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货币限价

10月11日，俄罗斯新罗西斯克，一艘油轮停泊在港口内。CFP供图

经过近半年的拉锯，12月4日，欧盟终于发布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对俄罗斯海
运出口原油的价格上限：每桶60美元。这一举措得到七国集团（G7）和澳大利亚
响应，定于12月5日起生效。

欧盟和美国宣称，此举一箭双雕，既能大幅减少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又有助于稳定
全球能源价格，惠及新兴经济体。

不过，舆论普遍表示怀疑。有美媒称，华盛顿大费周折推动限价，但违背市场规律
，很可能徒劳无功，沦为俄总统普京笑柄。

限价与禁运微妙联动？

12月2日，经过通宵谈判，欧盟终于就对俄海运出口石油限价达成一致。4日，欧盟
官网发布正式公告，定于5日生效。G7和澳大利亚宣布将采取同步行动。

具体而言，西方将依赖自身在全球海运服务领域的主导权，对俄原油服务实施禁令
。如果俄原油出口公司的售价超过每桶60美元，欧盟、G7和澳大利亚将禁止其融
资、保险、船舶和航运公司提供一切合作。

西方认为，此举将成为俄罗斯石油收入的枷锁，也将有助于稳定全球能源价格，并
对新兴经济体有利。如果俄公司拒绝遵守价格上限，将很难找到西方海运服务的替
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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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2月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美欧针对俄罗斯能源收入实施多轮集体围剿，
价格上限只是制裁锁链的最新一环。

此前，美欧围绕限价标准分歧严重，谈判旷日持久。G7起先提议价格上限应设在每
桶65至70美元；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则主张严厉制裁，限价每桶30美元；然而，
对航运业依赖较大的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要求上限为每桶70美元。最终，在其
他成员国都同意60美元的门槛后，“钉子户”波兰松了口。

有欧洲观察人士称，这是石油市场的历史性时刻，将扭转俄罗斯从对欧能源贸易中
获得巨大收益的局面。数据显示，自2月以来，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增长近50
%。

但也有评论称，这或是欧洲的妥协时刻，价格上限将为对俄石油禁运打开“后门”
。

根据欧盟此前禁令，自12月5日起，欧盟将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欧盟将全面禁止
向俄油轮提供服务。但是，法新社注意到，最新价格上限放宽了限制，允许欧盟公
司为遵守价格上限的俄油轮提供服务。可见，价格上限和石油禁令之间有着微妙联
系。随着欧盟不再是俄石油的最大客户，全球石油市场的平衡正被打破，但价格上
限为这种失衡提供缓冲。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弘认为，限价措施以削弱俄罗斯、
打压国际油价为目标，但总的来说，程度较为温和折中，形式大于内容。

价格上，限价每桶60美元与俄罗斯主要出口油种乌拉尔石油11月底的牌价差不多，
算不上严重打击。时间上，限价计划酝酿已久，实际效力随着周期拉长而弱化，对
俄罗斯的杀伤力可能较为有限。制裁对象上，限价措施不会对俄欧直接石油交易产
生太多影响，主要是限制第三方进口俄石油的价格。

“可见，它可能更具外交意义，相当于欧美拉上所有人去薅俄罗斯的羊毛。”张弘
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孙霞指出，作为欧美对俄多轮制裁的组成
部分，限价措施表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矛盾性。它必须切实伤害俄罗斯，但也允许俄罗斯获得最低水平的利润，以便
其继续向外输送石油。如果尺度把握不当，该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引发油价飙升。

二是试探性。欧盟表示，价格上限不是一成不变，将每两个月审查一次，确保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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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比俄罗斯石油售价低至少5%的水平。

漏洞百出恐事与愿违

正因西方动机不纯，外界怀疑，限价之举可能效果不彰，甚至作茧自缚。

综合舆论观点，西方的限价计划存在不少漏洞和缺陷，最终可能事与愿违。

其一，它不以市场供需为驱动，无法限制俄原油生产商继续获利。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估计，俄石油生产的成本盈亏平衡价约为每桶30至40美元。眼下，俄罗斯运往
一些欧洲地区的乌拉尔原油交易价已跌至每桶60美元以下，远低于伦敦布伦特原油
期货每桶85美元的价格。尽管西方设置价格上限，俄罗斯仍有盈利空间。

其二，它是地缘博弈的产物，西方以外应者寥寥。有数据显示，近半年里，俄罗斯
原油供应已向亚洲市场大规模转移，市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今年10月，俄对亚洲
和不明目的地的海运石油出口飙升至日均206.7万桶，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

其三，欧美在对俄制裁方面显现软化迹象。

多家美媒指出，西方正通过限价计划对欧盟原有的禁运计划松绑。欧盟禁运计划完
全禁止为俄石油运输提供保险和融资。但如今，美国拆分、撤销关键运输条款，放
开部分海运服务，淡化全面制裁，以免太刺激俄罗斯。比如，欧盟提议给予价格上
限45天过渡期；只有“故意”运输超过价格上限的俄原油，才会受到禁运90天的处
罚等。

其四，俄罗斯正在打造保险、金融服务的替代方案。西方押注，离开西方的海运系
统，俄罗斯的原油出口无路可走。但事实是，海运保险市场并非完全被英美垄断。
为了突破封锁，俄罗斯正组建自己的独立系统，买方可由俄罗斯实体安排保险，将
在很大程度上避开制裁。新的国际结算替代机制正在形成。

两位分析人士指出，西方试图通过限价措施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打击，但追求的目标
较为复杂，在一定程度上自相矛盾，甚至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作用可能较为有限
。

从俄罗斯方面看，张弘指出，其原油日产量是1090万桶，出口规模为250万至300
万桶。俄自有的海上运力只能满足其出口量的15%。因此，俄西之间紧张的经济关
系，会对俄经济景气度带来一定冲击，损害俄在全球能源价格市场上的定价权。但
是，西方制裁也促使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主动规避西方海运和保险服务，再加上一些
灰色空间的石油出口产业链一直存在。俄罗斯可能受到多大冲击，仍待观察。

                                    3 / 4



虚拟货币限价

从限价细节看，孙霞指出，设定的金额很笼统，没有区分乌拉尔混合原油、西伯利
亚轻质原油等不同原油类型，它们本身价格不一。禁运对象有局限性，石油交易方
仍可通过一些操作规避制裁。至于限价措施对国际油价的影响，仍取决于俄罗斯和
其他产油国的下一步行动。

俄将还以“普京公式”

西方越俎代庖，试图为俄罗斯石油价格“封盖”，那么，俄罗斯会如何回应，引发
外界关注。

俄能源专家称，俄罗斯已准备好以“普京公式”回应西方限价。普京明确表示，俄
将拒绝与实施限价机制的国家开展贸易。

也有美媒担心，俄罗斯可能限制产量，全球油价可能上涨。

与此同时，欧佩克+（由世界主要产油国组成）定于12月4日举行部长级会议，讨
论下一阶段的石油产量问题。

“俄罗斯可能会推动整个欧佩克+减产，以维持国际油价处于一定水平，维护产油
国的整体利益。”张弘指出，沙特和俄罗斯可以说是利益共同体，限价措施虽指向
俄罗斯，但对沙特的利益也有影响。一旦西方将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操作制度化，
将严重损害欧佩克+的利益。

“俄罗斯会继续转移出口目的地，拒向设置价格上限的国家出口石油。”孙霞指出
，西方限价的后续影响，不仅取决于俄罗斯、欧佩克+的行动，还要看美欧的经济
状况及其后续政策。欧洲可能会根据经济承受度来调整对俄限价金额，美国也可能
会在压力下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推动放松对委内瑞拉制裁等。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分析人士提到，西方对俄金融制裁日益加重，将激发越来越多
的国家逃离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比如，印度等国提出通过本国货币进行石油贸易
结算等。这可能会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加大新兴经济体
的离心倾向。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