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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能源金融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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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石油美元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

维护石油美元计价机制，不仅有利于其控制国际石油市场，而

且对于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巩固美国全球霸权

也具有深远的意义。能源人民币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相

互影响，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能源人民币进程中，石油美元

和能源人民币进行着激烈的博弈。美国一方面阻挠人民币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份额，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逼迫人民币升值，挑起中美贸易战；另一方面推出印太战略，

以能源地缘政治撬动能源金融，影响能源人民币的回流机制。

中国则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侍机推出原油期货，扩大人民

币认可度，打造能源人民币回流体系，发展与自己实力相对应

的能源话语权，实现能源人民币和石油美元兼容并蓄，共同

发展。

【关键词】　能源金融　石油美元　石油人民币　能源话

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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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金融是全球能源产业链利益分配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能源金融的发

展与能源战略的实施息息相关。能源霸权国通过将本币作为国际能源贸易的

主要计价及结算货币，一方面可以维持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另一

方面可以在全球能源产业链的利益分配中获得有利的位置。①能源霸权借助国

际金融市场来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中能源价格形成。国际石油市场已经形成包括

现货、远期、期货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期货交易逐渐替代现货贸易

和长期合同成为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基础。能源金融的核心是对于能源商品尤

其是油气的定价权的争夺。②美国极力维护其石油美元机制，巩固美元霸权，

利用庞大的期货市场，加大对国际能源定价权的争夺。人民币是中国能源金

融的核心，中国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拓宽人民币国际支付范

围，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能源货币的使用程度；另一方面加快组建和完善石

油储备和原油期货市场，提升在能源金融市场的话语权，从而有效应对石油

价格的波动。

一、“石油美元”与美国霸权

２０世纪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石油出口居世界首位，１９１７年美

国产油３．３５亿桶，当时从墨西哥湾出口的原油大都采用美元定价，到岸的石油

价格等于墨西哥湾产出的原油价格加上运输的费用，这为石油用美元定价奠定

了历史基础。

１９４４年７月，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同黄金挂钩，世界各

国的货币同美元挂钩，固定汇率，美元成为国际基础货币，美元的地位得到进

一步提升。马歇尔计划于１９４７年开始启动，该计划最大的单项支出就是利用这

些援助美元来购买石油，这些石油主要由美国供给，石油美元机制也得到了进

一步的加强。③

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国际收支恶化，其间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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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政府宣布

实行 “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国政府和沙特当局举行

高层会谈，商谈使用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单一货币，并于１９７４年达成协议，其

后，沙特政府用其盈余的石油美元购买了２５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几年后，

美国财长迈克尔·布鲁门撒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与沙特政府达成秘密协议，

确保欧佩克成员使用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货币。①这些协议使美元和石油联

姻，石油成为美元的锚定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正是通过石油美

元来维系和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②美国从石油美元计价机制中可以获得以下好

处。③第一，征收国际铸币税，当美元作为国际石油贸易的主要媒介后，美国可

以通过输出美元来换取石油资源，而美元的发行流通量是受美国政府控制的，

这样美国就获得了额外的收益。第二，影响和控制油价，由于国际石油贸易以

美元计价，美国通过调整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美元汇率，进而影响国

际石油价格。第三，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由于许多国家需要大量进口石油，

为了支付石油进口费用就必须保证在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元。这样无

形中维护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④

美国通过石油美元机制，使石油的所有权与定价权分离，使石油的供应者

不能成为定价者，通过美元与石油挂钩的机制，美国获得了强大的定价能力；

通过石油美元回流机制，让美国获得巨大的资本利得。⑤产油国通过国际石油贸

易获得巨额的美元收入，而美国发达、庞大而又开放的资本市场为这些石油美

元提供了良好的投资场所，这些石油美元可以存到美国银行、在美国购置不动

产、购买产权，美国还允许其大量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这样，产油国的巨额

石油美元回流到了美国，从而形成石油美元环流。石油美元使美国在填补了贸

易与财政赤字，支撑美国经济在长期呈现消费膨胀、外贸逆差的同时，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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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吸收外资，①这对支撑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石油美元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维护石油美元计价机制，不仅

有利于其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对于其控制国际石油市场，

巩固美国全球霸权也具有深远的意义。美国的盟国主要通过稳定的国际货币、

开放的市场、稳定的石油价格这三个利益机制，获得收益并服从美国的领导。③

石油美元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并成为两者之间风险传

递的重要渠道。美国为了吸收石油美元的环流，必须将国内的金融市场做大，

提供具有足够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投资工具。美国鼓励金融创新，为投

资者提供数量和品种更多的投资工具、更低的准入门槛、更为宽松的金融环境

等。金融自由化使得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大大提高，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

务业成为支柱产业，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④

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导致石油美元体系运行不畅的因素，

使美元石油的经济根基不断弱化。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特里芬悖论、美国与石

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紧张，以及页岩气革命的影响等。

（１）特里芬悖论。石油美元体系中的特里芬悖论表现为 “减少经常项目逆

差”和 “释放美元供给”两者的矛盾，两者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很难达成

理想的平衡状态。如果放任释放美元供给，石油美元面临贬值的威胁，当美元

出现贬值时，石油输出国的资产将会缩水，购买力下降，当贬值持续发生，石

油输出国必将放弃美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而转向另一种更为稳定的货币，这

将导致石油美元体系的崩溃。⑤

（２）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紧张。长期以来石油输出国组

织凭借资源禀赋的优势统一行动，影响国际能源价格。近年来，面对国际油价

低迷，石油输出国组织联合俄罗斯等国家定期召开减产会议，美国和石油输出

国组织关系紧张。２０１８年５月，美国国会提出ＮＯＰＥＣ法案，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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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ＮＯＰＥＣ法案，若ＮＯＰＥＣ法案成为法律，石油输出

国组织将被定义为垄断组织，美国政府将有权起诉石油输出国组织操纵油价，

并可能要求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赔偿。①有沙特官员表示，如果美国通过这项法

案，沙特将考虑停止在石油贸易中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②

（３）页岩气革命的影响。页岩气革命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使美国摆脱当前的

经济困境，缓解了美国的就业问题，为其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又对

石油美元体系的运行形成障碍。美国从石油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石油的锚

定属性就失去了意义；美国通过页岩气革命实现了能源独立，美国与石油输出

国组织会因在油气市场的竞争关系产生矛盾，从而动摇石油美元体系运行的

基础。③

（４）金融制裁的影响。美国频频挥舞制裁大棒，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

等国频频发起能源金融制裁。２０１８年５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伊朗

核协议，并将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制裁。伊朗则放弃用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

将欧元、阿联酋迪拉姆和人民币列为三大主要换汇货币。④２０１７年９月委内瑞拉

总统宣布，在国际支付中使用人民币、欧元、日元、俄罗斯卢布等组成的一揽

子货币替代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⑤随着石油美元问题

不断出现，包括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在寻求新的石油结算

方式。

二、人民币的国际化提升中国能源金融实力

人民币在国际经贸市场中的影响力与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与影

响力密切相关。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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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倩：《拟在国会通过反垄断法案 “ＮＯＰＥＣ”美酝酿立法对抗欧佩克》， 《中国能源报》，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第５版。

誉博：《石油美元将终结？》，《石油化工报》，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第５Ｂ版。

陈宇：《石油美元体系脆弱性研究》，吉林大学２０１８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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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冯俊扬：《新闻分析：委内瑞拉为何弃用美元》，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９月９日，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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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重点也逐渐从贸易领域转向金融领域，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能源金融实

力增强的主要体现。中国政府经过一系列国内金融市场和汇率机制改革，实施

一系列金融外交战略，在储备货币变革、搭建货币伙伴网络以及参加多边金融

机构等方面都取得较大的进展，已经在国际上确立了人民币的地位。①

目前，人民币已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的货

币篮子，在其中的权重为１０．９２％，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五大货币之一。

随着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逐渐被认可，越来越多的央行和货币当局把人民币作

为其储备资产。２０１７年上半年，欧洲央行共增加等值５亿欧元的人民币外汇储

备。新加坡、俄罗斯等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②

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２０１７年中国进口原油４．２２亿吨，占全球进口的１５．２％，

超过美国 （１４．９％），排名第一。③２０１８年中国进口天然气超过９　０００万吨，超

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④进口来源涵盖亚太、中东、北美等

２５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扩大，中国能源金融实力的提升，将

会有越来越多的油气生产国将采用人民币结算，从而促进能源人民币的形成

和发展。

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各个货币伙伴的合作与支持，搭建货币伙伴网络是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推进人民

币国际化，与５２个国家 进行了不同内容的货币合作，形成了人民币崛起初级阶

段的货币伙伴网络。⑤ （１）扩大本币结算伙伴。本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

环节。２００９年本币结算试点开始以来，中国共与３０多个国家将 “推动本币结

算”写入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联合公报。（２）增加货币交易伙伴。本币结算的广

泛推行需要通过人民币与更多外币的直接交易。从２０１０年开始，中国货币外交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黄晓勇、崔民选：《世界能源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第２４９页。

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７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０页。

ＢＰ：《世界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８年６月，第２４页。

钱小岩：《中国超越日本成最大天然气进口国！供需变局有望改善 “亚洲溢价”现象》，《第
一财经》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ｃａｉ．ｃｏｍ／ｎｅｗｓ／１００１５４６５８．ｈｔｍｌ。

李巍：《伙伴、制度与国际货币———人民币崛起的国际政治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５期。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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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分布情况

序号 国家和地区 时　　间 清算行

１ 中国香港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中国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

２ 中国澳门 ２００４年９月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３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中国银行台北分行

４ 新加坡 ２０１３年２月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

５ 英　国 ２０１４年６月 中国建设银行 （伦敦）有限公司

６ 德　国 ２０１４年６月 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

７ 韩　国 ２０１４年７月 交通银行首尔分行

８ 法　国 ２０１４年９月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

９ 卢森堡 ２０１４年９月 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

１０ 卡塔尔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中国工商银行多哈分行

１１ 加拿大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中国工商银行 （加拿大）有限公司

１２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

１３ 马来西亚 ２０１５年１月 中国银行 （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１４ 泰　国 ２０１５年１月 中国工商银行 （泰国）有限公司

１５ 智　利 ２０１５年５月 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

１６ 匈牙利 ２０１５年６月 匈牙利中国银行

１７ 南　非 ２０１５年７月 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

１８ 阿根廷 ２０１５年９月 中国工商银行 （阿根廷）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赞比亚 ２０１５年９月 赞比亚中国银行

２０ 瑞　士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中国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

２１ 美　国 ２０１６年９月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２２ 俄罗斯 ２０１６年９月 中国工商银行 （莫斯科）有限公司

２３ 阿联酋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开始积极推动人民币实现与更多币种的可直接交易，并在２０１４年进入快车道。

目前人民币已经可以和除了美元之外的１２种货币进行直接交易，① （３）搭建货

币清算伙伴网。从２０１３年开始，中国开始积极推动在境外建立人民币清算机

制，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中国人民银行已在２４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安

９３

① 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７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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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覆盖东南亚、欧洲、中东、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共开办境外人民币清算

行账户１　１２６家，清算量超过２８５．６万亿元。①初步形成一个人民币清算的海外网

络，大大便利了人民币的海外流通。②

（４）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③中国央行通过不断推进与产油国之间的货币

互换，增加人民币在产油国中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卡塔尔、苏里南、亚美尼亚、南非、智利、塔吉克斯坦、澳大利亚、马来

西亚、白俄罗斯、乌克兰、英国、土耳其、阿联酋、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

的中央银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与合作协议，至２０１７年末，人民银行已与２９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金额超过

３．０２４万亿元人民币。④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已经初步形成，其

协议数量多覆盖对象广，已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货币互换网

络之一。⑤

在境内，随着中国银行 “外币交易系统”， “转账系统”相继营运，人民币

跨境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在上海建立，世界上任何希望不以美元进行石油买卖的

国家，都可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⑥２０１６年，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

境支付系统建设和直接参与者扩容。２０１６年７月，中国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作

为直接参与者接入跨境支付系统，中国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是跨境支付系统首

家境外直接参与者，其成功接入使跨境支付系统业务量有大幅提升。⑦２０１６年，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处理业务６３．６１万笔，金额４．３６万亿元，日均处理业务

２　５４４．４笔，金额１７４．４７亿元。⑧２０１７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处理业务１２５．９１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８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７页。

李巍：《伙伴、制度与国际货币———人民币崛起的国际政治基础》。

黄晓勇、崔民选：《世界能源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第２４９页。

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８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６页。

张明：《全球货币互换：现状、功能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潜在方向》，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６５—６８页。

冯跃威：《石油美元背后的绞杀及石油人民币的崛起困局》，《能源》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６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６页。

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６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

ｇｏｖ．ｃｎ／ｇｏｕｔｏｎｇ　ｊｉａｏｌｉｕ／１１３４５６／１１３４６９／３２７３１０８／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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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笔，金额１４．５５万亿元。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跨境支付系统共有３１家直接参与

者，７２４家间接参与者，参与者范围覆盖全球６大洲，８７个国家和地区，业务

实际覆盖全球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２　３８１家法人金融机构。①

能源人民币是指能源生产国通过国际贸易收支项下经常项目的人民币盈余

资金，也可以理解为扣除掉因能源勘探、开采、运输等相关产业链的服务成本

后，能源贸易的全部人民币形式的外汇和商品收入。能源人民币与人民币国际

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是推动能源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的基础，

能源人民币结算区域的扩大也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国在扩大人民币

在岸金融市场建设、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扩大人民币对

能源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②

在能源投资领域，中国能源企业积极开展海外业务，收购油气资产和石油

公司股份逐渐成为重要的投资方式。三大石油公司确立了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国际能源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海外投资活动更加积极活跃。陆续获取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四国的油气上游市场业务，获

得在勘探和开发上的准入资格。同时中国企业还推动在非洲加纳和喀麦隆等国

家的开发行为。③２０１７年初，山东和四川的民营油气企业相继成立行业联盟，通

过 “装备换石油”的方式，用出口油气技术设备换取石油进口。其技术、资金

和装备通过整合，水平得到大幅提升。④２０１７年初，中石油与道达尔组成的合资

公司获得伊朗南帕尔斯气田的开采。中方投资１４．４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中

国石油成功中标杰列斯肯 （Ｔｅｐｅｃｋｅｈ）Ⅰ和杰列斯肯Ⅱ两个勘探区块。北京燃

气收购俄罗斯上乔公司２０％的股份交易成功交割。⑤中国民营能源企业华信集团

挺进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其成就包括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 （Ｒｏｓｎｅｆｔ）１４．１６％

１４

①
②

③④

⑤

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８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６页。

温馨：《石油金融化：内涵、趋势与影响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０４页。

吴梦启：《油气投资海外大抄底，中国能源企业 “出海”融资不走寻常路？》，华尔街见
闻，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ｃｎ．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３０４１３４０。

刘朝全、姜学峰：《２０１７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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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哈萨克斯坦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 ＫＭＧＩ　５１％的股权。仅与俄罗斯石油

公司的交易涉及金额就高达９０亿美元以上。①

在石油贸易中，先是俄罗斯，其次是伊朗使用人民币结算，中东阿联酋等

产油国接受了人民币，随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

２０１２年９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俄方同意中国用人民币购买任意量

的石油。其后，俄罗斯一些石油生产商与中国的石油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依托大额支付系统推出人民币对卢布交

易同步交收业务，这标志着我国外汇市场正式建立人民币对外币同步交收机

制，②中俄石油交易实现无美元交易。２０１７年９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委

内瑞拉使用人民币来代替美元为石油计价。③面对美国的制裁，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０

日，伊朗央行旗下的外汇牌价网站Ｓａｎａｒａｔｅ．ｉｒ将欧元 （ＥＵＲ）、阿联酋迪拉姆

（ＡＥＤ）和人民币 （ＣＮＹ）列为三大主要换汇货币。２０１９年１月，伊朗央行外

汇储备中人民币的份额达到１５％。④

在油气市场方面，中国先后成立了一批能源交易所和能源交易中心。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２２日，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揭

牌。２０１５年３月４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在上海自贸区成立，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２６日，交易中心正式投入运行。交易品种主要包括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

气、煤层气和液化石油气，其中管道天然气交易已经覆盖了华东、华中、华南、

华北、西南和东北六个区域，液化天然气交易主要在华东、华南地区。２０１８年

３月，中国首个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为中国能源期货

市场的重大里程碑。中国原油期货上市以来，经受住了中美贸易摩擦连续几轮

升级和主力合约移仓的考验。至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按双边计算，１１２个交易日

２４

①

②

③

④

吴梦启：《油气投资海外大抄底，中国能源企业 “出海”融资不走寻常路？》。华尔街见闻，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

朱江：《我国外汇市场正式建立人民币对外币同步交收机制》，人民网，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
日，ｈｔｔｐ：／／ｍｏｎｅ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１０１２／ｃ４２８７７－２９５８２６８５．ｈｔｍｌ。

《马杜罗：委内瑞拉开始用人民币计油价》，人民网，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９１７／ｃ１００２－２９５４０２７８．ｈｔｍｌ。

驻伊朗经商参处：《伊朗央行将人民币储备的比例增加至１５％》，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６日，ｈｔｔｐ：／／

ｉｒ．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９０１／２０１９０１０２８２７５００．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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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交量２　２６５．４３万手，日均２０．２３万手，总成交金额１１０　３６５亿元、日均９８５

亿元。从交易量走势来看，中国原油期货日趋活跃，整体呈不断增加态势，其

中３月２６日至６月２６日的前三个月，交易量呈快速上升态势，日均成交量仅次

于美国纽约 ＷＴＩ原油期货与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两大老牌基准市场的交易量，

跻身全球交易量前三。①

三、中美在能源金融领域的互动

能源人民币体系是由计价机制、持有机制、扩张机制和回流机制等一系列

的机制所构成。计价机制是必要条件，是指国际能源贸易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及

交易货币的机制；持有机制是途径，能源生产国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为主

要持有模式，通过持有机制发挥能源人民币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扩张

机制是必要条件，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市场是能源人民币体系的扩张机制

实现场所；回流机制是保障，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构成能源人民币体系的回流

机制。以油气为基础的能源不但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直接提供能源支持，还在

维系社会生活的运转、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等方面起着间接作用，由于能源的

特殊属性，能源是人民币理想的锚定物。

人民币作为能源人民币的核心，其国际化和能源人民币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美国将人民币视为美元的威胁，一方面阻挠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份额；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汇率形成机制

的干预，逼迫人民币升值；发起贸易战，打压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挤压

中国的能源金融能力。在能源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派航母到南

中国海大秀肌肉，制造台海和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②再辅之以美元加息，以地

缘政治撬动能源金融，使大量人民币流向美国，从而达到打压能源人民币的目

的。中国则沉着应对，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侍机推出原油期货，打造能源

人民币计价机制、持有机制、扩张机制和回流机制。

３４

①

②

吴晋文、张卫青、张蓉：《中国原油期货上市对石油价格机制的影响研究》， 《总会计师》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冯跃威：《石油美元背后的绞杀及石油人民币的崛起困局》，《能源》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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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美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角逐

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份额权改革，美国国内

有一股阻挠力量。２００７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２０１０年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达成了改革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增加一倍，

约６％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跻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成员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也均进入前十位。①２０１２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奥巴马政府以一些国会议员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为

由，没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送入国会表决程序。奥巴马成功连任之

后，开始呼吁国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但在２０１３年３月遭到美国国会否

决。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４日，在各方聚焦下，美国参众两院再次否决了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美国国会干脆拒绝将改革方案纳入拨

款法案进行讨论，这使得改革不得不拖到２０１５年等待美国国会再次审核。由于美

国国会屡次否决和拖延，本计划在２０１４年召开的新一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评

审大会也因此不得不一拖再拖，直到２０１５年底的最后关口，美国参众两院才批准

改革方案。②中国的份额从３．９９６％升至１０．９２％，③排名从第６位跃居第３位。

近年来，中国在能源金融领域不断进取，一方面致力于推动全球能源金融

旧体制的改革，使其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区域能源金融新

制度的建设，并成为这些新制度的核心领导者：强化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在能源

治理中的作用、强化金砖机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在能源领域的

合作、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建丝路基金。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

亚投行、丝路基金的设立，成为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金融机制之外进行

制度建设的四大平台，对美国主导的石油美元形成巨大的压力。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

２００３年美国参议院议员查尔斯·舒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ｃｈｕｍｅｒ）和林赛·格雷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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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ＩＭＦ，“ＩＭＦ　Ｂｏａｒｄ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Ｓｕｒｖｅ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ｂｓ／ｆｔ／ｓｕｒｖｅｙ／ｓｏ／２０１０／ＮＥＷ１１０５１０Ｂ．ｈｔｍ．

李巍：《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１８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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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Ｇｒａｈａｍ）提出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３０名国会议

员联合向政府施压，要求奥巴马政府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美国

参议院又通过旨在促使人民币升值的 《２０１１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方案》，以及举

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一系列听证会，使人民币问题不断升温。①美国总统奥巴马也

曾多次公开表态：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使中国商品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要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人民币升值。此外，行政部门利用各种场合与方

式向中国施压，包括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财政部长访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

告的发布、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中美商贸联委会等。②

２０１０年６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

强人民币汇率弹性。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

机制进行了改革，中国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

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③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外汇交易中心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央行强调要加大参考一篮子

货币的力度，以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还在２０１７年２

月和２０１８年８月两次在中间价报价中引入逆周期因子，并对国际资本流动加强

了宏观审慎管理。从而有利于克服原有汇率形成机制的顺周期性，培养遵循经

济基本面进行交易的理性市场主体。④从２０１７年５月至今，人民币汇率基本实现

双向波动，央行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式干预。

　　（三）中美贸易争端问题

特朗普上台后，通过一系列举措加强本国的贸易保护，２０１８年３月以来，

美国挑起全球范围的贸易战，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贸易争端不断升温，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贸易战造成我国股市剧烈的震荡，为全球经济

５４

①
②

③
④

项卫星、王冠楠：《美国的汇率政治与人民币汇率之争》，《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郭维：《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孙亦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历史与发展方向》，《中国商论》２０１８年第３２期。

何青、甘静芸、刘舫舸、张策：《逆周期因子决定了人民币汇率走势吗？》，《经济理论与经
济管理》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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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蒙上阴影。受其影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近几年表现得相对较差。如图１

所示，从２０１６年开始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及其占贸易进出口的比例不断

下降，人民币在国际结算方面的影响力逐渐下降。①

图１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月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中国海关总署：《全国进出口
月度总值表》。引自陆岷峰、徐博欢：《“逆全球化”影响下人民币国际化不确定因素与
成长之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二十国集团阿根廷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中美达成

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为止的９０天休战期共识。双方为此展开了多轮经贸高级别磋

商，４月３日至５日，举行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讨论了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文本，

取得新的进展。双方决定就遗留的问题通过各种有效方式进一步磋商。②

　　（四）中美能源地缘政治上的博弈

美国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日益上升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人民币的

６４

①

②

陆岷峰、徐博欢：《“逆全球化”影响下人民币国际化不确定因素与成长之路》，《云南师范
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颜亮、韩洁：《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利结束》，２０１９年４月７日第Ａ０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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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将超过当年日元的崛起效应，有可能全面威胁美元的霸权地位。①美国在能

源地缘政治方面频频发力，以维护其美元霸权。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在中东、

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继续维持其影响力，推出印太战略，在南海、台海问

题上制造事端，通过前沿驻军和建立庞大复杂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企图控

制海上能源运输线，以能源地缘政治撬动能源金融，影响能源人民币回流，并

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再辅之以减税加息政策，近期美元重新走强，从而使大量

货币流向美国。中国推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全面加强国

际合作，实现全面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在全

球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实现了从跟随者到影响者的转变。

四、提升中国能源金融话语权

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已经为能源人民币的发

展打下一定的市场基础。人民币的国际认可程度逐步提高，人民币已成为第

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和第七大外汇储备货币，国际货币地位已得到初步确立。②

我国作为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具备石油燃料期货市场建立的优势，也有发

展石油期货的良好发展前景。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人民币定价并上市的黄金期

货、白银期货、铜期货等，已发展成为全球期货交易排名前列的期货品种。

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市，对于建立现代、高效的中国石

油市场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能源

进口渠道的多元化，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话语权将显著增强，中国可以

以此为契机，努力提升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规划设计能源人民币路线

图，形成人民币环流体系，根据自己的实力顺势而为，发展与自己实力相对

应的能源金融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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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ｒｖｉｎｄ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Ｅｃｌｉｐｓｅ：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ＤＣ：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ｐ．９９．引自李巍：《美元的霸权与人民
币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钟红：《“石油人民币”助力我国石油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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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力发展能源市场

２００４年我国正式运营燃料油期货以来，逐渐发挥了风险规避与价格发现功

能，具备了套期保值的基础，对新加坡市场也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①２０１５年

３月，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成立，注册资本为１０亿元人民币。②交易中心于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６日正式投入运行。交易品种主要包括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煤层气和液化石油气，其中管道天然气交易已经覆盖华东、华中、华南、华北、

西南和东北六个区域，液化天然气交易主要在华东、华南地区。中心会员主要

是上游生产企业和下游燃气公司，以及下游终端用户。③２０１７年１月，重庆石油

天然气交易中心挂牌成立。④注册资金１０亿元人民币，⑤重庆交易中心设计以管

道天然气、成品油、液化天然气和大宗石油天然气化工品等现货为基础交易品

种，将努力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定价中心、结算

中心和咨询中心。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新疆油气交易中心筹建工作启动。新疆油气

交易中心立足于我国西部地区，面向中亚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建立起

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价格体系，形成区域性价格中心，从而提高我国在国际油

气交易中的定价权。⑦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６日，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市，中国原油

期货的推出不仅丰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吸引了更多从事原油产业的

跨国实体企业、境内外金融机构等汇聚中国，对国内石油市场和石油行业产业

链都有着深刻影响。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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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⑥

⑦

⑧

温馨：《石油金融化：内涵、趋势与影响研究》，第２０１页。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ｐｇｘ．ｃｏｍ／ｆｆ８０８０８１５８２２ｃｄ８８０１５８２３０８３ｅ　１５０００１／

ｆｆ８０８０８１５８２２ｃｄ８８０１５８２３１９９０８ｃ０００ｂ／。

宋薇萍：《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将择机推出成品油交易》， 《上海证券报》，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２４日第４版。

韩振：《重庆成立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新华社，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７－０１／１２／ｃ＿１１２０２９９６０５．ｈｔｍ。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ｑｐｇｘ．ｃｏ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ｔｙｐｅ＝３。

高宇飞：《新疆油气交易中心建设进入实质阶段夯实我区能源国家基地与通道地位》，《新疆
日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第Ａ０５版。

杨毅：《原油期货鸣锣起航　市场迎来 “中国声音”》，《金融时报》，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第

００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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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合约设计方案为 “国际平台、净价交易、

保税交割、人民币计价”①。原油期货合约标的为中质含硫原油，可交割油种包

括阿联酋迪拜原油、上扎库姆原油、阿曼原油、卡塔尔海洋油、也门马西拉原

油、伊拉克巴士拉轻油，以及中国胜利原油。升贴水方面，阿联酋迪拜原油和

上扎库姆原油、阿曼原油、卡塔尔海洋油为０元／桶，也门马西拉原油升水为５

元／桶，伊拉克巴士拉轻油、中国胜利原油贴水为５元／桶。②

中国推出自己的原油期货，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在国际原油市场上受过度投

机带来的风险，能更好地实现价格发现功能，服务实体经济。有利于中国扩展

与产油国之间的贸易，推动人民币结算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有利于

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但原油期货的功能发挥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会一蹴

而就。在国际原油市场中，通过市场真实有效的竞争，我国会找到人民币和中

国经济的真实地位。③原油期货的推出助推中国在国际原油定价权方面往前推进

一步，但在短期之内还不足以对全球原油定价权造成太大的影响，也不会挑战

石油美元的地位。④

人民币原油期货产生的石油人民币将回补中国经济，并有助于人民币国际

化，提升中国国际石油市场话语权，有助于消除 “亚洲升水”的价格劣势，可

以减少企业的石油现货库存和资金占用，协助完成石油战略储备。人民币原油

期货将提供套期保值渠道，为炼厂降低汇兑损失风险和交易成本。⑤

原油期货挂牌交易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打通了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者和境外机构参与国内原油市场的通道，有利于推进石

油生产国、消费国之间建立互惠双赢的新型贸易关系，完善中国企业与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机制；另一方面有利于优化境内外两种资源，拓宽

９４

①
②

③

④⑤

王雪青：《“中国版”原油期货将于３月２６日挂牌交易》，中国证券网，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０日。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关于原油期货可交割油种、品质及升贴水规定的公告》 〔２０１８〕２

号，《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网站》，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ｅ．ｃｎ／ｎｅｗｓ／ｎｏｔｉｃｅ／９１１３１９７５０．
ｈｔｍｌ。

祝惠春：《中国版原油期货破茧而出：将于３月２６日挂牌交易》， 《经济日报》，２０１８年２
月１２日。

《中国原油期货上市延期　为何中国要推出人民币计价原油？》，中油网，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ｏｉｌ．ｃｏｍ／ｏｉｌ／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ｉ８６２８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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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融资渠道，有利于国有石油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从而增强中国在国际石

油市场的话语权。①

　　（二）能源人民币的路线图
随着能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将显著增强，

中国可以以此为契机，遵循先用人民币结算，争取用人民币计价，再实现人民

币的定价权的现实路径，努力提升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并在此基础上规

划设计能源人民币路线图，打造人民币回流体系：能源出口国接收石油人民

币→能源出口国使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能源出口国把人民币作为储备

货币→能源出口国用人民币资产进行投资 （见图２）。②

图２　能源人民币回流体系

第一，通过建设、完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新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形成几个区域性油气交易平台，为人民币能源贸易

提供高效交易场所，逐步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石油市场的石油定价权

重。第二，提高油气合作中人民币计价结算比例。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对人民币

的接受程度相对更高，可优先协商在和这些国家的油气交易中加大人民币结算

０５

①

②

魏一鸣、廖华、唐葆君、郝宇：《中国能源报告２０１６：能源市场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６页。

孟刚：《构建石油人民币体系的战略思考》，《开发性金融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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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①第三，加强国际能源金融合作，在南南合作中推动 “贷款换能源”，推动

人民币直接结算业务，推动更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第四，优化我

国油气来源结构，推动海外油气基地建设，可以由中石油等实体企业海外直接

参与，也可以通过石油海外发展基金和国家石油政策性银行以参股等方式进

行。②最后，打造能源人民币环流机制。能源人民币以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

展的内生需求为动力，以人民币的货币信用为支撑，打造惠及中国、沿线经济

体、能源出口国的人民币环流机制。③借助上海自贸区、沪港通和海外人民币债

券发行等项目的开展全面加速资本项目的开放。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能源人

民币的流通才会更加顺畅。国内能源期货、期权市场的建设完善，能源人民币

海外交易的拓展，为能源人民币国内外交互流动提供更多驱动力。④

中国的能源人民币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由于短期内各国很难摆脱

对现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国际石油贸易结算体系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在于

我国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都不够深入，资本项目下管制还未完全放开，市

场法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欠完善。伴随着中国国内各项市场化改革举措的落

实和 “一带一路”建设、国际间区域合作项目的开展，各项阻力因素必然会不

断消减，能源人民币大有可为。⑤

有鉴于此，我们要尽快完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创新型的能源金融工具

和对能源金融高端人才的培养。在此基础上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与对外开放，并

构建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中国标的原油的开放性市场。⑥进一步扩大人民

币作为能源结算货币的作用，进而将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三）提升中国能源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金融体系。“十

三五”时期，中国将遵循能源发展 “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

１５

①
②

③
⑥

陈妍：《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区域能源交易市场》，《中国能源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第１９版。

④⑤　陈华、潘月勇：《中国石油金融的演进、存在问题及其应对研究》，《创新》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　
程实、钱智俊：《石油人民币之 “破局”》，《新理财》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冯跃威：《石油美元背后的绞杀及石油人民币的崛起困局》，《能源》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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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国际合作”的战略思想，将健全能源金融体系作为建设现代能源体系

的重要支点。①在目前的国际能源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实力顺势

而为，发展与自己实力相对应的能源话语权。不超越自己的实力基础，不挑战

美元霸权，实现能源人民币和石油美元兼容并蓄，共同发展。

（１）提升油气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能源安全将面

临严重挑战。为此，中国应加快组建和完善石油储备和原油期货市场，提升油

气市场的话语权，有效应对石油价格的波动。鼓励国内能源企业更多参与国际

能源金融市场，推动能源交易中人民币结算份额，逐步拓宽人民币国际支付范

围，扩大能源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②

（２）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重要成果，为建立能源人民币

体系创造了条件。《中俄天然气供应协议》③全部采用人民币结算，中东卡塔尔④

建立了人民币清算中心等，这些都将削弱美元在能源贸易结算体系中的地位，

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能源货币的使用程度。⑤

（３）加强中国的能源金融市场建设。加强中国的能源金融市场建设，促进产

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提升中国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参与度。期货市场和

现货市场是构成现代商品市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市场通过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现货价格主要对当期消费起作用，期

货价格则指挥着未来的生产和投资。⑥稳步发展能源期货市场，鼓励市场主体利

用能源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推进中国能源期货市场的发展壮大，对于构建中国

能源话语权意义深远。

（４）借助 “一带一路”推动能源金融发展。“一带一路”区域是世界原油天

然气的重要产区，其丰富的油气资源为中国与沿线能源开发利用提供巨大的合

作空间。应鼓励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丰

富和完善针对 “一带一路”能源特点的能源金融服务与产品，尝试推出专项金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⑥

高晓燕：《能源金融导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２页。

⑤　陈新风、赵平利：《中国能源金融发展路径研究》，《经济师》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签署，将通过东线，从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４８年，俄罗斯每年向中国输送３８０亿
立方米天然气，总价值约４　０００亿美元。

卡塔尔在中国的石油进口中占比非常小，但卡塔尔是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

陈波、宋磊：《完善国际石油体系：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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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①为实现能源人民币环流打下坚实基础。

五、结　　论

能源金融是全球能源产业链利益分配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能源金融的发展

与能源战略的实施息息相关。中美在能源金融领域展开激烈角逐，美国极力维

护其石油美元机制，巩固美元霸权。美国一方面阻挠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中增加份额，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逼迫人民币升值，挑起中美贸

易战；另一方面推出印太战略，派航母到南海大秀肌肉，制造南海和台海地区

的紧张局势，再辅之以美元加息，以地缘政治撬动能源金融，使大量人民币流

向美国，从而达到打压能源人民币回流体系的目的。中国则沉着应对，一方面

侍机推出原油期货，加快组建和完善油气储备和原油期货市场，摆脱中国缺乏

原油等期货产品的困境，从而有效应对能源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提出 “一带

一路”倡议，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能源货币的使用程

度，逐步拓宽人民币国际支付范围，打造能源人民币环流体系，与 “石油美元”

展开竞争。在目前的国际能源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实力顺势而

为，发展与自己实力相对应的能源话语权。不超越自己的实力基础，不挑战美

元霸权，实现能源人民币和石油美元兼容并蓄，共同发展。

３５

① 徐洪峰、王晶：《中国能源金融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

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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