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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七姐妹”到超级巨头——纪念世界石油工业诞生150年    石油巨头（oil major），指的是20世纪50
—60年代垄断整个资本主义石油工业的七家大国际石油公司（inte rnatio rlal 0.l Company），号称“石
油七姐妹”。
它们是美国的埃克森（Exxon，原名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集团（Royal
Dutch／Shell G roup 0f Corrlparl。
les）、英国石油公司（BP，B ritish Petroletjm Ltd．）、美国的美孚（Mobil，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美
国的德士古（Texaco，原名得克萨斯公司）、美国的雪佛龙（Crlevron，原名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
），以及美国的海湾石油公司（Gulf Petroleum Corp）。
为什么称它们为“巨头”？
巨者大也。
1 980年，资本主义世界最大500家企业中，它们全部进入了前10家。
之所以称为“巨头”，还因为它们的触角遍及全世界，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工业——从勘
探开采、油气储运到炼油销售。
在60年代，世界上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北美洲（美国、加拿大）以外，几乎所有的大型油气田都是它
们的；几乎所有的油气管道都是它们的；绝大部分的炼油销售能力也掌握在它们手中；油品市场上几
乎全是它们的加油站。
    其实，再往前推，19世纪80年代形成的以洛克菲勒为首的美国标准石油托拉斯（公司），才是世界
石油界第一个，也是第一代石油巨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80年代主要发生在美国的石油企业兼并高潮中，“石油七姐妹”中的“小妹妹”海湾石油公司被它的
“姐姐”雪佛龙兼并。
一批大中型石油公司重新组合。
90年代末、21世纪初世界范围的大兼并热潮中，“老大老二”——埃克森与美孚合并成埃克森美孚。
英国石油公司（BP）兼并了多家大中型石油企业，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独立石油公司阿莫科（Amoco
，原名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和阿科（ArCO，大西洋富田公司）。
壳牌继续壮大。
法国的两家国有石油公司道达尔（T0taI）和埃尔夫（Elf）合并，还兼并了比利时的菲纳（Fina），成
为新的千亿级大公司道达尔。
美国的两大独立石油公司大陆石油和菲利普斯合并成康菲石油公司（Corl000一P}lillips）。
这六家新的特大国际石油公司的年营业额均在1000亿美元以上，比它们下面的其他公司大了一大截，
其中最大的埃尼（ENI）、雷普索尔（Reps01）年营业额只有500亿一600亿美元。
因而称它们为超级石油巨头（super oil maiors）便顺理成章了。
    这六个超级石油巨头，前4个是由原“石油七姐妹”重组、演化而来的，后两家则是近十年资产重组
的产物。
这种重组，即兼并组合的进程，至今仍在继续。
此外。
一些产油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也在继续其上下游一体化、国际化的进程，其中有几家也可能在今后若干
年发展壮大成新的巨头，乃至超级巨头。
    这些巨头和超级巨头成为世界石油工业的核心和骨干。
世界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有如今这么大的影响力，它们功不可没。
在今后世界石油工业的发展进程中，它们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石油七姐妹”即七大石油公司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一阶段。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的石油溪旁诞生了美国的，也是世界的近代石油工业。
1870年出现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Company），不到20年，标准石油公司成为美国第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油巨头（上）>>

一家行业垄断性的石油托拉斯——标准石油托拉斯，也是世界第一个石油巨头。
19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80％，而标准石油托拉斯（公司）则控制
着美国30％的石油产量、80％以上的原油管道运输、85％以上的石油炼制和油品的生产、出口。
它在美国本土各州建立了地区性子公司。
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当初就是标准托拉斯（公司）在新泽西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子公司。
    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引起了政界、媒体界的不满，19世纪90年代起，对它的诉讼不断。
1911年在罗斯福总统主持下，最高法院裁决标准石油公司解体为各自独立经营的企业，昔日它的34家
地区性的、专业性的子公司独立。
    分离出来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继承了标准石油公司一半的资产，仍然是美国第一大石油公司。
它下游（炼制和销售）很强，上游（勘探和开采）很弱。
20世纪20～30年代，它先后兼并了卡特石油公司和汉伯尔（Humble）石油公司，把它们改为自己的上
游子公司，掌握了得克萨斯州等地相当数量的石油资产。
与此同时，向北买下了加拿大第一大石油公司帝国石油60％的股权：向南进入墨西哥和委内瑞拉。
尤其是1932年，购买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Amoco）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大量石油资产。
这样，到30年代后期，新泽西公司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石油炼制商、第一大油品销售商（它的营销网络
遍及西欧、东南亚、北美），而且成为一大原油生产商，确立了它在“七姐妹”中的老大地位。
    “标准大家庭”独立出来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和真空石油公司不久实现了合并，它们都是有“上”
无“下”的石油公司。
20~2,20年代，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收购了当时美国一家勘探公司——马格诺利亚，形成了上下游一体化
。
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本来是洛克菲勒石油托拉斯开拓海外市场的专业子公司，它的灯用煤油很早就进入
了中国市场，品牌为“美孚”。
它的最大优势在下游，早就在欧洲、亚洲建立起销售网络体系。
真空石油公司的专长是润滑油。
    同是标准石油公司中分离出来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SocaJ），原本是标准家族在加利福尼亚
州的地区性公司，是上下游一体化的公司。
它的优势在上游，1919年它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上游公司之一，其产量占全美的26％。
    另外两家美国的巨头公司“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南部的纺锤顶（SpindietoP）油田。
1901年，这里的高产井喷出万吨油流，一下子涌现出上百家石油公司，其中只有得克萨斯州本地资本
，并且得到政界支持的得克萨斯公司（即后来的德士古）和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顶住了标准石
油公司的压力，成长起来，依托得克萨斯州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大量油气发现，成为有实力向海外发展
的两家美国石油公司。
    壳牌集团在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当时是荷属殖民地一东印度群岛）起家。
它的母公司有两家：一家是皇家荷兰石油公司，1886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找到并开发印尼第一个油
田，建立起印尼第一座炼油厂、第一条输油管线、第一座码头；另一家母公司是英国的壳牌运输贸易
公司，靠运输、销售俄国巴库石油起家。
1896年在婆罗洲找到一个油田，建了一座炼油厂，在远东有庞大的石油运销体系。
1907年，这两家公司合并，组成皇家荷兰壳牌集团。
20世纪20年代初，它兼并了墨西哥之鹰石油公司，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墨西哥的第一大石油公
司；它在委内瑞拉取得大量石油租借地，20年代在马拉开波湖以东发现了大油田，成为委内瑞拉（30
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第一大石油公司。
与此同时，它进入罗马尼亚（当时欧洲第一大产油国）和美国（当时美国产量占世界产量一半多）。
成为国际化的上下游一体化的跨国石油巨头。
    英国石油公司发迹于伊朗。
它是在中东找油的第一家。
考虑到中东石油的战略地位，英国政府在其中投资，控股40％。
它随着中东（尤其是伊朗）石油工业的发展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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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世纪20年代，这七家大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互相竞争，20年代中期发生了大规模的价格战，终
以惨败收场。
    第二阶段，“七姐妹”在世界各主要产油国（尤其是中东），互相勾结、“联姻”，结成广泛的、
多层次的关系网，结成了共存共荣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石油市场的卡特尔。
    1928年，在美国政府“门户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英国政府被迫“开放”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资源
，改组土耳其石油公司为伊拉克石油公司。
由两大美国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与美孚（开始时还有海湾等公司）组成的近东开发公司
、法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各持有23．75％权益。
这是英美石油公司首次在一个产油国家联手投资，共享资源。
竞争者在这里成了合伙人。
根据它们的秘密协定（“红线协定”），在原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范围内，各公司不得独自去开发。
后来，这五家共有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取得了在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主要是阿布扎
比酋长国）的独家经营权，从而这五家又共享卡塔尔、阿联酋的石油资源。
    1932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巴林找到了油，并且获得了沙特阿拉伯一片租借地。
它把得克萨斯公司拉进来，组成对半共享的合资公司——美国阿拉伯公司。
1948年，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争斗，美国另两个巨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孚撕毁了“红线协定”
，加入沙特阿拉伯的开发。
控制了沙特阿拉伯石油资源的阿美石油公司（Aramco）成为它们四家共有的子公司。
    1934年，美国海湾石油公司与英波石油公司联手，取得覆盖科威特全境的石油租借地，组成对半合
营的科威特石油公司（KOC）。
    1954年，美英政府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主张国有化的摩萨台政府，取代    英国石油公司“一统天
下”的是美欧石油公司集团——伊朗石油参股者财团。
给英国石油公司保留40％股权和作业者，壳牌获14％，五大美国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加利
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美孚及海湾各得7％，另外9家美国小公司共享5％。
伊朗保留了“国家所有”的空壳。
    除了在上述中东地区的勾结之外，1933年，壳牌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达成协议，按50：50合资，
组成壳牌一埃索（Shell Esso）公司，在欧洲开展上游活动。
1938年，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同德士古把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石油资产合并，组成加德士（Caltex）公
司。
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则与美孚联手，把在印尼的资产合并，组成斯坦维克（Starwac）公司。
为了共同开发尼日利亚资源，Shell与BP组成Shell-BP公司。
在拉美的委内瑞拉，海湾石油公司把它的子公司梅因格兰德公司的一半股权让给了那里的主要对手新
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
    这样，到20世纪50年代，这七大石油公司就已经编织起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结成了“联姻”式、
共为母公司的亲缘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皆荣、一损皆损、共存共荣的利益共同体，
一个实实在在的卡特尔。
    这个卡特尔的“奠基式”，是1928年由壳牌领导人发起的阿克纳卡里会谈——Shell、BP、新泽西标
准石油公司三家，达成了瓜分世界市场的阿克纳卡里协定，并且就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商定了一个“
法则”——以美国得克萨斯海湾出口原油的价格加运费为基准。
这是一个有利于七大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东找油的规则，任何时候都将保证成本高的美
国原油生产商有利可图；而控制了拉美、中东丰富石油资源的各公司由于成本低将更为获利。
随后，“七姐妹”的其他四家都参加了阿克纳卡里协定。
    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是“七姐妹”快速发展的时期。
它们迅速壮大成为实实在在的巨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七姐妹”在中东发现了几个大油田，没有来得及开发。
中东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50年代前后开始的。
    伊朗于1928—1938年间相继发现了加奇萨兰和阿贾加里两个特大油田，都在战后正式投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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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和1963年又发现阿瓦士和马荣两个特大油田。
由此，伊朗石油产量不断攀升，1943年为1009万吨，1950年达到3226万吨，1963年产量达到5349万吨
，1970年为10545万吨，1974年超过3亿吨。
    伊拉克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是基尔库克，战后才全面开发。
1953年和1961年先后发现鲁迈拉和北鲁迈拉两个特大油田，以及一批亿吨级（可采储量）大型油田。
战前最高年产约400万吨，1952年突破千万吨，1954年跃上3000万吨，1963年突破5000万吨，1971年达
到8327万吨。
    阿联酋1958年发现乌姆谢夫大油田，1964年发现扎库姆特大油田，另有一批亿吨级大油田。
1959年开始产油，1968年产油2400万吨，1971年达到5000万吨。
    沙特阿拉伯1938—1972年相继发现可采储量亿吨以上的大油田17个，其中10亿吨以上的特大油EQ7”
个，特别是加瓦尔油田，同科威特大布尔干油田一样，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可采储量超过100亿吨。
1945年产量只有288万吨，1950年2665万吨，1960年达5000万吨，1965年突破1亿吨，1970年已接近2亿吨
。
    整个中东，1945年的石油产量为2565万吨，1950年达到8600万吨，1955年1．6亿吨，1960年2．6亿吨
，1965年4亿吨，1970年高达6．87亿吨。
    中东油田的特点是：储量大、油层厚，单井产量高。
在美国平均单井日产量为12桶（1．64吨）。
在委内瑞拉，平均单井日产量为225桶（30．8吨）；而在中东，平均单井日产量是5000桶（685吨）。
    1953年，来自中东的利润，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德士古都是11。
750万美元，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是6550万美元，海湾石油公司‘7600万美元，纽约标准石油公司3559
万美元。
    1957年，取自伊朗的利润，BP为8970万美元，壳牌是2660万美元，新泽西标准等5家美国石油公司
各1520万美元。
    1948—1954年的7年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从亚洲（主要是中东）获取了6．45亿美元利润。
其中，1954年一年中，它拿到利润1．17亿美元，而它在亚洲的投资总共只有1300万美元。
同一时期，它在亚洲的资产积累达3．85亿美元，每投入一美元，可以积累29．61美元。
    七大石油公司的实力增加之快由此可见一斑。
1972年，在世界最大公司当中的排名，按资产额，“七姐妹”都在前11名以内，其中新泽西标准石油
公司排第一，壳牌排第二，资产额分别为215．58亿美元和200．67亿美元。
按营业额排名，它们全在前15名以内，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壳牌分别位居第二、第四，各为203
．975亿美元和140．6亿美元。
其余“五姐妹”第三至第七位的排序依次是德士古、海湾、美孚、英国石油、雪佛龙。
其中“老七”雪佛龙的资产为84．84亿美元，营业额为57．11亿美元。
    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七姐妹”巨头体系瓦解。
    这时期发生了几次“大地震”，对“七姐妹”构成了强烈冲击。
第一次冲击是，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到1972年加拉加斯会议。
欧佩克成员国第一次如此紧密地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同“七姐妹”为首的外国石油公司斗争，维护
原油的标价，提高税率，增加利润分享。
    20世纪50年代，中东连续发现特大油田，产量增长很快。
此时，苏联由于开发“第二巴库”，也把大量原油投放在西方市场，石油市场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
意大利在发达国家中率先从苏联大量进口原油。
50年代末，出现了市价低于标价的情况。
1959年，英国石油公司率先单方面把标价压下来，“七姐妹”立即跟进。
1960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再一次压低标价，“七姐妹”又一次跟进。
标价直接关系东道国的收入，“七姐妹”事先不同产油国商量，我行我素，激怒了产油国。
在民族主义思潮支持下，54”主要产油国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委内瑞拉发起组成了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此后，欧佩克成员国发展到1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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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的团结、斗争迫使“七姐妹”卡特尔不得不把标价恢复到第二次压价前的水平。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前后，中东产油国共同斗争，迫使各国石油公司普遍接受委内瑞拉的五五分
成原则，原先，石油公司的利润，大体上产油国政府同公司是“三七开”，成员国得到30％，现在改
为一半对一半，成员国可以拿N50％。
    1969年，利比亚发生革命。
卡扎菲政府率先向国际公司发动攻势，要求提高标价，增加税率。
它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迫使在利比亚的23家外国公司先后都接受了条件，即标价每桶提
高50美分，税率提高5％，政府同公司的利润分成改为55：45。
    担心利比亚的做法会引起“多米诺效应”，“七姐妹”把在中东的23家外国公司组织成“联合阵线
”，共同对抗欧佩克成员国，国际公司形成一个集团来同欧佩克谈判，不单独同成员国政府谈，各家
公司也不单独与产油国谈。
哪家公司被产油国减产乃至停产，其他公司向它提供原油。
但是，这一策略完全失败，欧佩克加拉加斯会议推广利比亚的经验。
海湾产油国首先迫使国际公司方面在《德黑兰协议》上签字；利比亚等5个地中海原油出口国又迫使
公司方面接受《黎波里协议》。
标价上去了，税率上去了。
“七姐妹”控制石油价格的特权被剥夺了，在各产油国的控制地位被动摇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石油租
借权完蛋了。
    第二轮冲击波是国有化。
这是带根本性的“革命”。
欧佩克国家采取了一步走接管和分步走参股两种方式。
    1972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臣亚马尼率领海湾国家石油部长同相关石油公司在纽约签订参
股总协议。
从1973年1月1日起，各产油国在相关石油公司中参股25％，稳定5年，1979—1982年，每年增加参股5％
，1983年增加6％，达到51％，标志着产油国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
然后保持到租借权期满（约1990—2000年）。
事实上，各国都加快了进度。
科威特首先提前到1974年1月1日参股60％，1975年取得科威特石油公司100％股权。
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如法炮制。
    伊朗1973年让国际参股财团立即把经营管理权归还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完成了国有化。
    伊拉克于1972年接管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所有权，1973年取得巴士拉石油公司（伊拉克石油公司在
南部的子公司）的60％股权。
    在此之前，阿尔及利亚首先发难，利比亚立即行动，分别接收或参股60％。
    委内瑞拉于1976年1月1日起，接收全部20多家外国石油公司的石油资产。
    这样，到1976年初，欧佩克成员国完成或基本完成了石油工业国有化。
    国有化对“七姐妹”的打击十分沉重。
第一，几十年来高额利润来源的基础租借权合同全部作废，租借权这种殖民主义性质的控制权从此消
失。
第二，“七姐妹”的上游资产大部分损失。
除了在美国、加拿大的不受影响外，凡在发展中国家的上游资产——巨大的油气储量、产量很高的油
田，连同管道、储油实施、自用炼油厂、码头，统统被东道国收走。
第三，一批产油国的国家石油公司走上舞台，进入世界石油市场。
它们拥有大量油气储量、巨大的原油生产能力、少量炼油能力；占有本国油品市场（或成为本国市场
的主体）。
“七姐妹”在世界石油工业中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
第四，“七姐妹”之间由于拥有租让权、股权而形成的血缘性的关系被打破了，它们不再是不可侵犯
的“巨无霸”，它们之间共生共荣关系转为以竞争为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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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七姐妹”同产油国的关系，不再是带有宗主国色彩的特权关系，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掠夺产油
国的石油、天然气；取而代之的是同产油国国家石油公司通过产量分成合同或服务合同进行平等、互
利合作的关系。
国际石油公司从产油国国家石油公司得到原油供应，向产油国提供资本、人才、技术帮助。
    以1980年同1972年比较，“七姐妹”拥有的原油可采储量从2844亿桶（398．6亿吨）减少到274亿桶
（37．5亿吨），减少了90％；在资本主义世界可采储量中的比重从50％减少到5％；它们所掌握的原
油供应量，从平均每天3035万桶（415．8万吨）减少到2043万桶（279．86万吨），减少了32．7％；它
们掌握的原油产量，由平均每天2772万桶（379．7万吨）减少到824．万桶（112．87万吨），减少70％
。
    不过，由于油价大大提高，“七姐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营业额和利润却大大增加了。
    从营业额说，1980年是“七姐妹”的高峰年。
在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公司中，按销售额排序，它们占了前1、2、3、5、6、7、10位。
它们的排序先后是：埃克森、壳牌、美孚、德士古、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海湾。
埃克森的销售额独领风骚，突破1000亿美元，高达1031．4亿美元；“小妹妹”海湾公司为264．83亿
美元。
按资产总额排序，依次是壳牌（685．19亿美元）、埃克森（565．7亿美元）、BP（423．78亿美元）
、美孚（327．05亿美元）、德士古（264．3亿美元）、雪佛龙（221．62亿美元）、海湾（186．38亿
美元）。
按利润排序，名列第一、第二位的是埃克森（56．5亿美元）和壳牌（51．74亿美元），接下来是BP
（33．37亿美元）、美孚（32．72亿美元），、德士古（26．43亿美元）、雪佛龙（24．01亿美元）和
海湾（19．15亿美元）。
“七姐妹”中，美国占5家，欧洲有2家，美国资本的优势明显。
    从1981年到90年代后期。
对于大国际石油公司是动荡的岁月，是调整结构、资产重组的年代。
这一时期，包括80年代前中期，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头两年这样三个阶段
。
    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石油市场发生了重要变化——石油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70年代油价的大幅度上升，对石油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另外，高油价刺激了世界各地的勘探和开采
，欧洲北海和美国阿拉斯加的石油生产逐步进入高峰，非欧佩克国家的产量上升较快，世界形成供大
于求局面，油价趋于疲软。
1981年3月油价由每桶43美元高峰下落到29美元。
石油公司的销售额下降，利润也随之减少。
同时，成本却在上升。
它们加工的原油大部分来自市场供应，往日租借地上低成本开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70年代得以接替供应的阿拉斯加和北海的原油，生产成本要高得多。
    总之，80年代前期，对于国际石油公司是难过的年月，1980-一1985年，七大石油公司的储量变化不
大，原油供应量下降37％，原油加工量减少25％，石油产品销售量下降12％，利润减少达44％。
    在这种情况下，七巨头纷纷调整经营战略，采取紧缩措施。
    海湾石油公司做出决策，放弃国外业务，收缩回美国。
1982—1984年，他把在欧洲的下游业务，包括炼油厂、加油站统统卖掉。
    雪佛龙1983年宣布放弃在西欧的下游业务，以加强在美国的业务。
    埃克森、美孚卖掉他们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现金购入的大量非油业务，停止在加拿大的大规模油砂
开发项目和科罗拉多的页岩油开发项目。
    各公司普遍压缩炼油能力，关停低效高耗的小炼油厂和老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1985年与1980年相比，“七姐妹”中的美国5家，其炼油总能力减少了27％，从平均每天1605万桶（219
．86万吨）减少到1175万桶（160．96万吨）。
    与此同时，形成了石油公司兼并重组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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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乘机“吃”进小公司。
    首先是美国壳牌石油公司以36．5亿美元并购了美国的贝尔里奇公司。
接着，德士古兼并了盖蒂；美孚兼并苏必利尔；英荷壳牌把美国壳牌变成了全资子公司；雪佛龙兼并
了海湾。
使“七姐妹”成了“六姐妹”。
    1986—1998年13年间，世界发生了三次新的危机，但不同于1973年和1979年那两次油价猛涨的危机，
石油消费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触发或加剧了经济危机，而大国际石油公司却乘机大发其财。
1986年、1992年、1997年三次都是油价猛跌的危机，所有石油公司都深受其害。
    1 986年西方世界发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油价战。
发起者是欧佩克中沙特阿拉伯等主要大产油国，原因是多年来为了稳定世界石油市场供应，欧佩克一
直在限产保价，而非欧佩克国家却一直在拼命生产，结果是欧佩克国家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
1956年，它们改变了方针，转而削价保额。
结果世界市场石油泛滥，油价一度降到每桶8美元（1986年8月），七大公司（美国的阿莫科取代海湾
）1986年上游利润比1985年猛降51．9％，营业利润下降13．1％。
    这场危机并非真是世界消费萎缩，而是供大于求。
因此，一旦油价战停止，油价重新回升。
    1992年才是国际石油公司营业额状况空前恶化的一年。
1992年同1991年相比，七大石油公司的利润下降18．8％。
这场危机起因于1990年中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石油需求大幅度下降，而石油生产能力一直在增加，造成了供过于求的局面。
这次危机比1986年那次严重，在于那一次危机影响的是上游；这次却是上下游，连同化工，全都陷入
不景气。
    1992年与1991年相比，大国际石油公司的利润：埃克森从56亿美元降到48亿美元，下降14．8％；美
孚从19．2亿美元降到8．6亿美元，下降55．2％；德士古从13亿美元降到7亿美元，减少45％；BP则出
现几十年来未有的艰难局面。
从赢利8亿美元变成亏损4．6亿美元，以致上任不久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霍顿引咎辞职；壳牌
从1990年66亿美元降到44亿美元。
    六大巨头中，唯有雪佛龙一枝独秀，1992年的利润为22．1亿美元，比上年的15．6亿美元增长20．9
％，而且保持了大石油公司中投资回报率最高（15％）的地位，原因是它在1992年初及时分析了形势
，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对策。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波及韩国、日本，1998年进一步扩大到俄罗斯、拉美
乃至美国和欧洲，而欧佩克做出错误判断，于1997年11月决定把生产限额提高200万桶／日（1亿吨／
年）。
供过于求的局面使得油价又一次大幅度下降，12月降到每桶10．56美元，剔除物价因素，已跌到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的水平。
    这次油价大跌，在石油业界引起了大震动。
应对这种形势，各大石油公司采取了大踏步的资产重组，实行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例如，1996年，壳牌会同世界另一家世界最大的独立石油公司阿莫科，把它们在美国西南部帕尔缅
（二叠系）盆地的油田资产合并，组成阿尔多拉能源公司，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BP与美孚合并它们在欧洲的下游业务，覆盖欧洲43个国家，资产达50多亿美元，销售额近2亿美元。
70％股权属于BP，两家的燃料油业务由BP经营，用BP品牌；30％股份属于美孚，经营两家的润滑油业
务，用美孚商标。
    德士古、Star与美国壳牌公司组成美国最大的下游联合公司，资产超过100亿美元。
    大陆石油公司与菲利普斯公司联合它们在美国的炼油、销售和储运业务，成为美国第六大炼油商，
炼油能力达到3850万吨／年，加油站有12000家。
    壳牌与埃克森把它们在全球的添加剂业务合并起来，成为世界第三大添加剂供应商，市场份额达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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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是公司的兼并。
这一次兼并风潮，超过了国界，跨越了大西洋，而且欧洲资本居优势地位。
    1998年，英国石油公司兼并了美国的阿莫科（“七姐妹”以外世界最大的独立石油公司），接着
于1999年又兼并了美国另一家大独立石油公司——世界500强之一的阿科。
    1998年12月，美国最大两家石油公司合并，原“七姐妹”中的埃克森同美孚合并成埃克森美孚公司
。
    同一年，法国道达尔先后合并比利时的菲纳和本国的姐妹公司埃尔夫。
    2000年，原“七姐妹”中的两姐妹——美国的雪佛龙同德士古合并，组成新的雪佛龙公司。
    2002年，美国的两大独立石油公司大陆石油公司（1996年脱离杜邦公司）同菲利普斯合并组成康菲
公司。
    这样，2003年世界石油工业形成了新格局。
按销售收入计，埃克森美孚、BP、壳牌三家都超过2000亿美元，分别达到2370亿美元、2326亿美元
、2689亿美元；雪佛龙、道达尔、康菲三家超过1000亿美元，分别是1200亿美元、1182亿美元、1051亿
美元。
这六家国际石油公司被称为六个超级石油巨头。
它们比“第二层次”的大石油公司大出一大截。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的“石油七姐妹”中美国资本5家，欧洲2家；现在的六大超级巨头中，美国
、欧洲各3家，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石油工业进入了又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新的六大巨头的日子不会轻松
。
    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代表的工业发达国家，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对石
油的依赖大为减少，经济增长速度平缓（1％～3％）。
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
全世界节能降耗呼声很高，这些新兴国家也不会重走高能耗的发展道路。
因此，世界石油需求不大可能有大幅度增长。
    国际石油公司面对国家石油公司的严重挑战。
全世界已经有上百家国家石油公司，其中包括主要石油生产国的国家石油公司。
它们拥有’70％以上的储量和产量，它们正在大力发展炼油、石化业和油品销售业。
它们中的一部分正在国际化，挤占超级巨头的“地盘”。
这些国际石油公司为了取得原油供应，不得不同它们合作，而合作条件越来越苛刻。
首先，产油国要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实现对资源开发的控制权，体现主权，有的国家把这称为新的“国
有化”，外国公司参与，所持股份要求达到51％～60％。
其次，往往实行风险勘探，找不到油气，勘探的损失全由国际公司承担；找到了油田，产量搞分成。
再次，利润分成大幅度向产油国倾斜，产油国通过矿区使用费、所得税等拿走80％以上。
对于高油价下的超额利润，产油国通过征收特别税拿走大部分。
    即便这样，竞争仍然激烈。
除了六大超级巨头，发达国家（尤其美国）还有一批大、中、小石油公司来参与竞争。
其中，有实力单独向产油国投标、中标，乃至当作业者的公司不多，但参股勘探开发项目的不少，反
正都在抢分“蛋糕”。
还有一些国家石油公司，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石油公司，资本、技术、人才方面已经
有了一定优势，加上它们的国家政府同产油国政府有较好的关系，也在参与资源开采的竞争，而且它
们比国际石油公司更具活力，更易于中标。
中国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俄罗斯的Gazp rom、Roslleft，印度的ONGC，马来西亚的Pet
ronas，巴西的Petrobras，还有越南、泰国等国的国家石油公司，都加入了这个行列。
    因此，国际石油公司要生存和发展，第一，要硬着头皮同产油国国家石油公司合作，接受苛刻条件
，有总比没有好；第二，到发达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去勘探、开发；第三，花钱买储量，向专业化的勘探公司买新增储量，向别的公司买它们认为不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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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储量（例如，在某地区孤零零的一个油田，或油田的一部分股份）；第四，向资金和技术密集的
方向投资，如深水海区、天然气开发利用（液化和气一液转化）、非常规油气资源（例如，重油和油
砂、煤层气）的开发等；第五，向替代能源，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核能、风能、生物质能
的开发利用发展，成为多元化的能源公司。
    不过，超级石油巨头虽然不如当年“七姐妹”那么不可一世，但发展壮大的趋势还在继续。
第一，它们有巨大的财力。
上面讲到，它们的营业额上千亿美元，资产额上千亿美元，每年上百亿美元投资。
第二。
它们有人才，有知识积累。
特别是有一批善于经营管理的人才，毕竟它们已经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经风雨、见世面，搞了几十年乃
至上百年。
第三，它们有技术、有经验。
虽然专业技术服务不是它们的，设备制造不是它们的，但它们在世界各地的丰富实践，使它们形成了
高能力、高效率的团队，善于把世界各地、各企业最佳的技术、设备、器材组合到石油勘探、开发项
目里来，以较短的时间、较低的造价拿下项目。
这三方面，大多数国家石油公司、中小独立公司是不具备或不充足的。
即便是中国石油、Gazprom、Petrobras这些实力相当雄厚、人才济济、技术有特色的国家石油公司，
总体上也不能完全同它们匹敌。
    超级巨头的更大优势在下游。
这是它们难以替代的长期优势。
2006年世界炼油能力超亿吨的公司中，六大巨头分别列第1、2、6、7、8、12位。
第一位的埃克森美孚，炼油能力高达3．18亿吨／年。
第二位的英荷壳牌集团达2．02亿吨，遥遥领先于其他公司。
而且，它们的优势更体现在质量上。
它们的深加工能力大，油品收率高，重质油转化程度高，油品质量好。
世界上炼油领域的大多数先进工艺技术也都是它们的。
不断降低油品燃烧后的污染物排放，更多地加工利用更重质的原油，是世界炼油业的发展趋势。
它们在这些方面将继续扮演领军的角色。
通过投资（参股或合营）和技术合作，它们正在“新兴工业国家”扩大地盘，加强炼油和基础化工，
使之成为赢利的来源。
    油品销售方面，它们开拓世界市场已经历了七八十年乃至百余年。
它们的销售体系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2006年，油品销售量的前六名全由它们包揽。
第一名的埃克森美孚，年销售量高达3．3亿吨；第六名的康菲公司也达1．58亿吨。
近几年，它们正在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大力拓展业务。
随着一批这类国家开放市场，它们必将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十年内，这个优势不会动摇。
虽然近年来它们纷纷出售加油站，从自营零售为主转向以代销店为主，它们将仍然是油品销售的主力
。
    总之，竞争将更加激烈。
一方面，国际石油公司的兼并重组不会停息。
有多家公司在瞄准超级巨头的方向努力，例如，西班牙的雷普索尔、意大利的埃尼，近年内，有可能
通过兼并组合成新的超级巨头。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若干家有实力的国家石油公司，如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Gazpf’0m和石油
公司Ros rleft，巴西石油公司Petrob ras等，正在加紧国际化步伐，成为国有巨头公司。
此外，还有众多的中小石油公司存在，努力挤占一定的市场份额。
    有一点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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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家石油超级巨头正在，还将继续在世界石油工业领域里、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发挥骨干作用。
但是老的一套不行了。
合作正在成为主流。
不仅是国际公司与国际公司的合作，更重要的是与国家石油公司的合作。
    合作的基础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有两种合作值得注意：德士古拿出它在美国东部的炼油厂和销售体系，沙特阿美公司出资和提供原油
供应，组成星辰企业。
这是国际大公司用下游的优势同产油国国家公司的下游优势相结合。
中国福建省同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合作的炼油化工项目，是石油进口国用市场、国际石油公司拿技
术、产油国国家公司用资源三大优势的结合。
    中国三家国有大公司在国际化道路上必须同它们共处、同它们竞争、同它们合作。
界炼油能力超亿吨的公司中，六大巨头分别列第1、2、6、7、8、12位。
第一位的埃克森美孚，炼油能力高达3．18亿吨／年。
第二位的英荷壳牌集团达2．02亿吨，遥遥领先于其他公司。
而且，它们的优势更体现在质量上。
它们的深加工能力大，油品收率高，重质油转化程度高，油品质量好。
世界上炼油领域的大多数先进工艺技术也都是它们的。
不断降低油品燃烧后的污染物排放，更多地加工利用更重质的原油，是世界炼油业的发展趋势。
它们在这些方面将继续扮演领军的角色。
通过投资（参股或合营）和技术合作，它们正在“新兴工业国家”扩大地盘，加强炼油和基础化工，
使之成为赢利的来源。
    油品销售方面，它们开拓世界市场已经历了七八十年乃至百余年。
它们的销售体系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2006年，油品销售量的前六名全由它们包揽。
第一名的埃克森美孚，年销售量高达3．3亿吨；第六名的康菲公司也达1．58亿吨。
近几年，它们正在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大力拓展业务。
随着一批这类国家开放市场，它们必将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十年内，这个优势不会动摇。
虽然近年来它们纷纷出售加油站，从自营零售为主转向以代销店为主，它们将仍然是油品销售的主力
。
    总之，竞争将更加激烈。
一方面，国际石油公司的兼并重组不会停息。
有多家公司在瞄准超级巨头的方向努力，例如，西班牙的雷普索尔、意大利的埃尼，近年内，有可能
通过兼并组合成新的超级巨头。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若干家有实力的国家石油公司，如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Gazpf 0m和石油公
司Ros rleft，巴西石油公司Petrob ras等，正在加紧国际化步伐，成为国有巨头公司。
此外，还有众多的中小石油公司存在，努力挤占一定的市场份额。
    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六家石油超级巨头正在，还将继续在世界石油工业领域里、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发挥骨干作用。
但是老的一套不行了。
合作正在成为主流。
不仅是国际公司与国际公司的合作，更重要的是与国家石油公司的合作。
    合作的基础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有两种合作值得注意：德士古拿出它在美国东部的炼油厂和销售体系，沙特阿美公司出资和提供原油
供应，组成星辰企业。
这是国际大公司用下游的优势同产油国国家公司的下游优势相结合。
中国福建省同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合作的炼油化工项目，是石油进口国用市场、国际石油公司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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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油国国家公司用资源三大优势的结合。
    中国三家国有大公司在国际化道路上必须同它们共处、同它们竞争、同它们合作。
界炼油能力超亿吨的公司中，六大巨头分别列第1、2、6、7、8、12位。
第一位的埃克森美孚，炼油能力高达3．18亿吨／年。
第二位的英荷壳牌集团达2．02亿吨，遥遥领先于其他公司。
而且，它们的优势更体现在质量上。
它们的深加工能力大，油品收率高，重质油转化程度高，油品质量好。
世界上炼油领域的大多数先进工艺技术也都是它们的。
不断降低油品燃烧后的污染物排放，更多地加工利用更重质的原油，是世界炼油业的发展趋势。
它们在这些方面将继续扮演领军的角色。
通过投资（参股或合营）和技术合作，它们正在“新兴工业国家”扩大地盘，加强炼油和基础化工，
使之成为赢利的来源。
    油品销售方面，它们开拓世界市场已经历了七八十年乃至百余年。
它们的销售体系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2006年，油品销售量的前六名全由它们包揽。
第一名的埃克森美孚，年销售量高达3．3亿吨；第六名的康菲公司也达1．58亿吨。
近几年，它们正在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大力拓展业务。
随着一批这类国家开放市场，它们必将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十年内，这个优势不会动摇。
虽然近年来它们纷纷出售加油站，从自营零售为主转向以代销店为主，它们将仍然是油品销售的主力
。
    总之，竞争将更加激烈。
一方面，国际石油公司的兼并重组不会停息。
有多家公司在瞄准超级巨头的方向努力，例如，西班牙的雷普索尔、意大利的埃尼，近年内，有可能
通过兼并组合成新的超级巨头。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若干家有实力的国家石油公司，如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Gazpf’0m和石油
公司Ros rleft，巴西石油公司Petroob roas等，正在加紧国际化步伐，成为国有巨头公司。
此外，还有众多的中小石油公司存在，努力挤占一定的市场份额。
    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六家石油超级巨头正在，还将继续在世界石油工业领域里、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发挥骨干作用。
但是老的一套不行了。
合作正在成为主流。
不仅是国际公司与国际公司的合作，更重要的是与国家石油公司的合作。
    合作的基础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有两种合作值得注意：德士古拿出它在美国东部的炼油厂和销售体系，沙特阿美公司出资和提供原油
供应，组成星辰企业。
这是国际大公司用下游的优势同产油国国家公司的下游优势相结合。
中国福建省同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合作的炼油化工项目，是石油进口国用市场、国际石油公司拿技
术、产油国国家公司用资源三大优势的结合。
    中国三家国有大公司在国际化道路上必须同它们共处、同它们竞争、同它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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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油巨头:跨国石油公司兴衰之路(上)》以翔实的资料，系统地介绍了大国际石油公司的发家史
。
从1870年洛克菲勒创办标准石油公司的兴起、发展，到1911年解体；从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
油、雪佛龙、德士古和海湾七家石油公司的发迹、壮大，到它们在中东等地争夺、开发石油资源中互
相勾结，盘根错节，形成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石油业的“石油七姐妹”；从全球“石油危机”，欧佩克
产油国石油国有化。
促成“石油七姐妹”瓦解，到石油巨头们的战略调整，资产重组，再到世纪之交通过大兼并形成新的
六个“超级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壳牌、BP（英国石油）、道达尔、雪佛龙和康菲：从石油巨头们
征战欧洲北海、墨西哥湾和西非深海，到它们率先进军加拿大油砂和委内瑞拉超重油，以及投身于石
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石油巨头:跨国石油公司兴衰之路(上)》适合关心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人士，尤其适合中国石
油界关注国外资源开发和市场开拓及经常和国际石油公司打交道的人士阅读，企业家们能从中受益，
书中故事情节生动，文字通俗，也可供一般读者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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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才良，曾经参加我国江汉、大港、华北石油会战。
1979年后先后在石油工业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司任处长。
1993年到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任教，研究员。
20世纪80-90年代参与科技管理研究。
先后在多家报刊发表论文30多篇，曾任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
1998年退休后专注于世界石油工业史和石油公司史的研究，在《国际石油经济》、《中国石油报》、
《中国石化》等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包括《中国石油报》连载9期的“关于世界石油工业若干问题的
思考”。

　　周珊，1956年进入石油工业部当俄语翻译，之后曾在生产技术司、办公厅、政治部等部门工作
，1982年起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外联络部任岗位经理，副译审。

　　多年来，王才良、周珊夫妇并肩耕耘在世界石油工业史和石油公司史领域，先后共同编著、并由
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石油之最荟萃》、《世界石油工业140年》、《找油的故事》、《石油科技史
话》、《石油风云故事》、《世界石油大事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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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争夺科威特
　十三、伊朗国有化事件
　十四、“七姐妹”卡特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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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罗斯福总统旋即把加菲尔德的报告批给国会，指示司法部提起公诉。
标准石油公司成为全国的攻击对象。
仅1906年的后7个月，在6个州遭遇到14起诉讼，其中，仅俄亥俄一个州就有8起对其子公司的诉讼，而
且大都以标准石油败诉告终。
1906年5～12月，联邦法官到相关的各州去收集标准石油公司的“劣迹”。
11月15日，司法部向在圣路易斯的联邦巡回法庭正式控告标准石油，其领导人洛克菲勒等7人及下属若
干家子公司违犯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石油工业实行垄断。
标准石油面对的是场生死之战，他们知道，关键在于罗斯福总统。
阿奇博德和罗杰斯于1906年3月专程到华盛顿去觐见总统，请求他不要采取法律措施。
但罗斯福不为所动，并公开表示，过去6年里通过的每一项要求诚实从商的措施无不遭到这些人的反
对。
他对司法部长说：标准石油公司这些董事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罪犯”。
陆军部宣布不再向标准石油采购石油产品。
联邦巡回法院召开了一系列听证会，先后传唤了444位证人出庭作证，出示了1371件物品作为证物，法
庭记录长达21卷，共计14495页。
就在这期间，还爆发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政治贿赂事件。
热衷于披露政治丑闻的威廉·哈斯特收买了公司总裁阿奇博德家黑人管事的养子，偷盗秘密文件。
1908年大选之前，他公开了阿奇博德给共和党参议员赫雷卡、给民主党财务主管，以及俄克拉何马州
长的信件，暴露标准石油公司给他们送钱。
不久还公开了收受标准石油公司钱财的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的名单。
本来，政客们收受企业的钱，是司空见惯的事。
但是在大选投票前揭露出来，足以闹得满城风雨，增加公众对标准石油公司的痛恨。
1909年11月20日，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即上诉法院）的官员们一致裁决，标准石油公司以洛克菲勒为
首的7名董事及其37家子公司对石油工业实行非法垄断，属于违法；禁止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拥有37家
子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的普通股，禁止它运用手中的股票控制子公司。
法庭限定标准石油公司在6个月内完成股票过户手续。
标准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等人不服，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由于有两位大法官先后去世，这一案件直到1911年5月才由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维持巡回法院的裁
定，标准石油公司必须在1911年6月21日起的6个月内解体。
帝国石油为什么被标准石油兼并了？
竞争环境恶化起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加拿大政府陆续降低关税，有利于美国煤油的出口；另一方面它自己的原油产量不断下降。
到1895年，它加工的原油1／3靠从美国进口。
公司借了不少贷款，包袱沉重。
90年代的经济危机促成了双方谈判，谈判没有遇到多大阻碍，1898年7月1日，帝国石油公司的经理们
同意把75％股份卖给标准石油集团，3个月后签订了正式合同。
标准石油向它注人50万美元资本，并且把它在加拿大的几家子公司，包括布什内尔公司都并入帝国石
油。
直到19世纪末，标准石油在南美洲的市场开拓不算成功，各国都以高关税来限制煤油进口。
标准石油认定，巴西是主市场，它在帝国石油工业公司中注资50万美元，取得其70％股权，并着手在
里约热内卢建一座炼油厂。
但因关税太高，项目流产了。
1898年，标准石油在南美洲的煤油总销量不足1007。
在辽阔的远东市场，情况也不尽如人意。
英国的壳牌运输贸易公司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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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起，壳牌开始用散装油轮经过苏伊士运河一印度洋，把巴库的煤油运到远东销售，在加尔各答
、中国香港建立自己的销售设施。
与此同时，在婆罗洲开发了油田，建设了炼油厂，产品在远东就地销售，壳牌公司的竞争优势明显地
显现出来。
1893年，印度市场上俄国煤油增加1／3，超过美国煤油，1903年，标准石油在这里的市场份额下降到8
％。
标准石油通过代理商找过壳牌运输贸易公司的老板塞缪尔，开价8万英镑，想收购这家公司，被拒绝
了。
标准石油不得不大幅度调整它的远东战略。
一方面，针对亚洲人生活水平低，主要销售二等品煤油“Petrolite”；另一方面，积极迎战价格战，为
了对抗壳牌等压价，给远东各大代理商和销售企业规定了不同的底价，比如，上海每加仑煤油3.25美
分，让他们放手降价销售，市场份额第一，即使亏损也在所不惜。
进展最明显的是中国。
标准石油的“Petrolite”煤油用“鹰”牌商标销售，并大量赠送带玻璃灯罩的小煤油灯，使点煤油灯比
点蜡烛还便宜。
在中国内地设立了一些运销设施和代销点，煤油销售量迅速上升，1911年卖出40万听，1906年才卖
出6000听。
标准石油在东方广设储运站，以利于向零售点直接供应煤油。
1898年，这样的站点总共才45座，1911年发展到200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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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油巨头:跨国石油公司兴衰之路(上)》：洛克勒一手经营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堪称第一代石油巨
头（托拉斯），间经盛极一时，何以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石油七姐妹”美丽外衣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相互色结，相互利用，争暗斗，你争我夺？
它们又是如何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中，控制风云变幻的石油世界的？
欧佩克国家为维护民族石油权益展开与“石油七姐妹”的尖锐斗争，石油定价权的争夺能否扭转乾坤
，谁主沉浮？
收购、兼并、蚕食、博弈，剪不断，理还乱，硝烟过后，将形成怎样的石油世界新秩序？
经过兼并重组，新石油体系下的石油巨头们能否脱胎换骨，开辟新的能源领域。
一部大鳄发家史，百年石油兴衰梦，“石油七姐妹"美丽背后是怎样的蚕食、博弈，沆瀣一气的石油寡
头何以土崩瓦解石油定价到底谁说了算世界能源发展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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