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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到海外买原油

2月29日上午11点，一场地炼企业的结盟
仪式在济南山东大厦举行。山东境内几乎所
有的地炼企业都来参加，就连临近的河南和
江苏两省的地炼企业也前来赶会。

这次联盟的发起方，是山东地炼协会和
东明石化。有意思的是，这两家组织的领导
人是同一个人——— 李湘平，他不仅是山东地
炼协会会长，也是东明石化董事长。虽然患
有严重感冒，但当天，李湘平还是准时出现
在会场上。

显然，由东明石化这个全国最大民营炼
厂来倡导发起联盟，不论实力、威望，还是经
验，都说得过去。

记者注意到，在联盟首批16家会员单位
中，还包括28天前刚刚收购壳牌大马公司

（SRC）51%股权的恒源石化。
“我们一起去买原油，提高议价权。”一

位业内人士对这场结盟的目的做了总结。
记者注意到，这个被业界称为“地炼抱

团”的联盟组织，第一批成员企业16家独立
炼厂，其中已取得原油进口和使用资质的企
业6家，其他10家炼厂等待审批。这意味着这
个行业组织的成员，手中握有潜在的约5300
万吨/年的进口原油使用配额。此次联盟涉
及的进口原油配额，已达到渤海湾“上榜”地
炼配额总数的70%。

从这个联盟的体系框架看，是要实现联
盟成员之间资讯共享，组织有进口原油配额
的地炼企业建立集中采购进口原油平台，实
现集中采购、一致谈判、统一价格、集中结
算、集中贷款。

“很显然，联盟企业抱团集中采购，可以
避免多家地炼企业无序竞价采购进口原油，
减少业内不良竞争，还能通过集中能力拿大
单的模式增加中国炼厂的议价能力，降低原
油价格和结算成本。”卓创资讯分析师田洪
亮说。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成立原油采
购联盟？

众所周知，从2014年下半年起，国际原油
价格跌势一直持续到2016年初，始终在33美
元/桶徘徊。很显然，原油低价可以使得地炼
大赚一笔。

卓创资讯分析师田洪亮向本报记者表
示，随着民营原油进口使用权下放，山东地
炼原油加工率有望攀上80%的历史高点，原
料充足，地炼可以开足马力生产。再加上目
前国际油价较低，地炼加工原料成本大幅下
降，用低价争得了更多市场份额，且利润可
观，峰值时加工利润可达500元/吨左右。

据了解，前些年地方炼厂因为原料紧
缺，开工率只能维持在40%左右，有时更低。
但现在，地炼获取的原料数量几乎可以满足
全年用量。

“2015年，山东地炼原料加工量为6180万
吨，目前申请进口原油使用权配额为4143万
吨，可满足地炼原料加工需求的67%，预计
2016年新增进口原油使用权申请配额或将
达到2000万吨/年左右。”卓创资讯分析师刘
孟凯说。

目前，山东民营地炼企业已有10家正式
获批进口原油使用权和原油进口权“两权”，
8家在等待落实的过程中，进口原油使用配
额共计将达8950.4万吨，数量非常可观，另外
还有3家正在申请中，已基本覆盖了山东地
炼排名前20的大部分企业。

“带头大哥”的布局

“这场结盟，显示了东明石化在行业内
的号召力。”田洪亮说，这体现了一个龙头老
大的担当，“必须有一个人要站出来，挑这个
头。”

7月拿到原油使用权配额，8月拿到原油
进口权配额，12月拿到原油出口权配额，2015
年，东明石化成为国内唯一一家“三权”在握
的地炼企业。目前，东明石化的年度原油进
口配额为600万吨，使用配额为750万吨，年度
加工能力达1500万吨，位列全国地炼企业第
一位。

为获得这“三权”，众多地炼企业已为之
努力了18年。去年，当东明石化拿到原油使
用权配额时，已经70岁的刘爱英也从山东地
炼协会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在为石油“三权”放开奔走呼吁。接替
她的，正是东明石化董事长李湘平。

“三权”在握后，东明石化早年间为实现
原油进口的诸多布局，终于转化成了实实在
在的竞争优势。

首先，就是日东原油输送管线。这条长
达460公里的输油管线，从日照港的30万吨级
原油码头，直通东明石化厂区的输油管道。
依托日照港30万吨级原油接卸能力，日东管
线每年可以将1000万吨中东原油源源不断
的输送到东明石化。东明石化的炼油产能借
此升至1200万吨，一举跃居全国地炼企业产
能第一。这条管线建成于2013年1月，投资方
主要为中石油和东明石化。

原油运输一直是地方炼化企业发展的
瓶颈，有地缘优势的借助铁路运输，而多数
只能依靠汽运，这让不少地炼企业只能徘徊

在“小炼油”的定位上，而有了日东管线运输
成本极大地降低了，这正是东明石化不可比
拟的优势。

在海上原油运输上，去年7月，东明石化
与山东海运签约，后者在国内液化石油气运
输市场占有率超过20%。目前正值国际海运低
潮期，依托于山东海运及其主导的山东海运
联盟，在远洋运输方面，东明石化将可最大限
度地降低物流成本。

记者了解到，在未获得原油进口使用权
之前，东明石化进口原油由中联油代理，然后
转给中燃油，之后由中燃油再供应东明石化。
获得使用权后，进口原油可以绕开中燃油，直
接由中联油或者其他有原油进口权资质的央
企来代理进口；去年8月10日，东明石化获得
原油进口权后，当月底，其首船自主进口的阿
曼原油也抵达日照。

“如果价格合适，我们会购买更多。由于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炼油企业，也是唯一
可以接受巨型游轮供应的民营炼油企业，他
们会愿意提供更好的条件。”东明石化董事张
留成在接受采访时说。

为解决资金压力，布局海外市场，去年3
月，东明石化以50亿美元的价格将49%的股份
出售给卡塔尔两大石油巨头，后者原油丰富，
在原油合作、使用上更丰富、更多元化，并可打
破东明炼厂过度依赖中石油、中石化的局面。

去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
了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多项能源大单。随行
的企业中，东明石化赫然在列，而英国的BP公
司和包括东明石化在内的山东众多地炼企业
都保持有合作关系。

从“招安整编”到走出去

当然，像BP这样的业界大佬对来自中国
的新伙伴还处在磨合期，但这些新伙伴的举
动还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比如，一个月前，恒
源石化收购壳牌大马的举动，就让业界“大吃
一惊”。

八年前，中石化、中石油、中化、中海油等
国字头油企，通过收购、参股、合作等形式在
山东拥有了各自的炼厂，当时，山东地炼还处
在大面积被“招安整编”状态。而到了2016年，
恒源石化就发起了山东地炼首例海外并购
案，而并购对象就是世界石油巨头壳牌的海
外资产。

2月1日，恒源石化和壳牌集团以及华尔

街最神秘的投行拉扎德公司在吉隆坡的希尔
顿酒店举行了签约仪式。当天，恒源石化和
SRC还签署了成品油购销合同和原油供应合
同。

“这不仅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更是为了
企业生存和发展。”恒源石化董事长王有德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原油配额一旦放开，肯
定会刺激企业快速走出去。

安迅思中国能源研究总监李莉对本报记
者说，国家对地炼放开“三权”，政策尺度已经
相当大了。地炼到海外寻找油源，是必然之
举。

中宇咨询分析师张永浩说，综合来看，地
炼和境外油源对接，寻求与境外能源巨头的
合作，像东明石化等基本上是以签署长期供
油协议或者参股投资油气资产为主，像恒源
石化这样，直接买下境外上游资产的方式在
地炼尚属首例。

而有实力的企业早已大胆走出去开发油
田、建立炼厂、发展石油化工。比如菏泽的玉
皇化工集团，2014年8月份投资18.5亿元在美
国建设了甲醇生产工厂。

山东地炼只有走出去才能吃上“细粮”。
位于东营的亚通石化是委托中海油从印尼苏
门答腊岛上的陆上油田杜里油田进口的油，
属于品质较好的含硫原油。亚通石化相关负
责人说，与使用燃料油相比，加工原油每吨能
省50元。在东营港，这批原油先是进入到中海
油的存储库里，之后再通过管道进入亚通石
化厂区，每吨输送成本在十几块钱左右。

国际大鳄与新的小伙伴

在济南的这场抱团结盟现场，记者注意
到，像京博石化、垦利石化等地炼企业，由于
还不是会员单位，只是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而
且出席的人职位较低，利津石化则没有现身。

“各家地炼之间是竞争关系，每家企业赢
利点也不同，有的是在产品环节，有的是在原
料环节，产能、生产工艺都不一样，有的用轻
质原油，有的用重质原油，所以，这个联盟倡
导的集中采购，以大单增强地炼在国际原油
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这一构想，可能并不容易
实现。”田洪亮对本报记者分析。

其实，这个现象很好理解，虽然东明石化
是带头大哥，但下面各家地炼需求不一样，能
力也有差异，参加联盟不能带给他们直接利
益。

据田洪亮介绍，目前，山东地炼进口的原
油多来自于阿曼原油、俄罗斯原油。比如，垦
利石化从新加坡贸易商手中进口俄罗斯原
油，利津石化和亚通石化则委托中海油从俄
罗斯和印尼进口原油，东明石化曾从阿曼进
口原油。

今年1月份，首批会员的天弘化学与BP刚
签订了原油进口战略协议，目前这家企业正
在准备相关文件申请成品油出口配额。在这
之前，东明石化也与BP签署了原油长期供应
合同。而没有参加这次联盟的利华益集团已
与BP、壳牌等多个原油生产商和贸易商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

一些分析师认为，在全球石油产能过剩
的情况下，山东地炼陆续获得原油“三权”，他
们将成为国际石油采购市场的一支新生力
量。

来自青岛海关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
底，山东地炼累计获准进口原油使用总量增
至每年4000多万吨，远超全省2015年实际进口
原油1382万吨的总量，且获批进口原油使用
权的地炼企业数量有望在2016年进一步增
加。今年1月份，山东省进口原油31.1亿元，其
中地炼企业进口28.8亿元，占同期山东省原
油进口的92.5%。

不过，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与国际原油
贸易商有过多次接触的李莉对本报记者说，
现在，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他们需要时间去
了解新的合作伙伴，双方现在正处在一个磨
合期。目前已经有20家地炼获得了进口权，他
们也不可能一家家去了解这些企业的信用
度。今年1月，就有消息传出，一家地炼因支付
能力问题而导致违约，而另一家“神秘人物”
搅局某国家石油公司燃料长约。

“他们认为，地炼和央企这样的合作伙伴
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些地炼要抱团采购，对价
格有影响，但另一方面，在国际油价动荡的格
局下，他们更喜欢稳稳当当做生意，不愿冒风
险。现在，若有一个龙头企业出面和他们谈，
这对他们而言也是利好。”李莉引用一位国际
贸易商的话说。

“数千万吨的进口实现并非易事，牵涉基
础设施、资金运作、信用、海外贸易经验以及
市场运营能力等方方面面的风险。”田洪亮看
到的是硬币的另一面，他认为这个联盟如果
在资金上能给予成员单位以支持，那这种结
盟关系可能会更牢固，因为原油采购需要大
量资金。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低油价带来新商机

地地炼炼抱抱团团海海外外寻寻油油

当拴在脖颈上多年的锁链被打开后，地炼为什么在这个
时间节点抱团成立原油采购联盟？

在原油“三权”逐步放开的过程中，地炼的市场机会在哪
儿？

国际原油价格始终徘徊在33美元/桶的价位下，在走出
去的过程中，国际大鳄如何看待来自中国的新伙伴？

▲去年10月，10万吨俄罗斯ESPO原油抵达青岛港。这是山东
一家地炼企业在获取原油进口资质和配额后，首船自营进口原油。

□本报记者 刘相华 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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