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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利好油价的消息不绝于耳：先是以沙特为

首的 OPEC 成员国联手抬高销往亚洲 与 美 洲 市 场 的 油 价；随

后，美 国 宣 布 页 岩 油 6 月 减 产 1.3% 至 558 万 桶/天，为 今 年 1

月 以 来 最 低 。 同 时，夏 季 是 美 欧 国 家 的 驾 驶 旅 游旺季，也是

原油需求旺季。

但是，中国原油需求增长的速度是一个被低估得多的影响原

油价格的因素。6 月 8 日，海关总署宣布，5 月中国原油进口量为

2324万吨，较2014年同期水平下降10.98%，降幅为15个月以来的

最高，环比降幅达到23.28%。在中国经济疲软和国内制造业产能

过剩的压力之下，能化业对原油需求低迷，恐压制当前国际油价。

黑金地图：一张图理解当前全球石油如何流动
即使到了各国欢迎使用清洁能源的 21 世纪，石油还

是推动各大经济体运转的重要能源。石油贸易、油价波

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每个地球人的生活。

英 国 石 油 公 司（BP）最 新 发 布 的《世 界 能 源 统 计

回 顾 报 告》中 ，给 出 了 一 幅 追 踪 全 球 石 油 贸 易 流 动

的 地 图 。 该 图 表 展 示 了 去 年 全 球 石 油 贸 易 的 路 线 ，

从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全 球 对 中 东 地 区 的 依 赖 度 依 然

很 高 。 中 东 的 原 油 出 口 量 遥 遥 领 先 ，去 年 船 运 出 口

原 油 8.501 亿 吨 ，几 乎 比 出 口 量 第 二 位 的 俄 罗 斯 高

出 两 倍 ，俄 罗 斯 是 2.948 亿 吨 。 西 非 和 加 拿 大 分 别

以 2.139 亿 吨 和 1.486 亿 吨 排 名 第 三 和 第 四 。 中 国 只

有 40 万 吨。

但如果统计汽油和柴油这类石油产品，美国的出口

量就跃升为全球第一，去年共计 1.799 亿吨，其次才是俄

罗斯和中东。中国为 2580 万吨。

进口方面，欧洲进口的原油和石油产品两项都最

高，去年分别为 4.469 亿吨和 1.735 亿吨。美国和中国的

原油进口量紧随其后，分别高达 3.654 亿吨和 3.092 亿

吨，但进口石油产品都明显减少，分别只有 9010 万吨和

6370 万吨。反而是新加坡一个国家的石油产品进口量

就达到 1.024 亿吨，是日本的两倍多。日本进口石油产

品 4550 万吨，进口原油 1.685 亿吨。

去年 10 月，国际油价不到 4 个月跌逾 20%，那时就

有媒体预测，油价大跌的输家是原油生产商和主要供应

国。从 BP 的图表也可以看出，油价下跌对哪些国家地

区有利、会让哪些国家蒙受损失。 （王维丹）

美国再成全美国再成全球原油最大买家 未来中美或轮流坐庄

■ 韩 哲 赵毅波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对海外能源的需求上彼

此不相上下。

就在今年 4 月，中国还是全球原油最大的买家，但

到了 5 月，由于工业经济持续低迷和季节性因素影响，

美国已经重新从中国手中夺回了这一席位。从长远来

看，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速、旺盛的新增需求以及增加石

油储备的战略需要将持续刺激原油进口量，中美轮流坐

庄可能成为全球原油市场上的一种新常态。

美国取代中国再成第一买家

中国海关总署 8 日发布了 5 月进出口商品报告，其

中，5 月进口原油 2324 万吨，较上月的 3029 万吨下降

23.28%；折合成国际算法后即从上月 740 万桶/天的进口

量暴跌至 590 万桶/天。

中国原油进口量显著低于美国，美国重新夺回了全

球原油最大买家的席位。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

示，美国 5 月原油进口量至少达到每天 654.1 万桶。

按照 EIA 信息披露的惯例，目前尚未发布 5 月原油

进口总量数据，但公布了截至 5 月 29 日的 5 周进口量。

截至 5 月 1 日、8 日、15 日、22 日、29 日的 5 周内，原油平均

进口量为 654.1 万桶/天、688.1 万桶/天、719.9 万桶/天、

669.6 万桶/天、737.3 万桶/天。

今年 4 月，中国曾短暂成为全球原油第一买家。

结合中国海关总署和 EIA 数据分析，4 月中国原油

进口量达到 3029 万吨，约合每日 740 万桶，高于美国 4 月

的原油进口量（每天 729.1 万桶）。

连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将中国在事实上

打造成全球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和矿产品进口国。虽然

由于其政治敏感性，原油进口成为全球第一仍令一些人

士对中国能源安全产生担忧，但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成

为全球能源最大买家只是时间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内能源消费已

经受到了金融危机的重挫而仍处于复苏轨道，奥巴马政

府极力推动的页岩开采极大地充实了美国的能源供给

渠道。目前，美国已经成为沙特和俄罗斯之外全球另一

能源供应中心，它的原油进口量已经处于上世纪 80 年代

以来新低。

进口成本上升 国有油企承压

在中国原油进口量于 4 月达到全球第一的时候，有

专家曾分析这一地位不会延迟太久，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季节性因素。

按照规律，中国主营炼厂一般在进入二季度后开始

进入一年一度的检修期，这可能导致炼厂加工能力下

降，拖累上游厂商的原油采购订单出现下滑。

但分析数据后可以发现，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由于原油价格近期的强势反弹，中国的进口

成本已经在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国有石油企业

通过进口来囤积石油储备的积极性。

记者根据海关总署数据分析得出，5 月原油进口成

本至少比 4 月上升了 6.5%。今年 4 月，中国进口 3029 万

吨原油，耗费 746.6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吨 2465 元人民

币；5 月，进口量为 2324 万吨原油，耗费 611.9 亿元人民

币，平均每吨 2623 元人民币。

对于目前深受腐败漩涡和利润下滑困扰而又面临

改革压力的中国国有油企来说，6.5%带来的压力不可谓

不大。

而在今年前 4 个月，国有油企还得以利用低油价的

契机囤积石油储备。

1 月至 4 月，中国共进口了 11062 万吨原油，约合每

天 675 万桶，共耗费了 2806 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

比，进口量增长 7.8%，但花费则骤降 43.1%。

其次，原油进口量暴跌并非个例。海关总署发布的

重点商品进口量数据显示，5 月矿产品进口量整体出现

下滑：煤炭进口量环比大幅下滑近 30%；铜进口量环比

跌幅超过 16%；铁矿石进口量环比下滑近 12%。

中美或轮流坐庄

矿产品进口量大幅下滑显示中国经济扩张的步伐

在进一步放缓。

一季度中国经济仅增长 7%，5 月的汇丰中国 PMI 指

数为 49.2，系连续第四个月处于 50 的荣枯线之下。外界

预期中国二季度 GDP 增速可能进一步承压。在最新一

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 预测中国经济在今年仅扩

张 6.8%。

美国经济则在开春遭遇冷门之后开始加速复苏。

一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下降 0.7%，较第一次估

测 的 增 长 0.2% 明 显 下 降，创 下 2014 年 一 季 度 以 来 新

低。不过，5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28 万人，远超预

期。外界预期，美国经济增长将在二季度超过 2%。

尽管如此，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

顺，这将进一步影响到两国对进口能源的需求。而随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位于浙江舟山的一处战略石

油储备基地事件的发酵，中国国有油企将被激发起增加

石油储备的政治积极性。可以预见，未来两大经济体在

最大买家这一席位上还会轮流坐庄。

原油分析师和大宗商品交易员们关注着原油价格的上

下起伏，并试图弄清欧佩克的“价格战”将会在什么时候、以

什么程度来迫使美国页岩油的供应量下降。洞悉这一事态

的发展就可以弄清原油价格的走向。

但是，原油市场的动向确实是复杂多变的。美国页岩油

试图通过增加足够多的供应量来促使油价下降。从去年原

油价格大跌开始，许多分析师就在关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北

达科他州页岩油的生产状况以及欧佩克在每 6 个月举办一

次的维也纳会议上所做的关键决定。

但是中国的相关情况一直被忽略了。提到原油需求的

话，中国可能是最需要被关注的重要国家了。

中国的原油消费量自 1990 年起飞速上涨，在 21 世纪初

加速并达到高潮。在此期间，中国的原油消费量一直在快速

增长。原油需求的飙升导致原油市场供应趋紧，直到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原油需求一度下降，不过在随后几年，随着

全球经济复苏，原油需求再次扩张。

并且，尽管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 21 世纪世界原

油需求的增长，但其实在最近的几个月，中国才开始在全球

各地进口原油。今年 4 月，中国的原油进口量达到了每天

740 万桶，创下历史新高，并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

进口国。但仅在一个月后，原油进口量就下降到了每天只有

550 万桶，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炼油厂大量关闭维修，这也

暗示了这次进口量下降不过是中国貌似无限增长的进口需

求所需绕的一个小弯罢了。

而另一方面，中国原油进口的高水平状态可能只是暂

时的。中国正在填补自己的原油战略储备，目标是到 2020

年能装满够百天需求量的原油战略储备。中国尽可能快

地抓住了油价便宜的机会，趁着油价低时大量买进原油以

填补自己的原油战略储备。增长的原油进口水平已经吸

收了部分供应过剩的原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桶原油被转

移到了中国。

但是，一旦中国停止为其战略储备购买额外的原油，会

发生什么呢？

IHS 能源咨询公司的杰米·韦伯斯特在接受采访时告诉

路透社记者：“我们需要了解中国隐性需求的困境。中国有

两种类型的原油需求，正常需求和战略储备需求。而后者不

会永远持续下去。”中国战略储备达到极限时，中国会停止为

战略储备吸收供应过剩的原油，那么这些额外的原油将会滞

留在市场上从而可能导致价格下降。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实际上用于燃烧的原油有多少，

而不是储存的原油有多少，以及中国原油需求的增长率。

2014 年，中国的原油需求每天只增长了 30 万桶，增速相比于

去年放缓至 3%。前几年的增长速度经常是上述的两倍。中

国原油需求增速的放缓可以归因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已降至近 25 年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的原油需求实际上正因原油价格低廉而逐渐增长，

但这可能还不足以真正地左右原油价格。而美国和欧洲提

高燃油效能的努力使其原油需求保持停滞不前。

当谈论到影响原油价格走向的因素时，以中国为首的发

展中国家代表了最重要的需求方因素，但是经过了多年的稳

健增长后，现在中国给原油市场提出了很多问题。

（双 刀）

为何中国成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后5月份进口骤降

2014年全球石油贸易流动地图2014年世界主要地区原油及石油产品进出口数据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原油需求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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