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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之门正在被一点点撬开———

暗暗战战原原油油进进口口配配额额

改变，在中国石油版图

重新划分以后

油源是地方炼厂的命根子，目前山
东地炼企业基本形成了三个找油渠道：
一是国家计划内的配额原油；二是从国
外进口燃料油；三是回收分散于主要油
田核心区之外散井的原油。

地炼企业用尽浑身解数找油，但还
是长期“吃不饱”。

受困于两大石油公司垄断，山东地
方炼厂为了生存，只能进口或从两大石
油公司购买燃料油，导致加工成本要比
用原油每吨高出约上千元。有些企业买
不到燃料油，只能使用原油提取过后的
重油，这就让企业在设备改造环节增加
了大笔费用。

山东地炼是全国当之无愧的地炼
老大。卓创资讯的统计显示，在中国地
炼的版图上，山东地炼一次加工能力约
为12455万吨，占全国地炼的66 . 73%，西
北地炼占13%，其余分散在东北、华南等
地，不成规模。就整个中国炼化一次加
工能力69055万吨来说，山东地炼也占据
了超18%的比例。

刘爱英告诉记者，与“老大”地位不
相符的是，山东地炼每年有1亿多吨的
产能，但山东所有地方炼厂每年拿到的
原油指标只有179 . 3万吨。

长期以来，禁止进口原油就像个镣
铐一般死死卡住山东地方炼厂，也限制
了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这与两大石油
巨头的垄断地位有着极大关系。

一直到 1 9 98年中石化、中石油两
大集团成立前，这些隶属于山东地方
政府的炼油厂与油田、大型炼油厂都
相处融洽。但根据1998年石油行业“南
北分治”的重组安排，国家组建了两大
全产业链石油巨头——— 中石油和中石
化。

中国石油版图重新划分后，华东和
华北是中石化的势力范围，东北、西北、
西南则是中石油的天下。

重组后，中石油、中石化不但获得
了所属区域的油气资源勘探开采业
务，同时获得了各自所在省份的炼油、
批发、零售等中下游业务和进出口经
营权。这样一来，山东地炼与两大石油
巨头的合作伙伴关系，慢慢转变成了
中石化在山东成品油市场上的竞争对
手。

这两大垄断集团成立后，很快就着
手对地方小炼厂清理整顿。2000年，全
国清理整顿100万吨以下炼油企业，共
保留82家，其中山东占了21家，为最多
省份。

山东由此被划分为中石化的“地

盘”。这样一来，中石化虽然不是地炼企
业名义上的主管单位，但却掌管着它们
的原油计划供给以及成品油销售的生
杀大权。

2001年9月《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
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发布。国家密
集出台这两大文件，意在清理整顿不规
范的地炼市场。

文件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
品油要全部交由两大石油集团的批发
企业经营，其他企业、单位不得批发经
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

此前，原来国家每年179 . 3万吨原
油计划是给山东省的配额，但胜利油田
归中石化代管后，根据文件，配额怎么
分配就成了中石化说了算。

“活口”一开

地炼年省百亿税费

“受困于原料问题，山东地炼企业
2013年实际发挥的产能也就是在4500万
至 5000 万吨左右。像京博、万通、海科、
金诚等山东地炼企业都能够生产国四、
国五标准的汽油，但大量优质产能被白
白浪费。”

现在，1000 万吨的原油进口配额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地炼企业的“口粮”问
题，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还缓解了企
业流动资金压力。

刘爱英算了一笔账，如果有了原
油进口配额计划，地炼企业在购买原
油时就不需要缴纳消费税，1 吨原油
节省 1000 元左右成本。如果 1000 万
吨的原油配额得到落实，仅税费环节
每年就能减轻 1 0 0 亿元左右资金压
力。

对于可能获得的宝贵的原油进口
配额，刘爱英表示，一旦获得进口原
油配额，将按照产能大小、工艺水平、
能耗水平等标准进行内部协调。“对
于来之不易的原油配额，我们肯定会
小心使用，做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
用。”

“如果有了原油进口配额，企业就
能根据自己对国际原油市场未来涨跌
行情的判断，通过期货交易来购买原
油，降低成本的同时还能降低风险。”菏
泽一家大型地炼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现在是国际油价低的时候，从两大
石油集团买的油价高，国际油价高的时
候买的油价更高。

一直以来，企业为了生存，微利甚
至是赔本也要从两桶油那里买油。“有
了进口配额后，就能够在国际原油市场
上向多家石油公司索价进行独立采购，
通过竞价来压低成本提高收益。”这位
负责人称。

抱团去境外投资

政策要先行

在上述省商务厅召开的全省石油
炼化企业座谈会上，就炼化企业产能过
剩情况、政策需求和境外投资意向等，
东明石化等地炼与会企业和政府部门
展开了详细讨论。

“过去山东地炼企业没有走出去、
到境外进行投资的念头，主要还是受困
于政策。”一位地炼企业负责人坦言，去
境外投资主要是想找原料。

但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进口的原
油只能给两大石油集团加工，这就让企
业没有了走出去的动力。“从外国开采
的原油不能给地方炼化企业，花钱投资
只能给两大石油做嫁衣，解决不了自己
的实际需求，恐怕没人愿意做。”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山东地方炼厂
包括东明石化、京博等已有6家进入中国
企业500强。山东地方炼厂早已具备原油
的大规模深加工能力，在精细化工产品
生产，油品深加工等方面的技术也已走
在了行业的最前端。

业内人士坦言，一旦有了原油配
额，炼油行业的民营资本的力量不但
可充分参与到国内油品市场的竞争，
还可延伸到海外，进入全球石油开采
领域。

在刘爱英看来，如果说过去想走
出去苦于没有政策，现在一旦山东地方
炼厂的原油进口配额下发，这就意味着
地炼企业可以进口原油进行加工，从国
外开采的原油也能拿来自己加工。

“有了政策的松绑，山东的地炼企业
完全有能力在国外开采油田，国外有些
地方没有炼厂，我们还可以建炼厂，这为
地方炼厂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山
东的地炼企业也可以抱团搞一个联合集
团公司去境外搞开发。”刘爱英说。

省商务厅一位人士透露说，省里鼓
励合法保存下来的地方炼化企业抱团
去海外发展，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以化
解产能过剩。

在刘爱英眼中，大型央企不应压榨
民营炼化企业的发展空间，而是应该在
同行业中带头搞科研、搞创新，带领国
内同行去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做竞争，创
建国际品牌产品。

但原油配额已经暗战多年，地方民营
炼化企业终于获得了进口配额的松动，迫
切希望借此补充原料供给。“原油进口配
额的问题又悬而未决，现在谈论境外投资
还为时过早。”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说，眼下
的情况是国际石油市场不缺油，地炼企业
能够以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
得发展必需的油源才是关键。

（上接B01版）

山东女汉子刘爱英：

说出五条意见
挽救一个行业

本报记者 孟敏 李虎

自从1973年底石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
山东省化工厅，40多年间，刘爱英一直在和
炼油企业打交道。

1999年，在以山东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的身份亮相后，刘爱英便开始以一己
之力为夹缝求生的山东地炼奔走呼号。68岁
的刘爱英用13年时间试图为山东地炼企业
撬开一丝活路。

齐鲁晚报：大家都尊称您为女汉子，在
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女汉子”吗？

刘爱英：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一心
为公，不太顾自己。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直
到生女儿的当天，我都在工作。

齐鲁晚报：您和炼油行业打交道40多
年，哪件事情让您印象最深刻？

刘爱英：1988年下半年的无锡会议。这
是一个全国性会议，会上宣布100万吨以下
的炼油企业要全部关停。当时山东有40家炼
油企业，多数企业效益很好，不光是地方政
府的“财柱子”，还担负着很多职工的口粮和
生计，“一刀切”的关停政策不太合理。

会议现场坐着四五百人，不仅有政府代
表，还有炼油企业的代表。读完文件后，主持
人问下面还有谁要提意见，会场一片鸦雀无
声。坐在倒数五六排的我，没法沉默，站起来
就提意见了。当时也是一根筋，只要对国家
有利，再难也得说。

齐鲁晚报：时隔这么多年，还记得当时
说了什么吗？

刘爱英：提了5条意见，核心是要制定一
个详细政策，就产品质量、环保标准、安全生
产、节能降耗方面制定标准，这样达标的企
业就保留，不达标的企业坚决淘汰。

按照无锡会议起初的政策，山东的地炼
企业就一家不剩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很
可能会瘫痪。但是山东地炼企业的管理和质
量水平都是全国领先的，甚至比一些央企丝
毫不差，“一刀切”全部清除，不仅企业统统
关门，职工更是要大批下岗。

我提意见的时候心也怦怦跳，因为没有
任何提前准备。但随之而来一阵热烈的掌
声。会议当场宣布，我的意见全部采纳，山东
的地炼企业也幸运地保存下来 21 家。

对话

严酷的市场环境，反而锻炼出山东地炼超强的生存能力。那些在与垄断央企的博弈中活下来的地炼企业，无疑是市场竞竞争中
的强者。图为山东地炼龙头老大东明石化厂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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