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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油气市场日益政治化、公共安
全风险频发的复杂局面，中国能源公司应针
对全球“超级选举年”引发的各国政局变化，
特别是美国大选进展，以及重大地缘政治冲
突或热点事件，加强形势跟踪研判和重大风
险 预 警 工 作 ，做 好 安 全 风 险 防 控 和 应 急 预
案，切实保护我国海外人员、资产和项目安
全。

把握中国与西方关系缓和的窗口期，围
绕特定领域挖掘与美欧国家的能源合作潜
力。捕捉美国油气资源日益过剩产生的对

华出口需求，在国家总体战略安排下，适时
适量增加来自美国的油气进口量，锁定增量
资源。鉴于当前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能源
转型议题上对中国仍有合作需求，对绿色低
碳技术合作仍持开放态度，建议中国能源公
司 与 美 国 公 司 围 绕 碳 捕 集 、利 用 与 封 存

（CCUS）、氢能、能效等领域加强技术合作；
加快推动在欧洲设立研发中心，与欧洲公司
围绕高端化工、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加
强与日本开展氢能技术交流合作等。

将中东地区打造成战略优先合作区，深
化能源全产业链合作。中国能源公司应把
握中东国家战略重心东移、对华合作需求上

升的机遇期，加强中东地区发展规划和一体
化 统 筹 协 调 ，以 产 业 优 势 和 技 术 特 色 为 基
础 ，针 对 油 气 勘 探 板 块 开 放 度 较 高 的 伊 拉
克、埃及、阿曼等国家进行布局，探索参与东
地中海天然气区块开发，围绕小型 LNG 项目
加强与埃及、阿曼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能源公司可以依托国家
战略布局和外交活动，通过加强炼销项目合
作、签署贸易长约等方式深化利益捆绑，撬动
优质油气田参股机会。此外，中国能源公司
还可以加强与沙特阿美的战略合作，研究推
动新建炼化一体化项目，积极辐射非洲市场。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炼销贸易布局，推动

在东南亚国家建设大型炼化基地。随着中
国石油需求转入低速增长期并逐步达峰，东
南亚、南亚将成为全球石油消费的主要增长
地区。中国能源企业应积极应对大势，捕捉
我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带来的石
油 石 化 产 能 合 作 机 会 ，研 究 推 动 在 马 来 西
亚、印尼、越南、泰国等国家建设大型炼化基
地，将石油石化产品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市
场。

此外，中国能源公司还应强化国际贸易
商定位，以全球资源服务全球市场，积极密
织贸易、仓储、物流基地和网络，布局终端销
售网点。

深挖合作潜力 积极迎接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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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油价网报道，在最近发布
的 2024年一季度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
能源调查报告中，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
高管们透露了他们对于西得克萨斯轻质
原油（WTI）价格的预测。

在接受调查的145家石油和天然气
公司的高管中，他们对2024年年底WTI
原油价格的平均预期为每桶 80.11 美
元。最低预测值为每桶70美元，最高预
测值为每桶 120 美元，而调查期间的
WTI原油价格为每桶82.52美元。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能源调查还询
问了参与者对未来6个月、1年、2年和5
年WTI原油价格的预期。135家油气公
司高管的平均预测为：6个月内每桶 79
美元，1年内每桶81美元，2年内每桶83
美元，5年内每桶90美元。

在最新的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能源
调查中，勘探和生产公司的高管还被问
及公司需要多少WTI油价来支付在其两
个最活跃地区现有油井的运营费用。91
家勘探和生产公司高管给出的平均价格
约为每桶39美元，高于去年的37美元。

调查结果显示，各个地区支付运营费
用所需的WTI原油平均价格在每桶31美
元至45美元之间。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
为能以当前原油价格支付现有油井的运
营费用。

原油日产量超过1万桶的大公司认
为，能够支付现有油井运营费用的价格为
每桶26美元，而小公司给出的价格为每
桶44美元。

在各个地区，平均盈亏平衡价格在
每桶 59美元至 70美元之间。二叠纪盆
地的盈亏平衡价格平均为每桶65美元，
比去年高出4美元。大公司需要每桶58
美元的油价才能盈利，而小公司需要67
美元的油价才能盈利。

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勘探和生产公司
都表示能以目前的原油价格钻一口新井
获利。在调查期间，WTI原油现货价格
为每桶83美元。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日前在其最
新一期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预测，
2024 年油价均价为每桶 82.15 美元，
2025年油价为每桶80.30美元。

渣打银行在不久前发给美国钻井网
站的一份报告中预测，2025年WTI油价
为每桶 106美元，2026年为每桶 125美
元，2027年为每桶112美元。

（李劳君 郝 芬）

油气行业高管
看涨油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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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将迎来“超级选举年”，预计有
78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全民选举，涉及人口数量
达4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60%。同时，地缘冲
突持续延宕，大国博弈竞合加剧，各地区将呈
现新旧矛盾交织、局部冲突频发的复杂局面。
随着世界动荡变革、变乱交织的特征更显著，
全球能源产业迎来重大调整，中国能源公司的
生产经营、投资发展和国际化经营进一步迎来
机遇与挑战。

气候议题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支点，油气
贸易和新能源存在合作机会。中美发布《关于
加强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承诺致
力于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危机，表明应对气候变
化不仅具备承担气候治理责任的道德意义，而
且具备抢抓新能源发展赛道、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的现实意义。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中美
共同利益增加，成为短期中美合作能实现实质
性突破的少数领域。

同时，美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倾向于加
大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储能、能效
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可成为中国能源企业的重
要合作对象。

未来，中美油气贸易将更加互补。近年
来，美国积极提升在全球油气出口市场的份
额，并将中国视为扩大出口的重要市场，特别
是未来大规模液化天然气（LNG）有待出口，将
增加中美油气贸易的合作空间。

据相关机构预测，美国将在2025年成为石
油净出口国，2035年可用于出口的石油过剩资
源将达到260万桶/日，对全球石油贸易的影响
力显著上升。美国已超越卡塔尔跃升为全球
第一大LNG出口国，2035年天然气过剩资源
将较2022年增加2100亿立方米。

此外，中美同为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在
维护全球油气市场稳定方面也拥有共同利益。

亚太地区引领全球油气需求增长，区域经
济一体化更趋提速升级。受地缘形势稳定的
预期提振，亚太经济增长有望继续领跑全球，
预计未来5年地区经济增速将维持在4%以上
（同期东盟经济增速有望达4.5%以上），成为全
球唯一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地区。这将持续
提升亚太地区的油气消费需求，预计2025年油
气需求将较 2022 年分别增加 370 万桶/日和
890 亿立方米，分别占全球总增量的 86%和
44.5%。

东盟将成为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的主要
承接者。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生效，我国将深化同重点国家的利益捆

绑、产业协调和互联互通，向对华比较友好的
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泰国等国家转移部分工
业产能，逐渐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紧密协
作的亚太产业链。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我国与东盟
中间产品贸易额为4.36万亿元，占双方贸易总
额的66.9%，较2021年增加了0.8个百分点，呈
持续扩大势头。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锂电池、电
动汽车、太阳能电池等产品均持续高速增长。
预计 2024年我国与东盟自贸区 3.0版谈判将
取得实质性进展，推动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自
由化水平。未来我国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水
平将不断提升，带动东南亚国家石油石化需求
稳步增长。

中东国家加快战略重心东移。随着沙特、伊
朗、阿联酋、埃及成为金砖国家新成员，中国与中
东国家将形成更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如加
强能源政策协调、加快油气资源开发、围绕能源
转型加强相互投资和联合研发等，并可能在以人
民币结算油气贸易方面取得新进展。

此外，2023年 11月，欧佩克+宣布自2024
年一季度起深化减产，但对比2023年4月公布
的自愿减产措施，此次实际增加的减产量仅为
3.6万桶/日。而安哥拉已宣布退出欧佩克，表
明其内部对减产存在分歧。随着减产政策对
油价的提振作用逐渐弱化，未来需要密切关注
欧佩克+政策转向的可能性。

中东石油产量变化仍将是平衡全球市场
的主导力量。在地缘政治形势持续紧张的背

景下，中东地区资源国战略地位显著提升，将
油气资源作为传统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资源，
致力于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受上
游投资拉动，未来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
克均有一定规模的扩建项目，将使得中东石油
产量具备较大增产潜力。

短期来看，在“限产保价”策略下，以沙特
为首的欧佩克国家不急于快速增加供应，而是
选择在扩张产能的同时动态调整产量，以维持
油气价格高位，赚取超额收益。中长期来看，
随着“限产保价”策略有效性减弱，中东资源国
可能转向“增产保份额”，预计2030年石油产量
达3530万桶/日，较2022年增加320万桶/日，
2035年将再增加 120万桶/日，反映出中东石
油产量变化是平衡和稳定全球石油市场的主
导力量。

与此同时，欧盟国家高端制造业竞争激
烈。据德国经济研究所数据，针对化学、金属、
电气设备、机动车等8个高端制造领域，中国产
品占欧盟进口份额已从 2000 年的 2.5%升至
2022年的13%，同期德国产品份额从17.7%降
至15.5%。因此，欧盟为维持对华技术优势，参
与美国主导的西方高科技联盟的意愿可能上
升。预计2024年欧盟将公布对华电动汽车反
补贴调查结果，可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
性关税。

今年，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博弈将持续，整
体供需基本面相对宽松，但地缘风险对国际油
价构成支撑。

需求方面，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叠加电动汽
车替代冲击，全球石油需求增速回归偏弱水平，
2024年增速为0.8%（2023年为2.5%），可能仅
增加100万桶/日（2023年为220万桶/日）。

供应方面，2024 年全球石油产量将增加
180万桶/日，美国、加拿大、圭亚那等非欧佩克
国家将引领产量增长；欧佩克+延续“限产保价”
政策，但对油价的提振作用可能逐渐弱化。考
虑到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溢出仍将持续扰动石油
市场，叠加全球超级选举年输出诸多不确定性，
预计2024年布伦特原油均价为75~85美元/桶
（2023年为83美元/桶），可能呈现前低后高趋
势，维持在相对高位。

2024年，国际天然气市场整体供需维持平
衡，LNG供应偏紧将支撑气价。

需求方面，天然气的过渡能源角色得到重
视，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回暖，2024年将增长
1.6%（2023年为0.2%）。

供应方面，2024年全球天然气产量将增长
3%，北美、中东将加快增产。由于新增LNG供
应仍然偏少，欧洲为弥补需求缺口将继续扩大
LNG进口规模，亚太地区受经济增长提振，LNG
需求也将持续增加，叠加地缘风险扰动因素，预
计2024年东北亚现货和欧洲TTF均价分别为
9~1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和8.5~11.5美元/百万
英热单位（2023年分别为 13.8美元/百万英热
单位和13.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维持在相对
高位，并可能在下半年持续走高。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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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油价网报道，尽管表面上对绿色

转型表示兴趣，但石油巨头似乎仍在抵制全球

绿色转型，并可能成为其阻碍。

沙特阿美高层对绿色转型持保守态度，并

呼吁长期石油生产。其他主要石油行业参与者

也对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表示怀疑。尽管一

些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在绿色能源和碳减排项目

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型石油公司似乎仍然

更倾向于化石燃料生产。

今年 3月，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

尔表示，能源转型正在失败，并呼吁政策制定者

放弃逐步淘汰石油和天然气的“幻想”，因为全

球未来几年对化石燃料的需求预计将继续增

长。 在休斯敦举行的全球能源会议剑桥能源

周（CERAWeek）小组会议上，纳赛尔在接受媒体

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的绿色转型战略在许多

方面都明显失败，因为它与严峻现实相冲突。”

纳赛尔接着说，“我们迫切需要调整绿色转型战

略，我们应该放弃逐步淘汰石油和天然气的幻

想，对它们进行充分的投资，以充分反映现实的

需求。”

纳赛尔此前曾声称，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需

求不会很快达到峰值，这与许多能源专家的说

法相反，引起了能源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对国

际能源署（IEA）预测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需求将

在 2030年达到峰值的回应。纳赛尔认为，国际

能源署的观点过于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忽视

了世界其他地区对化石燃料日益增长的需求，

尤其是那些正在工业化的南半球国家。

纳赛尔认为，尽管近几十年来可再生能源

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在中短期内，替代能源

将无法取代碳氢化合物。他强调，目前，风能和

太阳能仅占全球能源供应的 4%，而电动汽车的

普及率约为 3%。相比之下，碳氢化合物继续占

世界能源供应的 80%左右，在过去的 25 年里仅

下降了 3%。对煤炭的需求预计很大程度上将

被全球对天然气这种“更清洁”的化石燃料的更

高需求所取代。纳赛尔表示，各国政府都认为，

向绿色能源的转型将无法提供足够的能源来满

足日益增长的全球需求。

在休斯敦会议期间，其他石油和天然气公

司高管也赞同纳赛尔的观点，认为需要加大对石

油和天然气的投资。壳牌公司首席执行官瓦埃

尔·萨万强调，由于欧洲政府官僚主义，能源行业

面临困难，减缓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推出。与此

同时，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强调，石

油产品的需求仍然很大。“目前政策和很多说法

都关注供应而没有解决需求方面的问题，以及价

格对需求的影响。”伍兹解释说，“如果消费者无

法承受向低碳社会转变的成本，他们就不会付

钱，我们已经在欧洲看到这种情况。”

剑桥能源周会议结束后，环保人士批评石

油巨头破坏了绿色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

力的重要性。清洁能源倡导组织“国际石油变

革”的全球行业活动经理大卫·唐表示：“在剑桥

能源周上听到这样的误导性言论并不奇怪，因

为化石燃料公司是气候危机的最大原因，它们

持续的政治影响力是解决气候危机的最大障

碍。”

许多能源专家认为，考虑到石油巨头在温

室气体排放方面的重要作用，它们不应该在全

球绿色转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长期以

来，石油行业一直在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抵制

绿色能源项目的发展，他们似乎不太可能为了

绿色转型而放弃其巨额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

几十年来，石油行业一直在与政府争夺清洁技

术的发展。 最近一项分析显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石油行业就游说立法者阻止对太阳能

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热泵等低碳技术的支持。

实现成功的全球绿色转型面临着诸多挑

战，虽然可再生能源对全球能源供应做出了贡

献，但似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过去十年中，可

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得到了

大量公共和私人资金的大力支持，预计这种情

况将继续下去。 （李 峻）

““超级选举年超级选举年””加剧地缘形势紧张加剧地缘形势紧张，，全球能源产业迎来重大调整全球能源产业迎来重大调整

双重变局下双重变局下
中国能源公司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能源公司机遇与挑战并存

是时候放弃逐步淘汰油气的幻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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