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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病例数量攀升 日韩疫情形势严峻投资巨星陨落！“对冲基金教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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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补位 欧洲气荒有救吗

当地时间8月23日上午，对冲基金

先驱、老虎基金（TigerManagement）

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因心脏并发症在

纽约家中去世，享年90岁。

罗伯逊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

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与金融巨鳄索罗

斯、短线之王斯坦哈特并称“对冲基金三

巨头”，并引领对冲基金成为市场主流。

公开信息显示，罗伯逊二战前出生

于美国南部一个小城镇，从北卡罗莱纳

大学毕业后，在KidderPeabody证券公

司工作20年之久。

上世纪80年代初，罗伯逊创立了华

尔街最早的对冲基金之一老虎基金。随

后，便是罗伯逊和老虎基金最辉煌的阶

段。当时，罗伯逊准确地预测到柏林墙倒

塌后德国股市将进入牛市，同时沽空泡

沫达到顶点的日本股市。在1992年后，

他又预见到全球债券市场的灾难。

1993年，老虎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

对冲基金———老虎基金（伙同索罗斯旗

下量子基金）攻击英镑、里拉成功，并在

此次行动中获得巨大的收益，老虎基金

从此声名鹊起。随着被众多投资者追捧，

老虎基金的资本此后迅速膨胀，最终成

为美国最为显赫的对冲基金。

老虎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世

纪90年代后迅速扩大，从1980年起家时

的800万美元，迅速发展到1991年的10

亿美元、1996年的70亿美元。在1998年

的夏天，其总资产达到230亿美元的高

峰，一度成为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

不过，罗伯逊也曾多次遭遇投资失

利。1998年，罗伯逊做空日元损失惨重。

1999年，罗伯逊重仓美国航空集团和废

料管理公司的股票，可是两个商业巨头

的股价却持续下跌，因此老虎基金再次

被重创。

2000年，由于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坚

持投资航空公司等价值股，创立20年且

年回报率高达26%的老虎基金遭遇严重

亏损，在投资者大量撤资的背景下罗伯

逊宣布清盘。

此后，罗伯逊孵化出“小虎队”

（TigerCubs），其中包括老虎司令

（TigerLegatus） 和老虎环球（Tiger

Global）这样的“小虎”和“虎崽”对冲基

金，以及一大批有名的基金经理，他也被

称为“对冲基金教父”。2021年发布的福

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罗伯逊以45亿美元

财富位列榜单第638名。

目前老虎基金主要管理家族资产。

根据其提交的F13表格，截至2022年6月

30日，老虎基金的管理规模为2.26亿美

元，持股集中在科技和金融，包括微软、

谷歌、高通以及黑石等。

其中，2021年Archegos Capital

Management爆仓事件的主角———韩

裔基金经理BillHwang也是“老虎俱乐

部”的成员，他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

单日亏损”。Archegos在2021年3月的

两天时间内损失了约200亿美元。

不过，罗伯逊曾出面力挺Bill

Hwang。罗伯逊表示，他本人是Bill

Hwang的忠实粉丝，对于他的遭遇感

到非常伤心。（爆仓）事件可能会发生

在任何人身上，但很不幸这次中招的

是Bill。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投资巨匠

也出生于二战之前，诸如巴菲特、芒格

和索罗斯。目前，行业已进入新老交替

的阶段。

最为知名的投资大师无疑是“股

神”沃伦·巴菲特，他1930年8月30日生

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已

经92岁高龄，现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巴菲特以960

亿美元财富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

榜第6位。

查 理·芒 格 （Charlie Thomas

Munger）是巴菲特的黄金搭档，同样也

是全球知名投资家，是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的副主席。他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

加州的奥马哈，目前已经98岁，在过去的

几十年里，他和巴菲特联手创造了有史

以来最优秀的投资纪录———伯克希尔公

司股票账面价值以年均20.3%的复合收

益率创造投资神话，每股股票价格从19

美元升至43.57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还有对冲基金大鳄索

罗斯，他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

斯，1956年迁居到美国，在纽约做交

易员。1973年，创立索罗斯基金管理

公司。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在30年

的时间内获利350亿美元，创造了对冲

基金的纪录。2015年1月，索罗斯在当时

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晚宴上宣布彻底

退休，称以后不再管理投资，全力推动慈

善事业。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北京商报2022.8.25

新晋最大气源

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施加

多轮制裁，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锐减，

欧洲国家着手制定并实施逐步摆脱对俄罗斯

天然气等能源依赖的计划，多方寻找替代供

应源。

当地时间8月23日，挪威石油和能源大臣

泰耶·奥斯兰说，挪威计划保持当前本国天然

气的高产量直至2030年，以满足欧洲寻找俄

罗斯天然气替代供应源而增加的需求。

“我预期，我们可以把现阶段天然气生产

水平保持到2030年，”奥斯兰接受路透社采访

时说，“我们知道有多个开发运营项目和计划

即将开展，有助于继续保持天然气高产量。”

路孚特-艾康公司数据则显示，挪威如

今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

气供应源。据挪威官方5月所作预测，这个

北欧国家今年天然气产量有望打破5年前

创下的最高纪录，达到1220亿立方米左

右，比去年增加8%。

奥斯兰说，欧洲联盟与挪威6月签署协

议，增加挪威天然气进口量，使他更加确信欧

洲对挪威天然气有“长期需求”。挪威能源部

上月还表示，已同意修改国内部分天然气田

的开采许可。这将使挪威能够开足马力生产

天然气。

这为处于能源危机“震中”的欧洲带来了

一线希望。据了解，在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总量

中，挪威的供应量占25%左右。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得到这部分

天然气依然需要花费大价钱。欧洲天然气价

格今年以来几乎涨了3倍、多次刷新纪录。与

去年同期相比，欧洲天然气价格本周升幅达

到15倍。根据上周公布的官方数据，挪威7月

天然气出口额创下1284亿克朗（约合132.6亿

美元）的历史新高。

挪威统计局表示，该国7月天然气收入是

去年同期的4倍，而天然气销售量增长了

5.7%，达到102亿立方米。一些市场分析师和

媒体建议挪威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天然

气，但挪威目前并无此意。

未知的冬天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委员

安光勇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虽然挪威的供

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的欧洲能源危

机，但毕竟之前挪威的占比只有25%，因此要

想解决这个问题，还远远不够。

不少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作为欧洲

天然气消费第一大国，德国不惜重启火电来

填补缺口，甚至不惜跨洋求气。德国总理朔

尔茨于21日至23日访问加拿大，在此期间，

朔尔茨与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签署一

项氢能合作协议，推动加方最早2025年向德

国出口氢气，借此打造“跨大西洋氢气供应

链”，帮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减轻对俄罗斯

能源的依赖。

朔尔茨此行还探讨了加方增加对德出口

液化天然气的可能性，希望多渠道填补德国

因俄罗斯天然气“减供”而出现的能源缺口，

尤其是满足迫在眉睫的冬季供暖需求。据了

解，为加大对欧洲供应，加拿大已开始推行天

然气出口能力提高计划，到年底前最高日增

10万桶原油当量。

不过，远水难解近渴。加拿大并无现成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在太平洋沿岸有两

座正在建设中，计划分别于2025年、2027年

建成投产。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了解双方商谈内容

的消息人士表示，加方新建液化天然气出口

终端的进程并未因加德双方讨论而加快，而

朔尔茨对相关时间线有清楚认知。只是，德方

急于填补这个冬天因俄方减供产生的用气缺

口，寻“气”之心相当急切，“哪来的都行”。

此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表示，因检修需要，将从8月31日

起关闭北溪一号运输管道三天。这让本就不

多的俄气供应雪上加霜。

确保能源安全是欧盟当前头等大事。但

除了天然气，干旱还影响了水力、核能发电。

挪威咨询企业吕斯塔德能源公司统计数据显

示，欧洲今年前7个月水力发电量比去年同期

减少两成，核能发电量减少12%。

能源危机之外

当前形势下，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

面临重重困难。虽然近日德国等国重申将保

持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不变，但如何在解决当

前能源供应和缓解未来炎热干旱之间找到平

衡，成为摆在欧盟面前的一个难题。

与此同时，干旱还严重影响了欧洲的内

河航运。许多驳船需要为发电厂运送煤炭，为

钢铁、化工等工业企业运送原材料。但由于水

位下降，莱茵河上的驳船只能以25%的运力

运行。

在安光勇看来，解决方案有两种，即节流

和开源。一是减少欧洲用户的能源消费，二是

找到其他天然气渠道，或者找出其他的替代

能源，如核能、风能、水力发电、石油、化石燃

料、太阳能等等。

安光勇进一步分析道，对于前者，欧洲已

经在与其他主要的能源供应方如沙特、美国

等国家进行磋商，但因各种地缘政治等原因，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而对于替代能源，都多多

少少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国家因能源危

机不得不重新开启核电站，但这也需要时间。

而新能源如风能、水力发电、太阳能等，其单

位面积内的发电效率非常有限，对于目前的

能源短缺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而在高通胀和能源危机夹击下，欧洲经

济前景愈加黯淡，衰退风险进一步加剧。牛

津经济研究院的报告指出，随着高通胀、节

能措施和金融环境收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越来越大，2022年下半年欧洲经济增长动力

正在减弱。

安光勇表示，尽管气荒发生在欧洲，但如

果一直持续下去，会影响全球经济。因为经济

全球化让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体，而欧洲在这

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破坏力将会很大。

不过，这也意味着会形成一个新的平衡。

安光勇认为，能源荒可能带来的经济萧条也

会让其需求变少，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另

外，此次俄乌冲突也正在开始重组全球的能

源版图。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靠人不如靠己。在俄气断供、向加拿大寻气失败后，挪威成为

欧洲天然气最大的来源。在这个海岸线狭长的国家，海洋石油和

天然气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也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但即便如此，高

昂的气价依然是最大的难题。在高温和干

旱夹击之下，欧洲大陆将要面临的，是一

个充满未知的冬天。

挪威天然气供应情况

2021年

挪威天然气产量为

1143亿立方米

位居世界第8位

出口量为

112为亿立方米

位居世界第4位

欧洲第2位

挪威天然气出口量

占欧洲天然气

进口总量的1/4

近期，韩国与日本的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当地时间24日通报，截

至当天0时，韩国在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139339例，累计确诊22588640例；新增

死亡病例63例，累计死亡26224例。目前重症病

例累计573例，比前一天增加86例，为四个月来

的最高。

韩国防疫部门指出，虽然目前韩国的日增

确诊病例呈减少趋势，但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

在未来2至3周内还将持续增加。

韩国各级学校新学期开学在即，韩国中央

防疫对策本部方面指出，为了应对开学后校内

出现疫情，将树立以学校防疫管理为主的基本

方向，强调遵守基本防疫守则、维持可持续的预

防管理方式、对易感染学生加强管理等等方式，

坚持线下授课的计划。

而日本自暴发第七波新冠疫情以来，死亡

病例持续增加，单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已连续

一星期超200例。23日，日本单日新增新冠死亡

病例343例，刷新此前最高纪录。日本专家认为，

目前日本还未达到感染高峰，死亡病例或将持

续增加。

另据日本广播协会（NHK）24日报道，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通过视频召开记者会，表示为减

轻医疗机构和保健所的负担，将调整新冠疫情

应对政策。日本各地方政府可自主判断，将目前

报告所有新冠患者信息的做法改为只报告重症

风险较高的患者，同时将考虑缩短感染者居家

隔离时间。

另外，就入境政策，岸田文雄表示，从9月7

日开始，提供三针新冠疫苗接种证明的入境者

不再需要提供入境前72小时核酸阴性报告，并

考虑放宽每日入境人数上限。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戴口罩的行人走在日本东京街头。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