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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利润增幅较大 产能过剩压力依旧

石化行业：结构调整在持续 绿色发展不松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暴媛媛

当前，我国石化行业运

行总体稳中向好，主营收

入增势明显，质量效益持

续改善。但是，“低端产品

拥挤，高端产品缺乏”的

结构性矛盾也很突出，行

业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化

解产能过剩的任务仍然艰

巨。因而，在推动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下，要继

续去产能、调结构、促创

新，同时在行业的绿色发

展方面也丝毫不能放松——

本版编辑 李 景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从石油和化工
行业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获悉，2018年上
半年我国石化行业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
好，主营收入增势明显，质量效益持续改
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
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同时，解决结构
性过剩问题、继续推进石化行业绿色发
展成为未来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形势好但挑战犹存

中国石化联合会公布的信息显示，
上半年石化行业主要产品产销两旺，出
口交货值大幅增加。同时，油气和化工
板块每百元主营收入成本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石化全行业
规模以上企业 27641 家，累计增加值同
比增长 4.7%，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
全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43万亿元，
同比增长 13.2%，增速比前 5 个月加快
0.6个百分点，占全国规模工业主营收入
的 12.4%，比去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
点。同时，全行业利润也实现较大增幅，
上半年利润总额4861.0亿元，同比增长
46.6%，比前5个月加快5.0个百分点，占
全国规模工业利润总额的 14.3%，比去
年同期提高 2.4个百分点。从细分领域
来看，炼油板块增加值增幅最大，达
7.3%；化工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最
高，同比增长 10.3%，占全行业 61.0%；
油气板块利润总额增幅最大，同比增长
325.5%，实现利润877.4亿元，占全行业
利润总额的18.0%。

在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向好的同时，
一些问题也需引起注意，一是企业数量
大幅减少，二是企业间盈亏分化态势
明显。

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石化行业规
模 以 上 企 业 27641 家 ，与 去 年 底 的
29307 家相比减少 1666 家。其中油气
板块减少 4家，炼油板块减少 123家，化
工板块减少1565家。业内人士指出，这
种情况为近年来少有。

在行业发展整体向好的过程中，尽
管规模以上企业的效益更为突出，但企
业亏损状况也不容忽视。前 6 个月，全
行业18.7%的规上企业出现亏损。从业
内三大板块看，油气板块亏损面38.1%，
亏损企业的亏损额 146.3 亿元；炼油板
块亏损面 23.5%，亏损企业的亏损额
46.3 亿元；化工板块也有 17.8%的企业
亏损，亏损企业的亏损额 330.5亿元，这
说明行业企业在强化管理、降本增效方
面仍需继续努力。

结构矛盾仍待解决

经过两年的持续发力，石化行业化
解过剩产能，尤其是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石化联合会产业部最
新动态数据显示，协会重点监测的28种
产品 2017年平均产能利用率达 72.2%，
比上一年提升3.1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大宗石化产品过剩、高端石
化产品短缺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从石化
联合会跟踪调研的情况来看，炼油装置的
产能利用率为71%，虽比2015年提升5.5
个百分点，但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不小差
距；尿素产能尽管连续3年下降，但去年的
产能利用率也只有72.4%；甲醇去年产能
利用率 73.6%，聚氯乙烯 74.4%，醋酸
73.7%，聚甲醛只有53.2%；在煤化工方面，
只有煤制烯烃产能利用率达到了87.4%，
其他产品利用率都很低，如煤制气64.1%、

煤制乙二醇59.1%，煤制油只有40%。
“化解产能过剩仍然是艰巨的任

务。当前，还要特别关注新增产能问
题。自去年开始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一
些企业新建和扩建新产能的冲动又有所
抬头。在细分行业中，硫酸正在改扩建
的产能1200万吨/年、双氧水100万吨/
年、纯碱 260 万吨/年、烧碱 44 万吨/年、
电石300万吨/年，这些新增产能分属行
业内产能严重过剩的 12 个领域。”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表
示，鉴于此，管控新增产能，尤其是淘汰
落后产能还应持续发力。

在产能过剩隐忧仍存的同时，石化
产业“低端产品拥挤，高端产品缺乏”的
结构性矛盾也很突出，成品油、基础化学
品过剩，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缺乏状
况改善不明显。数据显示，去年石化全
行业贸易逆差高达1974亿美元，进口有
机化学品 6223 万吨，再创历史新高，逆
差达146.8亿美元，同比增长38.6%。合
成树脂、工程塑料、电子化学品、高性能
纤维、高端膜材料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多管齐下”弥补短板

“产业结构不合理和转型升级缓慢
阻碍了行业高质量发展，行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工作必须要全力加速。”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告诉
记者，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加快
突破自主创新的瓶颈。“在看到行业技术
创新能力有较大提高的前提下，还要清
醒地看到我们在创新‘领跑’方面的差
距，尤其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制机
制仍待完善。”

李寿生表示，目前国内石化行业每

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 6000 亿美
元，贸易逆差则高达 2000 亿美元，这一
差距充分反映出国内供给满足不了需
求、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

据了解，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未
来石化行业将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方面共同发力。其中，科技创
新将重点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专用化学
品、现代煤化工等领域，创新平台建设和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有望加强。

同时，在资源制约日益严峻、环保要
求日益严格的形势下，大力推进石化行
业绿色发展也面临新的课题。

石化是典型的资源能源型行业。统
计数据显示，近年来石化行业废水排放
量超40亿吨，约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
量的20%；废气排放量约6万亿立方米，
均列工业领域第一，仅 VOCs 排放就约
占工业源排放总量的40%；废固排放3.7
亿吨，为工业领域第二。

因此，石化行业绿色发展任务依然
艰巨。一是石化行业仍是资源能源消耗
和“三废”排放大户，也是长江生态治理
的重点行业；二是全行业还存在一批亟
待解决的污染防治难题，如高盐废水、含
汞催化剂、磷石膏治理等；三是标准体系
不完善等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问题依然
突出。

对此，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先后发布和推出了《促进石化产业绿色
发展指导意见》及“六大专项行动计划”，
坚持“布局合理化、产品高端化、资源节
约化、生产清洁化”，推进产业布局优化
和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完善行业绿色
标准，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实现源头
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综合利用全
过程绿色发展理念的转变。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了 IPv6
（互联网协议第六版）规模部署及专项
督查工作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
求，基础电信企业要力争提前完成自营
APP 改造，内容分发网络改造要适度超
前，云服务企业特别是大型云服务企业
不仅要及时完成云产品 IPv6改造目标，
还要充分发挥平台优势，面向中小型企
业 提 供 IPv6 技 术 咨 询 和 网 站 改 造 等
服务。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介
绍，中国 IPv6 规模部署明确规划了 3 个
主要阶段，一是到 2018 年，市场驱动的
良性发展环境基本形成，IPv6 活跃用户
数达到 2 亿人；二是到 2020 年，市场驱
动的良性发展环境日臻完善，IPv6 活跃
用户数超过 5 亿人，新增网络地址不再
使用私有 IPv4 地址；三是到 2025 年，我
国 IPv6 网络规模、用户规模、流量规模
将位居世界第一位，网络、应用、终端全
面支持 IPv6，全面完成向下一代互联网
平滑演进升级。

推动互联网从 IPv4 到 IPv6 的演进
升级是大势所趋。IPv4协议运行已经超

过 30 年，早在 2011 年初，国际组织互联
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就
公开表示，全球IPv4地址已分配完毕。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 IPv4 地址总
量和人均量均较低，在世界上率先面临
IPv4 地址短缺问题。”闻库介绍说，在全
球 IPv6产业生态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我
国被迫大量使用私有地址转换技术，这
带来了网络结构复杂、追踪溯源困难，以
及转发时延增加、设备成本高等问题，成
为互联网发展的瓶颈。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 IPv6 应用
部署，当前我国 IPv6 用户占比仅为 3%，
全球排名第70位。因此，推进IPv6规模
部署，并大力发展基于 IPv6的下一代互
联网，有助于提升我国网络信息技术自
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高端发展水平，高效
支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
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业态，促进传统产业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为实体
经济发展打造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闻库坦言，从实践来看，IPv6部署面
临的最大挑战不仅在于涉及环节众多，
更在于实际操作中“网络等应用、应用等
网络”问题。因此，要以改造难度小、效
果明显的 LTE 网络为突破口，率先推进
LTE 网络的 IPv6 端到端贯通，即“移动

先行”，通过基础电信企业自营业务系统
的改造，带动 IPv6 用户提升，最终实现

“流量突破”。
据介绍，将 LTE 网络 IPv6 改造作

为首要任务，主要是基于两个考虑。一
是 LTE 网络与固定网络相比，其网络
结构、技术协议、基础设施及网络终端
具备支持 IPv6 的良好基础，4G 全新产
业链也能够较好支撑 IPv6，在 LTE 网
络 中 推 进 IPv6 规 模 部 署 涉 及 环 节 较
少、实施难度较小。二是我国已建成全
球最大的 4G 网络，4G 用户数超过 11
亿，手机 APP 成为用户接入互联网的
首要途径，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万物互
联”的重要基础。完成 LTE 网络端到
端 IPv6 改造后，4G 用户将迅速向 IPv6
迁移，IPv6 用户规模和网络流量将明
显增长。

事实上，LTE网络 IPv6改造的重点
在于“端到端”，强调的是“用户终端能够
获得IPv6地址，网络基础设施开通IPv6
功能，移动互联网应用（APP）支持 IPv6
访问”。因此，三大基础电信企业自营
APP 中用户排名前 10 位的 APP 都要率
先完成 IPv6改造，并在各主要应用商店
上架，供用户下载使用。

在移动网络先行改造的同时，固定
网络基础设施也要加快 IPv6 改造。固

定网络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企业专网等业务的基础承载平台，用户
普及率高、网络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网
络服务质量、可靠性和带宽承载能力，是
IPv6规模部署的基础环节。

据了解，基础电信企业 2018年末要
完成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成都 5个互
联网骨干直联点 IPv6 改造且开通 IPv6
网间互联带宽不少于 1Tbps，2020 年末
要完成所有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IPv6 改
造 且 开 通 IPv6 网 间 互 联 带 宽 不 少 于
5Tbps。

同时，基础电信企业 2018年末还要
完成城域网和接入网 IPv6改造，并开启
IPv6 业务承载功能，为固定宽带用户分
配IPv6地址，向政企客户提供基于IPv6
的专线业务。

“基础电信企业 2018年第三季度末
要完成业务运营支撑系统升级改造，建
立面向 IPv6 业务的运维管理体系和业
务管理流程。”闻库说。

此外，应用基础设施 IPv6 改造也是
IPv6 规模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阿里云、腾讯云、金山云、网宿、蓝汛、帝
联 2018 年末要完成内容分发网络 IPv6
改造；基础电信企业和阿里云、腾讯云、
金山云等主要云服务企业，2018 年末要
完成50%云产品IPv6改造。

2025年中国IPv6用户规模将居世界第一
全面完成向下一代互联网平滑演进升级

本报记者 黄 鑫

今年上半年，面对市场增速放缓压力，空调业加速调结
构，力求以“质”取胜。在“三四级市场+电商”双引擎助推
下，家用空调业延续了去年增势，国内空调市场规模快速增
长。据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内家用空调市
场零售量达 3322 万台，同比增长 11.5%。其中，线上渠道
零售量达 1173 万台，同比增长 30.6%；线下渠道零售量达
2149万台，同比增长3.2%。

“上半年，国内家用空调市场增长高于预期，但从 7 月
初两周的市场表现看，下半年增长的压力凸显。”奥维云网
副总裁郭梅德分析认为，国内一线城市空调保有量相对较
高，其增长受制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线上电商依然是国内
空调市场主要的增长渠道，但后期增速也将放缓。相对而
言，三四级市场空调保有量较低，普及需求依然存在。但
是，气温作为影响市场的关键因素，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为了下好市场先手棋，以TCL空调为代表的企业开始
实施品牌升级战略。“通过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能够在市场
上实现我们品牌形象建设的预期。”TCL 空调负责人陈绍
林透露，TCL 空调在实施转型，为企业发展注入 4 个新动
能，即把品牌形象建设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产品力作为
根本、调结构作为方向、精益化管理作为基础。

实际上，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低端价格战已难以奏
效，空调主流品牌均需加快经营策略调整，树立品牌形
象，加大在高价格段空调产品的投入。数据显示，上半年
格力、美的、海尔空调线下均价分别提升了 4.8%、6.4%和
6.6%。

得益于产品结构调整，空调业销售额增幅明显跑赢销
量指标。数据显示，上半年家用空调市场零售额 1147 亿
元，同比增长 15.5%。其中，线上渠道零售额 350 亿元，同
比增长42.1%；线下渠道零售额798亿元，同比增长6.8%。

尽管下半年空调整体市场规模增长压力凸显，但业界
对前景并不悲观。郭梅德指出，企业要紧抓消费升级和改
善型需求带来的商机，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提升经营
质量和利润水平，提升用户黏性和品牌满意度。陈绍林也
强调，未来市场不再是一种价格的导向，而是价值传递。只
要企业继续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坚持做好结构调整，
空调销售额将会再次得到提升。

“要让空调回归产品本质，通过技术创新，实施智能化、
自适应化和网络化，切实做到空调节能、舒适健康、适合消
费者使用习惯。”陈绍林表示，针对新的市场需求，空调产品
要进入智能新时代。比如，TCL主攻线下渠道的T睿系列
空调，通过采用智能算法和创新设计，可将气流舒适满意度
做到92%，远高于普通空调的60%。主攻线上渠道的初荷
系列，可实现 30 秒速冷，60 秒速热，并在节能方面实现技
术突破。

上半年零售量同比增长11.5%

空调市场：有“质”者事竟成
本报记者 周 雷

近日，中原油田油气开发管理部气藏开发首席专家李
战良与科研人员正在研究中原油田储气库选址及目标区评
价工作。据了解，中国石化在中原油田区域已落实储气库
库址16个，落实库容556亿立方米。

除了紧锣密鼓建设的文 23储气库，“十三五”期间，中
国石化还将在中原油田规划新建 5个储气库。届时，中原
油田将建成国内最大的储气库群，从而开辟保障我国中东
部地区天然气供应的新路径。

“近年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的‘气荒’，凸显天然气调峰
保供的紧迫性，也倒逼储气设施进一步科学合理布局。”中
原油田分公司副总地质师、油气开发管理部主任李存贵说，
尽管中原油田历经40余年的勘探开发，部分油气田进入开
发后期，但地下也形成了封闭性良好的油气储集空间，具备
了建设储气库得天独厚的条件。

7 月 26 日，文 23 储气库几个平台钻井队都在忙碌着。
中原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50736钻井队在文23储5-
6井展开三开套管回接施工，采取“每下一根、测试一根”的
方式展开套管气密封试压，确保气密性完好。

为将文23储气库打造成百年品质工程，设计方案整整
讨论了 3年。文 96储气库，可谓是文 23储气库的“先导实
验库”。据介绍，文96储气库库容5.88亿立方米，是中国石
化的首座储气库，自2012年投入使用以来交出了一份优秀

“答卷”：2014 年夏，榆济天然气管道因山西等地洪涝灾害
影响运行，文 96储气库应急供气保障管道下游用户用气；
2016年冬，北京市民用天然气阶段性短缺，文96储气库每
天紧急供气150万立方米……

在建的文23储气库是中原油田建设的第二个储气库，
也是国内最大的储气库之一。文 23 储气库设计库容 104
亿立方米，建成后有效工作气量可达 40亿立方米以上，将
极大缓解华北地区乃至全国在用气高峰期间的用气紧张
局面。

近日，中原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王素文
与同事不断收集摸排分析，确定分类以及未来措施。“如果
老井不能被严格封堵，就像气球上的气孔，气一旦从储气库
中蹿出，将影响储气库的安全平稳运行。”王素文说。

正如科研人员的努力攻关一样，中原油田为了积极响
应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落实好中原储气库群建设，正在对
区域内多个油气田全面开展论证工作，基础资料摸排正在
有序开展。

“有了文96气田、文23气田枯竭气田改造储气库的成
功先例，中原油田更多的枯竭油气田将焕发‘第二春’。”李
存贵说。

已落实库容556亿立方米

中原油田储气库群“底气”足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孙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