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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社 北 京 6 月 5
日电 (刘文文)经过数周
的 讨 论 和 磋 商 ， 欧 盟
近日推动第六轮对俄制
裁，“部分禁油令”进
一步推高国际油价。

国 际 油 价 高 烧 不
退 ， 何 时 才 能 出 现 转
机？

全球石油供应缺口
进一步增大

“部分禁油令”之
下，全球石油供应缺口
进一步增大。

一方面，俄罗斯原
油供给量进一步下降。

俄罗斯是世界第三
大产油国，也是欧洲第
一大石油进口来源国。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此前
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
年俄石油产量预计比上
一年下降9.3%至4.753亿
吨。

信 达 证 券 石 油 化
工行业首席分析师陈淑
娴指出，对于俄罗斯来
讲，油田生产过程需要
持续投入资金，否则产
能就会出现衰竭。当前
随着外资撤退，俄罗斯
上游资本开支将进一步
出现下降，可能面临国
内油田大幅衰减以及产
量下降的困境，冲突对
俄罗斯原油的生产影响
将逐步显现。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
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
对中新社表示，“部分
禁油令”将迫使俄罗斯
改变石油贸易流向，从
欧盟转向东亚、非洲一
些国家。但市场切换并
不容易，甚至导致一段
时间内供需混乱，其间
油价将持续高位运行。

另一方面，“欧佩
克+增产”难以弥补俄罗
斯供应缺口。

本 周 欧 佩 克 + 就 进
一步增产达成一致，决
定在今年7月和8月，把
增产目标从此前的每日
43.2万桶提高至每日64.8
万 桶 。 但 是 ， 决 议 公
布后国际油价仍小幅上
涨。

业内分析，一直以
来 欧 佩 克 + 增 产 意 愿 不
足，尽管此次增产超出
市场预期，但仍无法填
补“部分禁油令”造成
的全球原油供应缺口。

此外，美国能源信
息局数据显示，美国上
周商业原油库存为4.147
亿 桶 ， 环 比 减 少 5 1 0 万
桶。这一数据也为油价
上行提供了支撑。

结构性失衡可能持
续

国 际 能 源 署 执 行
干事法提赫·比罗尔提
醒，石油市场在夏季可
能会变得紧张，柴油、
汽油或煤油供应会出现
瓶颈，尤其是在欧洲。

与此同时，随着航
空业提速复苏，全球石
油供应紧张将进一步加
剧。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
总监办公室(CIO)观点指
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
商沙特阿美在达沃斯论
坛上警告，在主张绿色
议题的说客压力下，大
多数企业不敢投资石油
行业，全球石油供应正
面临重大紧缩。不论俄
乌有否发生冲突，因行
业缺乏投资(特别是在疫
情期间)而起的问题都会

浮现。

该观点还指出，石
油市场现阶段低估了能
源供应风险。由于多年
来行业投资不足，传统
化石燃料目前的结构性
失衡可能持续。因此，
布伦特油价未来一年料
将保持在高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
究员王永中认为，美西
方对俄能源领域的制裁
导致俄油气出口严重受
阻，迫使其削减投资和
产能。西方能源企业基
本停止了与俄签署新的
采购合约，大幅削减了
俄能源的购买量，致使
俄能源供应大量过剩，
而其他欧洲国家能源供
应严重短缺，以至于出

现国际能源基准价格快
速上涨和俄能源价格大
打折扣并存的现象。

分析认为，当下世
界无法立即摆脱传统能
源供应，在新旧能源成
功转型之前，全球将持
续多年面临原油紧缺问
题，中长期来看油价将
长期维持高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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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油价高烧不退 
何时现转机？

秦刚：台湾早在
近1800年前就是中国一部分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

刚呼吁美国恪守在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中就台湾
问题所做出的承诺，不
搞台湾地位未定论，并
说台湾早在近1800年前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驻美使馆前天
（ 3 日 ） 在 网 站 上 刊 登
秦刚在亚洲协会得州分
会的讲话内容。

秦 刚 强 调 ， 台 湾
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
要、最敏感、最根本的
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
中美关系的基石。台湾
早在近1800年前就是中
国的一部分，比美国建
国早1500多年。

他 说 ： “ 美 方 应
该恪守它在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中就台湾问题所
作郑重承诺，而不是不
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
则，支持纵容‘台独’
， 搞 ‘ 台 湾 地 位 未 定
论’，制造台海局势紧
张 ， 危 及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讲话稿并没有出现

支持台湾早在近1800年
前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因
和证据，但中国台湾网
在2001年曾报道，中国
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
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
会长、编审杨静琦引述
《三国志》和地方志书
《临海水土物志》，强
调早在1800年以前的史
志记载中，台湾就是中
国临海郡的一个州。

秦刚认为，中美两
国正处在新一轮相互发
现、认知和调适的过程
中，并指美国国务卿布
林肯上个月发表对华政
策演讲，核心要义就是
美国要集中全部力量同
中国开展全面、激烈的
战略竞争；这篇讲话暴
露了美国对时代、对中
国的严重误解误判，凸
显了中美双方在一些重
大问题上的分歧。

他 说 ： “ 归 根 结
底，我们发展的目的就
是既立己、又达人，而
不 是 以 超 越 谁 、 取 代
谁 、 竞 赢 谁 为 目 标 。
中 美 在 某 些 领 域 的 确
会 有 竞 争 ， 但 应 是 公

平、健康的竞争，竞争
目的是相互促进，使彼
此发展得更好、更快、
更 强 ， 而 不 是 零 和 博
弈、赢者通吃。我们应
该公平地比一比，怎么
把国家治理得更好、让
本国人民安居乐业，怎
么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
更大动能，怎么为应对
气变和抗击疫情提供更
多公共产品，怎么为解
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
好方案，而不是比怎么
迟滞对方发展、怎么干
涉别国内政、怎么脱钩
断供、怎么修筑小院高
墙。”

秦 刚 认 为 ， 中 美
间的差异不应成为妖魔
化、污名化的借口，两
国间的分歧也不应成为
敌意和对抗的理由。双
方 不 仅 要 正 视 分 歧 、
管控分歧，更要化解分
歧、超越分歧，扩大两
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不仅要应对危机，更要
预防危机，防患未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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