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1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陈昌成 E-mail：cccnews@sohu.com 校对：燕玉 美编：符萍

调查

10 月的最后一天，国内成品油价

格实现“七连跌”。 很快，计价周期还

未结束，“八连跌” 的消息已经满天

飞。 与此同时，有分析预测即将迎来

“九连跌”。

“这不是挺好的！ ”在厦门大学中

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看

来，“实现‘十连跌’、‘十一连跌’……

也不是不可能。 ”他认为，目前来看，

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不过对大宗商

品冲击比较大，“主要原因还是供大

于求”。

有分析师称， 油价持续地走低，

已让生产企业苦不堪言。 在综合考虑

汇率、当前成品油市场情况以及生产

企业经营情况等多种因素下，发改委

或适度地缩小跌价幅度，以维护市场

的平衡，因此具体幅度还须静待发改

委的公布。

油耗成本将继续减少

在上一轮计价周期内，国际油价

跌势较之前几轮有所放缓，但仍没能

改变下滑走势。

截至 11 月 12 日，也就是第九个

工作日收盘，卓创资讯测算的几种主

要原油综合变化率已跌至 -3.75%，对

应的成品油下调幅度是在 180 元 /

吨左右。 折合 90# 汽油 0.13 元 / 升，

93# 汽油 0.14 元 / 升，0# 柴油 0.15

元 / 升。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刘芸分

析称，成品油价格下滑，对于以油品

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物流企业、出租车

以及私家车而言，势必会减少其油耗

成本。

刘芸举例称， 对于运输行业而

言，以载重 50 吨的货车，每月平均跑

1 万公里，百公里油耗 38L 为例。按照

0.15 元 / 升的跌幅测算，在下一个计

价周期的时间里， 理论上将减少 285

元左右的油耗成本。

同时，此次油价下调，出租车的

运营成本也将有适度减少，预计部分

地区的燃油附加费或有微幅调整。 而

对于私家车而言， 如果按照月行驶

2000 公里，每百公里消耗 8 升汽油为

例，93# 汽油每升下跌 0.14 元， 相应

的下个计价周期的油耗成本将减少

11.2元左右。

金银岛分析师于金波分析称，因

汽柴油市场行情与价格频频下挫，一

些地区汽柴油价格跌至新低，且本轮

市场看空气氛远低于此前，部分用户

萌生投机心态，但因外盘走势尚不明

朗，短线筑底盘整可能性较大，市场

交投信心暂难得到明显恢复。

中石油利润受损最大

“油价下跌，除了对中石油、中石

化不利外，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林

伯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其中，

占有较大上游份额的中石油所受到

损失将更大一些。 ”

今年年初， 中石油发布报告称，

2013 年，中石油国内外油气产量当量

约为 2.38 亿吨， 同比增长 5.3%。 其

中，海外原油作业产量首次突破 1 亿

吨，国内原油产量超过 1.1 亿吨。

“如果国际原油年平均价每降 10

美元，中国就可以节省 200 亿美元进

口成本。 ”林伯强估算。

日前，中石油、中石化相继发布

了 2014 年三季报。

据中石化三季报显示，中国石化

勘探及开发板块前三季度实现油气

产量 357.41 百万桶油当量，同比增长

8.05% ， 其中原油产 量 同 比 增 长

7.66%， 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9.14%。

受价格下降、 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

勘探及开发板块实现经营收益 417.48

亿元，同比降低 10.69%。

中石油发布的三季报显示，公司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额 17545 亿元，同

比增长 4.3%； 实现净利润 960 亿元，

同比增长 0.8%。 在中石油的四大板块

中， 勘探与生产板块实现经营利润

1459.54�亿元，比上年同期降低 0.7%。

中金公司分析师关滨表示，近期

国际原油价格从高位下跌，不仅减少

上游油气生产的利润， 也对炼油、化

工和销售业务的库存造成负面减值

影响。

“随着油价的下降， 天然气终端

客户使用积极性将受到影响。 ”南京

苏能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鹏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

样说道。

能源格局改变了油价

油价持续下跌，不会改变目前的

能源格局。“恰恰相反，油价下跌是目

前的能源格局的结果。 ”林伯强表示，

“目前，能源需求下降，美国页岩气革

命，中国市场供大于求，作为两大石

油消费大国需求量的下降，出现油价

下跌。 这种下跌也将煤炭的价格往下

拖，石油价格不好，煤炭价格好不了，

道理简单，相对而言，用油作为燃料

比用煤清洁。 ”

短期来看， 新能源不会受到冲

击。 华澳信托新能源高级分析师王润

川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新能源原本就是补充能源，而

且清洁性和可持续性石油无法实

现。 ”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信证券新

能源分析师王鹏，他认为，环境成本

才是新能源的优势。 11 月 12 日中美

双方在北京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联

合声明就是最好的证明。

美国计划于 2025 年实现在 2005

年基础上减排 26%－28%的全经济范

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 28%。 中国

计划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并计划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提高到 20%左右。

“因此，关键还要看政府的决心，

因为新能源本身是由政府政策支持

所倡导的。 ”一光伏企业相关人士坦

言。

“如果下跌现象持续一两年，那么

将对新能源发展有较大打击。”林伯强

表示，“新能源的竞争力远不及石油，

常规能源越贵清洁能源越具有竞争

力，如果石油价格比较低，那么风电太

阳能的价格就显得相对高了。 ”

林伯强告诉记者：“如果改变目

前下跌趋势，OPEC（石油输出国组

织）需要限产，如一直不减产，那么这

种走跌将持续下去，现状很难改变。 ”

国内成品油限价华丽实现“八连

跌”。 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呈现出震荡

走势，整体仍处低位，导致国内原油

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低位。

随着成品油的持续下行，国内炼

化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现在原油

一跌再跌， 成品油价格持续下跌，明

年将有很多炼厂倒闭。 ”山东省东营

市一炼化企业相关人士这样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

今年多家炼厂倒闭

山东省地炼企业再一次站在了

十字路口， 或退出或转型抑或留下。

10 月份，山东省出台《山东地方炼化

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

2017 年底， 淘汰及转产落后企业 20

余家，缩减落后产能 1200 万吨 / 年，

2018 年—2020 年， 一次加工能力控

制在 1 亿吨 / 年之内， 平均规模 450

万吨 / 年—500 万吨 / 年。

有分析师指出，成品油持续下跌

或将助推山东省地炼改革提速。 而方

案的出台可以看作是“在积极争取原

油进口权”。

倒闭现象在山东地炼企业时而

发生。 上述炼化企业相关人士坦言：

“倒贷停止后， 很多炼化企业都陷入

了危机， 今年有多家炼厂已经倒闭。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企业，现在

整个行业都处于亏损状态，基本没有

挣钱的。 ”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张斌给

《中国企业报》 记者打了一个比方：

“之前炼 1 吨油的利润能够实现 150

元至 160 元，而现在炼 1 吨油只有 30

元至 50元。 ”目前炼厂生存状况可见

一斑。

随着油价持续下跌，利润空间则

越来越小。 一家炼厂人士告诉《中国

企业报》 记者：“油价跌破 80 美元的

话，我们的利润会严重下滑，那炼厂

开工率自然下调。 ”

《方案》显示，2000 年经国家清理

整顿后山东省保留 21 家地方炼化企

业，近几年，有 9 家企业被中央企业

兼并重组。 到 2013年底，山东省共有

地方炼化企业 49 家， 一次加工能力

合计 11265 万吨，平均规模 230 万吨，

全年完成加工量 4100万吨。

张斌认为：“这些数字相对比较

保守。 ”

“方案中的企业数量应该是在册

数量。 ”上述炼化企业相关人士表示，

“仅东营地区大大小小就有 54 家炼

厂，一般都超过 150万吨。 ”

“事实上， 东营地区应该比 54 家

还多， 有的炼厂更小， 根本没有上

册。 ”上述炼厂人士告诉记者。

“山东地炼企业大小不一，而且

很多企业是打着政策擦边球上马

的，一年 10 万吨左右的产能，与上

千万吨的加工能力相比则显得非常

小。”张斌认为，当前国内成品油产能

过剩、终端市场需求不足，同时油品

升级、税费改革等同步进行，造成行

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成品油市场连

跌的前提下，将是市场改革的良机。

不仅是山东地方炼厂在改革，国

有企业也在推进中。 据上述炼化相关

人士介绍，有的央企控股公司将把相

对大的盈利的分公司统一整合，然后

集中上市。 剩下几家相对比较小的亏

损的公司则整合为一家公司，届时其

产能将达到千万吨。

再争原油进口权

中国能源观察提供数据显示，

2014 年全行业开工率 36%，2017 年保

留企业开工率达到 60%，2020 年保留

企业开工率增加至 75%—80%。

安迅思中国研究总监李莉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意

味着未来 3 年内山东地炼需要 6000

万吨的原料，是 2013 年的 1.5 倍。 到

2020 年需要至少 7500 万吨的原料，

也就是 2013 年的 1.87 倍。

《方案》称，山东省地方炼化企业

国内原油资源计划为 122.2 万吨 /

年，而且没有原油进口及使用资质。

仅靠国家的 122.2 万吨原油资

源，无异于杯水车薪。 张斌表示，像东

明石化，其加工能力已经达到了 1200

万吨 / 年，“按照国家配给量，连一个

月都不够用， 那剩下的 11 个月都得

停工”。

燃料油一度是地方炼厂生产加

工的主要原料。 但是，相比原油，燃

料油的出油率和生产出的油的品质

差距较大， 因此无论是利润还是产

品质量或多或少都受到不同程度影

响。

为此，山东省一直在大力推进山

东地炼获得原油进口权资质，但是始

终没有下文。 张斌告诉记者，前几年，

山东石油协会注册成立了山东石化

集团有限公司，以类似这样的方式方

法希望操作进口原油，但还是没有审

批下来。

李莉分析说，山东出台这一方案

后，“应该是希望加速推进进口原油

开放给山东地炼的进程， 因为国家

顾虑的就是这个行业相对比较混

乱”。

“值得一提的是， 地炼一直被诟

病的原因之一就是低效，有的规模特

别小还是‘茶壶炼厂’， 只有几十万

吨，同时还存在安全、环保、工艺相对

落后等问题。 生产的产品部分为非标

产品，还有税收方面相对不够清晰等

都应该是国家比较在意之处，所以需

要整顿。 ”李莉如是说。

“此方案的出台和之前的行为，

可以看作是向国家表态，地方炼化产

业会得到比较好的引导，由此希望得

到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 ”李莉认为，

“可能在各方面的政策， 有原油政策

以及给予地方企业的政策能够相对

有所倾斜。 ”山东地炼可以看作是在

夹缝中生存，如果最后能够拿到原油

进口使用权，对地炼的生存状态将有

所改善。

山东地炼再转型直指原油进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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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半年跌三成 中石油最“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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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博制图

【油价下跌·探因】

【油价下跌·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