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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极端天气

型未如预期，都直接或间接促成世

界主要经济体进一步动荡，甚至在

欧美多国经济紊乱与金融颤抖。

那么，“经济列车”率先冲出“疫

情雾霾”的中国是否能处理好自己

的能源安全并为世界作出贡献呢？

要害是“贵不贵”

回顾过往，这一轮“能源安全”

议题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主要源于

9 月 23 日至 26 日多地拉闸限电，随

后煤荒、油荒、气荒陆续冒头，“抢

购汽油”“能源供应商倒闭”等消

息见诸报端，与此同时，欧美天然

气、动力煤、电力价格等都创历史

新高，大家开始揣测“能源供应有

问题了”？

英国保守党经济咨询师戴维·豪

厄尔认为，中国与国外能源市场存

在一定关联性，今年下半年起，西

方经济体主导的全球能源价格尤其

是天然气价格一路上涨，特别是 10

月 8 日，IPE 天然气、动力煤价格涨

至 213 便士 / 色姆、230 美元 / 吨，

达到历史顶点，而石油价格在 10 月

5 日攀升至 82.56 美元 / 桶，创 2020

年疫情发生后新高，受此影响，欧

美多国电价也刷新历史纪录。在中

国国内，受外部因素影响，主要化

石能源价格也出现上扬，尤其发电

用煤价格达到历史高位，并伴随着

局部限电现象。

奇怪的是，整体上，全球能

源产能难说短缺，就像美国出现石

油短缺，可该国正忙着出口页岩

油，甚至欧佩克会议还要求石油限

产。至于中国，局部性的拉闸限电

限产并非自身缺煤缺电，国内总体

煤炭和电力产能都是充沛的。厦门

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

强提到了短暂的供需不平衡，“当

前，经济正从疫情冲击中恢复，尤

其工业生产需求旺盛，能源等原材

料的供给跟不上，出现了短缺的问

题，……因为疫情影响，导致交通

等经济环节还没有完全地恢复，当

前的问题远未达到可称为‘危机’

的程度”。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包括中国

在内的能源安全要害，早已不是“有

没有”，而是“贵不贵”。从历史看，

因军事和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真正

全球性能源危机无非 1973 年“赎罪

日战争”和1986-1988年两伊战争“袭

船战”禁运，自那以后，主要消费

国都建立大宗能源商品库存制度，

如欧洲和美国形成不低于 90 天石油

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这样一来，

即便能源产地发生问题，对用户国

的冲击不会那么大，“有没有”问

题日趋边缘化。剩下的便是“贵不

贵”，放眼当下，只要肯花高价，

就一定能得到能源，但能否持续就

考验着各国承受力。

观察本轮能源紧张，西方国家

“输出性通胀”特征很明显。俄罗

斯《观点报》记者奥莉加·萨莫法

洛娃认为，美国和欧盟带头增发货

币，市场流动性陡增，而这些国家

储蓄收益率极低，为了保值，握有

大量流动资金的人自然会投入股市、

大宗商品等能吸引热钱的地方，但

欧美自身因疫情限制无法组织大规

模生产，这些“超级流动性”无疑

瞄准大宗能源商品建仓，如此一来，

对用户的经济影响就非常直接，归

根到底，能源安全的本质是影响一

国的经济安全，若基本燃料价格大

幅上涨，必然对经济产生破坏性作

用。

具体到中国，业内人士认为，

当前电力供应仍以煤电等化石能源

为主，“拉闸限电”问题很大程度

上源于煤电价格倒挂，煤炭供需紧

张倒是其次，“电厂一方面买不起

高价煤，一方面电价又维持在较低

水平，如果不对电价进行调整，那

么对电厂来说，多发电就意味着多

亏损。同时，冬季进入供暖期，如

果供热价格还继续维持在低位，那

么多供热也意味着多亏损，只能依

靠补贴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市场

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很好地引导这

种价格短期波动，确实还是要多想

一点办法”。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原所长周大地提醒。

另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

随着产能释放，10 月份以来煤炭产

量持续增长，11 月 1 日至 5 日煤炭

日均调度产量达到 1166 万吨，较 9

月底增加超过 120 万吨，最高日产

量达到 1193 万吨，创近年来新高。

多家央企也带头下调售价，已有十

多家主要煤炭企业主动将主产地

5500 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降至每吨

1000 元以下，像国家能源集团不久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能源安全要害，早
已不是“有没有”，而是“贵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