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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长煤层气长输管道
阶段性竣工

本报讯 10 月 20 日，中国海油宣布，我国最长
煤层气长输管道神木—安平煤层气管道工程 （下称
“神安管道”） 顶管穿越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施工作业
正式竣工， 标志着国家重点管道工程神安管道实现
阶段性竣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华北地区天然气
供应提供重要保障。

神安管道西起陕西省神木市， 途经 3 省 7 市 17
县，最终抵达河北省安平县。 管道全长 622.98 千米，
设计输气量 50 亿方/年，沿途设置 28 个阀室，神木、
康宁、安平 3 个压气站，闫庄 1 个分输站。 该管道山
西—河北段将于年内建成投产， 今冬可向华北地区
供应约 2 亿立方米天然气，有力保障天然气供应。

神安管道作为横跨陕、 晋、 冀三地的长输管
道，其全线贯通后，可将陕东、晋西的天然气源源
不断地输送至京津冀千家万户和产业聚集区。 通
过与蒙西线对接向雄安新区供气 ， 并可与天津
LNG 码头联通，实现双气源互补，担负起区域调峰
保供责任，为华北地区提供安全、低碳、高效的清
洁能源。 （秦培尧）

青海油田蓄力“提气”
温暖青藏甘宁民众

本报讯 随着冬季天然气保供期的到来，青海油
田抢先抓早，仔细谋划，编制冬季保供天然气产销运
行方案， 确保冬季保供期间日产气 1750 万立方米以
上，开足马力提升气田产能，助力青海、西藏、甘肃、宁
夏广大民众温暖过冬。

据悉，通过落实“老井控制递减、新井储备产
能、措施提高贡献”三项稳产举措，加快推进“溶解
气返销、零星气回收、探井提高贡献”三项提产工
程等措施，目前，该油田液化工厂日最高处理天然
气量达 33.6 万立方米，合成 225.5 吨液化天然气，
完全可以满足拉萨市每天最高 32 万立方米的用
气需求。

此外，该油田还预判“天然气外输波动风险，做好
应急调整预案”，在力保“涩北-格尔木”“涩北-南八
仙-敦煌”“南八仙-南翼山” 等输气管道平稳畅通的
同时，对油田周边用户和“涩北-西宁-兰州”及兰州
到银川管道外输量进行调整控制，着力做好应急调整
部署，疏通天然气外输保供“脉络”。 （李凌波）

河南打通 LNG罐箱
海陆联运新通道

本报讯 日前， 来自马来西亚的 LNG 罐式集装
箱，经过 9 天海陆联运后顺利抵达河南周口，首批两
个罐箱按时交付河南省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南天然气”）豫东 LNG 应急储备中心。 此举标
志着河南省正式打通 LNG 罐箱海陆联运新通道，为
今冬用气高峰期天然气保供增添了新气源。

河南天然气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加大国际国
内合作力度， 与 LNG 罐箱供应商共同拓宽海外
气源采购渠道，依托周口港航运优势 、多式联运
优势，积极探索 LNG 罐箱内河运输、陆地运输常
态化运营模式，建立保障河南省天然气资源安全
稳定供应的长效机制。

据悉，本批 LNG 罐箱在连云港港口采用“车船
直取”的方式，由集装箱运输车直接运至河南周口卸
货，直达终端用户，减少了物流环节，提高了配置效
率，提升了安全系数。 （豫宣）

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几十年以炼
油为主的生产方式不同，近年来炼化一
体化建设步伐加快，化工原料需求增量
明显。 多位与会专家指出，未来包括液
化石油气、石脑油、乙烷等在内的化工
用油将取代汽、煤、柴油，成为原油需求
的主要增长点。

在一位与会专家看来，当前我国炼
油行业已由需求驱动转向效益驱动。
“2010 年以前，我国成品油供不应求，行
业主要以炼油为主， 化学品收率仅有
10%—20%。 2010年起，炼油产能逐渐过

剩， 行业开始考虑一体化建设以应对市
场周期性变化，化学品收率超过 20%。预
计到 2030 年，油品需求基本达峰，原油
将更大比例应用于生产化工产品。 ”

这在当前就有明显体现。 据介绍，
2020 年以来，包括镇海炼化、海南炼化、
广东石化、盛虹石化等在内的炼化一体
化装置相继投产，使得我国主要石化产
品的产能大幅增加。尤其是乙烯、丙烯、
丁二烯等石化产品的新增产能一直处
于高峰状态，预计明年还将继续，这就
带来化工原料需求增量的明显上升。

“以 2020 年为例，化工原料的增量
达到了 1000 万吨的规模， 预计明年的
增量可达到 2000 万吨。 如果把这些增
量折算成原油加工量， 其带动的原油
加工量增量会更加明显。 近三年来，化
工原料产量大幅增长， 远超过成品油
需求增量， 成为拉动原油加工量的主
要动力。 ”上述与会专家表示，“需求变
化引导‘十四五’期间我国炼油结构的
深刻调整， 炼厂也需认识到需求结构
以及能源转型对炼油结构的影响，提
前做好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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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监管也
持续发力。 在多位专家看来，随着成品
油终端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利润空间
不断压缩。

“自 2015 年以来 ， 炼油行业陆
续经历了从地炼到大型民营企业
对产业供需格局带来变化以及对
市场的冲击。 今年一个显著的特点
是行业监管更加完善 ，对市场起到
了更好的资源配置作用。 这使得原

料非合规采购、 稀释沥青等出现大
幅削减， 未来进口原油配额足额发
放 、 ‘应用尽用 ’ 或将成为理想方
向。 ”上述与会专家说。

上述与会专家进一步指出：“监管
趋严或将戳破市场泡沫，未来的市场竞
争也将使炼油毛利率处于一个相对均
衡的市场化水平。流通领域的风险将越
来越大， 加油站的单站销量将接近上
限，零售市场面临毛利率收窄和加油站

价格泡沫的双重挑战。 ”
王利宁也表示：“在碳达峰、 碳中

和背景下，交通用油面临更快替代。 成
品油行业需抓住 2025 年前消费达峰的
战略机遇期，持续做好转型升级，更好
地适应国内成品油消费结构演变和区
域增长重心转变；同时，持续做好终端
服务侧转型升级， 建设适应未来低碳
化、多元化、智能化的综合能源服务补
给站。 ”

民企首获常规油气开采许可引热议
■■本报记者 渠沛然

化工用油将成原油需求新增长极“受国家降碳战略以及市场监管政策变
化等因素的叠加影响，石油流通行业供应结
构、 成品油消费方式等将产生巨大变化，我
们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积极应对能
源革命、 绿色革命、 低碳革命以及电动革
命。 ”在近日举办的 2021 中国石油流通行业
年会暨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石油流通协会
会长邸建凯的一番讲话振聋发聩。

炼油行业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生
产领域， 近年来一直面临着低端产能过剩、
高端产能不足的发展困境，“大而不强”问题
突出。不过，在多位与会专家看来，随着近年
来相关引导及监管政策的持续发力，叠加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炼油行业正向着
良好的局面发展，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炼
油结构将迎来深度调整。

来自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数据显
示， 截至 2021 年底， 全国炼油产能预计达
8.93 亿吨/年， 较 2020 年同比净增 1140 万
吨/年。 增量主要来自浙江石化二期、大庆联
谊石化及山东奥星石化，减量包括山东玉皇
盛世、滨阳燃化、中海精细化工在内的三家
地炼企业的装置拆除。

“从国家到地方，都制定了‘十四五’
期间炼油产能以新换旧、 以先进炼油能
力置换落后炼油能力的规划。 从目前的
执行情况来看，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市场营销研究所
副所长李振光指出，“明年包括江苏盛虹
石化 、镇海炼化二期 、广东石化 、大榭石
化五期在内的项目也将先后达产， 合计
新建能力达 4600 万吨/年，远超过去几年
的年均新增炼油能力。 但是由于按照现
在的政策规划 ，2022 年预计将会进一步

淘汰 2000 万吨的落后产能， 如果该规划
能够得到落实，将有利于整个炼油结构的
持续优化。 ”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底浙江石化
二期常减压装置建成投产， 使其以 4000 万
吨/年炼能成为国内第一大、 全球第五大炼
厂。预计未来全部投产达效后，烯烃下游将新
增光伏级 EVA、ABS 及顺丁橡胶、 丁苯橡胶
等制品， 化工品与炼油产品的比例进一步提
升， 使其成为我国炼油结构中较具竞争力的
一大主体。

“综合考虑现有规划与落后产能淘汰，预
计 2025 年我国炼油能力将达到 9.8 亿吨/
年， 之后逐步降至 2060 年的 8 亿吨/年左
右。”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石油市场研究所
主任工程师王利宁表示，“炼油能力持续增长
的同时，多元化格局提升，地方炼厂已成重要
一极。 ”

炼油结构持续优化

倒逼成品油终端市场转型升级

10 月 21 日，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中曼石油”）发布公告称，已于 10 月 19 日正
式获得新疆塔里木盆地温北区块油气开采权， 有效
期为 20 年，成为国家推行油气体制改革后首家获得
常规油气区块采矿许可证的民营企业。

据记者了解， 温北区块探明原油地质储量 3011
万吨、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4.49 亿立方米，具有埋
藏浅、储量丰、易开采的特点。 中曼石油相关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 本次采矿证的取得有助于公司对剩余
709 平方公里区块的后续勘探开发和进一步科学规
划， 对公司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
重要意义。

“中国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盘活民营资
本，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发挥出多种所有制
经济的巨大活力。 随着油气勘探工作的不断深入和
改革的持续推进，上游完全放开、参与主体不断增多
的同时，也面临勘探难度加大、区块和资源赋存条件
更加复杂的挑战。 不论如何，此举都给民企打了一针
强心剂。 ”一位油气区块资源评价人士说。

民企正式进入“竞技场”

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全国已登记的油气资源勘
查开发区域中，95%以上由“三桶油”控制，民企获得
的探矿权占比仅有 1%，常规油气资源采矿权也仅为
“三桶油”和延长石油获得。

2019 年 4 月 1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市
场，完善竞争出让方式和程序，制定实施更为严格
的区块退出管理办法和更为便捷合理的区块流转

管理办法”。目前这一问题已获突破。随着一系列政
策措施的落地，禁锢油气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及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正逐步化解，油气产业格局开始
重构。

“1 年内完成三位地震采集并实施探井获得发
现、2 年内完成温北油田温 7 区块新近系吉迪克组油
气储量申报、3 年内完成采矿权申请前期所有准备工
作， 并在探采一体阶段已经累计采油 16 万吨以上，
对于民企来说过程实属不易。 温北区块采矿许可证
的获得有利于公司高效完成油田产能建设， 提高产
量规模， 使公司在油气勘探开发业务上的投入和发
展达到良性循环，给公司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中曼
石油相关负责人说。

“倘若把探矿权比作民营企业跨入油气行业的
入场券， 那么采矿权意味着民营企业真正进入了油
气行业的竞技场， 真正融入到国家油气行业的建设
中。 但也切勿只看到油气区块勘探开发的短期利益，
而应该制定计划有序开发。 ”该负责人补充说。

利于获得资金支持

据悉， 目前整个温宿区块油田试采日产量已达
700 吨，相当于年产 25 万吨产能。

上述中曼石油相关负责人表示， 油气区块勘探
开发技术储备和前期投入缺一不可。 对于已经进入
和跃跃欲试的国内油气行业的民企来说， 能够获得
采矿权意味着公司的油气勘探获得初步成功， 储量
落实且各项要求和条件都已达成， 马上可以着手区
块的油气开发，是一个油田阶段性成功的标志。

但挺进上游勘探，民企也有不少“烦恼”，其中最
缺的便是资金支持。 油气行业具有投资大、风险高、

回报高的特点， 而民营企业又很容易受到资金和风
控的影响，融资难、融资贵都是制约民营企业进入油
气勘探开发领域的难题。

上述油气区块资源评价人士表示，“首握” 开采
凭证后，温北油田矿权性质由探矿权变成了采矿权，
公司就获得了油田钻探开发井和上产的许可， 加上
油价目前处于高位， 中曼石油可利用自身一体化优
势，大规模批量钻探开发井实现快速上产，有助于加
快公司现金回流。

“有了采矿权后，随着开发井的大规模钻探和投
产，项目现金流会快速增加，有了现金流就可以向金
融机构融资，为油田的快速上产提供资金保障。 ”上
述中曼石油相关负责人说。

保障工作待完善

目前，常规油气市场主体较为单一、参与企业
数量较少。 业内人士建议，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模
式，在发挥国有石油公司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引入
地方资本、社会资本、外资进入常规油气上游市场，
吸收先进的生产要素，加大对外围、深层、低品位、
小规模、难采的油气资源的勘查开采投入，推动常
规油气勘查开采提质增效。

更为重要的是 ， 相关部门要持续开展选区
评价， 积极寻找有利的接替领域 。 对勘探尚未
突破， 尚需延续的勘查区块， 及早加强选区评
价 ，提前准备延续方案 ；同时 ，密切跟踪其它油
气公司勘查登记区块的勘探及延续情况 ， 提前
做好其它油气公司拟延续或减退区块的选区评
价分析， 积极做好拟登记区块的论证和参与招
投标准备。

落落后后产产能能继继续续淘淘汰汰 需需求求增增长长转转向向化化工工 行行业业监监管管更更加加完完善善

““十十四四五五””我我国国炼炼油油结结构构将将进进一一步步优优化化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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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位于河南、
山东两省交界处的中国石
化卫 11 储气库投产运行 。
该储气库是我国华北地区
“百亿方” 级天然气储气库
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中国石化今年建设的库
容量、工作气量最大的一座
储气库。 目前，由文 96 储气
库 、文 23 储气库 、卫 11 储
气库组成的我国华北地区
最 大 天 然 气 地 下 储 气 库
群—中原储气库群库库容
规模已超 100 亿立方米，为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华北
地区、黄河流域天然气供应
增添了“底气”。

图为投产运行中的卫
11 储气库注采站。 陈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