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美元、

50 美元、

60 美
元、

70美元……

2009年上半
年， 全球经济在企稳的道路
上步履蹒跚， 作为经济“ 血
液” 的国际原油价格却一路
上行。而就在 2009年上半年
的最后一天， 国家发改委将
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每吨
分别上调 600元。 这已是上
半年第三次上调成品油价 。

国内油价上调之频、 幅度之
大，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

玄机：飙升的油

价背离全球经济基

本面和正常供需

“ 去年上半年国际油价
疯狂上涨， 投机的成分可能
更大一些； 而这一轮油价涨
幅这么大， 其核心可以用一
个词来代表 ， 那就是 ‘ 预
期’。 ”长期关注国际油价走
势的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
阳说。

除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看
好的预期外， 市场上充裕的
资金加剧了投资者对未来通
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预期 ，

为了规避风险将资金大量投
入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市
场。 而欧佩克有关减产的表
态和行动， 也给需求者一个
市场供应可能减少的预期。

“ 一系列预期是拉动油
价上涨的关键原因。 但预期
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 实体经济从企稳到复
苏应该还有很长一段路。 这
一轮油价上涨， 在一定程度
上偏离了实际的供需基本
面。 ”李向阳指出。

冲击：高油价抑

制了我国部分行业

复苏“苗头”

实施新的成品油定价机
制后，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
波动， 越来越牵动着我国经
济的神经。

“ 当前总的物价形势还
处于低位， 表明相对于我国
经济增长或供给能力来说 ，

需求依然不足。 ”张立群分析
指出， 国际油价上升暂时对
宏观经济整体还没有太明显
影响， 物价水平也不会因此
有很大变化。

6 月 30 日成品油价格
的上调，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炼油企业的经营压力。 但
围绕着整个石化产业链条 ，

生产经营困难的情况在包括
化工、轻工、纺织等在内的下
游行业普遍出现。

我国纺织行业 30％以
上的增长靠出口拉动， 行业
利润率微薄 ， 仅有 2％至
5％

，企业自身消化原料价格
上涨的能力较弱。 今年 4月

份， 石化产品价格上涨一度
使得一些纺织企业被迫停止
购买。

与 2008 年油价上涨主
要带来成本压力不同的是 ，

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更大压
力是全球经济下滑以及总需
求萎缩。“ 在这一背景下，企
业难以向下游传导油价上涨
造成的成本上升压力， 利润
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
长冯飞指出。

“ 当前市场的信心仍非
常脆弱， 如果油价继续攀升
的话， 刚显现复苏苗头的一
些行业将受到更多冲击 ，对
经济整体走向复苏有着较大
的不利影响。 ”李向阳说。

应对：油价剧变

时代中国亟须更大

“话语权”

一边是国际油价上涨 ，

一边是国内企业和行业亏
损。 随着国际油价变动的加
剧， 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面
临的这类困扰越来越频繁。

“ 国际油价剧变和高位
运行的时代， 如何变被动为
主动， 在国际石油市场中获
得更大的话语权， 成为我国
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
课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
研究所前所长周大地说。

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除
了从提高石油供应方面去努
力，更要在生产、销售、运输、

冶炼、储存、储备等各环节提
高战略应对能力。

2008 年底，我国规划的
首批四个国家战略石油储备
基地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 。

库容达 2680 万立方米的国
家石油储备二期工程规划也
已出炉，今年将陆续开工建设。

但与美国、 日本等国家
的石油储备相比， 我国石油
储备总体能力仍显不足 。

“ 加速发展石油储备 ， 能够
缓冲国际油价的异常波动 。

除强化政府储备， 也应考虑
如何利用好商业储备。” 李向
阳建议。

从国际经验看， 很多发
达国家的国内油价与国际油
价直接联动， 但国际市场上
频繁、大幅油价波动，对其企
业的生产经营影响很小 ，一
个关键是他们有一系列避险
的手段， 包括参与石油期货
交易。 祝昉认为，我国可以考
虑在国内建立自己的期货市
场， 这对提高我国石油话语
权有很大意义。

“ 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

发展绿色产业和低碳经济 ，

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最
该抓住的机遇， 也是应对能
源‘ 瓶颈’的根本之策。 ”彭俊
明说。(据新华社 7月 5日电)

“ 油价在一个月内调了
两次， 这说明国内油价的调
整频率明显在加快， 这也预
示着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在
实际中得到了更加严格的执
行。” 东方油气网首席分析师
钟健说。

尽管社会舆论对此次油
价上涨议论纷纷，但成品油定
价机制市场化改革方向已经
得到了消费者认同。 为此，有
专家呼吁，在成品油价格改革
过程中应当扩大消费者参与

度，例如通过进一步公开价格
信息，使消费者更多地了解价
格形成机制，以增加对这一改
革的认同和支持。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去年成品油价格和税费
改革启动后，在坚持市场化方
向的基础上，新的定价机制进
一步突出了对各方利益的兼
顾，特别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
护。例如，根据新的定价机制，

当国际油价高于每桶 80美元
以上时， 逐步扣减加工利润

率，压缩供应方利润空间。 当
高于每桶 130美元时，实行限
价。当国际油价高于一定水平
时， 逐步压缩供应方利润空
间， 由石油企业共担买卖风
险，“ 这也是出于保护消费者
的考虑”。

此次油价调整所公布的
价格都是最高限价，而不是最
终价格，各个石油企业可以按
照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这种
灵活调整的区间为国内石油
企业间竞争提供了空间。

“ 当前油价问题 ， 更需
要探讨的是如何推动实际市
场价格低于最高限价， 如何
得到最终的合理价格， 使得
各方利益都得到满足。” 邓郁
松说。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副院长董秀成指出， 随
着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越来越深入， 调价区间会逐
渐缩短， 这是我国成品油定
价机制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趋
势。

（据新华社 7月 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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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关于成品油价格的
权威调查显示，

93％的受访者
表示对一个月连续两次上调
成品油价格感到“ 不适应”。有
关专家解释说，这种“ 不适应”

感的产生除了连续涨价带来
的消费压力，更多的是信息不
对称导致的消费者焦虑。

按照 5月 8日公布的《 石
油价格管理办法（ 试行）》 ，“ 国
内成品油出厂价格以国际市
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
均加工成本、税金和适当利润
确定”。不过，文件中并没有明
确国际原油价格基准、国内平

均加工成本、适当利润的具体
内容。

如今成品油价格形成依
据的国际原油价格基准应该
是多少 ？“ 这个没有人告诉
你。 ”韩晓平说，

2008 年 6 月
20 日国际原油价格为 130 美
元时对应的国内油价是每升
6.20元；到 2008年 12月 19日
国际油价降至 40 美元时，我
国将成品油价下调到每升
5.44元。 其间，国际油价每公
升下跌 2.75元，国内油价只下
调了 0.76 元，即使加上 0.8 元
的燃油税，仍给石油公司预留

了 1元以上的利润空间。

“ 这也是造成油价上涨的
原因之一，即当初定价时给石
油公司预留的利润空间太多
了。 ”韩晓平说，既然价格形成
的原点参考价格虚高，那么无
论国际原油价格是涨是跌，国
内油价可能始终维持一个相
对的高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能源
经济研究中心王炜瀚指出，新
的定价机制除了原油价格水
平，即“ 原油”部分的计算同以
往不同，国内石油企业的成本
依然缺乏透明度，这就使得国

内市场油价高于国际水平成
了一种常态。

国内石油企业加工的原
油有相当部分是自产的，如果
全部成品油价均“ 以国际原油
价格为基础”进行调整，国内
外原油成本差异如何在成品
油价中体现？

针对这些疑问，业内人士
呼吁，权威部门应该给出成品
油价换算公式，通过这个公式
就可以计算出国内成品油价，

这样与国际原油价格“ 接轨”

出来的成品油价格才会更加
透明。

给成品油价“ 算算账”

从 6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国际原

油 期 价 从 每 桶

68.06 美 元 涨 至

69.89 美元， 上涨

2.7％； 在此期间，

北京汽油价格却

从每升 5.89 元上

调至 6.37 元，涨幅

8.1％。 与美国汽油

零售价格相比，中

国的汽油价格大

约高出 1.8 元。 一

些消费者对此感

到困惑：国内成品

油价比美国还高

合不合理？ 如此油

价形成机制还算

是“看不见的手”

在发挥作用吗？

油价快速上涨，谁得好处最多？

一些消费者抱怨说，作为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

国家，却要承受比世界发达国

家还高的汽、柴油价格。那么，

在全球成品油价格分布曲线

上，多高的价格才是比较合理

的位置呢？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实力

和消费水平，中国成品油价格

偏高了。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

息官韩晓平说。 他指出，按照

目前每公升 6.37元的油价，剔

除政府税收后石油公司真正

拿到的销售收入约 4.08元。

以美国新泽西州为例，6

月 30 日油价为 2.524 美元，

折算后每公升约 4.56元，剔除

税收后石油公司拿到 3.64元；

英国国内油价在 12.2元时，剔

除税收后石油公司拿到 3.294

元；日本国内油价在 7.5元时，

税后石油公司实际拿到 3.4

元；此外，德国石油公司的企

业销售价格一般也在 3.05 元

左右。

从剔除政府税费后的成

品油“裸价”可以看出，中国目

前的成品油价格确实比美国

高。 另一方面，从石油公司拿

到的销售收入来看，中国的石

油公司拿到的钱是最多的，甚

至高于部分发达国家的平均

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国内

成品油价格高于美国并非此

次调价后的结果。 从 2008年

10月开始， 北京市 93号汽油

价格就超过了美国价格，其间

的差价一直保持在每升 2 元

左右。 2009年 5月，随着国际

油价的上涨，两者之间的差价

缩小。 5月 31日调价前，北京

汽油价格比美国普通汽油价

格平均高 1元，5月 31日调价

后，较美国汽油价格平均高出

1.33元。

“油价高过美国无所谓合

理不合理，但涨价的背后折射

出制度设计有待于改进的方

面。 ”韩晓平解释说，粗略地

看， 目前国际原油价格按 70

美元计算， 每公升价格约为

2.49 元，也就是说，北京 6.37

元的汽油价格中仅有 2.49 元

以内的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

相关联。过去一个月国际原油

价格每公升上涨了 0.13元，而

此次北京汽油价格却上调了

0.45元。

“此外，国际原油价格上

涨，有些成本是不会短期变动

的，如固定成本和国内原油开

采成本等，如果把这些成本也

混同国际油价一起上涨，等于

是把石油公司运作与石油投

机绑定在一起，这种制度设计

是否合理有待于商榷。 ”韩晓

平说。

油价成本构成复杂，信息透明有待加强

油价改革道路曲折，社会认同有待提升

国际油价变局透视
□“新华视点”记者 陈二厚 周英峰 安蓓

□“新华视点”记者 叶书宏 任芳 王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