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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減產決定於OPEC+部長級小組視訊
會議舉行前一天頒布，參與國家包括

沙特、阿聯酋、科威特、伊拉克、阿爾及利
亞、哈薩克斯坦、阿曼及加蓬，其中沙特減
產最多達每天50萬桶，伊拉克減產21.1萬
桶，阿聯酋和科威特亦每天減產逾10萬
桶。同屬OPEC+成員國的俄羅斯同日表
示，俄方會將石油日均減產50萬桶的措施
延長至今年底。

原油價一度飆升8%
外界原本預計OPEC+將維持產量穩定，
減產消息傳出後，市場迅速受到影響。油價
在3日亞洲早盤交易時段飆升，布蘭特原油
一度上漲8.4%至每桶86.44美元，紐約原油
（WTI）曾上漲8%至81.69美元。
國際油價上月跌至每桶70美元水平，為

15個月以來最低，《金融時報》指出，今次
減產行動趕在OPEC+正式會議前宣布，表
明參與國都有一定緊迫感。早前美國矽谷銀
行（SVB）倒閉以及瑞信被競爭對手瑞銀收
購，引發市場擔憂金融危機蔓延或導致原油
需求減少，刺激油價大幅下跌。多國現時宣
布減產，相信是為避免銀行業危機持續引發
需求疲弱，為油價反彈提供支撐。

美批助俄增外匯收入
報道還引述消息稱，美國白宮此前曾向沙

特承諾若油價下跌，美方將購買沙特石油作
戰略儲備。然而美國能源部長格蘭霍姆早前
表示，美國需要「數年時間」才會重新補充
石油儲備，導致油價短期走低，更引來沙特
方面不滿。
去年10月能源成本飆升時，沙特為首的

OPEC+就宣布每日大幅減產200萬桶穩定

油價，今次減產
料再度引起美沙之
間激烈交鋒。
美國方面就OPEC+今

次減產迅速宣稱，沙特出
於「政治原因」策劃減產，幫
助俄羅斯增加外匯收入，做法
「並不明智」。沙特則強調減
產是出於經濟因素考量，不含政
治因素，許多OPEC+成員國也紛
紛發聲，支持該組織減產決定。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秘書長
阿爾蓋斯上月初曾表示，OPEC致力
保持原油價格穩定，避免市場過度波
動。美國大型投行高盛分析稱，
OPEC+現時擁有非常大的定價權，「今
次意外減產其實符合該組織『先發制人』
的新原則。」

憂銀行危機引發需求疲弱 5月起日減116萬桶石油

沙特美國料再現紛爭
香港文匯報訊 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OPEC+）2日忽然宣布，從5月起至

今年年底自願削減石油產量，平均每天減產約116萬桶。沙特方面表示，今次行動屬預防措施，旨在支

持石油市場穩定。分析指今次出乎意料的減產，相

信是產油國應對原油需求低迷的緊急措施，可

能會令沙特與希望壓低油價的美國之間再現

紛爭。

香港文匯報訊 以沙特為首的石油輸出國
組織及其盟友（OPEC+）意外宣布減產，
讓美國與沙特關係再度引起關注。針對美國
計劃推動《反石油生產和出口壟斷法案》
（NOPEC），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齊
茲上月中已警告稱，沙特不會將石油賣給任
何對沙特限價的國家。分析亦指減產決定配
合近期多項外交政策，顯示沙特或有意推進
獨立於美國的經濟戰略。
阿卜杜勒阿齊茲強調，NOPEC法案雖與
設定油價上限有別，但都會波及石油市場，
「這會在當前這個最需要明確性和穩定性的
時期製造新風險，讓形勢更加混亂。」阿卜

杜勒阿齊茲稱，油價上限政策會不可避免導
致市場失去穩定，一旦他國對沙特實施限
價，沙特就會減產並進行針對性禁售，若其
他類似遭遇國家採取同樣措施，他都不會感
到意外。
阿卜杜勒阿齊茲還強調，OPEC+已成功
讓石油市場保持穩定透明，NOPEC法案並
未認識到擁有閒置產能的重要性，以及缺乏
閒置產能對市場穩定的衝擊。他批評NO-
PEC將削弱石油產能方面投資，長遠導致供
不應求，「全球的生產者、消費者以及石油
行業都會受到影響。」
加拿大皇家銀行資本市場大宗商品策略主

管克羅夫特認為，沙特與伊朗近日在中國
斡旋下恢復外交關係，已是沙特調整政策
的信號，「他們（沙特）正在結交新朋
友，就像我們在中國看到的那樣。沙特向
美國傳遞了新的信息：這不再是一個單極
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 伴隨歐洲能源需求增長，擁有大量石油和天然
氣儲備的北非地區逐步進入視野。《華爾街日報》指出，全球
能源巨擘近期逐步改變多年來輕視北非基建投資的局面，加強
在該地區的建設力度。能源企業認為政治局勢漸趨穩定的北非
地區，能夠為歐洲帶來較便利的能源供應。
利比亞擁有非洲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儲量，當地國營石油集

團主席本達拉稱，美國哈里伯頓能源集團和霍尼韋爾國際公
司正與其磋商，計劃敲定價值14億美元的煉油廠開發項目。
其中一項與哈里伯頓的10億美元協議包括重建利比亞中部一
座油田，若能達成交易，將是該企業今年在中東和北非地區最
大交易之一。
意大利埃尼能源集團和美國雪佛龍公司也尋求與阿爾及利亞合

作，勘探當地天然氣資源。
報道提到，北非地區國有企業希望抓住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契機，透

過銷售能源獲得額外收入，彌補食品等商品進口成本攀升。西方石油企業
高管也認為，北非的政治生態環境近年有所緩和，不排除成為俄產能源的
替代選擇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去美元化」趨勢近期在全球多地浮面，能源貿
易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從中東能源大國到歐洲能源巨擘企業，
近期都公布計劃或採取行動，尋求用非美元貨幣進行貿易結算。
分析認為多國嘗試去美元化措施，既是應對美國金融市場波動引致

世界經濟不確定性的避險方案，也體現對「美元霸權」的不滿和對美
國信用的質疑。

中法天然氣交易人民幣結算
德國《商報》報道稱，法國道達爾能源公司與中海油公司上周二完成
一筆人民幣結算的液化天然氣交易，讓法國成為首個簽署以人民幣支
付、而非美元或歐元貿易協議的歐洲國家。
《歐洲時報》亦表示，現時全球有30多個國家，正逐步在貿易結算或
投資中轉向使用人民幣。
沙特財政大臣穆罕默德賈丹今年1月表示，沙特願意以美元以外的貨
幣出售石油。亦有統計顯示從2020年到2022年間，沙特不斷拋售美
債，持有美債數額從1,844億美元的峰值，回落至1,197億美元。作為最
早領導石油美元協議、接受美債作為外匯儲備的產油國，沙特大規模出
售美債被視作對「美元霸權」衝擊的潛在信號。
印度據報亦暗中用包括俄羅斯盧布在內的非美元貨幣，支付大部分俄
產石油。路透社上月初引述消息人士稱，俄印兩國過去3個月用非美元
貨幣支付的石油交易額相當於數億美元，且部分價格高於每桶60美元的
美西方價格上限。據報印度還準備一個框架，預備一旦盧布交易因制裁
而中斷，兩國交易可用印度盧比繼續結算。

香港文匯報訊 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
（G7）成員國同意對俄產石油實施每桶60
美元價格上限，不過《華爾街日報》2日披
露，G7唯一的亞洲成員國日本正暗中以高
於該上限的價格，繼續購入俄產石油保證能
源安全。雖然日本採購量偏低，且事先獲得
美國許可，但事件仍揭露美國牽頭針對俄產
石油的價格上限行動出現裂痕。

購74.8萬桶 每桶近70美元
G7成員國、歐盟和澳洲早前一致同意，

拒絕為超過價格上限的俄產石油交易提供保
險等服務。不過報道披露，這些國家為日本
從俄羅斯遠東地區「薩哈林2號」項目購買
的石油予以豁免，持續至今年9月底。統計
顯示今年1月到2月間，日本購入74.8萬桶
俄產石油，總金額為69億日圓，相當於每
桶接近70美元。
俄羅斯總統普京去年宣布將「薩哈林2

號」天然氣項目收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
（Gazprom）全面接管，日本企業三菱和三
井幾經周旋，才保住在該項目持有的股份。
日本經濟產業省一名官員透露，日本希望能
夠確保獲得「薩哈林2號」的主要產品天然
氣，也想保住開採天然氣過程中的少量原油

副產品，「這些石油售價由交易雙方談判確
定，我們需要讓日本擁有穩定能源供應。」
日本電力嚴重依賴進口能源，多年以來，

日本一直尋求與俄羅斯在能源領域合作，天
然氣進口量約十分之一都依賴俄羅斯，其中
多數來自「薩哈林2號」。俄烏衝突爆發
後，日本雖積極跟隨盟友實施對俄制裁，但
進口天然氣不減反增，按年增加4.6%。

報道分析稱，日本以高於上限價格購入
俄產石油，凸顯日本對俄產化石燃料的
依賴，這也體現美國試圖拉攏盟友針對
俄羅斯的制裁行動，都或存在一定內部
矛盾。美國天普大學日本校區研究日俄
關係專家布朗就稱，「日本或許並非
不能離開俄產石油，他們只是不想這
麼做。」

分析：沙特經濟戰略圖排除美國

傳日購俄油高於限價 G7制俄行動現裂痕

全球「去美元化」
體現對美信用質疑

油氣巨擘開拓北非能源

◆利比亞擁有
全非最大的已
探明石油儲
量，圖為當地
的沙拉拉油
田。網上圖片

◆道達爾能源
公司的巴黎總
部。網上圖片

◆伊拉克將每日減產
21.1萬桶石油。圖為當地
納西里耶巿的煉油廠工人。

網上圖片

◆日方希望能確保獲得「薩哈林2號」的天然氣。圖為該項目的一艘油輪。 網上圖片

◆沙伊近日在中國斡旋下恢復外交，圖為
沙特代表艾班（左）及伊朗代表沙姆哈尼
交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