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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角色透视＊  

 

邹 志 强 

 

摘    要：石油资源权力是沙特在国际社会中权力地位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基础。沙特

在全球石油贸易与权力格局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发挥着全球石油供应浮动国、机动国

的角色，对于全球石油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海合会与欧

佩克使沙特在全球石油领域中的影响力呈现出放大效应，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G20

进一步提升了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石油美元体系的存在

凸显了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关键地位与主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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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特别是石油具有鲜明的经济属性和战略属性，经常成为国际政治经济

斗争的焦点问题。石油也是国际大宗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世界经

济对于石油具有高度敏感性，在最能反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与宏观经济变动情

况的CRB指数
①
所选取的约20种大宗敏感商品中，石油的权重就占到23%，遥遥领

                                                        
① CRB 指数是由美国商品调查局（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依据世界市场上多种基本
的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一种商品期货、现货价格指数等，涵盖的均是全球主要的原材料

性质的大宗商品，能综合反映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动态信息和世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与经

济波动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与趋同性，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研究领域，一般指 CRB 期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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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其他大宗商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石油价格除了短期内的急剧下滑

之外，基本维持在高位波动，推高了全球整体物价水平，给世界经济复苏和增

长稳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因此，加强石油等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治理是全球

经济治理特别是全球贸易治理重点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

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量和剩余生产能力以及承担着全球石油供应机动国角色的

沙特成为全球石油贸易治理的关键力量。 

 

一、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相互依赖特别是不对称相互依赖也是一种权力来源，这在国际石油领域有

着鲜明体现。
①
作为世界超级石油大国，沙特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石油一直以来都是沙特最为重要的国家资源优势和竞争力来源，石油资源权力

是沙特在国际体系中最为突出的权力资源，也是沙特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和

拥有较高国际地位的基础。沙特凭借独步全球的石油储量、生产能力与市场调

节能力确立了世界石油霸主的地位，成为国际石油贸易格局中最具权力地位的

国家之一。在坚持对本国石油资源绝对控制权的基础上，沙特重视参与国际石

油贸易，力争获取国际石油市场的相对主导权，沙特规模庞大的石油生产必须

依靠国际石油市场流动才能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国际权力，因此，积极参与

国际石油贸易并掌握国际石油市场的相对主导权是保障沙特自身国家利益的途

径。 

第一，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体系及其权力格局中占有首要份额和核心地位。

中东波斯湾是世界石油储量的核心地区，而沙特位于这个核心地区的核心，沙

特长期雄踞世界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世界第一的位置，在全球石油市场拥

有巨大影响力，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石油霸主，其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的大国地位

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沙特的储量高居世界首位，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

年鉴，2011 年底沙特的石油储量高达 365 亿吨（2654 亿桶），占全球储量的

16.1%；而根据 OPEC 的统计数据，沙特石油储量占全球储量的 17.9%（见图 1）。 

 

 

 

                                                        
①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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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1 年沙特石油探明储量占 OPEC 与世界的比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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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沙特《利雅得报》2011 年 8 月报道，自 1938 年沙特达曼油井开始商业

开采至 2010 年底，沙特累计共生产超过 1300 亿桶原油。据此估算，沙特已经

开采了其原油储量的 32.9%，按照现有产能还可供开采 72.4 年。
②
从石油产量

上来看，沙特长期雄居世界石油产量冠军宝座，仅在个别年份略低于俄罗斯。

2011 年沙特原油产量达到 1116 万桶/日，占到中东地区产量的 40.3%、世界产

量的 13.2%。从石油出口量来看，2011 年沙特原油出口量达到 663 万桶/日，占

到其原油产量的 59.4%，占同年中东原油出口量的 33.6%、世界原油出口量的

12.1%，远超过世界其他石油出口国（见图 2、图 3）。
③
虽然沙特原油出口所占

比重呈现下降波动趋势，但世界石油霸主的地位使沙特在石油贸易中的相关行

为天然地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对全球石油贸易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而且沙特在石油供应上具有超强稳定性，同时始终保有较大剩余生产能力，能

够通过调节自身产量保障全球石油供应稳定。 

图 2：2001～2011 年沙特石油日产量及占中东、欧佩克和世界的比重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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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2；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12。 
② 转引自中国驻沙特使馆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 
③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2。 

④ 根据《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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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01～2011 年沙特原油出口量及占中东、欧佩克和世界的比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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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沙特始终保持着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国的地位，

通过在石油领域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并将自身的石油权力进一步与世界权

力格局相结合，在世界石油与能源贸易体系与权力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鉴于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能源市场大国争夺的态势，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

国和输出国，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中也占有较为有利的地位。有学者通过比较

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和进口国排名发现，国家的“身份”越

是多重，对世界石油体系的影响就越是复杂。从主要产油国的产量、出口量与

储量结合判断产油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具有的现实和潜在影响力，沙特是真正

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产油国。
②
从现存世界石油体系结构和权力分配关系来看，考

虑到沙特超群的石油生产与调节能力、在欧佩克中的核心成员国地位、沙美特

殊关系等诸多因素，可以发现沙特是唯一真正对世界石油供应产生长期决定性

影响的产油国。 

第二，沙特发挥着全球石油供应调节器或者浮动国、机动国的角色，对全

球石油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巨大的石油储量与产量

之外，沙特的重要性还突出体现在它拥有的强大剩余产能，依托自身庞大的石

油储备与强大的生产能力，沙特长期保持着每天 200 万桶以上的剩余生产能力，

以应对国际石油市场随时发生的不稳定局面，这一强大剩余产能成为世界石油

贸易稳定的有力保障。出于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等多种原因，沙特经常利用

自身的特殊影响力左右着石油价格的走向，对全球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交易以

及全球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世界形势的动荡与不确定能够更加凸显沙特

作为保障供应的产量浮动国、机动国的关键作用，在历次国际局势动荡时期，

沙特都通过提高石油产能有效地稳定了国际石油价格。由于沙特在欧佩克内担

                                                        
①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05-2012。 
② 孙溯源：《国际石油公司在世界石油体系中的影响和作用》，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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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产量浮动国的角色，为了共同的利益，当需要更多地压产时，它总是“自

愿”承担更大份额的减产。
①
沙特政府曾多次对外界申明自身拥有的石油储量、

产量、出口量和剩余生产能力，努力保持每天 200 万桶的剩余生产能力以满足

由任何原因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有学者认为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发挥沙特那

样的战略石油供应国的角色，它作为机动产油国在稳定油价方面的作用对于国

际原油市场的有序经营至关重要，其保有的剩余生产能力使国际石油市场在每

次突发事件和局部战争中都能保持稳定。
②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油价一路飙涨，一度达到 140 美元以上的历

史高位，在其他产油国普遍乐观、拟赚取高收入的情况下，沙特却保持着理性

的清醒，多次出手增产抑价，这种看似不太理性的做法却蕴含着更大的牺牲和

更深层次的理性。沙特在2008年年中之前就将本国石油日产量逐步提高到1000

万桶的高水平，通过一己之力影响其他产油国进而稳定全球石油市场，做出了

极具前瞻性的贡献。2011 年利比亚局势动荡造成石油价格急剧上升，原油价格

于当年 4月份突破 100 美元关口，达到历史第二高位，沙特增产 120 万桶/日，

其一国就完全弥补了利比亚停产（减产 120 万桶/日）所带来的供应缺口。2012

年，沙特频频发话要利用自身产能把油价压下去，石油大臣纳伊米在《金融时

报》上撰文宣称，沙特有实力将油价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

动力。同时强调目前产能可达到 1250 万桶/日，应付一般的全球市场需求变动

绰绰有余。 

第三，沙特稳健、温和、合作性的石油政策也使其受到发达国家和新兴国

家等的信任与支持，加强了其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和全球经济稳定中的作用。

坚持实行温和合作性的政策是沙特石油战略与政策典型而长期的特点。透过过

去几十年来来纷繁复杂的石油政策可以发现，沙特在收复了石油控制权之后的

石油政策维持了一种幕后的理性与规律，沙特其实一直在石油产量、价格和份

额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努力把石油产量和价格维持在既能保障石油出口收入又

能使石油消费国接受的水平，以谋求自身石油供应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并维持国

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依赖，奉行了一种稳健、温和与合作性的石油政策，当然

这里面有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国内稳定、预防其他产油国的冲击与坐大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沙特政府在石油政策上比较理性且绝不激进，一贯认为石油资

源开发应兼顾多方的需要；石油价格极其敏感，过度上涨或下跌对世界经济都

                                                        
① 张抗、张艳秋：《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变化及影响分析》，载《中外能源》，2011年第 7
期。 

② Vahan Zanoyan. Global Energy Security: Econometric Prospecti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10)：71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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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应建立更具建设性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不是相互冲突；

承认世界石油资源的有限性及价值上升趋势，产油国与消费国需要共同努力利

用好石油资源等。
①
 

美国学者吉尔斯佩·凯特和亨利·克莱蒙特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曾阐述了海

湾战争以后的国际石油新机制，认为国际石油新机制的特点是美国雄厚的军事

政治力量与沙特丰富的石油能源储备之间的合作关系。
②
沙特长期以来与美国保

持了准同盟关系，在安全上对美国有较大依赖，在国际上十分注重与美国及西

方国家的政策协调，坚持合作性而非对抗性的态度与政策；美国也有意识地借

助沙特的力量保障本国石油安全与维护其霸权地位。温和、合作及亲西方的外

交政策特点使沙特赢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为沙特参与全球政治经济事

务赢得了更大的空间。沙特在石油贸易政策上更是十分注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

的协调配合，而不是一意孤行，特别是相对于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对美挑战

性政策，沙特的稳健、温和、合作性的政策更显突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

前，沙特采取的增产抑价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美国的鼓励，2008 年 5 月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专程到访沙特进行说服，沙特对美国的要求做出了积极的

回应。 

 

二、GCC 和 OPEC 使沙特的影响力呈现放大效应 
 

欧佩克（OPEC）是全球石油生产供应格局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由于拥有

全球大部分的石油储量与产量，并且控制着世界全部剩余生产能力，并享有巨

大的成本优势，这给予了欧佩克影响世界石油供给并因此影响石油价格的自由

决定权。
③
根据BP的统计数据，2011年OPEC占到世界原油储量的72.4%和产量的

42.4%；而根据OPEC的统计数据，同年OPEC占到世界原油储量的81%和产量的

42.8%，其中沙特储量占到欧佩克和世界的22%和17%以上。OPEC拥有已证实原油

储备12000亿桶，原油总产量达到3012万桶/日，原油出口量达到2346万桶/日。

而海合会（GCC）是OPEC中拥有最大石油储量、产量的群体，占有着决定性的地

位。沙特作为GCC与OPEC的核心与领导成员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全球石油市场

上的作用不断扩大，2011年GCC石油储量达到4955亿桶，占到世界的33.4%；产

                                                        
① 刘明：《新形势下的沙特阿拉伯石油战略》，载《亚非纵横》，2005年第 4期。 
② Kate Gillespie, Clement Henry. Oil in the New World. Gainesville, Florida：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5：54. 
③ [美]鲍勃·蒂皮，邵强等译：《石油经济导论》，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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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1604万桶，占世界的22.8%；出口量达到1269万桶，占世界的32.7%。面

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动，一方面沙特与GCC、OPEC其他成员国通过组织内部机制

适时调节生产配额影响国际石油市场；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言行政策带动其他

产油国采取更大范围的一致行动，其温和合作性的石油政策在国际石油市场上

发挥着引领性作用。 

第一，沙特依托自己强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剩余生产能力，在海合会与

欧佩克中占有龙头地位，是海合会与欧佩克的内部决定性力量，也进而增强了

沙特对全球石油市场及价格的影响力。沙特以世界第一的石油储量和出口量，

以及最灵活可靠的石油剩余产能，在海合会与欧佩克中稳居核心地位。根据欧

佩克的有关统计数据可知，沙特占到海湾六国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的50～

60%，2011年这三项数据分别为53.6%、57.3%与56.9%。2011年沙特原油储量为

2654亿桶，占全球储量的17.9%和OPEC储量的22.1%；原油日产量为931万桶，占

到全球产量的13.2%和OPEC产量的30.9%；原油出口量为每天722万桶，占到全球

出口量的18.6%和OPEC出口量的30.8%（见图4、图5）。在海合会与欧佩克内部，

沙特以世界第一的石油储量和出口量，以及最灵活可靠的石油剩余产能，稳居

石油领域“龙头”地位，可谓一言九鼎。
①
 

图4：2002-2011年沙特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占GCC的比重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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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一直发挥着全球石油供应浮动国、机动国的作用，世界上真正具有有

效剩余产能的国家主要就是沙特。沙特长期保持着200万桶/日以上的剩余生产

能力。有报告指出，OPEC剩余产能的绝大部分在GCC，而GCC的剩余产能主要在

沙特，沙特一国的剩余产能占到OPEC全部剩余产能的60%以上，个别年份曾经达

到90%，地位举足轻重。沙特近年来的石油日产量为900多万桶，其中最大石油

产能为1250万桶。沙特官方也多次宣称，如有必要，有能力将本国石油产量提

                                                        
① 姜英梅：《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②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05,2008,2012. （经测算所得，储量与出口量数据未包
括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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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1200万桶以上，历史证明，沙特在特殊时期总是能够发挥出控制油价疯狂

上涨的作用。因此，沙特的石油生产及保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GCC与OPEC

的作用大小，GCC与OPEC也使沙特在全球石油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放大效

应。 

图5：2002-2011年沙特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占OPEC的比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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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海合会与欧佩克的成员组成、结构特征以及运行机制使沙特在其中

拥有领导核心地位。沙特一直占有海合会石油生产和出口量的 50%以上，拥有

欧佩克石油生产和出口量的 1/3，拥有世界最大的生产能力和石油储量以及剩

余生产能力。在供应过剩的时候，沙特通过减产维持了石油价格；在供应紧张

的时候，沙特增产防止价格过分升高。生产上的主导地位和经济实力使得沙特

有能力影响海合会与欧佩克的石油政策，进而影响到全球石油市场变动。 

海合会是一个高度同质、结构紧密的区域合作组织，沙特是海合会的领导

核心，是海合会一体化不断取得进展和保持活力的推动与保障力量。沙特在海

合会内拥有最大的领土面积、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沙特国土面积占到海湾六

国的 84%，人口占到六国的 70%，而经济总量、石油资源与产量、对外贸易额、

金融资产等指标均占到海湾六国的 40～60%。特别是从海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

支柱——石油资源及其权力地位来看，沙特石油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占到海合

会的 50%以上。沙特作为海湾六国中天然的“大块头”，无论是在合作议程的设

定、组织机制的设计与变革还是发展前景方面都占有主导地位，加之海合会其

他国家与沙特在政治、经济、安全与外交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沙特发挥着显著

的领导核心作用。沙特在海合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其石油政策与行为具有标

杆性的引领作用，这使沙特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力首先在海合会的依托下呈现出

放大效应。 

                                                        
①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05,2008,2012. 



 

 92 92

欧佩克是一个由产油国组成的、各成员国具有高度独立性的石油垄断联盟，

由于缺乏对成员国有效的约束与惩罚机制，欧佩克发挥影响力的基础在于各成

员国特别是核心成员国的配合与支持。阿拉伯产油国特别是海湾产油国数量集

中、储量产量比重大、国家之间的同质性高，历来在欧佩克内占有核心地位，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特别是海合会的成立更使海湾国家在欧佩克中的核心地

位日益稳固。沙特是欧佩克中的创始成员国与最大产油国，又是阿拉伯石油输

出国组织与海合会的领导核心，这使沙特在欧佩克的组织架构中占据了事实上

的核心地位。沙特作为欧佩克的核心成员还因为其在维护欧佩克团结、保持欧

佩克的世界影响力上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沙特利用自身强大的石油生产能力，

一方面使欧佩克在面对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挑战时具有强大、及时的应对能力，

保持欧佩克的世界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缺乏组织机制有效约束的背景下，努

力弥合内部分歧，并通过主导石油供应与油价的能力对个别破坏欧佩克统一政

策的国家进行事实上的惩罚。因此，欧佩克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组织内核心成

员国的能力和意愿，而沙特的核心地位使其拥有欧佩克内最大的影响力，占有

无可替代的领导地位。 

第三，沙特在欧佩克中历来是温和派，奉行温和、合作性的石油战略政策，

在不同时期与欧佩克中的激进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长期以来温和派占据上

风也让沙特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形象与地位更加突出。欧佩克内部历来存在着

温和派（或鸽派）与激进派（或鹰派）之争，内部分歧与争斗伴随着欧佩克的

发展历程，伊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委内瑞拉等国在不同时期都

曾是欧佩克内的激进派国家代表。而沙特与海合会国家历来是欧佩克内部温和

派的代表，它们一直在石油产量、价格和份额之间追求平衡，努力使石油供应

及价格兼顾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利益，以实现全球石油供应的长期性和稳定

性，也从根本上维护产油国的利益。这与沙特一贯奉行的稳健、温和与合作性

的石油政策相一致，也与沙特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密切相关。沙特不愿意欧

佩克采取过激甚至是对抗性的石油政策，影响到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与自身安

全，更不愿意看到本国石油利益被欧佩克所控制，甚至是被少数激进国家所绑

架。因此，对于欧佩克内部激进国家的持续挑战和严重分歧，沙特联合海合会

国家坚持了长期斗争，并掌握了欧佩克内部的石油政策主导权，发挥着稳定全

球石油市场的中流砥柱作用。 

沙特作为海合会与欧佩克的核心领导成员，从自身长远利益和维护海合会

与欧佩克地位考虑，凭借石油优势与其他产油国一道控制世界油价和石油的供

应生产，保持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地区敏感问题

时，沙特注意保持与石油消费国的协调，对运用“石油武器”比较慎重。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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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自身的强大能力在海合会与欧佩克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并不是完

全跟着欧佩克成员国的大多数意见走，而是保持着某种前瞻性的理性与清醒，

在欧佩克和全球石油市场上引领了产油国的石油政策，扮演着国际石油供应机

动国的作用和孤独救世者的形象。通过与欧佩克内激进派国家的政策对比更加

可以看出沙特在石油政策上的温和、合作性特点，而沙特与 GCC 奉行温和、合

作、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使沙特与 GCC 得到世界各方

特别是主要石油消费国的信任与支持，这也增强了沙特在欧佩克内的核心地位

与在世界石油贸易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三、G20 凸显了沙特的全球系统重要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沙特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获得了逐步增加的全球经济权

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中的份额与投票权大幅提高，

并在 IMF 中获得了单独董事席位。特别是作为 G20 的初始成员国积极参与新的

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创建，随着 G20 逐步取代 G8 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

与平台，沙特作为 G20 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的代表以及巨额石油美元

的掌控者，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世界关注。鉴于石油美元、

主权财富基金、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等与沙特关系密切的全球经济元素的地

位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贸易、金融与投资等影响日益扩大，沙特在其中占

有的重要地位使其在相关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G20 发挥在

上述问题上的更大治理效力离不开沙特的积极参与，沙特的积极参与也将提升

G20 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力地位。据笔者统计，2008～2012 年 G20 共举

行了七届峰会，主要议题大约共有 31 项，与沙特高度相关的大约有 16 项。通

过 G20 这一主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沙特凭借自身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当前和

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同时，G20 也凸显了沙特作

为超级石油大国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众所周知，油价是影响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油价高企往

往威胁着世界经济稳定，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油价的波动对世界经济形势

有着立竿见影和深入复杂的影响。为应对油价波动对全球经济稳定运行带来的

风险，石油输出国对本国石油生产进行提早规划和适时调整就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当前的全球石油市场面临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占全球能源需求

的比重不断提高，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风险。西亚

北非局势动荡使能源安全地缘政治特征进一步强化，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外

部因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石油市场带来如此大的威胁和风险。石油市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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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加强合作可以有

效防范风险。即便是能源高度独立的国家，也应该将国内资源整合到国际框架

内，以便得到最佳部署。其中通过全球层面的治理机制，如 G20 讨论和协调石

油与能源政策，成为共同稳定全球石油市场的重要途径。 

沙特作为世界石油市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石油超级大国，在全球经济贸易

体系中具有日益突出的系统重要性，其对石油生产与出口进行合理控制与调节，

保持油价稳定，对于配合世界各国恢复经济、应对经济危机具有重大意义。沙

特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石油政策上，如为维护国际油价稳定做

出了自己的巨大努力，积极考虑石油进口国的要求，极力平衡产油国的分歧，

甚至主动增产等。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G20 框架之下，沙特的重要身份之

一就是石油输出大国的代表，面对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严峻形势，沙特坚持

与 G20 国家进行大国协调，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沙特参加 G20 金融峰会之

前，沙特采取的直接或间接措施时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加之沙特作为世

界石油市场的重要领导者与组织者，使其成为调节世界经济平衡的重要角色。 

沙特在石油贸易治理中始终奉行稳健、温和、合作性的对外政策，与发展

中国家、发达国家均保持着良好关系，不追求一己私利或集团对抗，发挥着全

球石油市场调节器、稳定器的作用。在 G20 框架之下，面对金融危机后的世界

经济严峻形势，沙特坚持与 G20 国家进行大国协调，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如

在 2008 年 G20 华盛顿峰会上，为了配合 G20 领导人一致承诺稳定经济的行动，

沙特表示将力保油价稳定，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环境。沙特国王阿卜杜拉

在峰会结束后发表声明，“我们将继续发挥我们的作用，以确保石油市场的稳定。

沙特将继续推进在基础项目建设方面的投资计划。”他表示预计沙特今后 5年在

政府和石油行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将超过 4000 亿美元。
①
沙特在 2010

年多伦多峰会中向各国展示其兑现有关执行经济刺激计划和政府开支以及经济

改革承诺的举动，尤其是沙特政府为使国际油价保持在能够使各国经济发展可

接受的范围内做出的努力。2011 年 11 月沙特财政大臣阿萨夫在参加 G20 戛纳

峰会时指出，沙特将一如既往地为国际原油近期、远期市场的平衡做出实实在

在的贡献，沙特强大的石油储能和产能加强了世界经济发展。
②
同时沙特政府增

加财政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进口扩大内需，支持了世界经济发展。

在 2012 年 2 月利雅得召开的第三次 G20 成员国议长协商会议上，沙特宣称将与

                                                        
① “沙特要稳住油价”，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11月17日， http://www.cnstock.com/paper 
_new/html/2008-11/17/content_65936888.htm。 
② “沙特财政大臣：沙特为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做出贡献”，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111/20111107827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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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一道确保能源市场稳定并支持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对话，为世界经济

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2012 年，面对国际需求上升、伊朗核危机加剧等因素的

影响，美国和欧盟因核问题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原本可能导致油价高涨，重创全

球经济。沙特多次向外界强调了其强大的剩余生产能力，表示可以随时增产，

并将 2011～2012 年石油产量保持高位——1000 万桶/日左右，令油价上涨冲动

受到抑制。三月份布伦特原油一度攀升到每桶 128 美元，但后来回落到每桶 109

美元。在 2012 年的 G20 洛斯卡洛斯峰会上，沙特宣布准备调整现有的闲置产能

以确保充足的石油供应，受到 G20 各国与国际社会的欢迎。沙特石油大臣纳伊

米在 2012 年 11 月阿联酋阿布扎比的一个油气展会上表示，沙特对当前的油价

及国际原油市场的状态非常满意，并表示沙特 10 月份原油产量达到每天 970

万桶。
①
 

沙特不仅依靠稳定增长的石油生产能力保障世界石油市场的供需平衡，同

时特别强调世界石油市场非政治化的观点，致力于加强与其他产油国的合作，

积极推动世界石油输出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对话与协调，这一政策目标已经内化

到沙特石油战略与对外经济行为之中。沙特一贯主张增进理解、消除对立，考

虑石油消费国的利益，不主张以对抗的态度增强石油生产国的地位，在一系列

的对话、合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沙特利用产能采取经济行动，为不

断增长的世界石油需求提供供给保障，稳定世界石油市场，建立稳定有序的世

界石油市场机制，也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石油美元体系凸显了沙特的关键地位与主要困境 
 

20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通过与沙特的秘密协议及其他

一系列操作使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石油美元在给石油输出国带去无数财富的

同时，也成为维系美国的金融与经济霸权的新支柱。罗伯特·基欧汉曾指出，

美国的影响建立在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上：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放的市场

和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正是石油美元计价机制保证了美元地位和美国霸权的

实现，成为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础。
②
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

一计价与交易货币成为当代国际货币体制即美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了

美元的霸权地位，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石油美元体系。  

                                                        
① “沙特石油大臣表示沙特对当前油价非常满意”，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211/20121108439505.html。 
② 管清友、张明：《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为什么是美元？》，载《国际经济评论》，
2006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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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石油美元体系为沙特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利益和较高的国际地位。相对于大多数产油国的边缘地位，石油与美

元的紧密结合使沙特进入了全球石油权力结构体系的核心区域；而石油美元的

不断扩大为以沙特为代表的产油国带来了日益增多的财富，依靠源源不断的石

油出口收入积累了巨额的石油美元。沙特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美元规模，也是

全球特别是中东地区石油美元的领头羊与风向标，依托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

产量，建立在石油出口收入基础上的石油美元使沙特在未来的全球石油美元体

系中将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世纪以来的油价上涨使沙特积累了更为丰富的

新石油美元，仅2008～2012年，沙特石油出口收入就达到13200亿美元，石油出

口收入带来的贸易顺差总额也达到8900亿美元，在全球产油国中石油收入比重

最高。当代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显著地影响着全球经济、金融与投资市场的变动，

以美国与沙特为核心的全球石油贸易、石油美元体系在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体

系的同时，也使沙特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地位。 

石油美元体系也给沙特带来了难以摆脱的困扰，其中石油金融化趋势尤其

凸显了其政策与地位困境。石油金融化的实质是石油价格日益受到国际金融市

场和金融资本的影响和操纵，而当前石油金融主要受西方金融资本操纵，石油

消费国和石油生产国都受到被动影响。沙特作为世界石油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石

油霸主，面对着石油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也显得十分无力，只能望洋兴叹，本

国的石油出口与石油收入也为国际石油金融市场所左右，为保障全球石油市场

稳定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包括沙特在内的产油国来说，

石油定价权关乎自身石油收入以及国家财政预算与经济发展，被动地受国际石

油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其石油收入甚至是受益者，但它增

加了石油收入及其经济发展的风险，也不利于国家安全与国际权力地位的巩固，

事实上作为沙特最为重要的国际权力来源的石油已经因为石油金融的巨大作用

而大打折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油价的急剧下跌使沙特的石油收入大

幅度下降，从2008年的2937亿美元降为2009年的1628亿美元，主要依靠石油收

入的财政收入同期从2933亿美元大幅降至1346亿美元，GDP也随之出现了下滑。

沙特作为最大产油国当然不会满足于在国际石油金融市场上的被动局面，加强

对石油金融市场的治理与对国际石油的控制权紧密联系起来，对于沙特来说也

是维护自身国际社会权力地位的必然要求与重要内容。 

石油与美元的结合既让沙特获得了巨额财富，提升了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

的地位，又使沙特等石油出口国的巨额石油美元长期回流美国金融市场，有力

地支撑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事实上为美元的世界中心地位以及美国的

世界霸主地位做了部分“背书”。而由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信用体系和浮动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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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是全球石油价格暴涨暴跌的本质（制度性）原因。
①
在石

油美元体系下，美元的中心地位以及流动性过剩使得油价随着美元汇率不断出

现起伏，近年来美元的不稳定局面更加大了石油市场的动荡。沙特的石油美元

主要投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石油美元机制以及沙特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当前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的背景下，

产油国特别是沙特的经济政策也影响着美元的国际地位。金融危机后曾经有传

闻说沙特计划取消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影响了美元汇率的例子深刻说明石

油以美元计价对于美元的国际地位有着强大的支撑作用，也说明了沙特对美元

地位的影响力。同时，从其他一些侧面降低美元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力也是沙特

能够做到的，2009年沙特宣布改变输美原油作价基准的决定就对国际石油市场

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引起多个产油国的效仿，这充分说明沙特利用自身的石油

权力地位做出的政策决定影响着石油金融市场与全球石油贸易体系。但另一方

面，沙特自身又明显受到石油美元体系的深刻束缚，其政策选择余地有限，近

年来随着美元持续贬值、经济危机以及限制因素的增多更凸显了沙特在全球石

油贸易体系中的困境。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量化

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有助于美国经济复苏，但却导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

球的流动性泛滥，造成石油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许多国家面

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问题。身处石油美元体系核心的沙特也深

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其他经济金融政策的困扰与影响，其在全球石油贸易

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 

 

 

 

 

 

 

 

 

 

 

 

 

                                                        
① 马登科：《国际石油价格动荡：原因、影响及中国策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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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il resource power is the crucial power source and foundation for Saudi 

Arabia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the world. Saudi Arabia enjoys a central 

place in global oil trade and its power system, acting as a floating and dynamic 

country in global oil supply and its steady, and its influence is enlarged with the 

support of GCC and OPEC, the new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regime G20 has 

improved Saudi Arabia’s position and role in global oil trade governance. 

Petro-dollar system highlights the crucial position and dilemma of Saudi Arabia in 

global oil trad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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