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线 调 查2015年2月5日2015年2月5日 星期四星期四1212

2015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在位于宁波市镇
海区的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下称“镇海炼
化”）算山码头，一艘满载原油的货轮缓缓驶入
港口。它的到来让镇海炼化副总经理钟富良的
眉头又拧紧了一分。

“这艘原油货轮是 2014 年 12 月中旬从装
港出发的，离岸时国际油价在每桶 60 美元左
右；达到镇海炼化算山码头时，国际原油价格已
下跌到每桶 48 美元左右。就是说，这整船油在
运 输 途 中 每 桶 至 少 损 失 了 12 美 元 ，跌 幅 为
20%。”据中国石油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企业
的境遇基本相同，日子“很难熬”。

“由于考虑到运输、加工、流通等环节，
进口原油需提前 3 个月采购，进口原油价格一
般在原油到岸前 1 至 2 个月左右就已确定，因
此导致国内所加工的原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时常

无法同步。当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时，国内加工
原油的价格可能低于当期的国际油价；而当国
际油价下跌时，国内所加工的原油价格却高于
当期国际油价。”钟富良说，“对于完全依靠进
口原油生产的企业来说，原油成本约占炼油成
本的 95%，因此原油价格的波动对我们的影响
太大了”。

在镇海炼化厂区内，记者看到炼油板块
的三套常减压装置仍在正常运行。“作为国
企，我们肩负着保供的任务，日子再艰难也
不能减产。面对宏观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
我们向平稳要效益，向优化要效益，向节能
减排要效益。同时，我们还主动打破围墙，
向区域资源优化要效益，建成了涵盖乙烯、
丙烷、丁二烯、裂解碳五、碳九、蒸汽、水
处理等庞大管网，每年向宁波石化经济园区

企业提供物料 100 多万吨，既带动了地方经
济的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资产运行
质量。”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副总经理朱
晓东告诉记者。

“作为目前拥有2300万吨/年原油加工能力
和100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的国内最大炼化一
体化企业，镇海炼化在 2014 年炼油原油加工量
为2094.6万吨，几乎满负荷生产。”朱晓东说。

“对于国际油价总体形势，我们在 2014 年
初就作出了‘防跌不防涨’的判断。”钟富良
说，镇海炼化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前提下，从 4
月起就着手进行降库工作，做好风险管理。

“我们的原油库存从 2014 年年初的 75 万吨降
到 11 月底的 66 万吨，尽最大可能规避了高成
本风险。”此外，镇海炼化还提前谋划部署，
炼油、化工的原料和产成品等整体主物料库存
也同步持续走低，有效规避了 7 月份以来市场
大幅下跌的风险。

即便已通过降库存、优化产品结构等措施
规避风险，镇海炼化的收益也在 2014 年下半年
大幅削减。“从 2014 年 10 月份开始，公司炼油
便处于亏损状态，但全年基本实现小幅盈利。然
而从 2015 年 1 月份的炼油利润来看，依旧是负
增长。”钟富良说。

2014年，镇海炼化的化工板块利润虽然对于
平衡炼油亏损作出贡献，但是面对国际形势，一直
并不景气的化工产业也是伤痕累累。不仅如此，石
油产业的上下游都在受到低油价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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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探底，截至今年1月27日，内地油价迎来13跌：汽柴油每升降0.27

元、0.3元。此次下调后，全国大部分省市93号汽油每升零售价格将全面进入“五元时代”。

当前，我国油价处于近5年来最低的价格区间，在这一形势下，能否迎来推动成品油价格改革的“窗口期”？国际油价下跌对于石油

行业及上下游产业链又有何影响？为此，《经济日报》记者日前奔赴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石化、中国石油、镇海炼化等相关部委、企业

进行了调研——

原油价格波动影响经营

成品油价格包含三部分

坚持市场化方向是根本
林火灿

1 月 27 日上午 8 点，位于北京市西城
区右安门内大街 5 号的中国石化牛街加油
站外依旧排着长长的车队。

“听说昨天夜里调油价了，今天一早
我就来加油，没想到还是要排队。”车主
孙先生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他的别克
君威车现在加满一箱油，能比之前节省
100 多元，但是孙先生关注的焦点并非在
降价上。“这阵子总能在网上、微信上看
见大家讨论，说‘加油加的是税，不是汽
油’、‘油价跌得只剩税了’，我们也想知
道，这一箱油钱有多少是税。”

1 月 26 日 24 时，根据新的成品油定
价机制“十个工作日一调”原则，国家发
改委决定再次下调汽、柴油价格和国内
90 号汽油、0 号柴油成品油零售价格(全
国平均)。此次下调后，我国成品油价格已
经 13 连跌，汽油价格共下调 2750 元/吨，
柴油价格共下调 2935 元/吨，油价重回

“五元”时代。但是，此次油价调整不涉
及燃油消费税的调整。

在此次油价调整之前，有机构预测，中
国成品油价格若“十三跌”，则有关部门可
能会再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成为继 2014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3 日和 2015 年 1 月 13
日后，中国第 4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

所谓成品油消费税，是指消费者在消
费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航空煤
油、润滑油、燃料油等 7 种成品油时缴纳
的消费税。就比重看，按税收年鉴数据，
以 2013 年为例，国内消费税达 8230 亿
元，成品油消费税占国内消费税(不包括
进口环节消费税)的比重为 33%。

据某油企财务部相关负责人透露，目
前国内成品油价格主要由 3 部分组成：原
油价格、由相关部委制定的国内平均炼油
参数、税金。其中，国内平均炼油参数主

要是相关部委通过油企在运输、保险、加
工、储运等方面综合考评得出的一个相对
固定参数，该参数近几年有过微调，但是
变动不大；税金则包括了成品油消费税、
增值税、附加税等。单就税金中的消费税
来说，每升汽、柴油中，消费税从 2009
年的 0.1 元至 0.2 元，跃升为 2015 年 1 月
12 日新调整的 1.52 元、1.2 元。提升幅度
之大、速度之快，特别是近期的“三级
跳”，更是让消费者产生不解。

早在 2012 年，国家税务总局相关人
士曾表示，消费税改革将从两个方面进
行，一是增大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
产品的税率；另一方面，将在征收环节进
行改革，试点在加油站对消费者征收成品
油消费税，即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个
人征收。正是在这一改革推动下，促进了
近两年成品油消费税的提升。

对此，业内有关专家各有观点。有的
认为，从全球油价来看，目前我国的成品
油价格排名并不靠前。据全球汽油价格网
统计数据显示，在 2014 年 12 月份世界各
国 （地区） 油价排行中，中国仅位于第 77
名，每升为 1.17 美元，与美国、英国、挪
威等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而出于通过提
高消费税以达到抑制消费、节能减排目的
的思路来看，此举并无不妥。

同时，也有专家认为，短期看再次上
调成品油消费税不太可能，“目前，中国
的成品油税负水平并不低，毕竟相关部门
得兼顾考虑中国经济的宏观走向。”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崔新生告诉 《经济
日报》 记者：“成品油消费税上调也许属
于必然，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公开、公
平、公正的机制，制定合理的参考标准，
让调整更具说服力，并在消费者的需求和
国家的政策间寻找到平衡点。”

“随着美元指数强劲、能源机构看空
后市等一系列利空因素持续对国际原油
施压，后期仍有震荡偏下的可能。”中宇资
讯分析师徐丽娟认为，“在国内成品油市
场受国际原油拖累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
反弹，需求面得不到提升的低迷行情下，
国内油价短期内仍将维持低油价运行。”

油价不断下跌对于石油对外依存度
接近 60%的中国来说，是否是好事？对
此行业专家建议，应赶紧“趁低吸纳”。

“原油价格下降对我国经济来说是大大的
利好。”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林伯强说。

据海关数据显示，买油支出确实在
减少。2014 年 1 月至 11 月，我国共进
口原油 2.78 亿吨，同比增加 9%。以我
国平均每天进口原油 600 万桶计算，每
桶少 10 美元，相当于每天减少 6000 万
美元的支出。

油价降低是否意味着可以多储备
呢？从数据上看，确实如此。海关总署
近日公布的 2014 年 12 月份中国进出口
数 据 显 示 ， 12 月 的 进 口 量 为 3037 万
吨，创单月进口量最高纪录。2014 年共
计进口原油 3.0838 亿吨，金额为 1.4 万
亿元人民币。这一进口量较 2013 年 2.82
亿吨增长了 9.35%。

今年 1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最
新公布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原
油加工企业商业原油库存运行管理的指
导意见》（下称 《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要合理设置最低库存标准，并表示国

家鼓励企业提高商业原油库存。《指导意
见》 提出，所有以原油为原料生产各类
石油产品的原油加工企业，均应储存不
低于 15 天设计日均加工量的原油。国际
原油价格超过 130 美元/桶时，可适当降
低库存量，但不得低于 10 天设计日均加
工量。已投产企业应在 1 年内达到最低
库存标准，有关设计规范颁布前建设、
储存条件有限的企业，最迟应在 3 年内
达到最低库存标准。新建企业应在建成
投产后 1年内达到最低库存标准。

据专家介绍，国家能源储备主要分为
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从我国战略储备来
看，目前需求仍未满足。2014 年 11 月 20
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国家石油储备一
期工程的库存量，一期工程已经完成，在
4 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储备原油 1243 万
吨，相当于大约 9100万桶。

“国家战略储备的周期要较商业储备
的周期长，它的建设能力要考虑到在国
家出现极端状况下，在一段较长时间内
保障国家用能安全。”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刘毅军说。

专家表示，国家可以结合商业储备
和战略储备，在油价大幅下跌、储备设
施还未完全建好的情况下创新机制，动
员社会资源从事战略储备，这样就能更
好的抓住油价下跌的好机会，形成对我
国有利的局面。据统计，我国民营石油
仓储能力在两亿吨以上，但利用率很
低。作为短期措施，国家可以考虑将民
营油企的闲置库纳入石油储备。

今年 1 月 2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

自 26 日 24 时起再次下调汽、柴油价格。这是国内成

品油价格首次实现“十三连跌”。

这一轮成品油的下跌行情，有力地回击了“价格

改革等于涨价”的论调；更为重要的是，给广大消费

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更好地让市场认识和理

解当前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近年来，我国在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方面作了

不少探索，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也越来越复杂：从最

早参考新加坡成品油市场价格，到后来参考国际原油

价格定价；从过去 22 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到如今 10 个

工作日一调；从过去允许企业上下 5%的幅度、8%的

上下调动幅度，到4%的调动幅度和没有幅度限制。

从实践情况看，经过几轮改革和调整，目前的成

品油定价机制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特征更加明显，对

国际油品市场的波动反应更加灵敏，国内成油品价

格调整更及时、更有规律性，有利于引导市场平稳预

期，避免了价格调整前夜加油站车辆排长龙的现象。

在看到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朝着市场化迈出重

要一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的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与国际油价波动的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国

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仍然较长，油价调整仍滞后

于国际油价波动，成品油价格对市场反应的灵敏度

仍有待提升。因此，我们还需进一步推动成品油价格

的市场化改革。

总的来看，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

实现完全由经营者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决定的价

格，政府不再直接制定价格。通过这一改革，要使市

场机制更好地反映成品油的供需关系，促进资源合

理利用和公平竞争。

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在改革中始终坚持市

场化方向，根据形势发展有序推进，提高市场化程

度，使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发挥引导石油资

源配置的作用。当然，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涉及

诸多方面，需要统筹考虑、分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

更无捷径可走。

世界各国（地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大体可分三
类：第一类是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价格由市场形成，政
府不直接干预。第二类是我国周边国家，比如韩国和日
本，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陆续开放市场，由政府不同
程度地管制，分步向市场形成价格机制推进。第三类，
价格仍由政府控制。比如沙特、委内瑞拉等国家。

美国成品油定价不受政府管制，美国各大石油
公司原油都按市场价格结算；炼油厂所生产的成品
油在国内外市场的售价也完全由市场决定。

德国的成品油价格根据鹿特丹有机化工产品每
日报价、石油公司经营成本和利润，再加上政府税收
来定价。

韩国石油企业定价是与国际市场成品油基准价
格（MOPS）联动，以相关公式为基础确定炼厂的出厂
价，但在定价时更多地考虑企业的商业业绩和市场
战略；在出厂价基础上加分销毛利和政府税收构成
成品油的最终零售价。 （齐 慧）

价格下跌是储油良机

其他国家或地区油价形成机制

图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

司厂区远景。 本报记者 祝君壁摄

进口原油价格在到岸前1个月至2个月左右就已确定，这导致国内所加

工的原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时常无法同步。对于完全依靠进口原油生产的企业

来说，原油成本约占炼油成本的95%，原油价格的波动对企业影响很大

目前，国内成品油价格主要由3部分组成：原油价格、由

相关部委制定的国内平均炼油参数、税金。其中，税金部分包

括了成品油消费税、增值税、附加税等

1 月 27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加油站，工作人

员正在为一辆出租车加油。当日，我国汽、柴油价格

再次下调。 本报记者 祝君壁摄

国家能源储备主要分为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两类。目

前，我国战略储备仍未满足需求。专家表示，在国际油价大幅

下跌的情况下，我国可以创新机制，结合商业储备和战略储

备，动员社会资源从事战略储备

左图 国内成品油价格变动时间及变动价格。

右图 沈阳一家民营加油站打出 93 号汽油降价 3 角的广告牌（1 月 23 日摄）。1 月

2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365 元和 350 元，

测算到零售价格 90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别降低 0.27 元和 0.30 元，调

价执行时间为 1月 26日 24时。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