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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世界约90%的交通运输能量由石油产品驱动。从根本上讲，石油需求取决于全球经济的活力，特别

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扩张。新兴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增长会造成石油需求激增。一方面，石油价格会从贸易

运输成本、企业生产成本与外汇市场直接影响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另一方面，石油价格也从消费、投资

和劳动力市场间接影响货物贸易进出口。实证结果可知，GDP、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石油价格与

石油消费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会对自身产生短期的正面影响。

当石油价格上涨时，货物贸易出口先是在短期内下降，之后再上升。石油消费量冲击会对中国货物贸易

出口造成负效应，但其影响仅持续短期。石油的消费意愿(需求价格弹性)短期内不会对中国货物贸易出

口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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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out 57% of transportation energy in the world today is driven by petroleum products. Funda-
mentally speaking, oil demand depends on the vitality of the global economy, especially the ex-
pansion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Strong economic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 will cause a 
surge in oil demand. On the one hand, the price of oil will directly affect trade in goods from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the cost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oil prices may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 export of goods trade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labor marke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GDP, total export of goods, oil prices and oil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the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export of Chinese goods trade will have a short-term positive 
impact on itself. When the price of oil rises, exports of goods trade first declin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en rise. The impact of oil consumption will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China’s export of 
goods trade, but its impact will only last for a short time. The willingness to consume oil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will not have an impact on China’s trade exports in the short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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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达到 24,590 亿美元，是 1982 年的 116 倍，出口额占 GDP 比重从 1982
年的 10.3%显著提高到了 2018 年的 17.12%。然而，近几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众多国家退出各类多边合作

组织，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对中国货物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

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如图 1 所示，某些地区的航空运输几乎停止了，其中一些欧洲国家的航空活动下降了 90%以上。中

国的航空活动从 2 月底的低点小幅反弹，原因是交通封锁措施有所放松。尽管如此，随着封锁的扩散，

到 2020 年第一季度末，全球航空活动减少了 60%。由于运输活动消耗了每年世界约 57%的石油，随着出

行能力下降，仅 3 月份，世界石油需求创纪录的同比下降了 10.8 Mb/d。 
随着全球航空活动的大量减少，航空燃油是需求相对于 2019 年下降幅度最大的石油产品。据估计，

航空燃油和煤油的总交付量在 1 月份下降了 310 Kb/d (4%)，在 2 月份下降了 1.1 Mb/d，相对于 2019 年，

同比下降了 14 Mb/d。在广泛实施旅行禁令之后，3 月份的航空燃油需求可能下降了 2.1 Mb/d (27%)。据

估计，2020 年第一季度，世界喷气机煤油需求比 2019 年第一季度下降了 1.2 Mb/d。 
相对而言，如图 2 所示，2020 年第二季度的世界商品出口同比下降了 15%，进口同比减少了 13.6%。

所有区域均出现了下降，北美地区的商品出口下降最多，为 24.5%，其次为欧洲地区，为 21.8%。欧洲地

区的商品进口下降的最多，为 19.3%。 
原油价格大体由全球供求关系决定，经济增长是影响石油产品需求以及原油需求的最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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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的经济体总体上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特别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运输需要和以石油作为原材

料的工业产品。世界的运输部门几乎完全依赖石油产品，例如汽油和柴油。 
 

 
Figure 1. Major national aviation activities in early 2020 (source: IEA) 
图 1. 2020 年初主要国家航空活动变化(来源：IEA) 
 

 
Figure 2. Quarterly changes in world trade (source: WTO) 
图 2. 世界贸易量季度变化(来源：WTO) 
 

而石油需求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实力，由全球经济活动驱动的主要石油需求冲击会增加石油产量和价

格，而冲击会导致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显著上升，短期内预期实际家庭收入、车辆和住房购买条件

相应下降，而失业预期实际上不受影响。新兴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增长会造成石油需求激增。在世界范围

内，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意味着使用更多的石化产品。尽管各国颁布各项措施遏制塑料使用和鼓励回收

利用，但对塑料和石化产品的需求仍在强劲增长。 

2. 文献综述 

Bhattacharya (2016)使用协整分析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动态普通最小二乘(DOLS)方法研究金砖国

家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与人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三个变量都是协整的，从长远来看，商品和劳

务出口以及商品和劳务进口导致人均经济增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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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ktarios A. Michail (2020)将石油价格作为运费加入到世界经济与海运贸易量的研究之中，发现石油

价格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向关系。预期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导致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同时石油价格

(运费)的上涨与商品需求的增加密切相关：更高的商品价格使得商家更愿意由于丰厚的额外利润去运输，

推动运费上升[2]。 
ZiaUr Rahman 等(2020)使用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了中国能源生产、能源消耗和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煤炭和石油的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积极影响[3]。 
一方面，石油作为重要的工业能源，它不仅作为货物贸易的运输成本存在，还直接影响一众相关产

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石油价格的变动会通过消费与投资等冲击宏观经济，从而间接对货物贸易进

出口发挥作用。本文拟将石油价格与石油消费量加入到模型中，构建一个货物贸易与石油指标的多因素

模型，从石油指标的角度刨析货物贸易的影响因素。 

3. 可行性分析与变量处理 

3.1. 可行性分析 

根据已有数据绘制时序图： 
 

 

 

 
Figure 3. Timing diagram of related variables 
图 3. 相关变量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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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时序图可以看出 GDP、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石油价格与石油消费量均为非平稳序列，存在

长期增长的趋势且在拐点处的表现也一样，可以初步认为这些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是进行

协整分析的前提。而根据现有的研究整理可得，石油对宏观经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途径分别有着直接

与间接两种方式。其中： 
 

 
Figure 4.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oil o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图 4. 石油对进出口贸易直接途径 

 
如图 4 所示，显示了石油对货物贸易进出口的直接影响途径。其一，不管是海运、空运还是陆运，

石油是主要的运输能源，石油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贸易的运输成本。其二，石油作为轻工、纺织、

电子、交通和化工等产业的原材料，作为生产成本计入企业运营。两者共同构成进出口企业的总成本，

对于成本的变化，企业会调整其产量与商品价格，进而影响进出口贸易额。其三，油价上涨导致石油进

口国出现更多的外汇需求，外汇市场上的供需变化会影响本国汇率，而汇率的变化关乎进出口商品的定

价，进而影响进出口贸易额[4]。 
而石油价格还会通过宏观经济对货物贸易进出口产生间接影响： 
 

 
Figure 5. The indirect influence of oil o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图 5. 石油价格对进出口贸易的间接影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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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表达了石油对贸易进出口间接影响途径。一般来说，石油分别从消费、投资与劳动力市场三个

方面来影响进出口贸易。 
首先是消费方面。其一，石油价格上涨造成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其二，石油

价格的波动会使消费者认为未来石油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消费者可能推迟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选择。其

三，为了应对石油价格的波动，消费者预防性储蓄的增加会对消费产生冲击。其四，家庭延迟或放弃购

买能源密集耐用消费品会直接造成与石油使用相关的耐用品的消费量的下降，影响最大的当属汽车制造

业[5]。 
其次是投资方面。当石油价格上涨时，生产成本的增加和消费需求的减少会抑制企业投资支出的增

加，资本会转向其他拥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但其并非即时完成的，过程中资源配置会造成意料中的损耗，

影响短期的进出口贸易。而当石油价格下跌时，未来的不确定性又抵消了生产成本降低和消费需求增加

所产生的正面影响[5]。 
最后是劳动力市场方面，受石油价格不确定性及使用成本的驱使，消费模式会发生转变，进而导致

资金分配的变化，以致整个经济产业模式随之发生改变。由于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存在，导致部门

间和部门内资源重新分配过程中的失业问题，失业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及进出口部门人员配置的

冗杂或是缺乏，致使消费进一步削减[5]。 

3.2. 变量处理 

如表 1 所示，国内生产总值、货物贸易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口额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石油价格与石油消费量数据来自于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Table 1. Variables 
表 1. 变量 

GDP 国内生产总值(百亿美元) 

EX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百亿美元) 

IM 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百亿美元) 

OP 石油价格(美元/桶) 

WOC 世界石油消费量(Mb/d) 

Xqtx 世界石油需求弹性绝对值 

 
世界石油需求弹性根据公式得出： 

dwoc opXqtx
dop woc

= − ∗  

其中，Xqtx 表示世界石油需求弹性。 

3.3. 单位根检验 

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如果线性回归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均为单位根非平稳，对其建立

向量自回归模型，可能会产生虚假的结果，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各变量系数估计值也并非是最优线性无偏

估计量，导致伪回归。因此，本文先对变量选取 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单位根检验方法判断

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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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DF unit root test 
表 2. 变量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C, T, K) 系数 P-value 结论 

LnGDP (C, 0, 1) 0.2915 0.9727 不平稳 

D (LnGDP) (C, 0, 1) −3.4027 0.02096 I (1)平稳 

LnEx (C, 0, 1) −0.615 0.8163 不平稳 

D (LnEx) (C, 0, 1) −3.4262 0.02008 I (1)平稳 

LnIm (C, 0, 1) −0.6779 0.7938 不平稳 

D (LnIm) (C, 0, 1) −4.3483 <0.01 I (1)平稳 

LnOp (C, 0, 1) −1.0372 0.6654 不平稳 

D (LnOp) (C, 0, 1) −4.3103 <0.01 I (1)平稳 

LnWoc (C, 0, 1) −0.3058 0.9101 不平稳 

D (LnWoc) (C, 0, 1) −3.9262 <0.01 I (1)平稳 

Xqtx (C, 0, 1) −3.9582 <0.01 平稳 

注：LnX 表示对变量取对数，D(LnX)表示对变量进行对数差分。 

 
从表 2 可以看出，LnGDP、LnEx、LnIm、LnOp、LnWoc 原序列均为不平稳，而对其差分后的一阶

差分序列则为平稳，故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而 Xqtx 为平稳序列。 

4. 实证结果 

4.1. 协整分析 

4.1.1. VAR(P)模型定阶 
以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石油价格、世界石油消费量与世界石油需求价格弹性构成

出口模型的多元时间序列 ( )Ex
tz ，其表示为： 

( ) ( )LnEx LnGdp L, , ,nOp LnWoc ,XqtxEx
t t t t t tz ′=  

根据信息准则对其确定滞后阶数： 
由表 3 可知，根据 AIC、BIC 等准则进行综合判断，最终选择 VAR (3)模型。VAR 模型定阶之后，

接下来，本文对货物贸易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石油价格、世界石油消费量及世界石油需求弹性进行

协整关系检验，以验证其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Table 3. Model ordering 
表 3. 模型定阶 

P AIC BIC HQ M (p) p−value 

1 −23.271 −22.160 −22.887 239.13 0.0000 

2 −23.030 −20.808 −22.263 21.969 0.637 

3 −24.531 −21.199 −23.381 39.558 0.0324 

4 −26.328 −21.884 −24.794 27.409 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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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协整分析 
由表 4 可以得出，根据与临界值的对比，我们拒绝 R ≤ 1，但是不能拒绝 R ≤ 2。因此，误差修正模

型的矩阵的秩为 2，存在两个协整向量，且协整序列为： 
( ) ( ) ( )
1 1, 3.693,0.333,21.540,0.168Ex Ex
t tzω = −  

( ) ( ) ( )
2 1,1.557, 1.649, 16.234, 2.320Ex Ex

t tzω = − − −  

对 ( )
1

Ex
tω 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统计量为−3.4957，P 值为 0.01727，对 ( )

2
Ex
tω 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显示检验统计量为−3.1128，P 值为 0.03907，说明两序列均没有任何单位根。可以得出，货物贸易出

口额、国内生产总值、石油价格、世界石油消费量及石油需求价格弹性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存

在两种不同的结果。 
 
Table 4. Cointegration test 
表 4. 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个数 Test 10% 5% 1% 

R ≤ 4 7.21 7.52 9.24 12.97 

R ≤ 3 17.62 13.75 15.67 20.20 

R ≤ 2 25.67 19.77 22.00 26.81 

R = 1 40.14 25.56 28.14 33.24 

R = 0 65.91 31.66 34.40 39.79 

 
其一，当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增加 1 个百分点时，国内生产总值上升 3.693 个百分点，石油价格下降

0.33 个百分点，世界石油消费量下降 21.54 个百分点，石油的需求弹性下降 0.168 个百分点。长期来看，

货物贸易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正向变动，与石油价格、石油消费量和石油消费意愿反向变动。当世界范

围内对石油的消费意愿下降时，消费者更愿意推迟石油相关产业的消费或者选择其他能源产业(例如电动

汽车)，这首先体现在世界石油消费量的减少，这会迫使石油产商降低石油价格来促进石油消费。而石油

价格的下降使得中国产商的生产边际成本的下降，厂商开始扩大生产和投资，同时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

使得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增加消费，促使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其二，当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增加 1 个百分点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1.557 个百分点，石油价格上升

1.649 个百分点，世界石油消费量上升 16.234 个百分点，石油的需求弹性上升 2.320 个百分点。这是另一

种长期变动趋势，长期来看，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与石油价格、石油需求和石油的消费意愿正向变动，这

些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世界范围内对石油的消费意愿增加时，意味着消费者更青睐

石油能源相关的产业(譬如化工行业相关产品与航空旅行)，这反映在世界对石油需求量的增加。而消费需

求增加会促使石油厂商提高石油价格。中国作为拥有全面工业体系的国家，世界范围对石油相关产品的

青睐会促使中国厂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大石油相关行业的生产投资与出口，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是

由于石油价格上涨会挤出投资与消费，促使总产出下降，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4.2. 误差修正模型 

而上述只能解释石油与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间的长期变动趋势，为了解释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建

立误差修正模型来探究其联系，根据结果消除不显著的参数，得出修正模型： 
( ) ( ) ( ) ( ) ( ) ( )

1 1 1 2 2 0
Ex Ex Ex Ex Ex Ex

t t t t tz z z a cγω φ φ− − −∆ = + ∆ + ∆ + +  

https://doi.org/10.12677/bglo.2021.91001


翁辛田 
 

 

DOI: 10.12677/bglo.2021.91001 9 商业全球化 
 

( ) ( ) ( )( )1 1 1 2 1,Ex Ex Ex
t t tω ω ω− − −

′=  

( ) ( )0 34.52,0, 6.82,1,86.44Exc ′= − −  

0.105 0.143
0.040 0.055
0.151 0.154
0.005 0.000
0.177 0.476

γ

− 
 
 
 =
 
− 
 − 

 

1

0.23 0 0.41 4.48 0
0 0.242 0.126 0 0.117
0 0.633 0 10.33 0.408

0.024 0.044 0.008 0 0
0.488 0.749 0.638 6.86 0.233

φ

− − 
 
 
 = −
 

− − 
 − − 

 

2

0 0 0.331 0 0
0 0.1776 0 2.37 0.0584
0 0 0 0 0.3052

0.0078 0.0294 0 0 0
0 1.034 0.965 8.56 0

φ

− 
 − − 
 =
 
 
 − 

 

其中 ( )Ex
tz∆ 、 ( )

1
Ex

tz −∆ 与 ( )
2

Ex
tz −∆ 分别表示 t、t − 1 与 t − 2 时刻出口模型变量变动的序列。 1φ 是 t − 1 时刻 ( )

1
Ex

tz −∆

的系数矩阵， 2φ 是 t − 2 时刻 ( )
2

Ex
tz −∆ 的系数矩阵。 ( )

1
Ex

tω − 表示 t − 1 时刻的协整序列， γ 表示 t − 1 时刻协整

序列 ( )
1

Ex
tω − 的系数矩阵，即偏离长期均衡后回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 ( )

0
Exc 表示常数项， ( )Ex

ta 表示随机变

量。 
VECM 模 型 的 估 计 结 果 表 明 ， 变 量 有 产 生 短 期 波 动 ， 偏 离 长 期 的 趋 势 。 矩 阵

( )0.105,0.040,0.151, 0.005, 0.177 ′− − 反映了 ( )
1 1

Ex
tω − 短期偏离长期均衡后回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矩阵

( )0.143,0.055,0.154,0,0.476 ′− 反映了 ( )
2 1

Ex
tω − 短期偏离长期均衡后回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 

提取货物贸易出口相关的重要的信息可以得出： 

( ) ( )
1 1 1

2 0 1

LnEX 0.23 LnEx 0.41 LnOp 4.48 LnWoc

0.331 LnOp
t t t t

Ex Ex
t t tcα γω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1 1 1LnEx LnOp L, nWoc,t t t− − −∆ ∆ ∆ 均会对 LnExt∆ 产生影响，其中 t − 1 期的货

物贸易出口额会对当期出口产生正向影响，系数为 0.23。而 t − 1 期的石油价格与石油消费量会对当期出

口产生负面影响，系数为−0.41 与−4.48。可以理解，前一期的出口增加会激励出口行业的生产激情，扩

大生产规模并且拓宽出口渠道，推动出口的增加。石油价格的上涨会增加相关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与出

口企业的运输成本，成本的上升会对下一期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t − 2 期这个系数是−0.331，说明石油

价格上升对出口的影响效应是负面且持续两期。t − 1 期的石油消费量对货物贸易出口存在负效应，也就

是说当石油消费量上升时，短期内会造成货物贸易出口的下降。 
其中 t − 1 时刻需求价格弹性影响 ( )0,0.117,0.408,0,0.233 ′  
其中 t − 2 时刻需求价格弹性影响 ( )0,0.058,0.305,0,0 ′  
仅从需求弹性的角度来看，t − 1 期的弹性均会对 t 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石油价格与石油需求弹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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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而到了 t − 2 期，弹性对石油价格和国内生产总值留存有正效应，对 t 期弹性的影响消失。短期

内，消费者对石油消费意愿的增加意味着消费者存在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用于石油相关的耐用品消费(例
如汽车)或者是旅行出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与投资，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而

石油消费意愿的上升给予石油产商提高价格的空间，造成石油价格的上升。石油的需求弹性在短期内也

存在着惯性，其影响仅持续一期。 
值得注意的是，t − 1 与 t − 2 期的货物贸易出口对石油消费量存在正效应。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增加

意味着国内相关企业生产规模与运输频率的增加，而石油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与必不可少的运输消耗，

这些都会对石油消费量产生正向推动作用。 

4.3. 格兰杰因果分析 

由表 5 的格兰杰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石油价格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中国

货物贸易出口对石油需求弹性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石油价格对世界石油消费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

关系。 
 

Table 5. Granger analysis of export model 
表 5. 出口模型的格兰杰分析结果 

因果关系 F-Statistic P 值 结论 

石油价格不是贸易出口的原因 3.3173 0.07854 拒绝 

贸易出口不是石油价格的原因 0.7098 0.4062 接受 

需求弹性不是贸易出口的原因 0.0167 0.8981 接受 

贸易出口不是需求弹性的原因 3.829 0.0597 拒绝 

世界石油消费不是贸易出口的原因 0.5679 0.457 接受 

贸易出口不是世界石油消费的原因 0.7752 0.3856 接受 

石油价格不是世界石油消费的原因 4.4573 0.04319 拒绝 

世界石油消费不是石油价格的原因 1.8246 0.1869 接受 

4.4. 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 6(a)的结果可以看出，给与一个单位石油价格冲击后，货物贸易出口先是在短期内下降，之后

上升，至第四期达到最大，约 10%，之后至第 5 期下降产生负的效应，最终趋近于零。可以看出，当石

油价格上涨时，出口产商初期会由于成本上升的原因减少出口，为了抵消生产成本增加带来的利润减少，

接下来会通过增加产量来降低单位成本。但随着利润的降低及石油价格冲击过后的市场调整后，产商重

新调整产量和生产策略，导致货物贸易出口的降低。 
由图 6(b)结果可以看出，给予一个单位货物贸易出口冲击后，石油价格产生正的效应，接着逐渐下降，

至第 3 期转为负效应，最终趋近于零。当贸易出口增加时，石油价格即时的反应是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增长

和需求的旺盛，于是原油产商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推动石油价格开始上升，之后冲击逐渐减弱，最后消失。 
由图 6(c)可得，给与一个单位货物贸易出口冲击后，世界石油消费量产生正的效应，接着逐渐下降，

至第 2 期转为负效应，最终趋近于零。同理，当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增加时，作为原材料与运输消耗资源

的石油的消费量即时的反应是增加，而这种冲击带来的效应是短期的，过激的石油需求大量增加会偏离

经济自然增长的趋势，反向的作用力会使过量的石油消费量增加拉回正常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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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石油价格对出口                                          (b) 出口对石油价格 

    
(c) 出口对石油消费量                                       (d) 石油消费量对出口 

Figure 6. Impulse response 
图 6. 脉冲响应结果 

 
由图 6(d)可得，给与一个单位世界石油消费量冲击后，货物贸易出口先产生负的效应，接着逐渐上

升至第 4 期产生正效应，在第 5 期达到约 2%，接着逐渐下降并趋近于零。世界石油消费量的增长给予生

产者扩大生产规模的信息，资本与生产资料在行业之间流动，难以避免的会遭遇损耗，部门调整与劳动

力市场短时间内并不能有效的将生产资源无损耗的转入石油相关的产业，石油相关产业也不能在短时间

内迅速扩大生产。因此，在短期内，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会遭遇短时间的减少，而后转为正向效应，将资

源转入高效产业所带来的红利开始显现。 

5. 结论 

中国的货物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石油价格、石油消费量及石油需求弹性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当石油价格上涨时，出口产商初期会由于成本上升的原因减少出口，但为了抵消生产成本增加带来

的利润减少，产商会增加产量来降低单位成本。随着利润的降低及石油价格冲击过后的市场调整后，产

商重新调整产量和生产策略，导致货物贸易出口的降低。 
石油消费量也会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造成负效应，但其影响仅持续短时间。世界石油消费量的增长

给予生产者扩大生产规模的信息，资本与生产资料在行业之间流动，难以避免的会遭遇损耗，部门调整

与劳动力市场短时间内并不能有效的将生产资源无损耗的转入石油相关的产业，石油相关产业也不能在

短时间内迅速扩大生产。 
石油的消费意愿(需求弹性)短期内不会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产生影响，但它的上升会造成下一期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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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和石油价格的上升。石油消费意愿的上升往往意味着消费者存在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用于石油

相关的耐用品消费(例如汽车)或者是旅行出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与投资，造成国内

生产总值的上升。而石油消费意愿的上升给予石油产商提高价格的空间，造成石油价格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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