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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頁岩油對美國經濟情勢產生不小的轉變，不但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度降低，且對油價開始

能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本文簡介頁岩油產業的發展及現況，並且討論其與國際油價的關聯

性，接著分析油價下跌如何影響全球經濟的情況，最後，聚焦在臺灣經濟受到之影響，並分

析未來可能的變化與應該做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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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頁岩油產業之發展 

（一）頁岩油氣之簡介 

頁岩是沉積岩的一種，層理成片狀故稱為頁岩。由於經過長時間溫度壓力的影響，頁岩

岩層夾縫中可能蘊藏著石油及天然氣，即所謂頁岩油及頁岩氣。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局(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2013)資料，目前全球頁岩油蘊藏量約為 3.3

兆桶，蘊藏量最高之國家為：俄羅斯、美國、中國大陸、阿根廷、利比亞；而美國本土之頁

岩油主要分布於東部地區、墨西哥灣沿岸地區及西南地區。由於開採頁岩油之技術水準較開

採傳統石油高，在 2010年代之前頁岩油之開採對國際石油市場尚不具影響力。 

頁岩油氣大多存在於頁岩的水平岩層中，無法以垂直鑽油井的傳統方式開採，因此目前

開採頁岩油所採取之技術以水力壓裂法為主，此技術是將水及沙石自油氣井高壓灌入，撐開

油層使其產生裂縫，並將水分抽回，而留在岩層中之沙粒會在岩層中形成許多通道，使頁岩

油氣自該通道中流出並加以開採。雖然水力壓裂法最早出現於 1947年，但一直到 2010年左

右此技術才發展改良至符合成本效益之成熟水準，並開始大規模推廣。美國能源資訊局(2016)

指出，頁岩油之產量在 2000 年為平均每日 10.2萬桶，占美國石油總產量之 2%；但至 2015

年頁岩油氣井數量已成長 10倍，產量也成長為每日 430萬桶，占美國石油總產量一半以上。 

（二）頁岩油對國際石油市場之影響 

目前每日石油產量約為 9000萬桶，石油供給量最多的國家依序為俄羅斯、沙烏地阿拉

伯、美國1。近年來，國際油價自 2008年金融海嘯之谷底一路回升至平均每桶$100，並維持

約 5年之久的高油價，但於 2014年油價突然崩跌，最劇烈降幅出現在 2014 年 6月至 2015年

1 月，WTI油價從$106跌至$47，而油價截至目前仍維持在$50以下之水準。 

國際油價之變動不外乎受到石油市場供需之影響，美國石油產量近六年來成長近一倍之

多，而 OPEC各國為保有石油市占率而宣布不減產，且其他非 OPEC產油國如俄羅斯、中國大

陸等國也未減少產量，因此石油庫存量增加，市場上出現供過於求之現象，進而導致 2014 年

之油價大幅下跌。 

（三）美國除外之其他國家發展頁岩油氣產業之可能性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局 2014年的報告指出，許多國家擁有豐富的頁岩油氣資源，俄羅斯

的頁岩油蘊藏量為世界第一，而中國、阿根廷、利比亞及澳洲等地之蘊藏量緊接著美國。不

過，美國地區之外的商業規模頁岩油開採只有阿根廷與加拿大兩國，而且產量不及美國的十

分之一。頁岩油氣產業由美國獨大，而其他國家發展頁岩油氣產業遭遇瓶頸之原因如下： 

1. 地區差異 

(1 )中國大陸 

頁岩氣蘊藏量居世界第一，頁岩油居世界第三，但是頁岩油氣蘊藏地點多位於資

                                                 
1
 資料來源：EIA之 Monthly Energ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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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缺少的西部地區，故必須評估是否值得消耗大量的土地及水資源以投入頁岩油

氣的開發。 

美國頁岩油氣生產地區之地層平穩，深度約在 180~2000公尺之間；但中國大陸的

頁岩油氣在大部分蘊藏在超過 3000 公尺的深度，而且其地層不穩定、結構複雜，

需要克服更高的技術限制與成本。 

中國大陸發展頁岩油氣產業的歷程較短，技術尚未成熟，因此目前以引進美國技

術為主，許多地域性之困難仍然無法解決。若欲克服技術上的瓶頸，需要更多時

間及成本才能見成效。 

(2 )歐洲國家 

環保因素是歐洲國家無法順利開發頁岩油氣的主因，美國的頁岩油氣的生產地點

大多位於地廣人稀的私人土地上，因此環保衝擊衝擊較小，但人口稠密的歐洲地

區並不適合以水力壓裂法開採，法國甚至已頒布相關法令禁止採用水利壓裂技術，

避免其可能之風險，其風險包括：小規模的地震活動、由於操作不當造成之地下

水汙染等。  

(3 )俄羅斯 

俄羅斯與中國大陸同樣面臨發展頁岩油氣資源的技術障礙，而且在入侵烏克蘭所

引發的制裁之後，接觸外國企業及全球資本市場對俄羅斯而言更加困難，因此其

頁岩油氣產業在短期內順利發展之機率不高。 

2. 發展能源產業之策略差異 

各國大多將能源視為戰略布局一部分，能源產業大多以公營為主，因此即使擁有

再豐富的天然資源，也因為缺乏競爭的環境及風險趨避的文化導致缺乏開發新能

源的動機(謝宗龍，2014)。而美國能源產業自由化程度高，因此市場競爭激烈，

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不斷進行探勘、開採等能源相關活動，以期將利潤極大化；

其次，與各國相較之下，美國容易取得鑽井機械設備、相關服務，且礦產權制度

健全，當地能源公司也容易借貸資金以獲取資本，此種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是促

成美國頁岩油氣產業蓬勃發展的主因之一。 

 

二、 頁岩油發展對美國之影響 

（一）美國原油出口變化 

一般情況下，美國非傳統原油的超額供給可望出口至其他國家，但事實上則不然。由於

受 1973、1974年之石油危機影響，為了避免日後再次受到外國油價之衝擊，因此自 1975年

開始，美國法律禁止國內生產之原油出口(因商業部的裁量權而有部分例外)。即使長達 40 年

之美國原油出口禁令已於 2015年 12月 18日解除，但因為目前仍缺乏將原油自墨西哥灣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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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出口之運輸方式，短期內石油出口量不會出現顯著成長；若以長期而言，運輸方式不足之

瓶頸則可望被解決，進而促成美國原油出口成長(Kilian, 2016)。 

（二）對經濟層面之影響 

頁岩油被期待能夠振興美國製造業部門，改善近幾十年來製造業轉移至海外勞動力成本

低廉地區之現象。由於美國製造業以能源產業為根基，若頁岩油提供充沛之低價能源，其將

帶來足夠競爭力與成長中之經濟體抗衡。支持此論點的專家學者認為公司重新評估業務外包

之機會成本及其效益之後，可望將藍領階層的就業機會轉移回美國。 

頁岩油革命受益最多的並非燃油之消費者或開採石油之廠商，反而是美國的石油煉製產

業。由於美國業者能夠以低成本取得原油原料，故與海外汽柴油業者相較之下擁有比較利益。

換言之，對於石油煉製廠商而言，維持原油出口禁令的情況下能帶來更多收益，此為美國原

油業者及煉油業者之間的利益衝突。頁岩油革命的另一受惠者為運輸部門，尤其是軌道運輸

業以及與石油開採直接相關之產業。 

除了這些集中在少數經濟部門的影響，頁岩油產量增加也對總體經濟產生影響。石油部

門直接帶來美國實質 GDP 成長，不過幅度並不大，因為美國所有資源開採活動(包含開採傳統

石油、傳統及非傳統天然氣、煤礦、金屬礦物等)對美國實質 GDP的貢獻也只有 2.7%。即使

考慮其他所有部門帶來的加乘效果，頁岩油產量增加也並未帶來顯著的 GDP 成長。 

頁岩油革命對經濟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各州的當地經濟，在頁岩油生產地區，不但相關就

業機會增加，也為州政府帶來可觀的稅收成長。此外，在頁岩油生產地區之外也產生一些微

量的外溢效果，若持有煉油產業股份，則得以優惠價格購買原油，並以一般價格出售進而賺

取利差；另一種方式是礦產權的轉移，石油與天然氣於 2012年的私有授權費用合計約為每年

220 億美元，這些授權費用由美國各州的居民取得，估計約有 3%的美國民眾有權取得該授權

費(Kilian, 2016)。 

 

三、 石油價格下跌對全球經濟之影響 

石油價格對各國經濟的影響各不相同，其取決於各國原油進口金額占 GDP之比例、對進

口原油之依賴程度，以及是否有替代能源等因素。另外，由於油價走勢會影響物價變動的方

向，因此油價下跌可能會減緩物價上漲率，甚至造成物價下跌，引發通貨緊縮之風險(詹淑櫻，

2015)。此處透過貿易層面及經濟體發展程度兩個不同角度，分析油價對各國產生的影響。 

（一）貿易層面 

1. 石油進口國 

石油價格下跌時，石油進口國可以省下進口成本，減少資本支出，進而帶動消費。

高度依賴石油進口之國家，如中國大陸、歐盟、美國、日本、南韓、印度、臺灣

等皆能因此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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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石油進口國的公共財政能得到改善，由於許多開發中國家政府大量補貼燃

油使其能以遠低於市價之價格販售，因此油價下跌能夠減輕政府沉重的負擔。印

尼總統 Joke Widodo 就計畫將節省下來之公共支出移轉至更具效益的項目，同時

減少預算赤字，並且增加公共基礎建設。 

2. 石油出口國 

石油出口國的主要營收即為石油收入，若石油出口金額占財政收入比例愈大，油

價變動對其經濟產生之影響也愈大。產油國政府經常採用「財政盈虧線」之指標

以衡量財政情況， 

此指標之來源是因為當一國財政收入大部分依賴石油出口而非稅收，油價變動會

造成財政收入波動，故必須要事先預估石油價格以推估財政收入，才能制定相應

之預算以維持財政平衡。財政盈虧線即是此預估價格，若油價高於財政盈虧線，

則政府能夠獲得財政盈餘，反之則會造成預算赤字。 

以 2015年度而言，主要產油國之財政盈虧線大多高於每桶$100，沙烏地阿拉伯為

每桶$103，伊朗及俄羅斯分別為$131及每桶$107，委內瑞拉的財政盈虧線更高達

每桶$151。由此可見產油國面臨嚴重的財政赤字，惟有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等

過去累積大量外匯存底及資金的國家得以抵禦油價下跌對經濟成長的衝擊。 

（二）經濟體發展程度 

1. 先進經濟體 

低油價會帶動物價下跌，此現象雖對消費者有利，但長期以來，可能會導致消費

者延遲消費、廠商不願意投資等狀況，進一步導致經濟衰退，因此許多先進國家

央行將通膨率設定為 2%，不過，美國、日本、歐盟、中國大陸等地區 2015年之通

膨率皆低於此水準(The World Bank, 2016)，說明通貨緊縮之威脅揮之不去。 

2. 新興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時常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油價下跌反而有助於舒緩通膨率高的情況。

如印度的通膨率從 2013年 10.9%下降至隔年 6.4%，2015年更是降至 5.9%的水準

(The World Bank, 2016)。 

 

四、 石油價格下跌對臺灣經濟之影響 

油價下跌對經濟的影響有好有壞，一方面使得石化業者的成本降低，為貢獻臺灣 GDP將

近 1/3的石化產業提供優渥發展條件；一方面卻也因為期待物價繼續下跌的預期心理導致消

費行為轉為保守，不敢貿然採購，反而影響了貿易量。為了分析此兩種效果對經濟的影響，

可採用貿易條件進行分析。貿易條件(term of trade，TOT)是出口物價指數除以進口物價指

數的指標，當貿易條件好轉時，每單位出口商品可以換到更多的進口商品，表示貿易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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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提高，對經濟成長有利。 

從 2011~2014年間，臺灣的貿易條件從沒有超過 110，但 2014年貿易條件持續成長，2015

年之後貿易條件更是維持在平均 115的水準之上，由此可見，進口原料的成本下降帶來的好

處超過出口商品價格下跌的損失，油價下跌為臺灣帶來正面的效果。雖然如此，但由於其他

要素同時影響著臺灣經濟，故目前臺灣經濟依然低迷，貿易量、景氣整體表現均不佳，此時

若能使民眾將油價下跌因而新增的可支配所得用於消費，將會是刺激經濟的有效作法。 

 

五、 石油價格之未來發展 

未來的油價走勢是值得關注的議題，雖然美國頁岩油氣的發展良好，但近來時常出現供

過於求的情況，而且，2015 年宣告破產的美國頁岩油氣廠商數量是 2013 年及 2014年的五倍

之多，且紛紛傳出廠商不敵低價必須減產的消息。除了美國產業的發展情況以外，還有許多

會導致油價回升的可能因素，例如地緣政治的變化也關係到油價走向，敘利亞情勢緊張，ISIS

和美俄之間的衝突隨時有可能引爆而刺激油價。另外，石油市場的價格大戰已經僵持一年多，

不減產策略對 OPEC國家是十分沉重的財政負擔，不利於國家發展，因此 OPEC國家極有可能

改變目前凍產的協議，在財務壓力下迫不得已選擇減少產量。 

最後，還有一個影響油價的技術性要素：油價是否低於美國業者開採頁岩油的成本。一

旦油價低於該成本，即使廠商在短期仍可能會繼續生產，但長期而言會逐漸退出市場而使油

價上升。另一方面，自 2008 年金融風暴時期以來，石油的期貨和現貨價格落差已減小，且中

國大陸持續儲存原油以實行戰略規畫，因此，未來油價再繼續下跌的可能性不高，聯合國也

估計 2017年石油超額供給之情況將會改善，油價可能重新提高至$63左右。 

 

六、 臺灣面臨未來油價提升所應做之準備 

在油價可能會止跌回升的情況下，臺灣應該要作好準備以面臨油價上漲的衝擊。以石油

為原物料的產業可能會面臨成本的增加，故廠商應該將眼光放遠，善加利用因目前低油價而

節省下之資本支出，將其投入研發、創新及產業升級，提高自身競爭力。另外，也建議油電

業者增加原油的儲藏量，如中油、台塑、台電等，藉此未來緩和燃油價格上漲的幅度。同時，

政府需要規畫好長遠的能源政策，並且擬定在貿易條件惡化時得以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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