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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海集团：

地地炼炼升升级级，，借借力力国国企企““炼炼气气脱脱油油””
全国地炼看山东，山东地炼看东营。
作为地方性炼油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当下趋缓的经济形势正让东营原本就处于夹缝中的地炼企业备受煎熬———

上游受控原油指标“吃不饱”，下游受制于“两桶油”加油站渠道的行业死结，今年以来整个地炼行业开工率不足40%，甚
至一度低达20%左右。面对行业困局，东营的富海集团却“大干快上”，一面联手中海油布局新型能源LNG(液化天然气)，以
气带油加快自有品牌和加油站渠道建设，从后台走向前台，叫板两巨头；一面联手东营当地实力民企，斥资180亿建设混
合芳烃项目，由炼油向附加值更高的燃料化工转型，开拓出行业的新蓝海。

由炼油到“炼气”

LNG疾进，以气带油进军零售终端

“看上去是120万吨的焦炭
项目，似乎应该划为落后产能，
但从整个产业链着眼，这绝对是
新型能源和循环经济。”富海集
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总经
理单宝元介绍说，正是看到当前
地炼行业炼油产能严重过剩的
局面，公司早在2009年就在菏泽
布局煤化工项目，通过与中海油
合作，焦炉煤气可以制成热值
高、清洁环保的LNG，富余的水
蒸气还可以用来发电。“项目可
年产LNG1亿立方米，实现销售
收入70亿元。”

富海的此项举措正踏中了未
来油气能源发展的最新节奏，也
搅动了巨头密布、竞争日趋激烈
的山东成品油市场。作为一种新
型清洁能源，LNG具有价格、燃
烧值、储存携带等多方面的综合
优势，可比传统汽柴油成本降低
近30%。尤其是在汽柴油资源相

对过剩的山东市场，中石油、中石
化等巨头纷纷在旗下加油站上马
LNG项目。

“LNG在低温下呈液态，如
果不使用会出现挥发浪费，因此
最适合中长距离不间断运输的重
型卡车。”单宝元表示，伴随着现
代物流的快速发展，这些运输卡
车往往“人歇车不歇”，LNG也因
此得以飞速发展。“光我们自己物
流公司的车辆就已有超一半换成
LNG运输车了，将来的市场可想
而知，目前我们也正在省内各地
市以及江苏、浙江等地建设成品
油零售网络。”

记者了解到，为摆脱原料市
场两头被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
控制的局面，包括万通、胜通、京
博在内的地炼企业正加速从后台
走向前台，富海也是如此。2012年
5月，富海集团下属能源服务连锁
有限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合作，

投资100亿在莱芜建设12亿立方
米LNG项目；2012年9月，富海取
得了京杭大运河江苏段14个水上
LNG加注站的经营权，LNG业务
由陆上拓展到水陆两栖；2012年
10月，在临沂投资3 . 5亿建设年产
5万吨LNG加工厂1座、LNG加注
站14座。

“我们的油品不差甚至比国
企的还要好，服务质量更不必
说，零售终端上凭什么做不过国
企？”富海集团董事长罗冰告诉
记者，民营的油企不如央企国企
是因为政策限制、没有原油指
标，但终端零售一定要赶上。“零
售是个服务行业，富海坚持哪里
有中石化、中石油，它们的加油
站对面就有富海，要有信心和决
心。”当然，罗冰自信的背后有实
力的支撑，尤其是手握丰富的
LNG资源，可以迅速撬动终端需
求，铺开零售网络。

从炼油到“脱油”

转型燃料化工，开拓500亿行业新蓝海

“这里原来是一片荒滩盐碱
地，但未来将崛起一座化工城。”
在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东营联合
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志
宝对记者说道。在他身后，挖掘
机、打桩机、混凝土搅拌机等基
建设备正轰鸣运转，运输车辆亢
奋地开进开出，工人们忙着铺设
管道、切割建材。

据刘志宝介绍，这里正在进
行的是富海集团与中石化合作，
联合万通集团、石大科技集团、
万达集团等当地实力地炼企业
总投资180亿元的大型混合芳烃
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投
资105亿元，建设周期为两年半。

项目全部完成后可实现销售收
入500亿元。

“这是富海集团由炼油到化工
的转型。”刘志宝说，混合芳烃目前
还要依赖进口，它可作为石油树
脂、汽油、溶剂的原料，可以产出
苯、甲苯、二甲苯，主要用于橡胶工
业，胶黏剂，制鞋业等，以二甲苯为
原料经过处理可以得到PTA(精对
苯二甲酸)，这是一种重要的大型
有机原料，广泛用于化学纤维、轻
工、电子、建筑等国民经济的各个
方面。

刘志宝介绍，这么好的项目
中石化本来要自己做，但考虑到
现有的装置改造太困难，便选择

了跟民企合作。“像我们一台装
置投资就达20个亿，项目建成后
将参与中石化的产业链，将其渣
油、重油等废料变废为宝，再进
入 中 石 化 下 游 的 化 工 品 深 加
工。”

相较于以往地炼企业单纯
的炼油，转型燃料化工已渐成趋
势。菏泽的东明石化就利用生产
的石油产品，采取“油头化尾”或

“油头化身”战略，生产高附加值
的化工产品，煤化工、氯碱化工、
精细化工多重并举，由“小炼油”
裂变成为“大化工”。如今富海的
转型也为地炼行业提供了新的
参考。

富海集团旗下华联石化厂区。（资料片）

掌门对话

富海集团董事长罗冰：

转型事关存亡，国企民企并非对立

齐鲁晚报：地炼行业长期面
临上游无油可炼、下游渠道受制
的困境，尤其在当前经济困难期
处境更加艰难，作为地炼企业代
表，您怎么看？

罗冰：地炼全国一共82家，
山东就有21家。在大众看来，一
说地炼往往就会想到高耗能、高
污染。实际上，从节约能耗来说，
地炼其实走在了央企的前面。

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央企，
企业最终还是为社会做贡献。如
果原油政策全部放开，地炼也能
拿到进口原油的牌照，就会出现
新的问题。最终不会仅仅只有82

家地炼，可能会有1820家，因为
各地都在追求GDP的增长。

齐鲁晚报：如何看待当前经
济增速放缓和国家淘汰落后产
能的政策，地炼行业出路何在？

罗冰：因为各地都在追求
GDP的增长，重复投资、高耗能、
高污染的情况确实存在，通过这
一轮的重新洗牌，把一些规模小

的、高耗能的淘汰出去，对行业
发展是个好事。

面对国家的政策约束，要完
善自我，没有不好的行业，只有
不好的企业和不好的产品。怎么
从产品上提升，怎么做到成本上
的领先，是摆在地炼面前十分重
要的课题。不仅是国家要求转方
式调结构，企业自身的转型压力
更大。

齐鲁晚报：如何看待地炼企
业和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
的关系？

罗冰：两者各有优势，但是
地炼一直在夹缝里生存，要想做
大做强，离开与央企、国企的合
作也非常难。因此在完善自我的
同时，一定要整合资源。

整合两个企业的资源，真正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资本集中永
远要比资本积累发展要快。我们
和中海油合作搞LNG，和中石
化合作搞混合芳烃，都是借力发
展，共同把蛋糕做大。

记者手记

小地炼要善于“整合”大国企

对地炼产能最集中的山东
来说，油源不足始终是困扰行业
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为此省内地
炼企业开始谋求与大型国有企
业合作，但结局要么被收购，要
么被控股，几乎是在“卖身”换油
源。而富海集团却走出了转型
LNG和燃料化工的路子，既避免
了被“吞并”，又融入了巨头们的
产业链，可谓实质性资源整合。

受惠于胜利油田的优势，山
东崛起了过亿吨的地炼产能，同
时作为经济大省的山东，在全国
石油版图中又成为中石油、中石
化、中海油三大巨头竞相追逐的

焦点。无论是以原油指标为诱饵
大幅“收编”还是凭借加油站渠
道和品牌优势双重挤压，夹缝中
的地炼企业无时无刻不在面临
各种威逼利诱。

如此惨烈的市场环境，地炼
如何生存发展？富海的转型正给
出答案：以资本最大增值为目
标，与各大巨头既有竞争更有合
作 。一 方 面 积 极 由 炼 油 转 向
LNG和更下游的燃料化工，另
一方面擦亮品牌杀入终端加油
站市场，国企有大网络，我们有
小网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
长久的生存和发展。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实习生 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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