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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中国炼油产能从6.1亿t/a增长到8.6亿t/a， 

原油年加工量从 2010 年的 4.23 亿 t 增加到 2019 年的

6.52 亿 t，炼油产能与实际原油加工量均实现了增长。

中国炼油工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如今已跻身全球

第二炼油大国之列，掌握了现代炼油厂全流程技术，

正行进在由炼油大国向炼油强国转变的路上 [1-2]。

1 原油供需情况

目前，中国主要对陆地油气资源进行开发，对海

上资源开发相对较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7-

2018 年，中国原油产量波动变化，年产量保持在 1.9-

2.2 亿 t 之间。

2018 年，中国原油产量为 1.89 亿 t，较上年同期

减少了 1.3%；2019 年，中国原油产量为 1.91 亿 t，较

2018 年有所增长 [3]。

图 1   2010-2019 中国原油产量及增速（单位：亿 t，%）

总体来看，中国是石油消费大国，石油消费量逐

年递增，增速波动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中国石油表观消费量为 6.48 亿 t，较上年同期增

加了 7%，增速明显提高；2019 年，国内石油表观消

费量为 6.60 亿 t，相较 2018 年而言有所增长。

2 石油炼化行业产能情况 [1-2]

2019 年中国炼油能力为 8.60 亿 t/a，较上年净增

0.29 亿 t/a，我国炼油能力经过 2015、2016 年的徘徊

后重回增长轨道。

据统计，2018-2020 年我国新增炼化产能为 2.39

亿 t（实际上会更大，因为部分小型地炼厂的产能难

以统计），其中 2019 年是高点；2020 年以后新增产

能为 2.11 亿 t。中国新增炼能扩张势头强劲，落后产

能淘汰速度和幅度不及预期，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净

增超过全球净增能力的一半，但全国炼厂平均开工率

72.9%，为全球最低。

图 2   2010-2019 中国炼油产能增长情况单位（亿 t/a）

2019 年炼油能力增长进一步加快，新增长再次

以民营为主。地炼继续加快发展，对国内炼油业影响

进一步加大。商务部公布 2018 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

口允许量为 1.42 亿 t，同比大增 62.6%。新增配额主

要来自 2017 年新获配额的地炼及恒力石化，预计到

2020 年地炼原油进口量或将超过 1.6 亿 t。炼厂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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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由大走强。2020 年国内炼油业将以去产能、

转型升级、由大走强为主攻方向，努力取得新的进步
[4-5]。

2019 年，中国炼油产能过剩趋重并有向炼化一体

化下游低端扩展之势。随着民企的崛起和外资的进入，

国内炼油和乙烯能力重又进入新一轮较快增长通道。

2019 年炼油总能力升至 8.60 亿 t/a，炼化能力过剩愈

演愈烈。

按目前在建、已批准建设和规划的项目测算，我

国 2025 年炼油能力将升至 10.2 亿 t/a，超美国而居世

界第一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炼油行业加快炼化一

体化，叠加乙烯能力的快速增长，炼油能力过剩有进

一步向炼化行业下游扩展、造成低端大宗石化品产能

过剩的可能。

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炼化

企业优化布局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当前，我国炼油化

工行业结构性矛盾严重，一方面传统石化产品产能过

剩，成品油供需矛盾突出，另一方面资源类产品和高

端石油化工产品短缺突出，转型升级压力巨大。伴随

产能过剩，聚烯烃低端通用产品、合成橡胶等石化产

品也出现过剩。

炼油能力的结构性过剩是低端产能的过剩，高端

产能并不过剩，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能并不过剩，

不少炼厂的各方面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

差距。石化行业和企业必须通过优化区域布局，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来进行结构调整。

3 炼油产业经营情况分析

3.1 炼油行业企业数量

我国炼油主体包括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海油、

中化、中化工集团等央企，延长石油等地方性国企、

山东地区地方性炼油企业以及近年来民营资本新建的

一体化炼化企业。

三桶油在原油加工能力上依然保持，但在单位炼

厂加工规模上民营大炼化企业后来居上，恒力、浙石

化 2000 万 t/a 原油加工能力，在规模上远超延长石油、

中化工下属炼厂。复杂系数方面，大连恒力、舟山浙

石化分别为 13.9 和 11.9，中石化炼厂平均尼尔森系数

为 10.5，中石油炼厂为 9.8，地炼为 6.5。在加工深度 

上，新建一体化项目也有显著优势。

我国成品油已经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挑战，这将

倒逼炼油行业从原有的燃料型向炼化一体转型。单纯

的炼油企业正在慢慢减少。根据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

展中心旗下《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分析》每年公布的

行业经济运行报告数据显示：2015-2018 年中国炼油

行业企业数量整体呈现下滑趋势，2018 年中国炼油行

业企业数量为 1201 家，较 2017 年减少 1156 家。2019 

年上半年，行业企业数量在进一步减少。

图 3   2015-2019 年中国炼油行业企业数量（单位：家）

3.2 炼厂开工率变化对石化产业链的影响

石化行业多是重资产型，炼化企业保持在稳定较

高的开工率有利于降低单位成本，并降低相应的物耗、

能耗及公用工程的分摊成本。炼厂在通常情况下必须

保持一定稳定的开工率 [6]。

图 4   2011-2018 年全国炼厂开工率

2011-2018 年全国炼厂开工率如图所示，2016-

2018 年全国炼厂开工率呈现连续下降趋势。开工率的

变化对石化产业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2.1 成品油需求结构的影响

炼厂所有的成品油都是调和而成。主要是汽油、

柴油、航空煤油的加工比例，其中催化裂化汽油绝大

多数作为汽油调和组分。当汽油需求减少时，则可能

会减少催化裂化 FCC 的开工负荷。煤油、柴油馏分通

常为中间馏分，航空煤油多是直馏煤油馏分为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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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需求结构下，成品油中对于汽油和航空煤油的影

响相对较大，柴油影响相对较小。

3.2.2 对于乙烯的影响

乙烯的原料主要来自于炼厂的轻石脑油、炼厂中

的液化气（丙烷、丁烷）、加氢裂化带来乙烷和加氢

尾油等。炼厂的开工率降低，将会不可避免的带来石

脑油的产量减少，则有可能会推高石脑油为原料的乙

烯成本。

3.2.3 对于 PX 及芳烃的影响

PX 主要来自于催化重整装置，但同时催化重整

装置也是炼厂氢气的主要来源之一。催化重整的原料

主要是重石脑油，来自于直馏石脑油、加氢石脑油之

中。催化重整装置的开工率也会影响到氢气的平衡。

3.2.4 对于丙烯产业链的影响

炼厂的丙烯主要来自于催化裂化装置，有些炼厂

没有设置催化裂化，则相应很少有丙烯产出。炼厂的

丙烯产量约占全球丙烯供应的 30% 左右，同时炼厂丙

烯因为分摊折旧和固定成本较少，在中低油价下，是

属于生产成本曲线的最低端。目前来看，炼厂开工率

的降低对于丙烯产业链的影响最大。

3.3 炼油产业盈利能力分析

炼油是石化工业的龙头，全球除中东地区以少部

分原油进行发电之外，绝大多数的原油均需要经过炼

制成为成品油、化工原料、沥青、石油焦、润滑油基

础油、液化石油气 LPG 等产品。根据中国化工经济技

术发展中心旗下《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分析》每年公

布的行业经济运行报告数据显示：2015-2018 年中国

炼油行业营业收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18 年中国炼

油行业营业收入为 3.88 万亿，较 2017 年增长 13.5%。 

2019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1.90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

增长 2.2%。

图 5   2015-2019 年中国炼油行业营业收入增长情况 

（单位：万亿元，%）

4 炼油产业发展能力分析

根据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旗下《中国石油

和化工经济分析》每年公布的行业经济运行报告数据

显示：2015-2018 年中国炼油行业资产总额呈现稳定

上升趋势，2018 年中国炼油行业资产总额为 2.44 万 

亿，较 2017 年增长 19.0%。2019 年上半年资产总额为 

2.64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4.6%[6-7]。

图 6   2015-2019 年中国炼油行业资产总额增长情况 

（单位：亿元，%）

5 小结

目前，2019 年国内石油表观消费量为 6.60 亿 t。

2015-2019 年中国炼油行业资产总额呈现稳定上升趋

势。但随着成品油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挑战，将倒逼

炼油行业从原有的燃料型向炼化一体转型，导致中国

炼油行业企业数量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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