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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还能走多远？ 

——《大国博弈》第三十四篇 

     
   

 

 

 

 

 

 

 

 

 

 

 

 

 

 

 

 

 

 

 

 

 

 

 

 

 

 

 

 

 

 

 

 

 

 

 

 

 

 

 

 

 

 

 

 

 

 

 

 

 

  

 

 

 

 

 

 

 

 

 

 

 

 

 

 

 

 

 

 

 

 

 

 

 

 

 

 

 

 

 

 

 

 

 

 

 

 

 

 

 

 

 

 

 

 

 

 

 

 

 

引言：   

今年以来，俄乌冲突推升全球能源价格，推高各国通胀水平。美国也深受高通

胀困扰，美国总统拜登不断寻求各方途径，增加原油供给，但并未见效。这是

否意味着美国石油霸权已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本文重点阐述美国建立和

维系石油霸权的关键机制，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从地缘政治角度理解石油价格的

运行逻辑。 

核心观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通过搅局中东、石油美元、页岩油革命等一系列举

措，重塑石油霸权、巩固美元和军事霸权。但 2016 年以来，随着全球石油供

给主体和消费重心的变化，美国推行的中东收缩战略，使其逐步失去中东地区

的主导地位，美国独霸正转变为多元平衡，石油霸权的推行遭遇多重阻力。 

美国石油霸权的真相 

历史上，各国对石油资源和定价权的争夺从未止步。二战后，美国凭借着其军

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综合实力的崛起，深刻影响着全球石油供给、需求、

运输、交易等各个环节。可以说，石油霸权，是强国属性的综合映射。总体而

言，经历多年培育，美国建立的石油霸权，顺利实现其四大政策诉求。 

第一，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经历多年发展，美国最终从石油进口国转变为净出

口国。第二，间接遏制欧盟、日本和印度等石油消费国，使得其在国际关系中

拥有更多运作的筹码。第三，借助低油价打压石油生产国，遏制他国经济发

展。第四，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确保霸权机制持续运转。 

美国石油霸权如何构建和维系？ 

垄断期（1861 年-1944 年）：早期美国以中东为战略支点、以跨国公司为载

体、以全球布局的军事为保护，构建石油霸权体系。 

衰落期（1945 年-1983 年）：进入 1940 年之后，随着中东石油力量的崛起，

第三世界产油国开始陆续反抗英美石油巨头。随着利润半分协议的签署、

OPEC 组织成立，美国对于中东产油国的控制力逐步减弱，石油定价权转向

OPEC，这一时期美国石油霸权走向衰落。 

重塑期（1984 年-至今）：进入 1980 年之后，全球石油供需形势扭转，中东产

油国的垄断定价权随之松动。这一时期，美国重整旗鼓，重塑石油霸权：1）搅

局中东，平衡阿以力量，加剧产油国对立和分歧，间接影响沙特等 OPEC 产油

国的石油政策；2）建立石油美元机制，重塑美元霸权；3）建立消费国联盟，

防止潜在的供给短缺风险，稳定石油价格；4）发起页岩油革命，大幅提升本土

原油产量、挤压 OPEC 市场份额，实现能源独立。 

现如今，美国石油霸权遭遇多重阻力 

随着全球石油供给主体和消费重心的变化、以及美国推行的中东收缩战略，导

致美国愈发难以满足中东地区在经贸往来、国家安全层面的诉求。中东国家开

始积极寻求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外部合作，同时减轻内部矛盾，在外交关

系上表现出中立、温和态度，削弱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总体而言，世界

石油市场正在从美国独霸，转向多元平衡。美国虽然仍然可以通过其美元霸权

的外溢，影响各国经济和政策，但显然在大国博弈的赛场上，已经遭遇多重阻

力。 

风险提示：俄乌冲突时间持续超预期；全球原油价格超预期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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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石油霸权的真相 

 

石油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其需求的高度依赖性与供给的不平

衡性赋予其浓厚的地缘政治属性。 

一方面，石油作为世界经济的血液，无论是作为燃料还是工业用途，都对世界

各国的经济增长与国防安全意义重大。时至今日，石油仍然是世界能源结构中

占比最大的燃料来源，1990-2020 年间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比超过 40%。另一

方面，石油在全球的分布极不平衡，供给与需求的错配强化了石油的战略价

值，使其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2020 年，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占比达到

全球的 48%，而原油需求最多的亚太地区，其探明储量占比仅为 2.6%。  

 

图 1：1990-2020 年间石油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比达到 40%  图 2：交通运输是全球石油最主要的消费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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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EA，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EA，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3：石油行业下游关联产业众多  图 4：全球石油需求将在 2025-2030 年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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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P 预测，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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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世界原油供给和消费存在明显错配  图 6：亚太地区和欧洲石油缺口大，中东和独联体石油产出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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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统计时间为 2021 年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统计时间为 2021 年 

 

图 7：中东是世界上石油出口最多的地区（2021）  图 8：2020 年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占全球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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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为石油贸易流向，单位：百万吨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历史上，各国对石油资源和定价权的争夺从未止步。二战后，美国凭借着其军

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综合实力的崛起，深刻影响着全球石油供给、需求、

运输、交易等各个环节。可以说，石油霸权，是强国属性的综合映射。 

美国建立石油霸权的目的，不仅仅是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石

油资源和定价权的掌控，间接控制石油消费国和生产国，实现更为广泛的霸权

外溢，持续巩固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总体而言，经历多年培育，美国建立的

石油霸权，顺利实现其四大政策诉求。 

第一，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经历多年发展，美国最终从石油进口国转变为净出

口国。2021 年，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36％，在

交通运输领域和工业领域占比更是达到 90.4%和 38.4%。可见美国经济依赖石

油消费，而本土资源供给不足，早期美国通过海外资源的垄断、间接控制中东

产油国，保障其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21 世纪后，借助页岩油革命，顺利摆脱

外部能源约束。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在 2005 年达到 60.3%，此后持续下降，

2020 年，美国石油出口首次大于进口，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第二，间接遏制欧盟、日本和印度等石油消费国。对于进口依赖度极高的石油

消费国而言，控制其原油供给等于控制其国家命脉。美国石油霸权的建立，使

得其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更多运作的筹码。历史上看，二战期间，日本出兵占领

了印度南部，美国为了制裁日本，对其实施了石油全面禁运，极大地削弱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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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军事实力。对于西欧国家，美国在军事上通过北约保证其国家安全，在经

济上，以合理价格提供稳定的石油供应，保证其经济发展。 

第三，借助低油价打压石油生产国，遏制他国经济发展。美苏冷战期间，石油

出口是苏联获取外汇的最主要途径。1984 年苏联通过出口石油换取外汇 190

亿美元，占从西方获得外汇收入的 67%。在里根政府授意下沙特、科威特等国

持续增产，国际油价从 1984 年的 30 美元/桶下降到 1986 年的 11 美元/桶，直

接导致苏联在此阶段共计损失 400 亿卢布，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1。 

第四，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确保霸权机制持续运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后，美国与沙特等国达成协议，美元成为了购买中东石油的唯一货币。利用

“石油—美元—美元计价金融资产”循环，美国不仅通过美元波动间接影响油

价，更重要的是通过石油这一绝对“刚需”的绑定，美元重新获得了足够有力

的支撑，其硬通货地位得以稳固。 

 

图 9：美国能源结构中，石油占交通运输能源需求的 90%，在

工业部门占比接近 40% 
 图 10：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在 2005 年达到顶峰，近两年出口

大于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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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IA，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IA，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11：2021 年，欧洲地区与中国等国原油进口依赖度  图 12：1984 年至 1988 年，美国操纵油价遏制苏联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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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CEIC，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国际油价毁掉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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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石油霸权如何构建和维系？ 

 

1861 年以来，国际原油定价权的三次转移，标志着石油霸权的更替。自 1859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第一口油井成功开采后，石油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根据

《BP 统计年鉴》披露的世界石油价格走势，可以清晰看到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

间里，国际油价走势跌宕起伏，其参考基准也不断转变。1861 年-1944 年，采

用的是美国平均原油价格；1945 年-1983 年，采用的是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

1984 年至今，则采用的是北海布伦特现货价格。其标志着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石

油公司垄断定价，到中东产油国定价，再转向市场定价的三个历史阶段。 

本质上而言，原油定价权的演变，即石油市场控制力的变迁，取决于世界政治

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重心的转变。在此期间，美国为了

建立和巩固石油霸权体系，不断转变其应对策略。我们将美国石油霸权体系的

演变相应分为三个时期，包括垄断期、衰落期和重塑期。 

图 13： 全球石油定价经历三个阶段 

1862年,宾夕法尼亚州油田开采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8年,《红线协定》、

《阿奇纳卡里协议》签

订，“七姐妹”石油巨头

集团形成

1934年,美国获得进驻巴林、

科威特和沙特开采石油权利

1951年,伊朗石油危机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

1960年,OPEC成立

1971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1974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6年, 《国际能源

机构协议》正式生效

1979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

美国与伊朗断交

2001年, 911恐怖袭击事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20年, 新冠

疫情蔓延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
8

6
1

1
8

6
3

1
8

6
5

1
8

6
7

1
8

6
9

1
8

7
1

1
8

7
3

1
8

7
5

1
8

7
7

1
8

7
9

1
8

8
1

1
8

8
3

1
8

8
5

1
8

8
7

1
8

8
9

1
8

9
1

1
8

9
3

1
8

9
5

1
8

9
7

1
8

9
9

1
9

0
1

1
9

0
3

1
9

0
5

1
9

0
7

1
9

0
9

1
9

1
1

1
9

1
3

1
9

1
5

1
9

1
7

1
9

1
9

1
9

2
1

1
9

2
3

1
9

2
5

1
9

2
7

1
9

2
9

1
9

3
1

1
9

3
3

1
9

3
5

1
9

3
7

1
9

3
9

1
9

4
1

1
9

4
3

1
9

4
5

1
9

4
7

1
9

4
9

1
9

5
1

1
9

5
3

1
9

5
5

1
9

5
7

1
9

5
9

1
9

6
1

1
9

6
3

1
9

6
5

1
9

6
7

1
9

6
9

1
9

7
1

1
9

7
3

1
9

7
5

1
9

7
7

1
9

7
9

1
9

8
1

1
9

8
3

1
9

8
5

1
9

8
7

1
9

8
9

1
9

9
1

1
9

9
3

1
9

9
5

1
9

9
7

1
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2
0

1
1

2
0

1
3

2
0

1
5

2
0

1
7

2
0

1
9

2
0

2
1

实际价格 名义价格美元/桶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1861-1944 年原油价格采用美国石油价格；1945-1983 年采用 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1984-2021 年原油价格采用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 

实际价格为根据 2021 年美国 CPI 调整的价格水平 
 

 

2.1  垄断期：抢占中东油田、跨国公司垄断定价 

 

美国是最早的原油开采地，在 19 世纪半叶主导着世界石油生产与出口。1859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采第一口油井后，社会迅速掀起“黑金热”，大量资

本和人力涌入石油行业。在 1860 年至 1910 年间，美国生产了世界上超过

60%的石油2。 

二十世纪初，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一战爆发，引发石油需求激增，推动美国石油

业加速发展，垄断情况初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石油在军舰动力系统的应

用使得欧洲石油需求大增。从 1914 年战争爆发到 1918 年战争结束，美国向协

约国输送石油近 1.33 亿桶3。高涨的石油需求催生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其一

度掌控全美 3/4 的石油提炼、4/5 的煤油销售和超过 4/5 的煤油出口4，控制美

国石油市场的 90%。尽管标准石油公司发展前景良好，但在当时美国高涨的反

                                                                 
2 王能全，1993，《石油与当代国际经济政治》 
3 江红，2002，《为石油而战》 
4 赵庆寺，2009，《美国石油安全体系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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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拉斯、反垄断的情绪下，最高法院不得不于 1911 年将其解散，拆解后形成

了美孚、雪佛龙等公司。 

此后，随着世界多地勘出油田，美国行业地位受到威胁，高涨的石油需求与渐

少的资源储备，迫使美国寻求海外石油资源。 

从石油供给来看，20 世纪初，诺贝尔家族在阿塞拜疆的石油开采帮助沙俄成为

第二个石油生产国，其石油产量在 1900 年前后一度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国

际石油大公司的竞争格局初显，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以及英波石油公司开始在国

际原油市场活跃。 

从石油需求来看，1911 年至 1918 年间，美国的石油消费增长了 90%，1914

年至 1920 年间，美国机动车从 180 万辆猛增至 920 万辆5。美国政府开始担心

石油这一重要战略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在政府和石油界的共同利益驱动下，

美国援引门户开放政策，以支持本国公司获取海外石油资源。自 20 世纪 20 年

代，美国政府便开始在欧洲、俄国和中东等地区，与英国、荷兰等国家争夺石

油资源。其中，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石油公司便是由标准石油公司分拆出的新泽

西标准石油公司（后更名为埃克森公司）与美孚公司合并而成的埃克森美孚公

司。 

图 14：1860-1950 年间，美国主导着世界石油生产  图 15：标准石油公司拆分后的形成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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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石油输出国组织，其成员国和世界能源市场》，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为世界石油产量的地区分布比例  
资料来源：EIA，光大证券研究所 

依托垄断协定，“石油七姐妹”瓜分中东石油资源。 

20 世纪初，英法荷等国已占据海外大部分石油资源，均排斥美国公司的加入。

美国石油公司多方斡旋，经过六年谈判，最终于 1928 年 7 月 31 日，同英荷两

国的石油公司代表签订《红线协定》，约定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利润分配，其中

美国近东开发公司与其他各公司均占 23.5%。此协定是美国构建石油霸权道路

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美国打破垄断，开始介入中东石油开发。 

同年 9 月，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秘密联合其他两家英荷石油公司，签署了

《阿奇纳卡里协定》，要求各方控制生产、相互帮助。同时，该协定确立了石

油定价原则，帮助美国维持其高油价，形成垄断价格。最终，来自美、英、荷

的 7 家石油巨头（其中美国公司占 5 家）组成了卡特尔，也被称为“石油七姐

妹”。此后，在 1930 年至二战前，美国通过设立加拿大全资子公司、提供更

优惠的经济条件甚至动用外交手段先后进驻巴林（1930 年）、沙特阿拉伯

（1933 年）和科威特（1934 年）等国家进行石油勘采6。 

 

                                                                 
5 赵庆寺，2009，《美国石油安全体系与外交》 
6 Charles W. Hamilton，1962，《Americans and Oil in the Middle East》；George W. Stocking，1977，《Middle East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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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借助两次危机摆脱英法联盟，美国正式主导中东油田。二战期间，石

油需求的飞速增长再次加重了美国对国内石油资源枯竭的忧虑，加速美资企业

在中东地区的渗透。1946 年，美国推动解除了《红线协定》，标志着美国摆脱

英法，逐步取得在中东的支配地位。1951 年，伊朗议院通过石油国有化方案，

取消英伊石油公司开采权，导致伊朗石油危机发生。经过政局更迭与谈判诉

讼，1954 年，伊朗妥协，同意让美国等国石油巨头联合开采、管理伊朗国内石

油。1956 年，埃及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美国借口反殖民主义，迫使英国势力

退出中东，英法就此失去了中东石油政治的主导权。 

从两次危机的最终结果来看，美国政府利用伊朗石油危机巩固了美伊联盟，同

时借助苏伊士运河危机，扫清它在中东最大的两个对手：英国与法国石油公

司。1954 年，美国便已经成为中东石油的最大拥有者，控制了巴林和沙特石油

资源的 100%、科威特的 50%、伊朗的 40%和伊拉克的 25%。 

至此，美国完成了早期石油霸权体系的构建：以中东为战略支点、以跨国公司

为载体、以全球布局的军事为保护的石油霸权体系。 

 

图 16：1954 年，美国在中东各国控制石油资源占比  图 17：1950 年，国际石油市场上“七姐妹”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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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iddle East Oil Crises Since 1973》，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为美国在中东各国控制的石油产量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石油市场》，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左侧柱状图中展示的是埃克森、海

湾、加州标准、德士古和莫比尔 5 家公司的石油销售量占全球份额 

 

但是美国早期的石油霸权，建立在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的基础上，尤

其是长期压低石油价格，以获取源源不断的廉价能源。随着第三世界人民意识

的觉醒，这种长期的单向的垄断和剥削，注定难以持久 ，这也造就了后续

OPEC 联盟的崛起，通过垄断性提价，反击美国霸权。 

 

2.2  衰落期：中东石油力量崛起、OPEC 联盟诞生 

 

进入 1940 年之后，随着中东石油力量的崛起，第三世界产油国开始陆续反抗

英美石油巨头。随着利润半分协议的签署、OPEC 组织成立，美国对于中东产

油国的控制力逐步减弱，石油定价权转向 OPEC，这一时期美国石油霸权走向

衰落。 

1943 年，委内瑞拉率先与英美石油巨头达成石油利润半分协议，迈出了产油国

与西方石油公司争夺石油权益的第一步。通过利润对半分成，委内瑞拉政府的

石油收入大增，1948 年是 1942 年的 7 倍。1948 年，委内瑞拉与伊朗外交官

会晤，标志着第三世界产油国开始联合争取石油权益。随后，在 1950-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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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沙特、科威特、伊拉克、伊朗等中东产油国陆续要求与美国实行利润半

分，这次斗争中展现的联合倾向，成为了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诞生的基

础。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后，国际石油市场供大于求，导致油价不断下跌。同时，

50 年代末苏联取代委内瑞拉，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产油国，加剧石油公司

间竞争。1959 年-1960 年，为应对苏联竞争，“石油七姐妹”两次降低石油标

价，导致产油国政府石油收入锐减。中东产油国每桶原油收入从 1957 年的 84

美分/桶，下降至 1960 年的 70 美分/桶，降幅达到 15%7。“七姐妹”两次单

方面降价彻底激怒了产油国，成为联合反抗的导火索，催化了 OPEC 的诞生。 

1960 年 9 月，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在巴格达宣告石

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即欧佩克（OPEC），旨在对抗石油公司擅自降低油价。

中东产油国联合的目的在于，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石油政策，维持国际石油市场

价格稳定，确保石油生产国获得稳定收入。 

20 世纪 60 年代，OPEC 目标主要集中于提高西方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税率、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进入 70 年代后，OPEC 的斗争焦点，转向争取石油标价

权、参股权和石油资源国有化。 

在中东产油国与西方石油巨头争夺定价权的过程中，引发了两次石油危机。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

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使用石油武器，打击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通过减产禁运、外

国石油公司股份收归国有、大幅提高油价等一系列举措，引发“第一次石油危

机”，以反抗西方国家长期压低石油价格，直接或间接控制和垄断中东廉价石

油的行为。 

OPEC 产油国通过独立提价，反击西方石油巨头。1973 年 6 月，美国石油公司

与 OPEC 达成协议，同意将 OPEC 原油标价提高 11.9%至 3.01 美元/桶。同年

10 月，OPEC 单独决定将标价从 3.01 美元/桶提高至 5.12 美元/桶，12 月进一

步提高至 11.65 美元/桶。 

同时，产油国也纷纷通过参股等形式，实现石油资源国有化。1972 年 6 月，伊

拉克政府将伊拉克石油公司国有化。当年 10 月，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巴

林和阿联酋纷纷与美国石油巨头就产油国政府参股达成协议，宣布立即参股

25%，此后逐年增加。1973 年，伊朗政府全面接管和控制伊朗石油工业。 

1978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伊朗石油生产瘫痪、出口暂停，引发第二次石

油危机。1978 年底，伊朗国内掀起一股反美巨浪，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

什叶派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由于伊朗政局

突变，1979 年初，伊朗石油工人举行大罢工，石油日产量从 500-600 万桶降

至零。当时伊朗是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占世界石油总供应量的

5%，伊朗石油中断引发抢购风潮，进而加剧石油短缺，大幅推升油价。1980

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拉克借口为抵御“伊斯兰革命”，悍然向伊朗发动军事

进攻，意图掌握阿拉伯河的控制权。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和伊朗石油产量再度

受损，直到 1982 年才逐步修复。1980-1981 年间，伊朗、伊拉克石油产量分

别减少 190 万桶/日、258 万桶/日。 

1970-1980 年间，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欧洲和日本打击巨大，经济陷入衰

退。1973-1980 年，原油价格从每桶 3 美元飙升至每桶 37 美元，涨幅高达 10

倍。这让西方国家深刻认识到维护石油供应稳定的重要性。 

 

                                                                 
7 江红，2002，《为石油而战》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2-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经济 

图 18： 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国际油价大幅飙升   图 19：两次石油危机期间，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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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IA，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1960-1983 年石油价格采用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1983-1990 年采用布伦特原油现

货价格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整体而言，这一次定价权从美国等西方石油巨头转向 OPEC，本质上源于，石

油生产重心的转移，而欧美又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资源，定价权的转移强化了中

东产油国的话语权。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美国亲以态度，引发阿拉伯国家的强

烈不满，基于安全保障，中东产油国联合起来，通过石油武器反抗，借此夺得

石油定价权。 

 

一方面，二战后，中东石油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美欧对于中东石油依赖度与

日俱增，中东石油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重要角色。这段时期，OPEC 五个创始

国，控制世界石油贸易量的近 90%、世界石油总储量的 67%、世界石油总产量

的 38%。 

欧洲方面，“马歇尔计划”激发石油需求，欧洲能源使用由煤炭大规模转向石

油。1950—1960 年，能源结构中，欧洲消耗煤炭由 85%降到 47%，石油则从

15%上升到 51%8。1948 年 4 月至 1952 年 4 月，美国援助西欧的 131 亿美元

中，有 14 亿用于石油，而这些都是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生产的。1950 年，欧

洲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其全部进口石油的 85%，而在 1947 年，马歇尔计划实

施之前，占比为 43%。 

美国方面，自 1945 年起，美国开始加大石油进口，用于补充国内石油消费。

尤其是进入 1970 年之后，由于美国国内石油产量停滞不前，原油进口规模迅

速扩大，进口依赖度自 1973 年的 35%持续提升至 1977 年的 46%，其中，同

期来自 OPEC 的进口份额自 38%大幅提升至 70%。 

                                                                 
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与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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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1970 年后，美国石油产量停滞不前，进口规模扩大   图 21：1960-1990 年间，美国自 OPEC 进口石油比重多数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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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随着中东产油国石油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开始认识到石油是一种

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这一时期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

兴起。随着英美介入中东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激化阿拉伯和以色列的

矛盾，中东产油国开始运用石油武器对抗西方国家，维护阿拉伯国家主权。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当年 5 月，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埃及、黎巴

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五个阿拉伯国家，为了维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

存权利， 同以色列军队开战。 巴勒斯坦问题上，美国亲以态度，激化了中东阿

拉伯国家反美的情绪。 

此后，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英法为了防止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化，伙同以色列向埃及开战，作为反抗，伊拉克、沙特切断输油管道，对英法

实行石油禁运。这一时期，阿拉伯民族和以色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美国为了

维护其中东利益，通过扶持以色列政府，干涉中东事务，由此引发 1967 年第

三次中东战争。 

1967 年 6 月，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发起空袭。作为反击，随后埃及下

令关闭苏伊士运河，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对英美实施石油禁运，此举直接影

响了美国从中东向越南战场的美国军队供应石油（当时有 2/3 石油来自中东地

区） 

1973 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埃及、叙利亚入侵以色列，而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大

量先进武器，扭转局势，倒逼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打击美国。1973 年 10 月 16

日，OPEC 成员国一致决定削减产量 5%，同时将原油标价从 3.01 美元/桶提升

至 5.12 美元/桶。10 天后，阿拉伯产油国的原油日产量比 9 月减少 400 万桶，

产量削减 20%，相当于世界石油贸易量减少 12%。随后，1973 年 11 月 5

日，OPEC 再度将石油产量削减幅度从 5%提高至 25%。直到 1974 年埃以、叙

以脱离接触，石油禁运才得以解除。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4-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经济 

图 22：1972 年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石油产量与占比  图 23：1973 年石油禁运后油价飙升，随后 7 年持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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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2.3  重塑期：石油美元、搅局中东、页岩油革命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全球石油供需形势扭转，中东产油国的垄断定价权随

之松动。 

首先，石油消费自 1979 年到达高点后持续回落，直至 1984 年才开始缓慢回

升。这主要源于，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影响下，发达经济体通过采取进口限

额、调整能源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等途径，减轻石油依赖。 

其次，高油价刺激非 OPEC 国家增加石油开采，尤其是西欧、苏联等地区，扭

转 70 年代石油供求紧张的局面。 

图 24：1980-1984 年全球石油消费量明显回落   图 25：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非 OPEC 国家石油产量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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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最后，由于油价长期疲弱，OPEC 推出的“减产保价”引发成员国分裂，反而

压低石油价格。由于全球石油进入供过于求的环境，石油价格从 1980 年的高

点持续下跌，引发 OPEC 推出“减产保价”措施。1981-1982 年，OPEC 石油

产量降幅达到 30%，但并未止住油价下跌趋势，同期油价跌幅仍然达到 10%。

1983 年，OPEC 首次宣布降低原油标价，由 34 美元/桶降至 29 美元/桶，意味

着国际石油价格已经不再由 OPEC 主观意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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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底，OPEC 减产联盟松动，阶段性转向“减价保产”，进一步加剧油价

下跌趋势。1986 年-2000 年间，除了海湾危机期间外，油价一直在 18 美元/桶

的低位徘徊。而海湾危机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正是由于产油国伊拉克和

科威特关于石油产量的谈判破裂导致的。可以看出，OPEC 内部对油价看法的

分化，削弱其在原油市场的垄断定价权，从主导者转变为边际供应者的角色。 

 

图 26：1981-1984 年，OPEC“减产保价”并未止住油价下跌  图 27：OPEC 产油国并未执行统一的减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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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指标为原油日产量 

这一时期美国石油霸权重整旗鼓，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影响全球石油供需结构。

与早期依靠石油公司垄断定价不同，随着市场参与主体的增多，以及更多石油

消费国的崛起，石油价格转变为市场定价。 

 

整体而言，美国石油霸权的重塑，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军事霸权和经济援助，介入中东事务，影响沙特等 OPEC 产油国的

石油政策，间接控制石油生产； 

二是，建立石油美元机制，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后对美元的冲击，通过货

币流动性调节，间接影响油价； 

三是，建立消费国联盟，即国际能源署，防止潜在的供给短缺风险，稳定石油

价格； 

四是，发起页岩油革命，大幅提升本土原油产量、挤压 OPEC 市场份额，实现

能源独立。 

 

第一，“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沙美关系升温，石油美元机制建立。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OPEC 成员国联合推高油价，但是该组织内部并

不是铁板一块。在定价方面，沙特并不赞成大幅度提高油价，但遭到伊朗为首

的其他成员国的反对。尽管禁运仍未解除，但是沙特已经开始私下与美国展开

谈判9。 

沙特的顾虑在于，首先，沙特坐拥巨量石油储备，时任沙特国王费萨尔（1964

年 11 月-1975 年 3 月在位）需要外部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其国内政局稳

定与国际军事安全。其次，沙特担心禁运会使美国放弃参与沙特的大型发展计

                                                                 
9 董雅娜，2019，《从能源危机到美元霸权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6-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经济 

划，其工业化进程势必受阻。最后，油价过高也可能导致曾经的石油消费者改

变消费结构，最后减少石油需求，影响沙特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经济。 

美国正是利用了沙特政府合作的主动性，双方立刻就解除禁运、开展更深入的

合作进行谈判。1974 年 8 月，美国与沙特秘密签署了《不可动摇协议》，沙特

同意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这是石油美元机制诞生的标志。 

“石油美元体系”，助力美元全球流动，巩固世界货币地位。“石油美元”是

通过出售石油而获得的美元收入，而“石油美元体系”则是美国输出美元，消

费国使用美元购买产油国石油，然后产油国的盈余石油美元再通过购买武器、

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流回美国的循环过程。石油美元体系设计的核心，就是要

求产油国盈余的美元回流美国，以此巩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石油美元盈余早期受政治影响较强，主要被投向美国国债或者存放在美国或欧

洲商业银行，后来投资渠道逐渐拓展至企业债券、股票和房地产等，并且投资

区域向日本、新加坡、拉丁美洲和中国等地扩散。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

（SWFI）的统计，截至 2022 年 9 月，全球前十大主权基金中，以石油为资金

来源的基金规模就达到了 3.8 万亿美元，占前十大基金总规模 7.2 万亿美元的

52%。 

图 28：截止 2022 年 9 月，全球前十大主权财富基金  图 29：1970-1978 年，美国对“海湾双柱”军售占比超过 50% 

排名 名称 资产(亿美元) 资金来源

1 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局 12,688 石油

2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223 非大宗商品

3 阿布扎比投资局 7,088 石油

4 科威特投资局 7,084 石油

5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6,900 非大宗商品

6 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 6,200 石油

7 香港金融管理局投资组合 5,889 非大宗商品

8 新加坡淡马锡公司 4,966 非大宗商品

9 卡塔尔投资局 4,610 石油和天然气

10 全国社保基金 4,474 非大宗商品  

 

伊朗, 27.50%

沙特阿拉伯, 

25.60%
以色列, 

10.40%

西德, 4.10%

韩国, 2.70%

其他地区, 

29.70%

 
资料来源：SWFI，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 MILITARY EXPORTS 1970-1978，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海湾双柱”指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第二，搅局中东，平衡阿以力量，加剧产油国对立和分歧。 

经历两次石油危机，美欧等西方国家认识到 OPEC 联盟对于油价的控制力，在

此之后，美国开始平衡阿以力量，缓和与阿拉伯国家关系，避免激起中东产油

国的反美情绪。同时，采取合纵连横战略，各国间相互牵制，防止一家独大。 

一则，缓和阿以关系，拆分和削弱阿拉伯和伊斯兰反以阵营； 

受国内强大的犹太人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在大部分冷战时期执行一种偏袒以色

列的政策，以保证其生存与安全。但由于巴勒斯坦问题，导致阿以之间存在较

为尖锐的矛盾，美国亲以态度让阿拉伯国家非常不满，导致联合禁运引发严重

的石油危机。 

因此，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寻求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开始在叙利

亚、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开展穿梭外交。一方面，说服以色列领导人从占领的一

部分阿拉伯领土撤退。另一方面，分别推进埃以、叙以脱离接触，拆散埃及和

叙利亚的联合战线，同时通过贷款援助、提供核能技术等方式，积极改善美国

与埃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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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历届美国总统均把“巴以和谈”作为中东政策的重要任务，持续将巴勒斯

坦问题边缘化，激化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以摆脱美国的尴尬处境。 

 

二则，美国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拉拢亲美的阿拉伯产油国，如沙特、早期伊

朗、阿联酋等； 

随着阿以问题缓和，美国开始拉拢阿拉伯国家，强化同盟关系。沙特和伊朗，

作为中东地区的两大产油国，对石油生产至关重要。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扶

持“海湾双柱”，推动沙特和伊朗扮演着美国在海湾地区代理人的角色，遏制

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出现的亲苏倾向。随着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对伊朗转向

“既打又拉”的态度，一方面，渲染伊朗的恐怖主义，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

事部署寻找到借口；另一方面，通过伊核协议，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换取

一定程度上对其核能力的限制。 

（1） 沙特：“石油换安全” 

沙特阿拉伯是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盟国之一，也是美国在中东重要的战略支点。

作为海湾地区第一大产油国，沙特拥有 OPEC 2/3 的石油储备，是 OPEC 石油

政策的核心领导者。沙特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建立在美国对沙特的安全保护和

经济支持，以及沙特保障美国及其盟友的石油供应、稳定石油价格的基础上。

整体上，美沙关系遵循“石油换安全”的契约基础，并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遏制

伊朗等问题上建立了愈发紧密的同盟关系。 

在历史上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过程中，沙特阿拉伯一直发挥着“浮动生产国”的

作用，通过温和、合作的石油政策维持国际油价在预期范围内波动。例如，在

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国成功说服沙特领导人解除石油禁运、增加石油产量、

建立石油美元机制；1978 年伊朗革命、1980 年“两伊战争”中，沙特均采取

增加石油产量的措施，以弥补石油缺口； 1985 年，美国里根政府迫使沙特增

产，实行“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大幅增产打压油价，拖垮苏联经济。 

 

图 30：沙特多次通过带头减产，对冲低油价   图 31：沙特多次通过增产，弥补其他产油国的石油供给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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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注：左轴指标为原油日产量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指标为原油日产量 

 

（2） 伊朗：“既拉又打”、“斗而不破”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同伊朗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时任伊朗国王巴列维

非常重视军事力量的建设，对美国现代化武器有着较高诉求。自 1970 年到

1977 年，美国对伊销售军火价值达到 170 亿美元左右，是美国对外军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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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购买商10。1976 年至 1977 年，美国有 40 余家公司提供军备，雇佣近 3000

名工程师在伊工作，并要求伊朗执行美国分配的任务以维持波斯湾的稳定11。 

随着伊斯兰革命爆发，1980 年美国同伊朗断交，1993 年，克林顿政府推出

“双重遏制”政策，即同时遏制伊拉克及伊朗，之后持续对伊朗采取经济和贸

易制裁，并在军事上遏制伊朗，以伊朗为假想敌，在海湾地区举行军事演习，

为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找到借口。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一直是

该地区驻军人数最多的外部大国，在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和阿曼等

国部署了军事基地，同时向沙特和伊拉克派驻特种兵与军事顾问。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开始调整对伊朗政策，缓和美伊关系。伊核协议的签

署，暂时消除伊朗核威胁，有助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实现战略收缩，实施“亚太

再平衡”战略。 拜登时期，美国政府也在逐步修复美伊紧张关系，这不仅是基

于中东收缩战略的诉求，也是为了避免伊朗完全倒向中国、俄罗斯，继续维护

其中东霸权。 

三则，通过局部战争和军事部署，主导和控制中东局势，加剧各国间的分歧和

对立。 

中东地缘政治四大力量——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其相对平衡

是中东地区局势稳定的基本条件。为了防止中东地区一家独大，制衡各国间的

势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直接发动和参与了多场战争，强化与波斯湾地区

国家的军事、政治合作，以此确立美国的主导地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在中东地区推行“西促和谈，东遏两伊”

的政策，通过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和遏制地区强国来主导中东事务，鼓励中东伊

斯兰国家走亲美、亲以的道路，并对反美国家进行压制。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分别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反恐为名发动战争，迫使

两国政权更迭，并对其进行所谓“民主制度”输出，其目的是强化美国的主导

地位，以强力改造中东。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打破了两伊间的相互制衡，伊朗

力量崛起，美国渲染伊朗恐怖主义，与伊朗直接对峙。以埃及、沙特为中心，

包括约旦和海湾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内，形成中东的亲美阵营。亲美阵营与反美

阵营对立，成为中东的基本战略格局。 

尤其是，沙特是美国在中东遏制伊朗的重要战略伙伴。伊拉克战争后，以伊朗

为首的什叶派势力，与逊尼派大国沙特就地区的主导地位展开激烈争夺。双方

利用所谓“阿拉伯之春”后的地区动荡局势，在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发起代理人

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矛盾。沙伊之间这种根深蒂固且不可调和的矛盾，正

好为拜登的离岸平衡政策所用，以重塑中东各阵营间的平衡。 

 

整体而言，美国在海湾战争后，确立了中东的主导权。 

一则，控制中东能源和海上通道，进而主导全球能源格局，维护美元的金融霸

主地位。中东地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通过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联通大西

洋、地中海和印度洋，地理位置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东地区对于美

国而言，发挥着西控欧洲、东控印太的重要作用。 

二则，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霸权的威胁，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安全。避免中东

的民族主义势力和反西方民主的势力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 

三则，通过在中东搅局、挑起战争，从中大肆牟利。2020 年，美国军售占全球

军售比重超过 85%，其中近一半流向中东。2021 年 3 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国

                                                                 
10 D. Park Teter ，1979，《Iran Between East and West》 
11 王新中、冀开运，2002，《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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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和平研究所证实，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美国近 5 年的武器

出口量占全球武器出口总量的 1/3 以上。中东国家军购规模占世界总额的

1/3，其中近 70%来自美、英、法，美超过一半的军售销往中东12。 

 

图 32：1953 年至 1978 年美国对伊朗武器出口额（1953 年至

1968 年数据为总额平均分摊到每一年而得） 
 图 33：国际能源机构（IEA）石油消费量与全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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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ran Between East and West》，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第三，建立消费国联盟，缓解石油供应短缺风险。 

在美国推动下，国际能源机构（IEA）的诞生，建立石油消费国的统一战线，以

削弱 OPEC 的话语权，降低未来供给中断风险。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主导

下，石油消费国会议于 1974 年 2 月召开，并任命了能源协调工作组（ECG）

来为消费国和生产国制定计划，建立了国际能源机构（IEA）。当年 11 月，以

美国为首的 16 国签署了《国际能源机构协议》，该协议于 1976 年 1 月正式生

效。协议制定了关于成员国石油共享、建立紧急石油储备（各成员国保持不低

于其 90 天石油进口量的存量）、控制石油需求（如果石油总供应量短缺

12%，各成员国必须将石油需求量减少 10%）。 

1979 年 6 月，OPEC 决定将原油标价提高到 18 美元/桶，引发石油消费国的反

抗。当时，西方七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 70%。1986 年 5 月，

东京七国首脑会议发布《东京宣言》，确定欧共体、美国、加拿大、日本 1985

年前进口石油的最高限额。西方国家削减能源使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替代

能源的方式，也是促成上世纪 80 年代，油价持续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

能源机构的成立，一定程度上修复了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日益紧张

的美欧、美日关系。 

 

第四，成功实现页岩油革命，美国本土石油产量迎来快速增长。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国家，美国的页岩油行业在很长时间

内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直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成功实现页岩技术革命，

采用水力压裂手段提取页岩油气使得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成为可能。2010-

2014 年，油价连续四年保持在每桶 80 美元以上，推动了美国页岩油行业的扩

张，美国的原油产量从 2008 年的月均 500 万桶/日一路上涨至 2019 年的月均

1229 万桶/日。 

                                                                 
12 人民网，2021，《制造动乱，是美国维持自己在中东利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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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010 年-2014 年的高油价推动美国页岩油产量一路上涨  图 35：美国原油产量在 2010 年后十年内产出占比率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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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IA，FRE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美国石油产量飞跃挤压 OPEC 份额，国际石油市场三足鼎立格局形成。美国的

石油生产份额从 2010 年 10%一路攀升至 2021 年的 18%，其出口份额从 2000

年的 2.0%一路上升至 2020 年的 12.5%，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份额则从 2000

年的 43.4%下降至 2020 年的 33.0%。至此，美国、沙特、俄罗斯成为了国际

石油市场的三大供应方，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2010-2014 年，油价连续四年保持在每桶 80 美元以上，能够覆盖页岩油开采

成本，因此美国页岩油行业得以扩张。俄罗斯与 OPEC 企图通过增产压低油

价，使其生产无法盈利，打压美国页岩油行业的发展。2014 年底，油价暴跌，

迫使众多美国页岩油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通过技术创新、压缩成本，美

国页岩油的平均生产成本从 2014 年初的 70 美元/桶下降至不到 40 美元/桶，

化解了油价低迷对行业的冲击。 

OPEC 与俄罗斯的增产降价方法并没有摧毁页岩油行业，但是对石油价格的共

同诉求使得其两大势力走向联合。2016 年， OPEC 与以俄罗斯为首的 11 个非

OPEC 产油国共同签订减产协议，此后油价重心逐渐回升。 

 

图 36：美国石油出口份额增加，中东地区份额减少  图 37：美国于 2020 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对中东地区依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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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IA，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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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21 世纪以来，美国向中国、印度等亚洲出口石油增加  图 39： 亚洲国家对美国石油依赖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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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IA，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IA，BP，EUROSTAT，光大证券研究所 

 

3、 现如今，美国石油霸权遭遇多重阻力 

 

如前述分析，美国通过主导中东局势、实现能源独立等途径，化解 OPEC 对石

油的垄断定价权，重新塑造所谓的石油霸权体系，并借助石油美元机制，巩固

美元霸权体系。 

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持续演变，在石油市场上，美国独霸正在走向多元

平衡，美国石油霸权也正在遭遇多重阻力。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美国对中东

国家的主导作用削弱，遭遇中国、俄罗斯等外部竞争者的制衡。同时，OPEC+

联盟的崛起与美国页岩油进一步抗衡，削弱了美国对于原油的定价权。  

 

3.1  全球石油消费重心东移，中东转向新的贸易伙伴  

 

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石油消费重心东移，对中东产油国的影响

力随之加大。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产业结构升级，对石油

消费日益减少。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 WTO，人口红利持续释放，出

口产业链扩张、城镇化推动的投资浪潮，带动石油消费迅速增加。中国在全球

石油消费份额，于 2003 年首次超过日本，2020 年更是超过欧洲，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截至 2021 年，中国在全球石油消费份额升至

16.4%，同期美国、欧洲、印度分别为 19.9%、14.4%、5.2%。 

2002 年以来，沙特始终是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2021 年我国原油进口中 17%

来自沙特。自 2006 年起，中国与沙特等产油国持续开展能源投资合作。2006

年 1 月和 4 月，中沙签署《关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领域开展合作的议定

书》。2016 年 1 月，中国石化和沙特阿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促进

双方在油气产业更广泛的合作。此外，中国与伊朗、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

等国也展开能源合作，并将经贸领域扩展至制造业、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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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中国、印度带动全球石油消费量增长  图 41：中国在全球石油消费份额已经超过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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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P，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42：OPEC 原油出口地中，亚太地区占据绝对地位  图 43：中国原油进口以中东、俄罗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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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3.2  美国中东收缩战略，削弱了其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  

 

随着页岩油革命的成功，美国成为原油市场上重要的边际定价者，美国及其盟

友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也相应降低。为了限制中国崛起，美国将军事重心转向

亚太地区，实行中东收缩战略。 

2011 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逐步显现出美国遏制中国的政

策倾向，中东政策进入战略收缩期。具体体现在，一是急于从阿富汗和伊拉克

撤军；二是推动伊核协议谈判。 

2017 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大肆渲染所谓中国

谋求印太霸权。2022 年 2 月，拜登政府发布首份区域战略报告《美国印太战

略》，并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旨在通过统一美国和其盟友的主要作战装

备和武器弹药，实现美军与盟国军队的相互补充，从而提高整体威慑力。 

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大量基地和驻兵，以巩固在印太的“军事霸权”。据中国

南海研究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20 年美国印太司令部拥有

37.5 万兵力，其中包括美军 60%的海军舰艇、55%的陆军部队，以及 2/3 的海

军陆战队兵力。此外，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大量海军基地，2018 年美国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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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柬埔寨五国分别建有军事基地 119、80、6、

2、1 处，占美国在国外建有军事基地总数的 40.4%。（关于美国军事霸权细

节，详见 8 月 16 日外发报告《黄油与大炮：美国如何构造军事霸权？——《大

国博弈》系列第三十篇》） 

 

图 44：2021 年美国军费开支 8000 亿美元，大幅高于全球

其他主要经济体 

 图 45：美国在印太地区军队布局 

 

 

  资料来源：SIPRI，光大证券研究所 备注：美国的所有数据均为财政年度（上一年

的 10 月 1 日至第二年的 9 月 30 日）而非日历年。美国军费开支包括国家情报计

划总开支的一部分，SIPRI 已将其定义为与军事相关的活动 

 
资料来源：中国南海研究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20）》 

 

这一方面，导致俄罗斯加快了重返中东的步伐，利用中东事务平衡美西方国家

的能力不断增强。 

一是，叙利亚战争给了俄罗斯重返中东的立足点。2015 年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改

变了战场格局，保住了阿萨德政权，既维护了自身在叙利亚的利益，也阻遏了

西方迫使叙利亚进行政权更迭的企图。俄罗斯以叙利亚为支点，调动了同伊

朗、叙利亚、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等中东大国的关系。 

二是，俄罗斯同中东主要国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同土耳其、沙特、埃及等国

家签署一系列经济、军售合同，获取了经济利益，部分突破了美国的经济围

堵。 

图 46：2016 年以来，俄罗斯加强与中东地区贸易往来  图 47：2017 年之后，北美对中东地区军售力度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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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arsawinstitute，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arsawinstitute，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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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在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中国、俄罗斯方面，均在积极吸纳中东主

要国家，应对美国全球霸权。比如，2022 年 9 月，上合组织正式接纳伊朗，阿

联酋、叙利亚、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也表示希望加入。 

 

同时，在美国持续推进中东战略收缩的态势下，中东内部关系趋于缓和，和平

与发展成为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中东国家和平往来环境，并不利于石油霸权

维系。 

一是，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寻求与以色列推动外交关系正常化。 

2020 年 8 月，阿联酋等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亚伯拉罕协议》，双方

实现关系正常化。当年 10 月 18 日，以色列与巴林签署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全

面外交关系。今年 8 月 17 日，宣布以色列和土耳其将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并

互派大使。 

阿以、土以关系缓和，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缘政治变化，试图通过更紧密合作，

应对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挑战。一方面，美伊核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伊朗核能

力建设并未得到有效监管和约束，加重了他们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叙利亚

危机发生后，美国以支持叙反政府武装方式介入叙利亚，其表现并未达到海湾

阿拉伯国家的期许。尤其是美国仓皇撤离阿富汗，逐步撤出在伊拉克的驻军，

让海湾阿拉伯国家感到担忧。 

二是，阿拉伯国家与伊朗改善关系，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021 年 4 月起，伊朗和沙特官员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为改善两国关系已开展五

轮对话，今年 7 月，伊朗方面表示，伊拉克外长向伊朗外长转达了沙特方面与

伊朗进行“正式和公开”会谈的意愿。 

今年 8 月，科威特宣布将与伊朗的关系恢复到大使级。同月，阿联酋宣布，将

在时隔逾 6 年后重新派大使赴伊朗，“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以实现两

个邻近国家和该地区的共同利益”。  

 

整体而言，尽管美国已经通过页岩油革命实现了其能源独立，保证本国能源安

全，但中东石油对于其西方盟友，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至关重

要。掌握石油资源，仍然能够有效实现遏制其他国家的目的，并且维系石油美

元机制，也是其进一步施展美元霸权的核心。因此，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控

制，从本质上来说，并不会放弃。 

但是随着全球石油供需结构的变化、以及美国推行的中东收缩战略，导致美国

愈发难以满足中东地区在经贸往来、国家安全层面的诉求。中东国家开始积极

寻求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外部合作，同时减轻内部矛盾，在外交关系上表

现出中立、温和态度，不再单方面被美国左右。 

因此，总体而言，世界石油市场正在从美国独霸，转向多元平衡。美国虽然仍

然可以通过其美元霸权的外溢，影响各国经济和政策，但显然在大国博弈的赛

场上，已经遭遇多重阻力。 

 

4、 风险提示 

俄乌冲突时间持续超预期；全球原油价格超预期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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