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山东地炼何去何从？

导语：2014年以来，石化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银行信贷持续收
紧，特别是近期随着石油和成品油价的持续下行，使国内炼化企业面临空前挑战。由于原油

配额的限制，近几年山东地炼的开工率不高，基本维持在 30%-40%，且这样的局面短期内
可能很难改变。这个局怎么破？未来的仗该怎么打？对于山东地炼企业来说，真正的考验或

许才刚刚开始。

山东省内有胜利油田，并毗邻中原油田，加上渤海湾的天然优势，具有发展石化产业得

天独厚的条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东营、滨州、淄博、菏泽等地陆续涌现出一批小炼油

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逐步成为当地的产业支柱。据统计，截止到 2014年，山东
省共有地方炼化企业 49家，一次加工能力超过 11000万吨，平均规模 230万吨。原油一次
加工能力和主营业务收入均占全国地方炼化的 70%以上，规模、效益均居全国首位。
然而地炼企业的发展从来都伴随着坎坷，一路在政策的驱赶之下艰难前行。2009年时国

家出台政策要求加快淘汰 100万吨/年及以下的炼油装置，防止以沥青、重油加工等名义新
建一些小的炼油项目。而 2011年国家要求到 2013年以前淘汰 200万吨/年以下的常减压装
置。正是基于政策的倒逼，地炼企业开始“夹缝中疯长”。原来不起眼的地方小炼油竞相扩能，
涌现出京博、利华益等一批大块头企业。但是，在产能雄踞全国之首、左右当地财政的自豪

之余，这些地炼企业也不得不面临原油受制于人的尴尬。

据了解，由于原油配额的限制，山东地炼企业国内原油资源计划仅有 120万吨/年，而且
没有原油进口及使用资质。近几年，虽然通过与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大集团合作，取

得部分原油资源，但也是杯水车薪。

除了原油供应不足，油品升级的压力也始终伴随左右。根据政策，山东省自 2015年 1
月 1日起全面供应国四标准柴油，并且计划 2018年 1月 1日起全面供应国五标准汽油和柴
油。面对这一紧迫任务，山东省地炼企业纷纷加大投入实施改造，加快油品升级。为满足成

品油质量升级要求，需要对重油进行加氢预处理、催化重整，还要对汽柴油进行加氢精制，

无形中又加重了企业负担。

在政策的压力之下，一批地炼企业已经或正在加速调整，以求扭转不利局面。据金银岛

了解，2014年金诚石化对部分生产装置进行技术改造，提前三年具备生产国五柴油的能力，
走在行业前列。利华益集团近年来也不断加大技改投入，相继实施了催化汽油选择性加氢脱

硫改造、柴油加氢精制改造并计划于 2015年投产，投产后汽油柴油将实提前达到国五标准。
不仅是汽柴油加氢装置纷纷上马，蜡油加氢与渣油加氢地炼也在纷纷上报审批。今年，神驰

化工将新建 100万吨的渣油加氢，玉皇盛世化工将动工接建 300万吨的渣油加氢，京博石化
也预计新上连续重整装置，中海沥青 100万吨焦化及 80万吨加氢装置也将于 5月投产。
但也有地炼企业没参加这轮赛跑，主要是没钱再投入，资金链紧张已经压得一些企业无

法喘息。现在很多企业已经没有精力去考虑化解产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

对于地炼企业来说，高达 80%-90%的负债率此前属于“正常”，但今年显然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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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比例高，

长期依靠银行贷款进行腾挪的部分企业，现金流已经亮起了红灯。他相信随着国家信贷政策

的进一步收紧，还会有更多的地炼企业被淘汰。

这些年，山东省炼油化工协会和各家企业为了原油进口资质多方奔走，并联合组成山东

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想通过抱团的方式取得原油进口权，还共同出资成立山东省炼油投资

有限公司，通过与中石油的合作获得原油进口配额。2014年 12月 12日，中国证监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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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开展原油期货交易，这意味着筹备了近 4年的原油期货正式进入上市
前的倒计时。虽然山东地炼能否参与到国内原油期货的交易中还是未知数，但业内对此充满

了憧憬和期待。其实他们最期盼的并不是国内原油期货市场的开启，而是期待原油进口权的

逐步放开，希望借此机会获取原油。

由于争取油源的艰难，地炼企业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下游产品的开发上。二次加工、深

度精制装置以及大量的精细化工装置接过扩张的接力棒，“去油化”成为不少地炼企业的战略
抉择。不少企业把发展目光锁定在“油头化尾”上。例如恒源石化就通过延伸化工产业链条，
形成了丙烯、丙烷、聚丙烯等产品体系，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与恒源石化的

多元发展有所不同，利华益集团更看重炼化精细一体化发展。炼化精细一体化在合理灵活利

用石油资源、提高投资收益、降低运行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等方面优势明显，加工也向广

度和深度发展，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去年该企业分别建成投产 12万吨双酚 A、6万吨聚
碳酸酯、30万吨碳四综合利用异构化等项目装置。目前，260万吨/年重油加氢及油品质量
升级项目正紧张施工。

相对于上述大型企业，一次加工能力小的企业也在尝试转向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工等深

加工。据了解，到 2020年，全省地方炼化企业平均规模可能会提高到 500万吨，全省地方
炼化行业原油一次加工能力稳定在 1亿吨左右，加工量达到 7500万吨，汽柴油产量 4000
万吨，乙烯和芳烃产量均达到 100万吨，化工产品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提高到 30%以上。

根据山东省政府的规划，地方炼化产业要按照扶持一批、整合一批、转型一批、淘汰一

批的指导方针，主动在调整上下功夫，加大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力度，进一步强化环保、能

耗、安全、质量等指标标准的硬约束，大力推动地炼行业转型升级。除了这些产业引导政策

和企业适应市场的转型，我们更期待改革的力量。随着我国的能源革命正启动并深化推进，

包括地炼企业在内的能源企业都将卷入其中。面对严峻的形势，一批地炼企业先知先觉，主

动调整，而这必然能够帮助企业掌握未来战场的主动权。在这场可以预见的可能会持续数年

的持久战中，有人会胜出，也必然有人会倒下，2015年或许将成为地炼发展史上又一个转
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