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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管理

右手教育
陈鸿斌

沙 特 与 石 油

□ 罗怀伟

艺 术 或 是 商 业 活 动“ 发 动 机 ”

统计显示，2022 年日本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为 2610 人，连续 7 年下降。

日本警察厅的目标是到 2025 年降至

2000 人以内。

这个不错的表现，与日本狠抓交

通安全教育与管理是分不开的。

上世纪中叶，汽车对日本普通家

庭来说还遥不可及，但日本已意识到

交通安全教育必须先行一步。于是，

早在 1948 年，日本就开始每年举行两

次“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日 期 分 别 定 在

4 月 6 日至 15 日和 9 月 21 日至 30 日，

以便在所有国民的意识中烙下深深

的交通安全印记，养成严格遵守交通

规则的良好习惯。1955 年，日本又成

立了“防止交通事故对策本部”，主管

全国交通安全工作。不久后，全国交

通安全协会也成立了，多座城市还设

立了分会。

2007 年，日本修改了《道路交通

法》，并推出了大量针对性较强、处罚

力度较大的措施。比如，加大对酒后

驾车、开“斗气车”的处罚力度等。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情况最严重

的国家之一，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

过 28％。老年人反应较慢，动作也相

对迟缓，更容易成为交通事故的受害

者。如今在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中，一半以上是老年人。针对此，

日本警察厅正在设计更加适合老年

人的交通安全教育方法，进一步对老

年人加强交通安全教育。

每年圣诞节至元旦、4 月底至 5 月

初的“黄金周”和盛夏季节的“盂兰盆

节”是日本的三大长假。在此期间，日本人的出行频率和社交活

动大幅增加，高速公路往往也车满为患。为保障节日出行安全，

日本还会临时打破平时没有交警街头执勤的惯例，出动上万人

次的警察上路执勤，查处违章行为。

除了严管机动车驾驶行为外，日本还对非机动车及行人的

行为加以规范。众所周知，日本的道路大多非常狭窄，全国有一

半的道路宽度不到 5.5 米，两辆大车交会都很困难，所以很多情

况下，自行车只能在人行道上骑行。为保证行人尤其是老人和

儿童的安全，日本规定骑车时不得猛按铃或连续按铃、夜晚骑车

时必须开灯等。

职能部门全力以赴，社会各界也积极配合。熟悉日本动漫

或者日本电影的朋友估计都有印象，很多作品中都有中小学或

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们开展各种交通安全教育活动的场景，这

就是日本学校生活中的真实一幕。在日本学校里，交通安全是

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形式也多样，很多知名人士会参与其中，

和孩子们一起演主题小品、参加抢答竞赛等。

最近，又一个情况引起了相关管理部门的注意。由于经济

不振，很多企业为了降低人力成本频繁要求驾驶人员加班，一些

出租车司机也会延长工作时间，导致疲劳驾驶情况频发。如能

解决这些问题，日本交通安全水平料会实现进一步

提升。

管理与教育并重，不放过任何细节，日

本在交通安全方面的探索值得借鉴。

“预见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亲手创造

未来”，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曾谈

到他的偶像是那种既擅长人文又能驾驭科

学的人，两者的聚合通常能迸发出非凡的

创 造 力 。 后 来 他 如 愿 以 偿 地 创 造 了 未

来，不仅制造出革命性的产品，还造就

了一家极具创新力的公司，乔布斯也成

为 创 造 力 、 想 象 力 以 及 持 续 创 新 的 标

志。如今，伴随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迭

起，创造力越来越成为创新型经济的关

键因素。

如果说创造力是打开商业创新的“金

钥 匙 ”， 那 孕 育 创 造 力 的 土 壤 又 从 何 而

来呢？

在 《把商业难题交给艺术》 一书中，

作者增村岳史阐释了艺术思维在商业中的

应用以及它对商业创新的价值。他在书中

剖析了艺术思维对商业创新的影响，并介

绍了大量运用艺术思维给商业带来创新的

实例。比如，在 Meta 公司总部，到处都

能看到艺术元素；IBM 坐拥 1500 名设计

师，还专门为员工提供绘画课程；乔布斯

将他关于艺术的深层思考及学习经验付诸

于苹果设计，创下了辉煌的商业战绩⋯⋯

无论是苹果、Meta、IBM 还是索尼、丰

田都因为注重艺术思维，善于发挥艺术思

维的价值而实现了突破和创新。

由此可见，艺术其实并不是孤立存在

的，它与诸多领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艺术更是能够激发创造力，为商业、

科技的进步、创新提供所需的养分。“想

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是音乐赋予我无边

的想象力。”这是爱因斯坦独特的思维方

式，他喜欢用小提琴即兴演奏的方式去寻

找思维的灵感。艺术思维就像是拥有魔法

的魔杖一样，挥洒出的闪电常常会在无意

间点亮思维，释放出天才般的创造力，无

论是在科学还是在商业等诸多领域取得意

想不到的突破。

同样，在商业创新领域，那些为世界

所震惊的划时代的产品和服务，很少是依

赖缜密的市场调查做出来的。这正如从炼

金术到化学的思维方式变化是突破性的，

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最困难的，而艺

术思维即是一种能突破商业局限性的思维

方法。

比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正值索尼

公司在全球急速扩张的时候，创始人井深

大不顾营业部基于市场调查和市场需求考

察的强烈反对，坚持要求设计发布一款能

够便捷携带，专门播放音乐的小型播放

器——随身听。这款随身听是出于个人

感性而诞生的产品，仅仅是因为井深大希

望在飞机上能够听到自己最喜爱的古典音

乐。谁也没想到，“随身听”不仅成功发

售，还在全世界创下了惊人的销售纪录。

尽管经验对解决问题非常重要，创新通常

也需要从 1 到 2，从 2 到 3、4、5 的升级进

步，但是伟大的创新需要想象力和创造

力。艺术能够带来有创造性的见解，而这

些见解会通过技巧付诸实践，实现从无到

有的创造。可见，艺术或许能成为系列商

业活动的“发动机”。

艺术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即是

创意家，通过精神之眼去穿透事物的面

纱，释放灵感和创造力。现代绘画之父

塞尚把艺术定义为将感官在自然界中所感

知的东西，透过灵魂的再现。而在毕加

索看来，“画家的眼睛，能够超越现实，

而艺术的使命就是唤醒想象”。文森特·

梵高则更直接地说，“不要熄灭你的灵感

和想象”。凭借艺术的想象力，艺术家常

常能颠覆以往的传统观念，突破司空见惯

的常规思路，想出独特新颖、意想不到的

点子。

生活中，很多人往往都会自嘲“我一

点 艺 术 细 胞 都 没 有 ”， 而 在 增 村 岳 史 看

来，细胞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只不过需要

不断培养其艺术性。也就是说，创意是与

生俱来的，只不过需要不断被唤醒。毕加

索就曾说：“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

在于长大之后是否还能保持艺术家的灵

性。”艺术思维需要通过不断的后天训练

来唤醒，美术馆里的绘画鉴赏、音乐厅的

现场演奏、学习素描⋯⋯都有助于唤醒感

性，在不知不觉间提高洞察力，激发创造

性思维。

艺术思维可以帮助实现诸多领域的突

破，但是如果训练艺术思维仅仅是“夹带

私货”，是为了功利性地追求商业上的成

功，那恐怕无法触碰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

思维，因为即使是精通艺术的人，创新的

点子也不可能像煮开的沸水一样“咕咕”

往外冒。艺术不是功利性的，一味追求艺

术的即时实用性只会适得其反，艺术思维

其实就像涵养创造性这棵大树的水源一

样，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和训练，创造力

才会不断注入深层思维中，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作用于现实，而这才是以艺术思维

破解商业难题的真谛。

□ 孙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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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的血液”，石油牵动着世

界经济的命脉。沙特阿拉伯是名副其实

的“石油王国”，其一举一动更是牵动着

世人的神经。不久前，世界最大的石油

公司沙特阿美与来自中国的荣盛石化展

开深度合作，就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丰富

的石油储量与发达的石油产业当然是沙

特之福，但也难免会带来一些有可能影

响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隐忧。

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叫作“资源诅

咒”，大体是讲资源过于丰富的国家可能

反倒因为习惯了“躺着赚钱”，而失去了前

进的动力。事实上，很多资源富国的经济

发 展 速 度 也 确 实 不 如 一 些 资 源 贫 瘠 的

国家。

沙特会掉入这个陷阱吗？

（一）

早在 20 世纪初，欧美国家就纷纷前往

中东抢占石油资源。1908 年，英国人在伊

朗马斯吉德苏莱曼发现一处大型油田，并

在次年成立了首家在中东开采石油的公

司。一战前后，欧美国家及其石油公司与

伊朗、伊拉克签订了一系列石油开采协

议，瓜分其石油经营特许权。1932 年，海

湾国家巴林发现了大规模油田，与其相隔

不远的沙特也开始引起西方关注。

当时，现代沙特王国刚刚成立，其

社会经济活动主要以农耕、游牧为主，

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朝觐。为尽快

增加收入以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沙特

于 1933 年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

司 （SOCAL） 签署了特许经营协议，并

成 立 加 利 福 尼 亚 阿 拉 伯 标 准 石 油 公 司

（CASOC） 来管理特许经营权。

今天，石油钻探的技术已经较为成

熟，但在其发展初期，遇到的困难还是

不少的。

沙特的石油钻探工作始于 1935 年，

很长一段时间都进展不佳，前六口油井

的钻探均以失败告终，而位于达曼宰赫

兰山的第七口油井也迟迟不见石油。直

到 1938 年 3 月，第七口油井中终于发现

了商业数量级的石油。后来，这口油井

持续生产石油数十年，直到 1982 年才由

于运营原因停产，累计产油 3200 万桶。

随着钻井活动的不断深入，全球最大的

陆上油田加瓦尔油田和最大的海上油田

萨法尼亚油田先后在沙特被发现。

1944 年，加州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

改名为阿美石油公司。此后，沙特原油

产量不断突破新纪录。1949 年初，阿美

公司的原油产量达到 50 万桶/天；1958

年 ， 年 均 产 量 突 破 100 万 桶/天 ； 1962

年，累计原油产量达到 50 亿桶。

为提升本国石油的出口能力，沙特

于 1950 年 建 成 了 跨 阿 拉 伯 管 道 （Ta-

pline）。这条全长 1648 公里的管道东起沙

特东部，西至地中海沿岸，大大缩短了

沙特向欧洲出口石油的时间和成本。跨

阿拉伯管道直至 1983 年才正式停运，是

沙特首个官方正式认可的工业遗产。

（二）

经过多年发展，石油产业逐步成熟，

沙特在全球石油供应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此时，又一件影响全球石油产业格

局的大事发生了。1960 年，沙特作为五

大创始国之一，联合其他产油国成立石

油 输 出 国 组 织 ， 简 称 “ 欧 佩 克 ”

（OPEC）。欧佩克的宗旨是，协调和统一

成员国石油政策，维持国际石油市场价

格稳定，确保石油生产国获得稳定收入。

在此后的日子里，沙特与其他欧佩

克成员国一直在努力协调石油政策，积

极对抗国际石油资本。

一 方 面 ， 联 合 夺 取 国 际 石 油 定 价

权。1973 年 10 月，OPEC 宣布，对在第

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

施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原油价格

从每桶不到 3 美元涨到超过 13

美元。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引发

了西方国家的经济震荡，因此

这 次 衰 退 也 被 称 为 “ 石 油 危

机”。石油危机充分体现了产

油国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石

油 作 为 工 业 命 脉 的 “ 身 份 ” 进 一 步 彰

显，各产油国的石油收入也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推进实现石油资源国有

化。为更多从本国的石油资源中受益，

沙特此前曾几次更改特许经营协议。比

如，从 1950 年起，沙特政府就开始向阿

美 公 司 征 收 净 营 业 收 入 50%的 所 得 税 。

上世纪 70 年代，沙特又开始着手从美国

手中逐步收回石油资源。1973 年，沙特

政 府 收 购 了 特 许 经 营 权 25% 的 参 与 权

益 ， 1974 年 进 一 步 提 升 至 60% ， 1980

年 ， 沙 特 完 成 了 对 阿 美 公 司 原 油 特 许

权、生产和设施参与权益 100%的收购，

并于 1988 年将其更名为沙特阿拉伯石油

公司。

石油产业始终是沙特经济的重要支

撑。随着沙特阿美公司的发展，沙特逐渐

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石油产业体系，从上游

的勘探、开发和生产原油、凝析油，到下游

的炼油和石化制造、供应和贸易、分销等

在内，全产业链皆无短板。此外，沙特还

尤其重视石油科技，生产能力覆盖从芳

烃、烯烃、聚烯烃等基础化学品到多元醇、

异氰酸酯、合成橡胶等复杂化学品的多个

领域。在石油经济的推动下，沙特经济规

模 排 名 从 2003 年 的 全 球 第 27 位 上 升 到

2014 年的第 19 位。

（三）

资料显示，高峰期沙特石油收入曾

经一度占到其财政总收入的九成以上，

国家经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石油的长

期依赖。这意味着，国际石油市场的波

动对沙特经济的影响极大，每当出现经

济衰退、供应过剩、需求下降等，沙特

都不免遭遇石油收入下降、财政压力增

大的情况。比如，2015 年受

中东原油生产国和美国页岩

油开采商之争的影响，全球

石油市场出现严重的供应过

剩，沙特石油收入从 2014 年

的 9130 亿 里 亚 尔 骤 降 至

2015 年 的 4460 亿 里 亚 尔 ；

2020 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

济滑坡、石油需求锐减，沙

特 石 油 收 入 从 2019 年 的

5940 亿 里 亚 尔 降 至 2020 年

的 4130 亿里亚尔。

这显然不是好现象，沙特对此高度

重视。

为解决这一问题，沙特于 2016 年提

出“2030 愿景”，其核心目标便是减少经

济和财政对石油的依赖，推动国家经济

转型。

一方面，沙特接连启动多项国家计

划，全面发展非石油经济。“2030 愿景”

计划将沙特财政收入中的非石油收入从

之 前 的 1630 亿 里 亚 尔 提 高 至 2030 年 的

1 万亿里亚尔，将非石油收入占比由 10%

提升至 2030 年的 70%。具体来看，2019

年 ， 沙 特 启 动 国 家 工 业 发 展 和 物 流 计

划，重点围绕能源、矿业、工业和物流

四大领域，聚焦本地化和第四次工业革

命，以提升私营部门对经济的贡献率、

实现能源部门价值最大化、释放非石油

行业潜力、推动物流行业蓬勃发展为目

标，旨在将沙特转变为在具有前景的增

长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工业强国和全球

物流中心。

另一方面，沙特加快推动石油石化

产业健康转型。在 2022 年 3 月举行的国

际石油技术会议上，沙特能源大臣阿卜

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沙特致

力于平衡三大能源支柱，即确保能源安

全、持续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三

个支柱需要同时关注”。他认为，仅关注

替代能源发展错误且致命，沙特将继续

探索传统能源行业，增加行业投资、创

新技术。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阿敏·纳

赛尔也表示，全球需要有弹性的、强大

的备用产能，呼吁加大石油和天然气投

资。比如，沙特阿美公司公布计划称，

到 2025 年投资 3340 亿美元支持石油产

业以维持石油产量，包括扩大海上油

田勘探、大力发展非常规油气勘探开

发等。

根据咨询公司 Strategic Gears 年

初发布的 《沙特年度经济展望》 报

告预计，2023 年度沙特经济增长

将受益于非石油部门强劲扩张

和石油部门持续活动的共同推

进，预计沙特将迎来连续第

二年的财政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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