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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油国减产大超预期

本次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举行

的部长级会议，是自 2020 年 3 月以来的

首次线下会。会议原计划以视频会议方

式召开，后突然变更，临时召集 23国部长

及代表进行面对面会谈，引发外界关注。

此次决定大幅减产的欧佩克与非欧

佩克产油国，又被称为“欧佩克+”机制，

其中，非欧佩克产油国包括俄罗斯、墨西

哥、阿塞拜疆等国。这些产油国自 2016

年年底开始合作，此后逐渐形成一系列

会议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在会后发

布的公报中强调，减产意在“以积极主动

和先发制人策略，应对全球经济和石油

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客观来看，欧佩

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决定大幅减产至少

有 4点动因。

其一，受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等负面因素影

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或导致

中短期石油需求持续低迷，欧佩克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需未雨绸缪调节供给端

“阀门”。其二，欧盟对俄罗斯原油和石

油产品的新一轮制裁将分别于 12 月和

明年 2 月生效，其中设定了俄石油出口

价格上限，影响产油国利益与市场规则，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不得不提前应

对。其三，当前，相较已然走高的天然气

和煤炭价格，全球油价仍在 100 美元以

下相对低位震荡徘徊，未来小幅上涨符

合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利益。其

四，虽然“伊核协议”前景晦暗不明，但多

方开展的谈判意愿仍在。若协议达成，

伊朗石油产能释放，则欧佩克与非欧佩

克产油国需提前做好供需平衡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

油国宣称的日均产量减少 200 万桶只是

目标数值。受多重因素影响，其实际减产

量可能远低于目标数值。当前，包括俄罗

斯在内的许多成员国产油量已低于配额

目标，减产空间较小。因此，此次减产主

要由沙特和阿联酋等国承担。沙特能源

大臣萨勒曼表示，实际减产量预计为日均

100 万至 110 万桶。这也表明，本轮减产

的实际效果相对温和可控，关键的调节钥

匙掌握在海湾国家手中。

美国威胁或“言胜于行”

今年 7 月，拜登访问中东的重头戏

就是赴沙特“找油”。此后，美国又联合

欧洲盟友不断对沙特、阿联酋等国施压，

促其增产，但成果寥寥。此次欧佩克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大幅减产，更是直接亮

明态度。不少美国民主党政客愤怒指责

沙特等国的做法是“背后捅刀”。

当前，美国内选举政治升温，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减产决定引发新一

轮争吵。美共和党政客指出这是一场巨

大的“外交失败”，美国在中东国家“丢了

面子也折了里子”，已经难以控制国内通

胀加剧导致的经济困局。美民主党议员

纷纷加大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抨击力

度。10 月 6 日，3 名民主党议员提案要求

撤回美国在沙特及阿联酋部署的军队和

导弹防御系统。10 月 10 日，美参议院外

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敦促政府冻

结与沙特的一切合作，包括军售与安全

合作。对此，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

回应称：“沙特没有将石油政治化、武器

化……恕我直言，美国油价高升的主要

原因是，美国炼油设施已持续短缺 20 余

年，美国已经几十年没有新建炼油厂。”

美国白宫在表达失望之余，不得不

采取若干反制措施。首先，释放更多战

略石油储备库存，以平抑油价。其次，要

求能源部长寻求额外措施立即增加国内

产量。再次，考虑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

裁，重新开放其石油出口。最后，促请两

党资深参议员推动“反石油生产和出口

垄断法案”，对欧佩克施加压力。整体来

看，目前，美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近 40

年最低，难有更大释放动作，其他举措则

是“远水难解近渴”，其恐吓意味大于实

际动作，反制力度有限。

石油纷争折射中东变局

当前，大国博弈格局不断变化。放

眼中东，美国战略力量持续收缩，地区形

势呈现出“海洋霸权”自大陆腹地退潮后

的分化重组状态，并形成三大趋势。一

是持久纷争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地

区国家共同诉求，沙伊关系、阿以关系同

步缓和。二是域外力量对中东的影响趋

于多元平衡，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不断

上升。三是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

地区强国，正着力寻求适合自己未来发

展的改革之道，在变局中谋求新的有利

位置。

在这一复杂背景下观察欧佩克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的减产决定，可知这正是

沙特等国求新求变、以更加独立自主的

姿态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题中之义。

分析认为，当前，沙特、阿联酋等国对内

需突破“石油诅咒”（指蕴藏丰富石油资

源的国家在开发石油资源的过程中未得

到良好发展，反使民众陷入困苦）和人力

资源匮乏等困境；对外需与美国等产油

大国持续竞争，并应对地区纷繁乱局。

因此，近年来，沙阿两国试图以能源产业

转型为核心，推进两国财税、劳动力市场

和社会文化等领域改革，希望以此为突

破口，赋予国家新的内生发展动力。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中东退

而不离，仍希望以“离岸平衡”发挥影响，

而沙特与美国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天平

虽有变动，但其对美安全依赖等核心诉

求未发生根本变化，故而不会与美国决

裂。可以预计，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

国减产既因利益而来，也将因利益而变。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

美威吓难阻沙特等多国减产石油
■谷 宁

10 月 11 日，以色列与黎巴嫩相继

宣布达成两国关于地中海东部海域的

划界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

明称，这一“历史性成果”将保卫以色列

的安全、维护北部边境稳定，并有助于

以色列获得经济收益。一位匿名以色

列高级官员称，根据最新达成的协议，

两国此前存在争议的卡里什天然气田

将完全划归以色列，黎巴嫩获得临近的

加纳气田大部分区域，并向以方支付一

部分开采天然气所得收益。

近年来，以色列与黎巴嫩因海上划

界问题摩擦不断，两国均声称对位于地

中海东部一片约 860 平方公里的海域

拥有主权。经勘探发现争议海域蕴藏

大量油气资源，其中卡里什气田的天然

气储量约为 1.5 万亿立方米。

近期，以色列和黎巴嫩加快了相

关谈判进程。10 月 2 日，以色列总理

拉皮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收

到由美国协调起草的以黎两国海上边

界划定草案。10 月 11 日，以色列与黎

巴嫩就海上划界达成“历史性协议”。

黎巴嫩议会副主席萨博称，协议的达

成为双方从相关海域开发油气创造了

双赢局面。

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近

期达成海上边界协议，有其各自考量。

其一，巨大经济利益使得以黎双方

难以拒绝。当前，欧洲面临“气荒”和天

然气进口多样化压力，加上“北溪”海底

管道被破坏以及寒冬将至，欧洲天然气

价格飙升，引发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

荡。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达

成海上划界协议，可加快开采东地中海

油气资源，并以高价向欧洲出售，从而在

短期内获得巨额收益。

其二，美国频繁施压促使以黎双方

达成协议。拜登政府多次表示，希望通

过加快东地中海的油气开采进程缓解

欧洲和全球能源危机，进一步围堵俄罗

斯。加上以色列将于 11 月 1 日举行议

会选举，现任总理拉皮德面临利库德集

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的挑战，而后者对

黎巴嫩持强硬态度，倾向通过武力而非

谈判解决海上争端。为避免更多不确

定性，美国极力促使两国达成海上划界

协议。

其三，达成海上划界协议有利于以

黎两国地缘政治安全。以色列与黎巴

嫩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至今未建立外交

关系。双方达成海上划界协议，不但可

缓解紧张氛围，积累一定程度的政治互

信，也有利于将海上合作外溢至更多领

域。对以色列而言，海上划界协议的达

成，可削弱黎巴嫩对伊朗的依赖，从而

达到孤立对手伊朗的目的。对黎巴嫩

而言，此举有助于其维护领海安全，还

可避免内外势力利用以黎海上争端来

干扰其对外政策。

总之，以黎双方相向而行，达成解

决海上争端的“历史性协议”，是两国实

现互利共赢的关键一步，为东地中海地

区合作、和平与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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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政府官网报道，近日，英国

政府与波兰政府签署两份武器装备合

作开发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防

务合作关系。

报道称，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与波

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在位

于波兰扎莫希奇的军事基地签署了“复

杂防空武器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有

利于推动英国和波兰合作开发和生产

复 杂 防 空 武 器 ，加 强 两 国 防 务 合 作 关

系，深化两国军队互操作性。

同 时 ，英 波 两 国 防 务 部 门 领 导 人

还签署一份关于“箭头”-140 护卫舰方

案 的 声 明 ，为 英 波 两 国 合 作 生 产 并 向

波 兰 海 军 交 付 3 艘 该 型 护 卫 舰 提 供 指

引 。“箭头”-140 护卫舰是英国巴布科

克 集 团 基 于 丹 麦 伊 万·休 特 菲 尔 德 级

护卫舰而设计的，排水量达 5800 吨，性

能 上 属 于 英 国 海 军 26 型 护 卫 舰“ 廉 价

低档”搭配版。事实上，波兰是第三个

选择该舰作为新一代护卫舰平台的国

家 。 2019 年 ，英 国 皇 家 海 军 率 先 选 定

该 舰 为 英 国 未 来 31 型 护 卫 舰 母 型 。

2021 年 ，印 度 尼 西 亚 也 将 其 选 为 新 一

代护卫舰母型。英国国防采购部长奎

因 称 ：“‘ 箭 头 ’-140 护 卫 舰 将 成 为 波

兰 海 军 舰 队 的 重 要 力 量 ，为 波 兰 不 断

增 长 的 海 军 力 量 提 供 世 界 领 先 的 能

力。”

报 告 称 ，两 份 协 议 是 在“ 纳 雷 夫 ”

中近程防空导弹系统的首批交付仪式

上签署的。该型导弹由欧洲导弹集团

英 国 分 部 与 波 兰 军 工 业 机 构 联 合 研

制，属于波兰军队“防空系统快速现代

化项目”的一部分，以取代波军目前使

用的“萨姆”-3、“萨姆”-6 和“萨姆”-

9 等 冷 战 时 期 遗 留 下 来 的 防 空 导 弹 系

统 ，可 与 美 制“ 爱 国 者 ”防 空 导 弹 系 统

搭 配 使 用 。 据 悉 ，波 军 预 计 采 购 超 过

400 套该型防空导弹系统。

尽管英国政府官网的新闻稿对英

波 两 国 签 署 协 议 措 辞 乐 观 ，但 客 观 来

说 ，近 年 来 ，英 国 国 力 和 工 业 能 力 下

降 严 重 ，波 兰 虽 有 一 定 工 业 基 础 但 底

子 不 牢 ，两 国 的 合 作 未 必 顺 利 ，若 为

加 强 实 力 引 入 其 他 国 家 ，又 容 易 因 利

益分歧而导致合作散伙。

上图上图：：““箭头箭头””--140140护卫舰概念图护卫舰概念图。。

英波英波签署新协议加强防务关系签署新协议加强防务关系
■杨 峰

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政府近日

与本国军工企业 NIOA 公司签署价值

数百万澳元的合同。按照合同，该公

司从明年起将作为总承包商与国际

供应商、武器制造商合作，负责采购、

组 装 、运 输 和 维 护 澳 军 下 一 代 轻 武

器。分析人士认为，此举能使澳军将

来获得更适用的武器。

据悉，NIOA 公司将利用一系列

分包合同为澳军提供下一代手枪、自

动步枪、霰弹枪、狙击步枪和格斗刀

等一系列轻武器。其中，瑞士西格-

邵尔公司的 P320 XCarry Pro 手枪被

选为随身武器系统，将配备反射式瞄

准具和白光战术照明灯，以替代老旧

的勃朗宁 HP MK3 型手枪。同为西

格-邵尔公司研制的 MCX 7.62 毫米

自 动 步 枪 被 选 为 单 兵 防 御 武 器 系

统。相比澳军现役的 F88 自动步枪，

该型自动步枪结构紧凑，重量更轻。

意大利伯奈利公司的 M3A1 霰弹枪被

选为战斗霰弹枪系统，可以半自动或

泵动方式射击，配套有红点瞄准具和

白光战术照明灯。英国精确国际公

司的 AX-SR 狙击步枪入选下一代远

距离狙击步枪，可通过更换枪管等机

构，使用多种口径狙击弹。美国巴雷

特公司研制的 M107A1 步枪被选为下

一代反器材狙击步枪，该型枪已被多

国 选 为 现 役 武 器 ，配 套 有 精 准 瞄 准

具、夜视仪和测距仪等设备。

据悉，这些轻武器中只有格斗刀

为澳大利亚制造商亚威克士公司制

造，刀身为黑色双面开刃，刀长 10 厘

米，采用 A2 钢材制成。不过，这种情

况对澳大利亚来说并不罕见。澳军现

役轻武器大多都是获得授权生产的外

国装备，如澳军现役的 F89 轻机枪就

是由比利时公司授权生产的。

澳澳军将获下一代轻武器军将获下一代轻武器
■曲云峰

美国民主党议员提案要求撤回美国在沙特部署的美国民主党议员提案要求撤回美国在沙特部署的““爱国者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防空导弹系统。。

AX-SR狙击步枪。M3A1霰弹枪。

MCX 7.62毫米自动步枪。亚威克士格斗刀。P320 XCarry Pro手枪。

10月 5日，以沙特阿拉伯
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简
称欧佩克）与以俄罗斯为首
的非欧佩克产油国，在奥地
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第 33次部
长级会议，决定自 11 月起将
石油日均产量减少 200万桶，
一 直 持 续 至 2023 年 12 月 。
消息一出，国际原油期货市
场价格持续走高，美国随即
对沙特表示失望，更有言辞
激烈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扬
言报复，引发媒体关注。

以色列海军舰艇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海岸附近巡逻以色列海军舰艇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海岸附近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