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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798 年托马斯·马尔萨

斯发表《人口论》后，人们就一直

担心有限的自然资源可用性可能会

约束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对于不

可再生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

和煤炭等化石燃料），马尔萨斯的

担忧主要是资源枯竭。

截至目前，这些担心尚未变

成现实。越来越多的实质性证据表

明，大宗商品实际价格处于下降趋

势，虽然不可再生大宗商品生产呈

指数增长。尽管如此，当价格增

长超过趋势时，对资源短缺的担

心—包括原油在内—也经常浮

出水面。

我们可能会见证对石油枯竭

普遍担忧的另一阶段的终结。21
世纪初，当油价到达历史新高时，

关于全球石油产量将到达顶峰的预

测引起了广泛关注，但随后发生的

北美页岩革命以及 2014 年年底的

油价腰斩削弱了公众对此类预测的

关注。

在《疯狂的市场》（Market 
Madness）中，布莱克·克莱顿（Blake 
Clayton，现任花旗银行经济学家，

曾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能源研究

员）以“非理性焦虑”的视角分析

了越来越担心石油枯竭的四个阶

段，“非理性焦虑”暗指《非理性

繁荣》，这是罗伯特·希勒关于股

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著作。克莱顿的

假设是非理性繁荣背后的一些社

会、文化和心理因素也适用于非理

性焦虑。

克莱顿重点关注希勒的一个

论点—股票和房地产投机市场扩

张常常伴随着一个普遍观点，即认

为未来比过去更加光明或者不确定

性更少。在石油市场，基于对石油

储量是有限的和价格会因为供不应

求一直上涨论点的变形，价格稳步

上升引发了对短缺的担忧。

克莱顿研究的四个阶段的具

体内容各有不同，从 20 世纪一直

到 21 世纪初，但是也有共同的

元素。例如，在第一个阶段，即

1909—1927 年，随着内燃机在运

输业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石油化学工

业的发展，石油需求迅速增长。第

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石油需求增

长。1909 年，美国地质调查局进

行的美国原油总储量研究得出结论

说石油储量将在 1935 年耗尽。这

项研究承认可能会发现新油田，但

是这个可能性不大。不过这不是最

后一次严重低估已发现油田的经济

变量以及新发现油田和技术进步的

范围。

在第一个阶段，预测的市场

结构变化并没有发生。例如，峰值

石油理论家认为人类已经使用了大

约一半的地下石油资源，产量下降

不可避免。但是，石油资源基础可

能继续增加。第二个阶段介绍了实

际结构转型导致价格不断上升的

预测。在第三个阶段—20 世纪

70、80 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时

代，人们广泛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

的市场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油价

会持续上涨。但是，随着其他生产

商的进入以及需求变化，市场力量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克莱顿并没

有一直追随希勒的脚步。他没有考

虑非理性焦虑和价格上涨之间可能

存在关联，也没有考虑石油价格泡

沫的可能性。考虑到现行定价机制

和政府干预（如战争期间），在前

两个阶段忽视这个关联可能不会有

问题。相反，克莱顿认为一直有石

油焦虑的人有时会有政治动机，企

图影响政府政策来影响石油市场。

但在最后一个阶段，即 1998—
2013 年，石油价格构成发生在现

货市场，石油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

由于石油可以存储，所以它是一种

实际资产，应该对这些阶段非理性

焦虑和价格构成之间的关联进行更

多讨论。

前两个阶段主要是针对美国，

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市场还

没有国际一体化。不过，对石油问

题感兴趣的读者会发现，考虑这些

阶段非常有趣—尤其是第一个阶

段，这个阶段研究了美国以及其他

国家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

托马斯·赫尔布灵
(Thomas Helbling)

IMF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处长

动荡不安

由于石油可以存储，所

以它是一种实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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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冲击》

全球变暖的经济后果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

斯顿，2015年，264页，27.95美元（精

装）。 

这本书信息量大，有说服力，

也很容易理解，为普通受众提供

了一个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

案例。

《气候冲击》（Climate Shock）
指出，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行动最

紧迫的原因是可能引发灾难性结

果；最重要的是，除非在本世纪

采取措施，否则温度上升 6 摄氏

度的风险将达 10%。这本书认为，

碳定价应该成为减缓措施的重心，

但是也警告期间存在着若干挑战，

尤其是投机取巧行为（鉴于所有国

家都要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的成本，

所以个别国家企图避免采取减缓

措施）。没有采取减缓措施的个别

国家可能求助于成本不高的地质

工程—例如，释放硫粒子进入

大气层来反射阳光—这会引发

巨大的风险，包括改变全球降水

模式，同时也无法解决海洋酸化

给海洋食物链带来的威胁。

碳定价案例—针对燃料燃

烧收取二氧化碳（CO2）排放费—
已经十分完善：排放价格反映在

高碳燃料、电力以及其他能源的

价格上，这提供了大量减排机会。

这些机会包括从使用煤炭转向使

用天然气或可再生燃料以及减少

对电力、运输和加热燃料的需求。

但是，除非碳定价收入得以高效

利用—用于财务整顿，扩大职

工收入以及资本积累等更广泛的

减税范围等—否则，碳定价会

加重经济体的成本。

作者没有讨论碳税与碳排放

交易制度（通过碳排放交易制度，

政府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可以交易

的固定限额限制污染权），尽管

在我看来后者更为复杂（也许暗

示了关键设计缺陷风险更大）。

碳排放价格稳定—对于每年的

成本效益很有必要以及为了促进

清洁技术投资激励—在收取碳

税情况下是必然发生的，但是在

碳排放交易制度下需要采取其他

措施，如价格下限和上限。在碳

排放交易制度下，如果碳定价是

更广泛财政改革的一部分，限额

必须拍卖，拍卖收入必须上交财

政部。

作者认为，因为极端气候风

险和长期贴现建模方面有很多问

题，当前一些对反映未来气候变

化损害的排放价格估计太低—
每吨二氧化碳约 40 美元。但是，

这个担忧现在看来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目前只有约 12% 的全球排放

有定价，一般为每吨 10 美元左右，

或者低于 10 美元。

投机取巧问题已经在关于执

行各国减排承诺的国际气候谈判

和对贫穷国家减排提供适当补偿

方面引起了不愉快。但是，这个

问题可能有点被夸大：碳定价实

际上可能对国家有利，如果国内

环境受益超过减排成本—例如，

因为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当地空

气污染问题致死率下降。IMF 认

为，在计算全球变暖好处之前，

从排放大国的平均值来看，获得

这些好处需要保证二氧化碳价格

约为每吨 57 美元。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使我对碳

定价前景比作者更为乐观。新收

入对寻求降低其他税收、满足财

政危机浪潮中的整合需求、或是

为大型非正式部门限制扩大税基

的国家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财

政部很有吸引力。碳定价可能会

对大多数财政部正在实施的规定

进行简单的扩展：它可以在现有

汽车燃料税中增加碳税，将类似

税收应用于其他石油产品、煤炭

和天然气的供应上。需要在国家

层面对碳定价在环境、财政、卫

生和其他方面的好处进行定量分

析，从而帮助政府向立法者和公

众传达碳定价案例。

这本书本也可以阐述一下碳

定价的相关辅助措施。例如，需

要设计的各种工具（各个国家情

况不同），以便减轻对脆弱家庭

和公司的影响。清洁技术激励也

有一定作用，但是在使用哪些工

具和如何设置工具水平以及随着

新技术的成熟如何淘汰这些工具

方面需要提供指导。在国际层面

上，监控和实施与联合国进程互

补的协议的实用性（例如，关于

排放大国的碳税税率下限）必须

具体化。

虽然这本书奠定了基本知识

基础，但是在仔细考虑推进碳定

价的实用性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

伊恩·帕里
( Ian Parry )

IMF财政事务部

主要环境财政政策专家

六摄氏度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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