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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油企进入“熬”时代

【一周 A�week】

>>3 月 5 日，据路透社公布的调查显示，随着中国央行降

息，过去两周中国人民币空仓触及五年高位；亚洲许多国家相

继宽松政策，打击投资人对多数新兴亚币的信心。

>>3 月 9 日，据路透消息，在中国尝试改革企业和经济放

缓之际，一些银行对中国国有企业(SOE)采取更严格的贷款标

准，并要求一些企业提供抵押品。

俄新社援引俄罗斯副总理 Arkady�Dvorkovich 表述， 俄罗

斯或许会允许中国公司控制俄罗斯的战略性资源。 俄罗斯政

府将考虑允许中国投资者持有俄罗斯战略油气田逾 50%的股

份，但不包括海上油田。Dvorkovich进一步表示，俄罗斯允许中

国公司持有俄罗斯战略性油气资源并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障

碍。

俄罗斯释放的这个信息之于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动机———

制造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去看待

俄罗斯在战略性油气资源上对中国企业控股比例的调整思路

的话，就会发现，这有可能为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的能源结构

奠定了一个优选空间。 从全球能源结构来看，中国在全球能源

市场上并不具备优渥的谈判资格和谈判空间。 全球能源市场

的定型化， 给中国这样一个后进入但又需求量巨大的国家所

预留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也正因此，当中国经济引擎轰隆隆地

向前驱策的时候，所需的石化燃料能否高效便捷、源源不断地

被提供就颇成疑问了。 以中国近些年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谈

判预留空间来看， 主流能源市场在重视中国巨大的需求量的

同时，却又对中国经济对能源供应的饥渴状况拿捏几许，以便

在赢得中国市场的同时尽可能地赢取从中国能源需求中提供

的高回报值。

这样的处境意味着中国获取石油天然气这类战略性资

源，不仅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更需要

付出高昂的政治成本。 以 30余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演化到当

下的十字路口而论， 当年中国经济发展依靠全球经济结构大

调整的充分契机，在自身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联合驱动下，

将自身塑造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 进而获得了长达

30余年的经济腾飞。 但这种优势是不可持续的，毕竟，中国经

济发展只是分享了全球经济结构的结构性变迁的残余， 而未

能深切地参与这一全球经济结构革命， 更不用说主导这一进

程了。 在这样的内外路径演化和路径依赖中，中国错失了对自

身产业体系、经济结构的深化调整和整合的机会，经济在快速

发展的过程中反而丧失了进行自我提升和升华的动力刺激。

久而久之，当全球经济在完成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之后，中国

固有优势便宣告终结。 以今日的情势而论，进行自我经济产业

结构升级的国际利好因素正在消逝， 中国经济在结构性调整

中保持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如果需要继续， 除了内生经济因素

变量需要进行重新组合之外， 从新发现并拓展国际利好因素

也同样不容小觑。

制造业成就了 30 余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引擎，油

气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优势一度是这一引擎的两翼。 中国经济

如果需要进行升级， 相对稳定的国际能源供应是不可或缺的

因素。 2014 年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度下跌，而中国并未能够

从这一普遍利好因素中获益， 就已经是中国经济的引擎失灵

的一个充分证明了。 如何控制国际油气战略资源，以防止中国

在其价格波动中只是受损而无从分享其利好， 也成为中国经

济在全面进行革新的语境中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 毕竟，在中

国经济内生因素升级换代没有全部完成之前， 中国经济仍然

需要继续前进， 国际经济价格要素的变动应当与中国经济要

素保持一定的正比例关系，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意义上， 俄罗斯允许中国投资者控制其战略性油

气资源的重要经济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持论或许认为中国在

这一时期提高对俄罗斯的油气资源的持股比例， 而不是充分

利用普遍低廉的国际原油市场所带来的利好因素。 但这只是

硬币的一面， 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至少应该是中国通过控制国

际油气资源进而主导油气价格市场， 从而为中国的内生经济

变革和产业升级提供足够的缓冲空间。 以国际油气分配来看，

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不仅存储量大， 开采成本低， 更为重要的

是，其开发程度远未达到成熟。 中国资本控制俄罗斯油气战略

资源， 也就意味着能够控制住中国未来经济变革和增长的基

本要素市场。 这一利好或许现在无法充分突显，但其长远战略

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 这一切目前只是停留在俄方表述

中，其要成为可操作的经济战略布局，还需要有更多的细致工

作要做。 两国如何谋求最大共同利益以减少因为政治因素激

荡而带来的合作风险， 恰恰是我们在强调这一利好因素的时

候所不能忽视的。 也因此，现在仅仅是探讨和论证，而不是在

讨论操作事宜。

控制俄战略资源将为中国

未来能源结构奠定优选空间

2014 年国际油价暴跌所带来的

冲击正在发酵。 多家公司明确称将减

少投资，大批裁员，小型石油公司或

面临并购潮。

安迅思能源研究总监李莉接受

《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油

价暴跌给这些重量级企业释放了一

个警醒信号”，“他们非常一致地选择

‘瘦身’”，“来熬过这一艰难时期”。

油企巨头

减少支出大批裁员

2014 年全球各大石油公司年报

都远远不如过去年份的好看。 据墨西

哥证券交易所 2 月底的一份财务报

告显示，2014 年，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

司的亏损额度约 2638 亿比索， 比前

一年增加了 55%。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在过去一

年间债务金额达到 11432 亿比索（约

合 75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9%，创

下历史新高。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离不开“过去一年里国际原油价格大

幅下跌。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首席

财务官马里奥·贝奥莱加德在分析成

因时这样说道。

而就在今年 1 月底，墨西哥财政

和公共信贷部宣布调整政府 2015 年

的公共财政支出，墨西哥国家石油公

司的预算因此被削减了 620 亿比索。

事实上，受国际油价下跌的不利

影响，2015 年有削减计划的能源公司

不在少数。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最大

民营石油公司 Lukoil 高层日前表示，

未来两年内俄罗斯石油产量将每日

减少 80 万桶， 因低油价和西方制裁

导致企业减少在西伯利亚的钻井作

业。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 1 月份

就表示，公司将放弃一个总价值为 65

亿美元的与卡塔尔石油公司的化工

厂合资项目，而原因正是目前“能源

行业气候不佳”。

作为英国第四大油气公司，英国

图洛石油公司也宣布，将注销在埃塞

俄比亚、毛里求斯和挪威 3 国价值 22

亿美元的石油勘探业务。 同时，其

2015 年石油勘探预算将由此前 3 亿

美元削减至 2亿美元。

2 月初，英国石油公司宣布，2015

年将削减 200 亿美元资本支出。 同

时，将减少勘探开支，延迟“边缘”上

游项目的建设， 并暂停部分下游项

目。 并且，该公司将在休斯敦分公司

和在石油产地北海裁员。 并且“公司

还会裁减更多员工”。 英国石油公司

宣布冻结全球近 8.4 万名员工的工

资，并表示这些措施是对当前艰难的

市场环境做出的谨慎回应。

同样有裁员计划的还有壳牌石

油、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其他石油企

业。

“之所以出现一致地选择削减成

本，是因为现在处于艰难时期。 ”李莉

告诉记者，“短期的艰难对这些企业

是好的， 他们可以做相应的瘦身，把

不必要的脂肪减掉。 ”

新一轮并购潮或延期

尽管近一段时间油价有反弹迹

象，但对改变现有格局杯水车薪。 有

分析认为这或将影响接下来的并购

潮。

每年油气领域并购声不断。 去年

11 月份，全球第二油服企业哈里伯顿

（HAL） 和第三大油服企业贝克休斯

（BHI）宣布合并，哈里伯顿斥资总计

346 亿美元新股和现金收购贝克休斯

所有股权， 从而新建一个市值达 700

亿美元的新哈里伯顿。

（下转第十四版）

油企面临转型，投资配比将现战略性调整

近日,一则俄罗斯可能让中国企

业对一系列油田完全控股的消息引

发业内高度关注。 业内认为，如果消

息属实，将是俄罗斯对中国做出的史

无前例的举措。 对此，《中国企业报》

记者对国内能源资源企业进行了调

查，发现企业对此态度不一，有的表

示欢迎，有的则表示担忧。

大型油企持欢迎态度

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 思想工

作部主任吕大鹏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消息属

实，我们将非常欢迎这项政策。 但是

我们也一定会按照项目的经济性进

行认真的评估， 从而决定是否进行

合作 ， 不会为单纯追求控股而控

股。 ”

据了解，中国石化是与俄罗斯合

作最为密切的中国能源资源企业之

一。 去年，在俄罗斯总统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期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与

俄罗斯西布尔公司在上海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探讨扩大贸易业务

的潜在可能性，寻求在天然气加工及

石化项目方面的合作机会。

除中国石化外， 去年 11 月刚刚

完成首笔海外能源收购的复星国际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对于该

消息我们并不清楚， 俄罗斯是复星

国际重点关注的投资区域之一。 ”

一位曾经任职于国有大型能源

资源企业的高层人士对《中国企业

报》 记者表示，“如果俄罗斯能够让

中国企业对一系列油田完全控股，

中国企业自然是欢迎。 对俄罗斯能

源资源领域的投资始终是中国政府

和企业在全球能源资源领域布局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应当持欢迎

态度。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协同创新

中心主任林伯强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此前， 中俄在能源资源领域

始终是买卖关系。 现在，中国企业很

可能有机会进入俄罗斯能源资源领

域的上游环节。 ”

不确定性较多投资风险大

与前述持相对乐观态度的企业

不同， 华北地区一家石油技术企业

的董事长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达

了自己的担忧：“即使消息属实，我

也有自己的担忧。 如果政局生变，中

国企业的资产会不会充公？ 如果油

田的质量差， 中国企业会不会落得

个高投入，低回报的下场？ 俄罗斯投

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比较多， 不能贸

然行事。 ”

对于这种担忧， 天津师范大学

俄语系副教授罗晓霞认为不无道

理。 罗晓霞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俄罗斯并不具备完善的市场环境，

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多， 容易受

到政局、法律法规等因素的影响，中

国企业的投资风险较大。 对能源资

源领域的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俄罗斯并不是没有中途变卦的可

能性， 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也有着

类似的遭遇。 ”

山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化工产

品负责人邵金光则直接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坦言“兴趣并不大”。 邵金

光说，“毕竟俄罗斯的投资环境不确

定性较多， 中国企业对俄罗斯的投

资环境也比较陌生。 未来，我们将更

多的关注成品油的销售。 ”

“中国企业应该进一步观察，谨

慎应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如果与俄罗斯已经有良好合作

基础的中国企业，比如其已对某一油

田控股 49%，那么进一步增持股份实

现控股则问题不大。如果有的中国企

业希望借机直接控股俄罗斯油田，将

来则有出现意外的可能性。 ”

专家：应抓住难得机会

“如果俄罗斯继续受制裁，不排除

对中国提供更多优惠的可能， 但俄罗

斯不会做事关国家利益的原则性妥协

和让步。 ”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白明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俄罗斯面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

力，急于打开新的局面。 尤其是在能

源资源领域， 面对欧洲市场的严重

萎缩， 俄罗斯自然会将目光投向具

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 事实上，中

俄在能源资源领域有很多对接点，

控股可能会成为其中之一。 ”

林伯强也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未来， 中俄将更加充分地将

俄罗斯的资源优势和中国的市场优

势相结合， 相信双方在能源资源领

域的合作会出现更多的创举。 ”

林伯强认为，“如果此次消息属

实，中国企业应该抓住难得的机会。中

国企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有对能源

资源控股的先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当然， 中国企业在实现对俄罗斯一系

列油田完全控股的过程中， 不可能一

蹴而就，必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俄罗斯

是一个难缠的谈判对手， 中俄将在收

购价格等方面反复过招。 ”

控制俄油气资源 中国企业亦喜亦忧

本报记者 陈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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