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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has fluctuated to a rather high level caused by supply 
and demand, politics, economy, war and other factors, this deeply affected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petro-
leum enterprises, and even the entire national economy. The impact of oil price fluctuations on petroleum en-
terprises is researched by studying about distribution and pricing policies of domestic oil industry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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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受到供求、政治、经济、战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波动性逐渐加大，

这对中国石油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国内石油产业布局和价格政策等因素

的研究，分析了油价波动对不同类型石油产业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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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作为基础性原料以及重要的战略储备不但具

有经济性，更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价格自然成为

世界各国关注焦点。原油价格受较多复杂因素影响
[1-3]，并反作用于相关产业各环节[4]。作为对外石油依

存度达到 50%以上的石油消费大国，我国各行业受油

价波动的影响将更为广泛[5-7]，在 2008 年以来全球金

融危机导致需求市场全面萎缩[8]以及中国原油价格机

制造成的价格传导失效的背景之下，中国石油产业对

油价波动的敏感程度进一步加剧[9,10]，由于我国石油

产业构成的差异[11]，造成了油价波动对上下游产业影

响利弊不一，差异很大。具体到中国石油市场各类主

体企业，因其所有制性质和产业链完整程度差别而影

响不同。 

1 油价波动原因 

国际原油价格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加大幅度

的波动，从 2001 年的不到 25 美元/桶一路看涨，经历

2005 年 54 美元/桶，至 2008 年突破 140 美元/桶，进

入 2009 年迅速回落至 40 美元/桶，徘徊在如今的 75

美元/桶。油价的波动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影

响，而这一波动是由诸多影响因素叠加作用而成。 

1.1 供需关系对油价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出现复苏并进入了快

速发展阶段，世界各国都把握这一时机迅速发展本国

经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经济增长速

度更为显著，世界经济增长率几十年来首次突破了

5%。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加大了世界各国对原油的需

求，全球原油需求量已由 2000 年的 7578 万桶/d 迅速

增加到 2006 年的 8460 万桶/d，根据经济学理论，商

品价格由其自身供需所决定，世界石油市场供求关系基金项目：国家能源局项目（ZX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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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紧，造成了油价的不断攀升。 

1.2 世界各国局势对油价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国际多个战略联盟的

达成，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等归根结底都是石油

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而这大都源

于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源领域。一方面石油出口国

以自身的能源优势为筹码，在国际谈判中积极寻求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石油进口国为了保证自身

稳定的石油来源，使本国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能

源供给，在外交中都期望和石油出口国达成战略联盟

甚至不惜动用经济、军事制裁以控制某个石油出口国

或地区。而石油价格也正是随着世界各地区局势的动

荡以及各国间关系角色的变化而波动。 

1.3 投机性资金对油价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至世界金融市场，对美

国及世界的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大家，根据供需关系

对油价造成的影响，原油价格本应回落，而事实是世

界原油价格不降反升，其原因主要源于石油价格的另

一个影响因素—石油期货投机。期货炒作是由金融集

团策划下的一种价格推动手段，集团根据自身情况借

助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控制石油价格以获取利益。

次贷危机造成了众多资金逃离原有投机市场而进入原

油期货市场以寻求新的投机机会，这加大了石油价格

的非理性波动。 

1.4 汇率变化对油价的影响 

国际油价是以美元计价，美元的汇率自然造成其

价格影响。目前世界产油国多石油美元作为石油结算

货币，而是用欧元作为从欧洲进口的结算货币，美元

和欧元的汇率是否平衡严重影响了产油国的经济，美

元从 2002 年起持续下跌，至 2005 年对欧元贬值 50%

以上，相当一部分产油国为了避免进口成本大幅度增

加造成国内通货膨胀，都提升原油出口价格以平衡美

元贬值对其经济带来的影响； 

2 油价波动对各类石油企业的影响 

目前，根据石油市场主体发展规模和石油企业所

有制性质等因素，中国石油市场主体可以归结为四大

类：三大国有石油企业、新兴国有石油企业、民营石

油企业和外资石油企业。各类主体的市场地位有较大

差异，其中三大石油公司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他国

有企业加速向石油业渗透，民营企业积极寻求发展机

会，外资凭借品牌和管理优势加速进入国内市场。 

2.1 对三大国有石油企业的影响 

2.1.1 主要影响方面分析 

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同为跨国石油公司，但由于历

史原因[12]，三大石油公司上下游比例却大不相同，中

石油上下游业务比例均衡、中石化下游业务占绝对优

势，中海油上游业务集中，所以油价波动对三大公司

的影响各异。不同业绩表现的政策性因素是对企业上

游业务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和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倒

挂这两大原因。 

国内三大公司在产业链整合、风险规避和利润均

衡等方面的成熟度较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有所欠缺，造

成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与国际石油巨头相比明显不

足，面临油价波动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随着国际

油价的剧烈波动，阶段性高油价下，上游业务比例越

高的公司，公司整体的盈利水平就越好，低油价则反

之。 

相比而言，中石油和中海油利润、业绩与价格呈

现的相关性远大于跨国石油巨头，油价的上涨使其轻

易地达到了利润的高点。但是一旦油价下跌，企业的

利润又会呈现急速下降的趋势。2005 年以来的油价持

续高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上游勘探开发领域的超额

收益远远大于下游的石油炼化和销售领域产生的收

益，石油石化行业利润不断由下游向上游转移，同时

又大大增加了下游炼化与销售领域的成本，炼化企业

的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甚至变成亏损。而一体化公司

的好处是下游的亏损可以由上游的收益来弥补，高油

价不会对公司整体造成太大的影响，进入 2008 年下半

年，国际原油价格急速回落，伴随金融危机带来的市

场萎缩及价格机制的政策性传导失效，三大公司的盈

利能力受到了全方位的影响，利润的每况愈下又给企

业造成多方面的间接影响。 

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利润水平的降

低很可能会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的能

力，而企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就依赖于对外融资和

超额收益的积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都需

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持，故而也需要企业实现相当的利

润作保障。 

油价的剧烈波动还会影响三大公司的投资预期，

干扰企业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并且高油价使得资源

国纷纷调整油气上游对外开放政策、为抬高项目合作

要价提供了筹码，这样就使得三大公司参与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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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付出的代价也更高。 

2.1.2 基于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分析 

基于油价历史数据考虑，2001-2007 年之间，国

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因此对三大公司主营业务利润

率的分析，主要以高油价为背景。三大石油公司上下

游业务的比例不同，所以高油价带来的利润变化趋势

也有所不同。主营业务利润率及销售净利率都是反映

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营业务利润率尤其针对的是

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剔除了企业的投资收益及

营业外收入与营业外支出的影响。而且主营业务利润

率剔除了补贴收入对于利润总额的影响。 

中国从2006年4月开始对石油开采企业征收特别

收益金。起征点为 40 美元/桶。原油价格越高，征收

的比率越高。当油价为 60 美元/桶以上时，对超额收

入按 40%的比率征收。2007 年中石油和中海油平均实

现原油价格均超过 60 美元/桶，中石化则接近 60 美元

/桶。2007 年中石油缴纳石油特别收益金 445.8 亿，比

2006 年增加 156.66 亿元。中石化缴纳特别收益金 112

亿元，比上年增加 25 亿元；中海油缴纳特别收益金

68.4 亿元，比上年增加 28.6 亿元。石油特别收益金作

为营业税金及附加中的一部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主

营业务利润。为了更直接的反映高油价对三大石油公

司利润的影响，故将特别收益金扣除来计算主营业务

利润率。 

 
表1 三大石油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与油价的关系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布伦特原油价格（单位：

美元/桶） 
24.44 25.02 28.83 38.27 54.52 65.14 72.39 

中石油 38.39% 41.18% 44.68% 49.50% 46.33% 39.87% 33.44% 

中石化 18.51% 18.86% 19.35% 19.51% 14.23% 12.84% 13.08% 

中海油 49.11% 48.24% 38.21% 40.45% 52.08% 48.40% 45.41% 

 
表 2 三大石油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扣除特别收益金）与油价的关系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布伦特原油价格（美元） 24.44 25.02 28.83 38.27 54.52 65.14 72.39 

中石油 38.39% 41.18% 44.68% 49.50% 46.33% 44.07% 38.78% 

中石化 18.51% 18.86% 19.35% 19.51% 14.23% 13.66% 14.01% 

中海油 49.11% 48.24% 38.21% 40.45% 52.08% 52.88% 52.95% 

 

从表 1 和表 2 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在扣除了石油

特别收益金的影响后，中石油和中海油的主营业务例

利润率都有所提高，中石化的变化不大。主要原因是

中石化上游业务较少，石油收益金对其利润的影响也

较小。在高油价下，中海油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最高，

其次是中石油，中石化利润率最低。说明高油价给石

油上游业务带来了超额的收益，而下游业务因为中国

成品油价格管制，造成了国内外成品油价格倒挂、成

品油批零倒挂，给下游的炼化和销售带来了巨额的亏

损。此外，虽然油价越高给上游板块带来的收益就越

高，但是中石油中海油的盈利空间并没有进一步增大。

主要原因是高油价背景下，石油公司的上游生产成本

包括勘探开发成本和操作成本均有不同程度地上升，

成本的增加直接影响了利润水平。中海油 2006 年和

2007 年的利润增长速度放缓。而中石油利润水平的下

降更多的是受到了成品油价格管制的影响。 

综上所述，阶段性高油价对三大石油公司各方面

的影响归纳如下： 

（1）中石油的影响利大于弊 

中石油属于超大型上下游一体化石油石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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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业务规模庞大，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从勘探开

发到炼油化工和终端销售，上下游业务基本平衡和匹

配，产业链业务齐全，绝大部分业务发生在整个集团

内部。 

在高油价背景下，由于国内原油价格和国际市场

接轨，中石油上游业务利润丰厚。国家出台的特别收

益金政策，对其上游业务利润影响不大，但下游业务

尤其是炼油业务受到负面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国家

对汽油和柴油价格实行管制政策，同时部分炼油企业

进口一定比例的原油，进而使炼油业务经营困难。但

巨大的上游利润完全可以弥补下游业务的亏损，因而

公司能在较大程度上消化因油价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

力，高油价对其整体业绩影响十分有限。 

（2）中石化的影响总体上弊多利少 

中石化受成品油价格管制影响更大的原因与其原

油自产比例不高和成品油产量较大有关。中石化也是

超大型上下游一体化石油石化公司，公司上下游业务

规模庞大，油气产业链条完整，但是上下游业务严重

失衡和不匹配，下游业务明显大于上游业务，炼油业

务依靠原油进口（70%以上），产业链业务关系以外部

交易为主。对于以原油为主要原料的企业而言，油价

的波动无疑首先会影响其生产成本。高油价使公司上

游业务获取高额利润，但炼油业务依靠大量进口原油，

成本急剧增大，出现全面亏损。伴随着高油价，下游

业务亏损越来越大，而且上游业务中还需要缴纳特别

收益金。上游业务的赢利无法弥补下游业务亏损，因

此总体上油价越高，其损失越大。 

（3）中海油的影响总体上利远大于弊 

目前，中海油属于石油开采类公司，存在小规模

的下游业务。这家公司的业务与原油的关联最为密切，

因而从油价的上涨中受益最为直接。对于中海油来说，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其经营能力产生积极和正面的影

响。更为重要的是，油价上涨将使其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面对高油价，中海油获益最

明显，高价增产，收入明显提高，盈利创纪录。因此，

油价越高，对其影响越正面。当然，中海游也开始拥

有部分下游业务，但整体规模较小，高油价对其负面

影响还十分有限。 

2.2 对其它国有企业的影响 

国内除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之外的其他涉及石油业

务的国有企业，拥有除了石油业务外的主营业务，且

主营业务发展的规模也较大。总的说来，油价波动可

能会暂时限制这些企业向石油上下游业务的扩张，但

其石油业务所占比例不大，所以油价的波动对这些公

司的利润影响相对三大石油集团不够明显。 

中化公司是一家以贸易起家的石油公司，目前正

在积极向石油实业扩张，尤其是在国外向上游领域扩

张，国内向下游、零售、批发、仓储业务扩张。高油

价下，资源国纷纷收回对本国油气田的开采权或者是

增加利益分成比例，这样一来该公司在国外向上游领

域扩张就会变得困难；加之国内成品油实行价格管制，

也不利于其在国内向下游领域的扩张；延长油矿集团

业务结构与中海油类似，属于石油开采类企业，兼有

小规模的炼油业务。所以油价波动期间，阶段性高油

价可以为该集团带来丰厚的收益，有利于其积累资本，

扩大规模。相反，低油价则全面遭遇重创；中信集团

目前正在向能源业务扩张，在海外已经拥有石油上游

业务，在国内也正在努力向下游业务，包括炼油、仓

储、批发和零售业务发展；中国北方工业总公司是一

家兵器贸易企业，目前也在向石油业务扩张，尤其是

在国内向下游业务如仓储、批发和零售业务扩张。故

而，这两家公司在高油价和成品油价格管制下，国内

业务的扩张都是不易的；中航油集团是以航空加油业

务为主的公司，其业务扩张方向是由航空逐渐转向陆

地。总体上看，高油价和价格管制对其陆地业务扩张

是不利的。 

2.3 对外资石油企业的影响 

（1）外资石油企业在中国石油上游业发展状况 

对外国石油公司而言，上游的油气勘探、开采是

最早进入但多年来又鲜有建树的领域。时至今日，在

陆上石油开采中，仅有荷兰皇家壳牌和法国道达尔公

司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的项目占有一席之地。外国

石油公司在中国石油勘探领域已经投入了上百亿美元

外资，主要通过与中海油的合作，在渤海、东海、南

海拥有了不少油气资源的开采权。但无论海上还是陆

地，国际石油公司所获得的区块都是勘探难度相当大

的区域，最可能获得的是边际油田或者偏远地区的高

风险项目，暂时还无法获得大量的油气收益。实际上，

对在海外拥有丰富油气储备的跨国石油公司而言，在

中国境内的油气勘探并非当务之急，相比国际平均水

平，中国的石油开采成本较高。更现实的是将国际原

油运到中国境内加工，占领中国广阔的成品油市场。 

（2）外资石油企业在中国石油下游业发展状况 

按照入世协定，成品油的零售、批发权在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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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已经全部放开，国有大型石油企业的石油进口配

额被取消，而对非国营石油贸易配额，允许以每年 15%

的速度递增，这为外资拓展市场提供了机遇，道达尔、

BP、壳牌等外资企业已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建立了多

个成品油零售的合资及独资企业。目前，外资在中国

已经拥有 2000 多座加油站。但由于历史原因，在实际

操作中，国有大型石油集团不仅占有大部分国内油气

资源的开采，垄断着原油的炼制，还拥有大量零售加

油站，依然有效控制着市场主体各环节，外资石油公

司虽拥有雄厚实力，但迄今并没有一家外资企业获得

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权，而如果没有进口权以及自己

的炼油厂，即使外资企业获得了成品油批发资格，依

然要从中石油、中石化的炼厂购买成品油，难以发挥

国际石油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油气资源的优势。也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成品油批发权开放前后，壳牌、

BP、埃克森美孚、科威特国家石油等巨头并没有积极

去申请，而是把工作重点集中在炼油和零售网络的拓

展。 

（3）油价波动对外资石油企业带来的影响 

国际石油巨头虽然综合实力雄厚，但在中国没有

完整的产业链，油品的出口及销售都需要借助国有大

型石油企业的网络来完成。但一方面，国内成品油价

格由于管制仍滞后于国际市场，很少企业愿意直接进

口成品油；另一方面，在油价没有与国际接轨的情况

下，从国外进口原油在中国炼制，则要承受炼油环节

的亏损。所有高油价下，油源和价格管制大大的制约

了外资石油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但结合其中国区域的

业务比例，油价等问题对整体造成的影响指在一定范

围内波动。 

2.4 对民营石油企业的影响 

中国的民营石油企业由于实力及背景因素大多属

于成品油销售主导型公司，从事油品零售和批发。在

油价的波动及价格机制造成国内油品购销价格倒挂的

态势下，民营石油企业在价格和油源双重压力下无法

与国有大型石油企业分布全国的销售网络相竞争，同

时，作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主营业务，民营石油企业

在国有大型石油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双重压力下发展受

到制约。在目前国际油价高涨、国内油品购销价格倒

挂的态势下，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据 2008 年初步

调查，全国石油民营批发企业 663 家，关门、倒闭了

三分之二，加油站 45064 座，倒闭了三分之一，亏损

的有 1 万多家，几十万职工下岗失业。 

在油价的压力下，不但民营石油企业在下游零售

领域处境艰难，而众多的民营炼油企业和石油仓储企

业也是勉强经营。目前的民营炼化企业的油源相当紧

张，并且相当一部分企业依靠进口燃料油作为加工原

料。目前油价的剧烈波动造成了民营炼油企业加工的

汽柴油价格受到国家管制，经营十分困难，生存和发

展空间十分有限。在高油价导致“越炼越亏损”的情况

下，国家大型石油企业为了满足社会对能源的需求，

不得不牺牲经济效益以完成一定的社会责任，继续满

负荷地生产。但民营炼厂并没有这样的义务，也没有

像国有企业一样获得政府一定的补贴。所以考虑经济

原因很多地方炼厂出现了停产或转产现象，根据发改

委统计，2007 年，地方炼油厂的开工率是 50%左右，

2008 年进一步下降到，而 2009 年一些地区炼厂开工

率甚至不足两成。这加剧了目前成品油市场供求紧张

的状况，对民营炼厂造成了一定范围内不良循环。 

3 石油石化企业应对油价波动的对策建议 

石油石化行业作为国家企业，兼顾“社会责任和企

业责任”，发展目标包括“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国内

石油石化行业实行的“二元制”发展模式应该成为双赢

的发展模式。面对油价剧烈波动，进一步提高企业的

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是必然选择。如果企业自身经营

管理没有到位，无法消化和吸收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

压力，就有被淘汰的危险。因此，必须进一步发展技

术，采取降能降耗、节约成本、开拓新市场、提高产

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等措施，减少现阶段发展压力，

使企业摆脱困境，健康发展。 

（1）建立我国石油期货市场，参与国际石油定价。

目前我国石油行业的发展的弊端在于我国对国际原油

定价没有话语权，这就造成了国内石油产业在原油价

格上只能被动的接受，这种产业链源头的不确定性，

经过后期的技术及市场传递又被放大，对我国的石油

产业造成了不良影响。石油期货市场虽然具有一定的

投机性，但对提高国内国际原油定价的影响力和话语

权有着积极的影响，从家国层面了解并影响国际油价

的波动范围，为国内企业的短期发展方案和长期战略

制定提供指导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抵御国际油

价波动的能力。 

（2）促进能源结构多元化发展，积极发展石油替

代能源。从 1993 年以来，我国从原来的石油出口国转

变为石油进口国，且石油的进口数量逐年上升，目前

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 50%以上，建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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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多元化格局，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度对国家能源及

安全是相当重要的。石油替代品各有其应用优势及相

当的潜力，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我国许多石

油替代燃料的研究开发项目在世界上仍处于起步阶

段，缺乏实际经验，还存在不少限制和争议。在技术

可行，经济有效和环保达标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各种

石油替代燃料和原料是一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

力、有利于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

重大战略措施。国家需要对其实行宏观控制，建立相

应法律法规保证需求、发展基础设施和保证原料来源

等，循序渐进，从而建立符合国情的石油替代产业。

目前多数国有大型石油企业已有针对性的对替代能源

进行研究。 

（3）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拓展深加工业务以提高

产业附加值。按国际平均效益推算，原油炼制、乙烯

生产和精细化工三个链条石油产品的经济效益比率是

l：5：10 的关系，而目前国内原油产业结构是“头大尾

小”：原油开采及炼制规模较大，产品深加工规模及技

术相对落后。而这部分正是生产链高附加值产业，我

国的这种产业结构造成了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抵御国

际油价波动的能力较弱，当国际油价波动时，大多数

企业受到较大的负面波及。积极地开拓下游产业成为

我国石油企业调整的重点，具体应加快炼化一体化进

展，根据自身能力结合地域特点强化石油产业链的延

伸，走精细化、深加工的发展路线，不断加强产品的

质量及生产技术含量，提高下游产品的附加值，解决

产业结构矛盾。 

（4）调整市场结构，扶植非国有企业发展。目前

我国的石油市场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宽，但还

是没有脱离国家大型石油企业独大的局面，这一方面

造成了国家企业管理模式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结构

臃肿，市场运行能力不够灵活；另一方面，大型石油

企业占有了大量资源，外资及民营企业虽然能够进入

市场参与竞争，但整体水平较弱，核心竞争力较差，

只能在某个领域发展，在这种形式下，非国有企业只

顾及自身的短期利益以及生存情况，无暇构筑企业的

战略发展，忽视了利用企业间的产业联合与国有大型

石油企业进行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改变国内市场

结构成为了抵御国际油价波动的突破口，具体来讲，

国家应从政策上扶植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协调其与国

有石油企业的矛盾，为其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鼓励

小型企业的合并，加强一体化进程，强化与外资石油

公司的双赢合作；开拓海外上游勘探开发业务的同时，

争取外资参与国内下游发展；同时加强国有企业与民

企合作，以国有大型企业为龙头，民营企业为骨干，

利用民企的灵活性积极扩大和完善营销网络。 

（5）加强化工园区建设。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是

当今世界上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最为显著的发展选

择。石油行业应根据不同地区环境、经济以及产业结

构特点在一定范围聚集形成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

增长迅速的产业集群以加强信息传播速度，提高园区

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产业园区建设应提高产业集中度，

向大型化、规模化和基地化发展，并利用一些主导产

业的优势，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技术辐射圈，带动园

区内部企业共同发展；同时，整合园区内部行业，形

成系统的产业链以优化内部产业协同发展，提高对外

的竞争优势。 

（6）加强人才的引进及培养。人才资源是行业迎

接挑战、突破发展瓶颈的第一资源，其潜在的市场效

益比单纯的物质形态效益更大，这对企业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石油企业首先应重视对外人才的引进，加大

对人才的吸引力度，不断引入适于企业发展的各方面

人才；同时，在企业内部应推动人才管理模式的改革，

改善工作环境，加强福利待遇，为已有人才提供一个

宽松的环境以防止人员流失；另外在人才培养方面企

业应规划人才的发展方向，对研发型、经验型及管理

型等不同类型人才分类培养，使之能更好的发挥出自

身能力。 

4 结语 

石油作为基本能源，长期来看，其价格波动随着

各行业的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波及到国民经济的各

个方面，只是由于传导机制和远近的不同，导致了不

同行业被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不同。油价的剧烈波动通

过对石油石化行业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我国宏观经

济环境。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作

为一个石油消费大国，在我国经济发展对原油进口依

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石油政策应作为国家发展

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石油开发、战略储备、进出

口、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做出全面系统的部署，努力

避免油价剧烈波动所带来的冲击，保证国民经济的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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