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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作出

反应，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进行了强烈制裁。欧盟和美国先后禁止在

能源领域向俄罗斯转运技术、禁止在能源领域向俄罗斯开展投资、禁

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石油，并且欧盟承诺将逐步退出对俄罗斯的天

然气依赖。然而，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地位十分重要。西方的制裁虽

然打击了俄罗斯经济，却推高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对全世

界的能源安全造成了冲击。首先，全球能源危机对欧洲造成了重大冲

击。从资本市场来看，西欧地区资本市场主要股指在制裁推出后出现

大幅下滑现象，累计收益率一度下挫超过 10%；从能源供给来看，在

欧洲的能源进口结构中，俄罗斯占据了主导地位，快速切断俄罗斯能

源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欧洲的能源供给安全，同时也导致了欧洲物价飞

涨。其次，全球能源危机对中国也造成了较大影响。从资本市场来看，

中国的资本市场剧烈下跌，自俄罗斯受制裁以来，上证指数累计收益

率最高下跌近 15%；从能源供给来看，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

俄乌冲突对原油价格及天然气价格造成的冲击会深刻影响我国能源

成本。中国应从促进能源贸易、加强能源储备工作、加快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支持本国化石能源供给、加强国际政策合作、支持人民币能

源计价结算这六个方面应对全球能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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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对俄能源制裁与全球能源危机 

自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作出

反应，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进行了强烈制裁。欧盟和美国先后禁止在

能源领域向俄罗斯转运技术、禁止在能源领域向俄罗斯开展投资、禁

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石油，并且欧盟承诺将逐步降低对俄罗斯天然

气的依赖程度。 

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地位十分重要，西方的制裁虽然打击了俄罗

斯经济，却推高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对全世界的能源安全

造成了冲击。2021 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

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原油出口国、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第

三大煤炭出口国。2021 年俄罗斯平均原油产量 1000 万桶/日，占全球

原油产量的 10%左右，其中国内炼厂加工 500 万桶/日，原油直接出

口 500 万桶/日左右。近期受国际制裁影响，俄罗斯原油出口量持续

萎缩。4 月初俄罗斯的原油每天减产 70 万桶，到 4 月底已经扩大到每

天减产 150 万桶。从 5 月开始，俄罗斯石油每天减产近 300 万桶。石

油缺口的扩大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相较于 2021 年大幅增长，已从 2021

年初的约 80 美元/桶增长至最高超过 120 美元/桶。 

虽然俄罗斯的天然气尚未受到欧洲正式制裁，但欧洲主要国家领

导人已经承诺要逐步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对未来制裁行

动的预期将导致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大幅上升。为了弥补缺口，欧洲

今年进口了大量液化天然气（LNG）。而这种行为抢夺了亚洲的 LNG

供应，造成了亚洲 LNG 市场现货价格同样上涨。 

令人担忧的是，能源危机不仅会造成能源短缺和能源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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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目前天然气供应紧张且价格高企，

这对天然气的非能源用途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其中对化肥生产的

影响尤为严重。天然气占全球氨产量的 70%，是所有矿物氮肥的主要

原材料。从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3 月，尿素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多，

对俄罗斯的制裁使化肥供应进一步紧张，进而可能会导致未来农作物

产量大幅下降。 

资本市场方面，将全球主要国家的指数成分股按照行业进行划分，

可以发现，由于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上涨，能源企业大幅获利从而使

得能源股收益在各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 

二、能源危机对特定地区的影响 

首先，全球能源危机对欧洲造成了重大冲击。从资本市场来看，

西欧地区的资本市场在制裁推出后出现大幅下滑现象，累计收益率一

度下挫超过 10%；从能源供给来看，由于欧洲与俄罗斯双方经贸关系

密切，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进口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煤炭占

据超过 40%的份额，天然气占据超过 35%的份额，原油占据超过 20%

的份额。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俄罗斯是本国能源供应的最大源头，

部分国家对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超过 80%，甚至达到 100%。

快速切断俄罗斯能源严重威胁到了欧洲的能源供给安全，同时也导致

了欧洲物价飞涨，尤其是 CPI 中的能源部分，同比增长一度超过 40%。 

其次，全球能源危机对中国也造成了较大影响。从资本市场来看，

中国的资本市场剧烈下跌，自俄罗斯受制裁以来，股市累计收益率最

高下跌近 15%；从能源供给来看，俄罗斯持续稳居中国第一大能源进

口来源国，保持第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国、第一大电力进口来源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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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1 年前三季度中俄能源

贸易额达 349 亿美元，占双边贸易总额的 34.3%。虽然中俄经贸往来

没有欧洲和俄罗斯那么密切，但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

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 70%和 40%，因此俄乌冲突对原

油价格及天然气价格造成的冲击会深刻影响我国能源成本。 

长期以来，复杂的国际关系、动荡的地缘政治、不平等的地区溢

价、不稳定的运输线路等因素，都对中国进口原油的成本和进口渠道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进口油源的保供也常常面临着不确定性。虽然俄

罗斯在我国能源进口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但由于我国能源进口多样，

石油、天然气等来源分散，且中国并未加入西方对俄能源制裁，俄乌

冲突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影响有限。 

三、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能源危机 

中国应从促进能源贸易、加强能源储备工作、加快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支持本国化石能源供给、加强国际政策合作、支持人民币能源

计价结算这六个方面应对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 

第一是要进一步促进能源贸易。其一是促进能源贸易增长，通过

建立国际共识（如二十国集团，OPEC+等），作出国际承诺，避免实

施导致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的出口限制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进口

限制。其二是多样化进口来源，继续降低单个国家在我国能源进口中

的比重，避免其政治动荡威胁我国能源供给。同时，要增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能源进口比重，保障能源运输稳定安全。其三是协助稳

定地区局势，积极斡旋俄乌冲突各方，早日恢复地区稳定与和平，平

抑能源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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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要加强能源储备工作。其一是加强石油战略储备，保持国

家石油储备规模与石油消费总量相适应，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石油

储备设施建设运营。其二是提升天然气储备和调节能力，推进地下储

气库、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等储气设施建设。构建供气企业、

国家管网、城镇燃气企业和地方政府四方协同履约新机制。其三是慎

重考虑大量购买低价俄罗斯石油。这一举措的有利之处在于受西方制

裁影响，俄罗斯石油对友好国家实行大幅价格折扣以维持其经济体系

运转，我国购买石油的成本降低。不利之处有三点：一是我国石油储

备设施有限，现有设施已经接近满负荷运作；二是大幅购买俄罗斯石

油与我国石油进口多元化策略冲突；三是虽然购买俄罗斯石油是商业

行为，但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政治考量，对我国

外交方面的姿态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是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其一推动新能源发电，统筹光

伏发电的布局，全面协调推进风电开发，推进水电绿色发展，安全有

序发展核电。其二是提高生物能源地位。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

的国家之一，生物质发电、供热、燃料乙醇、天然气、柴油等生物质

能技术和产业化渐趋成熟，我国具有发展生物能源环保产业的独特优

势。按照不与粮争地、不与人争粮的原则，提升燃料乙醇综合效益，

大力发展纤维素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航空煤油等非粮生物燃料。

其三是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能量互动。

统筹新能源汽车充放电、电力调度需求，综合运用峰谷电价、新能源

汽车充电优惠等政策，实现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能量高效互动，降低新

能源汽车用电成本，提高电网调峰调频、安全应急等响应能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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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高效协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与气象、可再生

能源电力预测预报系统信息共享与融合，统筹新能源汽车能源利用与

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协同调度，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 

第四是要支持本国化石能源供给。其一是推进煤炭安全智能绿色

开发利用，努力建设集约、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工业体系。推进

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有序释放优质产能。其二是提高天然气生产能力，加强基础地质调查

和资源评价，加强科技创新、产业扶持，促进常规天然气增产，重点

突破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推动页岩气规模化开

发，增加国内天然气供应。强化重点盆地和海域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和

勘探，夯实资源接续基础。抓好已开发油田“控递减”和“提高采收

率”，推动老油气田稳产，加大新区产能建设力度，保障持续稳产增

产。 

第五是要加强国际政策合作。其一是推进能源变革与低碳合作，

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产能合作，积极推动风

电、太阳能发电、储能、智慧电网等领域合作。在电网互联及升级改

造方面，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推动核电国际合作，加强科

技创新合作，积极参与能源国际标准制定，加快我国能源技术、标准

的国际融合。其二是推动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运营好“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平台，办好国际能源变革论坛。在中国—阿盟、

中国—非盟、中国—中东欧、中国—东盟等相关能源合作平台和亚太

经合组织（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指导下，加强联合研究，拓展培

训交流。加强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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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C）、国际能源论坛、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等国际组织和机制合

作，积极参与并引导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APEC、金砖国

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加强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

的国际合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中美清洁能源合作，

深化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形成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

发展合力，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 

第六是要推动能源领域的人民币计价，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

险。其一是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油气相关项目落地，可以充分利用好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等优势，以国家间产能合作为助力，

给予富油气国家人民币贷款来发展经济，推进中国石油相关产业和项

目落地，最大程度实现石油人民币签单和人民币计价结算目标。同时，

积极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大型石油企业和国际投资者参与人民币计

价结算的原油期货交易和其他金融项目，降低合作贸易成本和汇率波

动风险，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其二是积极健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拓宽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渠道，提高人民币在

跨境清算中的效率，满足全球人民币业务使用需要，提供公平良好的

市场竞争环境。在此过程中，有侧重地拓展中国与主要进口石油来源

国和地区的人民币计价结算，为人民币回流提供便利化条件，保证使

用人民币进行石油贸易计价结算及其他贸易与投资活动的顺畅。 

 

【注：本文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讲座速记稿整理，已经演

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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