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史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原油“三国杀”，减产不易提价更难

无线电“自媒体”害了“泰坦尼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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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天艰难谈判，4月12日，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
与俄罗斯等10个非欧佩克产油国
通过视频会议达成减产协议，23个
产油国将从5月1日起开始大规模
减产。

具体来说，5月和6月将日均减
产970万桶，7月至今年底日均减产
770万桶，2021年1月至2022年4月日
均减产580万桶。沙特能源大臣阿
卜杜勒-阿齐兹估计，欧佩克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的实际减产规模将
达日均1250万桶。

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
佩克减产协议额度的4倍多，也是
欧佩克与俄罗斯等10个非欧佩克
产油国2016年成立欧佩克+机制以
来的最大规模减产协议。

尤其是美国、加拿大、巴西、挪
威和印尼等非欧佩克产油国也加

入到此次减产行动中，日均减产规
模400万至500万桶。用欧佩克秘书
长巴尔金多的话说，这次减产规模
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为组建包括
G20成员国的“全球产油国联盟”奠
定了基础。

结果史无前例，过程更充满艰
辛。4月9日开启部长级会议磋商
后，经过长达9小时的视频谈判，各
国一度接近达成协议。但由于西半
球主要产油国墨西哥的反对，导致
谈判进入加时阶段。

墨西哥当时被分配的减产额
度为日均40万桶，可墨西哥只同意
减产日均10万桶。最后，是美国总
统特朗普承诺分担墨西哥25万至
30万桶减产额度，才促成各国达成
最终协议。

这只是4天马拉松式谈判的一
个缩影，相比之下，过去一个多月
各大产油国之间的角力更加惊心
动魄，却又峰回路转。

2014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全球
能源市场供大于求，加之大宗商品
价格出现下跌等因素，国际油价出
现大幅下跌，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

多。到2016年底，欧佩克与俄罗斯
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
欧佩克+机制也由此成立。

此后，这份减产协议几经延
期，并于今年3月到期。虽然近年来
欧佩克+一直在减产，但减产计划
的执行力度存疑，且能源市场供求
关系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加
之美国页岩油技术升级，产量大幅
增加，冲抵了欧佩克+的减产规模，
导致减产保价效果寥寥。

今年3月初，欧佩克+就新的减
产协议展开磋商，但由于俄罗斯不
认可沙特提出的减产方案，最终谈
判破裂，随即俄罗斯和沙特两大能
源巨头之间展开了激烈博弈。俄罗
斯拒绝减产，以此挤压美国页岩油
的市场份额，进而以低油价打击美
国页岩油行业；沙特则宣布创纪录
地大幅增产，并面向东亚、欧洲和
美国市场以近20年来最大折扣促
销，既叫板俄罗斯迫使其重回谈判
桌，又抢夺美国页岩油占据的市场
份额。

沙特与俄罗斯之所以不计代
价地近身肉搏，美国明知自己成为

打击对象却未立即采取行动，一个
重要原因是，当时——— 3月上中
旬——— 新冠病毒疫情刚开始在欧
洲蔓延，欧美相继成为全球疫情

“震中”的局面尚未到来。
不过，金融市场还是第一时间

给出了反应——— 国际油价出现
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最大跌幅，加
之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美股3月4
次熔断，全球股市一片哀嚎。随着3
月下旬疫情在欧美全面暴发，其对
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
美国、沙特、俄罗斯都坐不住了。

沙特财政所能承受的最低油
价大约是80美元/桶，俄罗斯财政
则能承受最低50美元/桶的油价，
但3月中旬以来，国际油价已持续
下跌至20多美元/桶，甚至曾一度
下探至20美元以下，这对沙特和俄
罗斯来说都不是好事。

美国也传来坏消息，知名页岩
油企业怀廷石油4月初申请破产保
护，成为本轮油价暴跌以来首家破
产的美国大型页岩油生产商。4月9
日，特朗普分别与沙特国王萨勒
曼、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力促

二者重启减产谈判。
在特朗普看来，减产保价可以

避免美国油企遭受更大打击，还能
挽救能源领域数以十万计的就业
岗位，毕竟大力发展传统能源行
业、增加美国工人就业岗位，是特
朗普当初竞选总统以及目前谋求
连任的重要承诺。此外，这也是特
朗普罕见地对墨西哥让步，愿意分
担其大部分减产额度，进而促成减
产协议的重要原因。

当然，欧佩克+达成历史性减
产协议，美国等其他几个产油国也
加入减产，更重要的动因是疫情对
全球经济和能源需求的冲击。

减产协议达成后，油价短暂回
弹后又重新下跌，说明减产规模并
不及市场预期。受疫情冲击，全球
运输、航空等行业的汽柴油和航油
需求大幅缩减，据估计原油需求量
下降了三成，日均需求量跌幅在
2700万至3000万桶，即便产油国严
格执行减产协议且以最高额度日
均减产1500万至2000万桶，依然无
法改变全球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
油价颓势仍将持续。

每天早晨打开手机，你是否因
为汹涌而来的无聊信息而忽略了
对生活真正有用的那一条呢？其
实，“信息爆炸”不仅是当代人的苦
恼，百余年前，它就酿成过一场惊
世悲剧。

4月15日在西方是个十分特殊
的纪念日，1912年的这一天，巨型
邮轮“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造成
1500多人死亡。这个悲剧后来被翻
拍成同名电影，但电影没告诉你的
是，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泰坦尼克”号悲剧发生前，
北大西洋的冰山问题一直是干扰来
往船只的一大风险，这一风险也导
致当时的人们不敢制造像“泰坦尼
克”号那样的巨轮，因为类似量级的

巨轮在遭遇冰山时应对比较笨拙。
但19世纪末，解决这个问题的

“救星”来了。1895年，俄国物理学
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物理学家马可
尼分别成功进行了无线电通信试
验，发明了无线电报机，并开始用
莫尔斯电码传送信息，这一技术很
快被应用到了远洋航海。最迟到
1906年，北大西洋上已经建立了相
对完备的预警体系，来往船只会通
过无线电互相通报某地发现了冰
山，提醒那些体积庞大的邮轮避开
这些危险。“泰坦尼克”号开建的前
一年，即1908年，在后来“泰坦尼
克”号海难事发地同一海域，美国
一艘渔船成功通过无线电警告，帮
助意大利一艘载有1700人的邮轮
在浓雾中避开一座冰山。

曾经模糊而风险重重的北大
西洋，此时已变得清晰而安全起
来，“泰坦尼克”号正是在这种预期
中建造的。那么，为什么几年后，看
似完备的无线电预警系统反而不

灵了呢？
一个关键因素是无线电在那几

年出现了一波“信息爆炸”：数百个
民间无线电台在美国东海岸建立起
来，这些无线电时代的“极客”们以
在各频段互相发送、拦截信息为乐，
还经常干扰正常的信息通讯。

1907年，美国就曾发生过一名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冒充军舰与海
军基地“尬聊”的事件。1909年，一
些业余无线电台严重妨碍了援助
一艘出故障的轮船，它们播发了几
组错误的坐标，导致救援者怎么也
找不到出事轮船。领导这次救援工
作的佩里船长此后三年一直在美
国奔走呼吁，要求政府管管这些寻
衅滋事的业余无线电台，但当时的
美国法律没有相关条款，政府也很
犹豫。

20世纪头十年被视为无线电
的“黄金时代”，当时美国报纸畅想
的未来生活，就是人手一个无线电
机，收听电台直播（头上还要安个

天线）——— 场面颇似今天人们追捧
手机app，这一前景也让很多无线
电“自媒体”野蛮生长。

事后调查证明，“泰坦尼克”号
悲剧发生的地点正是无线电干扰
的重灾区。来往邮轮上的报务员途
经此地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跟各种来历不明的无线电台“斗
嘴”，“泰坦尼克”号上的报务员在
此过程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他将临近邮轮“苏格兰”号的报务
员发出的信息误认为是私人电台，
警告后者不要阻碍他发送电报、

“离我远点”，这直接导致“苏格兰”
号对“泰坦尼克”号关机，而该船关
机前半小时发出的“该海域有冰
山”的关键警告，也被“泰坦尼克”
号当做“恶作剧”信息忽略了。

更为悲剧的是，4月15日当天
“泰坦尼克”号上的无线电发报机
出了故障，报务员检修了7个小时
才将其恢复正常。在那个时代，无
线电公司为了扩大营收，在邮轮上

开辟了发送私人电报、接受新闻电
报等业务，7个小时的停机让富人
乘客的待发电报堆积如山，所以在

“泰坦尼克”号出事前的5个小时，
船上的报务员一直在发送“旅途很
愉快，船很棒”“按期到达，爱你的
某某”这类信息，“泰坦尼克”号也
因此成为该海域最为“聒噪”的无
线电发送点，附近船只的报务员早
就听厌了。等到船只真的遇险，“泰
坦尼克”号发出求救电报时，很多
附近船只根本没反应过来。最终，

“泰坦尼克”号的求救信息是在传
到纽约、被纽约一座大楼的报务员
应答确认后，才被回传给临近海域
船只组织救援的。

“泰坦尼克”号事件暴露出的
无线电系统的混乱，让人们意识到
了管制的必要性。也是在1912年，
美国政府终于出台《无线电法》，规
范处理船只求救信号的新规则，限
制业余电台的波段，人类的无线电
活动终于得到了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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