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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渠沛然报道 ：2 月 17
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下称“石
化联合会”）在京召开 2021 年度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 从各项
运行数据看，2021 年全行业主营收入增长
30%、利润增长 127%、进出口增长 38.7%，
营收和利润双双创历史新高。 同期，化工
板块利润总额及利润率也均创历史新高，
业绩超出预期。 此外，2021 年我国原油对
外依存度首次由升转降。

石化联合会信息与市场部副主任范敏
表示，石油和化工产业三大主要板块景气
度不同程度回升， 其中油气开采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2%，增速由负转正，比上年
回升 5.5 个百分点；炼油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2%，回升 0.9 个百分点；化工行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5%，回升 3.9 个百分点。

石化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指出，整
体来看 ，2021 年行业运行呈现 “四增
三降”。

数据显示，2021 年原油产量达 1.99
亿吨， 同比增长 2.4%； 天然气产量为
2052.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8.2%，连续 5

年增产超过 100 亿立方米。 伴随着产量的
增加，原油加工量及其主要石化产品的产
量也有所增加。 其中， 原油加工量突破 7
亿吨，同比增长 4.3%；成品油产量 3.57 亿
吨，同比增长 7.9%。

与此同时， 主要石化产品的进口量、
消费量和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也在增加。

数据显示，2021 年底规模以上石化企
业数量在连续 5 年减少的情况下首次增
加。 2015 年，国内石化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数量为 29765 家，此后连续下降。 最明显
的是 2018 年， 同比大幅减少 1494 家，到
2020 年已减至 26039 家。 “十三五”期间，
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减少 3726 家。

傅向升认为，2021 年石化行业规模以
上企业数量有所增加，表明近年来国内加
大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并转散乱污企业取
得明显成效，也说明布局合理、技术含量
高、竞争力强和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获得了
更好的发展空间。

与增长指数“反向而行”的则是中国
原油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出现双下降，尤
其是原油对外依存度为首次下降。 同时，

主要合成材料进口量也呈下降趋势。
2021 年， 中国原油进口量为 5.13 亿

吨，同比下降 5.3%，首次出现下降；原油对
外依存度由上年度的 73.6%降至 72%，下
降 1.6%。

石化联合会分析认为，原油进口量下
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油价高企。 去年布伦
特均价为 70.72 美元/桶，比上年均价上涨
69.4%。 傅向升表示，通过国家储备，根据
国际市场油价走势来宏观调控原油进口
量，不仅可以为国家节省外汇，还可以抑
制投机资本牟利。

傅向升表示，原油对外依存度首次由
升转降，并不意味着原油消费量和进口量
的峰值已现，这只是我国消费市场对国际
原油供求和价格的一次正常反应。 “此外，
‘三桶油’ 实施的油气增产七年行动计划
和国内‘双碳’目标的推进，也是原油进口
量下降的两大重要原因。 ”

不过，2021 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
以来， 石油和化工行业也面临着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下滑， 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
挑战。

傅向升表示，今年，行业将迎世界经
济仍然呈正增长、中国继续引领世界经济
增长、石化产业市场空间仍然较大等新机
遇。 “但也会面临疫情发展存不确定性、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 产品价格存在不确定
性、供应链保障待完善等诸多挑战。 ”

“石化和化工生产过程的连续稳定、
产品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十分重要。 疫情
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严重影响， 不能因
‘能耗双控’政策就简单‘一刀切’，园区和
企业被限产停产，甚至被拉闸限电，不仅
威胁到石化产品供应链的稳定安全，还直
接威胁到石化装置、化工企业和园区的生
产安全。 ”傅向升强调。

傅向升指出，2022 年保供稳价将是国
内石化行业的首要责任，政策调控力度加
大且更趋精准，将助力我国经济继续运行
在合理区间。

傅向升表示，当前我国石油和化工行
业正处于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
增长潜力很大，挑战也很大。 预计 2022 年
以稳为主，稳中提质，主要指标增速将放
缓，全年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我我国国原原油油对对外外依依存存度度首首次次下下降降 “深海一号”累计产气
超 10亿立方米

本报讯 中国海油日前发布消
息称，自 2021 年 6 月 25 日正式投产
以来，我国首个自营 1500 米超深水
大气田“深海一号”累计生产天然气
超 10 亿立方米。

“深海一号”大气田是我国迄今
为止自主发现的平均水深最深、勘
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
田， 气田量身定制了全球首座十万
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
“深海一号”能源站，投产后每年可
向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 30 亿立方
米，能满足粤港澳大湾区 1/4 的民生
用气需求。

“深海一号”气田总监袁圆介绍，
“深海一号” 能源站生产工艺处理系
统的建设规模和流程的复杂程度在
世界同类型海上油气处理设施中居
于前列， 生产区管线长度超过 6 万
米，温度跨度从零下 25℃到 200℃。

目前，以“深海一号”为重要枢
纽， 中国海油正积极推动 “深海二
号”（陵水 25-1）等气田的开发，推动
南海万亿大气区建设从蓝图变为现
实， 以更好地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和
海南自贸区（港）日益增长的清洁能
源需求。 （冉永平）

我国将新建
两座 LNG接收站

本报讯 国内将再添两座液化
天然气（LNG）接收站，年接收能力
合计超过 1100 万吨， 总投资近 120
亿元。

2 月 16 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消
息称，同意建设哈纳斯莆田 LNG 接
收站项目和惠州 LNG 接收站项目。

核准批复文件显示， 哈纳斯莆
田 LNG 接收站项目总投资约 52.63
亿元。 该项目位于莆田市湄洲湾港
东吴港区，接收站年接收能力为 565
万吨， 将新建 LNG 专用泊位 1 个，
建设 20 万立方米 LNG 储罐 2 个，
以及配套工艺、 公用工程和辅助工
程设施。

除了福建， 广东也将新建 1 座
LNG 接收站。

该项目核准批复文件显示 ，
惠州 LNG 接收站项目归属于广
东惠州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接
收站最大接收能力为 610 万吨/
年，总投资 66 .36 亿元。

该项目位于广东省惠州港惠东
港区碧甲作业区，将建设 3 座 20 万
立方米 LNG 储罐及相关配套接卸、
气化、 装车等主要工艺设施，1 座可
靠泊 8 万立方米—26.6 万立方米
LNG 船的接卸码头， 以及 1 座工作
船码头。 (侯瑞宁)

2 月 15 日，30 万
吨级油轮“克洛伊”号
在全国最大石油储运
基地———中化兴中石
油转运（舟山）有限公
司 30 万吨级码头顺
利 卸 载 27.8 万 吨 原
油后离泊。 这是中化
兴中公司创新仓单签
发及油品质押融资业
务后接靠的最大一艘
油轮。 该创新举措解
决了行业中常见的诸
如供应链金融保理业
务放款时间长、 流程
复杂、 融资成本高等
弊端。

图为该公司创新
相关业务后， 近日又
一艘 30 万吨级油轮
靠泊中化兴中岙山基
地码头。

应红枫/摄

中中化化兴兴中中公公司司创创新新仓仓单单签签发发及及油油品品质质押押融融资资业业务务

核心阅读
高耗能行业推行天然气替代可有效助力节能减排降碳，同

时推动行业优胜劣汰、转型升级，但也因此增加了企业用能成
本。 推动先进技术应用，加强天然气产业上下游联动稳定价格，
可有效打破高耗能行业“改气”成本焦虑。

高耗能行业如何摆脱用气成本焦虑？
■■本报记者 张金梦

2 月 11 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
造升级实施指南 （2022 年版 ）》（下称 《指南 》）， 鼓励平板玻璃 、建
筑、卫生陶瓷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推动天然气替代。

事实上，部分高耗能领域推动天然气替代早有尝试，但由于近两年天
然气价格涨幅较大，给企业带来较大成本压力，加之多地冬季用气高峰期
施行“压非保民”，导致部分企业推行天然气替代过程并不顺利。业内人士
表示，因地制宜推动高耗能产业实施“煤改气”，符合当下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要求。 但在推行过程中，还应分析市场价格耐受力，加强天然气产业上
下游联动合作，减轻高耗能行业用气成本压力。

平板玻璃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建筑和卫
生陶瓷行业同样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三大高耗能行业在生
产过程中均需要消耗大量煤、天然气、电力等能源。

《指南》显示，不同的平板玻璃企业、建筑与卫生陶瓷企业生产能耗水
平和碳排放水平差异较大，推动天然气替代，实现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潜力
较大。

以平板玻璃为例，相关数据显示，通过使用天然气替代，每单位重量箱
平板玻璃较使用重油、 煤焦油和石油焦可分别实现碳减排 23%、26%和
48%，降碳效果突出。 与此同时，在卫生陶瓷行业，通过推动天然气替代，可
降低窑炉燃烧过程中的空气系数，减少排烟热量损失，从而降低窑炉实际
运行能耗，较传统燃煤窑炉可节能 34.8%。

“改气”相较传统燃煤窑炉节能 34.8%�

为充分发挥天然气替代的节能效果，近
年来，建筑、卫生陶瓷、平板玻璃等企业的“煤
改气”进程不断加快。自 2016 年以来，每年均
有产区宣布完成“煤改气”。截至去年，已有山
东淄博、福建晋江、辽宁法库、四川夹江、广东
佛山等大型产区基本完成“煤改气”。

但与此同时， 推行天然气替代所带来的

成本代价相对也较大。 有数据显示，以平板玻
璃行业为例，企业改用天然气，比使用重油、
煤焦油和石油焦作为能源， 成本分别增加
14%、17%、24%。

“正因如此，去年下半年，天然气价格走
高且涨幅较大，部分已完成‘煤改气’的卫生
陶瓷企业面临较大压力， 有些甚至一度停工

停产。”一位不愿具名的卫生陶瓷生产商表示。
该卫生陶瓷生产商进一步补充说，陶瓷产

品本身毛利率并不高，其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
成本为能源成本，一旦能源价格上涨，即便不
算上化工原料、纸箱、人工等，总成本也会随之
大增。 这也导致目前部分中小陶瓷企业陷入
保本甚至亏本的状态。

用能成本攀升加重企业生存压力

在北京燃气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吕淼看
来，高耗能行业推行天然气替代，可在一定程
度上倒逼行业优胜劣汰。“行业内龙头企业所
受影响不会太大， 但部分中小规模企业则可
能面临‘生存寒流’。 ”

吕淼进一步表示， 部分高耗能行业推行
天然气替代在算好燃料成本账的同时， 还应
算上节能降碳的“隐形收益”。 有平板玻璃企
业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改造前， 公司
生产过程中每天要烧 15 吨煤，按照热效率换

算，也就是 1.2 万立方米天然气。但‘改气’后，
配合使用天然气节能窑炉， 每天只需烧 7000
立方米天然气，节约了能源，降低了能源运行
成本。 且改造完成后，设备运行更稳定，产品
残次率减少，质量更上了一个档次。 ”

但要真正打消企业“改气”顾虑，还应进
一步做好市场价格波动预案。 中国城镇供热
协会副理事长刘荣表示：“平板玻璃、 卫生陶
瓷、 建筑等高耗能产业生产过程中实施天然气
替代，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单一环节，其生产过程

燃料的转变可能会导致所在的生产链联动涨价。
所以实施天然气替代前，还应做好市场价格敏感
区间与市场价格耐受力的深入分析。 ”

此外，吕淼表示，高耗能产业推行天然气
替代还应加强天然气供应商与高耗能行业用
户的联动合作， 建议高耗能行业企业与天然
气供应商签订中长期购销协议， 尽可能降低
天然气价格波动幅度， 缩小因天然气价格波
动带来的市场连锁反应， 推动高耗能行业绿
色低碳转型。

需加强天然气产业上下游联动

推行天然气替代后，用能成本增加，生存压力陡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