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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或迎“六连涨”炼油亏损新能源获利好

过去半个月内，国际油价上
演了一波“过山车”行情。业内人
士认为，未来市场对地缘风险、供
应预期等的忧虑情绪，将继续主
导油价的高波动性。而对于我国
这个最大的油气进口国而言，则
是喜忧参半。新一轮国内成品油
调价窗口于 3月 17日开启，届时

“六连涨”将是大概率事件，交通
运输等多行业成本将进一步增
加，一些炼油企业也是亏损严
重。不过，从经济增长的后劲和
空间上看，油价上涨也给能源行
业转型带来了市场机会。

国际油价坐上国际油价坐上““过山车过山车””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走

高，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
期货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由
去年 12月初的不足 70美元/桶上
涨至 2月初的 90美元/桶以上，3
月 1日WTI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
格双双突破100美元/桶的大关，3
月8日两者分别收于123.70美元/
桶和127.98美元/桶，创下2008年
7月以来的新高，仅6个交易日就
上涨超27%。然而，从3月9日开
始情况急转直下，截至3月15日，
WTI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破

100美元/桶大关，分别收于 96.44
美元/桶和99.91美元/桶，与3月8
日的高点相比下跌了 22.04%和
21.93%。

“当前市场基本面是国际疫
情趋缓、逐步解封带来的石油需
求预期增强，而欧佩克+为代表的
供应端调整缓慢，导致库存出现
明显下降，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
能源转型背景下油气投资谨慎，
供应前景存在隐忧。”北京燃气研
究院副院长白俊在接受《经济参
考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出现

“过山车”行情主要是俄乌冲突、
经济金融制裁与反制裁、地缘政
治博弈、通胀和加息预期等因素
造成市场心态脆弱，投资者情绪
不稳，市场风险溢价波动较大。

中国能源问题专家刘满平认
为，前期油价高涨主要是受俄乌
冲突导致市场非理性上涨，预计
因俄乌冲突引发的风险溢价累计
约20-25美元/桶。“但这种影响是
短期的，一旦市场适应此因素，或
者冲突有所缓和，油价肯定会下
跌。”

对于后续油价的走势，业内
人士的判断虽有分歧，但一致认
为短期仍将保持高波动性。“预计

一时半会儿油价还会动荡不止。”
白俊认为，目前不能对油价继续
大幅回落抱有期望。

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教授孙传旺看来，未来油
价变化短期仍然取决于俄乌局势
的进展，如果无法弥补供给侧的
影响，油价依然存在波动甚至上
涨的可能。卓创资讯分析师桑潇
判断，供需紧平衡依然是近期油
市的有力支撑，市场对地缘风险、
对供应预期的忧虑情绪，将继续
主导油价的高波动性。后期美联
储加息等货币紧缩政策，也将对
油市形成不可忽略的影响。

国内喜忧参半国内喜忧参半
国际油价震荡上行，对于原

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2%的中国而
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虽然价格上涨利好国内油
气生产和海外上游业务，但我国
是全球最大的油气进口国，高油
价高气价增加了相关产业成本和
居民生活负担，对完成今年的经
济发展目标不利。”白俊称。

刘满平也指出，国际油价上
涨直接增加我国原油进口成本，
进而影响到产业链下游的成品油
和化工原料，而且还将抬高诸多
行业的原材料成本，并通过生产
链传导至消费端，导致通胀水平
上升。

3月 17日 24时，新一轮国内
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将开启，据
卓创资讯测算，届时汽柴油价格
预计上调 820元/吨，创 2013年 3
月 26日新版定价机制以来最大
涨幅。而在此之前，国内成品油
价格已连续五次上调，汽、柴油价
格累计每吨分别提高 1265元和
1220元。

卓创资讯分析师孟鹏介绍

说，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国内炼厂
炼油成本亦明显增加，虽然汽、柴
油批发价格近期涨势明显，但整
体来看炼油环节利润仍难以得
到保证。截至 3月 9日，当周山
东地炼平均综合炼油利润为-
213 元/吨。利润亏损及原料欠
缺等因素导致近期部分山东地
方炼厂开始降低开工负荷，截
至 3月 9日，当周山东地炼一次
常 减 压 装 置 平 均 开 工 负 荷
56.33% ，环 比 下 降 4.6 个 百 分
点，也导致成品油产量出现一定
下滑。

“油价上涨也有利好的一面，
例如，抑制石油消费；促进新能源
产业发展，倒逼能源清洁低碳转
型；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炼油
产业的升级调整。”刘满平称。

孙传旺表示，从经济增长的
后劲和空间上看，油价上涨给行
业转型带来了市场机会。对于传
统能源企业而言，倒逼它们大力
实施节能减排和清洁替代，加大
绿色零碳能源供给。而新能源企
业则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外部条
件，不只是提升国内竞争力，还将
迎来更大的国际投资合作机遇。

多措并举保供稳价多措并举保供稳价
面对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

我们该如何应对，确保能源安全
稳定供应？

首要举措就是大幅增加油气
勘探开发投入，推动油气增储上
产。事实上，2019年开始我国第
一次在油气勘探开发行业提出

“七年行动”计划，此后原油产量
连续三年增加，为 2021年中国原
油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 20年来
首次下降提供了“底气”。目前

“三桶油”都在进一步加大增储上
产力度，未来中国的油气产量有

望进一步增加。
“还应做好重要初级产品的

储备工作，扩大储备规模，增强抗
风险能力。”孙传旺指出。据透
露，2022年我国将新增50亿立方
米以上储气设施。

在着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
的同时，我国应立足煤炭为主
的能源国情，大力促进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并且，大力推动
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加快
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清洁能
源的快速增加也将有效对冲和
减缓外部影响。

按照规划，我国要在沙漠、
戈壁、荒漠建设 4.5亿千瓦的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经济参考
报》记者了解到，第一批装机规
模约 1 亿千瓦的沙漠、戈壁、荒
漠风电光伏基地已有序开工建
设，第二批基地项目组织加快
推进。同时，新能源汽车也是
发展迅速，2022年有望达到 550
万辆的规模。

相关企业也在顺势加快升级
转型。中国石化提出力争在
2025 年建成中国第一氢能公
司。“十四五”规划累计绿氢产量
超百万吨。浙江某石化企业人士
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通过
加快周转、提前锁定远期等措施
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同时，公司也
在谋求向高端产业发展，并实地
调研光伏、储能等新业务。

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还
要依靠市场的力量。白俊认为，
从国内看，短期要把高成本在供
应商和用户之间进行合理分担，
也要发挥价格调节作用，利用高
价格抑制部分需求，同时要兼顾
长远，继续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增
加国内生产供应能力和提高生产
供应效率。

经济增长动能正减弱 美国通胀难言见顶
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美国 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CPI)环比上涨 0.8%，同比上
涨 7.9%，创 1982 年 1 月以来最大
同比涨幅。美国 2 月份 CPI 环比
和同比涨幅均较 1 月份明显扩
大，表明美国通胀率继续强势上
扬，美联储之前的分析预判和有
关降温措施不够精准有力。美
国面临两难抉择，既想确保经济
增长，又要抑制通胀，通胀率在
年内实现软着陆目标难度较大。

从美国国内来看，经济增长
的动能正在减弱，风险依然存在，
经济持续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一是消费呈现疲软乏力态
势。作为美国经济增长主要支
撑力量的居民消费，在国民可支
配收入减少和高通胀预期打击
下，已出现徘徊或停滞现象。美
国消费者去年四季度的消费支
出仅对经济增长贡献了 2.25%，
其余大部分消费来自政府的救
助政策支出。与此同时，居民实
际可支配收入下降 5.8%。3月 11
日，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调查
报告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

数初值跌至 59.7，创 2011年 9月以
来新低。消费者一年期通胀预期
升至 5.4，创 1981 年 12 月以来新
高。

二是政策调控工具有限。拜
登政府大肆刺激经济增长的量化
宽松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
反对。今年内若再出台较大规模
经济刺激政策与措施，将会受到两
党政治斗争的更多掣肘。拜登政
府去年强烈刺激经济的效应已部
分提前释放。

三是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效
果弱化。贸易是拉动美国经济增
长三大传统支柱之一。美国商务
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商品贸
易逆差增至 1.08 万亿美元，占
GDP 近 5%。美国去年前三季度
净出口连续下滑，四季度同比零
增长。今年基于多种因素来看，
美国贸易逆差继续创新高不无
可能。

四是债务规模屡创新高。在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截至今年
1 月 31 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
模已突破 30 万亿美元大关。美
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突

破 100%。债务的激增放大了美国
经济的脆弱性，也限制了美国政府
支持经济复苏和私人部门在中期
进行投资的能力。

从外部因素看，全球经济继
续复苏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
经济增长和降低通胀两方面均
承受压力。

首先，疫情威胁尚未彻底解
除。全球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
例仍在增加。世卫组织官员警
告，新冠病毒仍在快速广泛传
播，未来出现危险性更高的新毒
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多国基
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考量，
急于解除防疫限制措施的做法
缺乏理智，有可能再次付出巨大
代价。

其次，大宗商品价格仍不稳
定。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经济学家
一度希望美国通胀率在今春“见
顶”，但随着美国汽油价格以及小
麦、金属等大宗商品受俄乌冲突及
相关制裁措施影响，价格出现飙
升，上述希望已落空。分析认为，
俄罗斯是全球重要油气出口国，俄
乌局势紧张将导致美国通胀进一

步走强。一般认为，国际油价每桶
每升高10美元，美国通胀水平将增
加0.2个百分点。美国汽车协会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
美国汽油价格上涨 24%，接近去年
全年涨幅的一半。3月 6日，全美
汽油均价自 2008年后首次突破每
加仑 4美元关口，居民生活成本大
增。摩根大通警告，若油价冲高到
每桶 150美元，全球经济将停止增
长，通胀率将冲高到7%以上。

再次，全球劳动力短缺问题尚
未显著改善，生产原料、运输和储

存成本继续走高，供应链不畅，多
国通胀率不同程度地继续上升。
在全球经济高度关联的当下，美国
经济难以独善其身，不可能不受牵
连。

美国及全球经济同时面临增
长放缓和通胀上扬的难题，考验美
联储和各国央行。高企的通胀率
为美联储3月份开始加息铺平了道
路。但随着市场开始担心通胀将
继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带来滞
胀风险，美联储在未来货币政策的
选择上将更加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