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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

八届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

克”，OPEC）与非石油输出国组织

产油国（OPEC+）部长级会议上，

俄罗斯正式拒绝了欧佩克再度深化

减产的建议。作为“报复”，欧佩

克领导国沙特阿拉伯打响全面石油

油价战，宣布增产并大幅下调官方

原油售价。

受新冠肺炎疫情拖累石油需求

和沙特宣布增产等因素影响，3月9

日至15日当周，国际油价上演暴跌

行情。9日，布伦特原油期货开盘暴

跌31%，报32.14美元/桶，系1991年

海湾战争以来最大单日跌幅。3月16

日，国际油价再度大跌，截至当天

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

质原油期货价格跌至28.7美元/桶，

5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

30.05美元/桶。据预测，这场产油

国之间的油价战很可能导致今年油

价跌至20～30美元/桶的低谷。

俄为何拒绝深化减产

俄罗斯与欧佩克之间的关系错

综复杂。实际上，起初正是美国页

岩油生产与出口的强劲增长趋势，

使得同为传统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

的俄罗斯与欧佩克国家选择联合应

对、抱团取暖。由此看来，双方的

制度性合作具有明显的危机驱动特

征。自2017年初起，欧佩克与非欧

佩克产油国开始执行其2016年达

度，石油需求不足变为长期趋势。

美国剑桥能源协会主席丹尼尔·耶

金认为，俄方的基本判断是，疫情

对于石油需求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任何减产行动无非是缓解这场全球

性危机的“创可贴”，最多只能维

持油价稳定几个星期而已。在应对

油价的持续下跌时，俄更倾向于让

欧佩克自行减产，自己搭乘未来油

价上涨的便车。俄罗斯之所以这么

想，是因为俄财政预算是根据国际

油价制定和修订的。任何与石油有

关的投资活动收缩都将导致其财政

收入减少，甚至可能使其陷入财政

困境。因此，为了弥补国际油价进

一步下跌带来的直接损失，俄需要

抢占全球石油市场份额。

成的减产协议（这是2001年以来双

方首次达成关于消减石油产量的协

议），双方最新一次减产协议延长

至2020年3月底。俄罗斯和欧佩克

此番谈判破裂，标志着持续三年的

“OPEC+”减产协议宣告结束。

关于俄罗斯本次拒绝深化减产

计划的原因，目前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抢占市场份额，保

护本国经济。进入21世纪，世界并

未如普遍预测的那样陷入能源短缺

困境，相反却进入了全球能源相对

充足的时代。在油价迅速上涨的时

候，俄通常会采纳沙特旨在提高油

价的减产建议。然而目前，新冠肺

炎疫情的蔓延和石油消费国普遍的

经济疲软加剧全球石油需求萎缩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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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日，第六届欧佩克与非欧佩克部长级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会上欧佩克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

产油国达成协议，将2016年底达成的原油减产协议延长至2020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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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是打击美国页岩

油，将页岩油生产商逐出市场。俄

拒绝减产的动机与蓬勃发展的美页

岩油工业密切相关。2017年，美

国超过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石油生产

国，俄退居第三。随着长达40年的

石油出口禁令被取消，美国页岩油

不仅强力挺进世界最大和增长最快

的亚洲市场，还出口到中东地区。

俄与沙特的减产份额正在被美国不

断增长的页岩油填补。自2016年

“OPEC+”协议以来，美国页岩油

产出不断增加。2020年1月增至创纪

录的914万桶/日。美国页岩油生产

商主要是中小型公司，增产减产属

于市场行为，这更加方便其搭乘便

车。面对美国页岩油的强势增长，

俄与沙特的反应截然不同。沙特持

包容态度，而俄则强烈反对。俄为

了不把减产份额让渡给自己最大的

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决定牺牲与沙特

之间的“OPEC+”机制，通过扩大

石油产量压低油价将页岩油逐出国

际市场，待重新占据垄断地位后再

与沙特构建伙伴关系亦为时不晚。

第三种说法是报复美国对俄罗

斯不断施加的经济制裁，特别是对

“北溪-2”天然气管线的破坏。

在美国能源独立与特朗普政府推行

“美国优先”战略的背景下，美对

俄加紧经济制裁。2019年底，美

国国会对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

溪-2”管线实施制裁，直接导致该

管线被迫延迟。俄只能依靠自己的

力量完成管线剩余部分工程。在美

国的压力下，2019年底俄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与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

气公司就过境乌克兰向欧洲供应天

然气达成为期五年的新协议。俄将

恢复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乌克兰

由此保住了过境国地位。这显然违

背了俄气与欧洲大型能源企业修建

“北溪-2”的初衷。美国丰富的能

源资源促成了其激进的制裁政策，

俄罗斯此番试图利用低油价机会抢

占市场份额以反制美国制裁。

谁会是价格战中的赢家

俄罗斯能否成功渡过低油价难

关，在这场石油战争中获胜呢？俄

总统普京对此充满信心，认为俄已

经为长期低油价做好充足准备。俄

能源部长诺瓦克称，俄石油部门具

有足够资源和财政储备，能在任何

可预测的油价区间内保持竞争力和

维持市场份额。以往俄需要油价超

过100美元/桶才能维持预算平衡的

日子已一去不复返，自2015年油价

暴跌以来，俄通过削减支出和增加

收入，使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的油价

降至42美元/桶。俄财政状况自2018

年后明显改善，联邦预算七年来首

次实现财政盈余。目前，俄已经用

盈余的石油收入建立了1700亿美元

的主权财富基金，这相当于俄国内

生产总值的9.2%。通过将过剩的石

油收入填补国库资金，俄政府具有

一定能力应对西方制裁或石油过剩

等宏观经济冲击。此外，近年来，

国际制裁迫使俄削减外国借款，俄

债务水平较低，与此同时，俄黄金外

汇储备达到了5500亿美元。根据俄最

大证券经纪商BCS全球市场公司的预

测，假设油价保持在35美元/桶，且

保持当前预算支出，俄主权财富基

金将足以支持五到六年的预算。这

对于俄赢得这场石油价格战显然是

一个强有力的保证，因为全球多数

石油生产商无法在五年内承受35美

元/桶的油价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估算，虽然沙特能以较低的成

本生产石油，但它需要83美元/桶的

价格才能使其国家预算平衡。

然而，俄对自己能力的评估恐

怕过于乐观。在此次减产协议谈判

破裂后的短短几日，油价暴跌引发

卢布遭遇十年来的最大跌幅，卢布

对美元汇率下跌近10%。俄央行3月9

日发布消息称 ，该行今后30天内停

止在俄国内市场上购进外汇,以维护

金融稳定。尽管俄一直满足于保持

货币疲软、增加出口来推动经济增

长，但在外部冲击下，卢布贬值也

将降低国内需求。根据俄审计署署

长库德林的预测，当油价跌至35美

元/桶时，俄经济增长将降至零，甚

至还可能出现负增长。此外，俄经

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

出口，长期结构性问题一直导致俄

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还可能使其在

未来几年滑向新一轮衰退。

俄罗斯和沙特都自认为能够承

受一场旷日持久的油价战。但对新

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影

响世界能源市场的悲观预期，将会

令俄罗斯与沙特重回谈判桌的希望

破灭。同时，页岩油投资和生产之

间的高度相关性使其能对油价变化

迅速做出反应。长期的低油价显然

会导致目前俄罗斯、欧佩克与美国

三足鼎立的国际石油局面出现很大

变数，国际能源市场将迎来新的洗

牌，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市场

以及能源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