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市变迁 40 年（中篇） 

 

1989 至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1990 年 7月中旬，长期存在于伊拉克与科威特两国之间的石油政策、领土纠

纷和债务问题等方面的争端日趋尖锐，同年 8月 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令突

然出动 10 万大军入侵科威特。5 个月后，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伊拉克撤

出侵占的科威特，本国的实力也遭到巨大破坏。这一期间，油价从 1989 年 18.2

美元/桶上升到 1990年 23.81美元/桶。1990年海湾危机期间，欧佩克大幅度增

加了石油产量，以弥补伊拉克遭经济制裁后石油市场上出现的每天 300万桶的缺

口。 

 

1997 至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 年 6 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

分为 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7 年 7 月 2 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同年 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

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10 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

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 3.46％。10月 28 日，香港恒生指数下

跌 1621.80 点，跌破 9000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997

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也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

为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时期，油价在 15～19美元浮动。 

 第二阶段：1998 年初，印尼金融风暴爆发，2 月 11 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

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

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

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 4月 8 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

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 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

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也一路下跌，一度接近 150日元

兑 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这个时期油价

从 16美元/桶左右降到 10美元/桶左右。 



 

 第三阶段：1998年 8月初，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

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 6600 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

击，将汇市稳定在 7.75 港元兑换 1 美元的水平上，国际炒家损失惨重。同时，

俄罗斯中央银行 8 月 17 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

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 2日，卢布贬值 70％，这都

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亚

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到 1998 年底，俄罗斯

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 年，金融危机结束。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

长放慢，1998 年经济增长仅为 2.8％（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石油价格也

因此下滑。至此时期，国际油价滑落到 9美元/桶左右的低位。 

 

2001 年，美国“9·11”事件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在美国的劫持多架民航飞机冲撞摩天高楼的自杀式恐

怖袭击使美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国际油价也受到冲击。2001 年石油价格

短期涨到 24.37 美元/桶。随后“9·11”事件导致航空、运输和旅游业不景气，

国际油价也因此一度跌到 16～17美元/桶的水平。 

 

2002 年，委内瑞拉 PDVSA 公司石油工人罢工事件 

 委内瑞拉是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2002 年 12 月 2 日，委内瑞拉反对派进

行以迫使查韦斯政府下台和立即举行大选为目标的全国性无限期总罢工。罢工初

期声势浩大、效果明显，委内瑞拉各主要经济部门大面积陷入瘫痪。石油工业生

产和出口的中断，给政府财政收支造成巨大压力。据有关部门统计，两个月的大

罢工使委内瑞拉损失了 40 亿美元，其中包括石油出口收入、国家税收、工业生

产和商业销售等。另外，国内汽油和食品的供应出现紧张，政府在两个月中被迫

支付 5亿美元进口汽油和柴油。 

（文章来源：广州期货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