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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天然气价格自 2022 年 8 月份从高位下

跌以来，一路屡创新低，至今大约跌去了七八

成；欧洲天然气价格甚至跌到 19 个月以来的最

低水平。是什么原因导致欧洲能源危机背景下

天然气价格井喷后的大起大落？随着欧洲国家

减少天然气消费以及库存急剧增加，天然气价

格是否能止跌回稳，甚至反弹？

影响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的因素很多，气

候变暖是重要原因之一。去年暖冬，欧洲大幅

减少了用于建筑供暖的天然气需求，目前欧盟

天然气消费量较往年平均水平低 20%；非常戏剧

性的是，最近交易盘中的天然气价格却因天气

预报的气温低于预期一度飙升超过 8%，给天然

气市场带来难得的乐观情绪。同时，由于能源

价格高企，欧洲企业更加重视能源使用效率，欧

盟更是逐步淘汰了一些高耗能产业。地缘政治

冲突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能源供求结构，导

致市场价格大幅震荡。另外，作为避免短缺的

关键指标之一，欧洲天然气储存目前约为 65%，

远高于正常水平。

一般来说，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变化而变化，

有其必然的内在规律，但如今世界经济的不确

定性增加，外在因素往往会破坏市场的规律性

波动，从而累积不可预见的风险。

从欧洲的情况看，欧盟正在与俄罗斯能源

脱钩。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对欧洲的大部分出口

都受到限制，出口减少了一大半，预计几年之内

欧洲有可能摆脱对俄气的依赖。与此同时，欧

盟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激增正取代俄气管道进

口，液化天然气贸易发生了明显变化，全球液化

天 然 气 货 物 集 中 转 向 欧 洲 。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三季度，美国三分之二的液化天然气出

口到欧洲，同比增加 3 倍。此外，欧盟还增加了

从挪威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并从卡

塔尔和北非扩展进口渠道。由于大量进口液化

天然气，欧洲的天然气库存远高于历史平均水

平，几乎是 2018 年低点的 3 倍。

正是因为充足的天然气供应，使得天然气市

场价格一路下跌。根据独立商品数据，3月份，作

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天然气期货价格跌破 49 欧元/兆瓦时，是

2021 年 9 月份以来的最低价格，与 2022 年 8 月份

的 340欧元/兆瓦时有天壤之别。不过，短期内出

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欧洲能源危机已

经解除。事实上，价格下跌也许只是暂时的，欧洲

成功化解了俄罗斯“断气”威胁，但危机远未结束。

高盛在去年底曾预测，随着供应紧张趋缓，

到 2023 年一季度，欧洲天然气价格将下跌至 85

欧元/兆瓦时。高盛还预计，天然气价格将在今

年一季度开始回升，随着库存重建，预计到 7 月

底价格将飙升至略低于 250 欧元/兆瓦时。多数

市场人士也预计价格会有所反弹，但不至于大

幅攀升。天然气价格目前受天气变化影响，其

走势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但从 2025 年开

始，大量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将开始进入市场，欧

洲天然气的价格将回到正常水平。

国际能源署预测，今年全年天然气平均价

格将比去年低约三分之一。预计未来几年，全

球 对 液 化 天 然 气 的 需 求 将 增 加 ，市 场 竞 争 加

剧。从长远来看，由于欧洲对能源安全日益关

注，预计对俄罗斯天然气需求的下降和液化天

然气贸易结构的变化将继续下去。欧洲一方

面致力于推动能源供应多样化；另一方面则增

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加快能源绿色转型。

市场风险一直都存在，因此也不能排除全

球天然气价格再次飙升的可能性。供应增加有

限，但今年随着经济恢复增长，对天然气和液化

天然气的需求也会增加，市场竞争将会加剧。

另外，如果地缘冲突急剧升级，导致全球大宗商

品价格飙升，天然气价格或许首当其冲，出现报

复性上涨。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市场权威人士认

为，现在天然气价格仍处于底部阶段，拐点可能

已经悄悄到来，但仍然需要等待世界经济复苏

的好消息。

天 然 气 价 格 不 确 定 性 增 大
□ 翁东辉

今年天然气市场或“产销两旺”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李学华

天 然 气 出 口 国 论 坛（GECF）近 日 发 布 的

《2023 年度天然气市场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

天然气消费量和产量均有所下降，预计 2023 年

将恢复增长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22 年液化

天然气（LNG）出口的增长速度较上一年略有放

缓，未来天然气领域投资仍面临不确定性。

消费需求逐渐恢复

GECF 总部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其正式成

员包括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埃及、赤道几内

亚、伊朗、利比亚、尼日利亚、卡塔尔、俄罗斯、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阿联酋和委内瑞拉。安哥拉、

阿塞拜疆、伊拉克、马来西亚、莫桑比克、挪威、

秘鲁拥有观察员地位。GECF（成员国和观察员

国）占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的 72%、销售产量

的 44%、管道出口量的 56%以及全球 LNG 出口

的 52%。

报告显示，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全球天然

气 消 费 量 下 降 0.4% ，达 到 4.01 万 亿 立 方 米 。

2022 年一季度和四季度温和的天气条件影响了

住宅部门的天然气消耗，而高昂的天然气价格

对工业消费者的天然气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消费者要么转向替代燃料，要么减少产量，

导致亚太地区和欧洲的需求受到抑制。

此外，在欧洲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后，欧

盟于 2022 年 8 月份实施的《关于协调减少天然

气需求措施的条例》导致区域天然气消费量同

比下降 10%。在亚太地区，由于全球 LNG 价格

高企，导致发电行业重新使用煤炭，中国和印度

的天然气消费量分别同比下降 1.3%和 4.3%。美

国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5.4%，原因是煤炭供应趋

紧和煤炭价格上涨导致发电行业天然气使用量

增加。

GECF 预计，2023 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将同

比增长 1%，美国、中国和一些新兴国家如印度尼

西亚、泰国和孟加拉国将推动需求增长。

产量止跌回升

GECF 的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天然气产量

下降 0.1%至 4.04 万亿立方米。包括天然气需求

减少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内的几个因素对

2022 年的天然气产量施加了下行压力。此外，

上游成本增加和高通胀也阻碍了天然气生产的

上游活动，同时影响了公司的利润率。

从地区来看，欧亚大陆和非洲的降幅最大，

分别下降 9%和 4%。相反，北美、中东、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欧洲以及亚太地区的天然气产量分

别增加了 590 亿立方米、200 亿立方米、30 亿立

方米、30 亿立方米和 20 亿立方米。

GECF 预计，2023 年北美、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中东以及非洲的天然气产量分别增长 5%、

4%、3%和 2%，全球天然气产量将增长 1%，非常

规天然气产量将增长 6%。

报告显示，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产量 2022 年

增长了 3%，达到 6930 亿立方米，该地区在全球

天然气产量中的份额增加到 17%。沙特阿拉伯、

阿曼和伊拉克是该地区增产的主要来源，分别

增加了 130 亿立方米、50 亿立方米和 20 亿立方

米。卡塔尔和阿联酋积极利用其天然气资源，

快速推进各自的 LNG 扩建项目，以提高 LNG 出

口能力。

GECF 报告称，2021 年全球 LNG 出口同比

增长 6%（2200 万吨），而 2022 年的 LNG 出口同

比增长 5%（1800 万吨）至 3.99 亿吨，出口增长速

度有所放缓。新液化项目的启动和扩产、更高

的原料气可用性、更少的计划外维护以及一些

国家的 LNG 产量超过额定产能，推动了全球

LNG 出口的增长。

2022 年 ，GECF 的 LNG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4%

（800 万吨）至 1.97 亿吨，在全球 LNG 出口中的

份 额 为 50%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基 本 持 平 。 非

GECF 国 家 的 LNG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5%（900 万

吨），达到 1.97 亿吨的历史新高。

面临不确定性挑战

GECF 表示，2022 年的天然气市场出现重大

动荡，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变化和过去 10 年行

业投资不足。

欧洲和亚洲的现货天然气和 LNG 价格在

2022 年夏末飙升至历史新高，同时全年经历了

大幅波动。这主要因为欧洲为取代价格较低的

管 道 天 然 气 进 口 ，对 LNG 的 需 求 激 增 ，导 致

LNG 市场吃紧。在现货价格创历史新高的情况

下，各国不得不从天然气转向煤炭甚至褐煤，特

别是在发电和工业领域。

2022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总投资额

为 7180 亿美元，比 2021 年增长 7%。尽管过去两

年油气投资大幅回升，但总投资仍未恢复到疫情

前水平，比 2019 年低 7%（约 500 亿美元）。2023

年，由于上游行业的投资增加，以及液化天然气

进口终端（尤其是欧洲）的显著增加，全球油气投

资预计将进一步增加。同时，政府干预的重点从

能源转型转向确保能源安全，也为增加天然气和

LNG项目的投资提供了机会。

尽管预计 2023 年对天然气的投资将保持高

位，但一些迫在眉睫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阻碍对

该行业的投资，例如全球经济增长减速、货币政

策转向紧缩、能源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等可能对投资决策构成挑战。此外，长期需

求的不确定性、环境政策和政府法规的变化，以

及与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的资本竞争，

将给天然气领域的长期投资带来挑战。

日前巴西总统卢拉访华，中

巴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要加强本币

贸易。为促进两国直接使用本币

进行贸易结算，今年中国已在巴

西建立了人民币清算行，使得我

国在 29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人民

币清算中心达 31 个，已与 40 个

国家进行了货币互换，规模超过

4 万亿元。

中巴货币合作弃用美元并非

个案，美联储激进货币政策带来

的严重负面溢出效应给不少发展

中国家带来股债汇三杀的局面，

肆意的“长臂管辖”和金融制裁

及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令美元霸

权显露无遗，美欧银行业流动性

危机暗流涌动，使得很多国家开

始尝试在双边贸易中弃用美元，

而直接使用本币结算。印度与马

来西亚已经在贸易中使用本币。

巴西与阿根廷不仅倡导使用本币

结 算 ， 甚 至 在 考 虑 研 发 共 同 货

币。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访华时提

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不再依赖

美 元 ， 而 东 盟 也 在 讨 论 去 美 元

化。从拉美到中东、到欧亚，俄

罗斯不仅与中国和印度贸易使用

本币，而且对不友好国家出口天

然 气 以 卢 布 交 易 。 从 双 边 到 多

边，从理论到共识再到行动，全

球去美元化正在加速。

去美元化恐成大势所趋

从数据看，今年 1 月份美元

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大幅锐减至

40%，而美元在各国官方储备货

币中占比从 1999 年的 71%降至不

足 59%。各国官方储备中的美元

更多被黄金和其他货币所取代。

不仅俄罗斯央行在增持黄金，中

国及多国央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央行都在连续大幅增持黄金，

2022 年 各 国 央 行 增 持 的 黄 金 规 模 超 过 1136

吨，创二战以来的次高。

从理论看，世界货币具有交易、投资、储

备等功能，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应该具有准公

共品性质，兼顾本国与全球利益，但美国国内

利益优先导致了美元霸权，美国前财长康纳利

就宣称“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如果作

为世界货币标尺的美元总是价格剧变，那标尺

标定的商品和资产价格就难以稳定，进而引发

金融市场风险，因此伴随美联储周期性地加息

与降息，以美元回流剥夺他国利益，这本身就

成了危机来源。如果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不承担

作为世界公共品的责任，美国只谋取本国利

益，给他国输出通胀和风险，见到利益就收

取，见到风险就逃之夭夭，遇到危机就甩锅，

那么去美元化恐成大势所趋。

去风险化及去霸权化引发去美元化

避险加剧波及美元。美国常用降息来输出

通胀，加息来回流美元，美联储以“翻云覆雨

手”来搅动美元潮汐，给全球带来风险。本轮

美联储快速加息不仅令中小银行风雨飘摇，而

且激化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今年 3 月黑石暴雷

后，硅谷银行等接连倒闭，危机外溢致瑞信被

收购。欧美银行业危机加速了去美元化进程，

在外汇储备中减持美元增持黄金再次成为热议

话题和多国现实选择。

抛售美债成为趋势。减持美债原来可能是

少数国家的行为，但是伴随美债收益率倒挂、

美国银行业风险暴露以及美国滥用制裁手段消

耗美国信誉，美债和美元信用流失。美联储不

顾一切地大幅加息令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零利

率攀升至 5%的高位，让 全 球 处 于

高风险、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

的 环 境 中 ， 抛 售 美 债 成 为 共 识 ，

2022 年持有最多美债的日本和中国

分 别 减 持 美 债 达 2245 亿 美 元 和

1732 亿美元。不仅美债持有大国的

中国和日本，而且法国、沙特、以

色列、土耳其等国也都在纷纷抛售

美债。

制裁反噬危及美元。伴随美国

页岩气革命，美国由传统的石油进

口国转变为石油出口国，石油美元

逐渐势弱。而在乌克兰危机中，美

欧对俄罗斯实施了包括能源禁运、

金融管制等在内的近 2 万项制裁，

美国联合多国将俄罗斯多家银行剔

除 SWIFT。此举也使得俄罗斯更加

坚定地实施从 2014 年以来的去美元

化战略，在大幅降低美元在外汇储

备中份额的同时，大幅提升人民币

和黄金的份额。作为反制裁，油气

储量和产量都在全球数一数二的俄

罗斯要求对美国等 48 个不友好国家

出口天然气以卢布结算，天然气卢

布跃然纸上，令石油美元被天然气

卢布所对冲。

美元霸权激发弃用。特朗普政

府发起的贸易战至今仍未停止，为

了美国利益第一，特朗普要求“买

美国货、雇美国人”。美国的强硬

政策引发多国不满和担忧，贸易摩

擦 重 挫 美 元 。 马 斯 克 发 推 特 称 ：

“ 问 题 很 严 重 ， 美 国 政 策 过 于 强

硬 ， 使 其 他 国 家 都 想 抛 弃 美 元 。”

无论是对全球发起贸易战，还是用

美元霸权和 SWIFT 对他国制裁，都

不仅破坏了国际规则，也损害了美

国信誉，损失了美元信用，加速了

去美元化的进程。

去美元化从单边到双边到多边

货币互换重挫美元。巴西和阿根廷作为南

方 共 同 市 场 中 最 重 要 的 两 个 成 员 国 ， 早 在

2008 年 10 月 就 实 行 了 双 边 贸 易 本 币 结 算 制

度，为南方共同市场的去美元化开辟了道路。

截至 2022 年底，人民币已经超过欧元成为巴

西第二大官方外汇储备货币。与此同时，本币

互换下的中俄贸易在突飞猛进，2022 年中俄

贸易接近 2000 亿美元。

多边合作弃用美元。不仅双边层面实现大

量的本币互换，欧亚经济联盟去美元化，金砖

国家去美元化和使用本币在提速。注册资本

1000 亿美元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更

令成员国间的本币结算蔚然成风。与此同时，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本币使用更广泛，

去美元化决心更坚定。

实际上不仅是美元本身的难题无解，更重

要的是美国并不顾及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义

务，而是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

负面外溢明显，输出通胀与风险，美元反而成

了财富收割机。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动辄对他

国实施金融制裁和“长臂管辖”，让不少国家

处 于 危 险 中 ， 因 此 ， 去 美 元 化 就 成 了 去 风

险化。

另一逻辑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变化。

2008 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

的占比呈现“剪刀差”。金砖国家 10 多年来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近 10 年来，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高达 38.6%，这

些变化客观要求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多元化。

尽管去美元化已全面开启，成为大势所

趋，但去美元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

而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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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去美元化正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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