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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述了我国原油加工能力统计 、原油加工能力分布 、未来我国石油需求形势以及未

来原油加工能力需求及炼油建设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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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油加工能力统计

据初步统计 ,截至 2007年底 ,全国拥有炼油厂

120家左右 ,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合计 4 ×10
8

t/a,较

2000年增长 43%;原油加工量 3.27 ×10
8

t,比 2000

年增长 61.9%。大的炼油企业共三家 ,其中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炼油能力 1.95 ×10
8

t/a,占全国总能力

近一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炼油能力 1.4 ×10
8

t/

a,占 35%;由陕西地方炼油企业整合形成的陕西延

长石油集团 ,炼油能力 1 300 ×10
4

t/a,占 3.3%
[ 1]

。

地方小炼油企业经整顿后保留 82家 ,其中 19

家分属于中国石油集团和中国石化集团 ,归属于地

方政府的有 63家。这些地方炼油企业大部分分布

在山东(21家)和辽宁(15家)。经过不断的技术改

进 ,近几年 ,山东省地方炼油企业有很大发展 ,据统

计 , 2007年 ,山东省地方炼油企业共 21家 ,合计原

油加工能力达到 4 500 ×10
4

t/a。而辽宁省地方炼

油企业则有所萎缩 , 15家企业合计原油加工能力仅

400×10
4

t/a。地方炼油企业由于油源无法保障 ,普

遍开工率较低。

从炼厂规模来看 , 2 000×10
4

t/a以上的炼厂有

2家 ,分别是中国石化集团的镇海炼化和中国石油

集团的大连石化;1 000×10
4

t/a以上的有 10家 ,其

中 ,中石化 7家 ,中石油 3家;500 ×10
4

t/a以上的有

25家 ,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别为 13家和 12家。中石

化炼厂平均规模达到 564.7 ×10
4

t/a,中石油炼厂平

均规模为 534.6 ×10
4

t/a。

2007年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及延长集团实际加

工原油 2.98 ×10
8

t,平均开工率 85.6%;地方炼油

企业加工原油 2 900×10
4

t,平均开工率 55.8%。

2　原油加工能力分布

我国原油加工能力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华东地

区。东北三省原油加工能力9 100 ×10
4

t/a,其中辽

宁一省拥有大连石化 、西太平洋炼化 、抚顺石化 、锦

西石化 、锦州石化 、辽阳石化和辽河石化 7个大中型

炼厂 ,合计原油加工能力达到 6 400 ×10
4

t/a,再加

上地方炼油企业能力 ,成为全国炼油能力最大的省

份。

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 ,油品需求旺盛 ,炼油能

力也比较集中 ,合计炼油能力达 1.5×10
8

t/a。其中

沪 、苏 、浙长三角经济中心也是大型炼厂集中之地 ,

分布有上海石化 、镇海石化 、金陵石化 、高桥石化等

大型炼化企业 ,三省市原油加工能力均在 2 000 ×

10
4

t/a以上 。山东大型炼厂不多 ,仅齐鲁石化 1家 ,

但集中着 21家地方炼油企业 ,总规模达 4 500 ×10
4

t/a,超过大型炼厂的能力 ,全省总炼油能力仅次于

辽宁 ,居全国第二。



西北地区油品消费较低 ,但由于拥有丰富石油

资源 ,围绕原油产地进行就地加工而建立起一些炼

厂 。西北的陕西 、新疆和甘肃均是炼厂分布之地 ,原

油加工能力分别为 1 900 ×10
4
, 1 700 ×10

4
和 1 400

×10
4

t/a,而宁夏和青海则基本没有炼油能力 。西

北地区合计原油加工能力 5 300×10
4

t/a。

中南六省原油加工能力 6 500 ×10
4

t/a。其中

广东炼油能力超过3 000 ×10
4

t/a,仅次于辽宁和山

东 ,居全国第三位 ,占中南地区近一半 ,但是由于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 ,汽车保有量 、运输量均较大 ,油品

需求大 ,因此尽管能力不小 ,但仍然是历次 “油荒 ”

的 “首发 ”之地。华中地区的河南 、湖北 、湖南仅有

少数几个 500 ×10
4

t级的中型炼厂 ,总炼油能力均

不大。广西则基本没有规模型的炼厂 ,能力不到

100×10
4

t。

华北地区原油加工能力3 600 ×10
4

t/a,主要集

中于河北 、北京和天津三省市 , 炼油能力均超过

1 000 ×10
4

t/a,内蒙古仅有一个百万吨的小型炼

厂 ,而山西则完全没有 。因此总体而言 ,华北地区炼

油能力偏少 ,需要外省调入 。

西南地区炼油能力为空白 ,目前没有大中型炼

厂 ,所需油品基本完全依靠外省调入 ,供应能力最为

薄弱。

2007年我国各区域炼油能力分布为:华东地区

占 41%、中南地区占 18%、东北地区占 17%、西北

地区占 14%、华北地区占 10%。

总体上看 ,我国炼厂的布局呈现出以下特点:

a.靠近油源 。黑龙江 、辽宁 、新疆 、陕西 、甘肃等

省是我国主要石油产地 ,油田周围建立起大型炼厂

就地加工生产炼化产品 ,便于节省运输成本 ,也带动

当地经济 ,创造就业;

b.靠近市场 。珠三角 、长三角 、环渤海是我国

经济最发达的地带 ,也是我国主要的成品油消费市

场 ,广州石化 、茂名石化 、上海石化 、金陵石化 、镇海

炼化 、大连石化等大的炼厂均集中于这些地区 ,贴近

市场 ,能较好地满足市场需要;

c.靠近沿海 、沿江。我国 40%以上的原油需要

进口 , 2007年全国进口原油 1.63 ×10
8

t,进口依存

度达到 47.2%。大连 、天津 、上海 、镇海 、茂名 、南

京 、武汉等地炼厂由于有沿海 、沿江码头 ,便于原油

资源的运达。

3　未来我国石油需求形势

3.1　2006 ～ 2007年原油消费增长超过预期

根据石油和化工 “十一五 ”规划 , “十一五 ”期间

我国原油消费量按 5%的速度增长 , 2010年全国原

油需求量为 3.5 ×10
8

～ 3.8 ×10
8

t,汽煤柴油需求总

量 2.2 ×10
8

t,年均递增 5.4%,原油加工量为 3.7 ×

10
8

t
[ 2 ～ 3]

。

2003年以来 , 我国 GDP增长呈现出逐年加快

的趋势 ,但是受高油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以及国家

宏观调控的影响 ,原油表观消费量增长趋于放缓 ,原

油消费的弹性系数逐渐下降 ,由 2003年的 1.01下

降至 2007年的 0.61。 2003 ～ 2007年原油消费弹性

系数平均为 0.8,汽煤柴油消费弹性系数为 0.89。

2007年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 3.46 ×10
8

t。若

按未来三年我国 GDP增长 8.5%、原油消费弹性系

数 0.8计算 ,则未来三年原油消费平均以 6.8%的

速度增长 ,到 2010年 ,我国原油消费量将达到 4.2

×10
8

t;如果原油消费弹性系数以近两年的水平

0.6计 ,则 2008 ～ 2010年原油消费年均增长 5.5%,

2010年原油消费量为 4 ×10
8

t。因此 ,预计到 2010

年我国原油消费将在 4 ×10
8

～ 4.2 ×10
8

t左右 。

3.2　2015年和 2020年需求预测

据国家统计局预测 , “十二五 ” (2011 ～ 2015

年)期间 ,我国 GDP年均增长率将达到 8%左右 ,

“十三五 ” (2016 ～ 2020年)期间 GDP平均增速为

7%左右。而随着我国节能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产

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将有明显下

降。 “十二五 ”期间我国石油消费弹性系数有望整

体下降 。若原油消费弹性系数按 0.55计算 , 则

2011 ～ 2015年间 ,我国原油消费将以年均 4.4%的

幅度增长 ,到 2015年 ,全国原油需求量约 5 ×10
8

～

5.1 ×10
8

t左右;若汽煤柴油消费弹性系数按 0.6计

算 ,则到 2015年 ,我国汽煤柴油需求量约 2.9 ×10
8

t,其中汽油8 200 ×10
4

t,柴油 1.8×10
8

t。

“十三五”期间 ,我国石油消费弹性系数将进一

步回落。如按 5%计算 ,则到 2020年 ,全国原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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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约 6 ×10
8

t,汽煤柴油需求量约 3.4 ×10
8

t,其

中汽油 9 700 ×10
4

～ 10 000 ×10
4

t,柴油 2.1 ×10
8

～ 2.2 ×10
8

t。

4　未来原油加工能力需求及炼油建设

展望

4.1　原油加工能力需求

4.1.1　2010年炼油能力需求

到 2010年 ,我国汽煤柴油需求量为 2.3 ×10
8

t。

从替代能源的发展来看 ,到 2010年我国燃料乙醇可

达 330×10
4

t(其中粮食乙醇 130×10
4

t和非粮乙醇

200×10
4

t),生物柴油 50 ×10
4

～ 100 ×10
4

t,甲醇掺

烧 300×10
4

t,约可替代成品油 500 ×10
4

～ 600 ×10
4

t。根据前五年来原油加工中汽煤柴油产出比例约

60%,则需要加工原油 3.75×10
8

t
[ 4]

。

由于政策发展环境给予我国地方炼油企业发展

空间不大 ,在油源受限情况下 ,预计未来其原油加工

量基本保持 3.75 ×10
8

t水平上下。因此 ,未来增加

的油品需求主要依靠中石化 、中石油和延长集团进

行加工生产 , 2010年三大石油集团需要加工 3.47 ×

10
8

t原油 ,按照平均开工率 90%计算 ,需要炼油能

力 3.85 ×10
8

t。

目前 ,三大石油集团现有炼油能力为 3.48 ×

10
8

t/a,与未来需求相比还有 3 700 ×10
4

t/a的缺

口 。考虑到部分低效炼油能力被逐步淘汰 ,为满足

市场需求 , 2010年前还需要增加 4 000 ×10
4

t/a以

上的原油加工能力。加上 2007年已形成的能力 ,

2010年炼油能力需要 4.4 ×10
8

t。

4.1.2　2020年炼油能力需求

根据以上分析 ,到 2020年 ,全国汽煤柴油需求

量约 3.4 ×10
8

t。从替代能源的发展来看 , 2020年 ,

全国燃料乙醇达 1 000×10
4

t,生物柴油 300 ×10
4

t,

甲醇 500 ×10
4

～ 1 000 ×10
4

t,二甲醚 50 ×10
4

～ 100

×10
4

t,合计约可替代成品油 1 400 ×10
4

～ 1 900 ×

10
4

t。则届时需要常规油品 3.21 ×10
8

～ 3.26 ×10
8

t,如按照原油加工中汽煤柴油产出率 0.6计算 ,需

要加工原油 5.3×10
8

～ 5.5 ×10
8

t原油。考虑到未

来炼油技术的进步 ,成品油收率提高 ,如能提高 2个

百分点 ,则到 2020年需要加工原油 5.2 ×10
8

～ 5.3

×10
8

t左右 。

根据 《炼油工业中长期发展专项规划 》,未来地

方炼油企业发展面临的政策环境更加严厉。部分通

过联合兼并 、扩大二次加工能力发展 ,部分将被关

停。预计未来地方炼油企业加工原油将有所萎缩 ,

如按 2 000×10
4
t计 ,则国有大型炼油企业需要承担

5 ×10
8

～ 5.1×10
8

t的原油加工量 。以平均开工率

90%计算 ,需要炼油能力 5.6 ×10
8

～ 5.7 ×10
8

t左

右 ,比 2007年增加 1.75 ×10
8

～ 1.85 ×10
8

t。 2020

年我国总炼油能力可能需要 6.1 ×10
8

t。 2010年和

2020年我国汽煤柴油需求及炼油能力需求见表

1
[ 5]

。
表 1　2010年和 2020年炼油能力需求

年份　 2010年 2020年

汽煤柴油需求量 /108 t 2.3 3.4

替代能源使用量 /104 t
　乙醇 330 1 000

　甲醇 300 500 ～ 1 000

　生物柴油 50 ～ 100 300

　二甲醚 10 50 ～ 100

替代汽煤柴油量 /104 t 200 ～ 600 1 400 ～ 1 900

所需原油加工量 /108 t 3.75 5.2 ～ 5.3
所需炼油能力 /108 t· a-1 4.4 6.1

另外 ,替代能源如上述预期发展 ,由于乙醇 、甲

醇使用量较大 ,替代汽油后 ,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炼

厂柴汽比的压力。

4.2　新增炼油能力

4.2.1　2010年前投产项目

随着近年来国内炼油能力的趋紧 ,国内主要石

油公司加大了炼油能力建设力度 ,在立足于现有中

型炼厂改扩建的基础上 ,还新建了一批大型炼化项

目 ,并将于今后几年陆续投产 。据统计 ,中海壳牌惠

州炼油项目(1 200 ×10
4

t/a)、中石化青岛千万吨大

炼油项目 、中石化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炼油能力

从 400 ×10
4

t/a扩至 1 200×10
4

t/a)、中石油独山子

扩能项目(炼油能力从 600 ×10
4

t/a扩至 1 000×10
4

t/a)、中石化武汉扩能项目(炼油能力从 500 ×10
4

t/

a扩至 800 ×10
4

t/a)均于 2008年底投产 。另外 ,中

石油广西石化 1 000 ×10
4

t/a炼油于 2009年建成。

因此 , 2008年我国新增炼油能力 4 500 ×10
4

t/a。

到 2010年 ,我国还有辽阳石化千万吨炼油扩能

项目 、安庆石化 800 ×10
4

t/a炼油扩能项目 、中石化

泉州 500 ×10
4

t/a重油加工项目等将建成 。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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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彭州和重庆各 1 000 ×10
4

t/a炼油项目也计

划 2010年后建成 。因此 ,到 2010年 ,我国原油加工

能力将在 2007年的基础上新增 6 000 ×10
4

t/a以

上 ,达到 4.6 ×10
8

～ 4.8 ×10
8

t的水平 。 2010年可

建成的炼油项目见表 2。
表 2　国内在建 、拟建炼油项目

项　目
新增能力

/104 t· a-1

2010年前投产(包括 2010年)
　中海壳牌惠州炼油项目 1 200

　中石化青岛大炼油 1 000

　中石化福建炼化一体化 800

　中石化武汉石化改扩建 300

　中石油广西石化 1 000

　中石油独山子石化改扩建 400

　中石油辽阳石化改扩建 450

　中石化安庆石化改扩建 300

　中石化泉州重油加工项目 500

　　　　合　计 5 950

2010年后投产

　中石油彭州炼油项目 1 000

　中石油重庆炼油项目 1 000

　中石油葫芦岛炼油项目 1 000

　中石油天津大港石化扩建及新建项目 1 500

　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 1 000

　中石油威海镆铘岛炼油项目 1 000

　中石化科威特广州南沙炼油项目 1 500

　中俄东方石化天津炼油项目 1 000

　中石化曹妃甸炼油项目 1 000

　中石化天津石化扩建项目 1 250

　中石化洛阳石化改扩建 350

　中石化石家庄炼化改扩建 500

　大连实德中沙合资大连双岛湾炼油项目 1 000

　　　　　　　合　计 13 100

4.2.2　2010年后部分规划项目

根据主要石油公司发展规划 , 2010年前后建设

炼油项目如表 2。如全部能投产 ,则将新增能力 1.3

×10
8

t。

4.2.3　炼油能力需求与建设平衡

根据以上分析 ,到 2010年 ,我国需要 4.4 ×10
8

t的炼油能力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成品油的需

要 。而从现有建设项目来看 ,预计到 2010年我国炼

油能力达到 4.6 ×10
8

～ 4.8 ×10
8

t.超过需求。因

此 , 2010年炼油总能力能满足国内需要。

但是从布局来看 , 2008 ～ 2010年间投产项目基

本是原有炼油装置的改扩建及东、南部地区的新建 ,

西南地区没有建设项目投产 ,到 “十一五 ”末 ,西南

地区炼油能力仍然空缺 。

到 2020年 ,全国需要现有基础上新建 2.1×10
8

～ 2.2 ×10
8

t炼油能力 。从目前拟在建项目来看 ,

如果表 2所示所有项目都能建成 ,将增加炼油能力

1.9 ×10
8

t,与需求相比 ,有少量缺口 ,约 2 000 ×10
4

～ 3 000 ×10
4

t,占当期总需求能力的 5%左右;如部

分不能建成 ,则需建设其他项目才能满足需求。

到 2020年 ,我国各区域炼油能力分布将为:华

东地区占 32%、中南地区占 18%、东北地区占

20%、西北地区占 10%、华北地区占 15%、西南地区

占 10%。

此外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中石油)计划在新加

坡建设投资为数十亿美元的炼油厂 ,寻求海外生产

基地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石油正在

推动能力至少为 2 000 ×10
4

～ 2 500 ×10
4

t/a世界

规模级炼油厂的建设 ,规模将与埃克森美孚公司在

新加坡裕朗岛的 3 025 ×10
4

t/a炼油厂和壳牌公司

在 PulauBukom岛的2 500 ×10
4

t/a炼油厂相比肩 ,

现正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中石油在该项目中投资

将超过 100亿美元。而新加坡石油公司早先的估计

为投资 50亿美元在新加坡建设中等规模联合企业

20 ×10
4

bbl/d炼油厂。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在 2007

年已提出几项炼油厂建设计划 ,新加坡旨在成为继

纽约和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贸易中心 。在新

加坡建设炼油厂将使中石油在中期内可增加其石油

进口 ,以满足中国迅速增长的能源需求 。除了新加

坡以外 ,中石油目标是在中国边界建设新的生产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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