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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油是当今世界经济的血液，石油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上涨，起伏跌宕。
1998年原油还曾经是10美元一桶，到2003年已经达到了25美元，此后又先后突破了70美元、100美元
、130美元，2008年7月11日，达到了创纪录的147美元。
在新世纪初8年时间里，原油价格上涨了近10倍。
国际油价上涨动荡，不仅导致了相关煤炭、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推高了全球的通货膨胀，同时还引
发了金融市场的震荡，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3F危机”（石油Fuel、粮食：Food、金融Finance）。
其危害之大，影响之远，持续时间之长，已经远远超过了爆发在20世纪的几次石油危机。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全球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国际原油价格开始大幅回落，但是从目前
的情况看，这次石油危机还难以轻易言退。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可开采的石油将越来越少，在我们找不到更有价值的替代能源之前，国际油价
将会重拾升势，石油危机不可避免。
科学家们预测，人类将会在2l世纪用尽埋藏在地下的全部油气资源，石油时代或将在2l世纪终结。
从这个角度看，21世纪石油危机可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和最长的石油危机，也将是最后一次石油
危机。
这样的预言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在危机真正爆发之前，必须采取有效的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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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石油市场风云突变！
全球金融危机与油价关系几何？
美元和石油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谁是国际油价上涨的幕后推手？
未来国际油价是否会重拾升势？
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走向何方？
石油是当今世界经济的血液，石油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
200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首次突破100美元，此后不断上涨，最高达
到了147美元。
但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际油价开始大幅度调整，回落到了60美元左右。
金融危机、油价动荡、粮食安全等问题错综复杂，形成了“3F危机”（Fuel，Food，Fmrce）。
本书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发生在21世纪初
的“3F危机”，分析了次贷危机引发油价动荡的原因和过程，揭示了石油和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预
测了未来国际油价的走势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探讨了我国21世纪的能源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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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球心跳随油价起伏　　新世纪油价石破天惊　　2008年1月2日，新年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当
中国人还沉浸在新年的美梦之中，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易大厅内，已经是人声鼎沸，报
价声、尖叫声不绝于耳。
当天一开盘，2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就一路飚升，98美元，99美元，99.53美元⋯⋯随着显示屏
上数字的闪烁变化，有的交易员手舞足蹈，有的则垂头丧气。
中午12点10分左右，交易所大屏幕突然显示：2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价格达到每桶100美元，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交易员们个个瞪大了眼睛，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的历史就创造出来了。
在不到一秒钟内，价格又回到了99.40美元。
　　后来经过调查，创造这项纪录的交易员名叫理查德·阿林斯（Richard Arens），他经营一家名
为ABS的经纪公司。
有人说，他创造这笔交易目的完全是为了史上留名，也有人说他是为了测试油价可承受的高度。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2008年1月2日12时10分，理查德·阿林斯以每桶100美元的价格从他的同事手
里购买了1000桶原油期货，1 000桶是纽商所规定的每笔交易最小单位。
随后他又以99.40美元的价格将这笔期货合同全部平仓。
这位交易员用600美元的损失换来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几十年后，他就可以对自己的子孙们说：“孩子们，国际油价在2008年1月2日首次突破100美元这件事
是我干的。
”　　有人对这种像是恶作剧的交易是否应当被确认为交易记录表示了疑义。
因为，这是一个交易员用从其同事手中买入1000桶原油而创造的，而这一手正好是原油期货交易最小
交易单位，而且全天就这一笔交易，停留时间不过1秒钟。
但是，市场毕竟是市场，交易所有它的交易规则，只要符合市场交易规则的交易，就应该认定为有效
交易，而不管交易的目的和交易的数量。
最终这笔交易还是被纽约商品交易所确认为有效的交易纪录。
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2月合约当13成交量为204 600手，每手为1 000桶原油，只有一手是在100美元
的价位上成交。
当天该合约收盘价为99.64美元/桶，上涨3.66美元。
　　实际上，2007年初开始，国际油价就屡创新高，2007年底时国际原油价格就已经突破了90美元，
达到了创纪录的每桶97美元，但是100美元毕竟是一个整数关口，因此，理查德·阿林斯的这次交易历
史意义重大。
当油价突破90美元之后，就有人看高到100美元，这也是分析师们通常的做法。
他们将这种分析方法同样用于股票、汇率等交易。
但是，这次原油价格上涨之快，在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就轻而易举地突破了100美元的心理关口，却让
人们始料不及。
　　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突破100美元心理关口，预示着2008年对于国际石油价格来说将是不平静的一
年。
实际上，理查德·阿林斯的交易纪录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就被一个又一个的新高纪录所打破。
2008年3月12日，国际原油价冲破了每桶110美元。
5月5日，纪录被刷新为每桶120.36美元。
仅仅过了半个月，5月2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轻松突破每桶230美元大
关，收于每桶133.17美元。
7月1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石油价格终于达到顶峰，每桶147.27美元的最高交易纪录。
一个令西方人痛彻心肺的老话题，重新被摆上了桌面。
　　尽管石油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一直被大材小用，而且这种应用还仅限于那
些容易获取的从地表渗出的石油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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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量使用石油也就是20世纪的事情，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
1859年美国人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打出的第一口油井，拉开了美国石油工业的序幕，也标志着现代
石油工业的开始。
随后在1900～1950年期间因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而迅速发展。
“二战”后的1949～1973年，迎来了石油工业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国际石油市场处于寡头垄断的状态，定价方案主要考虑的是总生产成本和边际生产成本。
尽管在1930—1934年期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油价暴跌，但是总的来说油价走势在当时是平稳的。
　　1973年，为了报复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庇护，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采
取了限产、提价和禁运的手段，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石油价格暴涨了3～4倍，从3.11美元/桶涨
至11.65美元/桶，造成西方国家普遍贸易赤字和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最终导致了战后资本主义世
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1978年，被西方国家孤立的伊朗再次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全球石油供给更加严重紧缺，国际油
价飞涨，从12.7美元/桶涨到32美元/桶，再次引发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出现了一定萎缩，而且非洲和前苏联等
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产量出现了迅速增长的态势，石油市场形成了一个供大于求的局面。
为了支撑国际油价，欧佩克实行限产保价政策，产量从1979年的3 100万桶/日降到1985年的1450万桶/日
。
再加上1983年纽约原油期货交易的产生，欧佩克几乎受到致命打击，定价权力大大降低。
油价应声下跌，从1985年11月的32美元/桶跌至1986年4月的10美元/桶。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遭受重创的欧佩克开始反省，重新采用了“定价限产”策略以图久计，但
是，此时它的影响力较以前已经大大下降。
由于石油期货韵推出以及相关衍生产品交易量的增大，华尔街在石油定价方面的影响力开始显现。
在世界经济稳步发展和石油需求逐步上升的情况下，石油价格还是出现了缓慢回暖的态势，形成了一
种形式上的均衡。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全球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高速增长，石油需求迅猛增长，
欧佩克得以借助其极具优势的边际生产能力，又重新夺回了对石油市场的掌控权。
　 　　进入21世纪，原油价格在海湾局势不稳、美国反恐战争以及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对
石油需求的拉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不断上扬。
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启动了22～28美元的价格调节机制，进一步占据了世界石油市场的主导地位。
之后，在新兴市场国家需求增长和美国反恐战争的持续推动下，油价不断呈阶梯式上涨。
其中，海湾地区战争导致的石油减产是油价短期暴涨的一个原因，而新兴国家几何级数增长的需求正
逐渐将市场推向供不应求的局面。
目前欧佩克的剩余产能已所剩无几，俄罗斯原油开采不易，而委内瑞拉、伊拉克和伊朗等重要产油国
政局持续动荡，这些因素全部成为华尔街投机商炒作的题材，在华尔街各路投资基金的助推下，国际
油价屡创新高。
　　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夜，国际油价维持在37美元/桶相对低位。
　　2004年9月，伊拉克战争引发紧张局势，国际油价突破50美元/桶。
　　2005年6月，国际油价突破60美元/桶。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墨西哥湾，国际油价一举突破70美元/桶。
　　2007年9月12日，由于市场担心美国原油库存减少以及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国际油价突破80
美元/桶。
　　2007年10月18日，国际原油价格突破90美元/桶。
　　2007年12月28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遇袭身亡，油价回升至97美元/桶。
　　2008年1月2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首次达到100美7元/桶。
　　2008年3月12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冲破110美元/桶。
　　2008年5月5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突破120美元/桶。
　　2008年5月2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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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6月26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突破每桶140美元。
　　2008年7月1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达到了每桶147.27美元，达到本轮石油价格上涨
的顶点。
　　2008年9月12日，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5个月来首次
盘中跌破每桶100美元。
　　2008年10月16日，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未来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
回落到每桶70美元。
　　新世纪已经过去的8年时间里石油价格的上涨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2
年1月的20美元/桶上涨到2005年9月的65美元/桶，这是一个持续上涨的阶段，中间也有几波的调整；第
二个阶段是从2005年9月的65美元/桶到2007年1月的54美元/桶，这是一个区间震荡的阶段，呈现回落一
上涨一再回落的走势；第三个阶段是从2007年1月的54美元/桶上涨到2008年7月的147美元/桶，除了中
间有一两个月的微幅调整，基本呈单边上扬走势；第四个阶段是从2008年7月开始，原油价格从147美
元迅速回调到70美元附近，并在70美元附近震荡。
　　石油价格缘何如此重要　　石油是一种黏稠的、黑棕色或绿色的液体，蕴藏在地壳表层。
最普遍的说法是，石油是古代生物遗骸经由很复杂的生物和化学作用转化而成的。
近年来，也有一些科学家提出了非生物成油的理论。
他们认为，在地壳内已经有许多的碳，这些碳自然地以碳氢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石油中的生物标志物
只是由居住在岩石中喜热的微生物，与石油形成过程并没有直接关系。
　　中华民族对石油的发现和利用早有记载，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利用石油的文明之一。
我国古人称之为“肥”、“石脂水”、“猛火油”、“石漆”等。
在我国最早提出“石油”一词的是公元977年北宋编著的《太平广记》。
正式命名为石油是根据我国北宋杰出的科学家沈括（1031～1095年）在所著《梦溪笔谈》中根据这种
油“生于水际砂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而命名的。
　　现代石油历史始于1846年，当时生活在加拿大大西洋省区的亚伯拉罕·季斯纳发明了从煤中提取
煤油的方法。
1852年波兰人依格纳茨·武卡谢维奇（Ignacy ukasiewicz）发明了使用更易获得的石油提取煤油的方法
。
1853年波兰南部克洛斯诺附近开辟了第一座现代的油矿。
这些发明很快就在全世界普及开来了。
1859年，美国上校艾德温·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钻出了世界上第一口用机器抽油的现代油井，标志着
现代石油工业的诞生。
1861年在巴库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炼油厂，为石油的广泛运用提供了可能。
　　19世纪石油工业的发展缓慢，提炼出来的石油主要是用来作为油灯的燃料。
洛克菲勒公司为了向中国推销煤油，曾经向中国农村免费赠送煤油灯。
可是好景不长，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石油业遇到了意外的打击，使石油失去了主要城市照明市
场，几乎到了无立足之地的境地。
20世纪20年代，石油业只能转向轮轴润滑油市场与家庭取暖炉用油市场苟延残喘。
紧接着又一意外事件发生了，以煤为能源的集中供热系统被研究开发出来，导致燃煤进入家庭取暖市
场，大量替代了石油产品，使石油业走向衰退，几乎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
　　20世纪初，随着内燃机的发明，石油的重要性开始突显，而英国的丘吉尔在石油的应用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1911年，36岁的丘吉尔任海军大臣之后，马上请出已退休的海军上将费希尔，丘吉尔从费希尔那里了
解到用石油作动力对海军发展的意义。
当时，英国拥有并控制着巨大的煤炭资源，而在石油资源方面英国则要受制于人。
费希尔与壳牌石油公司的马库斯·塞缪尔串通一气，反复向丘吉尔说明油比煤作军舰动力的优越性，
终于说服了丘吉尔。
丘吉尔决定全部以油替代煤作为舰船燃料，并制订了从1912—1914年加速发展海军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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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丘吉尔在英国下院提出了一个资助英波石油公司的提案，经过激烈辩论，英国议会通过了这
一议案，英波石油公司成为英国石油的主要供应商。
　　丘吉尔和费希尔劝说英国皇家用石油可谓是明智之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石油成为协约国获胜的重要因素，英国海军优于主要以煤为动力的德国海军。
在战争中，丘吉尔独具慧眼，不顾陆军高层领导的反对，鼎力相助新式战车的研制。
当1918年亚眠战役中，首次出现的以内燃机为动力的456辆坦克，大破德军防线时，引起德军将领震惊
。
德军鲁道夫将军事后形容：“那是德国陆军作战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被誉为“石油斗士”的丘吉尔后来体会到，协约国是在石油的海洋上漂向胜利的。
此后，石油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煤炭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燃料，但石油的消耗量增长迅速。
随着内燃机普遍运用于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交通工具，加上石油化工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使石
油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1973年能源危机和1979年能源危机爆发后，媒体开始注重对石油问题和石油价格的报道。
这也使人们意识到石油是一种有限的原料，最后会耗尽，人们必须寻求新的替代能源。
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找到比石油更方便、经济的能源。
　　石油最主要的用途之一是作为燃料，这占了石油用途的70％以上。
石油是提炼汽油、柴油、航空燃油、锅炉燃料的原料。
汽油是目前消耗量最大的品种，主要用作汽车、摩托车、快艇、直升飞机、农林用飞机的燃料。
如果没有飞机和轮船，我们要去一趟美国将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中国的商品也不可能销往全
球，经济全球化也无从谈起。
石油这种具有多种用途的宝藏被当作燃料烧掉实在可惜，但是截至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比石油更好
的交通能源。
　　　石油的第二个用途是制造润滑油剂、润滑脂、电器用油、防锈油、液压油，以及金属加工用的
淬火油、切削油等，保证各种交通工具、机械设备、家用电器能够运转如飞。
如果说这两类终端产品至少还“长得像”石油本身，那么石油在很多方面化身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
形态，成为了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的有机化工原料。
　　我们日常用的塑料制品、快餐餐盒，身上穿的合成纤维，以及洗涤用品、化肥、农药⋯⋯哪一样
都离不开石油。
就拿现代农业大棚栽培的蔬菜来说吧，每培育一根黄瓜就需要约60毫升石油。
如果没有石油，根本无法支撑我们今天的能源和资源的消耗。
一套年产8万吨的合成橡胶装置的产量相当于9万公顷橡胶园一年所得的橡胶产量；一座年产万吨的合
成纤维厂，相当于2万公顷棉田一年生产的棉花，或者是由250万只羊一年剪下的羊毛；一吨化肥可增
产粮食几百吨，解决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吃饭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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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能源资源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国会必须立法鼓励节约能源、推进科技发展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与此同时，国会必须立法，增加国内能源产量，降低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程度。
　　——美国总统布什　　我们必须制订出一整套措施计划，使我们能积极影响石油市场。
俄罗斯作为石油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对全球石油价格的形成不能坐视不理。
　　——俄罗斯总理普京　　由于需求不断增加，而供应持续偏紧，世界或将面临“第三次石油危机
”。
　　——英国首相布朗　　希望国际油价能够稳定在供求双方都能承受的水平上，即每桶70美元至90
美元之间。
如果国际油价继续处于每桶70美元以下，不排除欧佩克再次减产的可能。
　　——欧佩克轮值主席哈利勒　　过去，只有那些拥有仓库，能够大量储油者才能进行石油交易。
现在，金融市场上大量投资者与投机者的加入加速了石油市场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日益紧张的石油
供应。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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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油价巨幅波动看石油与金融的关系　　2008年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国际油价一举突破了每
桶100美元，随后快速攀升，7月11日，达到了每桶147.27美元的最高交易记录。
随后，国际油价进入调整，9月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油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回落到40
美元左右。
如此迅猛的涨幅和如此快速的回调，在世界石油历史上实属罕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008年国际油价如此动荡？
金融与石油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国际油价谁主沉浮》记录2008年国际油价起伏及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用全新的角度分析了造
成2008年国际油价动荡的原因，为读者理解和分析石油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作者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是造成2007年以来国际油价巨幅动荡
的重要原因。
2007年3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因债权人违约出现财务危机而宣布破产，标志着全球有史以来最
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正式爆发。
在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全球过多的流动性就投向了石油等大宗商品，他们希望在
大宗商品上进行最后一博，以对冲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
因此，从2007年以来，国际油价一路上涨，结节攀升，直到2008年7月，次贷危机又一次冲击波引发全
球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前夜，国际油价达到了创记录的147美元。
　　2008年9月15日，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次贷危机正式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
此次危机已经造成了多家著名金融机构破产或被收购，而美国最大的五家投行几乎全军覆没。
截止11月，全球因金融危机经损失高达27万亿美元。
投资于国际石油市场的金融机构也肯定在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然会抽回在国际石油期货上的投资，结果就造成了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石油
价格下跌。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石油需求将有所减少，短期内，国际油价有所回落也属必
然。
然而，由于各国央行不断地注资，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将再次导致流动性泛滥。
在炒作条件具备之后，石油价格将再次走上上行通道。
　　《国际油价谁主沉浮》认为，随着国际石油期货的蓬勃发展，石油金融化趋势非常明显。
据估计，近几年流入全球主要石油期货市场的资金高达上万亿美元。
金融行业大规模介入石油市场，使石油由一种单纯的套期保值工具发展成为新兴的金融投资载体。
近几年，仅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交易商平均每日的合约数就达全球日石油需求的几倍。
期货交易量远远高于现货需求量，中间的持仓者自然就是获利套现者。
据统计，近几年投资者在期货市场投资石油的获利率持续超过其他商品。
期货市场的杠杆效应、获利套现者买空卖空机制，以及国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共同导演了石油期货
交易市场惊涛拍岸的宏大场面，使得石油市场金融化特征愈加明显。
　　《国际油价谁主沉浮》的作者长期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他们用金融和经济的视角，首次向读者展
示了2007年以来国际油价随次贷危机演化的涨跌过程，阐述国际油价动荡给人类经济社会带来的深远
影响，揭示了石油与金融之间鲜为人知的玄机。
看的出来，作者阅读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金融和经济视角是本书的特色，在介绍国际油价动现象的同时，本书还分析了影响过油价涨跌的因素
，并提出了解决石油问题的政策建议。
希望本书能唤起人们对全球石油能源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同时为关心国际油价和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
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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