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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原油限价为何行不通
翁东辉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决定从 12

月 5 日起实施对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上限

计划。该提议已经酝酿了大半年，争议颇

大。欧盟内部更是久拖未决，现在也到了

“丑婆娘不得不见公婆”的时候了。外界普

遍对 G7 的限价措施不以为然，认为此举既

损人也不利己，更何况在实际操作中未必

行得通，到头来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

美国国务院前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指

出，G7 高估了他们对全球原油贸易的影响

力，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我伤害。

业内人士认为，对俄罗斯原油限价将从根本

上改变原油输送路线，世界上许多不相干的

国家深受其害，将因能源短缺和物价上涨陷

入贫困。即便在华盛顿，争议也是不断，甚

至在拜登政府中有人担心此举可能适得其

反，将导致油价剧烈震荡。瑞银估计，一旦

限价正式实施，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将达到

125 美元/桶。

为什么说设定油价上限行不通呢？

第一，这是地缘政治斗争产物，追随者

寥寥。截至目前，公开表态支持 G7 计划的

只有澳大利亚，欧盟内部则因为价格问题谈

不拢 正 闹 得 不 可 开 交 。 美 财 长 耶 伦 在 今

年 5 月份提出限价设想，意在不影响全球原

油供应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削减俄罗斯的原

油出口收入。想法是美丽的，但现实很骨

感。中国早就表明对此举不感兴趣，印度虽

经美国再三劝说，仍表态中立。前不久耶伦

再次访印悻悻而归，只留下一句，限价对中

印等石油消费国有利。然而，各国对美国操

弄地缘政治早已心知肚明。印度观察者研

究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43%的

印度人认为俄罗斯是本国最可靠的伙伴，远

高于美国的 27%。

第二，限定油价左右为难。此前外媒报

道称，耶伦欲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定为

60 美元/桶，这比 8 月份俄罗斯出口价格低

20%左右，但仍接近近年来价格区间的上

限。后来提交欧盟国家谈判时的价格是 65

美元/桶至 70 美元/桶之间，11 月初，每桶俄

罗斯乌拉尔原油的价格略高于 70 美元。价

格如此接近，这意味着美欧限价措施无法达

到预期效果。即使这样欧盟内部意见也不

一致，谈判陷入胶着。

根据睿咨得能源管理咨询公司（Rys-

tad Energy）估计，俄原油生产成本在 20 美

元/桶到 50 美元/桶之间，具体取决于数据

的计算方式。此外，俄政府预算包括预测

2023 年原油出口的平均价格约为 70 美元/

桶。因此，限价过高无效果，如果限价过低，

俄罗斯很可能报复性停止部分原油出口，必

将冲击全球石油市场。

第三，美欧为达政治目的而干预市场的

行为遭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抵

制。10 月份在维也纳举行的欧佩克+部长

会议上，各成员国同意将生产配额每天减少

200 万桶，这一异乎寻常的与美国不同调的

举动立即引发震动。实际上，在欧佩克+内

部更加担心的是，价格上限机制如果成功，

那么，欧佩克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白宫威胁要对欧佩克+的“短视”和“误

导”决定做出回应。欧佩克与美国之间的关

系似乎正处于转折点。拜登多次请求和威

胁都未能影响欧佩克的决定，这表明欧佩克

成员国对美国的担忧越来越不感兴趣。很

显然，欧佩克对石油市场有自己的判断和立

场。而且欧佩克+的态度很鲜明，当12月5日

对俄油限价生效后，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将

任由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不会介入并填补供

应空白。

此外，制裁的关键点是海运保险服务。

由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和欧盟支持的价

格上限将不允许航运和保险公司为运送俄

罗斯原油的油轮提供服务，除非原油以低于

设定价格出售。业内人士分析认为，G7 所

押注的主要是全球 95%的船队是从国际保

赔协会集团获得保险，该集团位于英国。如

果这些保险公司拒绝承保俄罗斯货物，那么

这些货物将无处可去。不过，海运保险市场

并非完全被英美垄断，俄罗斯将在很大程度

上避开制裁。美财政部官员私下也承认，估

计 80%至 90%的俄罗斯石油将继续在上限

机制之外流动。

目前发展态势值得关注。一是俄罗斯

原油供应已经大规模地转向亚洲市场，市场

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统计数据表明，俄罗斯

对亚洲的海上原油出口和没有指定目的地

的海运出口在一个月内飙升至 206.7 万桶/

日，这是今年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仅印度

炼油厂在 4 月份至 10 月份期间将贴现的俄

罗斯原油进口量从一年前的 3.8 万桶/日增

加到近 80 万桶/日。

二 是 俄 罗 斯 着 力 打 造 有 保 障 的 供 应

链。为了突破海运封锁，俄罗斯正组建一支

专用船队，主体由报废油轮组成。预计俄罗

斯需要大约 200 艘油轮才能保持之前的海

运 水 平 ，俄 最 大 的 航 运 公 司 目 前 拥 有 51

艘油轮。

三 是 ， 俄 罗 斯 已 经 建 立 起 独 立 的 保

险、金融和海事服务的替代方案。买方可

由俄罗斯实体安排保险——货物险、保赔

险等。从当前情况看，从事俄罗斯石油交

易的石油贸易商不再是来自瑞士、日内瓦

或伦敦，他们更多来自中东。与此同时，

亚洲买家充斥原油、船舶和保险市场。可

见，亚洲的需求多么旺盛。此外，脱离美

元主导的国际贸易结算机制也将应运而生。

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制裁可能会加剧能

源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警告说，西方

实施油价上限的计划将对能源市场产生“严

重后果”。根据国际能源署报告，针对俄罗

斯原油及产品的制裁措施将导致全球原油

市场的极大不确定性。欧盟禁令意味着欧

洲市场将减少 100 万桶/日的原油和 110 万

桶/日的石油产品供应，特别是柴油供应将

非常紧张。正常情况下，俄罗斯全球石油出

口总量为 780 万桶/日，其中三分之二是原

油和凝析油。因此，各地都在限价生效前抢

购俄油及产品。

美西方一意孤行，针对俄罗斯原油的限

价计划可能成为又一头“灰犀牛”，扰乱石油

市场并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摩根士丹利展望明年宏观经济

—
—

亚洲将成全球经济增长动力

本报记者

袁

勇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的《2023

全球宏观经济展望》认为，2023 年

全球经济增长总体动力不足，但是

通胀压力将明显下降。分地区来

看，美国经济将勉强躲过衰退，欧

洲经济将出现收缩，亚洲经济最为

乐 观 ，将 成 为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主 要

动力。

报告认为，2023 年全球 GDP 增

长 率 将 不 超 过 2.2%，低 于 2022 年

3%的预期增长率。全球通货膨胀

将在今年四季度达到顶峰，需求放

缓、库存上升导致的价格折扣和住

房价格下降等因素，正对通胀产生

明显抑制作用，也将促使全球主要

央行重新评估加息的必要性。

摩根士丹利首席全球经济学

家塞斯·卡彭特表示：“过去 12 个

月 ，美 国 联 邦 基 金 利 率 出 现 了 自

1981 年以来最快的上升速度，欧洲

中央银行利率的上升速度也是欧

元区成立以来最快的，但随着消费

品供应链的恢复和劳动力市场摩

擦的减少，通胀压力将会更快速、

更广泛地下降，央行的政策自由度

将更大，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更多

动力。”

分地区来看，美国经济或将实

现软着陆，但是复苏不温不火，增

长缺乏动力。报告认为，美国经济

增长放缓和通胀降温可能会促使

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预计到 2023

年 1 月份，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

区间将达到 4.5%至 4.75%的峰值，

并在 2023 年保持在这一水平，然后

在 2024 年开始稳步下降。在此过

程中，美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和较

弱复苏。

相比之下，欧元区和英国经济

面临的情况更加困难。摩根士丹

利预计，由于持续的能源危机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经济

在 2023 年将收缩 0.2%，同时，该地区通货膨胀率也将在 2022 年

年末和 2023 年持续高于目标区间。

摩根士丹利首席欧洲经济学家扬斯·艾森斯密特表示：“欧

洲央行在通胀担忧的驱动下，将在 2023 年一季度加息至 2.5%，

然后在 2024 年初开始降息。欧元区 GDP 预计在 2024 年将实现

0.9%的增长。”不过，就业是欧元区经济较为积极的一面。该地

区的失业率目前处于 6.6%的历史低点，劳动力市场参与度高于

能源危机前的水平，预计劳动力市场未来可能会趋弱，但是失

业情况将比较温和。

摩根士丹利预计，英国经济 2023 年将下滑 1.5%，这是俄罗

斯以外的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经济降速。因此，英国央行

很可能会结束加息，并在 2024 年初跟随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

报告认为，亚洲经济的前景最为乐观，中国、日本和印度将

引领亚洲的发展。具体来看，中国消费市场复苏将推动经济复

苏，预计 2023 年，中国经济将实现 5%的增长，较 2022 年大幅改

善。日本将实现 1.2%的增长，主要支撑因素是日本家庭较高的

存款。印度经济有望实现 6.2%的增长，推动因素包括制造业投

资和能源转型等。

报告还认为，亚洲经济的强劲复苏对于全球经济是重要利

好，将有效满足欧洲的出口需求，改善全球供应链，缓解通货膨

胀压力，并使新兴市场国家降低美元周期带来的影响。

美国主要科技企业大规模裁员
本报记者 仇莉娜

随着推特、Meta 等科技企业近期宣布

大规模裁员计划，美国科技行业似乎陷入了

“寒冬”。不仅如此，金融等其他多个领域的

裁员潮正在袭来。

11 月份以来，美国主要科技企业相继

宣布大规模裁员。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母

公司 Meta 公司不久前宣布，为应对收益下

滑及行业困境，将裁员 13%，即超过 1.1 万名

员工。推特裁员步伐更为激进，宣布了裁员

近半的计划。电商巨头亚马逊也被曝裁员

约 1 万名，其 CEO 安迪·贾西表示，裁员将

持续到明年。惠普也声明将在今后 3 年裁

员数千人。此外，苹果、谷歌母公司 Alpha-

bet 等均已宣布放缓或冻结招聘，芯片巨头

英特尔也传言将裁员 20%，涉及员工约 2.4

万 人 。 据 美 国 企 业 服 务 数 据 库 公 司

Crunchbase 统计，截至 11 月中旬，美国科技

行业今年已有超过 6.7 万名员工在大规模裁

员中被解雇，不少尚未裁员的公司也纷纷停

止招聘或缩减招聘规模。

尽管现阶段裁员集中出现在新技术行

业，但趋势是普遍的。拼车应用程序利夫特

公司此前宣布将裁员 13%；有“美国支付宝”

之称的金融科技巨头 Stripe 近期裁减了 14%

的员工，并将其归咎于经济环境。美国主要

的金融巨头也陆续开始裁员。11 月上旬，

花旗银行被曝继 9 月份在抵押贷款部门大

幅裁员后又裁掉了约 50 个交易岗位。高盛

集团于 9 月份裁员数百人后又在银行部门

裁员数十人。摩根大通解雇房贷部门 1000

人。富国银行报告显示，其三季度员工总数

减少约 14000 人。

作为美国财富最集中的两大行业，科

技、金融业可以说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当

前美企收缩业务和管控成本的背后是普遍

的缺乏信心。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企业

更愿意招聘更多的员工和探索新业务，而当

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时，企业便倾向于裁减亏

损或不盈利的业务。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和美国商业委员会在 9 月 19 日至 10 月 3 日

期间针对 CEO 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今

后 12 个月至 18 个月的美国经济前景，98%的

美 国 企 业 CEO 表 示“ 正 在 为 经 济 衰 退 做

准备”。

今年以来，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导致

借贷成本和融资成本相应上升，首先受到影

响的就是信息科技和银行业。例如，受通胀

和利率上升的影响，数字广告商普遍削减成

本，导致脸书、谷歌、推特等依靠广告收入的

互联网科技企业业绩下滑。

有分析指出，IPO 业务是美国银行业主

要利润来源之一，今年 9 月份和 10 月份，美

国的并购活动同比下降 43%，新股发行规模

更是同比下降 95%，创下 2011 年以来同期

最低水平。融资活动跌至冰点，直接影响了

银行营收。

银行近期公布的三季度财报也显示出

这一变化：高盛净利润同比骤降 43%；花旗

银行投行业务收入暴跌 64%，净利润同比下

降 25%；摩根士丹利净利润同比下降 29%；

富国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 31%；摩根大通净

利润同比下降 17%。

行业人士指出，科技、金融企业裁员潮

的涟漪效应将影响其他行业，部分体现在计

划上市的企业越来越少，使得投资银行业绩

受损；科技企业减少广告投入，给媒体行业

带来不利影响；裁员潮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源

部门员工的需求下降等。

越来越多行业加入到裁员队伍中。媒

体娱乐业的迪士尼、奈飞最近各自宣布了裁

员计划。房地产公司 Redfin 于 11 月 9 日宣

布今年计划再裁员 862 人，约占其员工总数

的 13%，这是其今年的第二轮裁员。另一家

房地产公司 Compass 宣布裁员 10%，约 450

人。消费巨头沃尔玛近期公布的三季度财

报显示期内净亏损 17.7 亿美元，此前沃尔玛

已 被 曝 因 成 本 上 升 、需 求 疲 软 等 裁 员 约

200 人。

美国企业“裁员潮”已波及多个领域，与

早前投资银行派杰投资（Piper Sandler）预测

或相吻合，“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市场可能

会看到上百万甚至更多的裁员。”彭博社早

前也报道称，美国 10 月份裁员公告同比增

长多达 48%，更多裁员“正在路上”。 本版编辑 徐胥 刘畅 美 编 夏祎 王子萱

近期，七国集团针对俄罗斯原油实施的限价计划颇受关注，但种种因素表明，油价上限行不通。第一，限价计划

本就是地缘政治斗争产物，追随者寥寥。第二，限定油价左右为难，美欧限价措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第三，美欧为

达政治目的而干预市场的行为遭到了欧佩克的抵制。此外，海运保险市场并非完全被英美垄断，俄罗斯将在很大程

度上避开制裁。总之，美西方一意孤行，针对俄罗斯原油的限价计划可能成为又一头“灰犀牛”，扰乱石油市场并拖累

世界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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