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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天然气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本报记者 李丽旻 ■■安紫薇

过去两周， 原油价格整体震荡下行，市
场继续交易欧美紧缩货币政策对于未来需
求将产生抑制作用这一宏观逻辑。

伴随着绝对价格的下跌，国际主要基准
原油合约的月间价差显现出分化走势。 布伦
特原油和 WTI 原油首次行合约价差持续走
弱，但中东基准之一的迪拜原油掉期合约首
次行价差却出现扩大， 国内 SC 原油期货月
差亦走强。

导致迪拜和 SC 月差走强的核心原因，
是沙特计划 7 月扩大自愿减产 100 万桶/
天，预计将导致中东油供应趋紧，进而对中
东油价形成支撑。 而布伦特等合约月差下降
可能与市场对欧美短期供需显著改善的信
心较弱有关。

此外， 中东减产将主要影响的是含硫
原油的供应 ，造成含硫原油价格相对强于
低硫原油 ，因此 Brent-Dubai EFS 价差自 6
月 “欧佩克+”会议后呈现出持续回落的态
势 。 SC 原油期货在端午假期前一个交易
日出现逆势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与中
东基准油价强势有关 ，另一方面与海运费
价格大幅波动有关 。 端午节前 ，中东至中
国 VLCC 海运费出现快速上涨行情 ，但持
续较短 ，端午节后已明显回落 ，因此没能
形成持续支撑。

根据行业统计，今年以来，中国市场原
油库存上升，累库主要集中在商业和炼厂库
存，这可能与炼厂集中采购周期以及炼能扩
张有关。 预计第三季度炼厂原油加工量有回
升的预期，从而实现阶段性去库。 5 月以来，
中国市场汽柴油裂解价差出现分化，汽油裂
解维持高位，但柴油裂解出现下滑，反映出
终端需求分化，汽油消费维持韧性，柴油需
求相对疲弱。 鉴于当前炼油利润仍然保持高
位，炼厂开工积极性较高，上半年国内原油
加工量和进口量均保持同比增长的趋势，利
润修复以及炼能扩张将是加工量和进口量
保持高位的核心。

近期公布的 6 月欧美制造业 PMI 数据
仍处于收缩区间，表明欧美制造业延续低迷
表现，但欧美柴油裂解价差在 6 月均有温和
反弹，一方面是受短期供应问题的提振，俄
罗斯柴油出口在第二季度降幅较多；另一方
面与第二季度欧美柴油需求显示出一定韧
性有关。

数据显示 ，第二季度欧美柴油消费量虽仍偏低于往年
同期 ，但与去年的差距已缩小 。 从宏观数据角度来看 ，当
前 ，美国经济下行速度慢于市场预期 ，下半年欧美石油需
求出现失速下降的风险暂时有限 。 油价中枢自本轮高点
已有显著下移 ，对于需求增速放缓预期已在持续计价 ，宏
观利空对油价的压制可能在下半年随着经济下行逐步兑
现而开始减弱 。

供应端对油价中枢下移已开始反应，“欧佩克+” 扩大减
产，若沙特坚持减产稳价的决心将帮助联盟供应进一步收紧，
美国产量增速预计将放缓。 供应端的调节将有利于降低供需
快速失衡的风险，对油价起到托底作用。

（作者系东证衍生品研究院能源高级分析师 ）

国际能源署数据 显 示 ，2020 年 至
2026 年， 全球范围内已宣布关停的炼化
产能约为 360 万桶/日。 随着全球绿色转
型加速，炼厂扩产动力愈发不足，未来炼
油产能增长较为有限， 中长期内供给不
足局面将很难缓解。 与此同时，在激进绿
色转型迫使美欧炼油产能扩张脚步变慢
的背景下， 未来全球新增产能重心正加
速东移。

■■ 供给不足短期难缓解

油价网指出，截至 6 月，业内对馏分油
市场的担忧已经从去年底的短缺转变为过
剩， 但过剩程度仍然难以给供给侧带来很
大喘息空间。不过，柴油炼油利润率较 2022
年秋季创纪录水平下降了 50%。

汤森路透分析师约翰·坎普表示，馏
分油库存一直在上升， 但目前仍低于美
国、 欧洲和新加坡等主要市场 10 年来的
平均水平。

整体来看，今年，全球成品油供给侧仍
然呈收缩状态。上半年，印度柴油需求始终
处于创纪录高位， 而东南亚市场成品油需
求仍然较为强劲。

去年，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
炼油厂接连复产， 带动该地区成品油市场
走强，但供应缺口仍然很大。由于基础设施
相对落后， 东南亚是全球最大成品油净进
口市场。

自 2020 年国际海事组织实施全球船
用燃油限硫规定以来，低硫燃油需求激增，
鉴于新加坡是主要船运基地， 东南亚低硫
船用燃油需求不断走高。

行业分析机构标普全球普氏指出，东
南亚部分炼油厂设备老旧、技术落后，叠加
此前一段时间的停工停产，2020 年至 2022
年间，该地区约有上千万吨炼化产能下线；
2023 年， 新增产能可能受资金等因素影响
而出现不同程度延迟， 因此供不应求局面
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据了解，今年以来，由于利率上升、货
运和工业活动放缓， 美国柴油需求和价格
持续走弱， 但随着 6 月至 11 月飓风季到
来，墨西哥湾沿岸炼厂普遍面临关停风险，
业界担忧这将导致美国成品油供应断崖式
下滑，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拉大。

■■ 美消费量仍低于疫前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日前下调了今
明两年美国柴油消费预期。 标普全球普
氏同样将美国 2023 年和 2024 年 GDP 增
长率分别下调至 1.3%和 1.0%，这直接导
致分析机构下调馏分油尤其是柴油消费
预期。

EIA 预计，今年下半年，美国柴油消费
量将低于 2015 年至 2019 年平均水平；在
2024 年将进一步小幅下降。 美国石油协会
指出，美国馏分油库存意外增加，引发了市
场对燃料消耗和最大石油消费国维持强劲
需求能力的担忧。

截至 6 月， 美国汽柴油消费量仍落后
于疫前水平， 市场将此归咎于美联储加息
和民众谨慎消费。 瑞穗证券能源期货执行
董事罗伯特·杨格表示：“所有石油产品需
求都受到了相当大伤害。 ”

能源咨询公司 RBN Energy 数据显

示，2016 年至 2019 年间， 美国平均每天
消耗超过 930 万桶汽油和航空汽油，但
这一消费量在 2020 年下降至每天约 810
万桶。

据 EIA 统计数据，5 月，美国炼油厂每
周产能平均利用率接近 92%， 炼油厂高速
运行增加了原本较低的汽油库存。

美国主要炼油商菲利普斯 66 首席执
行官马克·拉希尔表示，许多炼油厂已经增
加了产能。不过，美国炼油产能扩张规模仍
有待进一步提升， 因为炼油能力匮乏导致
美汽油价格持续飙升。EIA 数据显示，5 月，
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3.66 美元，是
9 年来同期第二高水平。

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主要
石油仓储中心、北美主要原油交易中心俄
克拉荷马州库欣有望建造一座大型炼油

厂，这将是库欣近 50 年来首座炼油厂，投
产后有望增加美国炼油产能，助力降低汽
柴油价格。 路透社称，南方岩石能源合作
伙伴公司计划投资 56 亿美元， 在库欣建
造一座日产 25 万桶成品油的炼油厂，预
计 2024 年开工，2027 年投产。 不过，这座
炼油厂还有待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批准；
另外，该项目的部分融资也尚未到位。 《巴
伦周刊》指出，基于美国此类项目的历史
经历和审批的复杂性，这座炼油厂投建的
可能性极低。

■■ 炼油产能重心东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美欧国家在下游炼油领域投资主要以维
护、更新、优化老旧产能为主，尤其是加

速推进绿色转型的欧洲地区， 对于在建
和新增炼油项目的投入均呈下滑态势。
业界普遍预计， 未来美欧地区的炼油产
能将锐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亚太和海湾
地区正在加速布局现代化炼油项目， 未来
全球炼油重心将“由西转东”。此外，抛弃俄
罗斯原油和石油产品的欧洲， 正急需物美
价廉的替代来源， 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具有
地理和原油双重优势的海湾国家提升炼油
能力的动力。

数据分析与咨询公司 GlobalData 预
计，到 2024 年，海湾地区的炼化能力将从
今年的 1160 万桶/日，增至 1360 万桶/日，
增幅达 17%。 其中，新增的 200 万桶/日产
能， 约 150 万桶/日来自计划中的项目，剩
余 50 万桶/日来自在运项目。

全全球球炼炼油油产产能能格格局局面面临临调调整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图为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处炼油厂。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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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荷兰政府宣布，因潜在地震风险，最晚
将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前彻底关停格罗宁根天
然气田。据了解，该天然气田自 1959 年发现至今
已投入生产超过半个世纪，一度是西欧地区最大
的天然气供应来源。该气田的关闭再度引发市场
对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担忧，欧洲天然气价格
短期内出现大幅波动，不确定性进一步笼罩欧洲
天然气市场。

■■■■ 大型天然气田即将停产

格罗宁根天然气田地处荷兰东北部地区，于
1959 年勘探发现，1963 年投入商业化生产运营。
自商业化开发后，格罗宁根天然气田产量接连刷
新历史新高，1976 年，该气田天然气日产量达到
880 亿立方米，一度是欧洲本土产量最大的天然
气田。据路透社报道，过去半个世纪，格罗宁根天
然气田已为荷兰财政部门带来超过 3630 亿欧元
的收入，是荷兰政府财政的支柱性来源。

不过，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格罗宁根天然气
田附近却频频出现地震， 造成大量经济财产损
失， 当地居民因此掀起抗议浪潮。 受此影响，近
10 年间，格罗宁根天然气田产量持续走低，2016
年年产量还可达到 330 亿立方米，到去年，其仅
处于可维持运营的最低产量。

面对长期存在的地震风险，荷兰政府最终决
心关停这一气田。 今年 2 月，荷兰议会公布了一
份长篇调查报告，直指气田开采给格罗宁根地区
造成灾难性影响，荷兰政府和油气公司“结构性”
漠视该地区民众的利益。 今年 4 月，荷兰经济事
务和气候政策部宣布，已经关闭格罗宁根天然气

田 11 座生产基地中的 6 座， 并将在今年内停止
使用这些设施。 从荷兰政府最新声明来看，其已
决定今年 10 月启动格罗宁根天然气田关停工
作，2024 年 10 月 1 日将是格罗宁根天然气田运
营的最后期限。

■■■■ 欧洲天然气价格跳涨三成

荷兰矿业部副部长汉斯·维吉尔布里夫表
示，在拆除格罗宁根天然气田生产设施后，将通
过进口天然气来保障荷兰国内需求和推动能源
转型。

目前，虽然格罗宁根气田的产量只占欧洲天
然气总产量的一小部分，但该气田仍是西欧地区
天然气的一大重要来源，此次的关停计划将对欧
洲天然气市场造成冲击。

据彭博社报道，在荷兰政府宣布关停格罗宁
根气田当日，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荷兰近月
天然气期货价格跳涨超过 30%。

格罗宁根天然气田由欧洲能源巨头壳牌和
美国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合资运营，虽然已经运
营半个世纪有余，但仍有大量天然气储量。 俄乌
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业界甚至一度呼吁格罗宁
根天然气田加大产量，以缓解愈演愈烈的天然气
供应危机。 如今，荷兰政府坚持关停该气田的举
措很可能让欧洲失去一个重要的能源供应缓冲
资源。

在此情况下，荷兰政府为格罗宁根天然气田
未来留出“余地”。 荷兰政府在声明中明确指出，
一旦今年冬天荷兰遭遇严寒天气、天然气供应出
现严重短缺，不排除再度启动格罗宁根气田少量

开采设施的可能性。

■■■■ 市场对供应侧变化高度敏感

自俄乌冲突以来，欧洲天然气市场对供应侧
变化就高度敏感，而从近期动态来看，欧洲天然
气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

生产供应方面，欧洲本土天然气产量不仅因
格罗宁根天然气田即将关停而受到冲击，西欧最
大的天然气生产国挪威也正因天然气生产处理
设施维护出现问题而不得不推迟生产活动。 近
期，挪威天然气产量明显下降，预计 7 月中旬后
才能恢复正常水平。

不过，过去数月，欧洲多国都在积极进口液
化天然气（LNG）、不断扩建 LNG 接收设施；同
时，经过暖冬后，当前欧洲国家天然气库存量实
际上高于预期，尤其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天然
气库存处于高位；另外，荷兰近期还加大了浮式
天然气储存和再气化设施的投入， 正在快速兴
建 LNG 接收储存基础设施， 进一步加大 LNG
进口量。

这些举措都对欧洲天然气价格起到了一定
的平抑作用。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行业研究机构
安迅思分析师汤姆·马泽克·曼瑟的话称：“荷兰
格罗宁根气田关停的消息可能会支撑欧洲天然
气价格维持较高水平，但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波
动表明，欧洲天然气市场前景仍存在很多不确定
性，市场交易主体将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在他看
来，欧洲天然气市场尚未在供应和需求方面达成
适配， 这也意味着欧洲天然气市场并未走出困
境，天然气价格仍将维持上涨趋势。

图为格罗宁根天然气田生产工厂。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