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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际油价结束了从 6 月份开始

的连续 7 周的周线级别上涨，进入回调阶

段。截至 2023 年 8 月 25 日当周，油价震荡

下跌，伦敦布伦特、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油价分别下降至 84 美元/桶和 80

美元/桶附近。

这一价格基本上重新回到了 2023 年

年初的水平，但相较于 2022 年的价格高位

已经下滑了三分之一左右。这反映了国

际油价的基本走势：在去年地缘政治因素

引发的高位油价逐步回落的大趋势下，供

需两弱的格局将导致国际油价处于区间

震荡态势。

在年初各大机构对国际原油价格的

展望中，供需层面的潜在“双弱化”是多方

共识。一面是全球央行加息潮带来的经

济放缓和需求下行风险，另一面是由石油

输出国组织和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

佩克+”控制产量托底油价和“欧佩克+”

以外的产油国增量有限难改供给紧张大

势。事实上，这两大因素很好解释了今年

以来国际油价的基本走势。

供给层面，“欧佩克+”主要成员国的

托底决心成为支撑油价极端性走强的重

要因素。4 月初，“欧佩克+”向市场传达

了进一步主动支撑油价的决心。受此影

响，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曾一度上涨

至 88 美元。另一方面，需求不足数据的阶

段性释放不断压制石油生产国支撑油价

的效果。4 月份“欧佩克+”表态后，全球

宏观数据不及预期导致悲观情绪主导市

场。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从 88 美元

的高位逐步回落，并一度跌至 71 美元。

本轮国际油价的回调走势也无法摆

脱供需博弈的框架。在此次回调之前，国

际油价已经连续 7 周上涨。这主要得益于

6 月份“欧佩克+”的表态。在此次“欧佩

克+”部长级会议上，主要成员国决定延长

原油减产协议至 2024 年底，同时沙特独自

额外减产 100 万桶/日。这一系列举措直

接推动了国际原油价格实现自 2022 年以

来最长的周线级别上涨，并再度触及 88 美

元的年内高点。

然而，随后宏观数据的恶化，尤其是

各方对于发达经济体潜在衰退的担忧加

剧了油价下行压力。在 8 月初的拐点节点

上，国际市场已经从惠誉下调美国主权信

用评级感受到需求层面的寒意，然而沙特

和俄罗斯宣布延长供应削减至 9 月份的决

定、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原油库存的创

纪录降幅避免了油价的单边下行。在此

后的三周中，来自需求侧的压制因素逐步

强化。发达经济体央行加息导致的经济

衰退风险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

8 月上中旬美国通胀数据再次加速上

行，加大了各方对于美联储将采取更多抑

制需求政策的预期。8 月中旬至下旬，一

系列不及预期的宏观数据加剧了各方对

于未来原油需求不振的担忧。其中影响

最为突出的数据是采购经理指数（PMI）

前瞻数据。最新的标准普尔全球 8 月份早

期 PMI 调查数据显示，主要发达经济体自

1 月份以来首次集体陷入收缩。其中，美

国综合 PMI 虽然仍在扩张区间，但已经处

于 6 个月的新低；英国、欧元区综合 PMI

不仅处于枯荣线以下，而且分别创下 31 个

月和 33 个月新低；日本综合 PMI 指数虽

然连续 8 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但是增速较

二季度明显下滑。制造业 PMI 的数据令

人更为担心，前瞻数据显示上述四个国家

和地区制造业部门均处于萎缩状态且下

行压力明显。

受此影响，虽然 8月后半月原油库存数

据超预期下降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但是需求

疲弱导致市场对原油需求的前景悲观加剧。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各方原油供给收

紧的预期近期也频遭冲击。一方面，美国

原油供给不断上升。从 7 月底开始，美国

原油产量从 1220 万桶/日逐步上涨至 1280

万桶/日，升至 3 年新高，同时原油出口也

保持高位运行。另一方面，超预期新增原

油供给不断增加。市场机构近期密切关注

“欧佩克+”以外的产油国的新增产能。国

际能源署数据显示，7 月份“欧佩克+”以外

的产油国的产量增加了 31 万桶/日，产量

增至 502 万桶/日。8 月份，来自伊朗、委内

瑞拉的原油加速流入国际原油市场的消息

也进一步加重了国际油价的承压下行。

展望后市发展，国际原油市场无近

忧、存远虑成为各方的共识。

在供给侧，尽管沙特和俄罗斯等持续

减产，美国带领的“欧佩克+”以外的产油

国增产将持续抵消相关减产努力。美国

能 源 署 预 计 ，“ 欧 佩 克 +”以 外 的 产 油 国

2023 年 和 2024 年 将 增 产 210 万 桶/日 和

120 万桶/日，其中 2023 年美国和其他非

“欧佩克+”产油国将分别增产 130 万桶/

日和 80 万桶/日，2024 年将分别增产 50 万

桶/日和 70 万桶/日。

在需求侧，2023 年的需求复苏和 2024

年的需求下滑将接续出现。国际能源署

认为，2023 年，在交通运输逐步恢复、石油

发电量增加和中国经济复苏的整体推动

下，全球石油需求正在创下历史新高，预

计 全 年 需 求 将 增 加 220 万 桶/日 ，达 到

1.022 亿桶/日。然而，伴随新冠疫情后反

弹动力的逐步减弱，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

济状况低迷，在全球普遍提高能效标准和

推进电动汽车使用的大背景下，2024 年全

球原油需求增幅将从今年的 220 万桶/日

下降至 100 万桶/日。

在库存方面，国际能源署预测下半年

原油库存将出现下降，其中三季度、四季

度可能分别下降220万桶/日和120万桶/日，

这将为油价提供一定的支撑。然而，针对

2024 年的库存预期，美国能源署预计 2024

年库存会小幅增加，进而给 2024 年的油价

带来一定的下行压力。

基于上述供需层面的预测，诸多机构

认为，鉴于当前油价虽然回调但仍处于年

内区间较高位置，且各方对于全球经济增

速放缓和制造业萎缩的预期渐趋强烈，如

若供给层面无明确支撑利好因素，国际油

价未来上行空间相对有限，下行压力将保

持高位。

8 月 24 日，柬埔寨新任首相洪玛奈主

持召开新一届政府首次内阁会议，宣布实

施“五角战略”及其第一阶段的国家发展计

划。“五角战略”是在柬埔寨过去 25 年和平

发展的基础上，引领国家和人民在未来 25

年致力于实现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愿景。该

战略将分 5个阶段，在未来 25年内实施，因

此将成为跨越 5届政府的发展战略。

“五角战略”是指发展人力资源、实现

经济多元化和提升竞争力、发展私人领域

和促进就业、增强抵御力和实现可持续发

展、促进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大方面。

据洪玛奈介绍，“五角战略”第一阶段目标

是增长、就业、平等、效率和可持续性，为

实现柬埔寨 2050 年愿景目标奠定基础。

具体包括：一是确保经济年均增长 7%左

右，具有抵御危机的能力；二是加大人力

资源投入，增加就业机会；三是实现贫困

人口减少到 10%以下的目标，将贫困率控

制在最低水平；四是提高治理能力和公共

机构质量，改善营商环境，促进贸易和投

资；五是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

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他还指出，第一阶

段将重点加强的关键领域包括人才、公

路、水、电和技术。

为有效实施“五角战略”第一阶段目

标，柬新政府确立了 2023 年优先实施的

6 项政策：一是扩大医保服务，覆盖全国范

围；二是为贫困户和弱势群体提供技能和

技术专业培训；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帮

助贫困家庭和弱势群体应对经济危机；四

是将非正规经济纳入发展战略，让非正规

经济服务人员参与正规经济系统，并享受

社会保障；五是推出协调机制和融资项目，

稳定农产品价格；六是向全国农村派遣农

业技术官员，并在乡村地区建立农业协会。

洪玛奈强调，当前全球加速变化，不

确定性增强，柬埔寨国家建设也步入新时

期。为顺利落实“五角战略”目标，新政府

将专注于营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以在先

前的“三角战略”“四角战略”基础上，推动

柬埔寨社会经济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他指出，柬埔寨新政府将确保国内的

和平稳定，制定稳健的宏观经济和财政政

策，持续构建有效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打造具有韧性的柬埔寨经济，增加抵御危

机的能力，推动柬埔寨社会实现可持续

发展。

洪玛奈表示，新政府将实施以战略目

标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广泛与世界各国和

国际组织建立良好的友谊与合作，积极参

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事业，推动和

深化区域及全球合作，开拓新的国际贸易

和投资渠道，让柬埔寨更好地融入全球价

值链和供应链，提升柬埔寨的国家竞争力。

他说，目前柬埔寨政府财政仍将高度

依赖友好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无偿和优惠

贷款来推动经济发展，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柬埔寨新政府将致

力于吸引更多外来投资，以平衡庞大的国

际贸易赤字。因此，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总体环境，对柬埔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

顺利实现国家发展愿景目标至关重要。

柬 埔 寨 出 台 发 展 战 略
本报驻金边记者 王 涛

随着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

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金砖

国家人口已占全球近一半，这将进一步提升

其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发

言权和影响力。金砖国家正日益成长为推进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完善全球治

理的重要平台，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

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从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

看，成立 17 年来，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了 50%，不仅超过七国集团，而

且超过发达经济体的总和。中印经济增速位

居主要经济体前列。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近 10 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超过 6.2%，

印度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此

次扩员吸纳的新成员 2022 年经济平均增速

更高达 6%。

从金砖国家的经济规模来看，金砖五国

经济规模从本世纪初的占全球经济的 8%提

升到 2022 年的 25.77%，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

来计算占比超过 31.5%，超过了七国集团的

总和。不仅如此，金砖五国有丰富的外汇储

备，全球占比超过 35%，吸引外资超过 45%。

同时金砖五国人力资源丰富，人口总数超过

32 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约 42%。扩员后的金

砖十一国更占到全球人口的 47%。

从金砖国家的资源禀赋来看，金砖国家

不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储备，也有发达的制

造业和广阔市场。既有“加油站”，又有“原材

料”，还有“加工厂”。更为关键的是，分布在

亚非美欧各大洲的金砖国家通过加强相互之

间的经济合作和经贸往来、财金合作，实现了

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

从金砖国家的增长潜力来看，金砖国家

有丰厚的自然资源禀赋，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技术

资源、资本资源及广阔的市场，拥有世界石油储备的 44.35%，成长潜力

更大。中印两国人口总数均超过 14 亿，而且金砖国家的劳动力人口素

质高，经济发展潜力大。国际机构普遍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不足 3%，

而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超过该水平，其中中国和印度均超过 5%。

通过加强经贸领域务实合作，金砖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金砖国家已成为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致力于推进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正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深重，发达国家无能

为力之际，金砖国家机制于 2009 年正式成立。金砖国家自成立之日起

就致力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不断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占比、代表性

和发言权。与此同时，金砖国家创立了金融新组织、新机构。为加强成

员国之间的绿色发展及经济合作，金砖国家机制成立不久就创设了注

册资本 1000 亿美元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 1000 亿美元的应急储备

安排，通过建立新组织，创新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金砖国家在共同货

币、跨境支付、基金组织方面都有巨大的合作可能。特别是金砖五国的

货币，即人民币、卢布、卢比、雷亚尔和兰特都是以 R 开头，R5 在共同货

币特别是数字货币方面的合作备受期待。

金砖国家已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

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公平合理公正发

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加入金砖国家平台充满期待。金砖扩员有助于进

一步拓展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发展是硬道理，致力于共同发展的金砖国

家正在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共同走向现代化。通过加强经贸、财金领域务

实合作，金砖国家致力于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中国式现代化为金砖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借鉴。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统筹发展与安全，可以在金砖国家获

得推广。金砖国家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践着互惠互

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金砖国家始终坚持多边主义，不仅是南南合作的

典范，而且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金砖新理念、新机制、新实践、新动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

金砖国家成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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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正日益成长为推进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完

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成为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金

砖国家始终坚持多边主义，不仅是

南南合作的典范，而且为完善全球

治理贡献金砖新理念、新机制、新

实践、新动力。

供需趋弱致国际油价区间震荡
□ 蒋华栋

图为柬埔寨图为柬埔寨 33 号公路号公路

互通立交桥互通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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