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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度市场总结

原油期货市场日度总结（2025年6月13日）

价格走势分析

上海原油期货（SC）价格6月13日大幅跳涨6.9%至529.9元/桶，远高于前一

日的495.7元/桶，盘中涨幅一度触发涨停板，最终收涨8.1%。相比之下，

WTI和Brent原油价格则连续两日维持稳定，分别持稳于68.86美元/桶和

70.34美元/桶，表明地缘风险溢价更多集中于亚洲原油市场。从价差结构

看，SC-Brent及SC-WTI价差分别大幅走强至3.45美元/桶和4.93美元/桶

（前值分别为-1.32和0.16），创近十日最高水平；SC近月合约对连三合约

价差同步扩大至22.6元/桶（前值12.8），反映出市场对区域性供应趋紧的

短期交易逻辑。

供需及库存驱动因素

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成为核心驱动事件。伊朗阿巴丹炼油厂的

疑似遇袭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中东油气设施中断的担忧，而以色列针对伊朗

核设施和军事目标的行动可能引发后者报复性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直接削

减原油出口。尽管当前尚未出现实际供应中断，但投机者已迅速押注地缘

溢价，ICE布伦特原油净多头头寸增加29,159手至十周新高，反映出资金对

供应风险的敏感度。需求侧方面，航空燃油短期需求受到抑制，欧洲及中

东航班大面积取消或绕行导致航空股下跌3%-5%，但国际航空燃油需求的实

际影响可能有限。

产业链与价格预判

当前原油市场处于地缘政治主导的“强预期”与“弱现实”博弈阶段。虽

然中东冲突未立即导致原油产量下降，但区域内炼油产能（如伊朗）潜在

中断风险可能通过成品油裂解价差传导至原油端。叠加OPEC+维持减产政

策，全球原油闲置产能紧张，短期供应脆弱性被放大。然而，若冲突未进

一步升级至破坏实际供应，风险溢价或难以持续。未来一周SC原油或将将

维持高位震荡，Brent和WTI则可能跟随波动但涨幅受限。需警惕的风险包

括伊朗报复行动升级、美国战略储备释放对冲措施，以及中国SC多头资金

的获利平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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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价格监测

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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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油：

三、产业动态及解读

（1）供给

06月14日：照片  显示，一处据称是伊朗阿巴丹炼油厂的地点上空升起浓烟，尚不清楚炼油厂是否遭到袭击。

06月13日：金十数据6月13日讯，中油工程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道达尔能源签署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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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阿塔维油田气体处理厂项目EPSCC承包合同，合同金额16.01亿美元（约115.38亿元人民币）。合同履行期限为

合同生效后36个月达到开车条件，39个月临时验收，之后进入24个月质保期。

（2）需求

金十数据6月13日讯，在以色列周五上午袭击伊朗后，包括阿联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卡塔尔航空、印度航空和

德国汉莎航空在内的几家主要国际航空公司都取消、推迟和改变了航班。

由于当前局势，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往返德黑兰的航班将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金十数据6月13日讯，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空袭后，因油价飙升以及避险情绪升温，欧洲航空股于周五早盘大

幅下跌。在Tradegate平台上，汉莎航空股价下跌近5%，而法荷航集团和易捷航空的股价也下跌了3%-4%。据

Flightradar24数据显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后，周五航空公司清空了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和约旦上空的空

域，各航空公司争相调整和取消航班以确保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

（3）库存

金十期货6月13日讯，宏观方面，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3日凌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传出爆炸声后，伊朗西

部的洛雷斯坦省、克尔曼沙阿省等几个省份也传出爆炸声。

（4）市场信息

洲际交易所（ICE）：数据显示，投机者6月10日当周所持ICE布伦特原油净多头头寸增加29,159手合约，至196,922

手合约，创最近十周新高。

原油系期货主力合约涨幅有所收窄，SC原油打开涨停板，涨幅收窄至8.1%；燃料油涨幅收窄至7.41%，低硫燃料油

（LU）涨幅收窄至5.08%，液化石油气（LPG）涨幅收窄至4.51%。

金十期货6月13日讯，以色列的首次军事行动重点打击中东某国的总参谋部及高级核科学家，这极大可能会引发伊

朗的报复，且以色列态度强硬的表示军事行动会持续几天，这也导致中东地缘局势正发生巨大变化。地缘因素波动

被迅速计入油价，且可能持续并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美油、布油价格双双涨超10%，预计短期油价将会保持强势

运行。

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后，布伦特原油和WTI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10%。

原油系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有所回落，燃料油打开涨停板，涨幅收窄至7.14%，SC原油涨幅收窄至7.07%，低硫燃料油

（LU）涨幅收窄至5.63%。

国际油价涨势强劲，支撑船燃商家入市信心，但终端市场需求低迷，今日上游报价稀少，市场观望心态居多；供船

市场，航运市场运行欠佳，船东询单维持低价，柴油受原油推动，价格上调。山东船用低硫高热180CST燃料油批发

供应商出货主流成交估价3900-3950；船供油主流议价180CST成交在4800-4900；120CST成交在4750-4850；0#柴油

成交在6900-7000。

国际形势带动原油大涨，今日市场报价部分大幅推涨，部分停报，市场价格混乱，成交重心价格暂不明朗。华东船

供油180cst主流成交价格180cst4800-5150，0#柴油6750-7100；船用180cst批发贸易主流成交价4770-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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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链数据图表

图 1：WTI、Brent 首行合约价格及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图 2：SC 与 WTI 价差统计

数据来源：WIND

图 3：美国原油周度产量

数据来源：EIA

图 4：美国和加拿大石油钻机数量（贝克休斯）

数据来源：WIND

图 5：OPEC 原油产量

数据来源：EIA

图6：全球各地区石油钻机数量（贝克休斯公司）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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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美国炼厂周度开工率

数据来源：EIA

图8：美国炼厂原油加工量（4周移动均值）

数据来源：EIA

图9：美国周度原油净进口量（4周移动均值）

数据来源：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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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日本炼厂实际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PAJ

图11：山东地炼（常减压）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

图12：中国成品油月度产量（汽油、柴油、煤油）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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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不包含战略储备）

数据来源：EIA

图14：美国库欣原油库存

数据来源：EIA

图15：美国战略原油库存

数据来源：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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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燃料油期货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图17：国际港口IFO380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iFinD

图18：新加坡高低硫价差

数据来源：iFinD

图19：中国高低硫价差

数据来源：iFinD

图20：跨区域高低硫价差

数据来源：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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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燃料油库存

数据来源：iFinD、Wind、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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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大模型推理过程

好的，我现在需要分析用户提供的原油期货数据和相关资讯，并进行日度市场总结。用户要求按照具体步骤来，包括数据变化分

析、供需库存情况分析、产业链和价格走势判断，同时要结合资讯并注意数据的日期。

首先看一下数据部分。表格中有几个关键指标：期货价格（SC、WTI、Brent）、价差（SC-Brent、SC-WTI、Brent-WTI、SC连续-连

3），以及它们的数值变化。日期是2025年6月13日的前两天数据，以及涨跌幅和走势。注意到SC原油价格在13日显著上涨了34.2

元/桶，涨幅6.9%，而WTI和Brent价格在13日和12日没有变化。这点需要特别注意，可能和价差变化有关。另外，SC-Brent和SC-

WTI的价差都有大幅上涨，尤其是SC-WTI价差增加了4.77美元/桶，涨幅接近3000%。这可能反映出SC相对其他基准油的强势。SC连

续-连3的价差也从12.8涨到22.6元/桶，显示近月合约的走强，可能是市场预期供应紧张。

接下来分析资讯。资讯集中在6月13日和14日的事件。主要包括伊朗阿巴丹炼油厂疑似遇袭的消息，以色列空袭伊朗后导致地缘紧

张升级，国际航空公司调整航班，以及投机者增加ICE布伦特原油净多头头寸至十周新高。此外，中油工程在伊拉克的油田项目可

能影响未来供应，但履行期限是36个月后，属于长期影响。地缘政治事件直接导致油价波动，尤其是SC原油价格在当天出现涨停后

又收窄涨幅，说明市场对突发事件的即时反应可能引发短期剧烈波动，但随后部分获利了结导致涨幅回落。

在供需方面，地缘政治紧张直接影响供应预期，尤其是伊朗作为主要产油国，其炼油设施遇袭或出口受限都会减少供应。OPEC+的

闲置产能和可能的产量调整也需要关注。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地区动荡，进一步威胁原油生产和运输，比如霍尔

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库存方面，美国库欣库存和全球库存水平若持续下降，可能支撑油价。需求方面，航空燃油需求可能因为航

班调整而短期下降，但整体需求预期可能因地缘风险导致的避险情绪和投机活动而上涨。

库存数据在资讯中没有直接提及，但需结合EIA报告或其他库存数据来分析。然而用户提供的数据中没有库存信息，可能需要假设

或寻找其他线索。根据ICE的数据，投机者增加净多头头寸，显示市场看涨情绪，可能预期库存减少或供应中断。炼油厂事故和地

缘事件可能导致库存短期减少，支撑油价。

在产业链层面，炼油厂的潜在受损可能影响成品油供应，特别是汽油、柴油等，进而影响裂解价差和炼油利润。SC原油价格的大涨

可能反映了亚洲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敏感，而WTI和Brent反应滞后可能因为市场对中东地区事件影响的直接性不同。此外，航空股的

下跌和航班调整可能反映出需求端的短期抑制，但地缘风险带来的溢价可能更大，推动油价上涨。

结合以上因素，需判断原油价格的走势。短期内地缘冲突升级可能导致风险溢价增加，油价维持高位震荡。但需注意，如果冲突未

进一步扩大，市场可能逐渐消化风险，导致油价回落。SC原油由于事件直接影响中东供应，表现更强，而WTI和Brent可能因全球供

需平衡的不同，涨幅受限。价差走强也表明区域性的供需紧张，特别是SC相对其他基准的强势可能持续到局势缓和。

需要注意资讯中提到的投机头寸增加，这可能放大价格波动，导致油价易涨难跌，但一旦局势缓和，可能出现快速回调。此外，伊

朗的报复行动可能性高，需密切关注后续发展，这可能成为未来走势的关键因素。

总结下来，原油价格，尤其是SC，受地缘冲突驱动大幅上涨，但后续走势取决于局势发展和供应实际中断情况。需关注OPEC+可能

的产量调整、伊朗的应对措施、库存变化以及投机资金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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