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目标
产油国必须努力探索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之路

拉巴赫·阿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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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

和沙特等中东和北非国家，已经宣布或正在落实

相关政策，通过实现经济多元化来减轻对石油的

依赖。油价自 2014 年起大幅下挫（见图），预计

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使得经济多元化成为

政策辩论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尽管很多化石燃料出口商认识到多元化发展

的必要性，但很少有国家能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

从历史上来看，对于这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来

说，开展与石油开采无关的经济多元化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推行

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从而难以激发起管理人

员和其他经济主体的自信心和主动性，去接受新

思想、大胆创新和勇于冒险。例如，世界各地很

多国家（包括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有石油公司

的激励机制并不是一直鼓励管理人员和雇员充分

发挥自身的潜能，努力适应正在迅速影响着产业

的新技术。很多国有企业虽然开始进入其核心业

务和能力之外的领域，但鲜有创新，难以留住优

秀的人才。更糟糕的是，虽然有几家国有石油公

司坐拥储量丰富的油田，确保了较低的开采成本，

但它们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

经济重心的转移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能将自己的关注重心从

经济多元化这个最终目标转向实现经济多元化的

途径，即经济转型过程，那么它们会发现要实现

经济多元化其实要容易得多。而这个过程需要他

们采取措施，将经济重心从油气主导型行业转移

出来。经济转型的重点是找到一种方法，能让该

主导行业产生溢出效应，甚至助推其他（非碳氢

化合物）行业的发展。换句话说，通过积极开展

经济转型，这些国家将重点为管理人员和其他经

济主体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将目前眼中那些极

具破坏力的敌人—能源技术创新市场—转化

成自己的朋友。那些推行这种方法的国家不太可

能遭遇失败或排斥变革。

能源市场的技术变革有利于那些倚重石油收

入的经济体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借助于更加

灵活的经济制度，以及合适的公司治理结构（让

管理人员和员工拥有一些权利），这些经济体便

更容易发挥新技术的优势，不仅能降低能源市场

中潜在破坏性因素相关的风险，而且能创造很多

发展机遇。例如，上市公司往往比国有（甚至私有）

公司的生存状况要好一些。因为这些公司要对股

东负责，因此它们更有可能适应全新的环境，走

在行业的前面。

在国家层面上，政府问责制的缺位以及石油

行业的国有体制让一些国家面临很大的风险。能

源生产及应用技术领域的变革对能源市场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但这个行业大都反对变革。

例如，在能源生产领域出现了水力压裂技术，

即人们常说的“压裂—水平钻井法”。这项技术大

大简化了页岩油的生产工艺，从而改变了石油市

场的发展动态。与普通的钻井相比，页岩油的生

产活动可更快捷、更低廉地启动和结束，从而最

终形成更短、更有限的油价周期，当油价上涨时，

产量提高；当油价下跌时，产量降低。在全球每

天 9400 万桶原油产量中，页岩油的日产量迅速攀

升至 500 万桶，这也可能是石油供应过剩，进而

油价大幅下跌的推手。

另一个例子与能源应用技术的变革有关。随

着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日益得到广泛应用，

交通行业越来越倚重电力行业，反之亦然，而石

油产品的作用在逐渐弱化。这对于石油行业来说

是个坏消息，毕竟通过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这

类产品，石油主要用于交通领域。来自其他能源

资源的技术变革—首先是天然气，然后是太阳

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也让石油行业面临更

激烈的竞争。当然，技术变革与能源价格水平有关，

或者从更大的范围看，与创新的需要有关—例

很多国有企业开始进入其核心业
务和能力之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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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一样，当能源

供应安全受到威胁时。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所谓的“石油峰值假说”

假定全球石油产量受限于地质现状和开采能力，

将在 2020 年前后达到最高水平。多年来，这种假

说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在产量接近峰值时，“页

岩革命”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场革命及

其带来的石油供应的大幅增加，在很多方面都可

视为石油供应市场对 21世纪头 10 年高油价的一

种反应。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随后对石油

需求的增加是主要推动因素。对于那种过于悲观

的石油峰值观点，即地质因素将限制石油供应的

看法，这无疑是一种直接的挑战。

然而，页岩革命带来的低油价会在多大程度

上放慢交通行业向减少石油依赖的方向转型，目

前仍不得而知。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面对较

高的燃油价格时，汽车行业的企业往往会大胆创

新，开发出更多的清洁技术。

搁浅资产

关键是要认清技术变革对能源市场产生的影

响，毕竟这些技术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石油

的命运，以及那些依赖石油的国家和企业的命运。

向低碳或无碳能源（例如，可再生能源）的

转型是遏制全球变暖这项工作的主要目标，但却

会损害那些富油国的利益。市场对富含碳的燃料

（如石油）的需求降低，这会使这些国家开采自己

的石油储量成为一件并不划算的事情—将这些

储量变成所谓的“搁浅资产”。

具有历史意义的 2015 年《巴黎气候协定》将

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 2 摄氏度之内。这使

得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

题，而能源生产和应用技术的变革（例如，可再

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使这个问题

变得紧迫。有证据表明，如果“协定”目标得以

实现（见“国家的财富不可燃烧”，《金融与发展》

2017 年 3月号），那么 1/3 的石油、1/2 的天然气

以及 80% 的煤炭将永远留在地下。中东的石油生

产国是受影响很严重的国家。如果全球要实现其

气候变暖目标，中东地区大约会有 2600 亿桶石油

无法得到利用。除了石油之外，那些用来勘探和

开采这些储量的设备和其他资本也会出现闲置。

而且搁浅的资产有可能在不断增加。近年

来，埃及、以色列和黎巴嫩发现了巨大的油气田，

这使得那些油气资产永远无法重见天日的国家不

断增加。由于这么多国家面临着资产搁浅的风险，

政府和企业应将经济多元化作为首要任务，以使

国家适应并降低风险。

减少碳含量

在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中，降低能源

中的碳含量这项工作将非常有益，毕竟它使相关

国家有很多机会来发挥那些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

可再生能源的潜力。中东和北非地区不仅拥有

极其丰富的石油储量，而且拥有大量且基本上

未得到开发的可再生能源。据“沙漠技术”项目

（DESERTEC），太阳每六个小时带给全球沙漠的

能源甚至超过全球一年的太阳能消耗量。这个项

目有关全球可再生能源计划的愿景是，掌握利用

来自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的资源生产持续电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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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下跌
自2014年起的油价下跌预计将演变成长期的油价低迷。

	（油价，美元/每桶）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注：该图基于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这一常用基准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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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开展的研究表明，沙漠

地区充足的阳光能够提供足够的电能，满足中东

和北非地区不断增加的电力需求，此外还能向欧

洲供电。

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使得中东和北非国

家有机会抵消那些搁浅的油气资产存在的风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指出，该地区以及亚洲和美

国的部分地区拥有最强烈的太阳辐射。

在中东和北非各国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这些非油气资源有助于满足迅速增加的电力需

求。但是，要想用好可再生能源，该地区需要完

善和扩大基础设施，提高民众教育水平，建立强

大的政府，推出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管理人员

和企业家运用当前最前沿的技术。有几个国家已

着手实施一些雄心勃勃的项目，希望增强自己在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实力。例如，阿联酋计划，到

2021年国内 24% 的主要能源消耗来自可再生能

源。摩洛哥在撒哈拉沙漠启动了庞大的太阳能发

电厂的一期工程。预计到 2020 年，该项目的总发

电量可到 2000 兆瓦，从而使该项目成为世界最大

的单体太阳能发电厂。

迫切的需要

油气价格的下跌使得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对

于“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格言，中东和北非地

区的富油国似乎感触尤深。油价的下跌让这些国

家感到震惊，使其认识到经济必须有弹性，才能

足以适应能源市场的变化。例如，为了应对其石

油储量枯竭的挑战，迪拜已成功转型为全球贸易

中心。但有些国家和企业仍然依赖能源市场以及

这些市场所带来的收入。对于这些国家和企业来

说，必须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应对经济转型带来

的风险，勇敢拥抱经济转型创造的机遇。

此外，一些制度性因素，例如公司治理、法

律制度、可竞争市场（进入和离开市场时无任何

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的赞助性支出，不但影响人

们对创新的态度，也影响人们解放思想接受新观

念，从而影响这些富油国的经济转型进程。例如，

以石油收入为经济后盾的公共部门提供了很多就

业机会，这一点却抑制了积极创新的热情。如果

经济政策未能达到转变观念的目的，这些政策就

无法为富油国实现预期的转型效果。

作为该地区，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

沙特似乎意识到了通过非石油收入来巩固其长期

财富来源的必要性。在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

计划中，该国宣布将公开发行其国有石油公司沙

特阿美石油公司 5% 的股份。这应是沙特仿效埃

克森这类西方上市公司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些

西方企业一度以石油为主业，但后来通过扩大业

务范围，发展成能源公司，实现了石油资产与其

他能源之间的平衡。

由于着眼于经济多元化这个最终目标，中东

和北非地区国家一直无法顺利地推进这一进程。

有关经济转型的政策应放弃自上而下的方法，不

应特意选择要发展的行业。相反，这些国家要营

造一种环境，促进市场的可竞争性，调整管理

人员和精通技术的青年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帮

助他们及其企业，甚至整个国家经济发挥自身的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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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油收入为经济后盾的公共部门提供了很多就业机
会，这一点却抑制了积极创新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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