多。

这两年，“老干妈”“马应龙”

“龙虎清凉油”“六神花露水”等

国人耳熟能详的品牌在海外频频

走红，甚至成为“奢侈品”，不

仅 说 明 “ 好 东 西 哪 里 都 有 市

场”，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人的生

活方式得到了更多国家民众的

认同。

当世界将更多目光投射到中

国，对春节的关注便不仅仅只限

于绚烂的烟火、美味的饺子以及

红色的春联，更多的人们开始思

考和发掘春节所承载的内容。春

节反映出华夏文明重视家庭亲

情，希望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

价值理念，这与世界各地许多传

统节日的价值观有着相同相通之

处。无论时代如何前进，怎样发

展，终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因此，对春节了解得越

多，认识得越深，认同就会更加

到位。

春节备受青睐，体现着世界

与中国融合的加深。因共同利益

逐渐相互靠近，彼此间完全可以

因为相似或相近的价值理念而进

一步融合。中国能给世界提供的

不仅仅是丰富的物质产品和发展

机遇，更有华夏文明对人类发展

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相信随着中

外交流的不断加深，更多中华民

族文明成果将为世界越来越多的

人所分享。

美联储暗示

3月份将再次加息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高伟东

当地时间 2 月 21 日，美国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1 月 30 日至 31 日议息会议纪
要对外发布。从纪要内容看，
美联储官员对美国经济和通胀
增长走势的判断较去年 12 月
份明显乐观。鉴于美国经济前
景继续看好，美联储官员一致
认为渐进加息是合适的，并表
示通胀率在今年有望回升，暗
示3月份将再次加息。

今 年 1 月 末 的 FOMC 会
议是美联储主席耶伦卸任前
的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同
时也是鲍威尔就任美联储主
席前参加的一次会议，投资者
对本次会议纪要格外关注，希
望透过字里行间的具体表述
洞悉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的货币政策倾向。总体看，虽
然纪要措辞更显鹰派，但仍强
调渐进加息的“政策路径”，使
得担忧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
的市场“松了一口气”。纪要
发布后，市场向“紧货币、强美
元”的方向变动，美国 10 年期
国 债 收 益 率 一 度 冲 高 至
2.950% ；美 元 指 数 升 至
90.01；黄金价格下跌 4.60 美
元，报每盎司 1326.60美元。

与去年 12 月份会议纪要
相比，今年 1 月份会议纪要显
示，美联储官员对经济增长与
实现通胀目标持更乐观态度，
对去年第四季度实际 GDP 的
增长预期较之前有所提升，预
计特朗普政府税改方案短期内
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高于先
前预期，认为特朗普政府减税
措施在中期内会温和提振实际
GDP 的增长，预计美国 2018
年 GDP 增长 2.5%，2019 年约
增长2%。

对于美国未来通胀走势，
大多数 FOMC 委员认为，由于
经济增长仍高于趋势水平，就

业市场保持强劲，预计通胀率中
期内将回升到 2%的目标。但也
有 FOMC 委员担心在通胀和金
融稳定方面存在风险，甚至有委
员认为通胀有低于美联储目标
的风险。纪要显示，部分 FOMC
委员警告金融市场不平衡，非银
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在上升，监
管机构很难监测。考虑到监管
政策未来可能发生变化，美联储
应该定期评估金融系统风险及
其对经济前景的影响。由于资
产估值高企和金融市场波动率
低，多位 FOMC 委员表达了对金
融市场失衡的担忧，部分 FOMC
成员甚至担心资产价格骤然逆
转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性
影响。

本次会议纪要的一个关键看
点是暗示美联储将在今年3月份
议息会议上调加息预期次数。去
年 12 月份，美联储预期 2018 年
将加息3次。由于美联储对未来
美国经济前景及通胀走势更有信
心，因而增加了市场对美联储未
来加息概率的判断。摩根大通首
席全球策略师凯利认为，现在的
美联储比今年 1 月份时更加鹰
派，除非发生“冲击性事件”，否则
美联储将会在2018年加息4次。

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于 2
月 5 日正式就职，美国股市以恐
慌性抛售来迎接其“就任”。对
此，美联储却表现冷静，纽约联邦
储备银行行长杜德利等多位美联
储官员公开表示，美国股市波动
属于正常的市场回调，对经济预
测没有实质性影响，美联储暂时
不会因为股市波动而改变当前的
加息节奏。会议纪要公布后，联
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
3 月份加息 25 个基点的概率为
83.1%，较前一日上升 1.4个百分
点；6 月份实施年内第二次加息
的概率为 50%；认为年内加息超
过3次的概率已经接近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