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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油品品升升级级，，该该谁谁买买单单？？
过去一周，中国遭遇了大范围严重雾霾天气，这被认为和空气污染的加剧息息相关。中国低劣的油品，再次成为民众指指责的焦点。

与此同时，2013 年底，油品升级正在全面展开。那么，谁来承担油品升级的成本？油品升级，涨价有理吗？

见习记者 陈川

油品升级，成本几何？

两桶油，总是哭穷要补贴

原油进口权放开，地炼PK两桶油

谁承担油品升级成本？

不同级别国标的主要差别在于硫含量，油品升级的关键在于脱硫。从国二到国三，再到
国四，脱硫成本不断增加。

国国IIIIII

国国IIVV

据石化业内人
士计算，如果按成本
核算，油品质量每提
升一个层级

油 价 上 涨

0 . 5 元/升

●安一套 30 万-50 万吨/年
的加氢脱硫装置

成本7000 万以上

●150万吨/年的脱硫装置

成本2亿-3亿

中国原油消耗量50%以上依靠进口，多来自中东地区的重质油，含硫量偏高，但现
货价格低。北海布伦特原油是轻质低硫油，但价格较高。一直以来，中石油是世界石油
市场重质高硫油最大买家。

国 III 汽油含硫量是欧洲、日本的 15 倍，美国的 5 倍，
国 III 柴油含硫量是欧日标准的 30 余倍

中石化
中石油国

IV

设备升级投入

500亿元

最赚钱
企业

2013 年三季报
两 桶 油 净 利 润 合 计

1469亿

日赚5 . 38亿

高额利润、巨额补贴
油品升级带来的成本上涨对两桶油

而言不是什么难事吧？！

2013 年三季报中石化净利润 516 亿元，炼
油业务净利 64 . 23 亿元，扭亏为盈；中石油净利
润 953 亿元，炼油业务巨亏 200 亿元

2012 年，中石油获94 亿财政补贴

中石化获28 亿补贴

2008 年，两桶油获660 亿“大红包”

两桶油经常以炼油亏损为由

向国家要补贴

截至 2012 年底，山东省年加工能力 100 万吨以上
的地炼企业有 23 家，地方炼油加工能力 1 . 02 亿吨/

年。因为没有原油进口权，山东地炼以品质较低的燃
料油为原料，加工成本比原油每吨高出上千元。

目前，山东地炼国 IV 汽油出厂价比国 III 高 100-
200 元/吨。

●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补贴 290 元/吨。

●今年 10 月，发改委
召开成品油市场化改革会
议，山东地炼有望拿到原油
进口权。如果获得原油进口
权，成本降 1000 元/吨。

理论上计算
山东地炼
降价空间

原油进口权开放，将令京博获得
巨大成本优势，这意味着京博直属加
油站可以大幅下调售价，或者提供更
高品质燃油，其直属加油站计划低价
提前供应国 V 汽油。

山东地炼：
(无规模优势 无原油进口权 无财政补贴)

山东地炼

第一梯队

京博石化

两
大
利
好 同样价格，山东地炼的国

V 油 VS 中石化、中石油的国
IV 油，你会选谁？

涨价方案：

三七开

消费者负担70%
炼油企业消化其余30%
山东省物价局：自 2013 年

11 月 28 日 24 时起，国 IV 标准
93 号汽油最高加价 0 . 22 元/升，
97 号汽油最高加价 0 . 25 元/升；
国 IV 柴油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供应，预计上涨 0 . 31 元/升。

山东每年的汽油消费量在 800 万
吨左右，柴油消费量在 1200 万吨左右

汽油价格上涨 0 . 22 元/升，山
东人每年将多花约 24 . 25 亿元

柴油价格上涨0 . 31元/升，山东
人每年将多花约 45 . 04 亿元

山东佳怡物流副总裁林本洋：
油价每上涨1毛钱，一辆车成

本增长2%。油品升到国IV，我们公
司整个山东地区的车每天用油成
本增加 10 万元。

此次油品升级带来的涨价，令人回想起前几年的中美油价高低之争。从上述分析看，国内现行成品油中税费占比高达近近 1/3，但我们从正在进
行的油品升级中并未看到任何税费减免的消息，消费者再次成为这一轮大气治理的最大买单者。从中石化、中石油的巨巨额利润来看，油品升级带
来的“成本之忧”并没有其说的那么严重。作为“共和国长子”，除了高喊涨价，能否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结论

数据来源：息旺能源数据 中石化、中石油 2012 年报、2013 年三季报 《北京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

油价上涨，物流成本上升，意味着快递费
涨了、菜价涨了、长途车又要提价了--物流成
本再次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汽油

价格

构成

原油成本67%
炼油成本15%
税负成本13%

美国
汽油零售价

中国
中石化

2012 年报

原油加工成本

5223元/吨
汽油批发价

8182元/吨
税负成本

30 . 4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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