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连云港，盛虹石化 1600 万吨/年
炼化一体化项目核心设备已全部就位，预
计今年底建成投产； 浙江舟山鱼山岛，浙
石化二期 2000 万吨/年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预计今年底全部完工；山东烟台龙口
市，总炼化能力高达 4000 万吨/年的裕龙
岛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也已开工近半年，
预计 2022 年建成投产……

得益于一批千万吨级大型炼化一体
化项目的接续落地，我国石油炼化行业的
规模增长和转型升级驶入了前所未有的
快车道。

但行业高歌猛进的背后，隐忧早已同
步浮现。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在总炼能
尚不足 9 亿吨的背景下，我国炼油行业的
过剩产能已超 1 亿吨。 业内普遍认为，“十
四五”时期，如果不能采取合理措施，炼油
产能的过剩将进一步快速扩大至约 1.5 亿
吨，并引发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

过剩产能的“制造者”，也成了“受害者”

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稍早
前发布的《2021 中国能源化工产业发展报
告》 指出，2020 年我国炼油总能力达 8.9
亿吨/年。 另据预测，按目前在建、已批准
建设和规划的项目测算， 到 2025 年我国
炼油能力将升至 10.2 亿吨/年， 成为炼油
规模全球第一的国家。 随着炼油能力的巨
幅攀升，产能过剩问题也愈演愈烈。

“现在我国每年有 1 亿多吨的过剩炼
油能力，对应 5000 多万吨成品油产品，这
些成品油都需要通过出口才能消化掉。
‘十四五’期间，相关建设项目预计还有 1
亿多吨新增产能，这意味着过剩会进一步
加剧。 ”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市
场营销研究所专家李振光告诉记者。

在李振光看来，炼油产能过剩只是一
个表面现象，其背后暗藏着很多问题。 “首
先，5000 多万吨的出口量不是个小数字，

对市场影响很大，入市后会压低国际市场
成品油价格，对企业来说‘费力不讨好’。
另一方面，炼油毕竟属于重工业，具有高
污染、高排放的特点，相当于把污染留在
了国内，完全指望出口对我国炼油产业升
级的帮助并不大。 ”

事实上 ， 炼油产能过剩并非新问
题，但始终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导致过
剩产能的“制造者”，也成了“受害者”。
“大产能一直在上， 小产能却一直淘汰
不了，总产能越来越过剩，成为老生常
谈的问题，行业内一直在说，但就是一
直解决不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
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董秀成告诉记者，
“现在 2000 万吨、4000 万吨的大项目上
了这么多，但我国成品油市场容量就这
么大，未来随着电动车替代燃油车越来
越多，市场容量肯定会逐渐萎缩。 现在
炼油项目上得越多，将来市场形势就越
糟糕，民营企业也好，‘三桶油’也好，大

家日子都不会好过。 ”
炼油能力过剩带来的影响，一线企业

体会最深、最真。 东明石化副总裁张留成
向记者坦言：“近几年成品油在市场上越
来越不好消化，导致企业利润率较低。 长
远来看，对整个行业都是不利的。 ”

炼能过剩还直接拉低了我国炼油产
能利用率。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提供的
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炼油行业产能利用
率约 74%，与钢铁、水泥、电解铝和平板玻
璃等国家认定的产能过剩行业相当，显著
低于世界平均 82%的水平。 在此背景下，
2019 年我国炼厂平均产能规模仅约 450
万吨/年，其中产能在 500 万吨/年的炼厂
占比近 1/3,远低于全球 650 万吨/年的平
均水平，只有韩国、新加坡等国平均规模
的 1/5—1/6。

“这些数量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
落后产能， 难以适应炼油产业集约化、规
模化、高质量的发展要求，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炼油行业的节能环保、安全等发
展要求。 ”李振光指出。

“小炼厂越拆越大，产能越淘汰越多”

事实上， 为了化解炼油产能过剩、促
进炼化行业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在淘汰
落后炼油产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15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口
原油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允许符
合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换
取进口原油使用配额，这一政策的出台对
淘汰落后产能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 截至
2017 年， 仅山东省就淘汰了 6000 多万吨
落后地炼产能；2020 年， 山东省又进一步
淘汰了 13 家 200 万吨以下、 合计近 400
万吨的落后产能。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2020 年，煤矿瓦
斯防治工作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 新中国
成立以来首次实现全年未发生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重大煤矿瓦斯事故；全国 24
个产煤省 （区 、市 ）有 18 个实现瓦斯 “零
事故”。

4

煤矿瓦斯防治
交出靓丽答卷

主管、主办

CHINA�ENERGY�NEWS
□出版 《中国能源报》社有限公司 □Http：//www.cnenergynews.cn www.people.com.cn □第 593 期 □本期 28 版 □周报 □2021 年 3 月 15 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8 □邮发代号 1-6

■新闻热线：010-65369478 Email：zgnyb2009@163.com ■订阅/广告热线：010-65369482 ■举报电话：010－65369481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 0136 号 ■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100733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印刷厂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定价：388 元/年

欢迎订阅
2021年《中国能源报》

作为国内第一张针对整个能
源产业并为其服务的综合性产业
经济类报纸 ， 《中国能源报 》 以其
独有的权威性、可读性、影响力 ，成
为能源人首选的行业读物。 未来我
们将继续努力做出更加专业 、权
威 、好读的原创内容 ，回馈广大读
者朋友 。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开
始， 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们，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1 年《中国

能源报》， 邮发
代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或
扫描二维码，一
键快速订阅。

《中国能源报》社

□主编：贾科华 □版式：李立民

下转 2 版

能源
视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多船“碳
中和”LNG 进行了交易，业界普遍认为，这
是化石能源行业逐步推进零碳转型的直观
表现。

炼油产能过剩是如何造成的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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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LNG
火遍全球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炼油新增
产能仍在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加速释
放。 基于当前在建和规划的项目研判，
“十四五”期间我国炼油能力将轻松突破
10 亿吨/年，整体炼油能力超越美国、跃
居世界第一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低碳乃至脱碳发展理念席卷全球
的当下， 炼油产品的需求增速近年来始终
难以赶上新增产能的“井喷”速度，特别是
新能源汽车的规模化大发展， 正在加速蚕
食传统成品油市场份额， 导致炼油产能过
剩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长期现象。 供需关
系的长期不平衡， 对于任何一个行业都将
是致命打击，炼油位居产业链下游，属于高
度市场化的板块， 产能过剩更是有百害而
无一利。如何切实化解过剩产能，由此成为
业内人士的共同关切。

与煤炭行业类似， 炼油领域的产能过
剩，集中体现在落后产能过剩。这也解释了
为何在产能已经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下，
我国依然批建了一批巨型炼化项目。 这些
项目无一不是配套设施齐全、 工艺技术先
进的优质、高效产能，符合集约化、规模化、

高质量的产业升级大方向， 它们的入市理
论上能够有效淘汰、 替代那些在过剩环境
下竞争力不足的落后产能。

在此背景下， 炼油领域沿用了其他
行业压减过剩产能的经验，采取“上大压
小”的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国家主管部门
和行业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上
大”方面取得了扎实而亮眼的成绩。据不
完全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千万
吨级以上炼厂能力 8300 万吨，占新增炼
能的七成左右。期间，我国以极为开放的
姿态努力营造了一个公平竞技的大舞
台，无论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只要项目
规模大、工艺先进，都能得到批准，多元
化的公平竞争激活了石油炼化行业的活
力和潜能，恒力石化、盛虹石化、荣盛石
化等民营炼化巨头应运而生， 成为我国
炼化产业的新生力量、有益补充。

对比之下，“压小”的效果难言理想，
甚至大有“一地鸡毛”之势———“钻政策
空子”的现象比比皆是，让淘汰落后产能
既往取得的实效打了折扣、失了成色。以
地炼云集的山东为例， 当地近年来淘汰

的小产能多为闲置产能、僵尸产能，并未
触及根本， 例如该省去年淘汰的近 400
万吨落后产能大多已停工多年。 而当地
企业为了获取进口原油配额更是使尽浑
身解数，相互倒卖已淘汰产能“凑数”的
情况早已成了“潜规则”。更有甚者，为了
防止现有规模较小的产能被淘汰， 硬生
生就地扩建， 变相将理应被淘汰的落后
产能 “合法化 ”，催生了 “小炼厂越拆越
大、产能越淘汰越多”的荒唐一幕。 长此
以往 ，难免会出现局部 “逆淘汰 ”，导致
“劣币驱除良币”，必须从源头严防。

究其原因， 僵化而单一的产能淘汰
标准难脱干系。 2015 年，国家发改委发
布 《关于进口原油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通过“淘汰产能换进口配额”的方
式，激励企业自主淘汰落后产能，并划定
了 200 万吨/年的原油加工能力淘汰标
准线。 这一创新政策很快产生了积极效
果， 仅山东一省在政策发布后两年内就
淘汰了 6000 万吨过剩产能，此后各地出
台的落后产能淘汰政策， 也都以量化的
加工能力作为产能优劣的标尺。 但与此

同时， 相关企业也开始想方设法钻营政
策，在“规模”上做文章，加之监管不力，
遂出现了前文所述的种种乱象。

关于炼油产能过剩的应对之策，业
内流传着两个主流观点，一是增加出口，
二是传统燃料型炼厂向化工型炼厂转
型。这两种声音各有道理，但前置条件苛
刻，很难说是治本之策。 要知道，炼油产
能过剩并非中国独有， 国外炼厂的日子
也不好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同样激烈，而
大量外销成品油势必打压国际油价，“羊
毛出在羊身上”，最终会伤及自身；一哄
而上向化工型炼厂转型， 实际是将产能
过剩从炼油转移到化工，治标不治本。事
实上，当前乙烯、丙烯、PX 等炼化产品产
能正在急剧扩张，过剩隐忧早已浮现。

回到直接淘汰落后产能这条逻辑线
上，充分借鉴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
的成功经验， 制定符合行业自身特点的
政策标准，而非简单“一刀切”，才能有的
放矢。 在此基础之上，全国一盘棋，统一
布局、合理规划，才能真正推动炼化产业
科学、有序、健康发展。

规模不该是衡量优劣的唯一标尺
■本报评论员

�� 22002200年年，，在在炼炼油油总总能能力力尚尚不不足足 99亿亿吨吨的的情情况况下下，，全全国国过过剩剩产产能能就就已已超超 11亿亿吨吨。。随随着着一一
批批千千万万吨吨级级大大炼炼化化项项目目陆陆续续上上线线，，加加之之中中小小规规模模炼炼厂厂低低质质、、低低效效产产能能淘淘汰汰一一时时难难以以完完成成，，
今今后后几几年年炼炼油油能能力力供供需需失失衡衡或或将将进进一一步步加加剧剧，，并并可可能能产产生生一一系系列列负负面面连连锁锁反反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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