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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末，非洲第二大产油国安哥
拉决定退出欧佩克；2024年1月，巴西即将
以观察员身份加入欧佩克及减产联盟“欧
佩克+”。2024年的全球石油市场似乎很
难平静。

■■ 安哥拉退出，巴西加入

安哥拉矿产资源、石油和天然气部长
迪亚曼蒂诺·阿泽维多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宣布退出欧佩克，原因是不满 2024 年

“欧佩克+”设定的产量配额。
安哥拉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在2023年

最后一场减产例会上，“欧佩克+”调整了
2024年各成员国产量配额，达成了220万
桶/日的减产总额。其中，安哥拉 2024 年
石油生产配额由此前的 128 万桶/日下调
至 111 万桶/日，这引起安哥拉强烈抗议，
称这将削弱其增产能力。

安哥拉的退出对欧佩克而言是一个打
击，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阿格斯原油市
场分析师莫艺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安哥拉退出欧佩克对实际供应影
响有限。“理论上讲，安哥拉现在可以自由
调整产量，但不太可能超过 120 万桶/日，
与目前产量相比，这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
增幅。”她说，“安哥拉退出欧佩克表明，尽
管‘欧佩克+’试图统一行动，但内部存在
分歧。”

据了解，安哥拉于 2007 年加入欧佩
克，是欧佩克成员国中产油量最小的成员
之一，目前石油日产量约为110万桶，在欧
佩克日均总产量中占比近 4%、在“欧佩
克+”总产量中占比不足2%。

彭博社汇编数据显示，由于对老化深
水油田投资不足，安哥拉石油产量在过去
8年下降了约40%。安哥拉的退出将使欧
佩克石油产量降至 2700 万桶/日，约占全
球日均产量的27%，进一步降低了欧佩克
在世界石油市场的份额。

■■ 非“欧佩克+”产量激增

“非欧佩克国家石油产量增长，尤其是
来自美国、巴西、圭亚那的增长，将对油价
构成威胁。”莫艺表示。

《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由于美国、巴西
和圭亚那的石油产量迅猛增长，2023 年，

“欧佩克+”的石油供应量仅占全球总量的
一半左右，在持续减产的背景下，“欧佩
克+”推动油价大幅上涨的能力已经十分
有限，非“欧佩克+”产油国正在成为影响
油价走势的新因素。

纽约能源对冲基金Again Capital合伙
人约翰·肯达夫表示，“欧佩克+”的减产活
动已不足以令油价维持更高水平。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截至2023
年 12 月中旬，美国石油产量达到 1330 万
桶/日的历史新高，2023 年上半年平均出
口量为 399 万桶/日，同比增长 19%，是自
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国际能源署指出，巴西2023年石油产
量创纪录，加上美国、圭亚那等国的增产势
头，非“欧佩克+”产油国在2024年将推动
全球石油产量继续增长。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也将继续影
响油市。“地缘政治风险是2024 年市场面
临的最大未知数。”莫艺告诉《中国能源报》
记者，“委内瑞拉声称对圭亚那大部分新的
海上原油生产区拥有主权，中东地区紧张
局势加剧，美国大选可能导致其外交政策
发生变化，这些都是‘已知的未知’。”

■■ 供应过剩或持续

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两大国际基准
油价持续下挫，其中布伦特原油价格徘徊

在78美元/桶上下，美国WTI价格维持在
73美元/桶上下。WTI价格仍远低于2023
年9月的高点，美国石油产量达到创纪录
水平似乎意味着，过剩供应继续充斥市场。

约翰·肯达夫直言：“面对全球经济复
苏放缓，2024年石油需求或将崩溃。很大
程度上，经济复苏存在阻力，这将直接影响
2024年能源需求。”

国际能源署指出，2023年全球石油需
求增长230万桶/日至1.017亿桶/日，由于
主要经济体 GDP 增长仍低于趋势水平，
2024年石油需求整体增长将放缓，增幅将
减半至 110 万桶/日。基于此，预计 2024
年，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 82.57 美元/桶，
WTI价格约为78.07美元/桶。

根据阿格斯预估，2024 年第一季度
“欧佩克+”减产结束后，第二季度开始整
个市场会重新回到供应过剩局面，这意味
着 2024 年“欧佩克+”大概率会延长减产
政策以支撑油价。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
将持续增长，但增速有望放缓，增幅将从
2023年的231万桶/日降至150万桶/日左
右，同时，亚太地区将继续领跑全球石油
需求增长。

2023年12月18日，英国政府发布声明称，计划
于2027年实施新的进口碳定价机制。业界普遍认
为，在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渐升级的当下，英国继欧
盟之后成为全球第二个强推碳关税的经济体，这种
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是变相惩罚进口商和外资企业，
也将本土企业置于风险之中。

●● 涵盖钢铁、铝等碳密集型产品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信息，征税产品初步涵盖
包括海外进口的铁、钢、铝、水泥、陶瓷、化肥、玻璃等
碳密集型产品，届时这些进口产品将面临与英国本
土生产的产品相当的碳价格。具体征收费用将取决
于进口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碳量，以及原产国征
收的碳价水平与英国本土碳价之间的差额。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表示，这项税收将确
保来自海外的碳密集型产品与英国自产商品支付相
当的碳成本，同时保证英国脱碳政策的完整性，进而
为工业、制造业等碳密集型行业脱碳提供更多财政
支撑。

英国《卫报》指出，这是英国对本土高排放行业
施加较大减排压力、收取碳排成本之后，为保护本土
制造商竞争力而出台的配套性措施。据悉，英国还
计划融合碳关税与碳排放交易机制，并打算与业界
合作建立自愿性产品标准，企业可以选择采用这些
标准，以帮助向客户推广其低碳产品，并制定一个衡
量商品碳含量的框架，以支持其他脱碳政策。

●● 意在反制欧盟碳关税

《金融时报》指出，英版碳关税的出台，主要是为
了反制欧盟碳关税，保护英国工业和制造业。按计
划，欧盟碳关税将从2026年开征，届时英国极有可

能将成为碳密集型产品的“倾销场”。
英国钢铁协会此前曾发出警告，欧盟碳关税

一旦开征，英国将面临第三国高排放钢铁大量涌
入英国市场的风险，这些钢材主要出口目的地原
本是欧盟。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按照现行规划，英版
碳关税实施时间将较欧盟晚一年，这同样引起了
英国行业机构和企业的焦虑，呼吁英国政府尽快
跟上欧盟碳关税时间表，否则将影响英国工业制
造业的竞争力。

英国钢铁协会总干事加雷斯·斯塔斯表示：
“英国碳关税如果不按照欧盟时间表执行，将面临
极大风险。目前，英国碳排放额度交易水平远低
于欧盟，如果这一差距继续存在，到 2026 年欧盟
实施碳关税时，英国企业向欧盟的所有出口都将
面临征税。”

英国于2021年启动碳排放交易机制，主要向电
站、工厂、航空公司收取二氧化碳排放费用。截至
2023年底，英国碳排放额度交易价格约为36.6英镑/
吨。而洲际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中
旬，欧盟碳价为66欧元/吨，约合57.26英镑/吨。

英国工业组织“英国制造”首席执行官斯蒂芬·
菲普森表示，防止潜在碳价格差异是当务之急。

●● 企业应进一步加强产品碳足迹管理

英国征收碳关税会否给中英经贸关系带来影
响？我国企业应如何应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
中英进出口数据和贸易情况来看，整体影响不大，但
我国企业仍需时刻关注全球范围内碳规则变化，并
进一步加强产品碳足迹管控。

全球独立认证和风险管理服务供应商DNV供
应链与产品认证大中国区可持续发展业务解决方案

经理栗广宇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基于我国“双
碳”战略目标，我国企业应考虑出口产品现状和未来
出口预期，合理规划企业经营与碳战略。同时，密切
关注欧盟碳关税、英国碳关税等立法进展，特别是关
于下游产品的要求，分析其从成本、市场份额、供应
链方面的影响，并规划最佳应对方式，提前开展相关
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工作。

“我们鼓励企业，特别是对外出口企业，以及外
资企业、顶级品牌供应链环节的企业，采取‘全方
位、多阶段’应对措施，实现组织内部乃至整个产品
供应链的低碳化。”栗广宇称，“一方面打通供应链，
收集供应商数据，并开展供应商减排；另一方面进
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

近日，国际能源署发布《2023年煤炭市场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称，2023年，全球煤炭需求总量超
过85亿吨，同比上涨1.4%，创历史新高。但在该机
构看来，各国当前能源政策为清洁能源提供了强大
助力，2024年起，全球煤炭供需量均有望出现下降。

《报告》指出，相比2022年，2023年全球煤炭需
求涨幅有所减缓，需求总量约增长 1 亿吨。其中，
印度煤炭需求涨幅达 9%，印尼煤炭需求涨幅更是
达到 11%。同期内，欧盟煤炭需求减少 23%；美国
煤炭需求则减少超过20%。国际能源署表示，一方
面，欧美国家能源政策改变推动煤电需求走低，另
一方面，欧美国家工业活动情况相对疲软，进一步
拉低煤炭需求。

根据《报告》，发电需求仍是煤炭消费的最重要
用途，但全球增速已有所放缓。数据显示，2023年，
全球煤炭发电量增幅从2022年的2.3%下降至1.4%
左右。分析认为，2023年，全球天然气价较过去几年
有所下降，一度因高气价加大煤电使用的欧洲国家

再度回归气电，煤电需求大幅回落；同时，部分国家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大幅上涨，煤炭发电需求增
速同样有所放缓。

从市场供应来看，2023年全球煤炭供应量同样
出现上涨，达到87.41亿吨，涨幅约为1.4%，刷新历史
最高纪录。其中，印度本土煤炭产量增长十分明显，
涨幅高达11%，产量首次突破10亿吨大关，创下印度
煤炭产量纪录。

随着煤炭生产供应维持稳定，2023年全球煤价
趋于稳定。《报告》指出，过去两年，全球煤价大幅波
动，部分时间涨价幅度超出预期，由此导致许多国家
用能成本高企，多国政府不得不出台补贴措施以降
低居民用能成本。2023年，随着煤炭生产国提高产
量，供应趋于充足，煤炭市场价格有所回落。

《报告》同时指出，持续高昂的煤炭价格让煤炭
生产商获得高额利润，不仅解决了此前存在的债务，
还实现了更高分红，现金流水平好于预期。但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煤炭生产商资金压力明显缓解，但受

制于当前各国管理规定以及环保压力，大部分煤炭
生产商仍选择并购或开发存量煤矿业务，对新煤矿
项目开发缺乏动力。

《报告》预计，从供应侧来看，2024年全球煤炭产
量或将开始下滑。“未来两年，欧盟和美国煤炭产量
预期快速下降，美国煤炭产量或维持每年11%的降
幅，到2026年，美国煤炭产量或从2022年5.39亿吨
下降至3.46亿吨。同时，煤炭出口大国印尼也可能
由于全球海运煤炭市场走弱而有所减产。”

从需求侧来看，煤炭目前仍是发电、钢铁、水泥
生产领域中最主要的能源来源，但到2026年，各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和气候政策下，全球煤炭需
求有望出现2.3%的下降，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将是全
球仅有的煤炭消费量有望大幅增长的地区。

国际能源署能源市场和安全司司长 Keisuke
Sadamori表示，虽然过去几年全球煤炭需求几次下
降，但都是外部因素引发的短暂现象，未来，由于清
洁能源持续扩张，煤炭市场或出现结构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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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4年全球石油市场年全球石油市场
供需博弈将持续供需博弈将持续

■■本报记本报记者者 王林王林

国际能源署：

全球煤炭需求全球煤炭需求20232023年创新高年创新高
■■本报记者 李丽旻

英国酝酿征英国酝酿征收碳关税收碳关税
■■本报记者 王林

近 期 ，东 南 亚 多 个 环 境
组织抗议东南亚同日本进行
能源转型合作，呼吁东南亚
国家不要被日本的政策和技
术迷惑。

据了解，日本近日通过亚
洲零排放共同体和亚洲能源转
型倡议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合
作，推广其燃煤发电转燃气发
电、氢氨直接或掺混燃烧发电、
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
（CCUS）技术，但多个环境组
织指出，日本提倡的这些技术
依赖化石能源，会对地区能源
转型产生不利影响。

环 境 组 织 FossilFreeJapan
统计显示，日本不仅是世界第
二大化石燃料资助国，也是世
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
施 建 设 资 助 国 。 2020 年 至
2022年间，日本平均每年至少
花费 69 亿美元用于资助海外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开发项
目，这几乎是其资助清洁能源
开发的三倍。2012 年至 2022
年期间，日本还为已建成或在
建的海外液化天然气出口基
础设施项目提供了近一半的
资助。日本政府的公共金融
机构、大型银行和承包商结成
三方联盟，共同推动化石燃料
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日本批准了所谓的
‘绿色转型’法案，但该战略
依赖液化天然气、掺氨燃烧发
电和 CCUS，这些技术只会延
长 化 石 燃 料 的 使 用 时 间 。”
FossilFreeJapan的报告表示。

“为应对气候危机，东南
亚国家迫切需要从现有的以
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系统，
转向可再生能源。”菲律宾众
议院议员拉乌尔·曼努埃尔表
示。据他介绍，三井物产株式
会 社 等 日 本 企 业 正 积 极 将
CCUS 技术引入马来西亚等
国，但该技术减少碳排放的有
效性尚未得到证实，却间接促
进了当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扩张。同时，日本
JERA等公司在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发电厂
大力推广掺氨燃烧发电，但与其他新能源相比，氨
的成本更高，掺混燃烧对消除排放的帮助也较小。

日本的环境组织也指出：“日本对化石燃料、氢
氨掺混燃烧和CCUS技术的推广，是企图在东南亚
地区捆绑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日本化石燃料公司
将从这一过程中获利，而当地社区和环境却将受到
损害。日本应停止本世纪最大的漂绿行为，支持东
南亚地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东南亚某环境组织执行主任表示：“东南亚已
经开始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
建设计划已经为地区能源转型指明了方向。然
而，日本坚持维护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忽视
发展中国家利益，会将东南亚地区的能源转型引
入歧途。”

乌尔·曼努埃尔强调，日本作为高碳排放的发
达国家，有义务在不给东南亚国家造成债务负担的
前提下，支持当地能源转型。

另一家东南亚环境组织的协调员则表示，绝不
能允许日本政府和企业推行错误的气候措施，使东
南亚失去实现低碳转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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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业界预计沙

特和俄罗斯引领的“欧佩

克+”减产联盟将继续走减

产保价路线，但随着美国、

巴西 、圭亚那等非“欧佩

克+”国家石油产量激增，

市场似乎将延续供应过剩

情况；与此同时，由于全球

经济复苏缓慢、地缘政治

危机等外部因素，业内预

计新一年石油需求增长将

放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