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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汽油、柴油价格下调已于 8
月 24 日如期兑现。《证券日报》记者
调查发现，随着油价“五连跌”落地，
终端用户用油成本有所下降，但对
于 月 跑 5000 公 里 的 卡 车 司 机 们 来
说，当前的柴油价格依旧偏高，与去
年相比，月均用油成本仍多出至少
3000元。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
认为，短期来看，围绕产油国之间的
供应预期博弈正在加剧，预计国际原
油价格或在 90美元/桶至 110美元/桶
附近震荡；中期来看，价格中枢存在
下移可能。

成本略减
但还不够“解渴”

8月24日，国内新一轮油价下调兑
现，这是年内首次“五连跌”，距离上一
轮油价“五连跌”（2018年 12月 28日）
已超过三年半。

据记者计算，此次油价“五连跌”
后，柴油累计跌幅已达 1270元/吨，折
升价 0号柴油下调 1.08元。结合油价
网的数据来看，目前全国至少有 21地
的0号柴油价格在7元附近。

“近期确实感受到了柴油价格下
降，但与去年相比，目前降幅还是不够

‘解渴’。”8月24日，常年往返于吉林省
德惠市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卡车司
机熊师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目前自己驾驶的重卡每公里
油耗费用大约在 1.8元至 2元之间，与
去年的平均油价水平相比，现在一个
来回（从德惠市往返哈尔滨市）至少要
多花300元；如果按照每三天出一趟车
的频率计算，每个月要多花 3000元至
5000元。

除个体户外，油价的涨跌对于规
模较大的快递物流企业影响更大。
例如，有相关上市公司在 2021 年年

报中表示，燃油成本是运输成本的
重要组成部分。燃油价格受诸多不
可抗力影响。进入 2022 年以来，受
地缘政治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
暴涨，国内油价也连续上调，燃油价
格波动可能对公司经营结果产生明
显不利影响。

8月24日，《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
者身份致电某知名上市快递物流公
司，该公司证券部人士表示，油价主要
影响公司的运输成本。油价下调确实
会带来运输成本的下降，但近期运输
成本下降了多少还没有进行精确测
算。如果后续油价一直下调的话，公
司三季度运输成本相较于二季度应该
会明显下降。

总的来说，虽然近期油价已经有
所下降，但与去年相比，仍处高位。
对此，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研究员胡焓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油价下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于
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但综合来看，
在当前需求回落的背景下，企业成本
压力依然不小，不仅有来自油价的运
输成本，还有人力成本、资金成本
等。为此，企业务必要修炼好内功。
一方面要节流，减少非必要的支出；
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开源，寻找业务上
的新增长点。目前，企业在供应链上
下游的模式创新、业务创新非常多，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围绕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解决痛点问题来实现创新。

以顺丰控股为例，对于近期投资
者关于“油价大幅下跌是否会对公司
经营造成影响”的提问，公司表示，从
陆运来看，公司与下游运输供应商存
在油补调整机制，在油价上涨趋势下，
成本方面的反应会存在弹性和滞后
性。公司通过整体的运营模式调优，
例如网络规划、车辆运行模式的优化
等举措，进一步提升车辆使用效率，对
冲油价波动风险。从空运来看，对顺
丰控股而言，航空燃油成本近一半在
国际航线，该部分价格调整灵活，且未
来通过嘉里货代融合将进一步提升返

程装载率，从而对冲油价波动。后续
公司将密切关注燃油价格变化所带来
的结构性变化和影响，对业务策略进
行调整。

短期偏弱运行
或在90美元/桶附近震荡

从最近一轮成品油调价周期来看
（8月9日-8月22日），国际油价整体呈
震荡下降趋势。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监测，平均来看，伦敦布伦特油
价、纽约WTI油价分别比上个调价周
期下降4.83%、3.23%。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
调价周期内，全球主要经济体数据不
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放缓的可能正
在加大，一些西方国家高通胀的负面
影响也日益增大，市场担忧原油需求
下降，油价在震荡中继续下行。此外，
欧佩克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调
低 0.1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今明两年原
油需求各 26万桶/日，花旗、巴克莱等
机构亦纷纷下调价格预期。市场消极
因素明显放大，美国原油期货未平仓
合约跌至 2015年 1月份以来最低。同
时，美元指数再创近 20年新高也打压
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格。

Wind数据显示，美东时间 8月 11
日以来，美元指数不断走高，8月 22日
盘中升破 109，创近 20年新高，8月 23
日盘中最高升至109.2835。

“可以看到，近期国际油价接连回
落，除了美元走强对原油等大宗商品
构成一定抑制作用外，主要还在于市
场担忧全球经济衰退前景拖累原油需
求。”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
周茂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就短
期而言，从全球主要经济体公布的相
关经济指标来看，全球经济增长仍在
放缓，通胀居高不下，全球主要央行被
迫继续收紧政策，故国际油价继续面
临全球需求放缓以及金融环境收紧的
压力；但由于地缘政治冲突仍在持续，

导致国际原油供给结构性失衡，因此，
预计短期内国际原油仍难走出区间波
动格局，布伦特油价或在 90美元/桶至
110美元/桶附近波动。

一德期货资深分析师陈通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短期来
看，影响油价走势的关键在于伊核协
议重启的进展。如果伊核协议落地，
原油产量存在 125 万桶/日的增长空
间。此外，伊朗有1亿桶原油和凝析油
库存，这些库存几乎可以立即投放市
场。不过有消息称，若伊朗石油回归
市场，OPEC+有可能选择削减石油产
量，以此来看，短期围绕产油国之间的
供应预期博弈正在加剧，预计布伦特
油价维持在 95 美元/桶至 100 美元/桶
区间运行。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
短期内影响油价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油价仍将偏弱运行。

若从中期维度来看，多位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国
际原油价格中枢有望下移。

领秀财经首席分析师刘思源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目前来看，国际
原油价格的短期下跌因素已经兑现，
预计国际原油价格会在 90美元/桶附
近震荡。不过，考虑到美国经济数据
的疲态会进一步传导至需求端，预计
国际原油价格中期存在进一步回调
可能。

在隆众资讯原油行业分析师李彦
看来，中期来看，伊朗问题能否落地仍
有不确定性，且美联储或在9月中下旬
再次加息，这些都是影响国际原油价
格的主要因素。

在周茂华看来，从中期看，原油
需要回归基本面，也就是要看全球经
济复苏前景与原油供给面是否趋势
改善。从趋势看，由于通胀压力仍
存，全球金融环境偏紧，叠加疫情和
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以及结构性
等问题，全球需求矛盾可能甚于供给
扰动，因此预计国际原油价格中枢有
望下移。

国内成品油价格“五连跌”落地
卡车司机：成本确实降了，但“还不够”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从中秋节前一个月至国庆节前
后，常被视作白酒的传统销售旺季，
酒企纷纷抢抓动销窗口期。

8月 23日，距今年中秋节不足 20
天、离国庆还有一个多月，《证券日
报》记者走访北京地区多家线下商
超，感受到中秋氛围渐浓，各式各样
包装精致的月饼吸引着消费者驻足
挑选，与月饼兼具送礼属性的白酒也
被摆至视觉中心位置，“实付满500元
返 100元现金抵用券”“整箱更优惠”

“买大送小”等促销标识格外醒目。
“今年中秋节比较靠前，离国庆

节有一段时间，白酒优惠活动的时间
会比往年长一点。”某商超售货员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现在买酒比
较划算，比平日优惠力度更大。”

在北京海淀区一家商场内，记者
注意到，白酒货架上标注着最新优惠
活动，“购买部分指定酒品实付500元
返 100元现金抵用券，实付 1000元返
200元现金抵用券。8月19日至10月
8日期间，凡在此商超购物，凭单张收
银条即可使用1张现金抵用券。”

在线下商超打响“促销战”的同
时，线上渠道也在行动。记者注意
到，有白酒经销商在朋友圈发起了

“买白酒送月饼”活动，其表示，在8月
15日至 9月 5日期间，订一箱茅台醇
香封藏级V100赠送一盒美心流心月
饼。在京东、天猫等线上电商平台搜
索“白酒”也可以发现，相关页面均带
上了“中秋节”字样。

有券商研报认为，度过第二季度
低谷期，酒企中秋政策纷纷落地，渠
道信心增强，打款、备货正有序推进，
白酒市场有望迎来弱复苏。不过，有
业内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坦言，今年“双节”对白酒消费的

拉升可能十分有限，主要受益者还是
一些一线名酒，二三线酒企库存压力
仍在。

白酒专家、知趣咨询经理蔡学飞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秋、国庆
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升白酒消费，
但由于疫情等因素影响，提升量可能
非常有限，主要受益者还是一些名酒，
其在礼品、宴席等方面具有刚需性。”

“今年中秋节白酒的整体消费形
势不是很乐观。”白酒营销专家王建
军对《证券日报》记者坦言，受疫情影
响，白酒消费场景仍恢复较慢，此外，
叠加最近部分省份高温天气，白酒消
费动能不足。

“基于多重因素考虑，今年‘双
节’对酒企去库存的帮助可能有限。”
蔡学飞对记者表示，白酒行业近几年
增速放缓，库存较高是不争事实，去
库存问题已不是“双节”能够短期解
决的，还要从长计议。

据《2022年度酒商现状及发展报
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约39.7%的酒商
库存在5个月以上，33.6%的酒商库存
在3个月至5个月，库存周期明显拉长。

而《证券日报》记者此前在走访
终端时也发现，市场上不少白酒存在
不同程度的“价格倒挂”，一些经销商
和运营商开始低价抛货、回笼资金。

从已披露的酒企半年报来看，部
分二线酒企面临的库存压力进一步
加大。例如，某酒企半年报数据显
示 ，今 年 第 二 季 度 公 司 存 货 高 达
23.21亿元，存货周转天数为1292天，
与第一季度的21.97亿元、926天相比
均有所提高。

该酒企在半年报中表示，白酒行
业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产业发
展积累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下半
年，预计行业将持续面对疫情与经济
放缓所带来的挑战，渠道动销困难，
社会库存增加，现金流紧张。

白酒渠道端抢抓中秋动销窗口期
业内称行业去库存仍“压力山大”

一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