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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立中国石油安全体系

张茉楠

8

年前的

3

月

20

日， 美国发动了

伊拉克战争， 而八年后的同一天历史

在重演， 多国干预利比亚局势， 又在

为 “石油而战”。 石油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一次能源， 约占全球能源消费的

40%

。 为应对潜在石油危机， 为保证

中国石油安全， 我们必须将石油安全

置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尽快建立全

方位国家石油安全保障的战略体系迫

在眉睫。

中东北非地区占全球石油储量的

57%

和全球石油出口量的

70%

， 未来

随着危机扩散， 极大增加了爆发第四

次石油危机的可能性， 不排除油价短

期超过

2008

年所达到的峰值创出历史

新高的可能。 从资源的稀缺性上讲，

在可预见的十到二十年间还找不到石

油的替代品， 而人类的需求却在不断

上升， 这种矛盾将导致原油价格节节

攀升， 一个由人类高度依赖石油资源

所带来的危机正在加速到来， 中国的

石油安全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需求看， 中国石油需求增速领

先于其他新兴市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对石

油需求大幅增加。

2000

年至

2009

年

间， 中国原油消耗占全球消耗的比例从

6.3%

升至

10.3%

， 原油消耗增量占全球

增量的

50.4%

， 进口增量占全球增量的

56.4%

。

2010

年全年石油消费量达到

4.55

亿吨， 较上年增长

11.4%

， 需求依

然强劲。

从石油进口依存度上看， 从

1993

年我国成为石油进口国以来， 其对外

依存度逐步提高， 到

2006

年突破

45%

， 其后每年均以

2

个百分点左右的

速度向上攀升，

2009

年中国原油产量

1.89

亿吨， 净进口原油

1.99

亿吨。 原

油对外依存度约为

51.3%

，

2010

年对

外依存度更是超过了

55%

。 而且作为

一个经济规模还在增强的新兴大国，

对石油的需求还将不断上升。 根据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2008-2015)

》 的

预测， 至

2020

年， 中国原油对外依存

度将超过

60%

。

从石油溢价看， 目前我国每年有

1

万亿元用在石油进口上， 测算表明，

油价上涨

10%

， 将会带来

1000

多亿元

的庞大开支。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对于石油需求

量大、 依赖程度深、 进口依存度高的

国家， 一旦石油危机发生， 挑战十分

严峻， 它不仅会导致严重的输入性通

胀， 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中国必须尽快制定保障石油安全的国

家战略， 把石油风险管理提上国家战

略性议程。

首先是保障石油供给。 “手中有

油， 心中不慌”， 建立和完善国家石油

战略储备是应对国际石油市场突发事

件的重要途径。 欧美国家， 包括韩国

等新兴市场国家， 一般都保持有

3－4

个月的战略石油储备。 目前， 我国虽

然已经在浙江、 山东、 辽宁建立了

4

个石油储备基地， 但即使这首批四大

石油储备基地全部启用， 再加上石油

系统内部

21

天进口量的商用石油储备

能力， 也仅能形成

30

余天的战略石油

储备。 要想建立起

3－4

个月的缓冲能

力， 加快我国大型石油储备库建设已

刻不容缓。

要改变对单一能源的依赖， 积极

发展可替代能源， 有序发展煤炭， 稳

步发展石油， 加快发展天然气， 积极

有序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多渠

道提高国内能源的供应能力， 减少对

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

加快海洋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我国海洋资源极为丰富，

2005

年第三

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显示， 目前

我国石油资源量为

1070

多亿吨， 其中

海洋石油资源量为

246

亿吨， 占总量

的

22.9%

； 天然气资源量为

54.54

万亿

立方米， 其中海洋为

15.79

万亿立方

米 ， 占

29.0%

。 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2008

年我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的

126

倍和

184

倍。 可探讨成立国家海洋石

油勘探基金， 从目前市场规模测算，

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基金大约需要

1000

亿人民币左右， 来源可以是财政性拨

款； 或外汇储备的利息收益； 或国家

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部分资金； 或国

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红利收入。 国家

基金应主要作为种子基金投入新建油

气田的海洋油气开采。

尽快建立专门支持石油储备和石

油投资的储备银行。 根据测算，

2010

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约为

2.9-3

亿吨；

2020

年估计为

3.8-4

亿吨。 如今， 石

油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为

22%

左右。

国际能源署 （

IEA

） 预测显示，

2001-

2030

年中国石油领域的投资需要

2.3

万亿美元， 因此， 仅靠一般的政策性

银行， 如国家开发银行或中国进出口

银行的贷款很难从根本上满足资金的

需求， 必须建立专门支持石油产业的

投资和能源储备银行。 政府可以协调

外汇储备机构、 石油企业、 银行、 投

资基金等， 设计一系列约束与激励制

度， 鼓励和支持石油企业或金融机构

出资建立石油战略储备银行， 并允许

它们在石油战略储备基础上发行证券，

这些证券可以作为资本金， 也可以作

为抵押贷款的标的物， 甚至可以在市

场上交易。 这一机制必须坚持一个原

则， 即不经国家批准不得动用石油战

略储备的现货， 政府有权在特定条件

下回购或征用石油战略储备现货。

最后， 建立一个有别于布伦特原

油和美国

WTI

原油定价体系的相对独立

的石油定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必须

壮大在石油市场的定价能力， 可以在借鉴

国际石油贸易市场的多层次性、 交易方式

和交易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 逐步完善国

内实货交易市场， 有步骤地推进纸货市场

的建设， 形成现货、 远期、 期货为重点的

多层次、 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

多元化， 未来可以将外汇储备与能源储备

结合起来考虑， 把单纯的货币储备与更灵

活的石油金融产品结合起来， 即把石油金

融合约如石油期货合约、 石油债券合约等

也视作一种新型的储备货币， 既能使过多

的外储向实物资源转化， 更重要的是在金

融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积极参与全

球原油的定价。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告别高能耗经济

降低核电风险

唐黎明

日本地震导致的核泄漏事件，

引发了全球对核安全的普遍担忧，

有的国家对核战略进行了大规模调

整。 德国称将暂停延长核电站运营

期限计划

3

个月， 并对所有

17

座

核电站的安全性进行毫无保留的彻

底检查， 并且暂时关闭

7

座建于

80

年代的核电站。 实际上， 美国

在此前也曾关闭多处核电站。

与此相反的是， 中国的核电

工业， 被环保部誉为 “绿色经济

的希望”， 还在大举跃进。 据统

计， 中国现有

6

座核电站

13

台机

组运行， 此外还有

12

个在建的核

电站，

25

个筹建中的核电站。 根

据 “十二五 ” 的核电规划 ， 到

2020

年的核电装机规划将提高到

8600

万千瓦。 未来

10

年， 中国将

要修建的核电站规模达到其他国

家总和的三倍。 不过， 日本的核

泄漏已引发中国反思核电建设，

国务院近日称将调整核电规划，

暂停审批新项目， 这是一个令人

欣喜的进步。

核电工业通常被冠以 “绿色经

济的希望”， 肩负节能减排的重任，

再加上各地对电力的需求旺盛， 引

发近年来中国核能规划大跃进。 然

而， 能源需求再旺盛都不能成为漠

视生命的理由， 高耗能产业也不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

邻国的核灾难， 是教训也是

警钟。 如此庞大的核电发展计划，

是否对核电安全问题有足够的考

虑？ 以中国如此高的人口密度，

是否在出现事故时有足够的应对

能力和应对空间？ 如此快速而迅

猛地发展核电， 在人才、 资金、

技术方面， 是否有足够的保障？

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都希望得到

有说服力的答案。

从选址上看， 运行和规划中

的核电站多建在浙江、 广东等沿

海地区， 这源于中国的电力负荷

中心位于东南沿海， 且具有丰富

的水资源。 意外的是， 近年来四

川、 重庆、 河南、 江西等人口稠

密的内陆地区也将规划建站， 让

人匪夷所思。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

国， 这些临近大城市的核电站，

万一发生核泄漏事故， 可能导致

成千上万的人遭受辐射， 这要求

核电站的选址更为科学理性。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大规模扩

张， 原本规划于郊区的危险化工

区域， 因为城市的迅速扩张而被

层层包围， 近年来城市化工厂爆

炸事件此起彼伏， 危害邻近住宅

区的安全， 频频见诸报端。 城市

化的扩张， 同样吞噬着原本受限

的核电建设区域。

1987

年规划建

设的大亚湾核电站， 所在地龙岗

区曾被称为深圳的 “西伯利亚”，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扩张， 也成为

拥有近

200

万人口的大城区， 核

电站与人口稠密区的直线距离近

在咫尺。 而距离大亚湾一公里外，

1997

年规划建设了深圳的第二座

核电站岭澳核电站。

核能利用如同一把双刃剑，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核电安全

更具挑战性。 日本地震所引发的

核电危机， 对中国未来的核电战

略调整， 是教训也是警示。 对核

电的无尽需求源自于中国粗放的

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模

式才是远离高能耗的正确途径。

近三十年来， 中国的经济严

重依赖高能耗产业的发展， 对电

力、 资源的需求步步推高， 间接

推高了近年来的核电大跃进。 虽

然当前不少地方提出转变政绩考

核方式， 然而地方政府对于经济

发展路径具有强大的惯性和依赖

性。 在一些地方领导心目中， 确

保经济增长数量是硬任务， 利益

驱动的地方政府加快了高能耗项

目的上马， 所谓的节能减排也成

了口号和形式主义。 走高耗能经

济的发展路径， 不仅会使地方经

济难以为继， 还会对环境造成无

法修复的损害和污染。 而以修建

核电站来缓解能源紧张， 无异于

饮鸩止渴！ 长远来看， 中国应该

逐渐以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代替核

电。 与其一味地建危险的核电站，

不如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因

为再多的资源， 都难填粗放经济

的欲壑！

（作者系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多国空袭利比亚， 资本市场受惊吓。

石油供给有忧虑， 经济复苏遇尴尬。

日本天灾刚平息， 非洲人祸在扩大。

祈愿世界少磨难， 化剑为犁治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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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着急的不应该是

奢侈品价格高于国外

余丰慧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 部分奢

侈品国内价格高于海外价格的问题将

解决。

� � � �陈德铭所说的奢侈品主要是欧洲、

日本的一些名牌奢侈品。 其国内价格

过高， 原因可归结于中国关税高、 高

档消费品分销体制层次多、 费用大以

及物流成本过高等。 笔者对此有两点

思考： 一个是欧洲、 日本一些奢侈品

已经在中国加工制造， 但是在中国大

陆的销售价格却远远高于国外。 拿上

述理由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另一个问

题更加令人思考， 在中国国内价格高

于国外的商品何止奢侈品， 目前中国

大陆大部分商品已经贵过美国， 汽油

价格高于美国， 商品房价格甚至要高

一到两倍， 汽车等耐用商品也比美国

贵， 更加可怕的是， 蔬菜、 水果等日

用消费品价格也在直赶美国， 一部分

已经贵于美国。

需要解决的何止奢侈品价格国内

贵于国外？ 比奢侈品价格更急迫需要

解决的是日常消费品以及汽车、 住房

等耐用品价格高于国外的现象。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痛苦转型。 出

口受制于人民币升值和国际贸易壁垒影

响已经在下滑， 出口企业普遍面临不景

气的状况； 投资受到产能过剩、 通胀以

及经济过热的影响也已经难以为继； 技

术创新和启动消费需要一个过程， 不是

一蹴而就的事情。 从产业来分析， 过去

拉动经济引擎的房地产和汽车， 一个受

到调控影响拉动力直线下滑， 一个受到

限购正在大幅下滑。 买车买房双双受

限， 对经济影响正在显现。 在这种情

况下， 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哪里？ 新增

长拉动点是什么？ 正处于一个迷茫状

态， 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

扩大国内需求、 启动居民消费是根

本出路也是当务之急， 但形势不容乐

观。 央行最新调查显示，

85.8%

的城镇

居民倾向于储蓄， 包括投资债券、 股

票、 基金等变相储蓄及储蓄存款， 只有

14.2%

的居民倾向于 “更多消费”， 创下

了

1999

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消费意

愿下降， 有社会保障不健全、 收入增长

慢的老问题、 老原因， 更有高物价、 高

房价的新因素， 其中， 高物价是主要原

因。 高物价不仅在影响百姓生活质量提

高， 而且正成为中国经济痛苦转型的拦

路虎。 因此， 解决普通商品高物价问题

比解决奢侈品价格国内贵于国外更加重

要和迫切。 笔者大胆预言， 长期高物价

特别是长期贵过美国的高物价可能毁掉

中国经济， 可能影响中国政治稳定， 可

能使得政府失去民心。 试想， 居民平均

收入是美国十五分之一的中国， 却承受

着比美国还高的物价， 这里面就包括一

部分日常消费品， 在这种情况下， 居民

如何敢大胆消费呢， 又怎不制约整个消

费启动呢？

中国的高物价中生产成本并不高，

到终端零售市场的畸高价格主要是流通

成本推高的。 流通成本中政府主导的高

过路费和各种高收费， 国有垄断企业产

品如高油价等是中国大陆高物价的主要

推手。 可喜的是， 中央政府已经把控制

物价、 抑制通胀作为今年的首要工作任

务。 现在关键在于落实， 在于执行力。

更为关键的是， 政府是否有勇气拿自己

主导的高过路费、 高收费以及国有垄断

企业产品高价格开刀。

地震给中日经贸带来新变化

自日本

3.11

大地震以及随后发

生的海啸、 核泄漏以来， 人们纷纷

关注此事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而日前也有一些文章见诸报端称：

日本地震对中日经贸关系影响不大。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次地震

对中日经贸的影响， 开始逐渐露出

了端倪， 其程度超出了一部分人的

预计。

上周五， 一位在深圳华强北经

营日产电子产品的朋友告诉我， 日

本的电子产品已经涨价一成左右；

而他自己也被日本供货商告知， 由

于电力不足和交通不畅等原因， 短

期内难以按合同及时供货。 据中新

社报道， 日本地震不足一周， 珠江

三角洲对日贸易已经受到影响。 目

前， 市面上的日系电子产品价格已

经开始上涨。

种种迹象表明， 我们应该重视

此次日本大地震给日本经济带来的

破坏以及其对中日经贸带来的变数。

这个变数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

一。 海关统计显示，

2010

年， 我国

与日本双边贸易总值为

2977.7

亿美

元， 增长

30.2%

。 其中， 我国对日本

出口

1210.6

亿美元， 增长

23.7%

；

自日本进口

1767.1

亿美元 ， 增长

35%

。 对日本贸易逆差为

556.5

亿美

元。 中日双方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

地， 中国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

一大出口目的地； 日本是中国第三大

贸易伙伴、 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因

此， 充分估计到地震对中日经贸的影

响， 将有利于我们做好准备， 及时应

对可能发生的困难； 也有利于我们及

时抓住可能出现的机遇， 利用好商

机， 壮大和发展我们相关的产业。

从日中经贸关系来看， 日本对

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正在加强， 日本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0

年日本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3.9%

， 日本

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

对中国贸易的顺差增长， 是日本经

济扭转下滑局面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国去年开始推出的扩大进口的政

策， 对日本经济来说， 无疑是一个

福音。 相反， 中国对日本贸易的比

重近年来出现了减少的趋势， 主要

原因是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以及中国对南美、 非洲等非传统经

贸区进出口贸易的拓展， 导致了中

国对日本贸易的比重有所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大地震的

发生， 有可能强化中日经贸关系，

而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相反的结果。

此前， 中日两国由于钓鱼岛的争端

等问题， 关系趋于冷淡， 但地震发

生后， 中国政府和民众积极伸出援

手， 支持日本救灾， 除了派出国际

救援队赴日救援之外， 日前中国还

应日本的请求， 决定给予日本汽油、

柴油各

1

万吨的支持。 中日关系在

救灾当中回暖， 将有助于两国经贸

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中日经贸关系具有典型的互补

性， 两国经贸关系的提升， 将是互

利互惠的双赢。 中国是日本高端产

品的引进国， 高端的集成电路、 高

级车用钢材、 智能机械产品等， 都

有赖于从日本进口。 此次日本大地

震导致大批重要企业被迫停产， 这将

在对日本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

可能导致对中国的供货不足， 使中国

相关行业和企业在短期内出现短缺，

从而影响相关产业链的生产， 并且可

能出现价格上涨的现象。 对此， 相关

企业应该做好应对准备。 从中长期看，

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高端产品， 以满

足国内市场的需要， 从而减少对进口

的依赖。 例如， 集成电路产品， 目前

中国已经有众多的生产厂家， 但大多

生产相对低端的产品， 如何加强研发，

提升产品的档次已经是迫在眉睫的课

题。 对此， 政府应该对相关企业给予

必要的政策支持甚至是资金支持， 集

中力量攻关， 争取以最短的时间， 赶

上世界先进水平。

此外， 有报道认为， 日本的救灾

重建， 将有赖于中国物资的进口。 其

实， 这也是机遇之一。 此次地震导致

日本大量房屋、 道路、 供电供水设施

以及港口的损毁， 灾后重建需要大量

的水泥、 钢材、 工程机械、 电线电缆、

甚至是农产品等物资， 都有可能增加

从中国的进口。 相关企业应该及时把

握商机， 在支持日本重建的同时， 扩

大产品和工程的出口， 以获得更大的

发展。

吴智钢

拍岸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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