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中国化工贸易          2022 年 9 月

Trade Economy  | 贸易经济

1 中国成品油市场供应格局及未来趋势分析

1.1 中国成品油产能趋势分析

1.1.1 今年中国产能及新增产能

目前中国的炼油能力仍属于第一梯队，与美国共

同领跑全球。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165 家炼厂，数量

较 2021 年下降 10.33%，原油总加工能力达 9.82 亿 t/a， 

较 2021 年下降 0.10%，原油总加工能力首次出现下降，

炼油企业整合效果开始显露。

东北、新疆及华南闲置炼能增多，叠加山东等地

部分炼厂拆除，导致炼厂数量大幅收缩。若不计入小

型炼厂（常减压规模小于等于 200 万 t/a），则中国

总一次原油加工能力约为 9.40 亿 t/a，较 2021 年增长

0.21%。

今年，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一次加工能力为 5.86 亿 t/a，

加上其他国有或央企背景炼厂，一次加工能力达6.01亿t/a， 

占中国总原油加工能力的 61.69%，继续维持强势地

位。中国独立炼厂一次原油加工能力为 3.73 亿 t/a，

较 2021 年下降 7.13%。

1.1.2 未来三年年中国成品油产品年度产能趋势预测

国家关于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继续明确，即 200 万 t 

及以下的炼油装置需要持续推进淘汰工作。截至目前，

全国共拥有 200 万 t/a 及以下常减压装置的炼厂 37 家，

合计炼化炼能超过 3500 万 t/a，其中 80% 以上都是民

营为主体的独立炼厂。

国家政策来看，新建装置的“门槛”，即 1000 万 t/a 

以下的常减压、150 万 t/a 以下的催化裂化、100 万 t/a

以下的连续重整（含芳烃抽提）、150 万 t/a 以下的加

氢裂化均不再允许批复。

未来三年来看，无论是主营还是民营单位，都有

新的大炼化项目陆续落地，主营单位以镇海炼化的新

建项目（二期）为代表，一期二期共 1500 万 t/a，民

营以山东的裕龙炼化为代表，未来五年山东也将拥有

2000 万 t 级别的大型炼厂。

不过由于政策面已经划线，到 2025 年国内炼油能

力不能超过 10 亿 t/a，加上部分中小炼厂依然面临重组

整合，因此未来三年国内炼油能力或在 9.7-10.2 亿 t/a 

之间波动，2025 年前炼能必须控制在 10 亿 t/a 之内。

1.2 今年中国炼厂产能利用率走势及产量分析

1.2.1 今年中国炼厂产能利用率趋势分析

常减压产能利用率反映出炼厂一次炼油装置的使

用情况，常减压装置开工率的高低反映炼厂原料加工

量的多少。

本文中常减压产能利用率样本企业包含全国 157

家炼厂（91 家独立炼厂 +66 家主营炼厂），产能覆盖

率达 98.38%，几乎包含所有正常在营独立炼厂。

从近 5 年产能利用率走势来看，今年中国炼厂产

能利用率持续跌至近 5 年新低（2020 年 2-3 月份因制

约需求因素导致的突然停工除外），主因国际原油价

格持续走高导致的炼厂炼油利润缩减以及制约需求因

素对于需求的制约。但在 8 月份开工率开始呈现正向

走高的态势，带动 8 月份中国炼厂开工率走高的主要

因素一方面是炼厂检修结束后的集中投产，另一方面

是国内第四批及第五批成品油出口配额超预期下发，

成品油总需求量增长，国内柴油资源显紧，促使开工

率上升。

1.2.2 今年中国汽油产量与产能利用率趋势分析及预

测

今年中国汽油年度总产量 1.7 亿 t，同比下降 11.61%。 

产量变化来看，上半年产量的峰值出现在 3 月份，春

节假期之后汽油传统旺季，主营炼厂保供前提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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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比来增产汽油减产柴油。明年汽油、柴油消费量整体将呈现增长趋势，预计 2025 年汽柴油需求总量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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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收率，但随着中下旬国内制约需求因素出现，汽

油库存快速累高，4 月份开始炼厂下调产能利用率，

带动汽油产量明显下滑。

4 月份之后，国内制约需求因素逐步受控，汽油

产量低谷回升。但高库存压力之下，汽油产量涨幅缓

慢。

8 月份后，汽油旺季属性显现，汽油库存降至正

常水平，炼厂检修季结束、产能利用率再度走高，汽

油产量逐步提高。因制约需求因素导致的消费量下降

倒逼炼厂减少产出是今年汽油产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因

素。

明年国内制约需求因素逐渐消失，预计抓经济、

促增长成为国家制定各项政策的重点考虑因素，国家

出台一系列推动经济复苏和拉动消费政策，消费端和

生产端预计迎来强劲复苏，促进炼油产能利用率提高

及汽油产量增长。

1.2.3 今年中国柴油产量与产能利用率趋势分析及预

测

今年中国柴油年度总产量 2.25 亿 t，同比下降 3.48%。 

产量变化来看，上半年产量的峰值出现在 1 月份，前

三季度柴油月度产量基本维持在相对低位，2-8 月份

部分炼厂按计划轮流检修，产量及平均产能利用率亦

随之小幅下降。

然而，自 8 月起国内柴油资源趋紧逐步凸显，为

力保国内柴油供应，预计四季度主营炼厂逐步上调柴

油计划产量，维持高负荷生产，四季度国内炼厂产能

利用率及柴油产出率均有显著增长，月均产量将达到

2000 万 t 之上。

明年国内经济预期向好，工矿、基建、物流等行

业迎来复苏，柴油需求呈上升态势。由于 2021 年 3-5

月份装置大检年已经过去，明年暂无集中大检计划，

排除 1 月份春节假期因素影响产量缩减，一二季度整

体产量供应相对稳定。

三季度 7 月份或将出现产量下降预期，主要是南

方梅雨季对户外用油需求存在拖累，虽然 8 月份仍有

台风对柴油需求存在潜在制约，但届时下游将为“金

九银十”做提前备货准备，炼厂负荷将逐步提升，产

量相应增加。

四季度末北方进入冬季，户外工矿基建用油需求

下降，受淡旺季需求制约，加之替代能源煤制油、天

然气等资源冲击，以及节能减排等政策影响，柴油整

体出率及产量存下降趋势。

2 中国成品油市场需求及未来趋势分析

汽油主要应用于交通运输、生活消费、建筑业等

领域，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汽油应用领域

中占据比例最大，占总消费结构的 43.2%，消费比例

基本过半。

今年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3.19 亿辆，同比增长 5.63%。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310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4.10%。

今年内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535 万辆，同比增长

81.5%，虽新能源汽车增长趋势迅猛，但因基数较小，

对传统能源汽油的替代作用仍不明显，国内汽油消费

仍主要集中在交通、生活消费等与汽车密切度较高的

领域。

2.1 中国汽油消费量分析及预测

今年中国汽油国内消费总量 1.55 亿 t，同比下降

14.15%。预计年内月度消费整体呈倒“V”趋势，消

费低谷期为 3 月及预计 11 月份，汽油消费量在 1150

万 t/ 月附近，预计主要原因是国内制约需求因素多面

积爆发、防控力度升级，居民出行量大幅下降。

3 月份还同时承受原油走高带动零售限价涨至历

史高位的压力，大众消费积极性受挫，汽油消费量显

著回落。而汽油批发价格则受原油强势上涨影响，开

年即上涨，并在 3 月份达到全年高点。

自 4 月份起，制约需求因素逐步受控推动复工复

产，6、7 月份高温、暑期带动，汽油消费量逐步复苏，

汽油批发价格在原油及供需博弈间横盘震荡。9 月份

之后，暑期效应消散，同时部分省市制约需求因素再

现严峻，消费量持续回落，预计 11 月份消费量进入

全年最低点。四季度汽油需求羸弱，带动价格持续下

行。

制约需求因素已经持续 3 年之久，根据历史经

验，鲜有超过 3 年的重大持续因素，预计明年制约需

求因素对国内汽油消费量的抑制明显减弱，预计下半

年汽油消费将在旅游旺季带动下显著提高。2023 年汽

油消费量整体呈现增量趋势，预计消费量同比今年增

幅 9.79%。汽油消费量的走强也将为国内汽油价格兜

底，随着国际局势缓解，预计布伦特油价长期维持在

80 美元 / 桶左右，供需支撑将缓解原油成本端对价格

的不利影响。

未来五年，国内炼化产能仍处于扩张周期内，预

计至 2027 年一次炼化产能将达 10.16 亿 t。但随着国

内汽车保有量涨幅减缓以及新能源及共享交通工具的

替代作用，2025 年前后国内汽油消费量将达到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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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汽油消费量进入下行通道，出口方面也因能源减

排政策逐步削减，总消费量下降反过来抑制汽油产出。

2025 年后，汽油供应及消费量双降。

2023 年因制约需求因素影响消散，汽油消费短暂

快速提升，一定程度为价格构筑支撑平台。但未来几

年间国际原油价格重心或面临逐年下移，拖累汽油价

格下行。

2.2 中国柴油消费量分析及预测

今年中国柴油消费总量 2.15 亿 t，同比下降 3.4%。

按月来看，呈先抑后扬趋势。其中，2 月份消费量

1382 万 t，为年度最低点，主要原因是本周期适逢春

节假期，工矿基建项目集中停工休假，期间高速公路

严禁危险品货物运输，利空柴油消费。而步入“金三

银四”阶段后，国内需求稳步向好发展，柴油市场亦

展现出量价齐升态势。另外，随着年内国家多项政策

性金融措施出台，柴油消费量逐月增长，下半年整体

消费情况明显好于上半年。

从炼油产能新增计划来看，明年柴油消费量整体

呈现增量趋势，预计消费量同比 2022 年增幅约在 4.61% 

左右。经过 2022 年高油价下的需求不振，2023 年消

费量将有所提升，但依然存在个别月份淡旺季的差异

性。

未来五年，预计中国柴油产品产量和消费量将呈

现双降态势，主要考虑到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严重、

市场竞争惨烈、替代能源冲击等，将导致装置利用率

下降，且随着国家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逐步推进，

预计 2027 年柴油产量将回落至 2 亿 t 以下，至 2027

年柴油产品消费总量 19480 万 t。虽然在 2026 年消费

量预期略高于供应量，对柴油现货行情带来一定支撑，

但 2027 年，柴油供需逐步达到平衡。

2.3 中国汽柴油出口量分析及预测

近年来，我国成品油资源供应过剩的问题突出，

因此 2019 及 2020 年国家下发大量出口配额来缓解国

内供应过剩的紧张局面。但在 2021 年，国家推出节

能降碳行动，要推动石化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

目标。因此 2021 年起国内汽油出口量下滑，预计至

2022 年汽油出口量下滑至 1300 万 t，同比 2021 年下

降 200 万 t，降幅 15%，为近五年出口量最低。目前

我国具备成品油出口资质的企业有中石油、中石化、

中海油、中化、中国航油、浙江石化和中国兵器共七

家企业。

预计今年柴油出口量 1100 万 t，同比减少 640 万 t，

降幅 35%。整体看今年国内柴油出口量呈现增长走势，

尤其下半年增幅较大。上半年国内柴油保供国内为主，

出口量极少。四季度开始，第五批成品油出口配额下

放，同时柴油出口利润尚可观，因此 8 月开始柴油出

口量逐渐增大，预计后几月柴油出口仍有增量空间。

未来几年，国内汽油将持续处于供过于求状态中，

炼化产能基数继续上移，落后产能的出清以及油化转

型依旧需要较长周期的市场调控。在此期间，国内供

需矛盾仍需要出口方面的调控。但在国家双碳减排政

策指引下，出口转内销趋势已定，出口量也将遵循逐

年减少的步调。从国家指引方向上看，2025 年国内成

品油出口量或控制在 1000 万 t 左右，汽油净出口量预

计在 395 万 t 左右，至 2027 年国内汽油出口量或降至

325 万 t 左右。

与汽油不同的是，国内柴油供应过剩的局面将逐

步缓解。从全球能源发展趋势来看，碳达峰、碳中和

将倒逼柴油市场占有率收窄。未来五年，尽管炼化产

能进入扩张周期，但柴油五年间产量或将回落 3000 万 t 

之多，供应减速低于终端消费需求减速。2027 年净出

口量有望降至 200 万 t 以下。

3 结语

双碳减排政策指引下，炼油行业需要转型升级，

合理分配市场份额，由传统炼油行业向炼化一体转型

过渡势在必行。成品油销售企业需要适应碳达峰以后

市场需求萎缩、供应过剩的新市场格局，抓住国家成

品油市场整治的大好机遇，稳定和抢占消费终端和生

产终端，稳住基础销量。同时，积极推动销售人员转 

型，利用现有成品油销售渠道，引导销售人员开拓非

油品业务，适应新的市场形势。

（注：文中提到的本年数据均为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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