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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危機與國際傳媒 

周全浩 

 

普通人對於石油的知識，頗為缺乏，誤以為石油埋藏於地下，人類抽採應用後，

地下尚餘多少石油，可輕易測算，從而計算出，所餘石油可供應用的年數。 

 

  殊不知石油的經濟學非常複雜，埋藏於地下的石油可供採用的數量，受到油

價及採油技術所決定，油價上漲，則開採成本較昂貴的一部分，亦可採用勘探及

採油技術的進展，降低開採成本，令到愈來愈大部分的石油蘊藏，皆可採用。 

 

  現在一般的油田只應用一次及二次的回收技術，即用泵及注水等方法；若然

採用三次回收技術，如注入二氧化碳或聚合物，或用熱採，可回收的石油資源更

大，佔終極儲量的百分比更高。 

 

石油枯竭聳人聽聞 

 

  隨著人類對石油的認識加深，例如了解起初石油如何形成，形成後如何流動

等，以及各國增大或開放愈來愈大的面積供勘探之用，預期人類會找到愈來愈多

的石油資源。那些認為世界的石油產量快達頂峰，石油資源行將面對枯竭的人

士，並無考慮上述的因素，他們注重的是，一個國家開採石油，通常會先開採較

豐富而廉價的油源，即低成本的資源，到後者日漸枯竭時，才會向較高成本的蘊

藏埋手，說得通俗一點，即先吃肥肉，才啃豬頭骨。 

 

  美國已故的石油地質學家 M.K. Hubbert 指出，一個國家的石油產量及開採

年份的關係是一個「鐘形的曲線」，意指產量達到頂峰後，可能停留於高峰的水

平若干年，然後便下跌，以後不可能回復，更不可能超越頂峰的產量。 

 

  Hubbert 於一九五○年代中期，預測美國的油產將於一九七○年代初期見

頂，其後證明正確，美國的油產果然於一九七二年見頂，其後一直無法超越，

「Hubbert 曲線」引起舉世關注。 

 

  然而，若說世界的油產，已達頂峰，亦未免過早下結論，一方面因為在世界

很多區域，尚未展開勘探，或勘探的力度不足，意指將來大有可能找到新的油源；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隨著勘探及採油技術的進展，原先無法（不合經濟原則開

採）應用的石油蘊藏，亦可採用，直接增大石油供應量。 

 

  況且，一個油田或一個國家的油產即使已踏入頂峰（即老化）的階段，但可

維持頂峰的產量數十年，例如中國的大慶油田，於一九七六年升上年產量五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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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的頂峰水平，其後一直維持於該水平之上至二○○二年，去年才首次跌破五千

萬噸，頂峰生產維持了二十七年。 

 

  綜合而言，世界上無人知道石油蘊藏有多大，後者是一個變數，並非一成不

變；因此亦無人知道，石油儲藏仍可用多少年，蓋要解答這個問題，除卻石油蘊

藏外，還要推算將來世界每年對石油的需求量，可見更不易計算。 

 

  為何過去三十年，每次世界油價急升，例必有傳媒，鋪天蓋地般報道及評述，

認為油價長期高企，世界將出現石油短缺？筆者研究油價的變動近三十年，近年

始悟出其中的道理，就是石油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進出口的國家眾多，

期油市場龐大，因此一些國際集團有興趣，利用傳媒，影響世界油價，從中漁利。 

 

大鱷上下其手攫利 

 

  一九七三年末季第一次石油危機，一九七九至八○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及一九

九○至九一年波斯灣戰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間，都出現上述的現象，第二

次石油危機期間，蜆 石油公司預測，油價將升上每桶八十美元，成為「經典」

的預言，這與近期有些人預測，油價易升難跌，並且將見每桶五十美元，同一機

杼。 

 

  由於石油是當代工業文明的必需品，亦有極高的戰略意義，當代的軍事武器

大都使用石油，因此人人對石油的消息，由國家元首、大公司的總裁、軍方將領，

以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關注。正因如此，任何時間油價高企，傳媒漫天報道，都

會有讀者、受歡迎。 

 

  欲左右油價遂私利者，只要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都會有傳媒發表。每

次石油危機，都會有不少「即時專家」跑出來高談闊論，大肆吹噓石油如何將面

臨短缺。國際傳媒大談石油，其他國家的傳媒（如香港）亦步亦趨，於是百姓得

到一個印象，石油危機迫在眉睫了。 

 

  單是紐約的期油市場已經非常龐大，今年八月至十二月的未平倉合約，達二

三十萬手（每手一千桶），油價每升跌一元，都代表一筆可觀的輸贏。筆者無法

證明，國際傳媒有關石油的評論受期油市場的大戶所左右，但其可能性大大存

在，否則無法解釋過去三十年世界油價的一些異動：每當整個世界都高唱石油危

機出現，油價將升破天頂價時，價格就開始回落。 

 

  記憶不差的世界經濟及金融現象分析家一定記得，二○○○年首季，全球傳

媒唱好資訊科技的前景，認為即使加息，亦不會影響科技股的前景，眾多大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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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的市盈率炒至七八十倍，甚至過百倍，結果如何，眾所周知。近期有關油價

的評述，令筆者想起當年的事。 

 

﹝本文己刊於 2004 年 7 月 8 日之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