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产油国产油量

沙特（4月发布）

1200万桶/日

美国（3月发布）

1300万桶/日

挪威（2月发布）

207万桶/日

伊拉克（3月发布）

462万桶/日

俄罗斯（3月发布）

1129万桶/日

巴西（2月发布）

306万桶/日

加拿大（2月发布）

578万桶/日

阿联酋（3月发布）

300万桶/日

8国际

再推2.3万亿援助计划 美联储铺路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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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协议近在咫尺 油市回暖曙光乍现？

北京商报2020.4.10

被价格战阴霾笼罩了一个月的油市，终

于迎来了拨云见日的希望。4月9日的OPEC+

会议就是拂去阴霾的转机，毕竟，这是沙特阿

拉伯和俄罗斯首次有和解的意愿，各产油国

也都已经表达了减产的倾向，而被低油价折

磨得不堪重负的美国，早就坐不住了。不过，

对于油价而言，减产只是一方面，如果全球疫

情仍无转机，需求侧将依旧疲软，这就不是供

给侧的努力能解决的了。

和解希望

北京时间4月9日22:00，市场的目光聚焦

在了一处OPEC+紧急会议的召开。这也是决

定油价命运的关键时刻，会上，沙特、俄罗斯和

其他产油国商讨遏制油价暴跌的措施。当日晚

间，会议尚未结束，林林总总的消息便已鱼贯

而出。有媒体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OPEC+

将全面减产1000万桶/日，为期两个月。此前甚

至有媒体透露，沙特和俄罗斯已就大幅减产达

成协议，幅度可能高达2000万桶/ 日。国际油

价闻讯走高，布油一度涨超9%。

上周末，OPEC+成员曾进行过商讨，但

由于主要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导致原定于

周一举行的OPEC+紧急会议被推迟至周四。

在此次会议前，各方的态度缓和了不少，

对于减产的表态也清晰起来。俄罗斯能源部

周三晚间表示，俄罗斯准备参加一项新的生

产限制协议。根据RBC机构从能源部附近的

消息来源获得的信息，俄罗斯可能将石油产

量减少14%，即每天减少160万桶。

不只是俄罗斯，作为西欧最大的石油生

产国，挪威表示，如果能达成一项广泛参与的

减产协议，它也将考虑减产。加拿大阿伯塔省

省长杰森·肯尼近日表示，对该省参与减产持

“开放态度”。作为OPEC第二大产油国，伊拉

克也对达成新的减产协议感到乐观。根据阿

尔及利亚方面此前透露的消息，OPEC+讨论

了大幅度的原油减产措施，减产幅度或将达

到1000万桶/日。

“OPEC+达成协议只是时间问题，可能

不用几个月，数周足矣。”QuantumReser-

voir分析公司CEO萨利表示，“因为继续僵持

也于事无补，原油大量供过于求是事实，几乎

各个产油国都受到了低油价的伤害，尽早停

止分歧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程春华表示，近期

以来，OPEC+关于减产的讨论比较曲折，协

调机制出现了问题，各方有各方的考虑，顺

利达成协议并不容易。沙特方面认为，自身

产油成本较低，想通过斗争维护市场，或换

取他方减产合作。俄罗斯方面认为自己的支

撑能力比较强，寄希望于复苏中的中国市

场，不急于减产。而美国虽然受伤较深，但并

不想参与减产。

美国的威胁

在这次会议中，还有一个关键角色———

美国。沙特和俄罗斯都曾暗示，希望美国加入

减产计划。彭博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称，

石油外交人士正在努力组织将于周五召开的

20国集团（G20）能源部长会议，这是促使美

国加入协议的努力之一。

但美国迄今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愿。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内部就减产计划分

歧严重，许多大型石油公司反对世界原油生产

大国之间的合作。美国能源部本周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在政府没有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美国

原油产量已经下降了。不过，对于“美国石油产

量因油价疲软而自然下降是否可以算作减产”

这一问题，俄罗斯政府发言人DmitryPeskov

周三表示，“这属于完全不同的减产”。

虽然自己并未表明立场，但这并不影响

美国催促其他国家减产。此次会议前夕，众议

院多名共和党议员致信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威胁称，除非沙特通过削减原油

产量来帮助稳定价格，否则两国之间的经济

和军事合作将岌岌可危。此外，据《金融时报》

报道，美国还表示，如果沙特和俄罗斯无法控

制油价，将对两国进口的石油征税。

拿出关税和军事作为威胁的美国，是真

的着急了。在持续的低油价之下，越来越多的

美国油气公司撑不住了。4月1日，美国页岩油

领域的头部公司惠廷石油已经向得克萨斯州

南区破产法院正式申请进行财务重整，这是

本轮油价暴跌以来首个陷入破产保护的美国

页岩油气企业。

就连美国油气巨头也开始寻求自救。4月7

日，埃克森美孚公司宣布，今年资本开支和现

金支出营业费用将分别削减30%和15%，以应

对新冠疫情引发的供需失衡和大宗商品价格

下跌。据星展银行预计，今年下半年美国油企

的资本支出可能削减50%以上、钻井架数量将

继续减少，届时页岩油产量将大幅下降。

减产够吗

受伤的不只是美国的企业，沙特、俄罗斯

等各国产油公司都在低油价里挣扎了太久，

减产是拉高油价最快速的办法。不过，从目前

全球的供求情况来看，减产幅度和分配问题

是一个大麻烦。若按照1000万-1500万桶/日

的幅度来计算，几乎相当于全球供应量的

10%-15%，约等于美国或沙特的日产量，是

前所未见的减产规模。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

强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比较大，毕竟

各产油国都希望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卖得更

多；另一方面，现在需求突然降低，储备空间

是一个问题，即使产油国不主动减产，生产出

来了也可能没有地方来储备，也会导致被动

减产。

至于1000万桶/ 日的减产量，林伯强表

示，从目前需求过剩的情况来看，肯定是不够

的，但如果能够维持这个减产幅度，市场的预

期就会升高，从而拉高油价。

“OPEC及其他产油国需要减产石油

2000万桶/日。”美国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

油气专员西顿认为。据国际能源署预估，国际

原油市场目前每天供应过剩约在2500万桶，

这意味着即使达成了每天1000万桶的减产协

议，也难以有效缓解当前供过于求的局面。

“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

存储设施将在2个月内装满，届时世界每天将

需要减少3000万桶”，西顿警告称。

根源问题仍在于需求侧，全球疫情继续

扩散，各国商业活动停滞、交通航空需求大幅

下滑，导致原油需求锐减。根据美国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9日3时

30分，全球确诊病例超过150万例，达到

1500830，死亡病例高达87706例。

关于原油需求的预测也在走低。Rystad

能源公司的BjornarTonhaugen表示，即使产

油国同意立即削减每天1500万桶的产量，这也

只够触及表面。该咨询公司预测，4月全球石油

需求量将比同期平均水平减少2300万桶/日，5

月将比同期平均水平减少1600万桶/日，6月将

比同期平均水平减少1200万桶/日。

程春华分析称，整体而言，在新冠肺炎疫

情的冲击之下，由于结构性矛盾，减产问题并

不简单。现在美国和欧洲疫情持续蔓延，用油

产业衰退，需求疲软。这些趋势也倒逼产油国

减产，即使OPEC不召开会议，也会被动减产。

这次若能成功，油价可能会有所反弹。当然，

减产也不是万能的，只是临时性的救济措施，

市场机制还将发挥更大作用，协议达成之后，

实行的具体效果还不好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美联储救市

美联储再放大招。北京时间9日晚间，

美联储曾经许诺的“主街商业贷款计划”细

节正式出炉，美联储表示，将提供高达2.3万

亿美元的贷款计划，包括“工资保护计划”和

旨在给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计划，并通过

5000亿美元贷款计划加强市政资金。美联

储称，主街贷款便利措施可提供至多6000

亿美元的贷款。

受此消息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集体高开，

截至北京时间9日23时左右，道指上涨1.79%

报23852.7点，纳指上涨0.67%报8144.92点，

标普500上涨1.81%报2799.81点。

在声明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美

联储的作用现已扩大，超出了通常保持市

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的焦点，要帮助美国

获得所需要的经济和金融空间，以应对严

重的疫情。而在随后的讲话中，鲍威尔再

度喊话救市，称美联储将继续使用所有可

用工具，直到美国经济开始完全反弹。有

理由相信当美国经济反弹时，反弹势头将

是强劲的。

3月23日，美联储开启无限量QE，美联

储在声明中提到，致力于在这一充满挑战

的时期使用其全套工具为家庭、企业和美国

经济提供整体支持，这意味着至此美联储绕

过银行和华尔街交易商，从央行变成了商业

银行，直接出手救市。彼时，美联储便表示将

很快宣布建立“主街商业贷款计划”，以支持

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型企业贷款。

鲍威尔还在此次讲话中提及，失业率可

能暂时升至非常高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

几乎在美联储宣布2.3万亿美元贷款计划细

节的同时，美国劳工部再次发布最新数据，

数据显示，截至4月4日当周美国初请失业

金人数录得660.6万人，高于预期的525万

人，前值由664.8万人修正至686.7万人。

CNBC称，这使得过去3周，美国累计初请失

业金人数超过1600万。如果将这一数字与

上一份月度就业报告中的1.51亿人进行比

较，这意味着美国在3周时间内丧失了10%

的劳动力。

美股反弹行情

救市，不顾一切地救市，美联储的态度

已经十分明确。就在公布最新举措的24小

时之前，美联储刚刚公布了其在3月15日的

议息会议纪要，其中的重点是，委员们重申，

将把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直到经

济经受住此次打击，并走上充分就业和稳

定通胀的轨道。这一点无疑给了市场明确

的信号，起码在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

的冲击之前，美联储不会作出加息的举动。

因此，美股又涨一波。

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

副研究员孙立鹏表示，纪要已经是过去时

了，如今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向已经很清楚

了，一来挽救经济，稳定市场，保持市场充分

流动性；二来就是切断风险向实体经济蔓

延，同时防范实体经济倒灌金融体系的风

险。但说救市或者帮助困难企业主要还是

财政刺激，美联储更多是配合财政措施，真

正发挥作用则可能在复苏阶段，会进一步

推出货币宽松政策，如果美国疫情恶化下

去，美联储还有充足货币政策工具应对。

但不管怎样，这份会议纪要还是给市场

吃下了一颗关于零利率的定心丸。此外，当

天还有另一桩让市场松口气的事情。当地时

间8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参

议员伯尼·桑德斯宣布退出2020年美国总统

竞选，这意味着领跑民主党预选的前副总统

拜登成为民主党唯一总统竞选人。

起码对华尔街来说，桑德斯的退选是件

值得庆祝的事情。一直以来，桑德斯所代表

的就是民主党内的激进派，主张全民免费

医疗、公立大学免费教育、限制最低收入每

小时15美元等政策，此外还提倡拆解大型

银行，提高富人税，加强金融监管，规范科技

巨头的垄断行为……

华尔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美股“黑天

鹅”也终于被排除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成昊称，桑

德斯本在民主党中就偏向于非主流，属于

左派的政治人物，跟中间派选民差距比较

大，主要靠医保、教育政策吸引年轻人的支

持，相对来说他在华尔街方面的表态并不

属于主流态度，拜登也很难将这些政策吸

纳到自己的政纲里面。现在重要的是，民主

党内部至少形成了团结，拜登成了唯一的

竞选人，因此有了一定的稳定性。

经济复苏之路

在经历了四次熔断的惊魂3月之后，美

股似乎在4月变得稳定了许多。最近，随着

美联储的放水、美国政府的撒钱，美股也终

于看到了些许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研究员孙杰则提到，从美国经济的基本

情况以及冲击的程度和相应的措施来看，

疫情属于外部冲击，跟2008年并不一样，美

联储自己的判断也提到，这次冲击不会像

2008年一样那么长，但要是就此说美股就

要开始走好还是太早了，只能说从美股目

前状况看，应该差不多到底了，不会再像之

前一样暴跌了，但也不会回去，即处于一个

相对稳定的状态。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再次释

放了“复工”的想法，在8日的白宫记者会

上，特朗普称，美国新增病例数据开始稳定，

相信美国正在“提前”控制疫情传播。当疫情

处于下降阶段时，可以考虑重新开放美国

经济活动，“我们可以分阶段实行，有些地区

受影响相对较小”。但这次，特朗普没有再给

出具体的日期。

孙立鹏称，特朗普再次重申想要重启美

国经济，可以看出目前特朗普最害怕的就是

美国经济链条断裂。此外，财政货币政策虽

然充足，但副作用也很大，比如中长期挤占

财政政策空间，现在救助越多，后期经济复

苏阶段的力度空间就越有限，货币政策也是

这样，无限扩表对于债券市场的稳定也有一

定影响，全球美元流动性、美元地位都会有

连锁反应。再就是特朗普政治选举需要，经

济还是其最主要的政治资本，一旦疫情稍微

有所缓解，特朗普政府就会陆续重启经济。

孙成昊也提到，疫情进展已经成为拜

登与特朗普之间最大的变量，未来走势取

决于特朗普政府对疫情处理方法是否得

当。目前特朗普支持率很高，但这属于危机

暴发初期的一种聚集效应，属于一种虚高，

如果长期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对特朗普来

说是非常不利的。而且目前看特朗普政府

在处理疫情方面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联

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协调有问题、医疗

物资的战略储备欠缺等。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前有美国政府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 后有美联储2.3万亿

美元贷款援助，面对疫情冲击之下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美国政府

和美联储难得合拍。如今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再超600万，美联储

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随着越来越多刺激计划的出炉， 美股周四高

开，美股乃至美国经济仿佛加速摆脱曾经的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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