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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原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受国际油价暴跌影响，石油化

工业经营效益缩减，该行业对东营市2014年地方
税收收入的贡献率也明显下降。

来自东营市地税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东营
市原油开采行业和石化行业实现地税收入881520
万元，占地方税收的49 . 41%，而2014年全年两行
业则实现地税收入870544万元，占地方税收的比
重下降到了45 . 05%，减少了1亿多元。

山东地炼是山东省石化产业的主要板块之
一，东营则是地方炼化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据

2014年10月山东省发布的《山东地方炼化产业转
型升级实施方案》显示，东营市有地方炼化企业
23个，产能为5565万吨/年，占全省地方炼油产能
的49 . 4%。

作为炼化企业集中区，东营市的经济发展也
与石化产业密不可分。2013年，东营市地方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463 . 60亿元，石化
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2841 . 3
亿元。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东营市石化行业主营
业务收入占地方主营业务收入的27 . 15%。

“当前宏观经济下行，油价持续下跌，石油

化工行业企业受到影响，经营形势比较困难，利
润空间相对缩小。”东营市经信委工作人员介
绍，2014年前11个月，东营市地方规模以上工业
便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089 . 3亿元，比2013年全年
增加了625 . 7亿元，利润则实现了899 . 2亿元，同
比增长6 . 6%，相比于2013年17 . 3%的增长速度，
2014年主营业务利润增速明显放缓。

作为油城，油价波动一直牵动着东营近几年
的发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
机，国际油价暴跌，东营工业增速也呈现了放缓
状态，尤其是10月份后，市场需求萎缩，企业资

金周转困难，部分中小企业停产、半停产。
为支持石油化工业等企业走出阴霾，2008

年，东营市积极加强政银企沟通合作，帮助地炼
企业解决项目资金和流动资金短缺问题。为防止
包括地炼企业在内的企业资金链断裂，东营市工
业经济运行指挥部还协调各县区设立了接续资
金，金额超过4亿元。

当前国际油价走势与2008年有些类似。据
悉，为应对当前形势，东营市部分企业已经开始
通过停产检修或者限产来应对销售不旺的态势。
相关部门也在积极研究对策，应对困境。

□记者 徐永国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你们也亏损了！”中石化

2015年年度工作会，来自炼化板块的人士遇到胜
利油田的代表，语气中半是惊讶，半是安慰。

长期以来，胜利油田都是中石化的第一利润
大户，年利润都在300亿元左右，而多数炼化板
块一直处于亏损境地。

2014年下半年风云突变。随着国际原油价格
“断崖式”下跌，至年底，胜利油田原油跌破成
本价。迈入2015年，胜利原油价格更是跌破40美
元/桶，胜利油田遭遇生产经营的寒冬。

记者从胜利油田分公司财务资产处了解到，
胜利油田分公司2014年油气完全成本为2159元/

吨，合51美元/桶。这一水平在中石化集团公司
中，略高于西北油田和中原油田。

胜利油田分公司晒出的成本账单主要由生产
成本和期间费用两部分组成。财务资产处处长崔
树杰介绍，生产成本是大头，包含油井电、材料
费等与生产有关的费用。

在2014年成本费用中，仅折旧费用和人工就
占了一半比重。统计数字显示，近几年，折旧费
用和人工成本以每年5到7个百分点在增长，油气
单位操作成本却只在小幅攀升。与2013年相比，
吨油成本增加75元，增幅约3个百分点。

财务资产处相关人员分析，根据花旗银行、
巴莱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预测，2015年国际油

价仍将持续走弱，低油价将成为新常态。2015年
胜利油田分公司盈亏平衡点已经到了60美元/
桶。如果油价继续下行，2015年胜利油田或将出
现自1961年开发建设以来的首次亏损。

面对低油价和由此带来的寒冬，中石化2015
年年度工作会提出“去产能”，不再追求产量，
突出效益的主导作用。目前胜利原油销售均价已
跌破40美元/桶，减产并不意味着亏损就会减
少。

崔树杰算了两笔账，如果按原油产量2754万
吨测算，在油价70美元/桶的条件下，胜利油田
分公司利润可达93 . 77亿元。如果原油价格到50美
元/桶，则将亏损108 . 52亿元。同样，按原油产量

2746万吨测算，70美元/桶时，可盈利92 . 47亿
元。按50美元/桶计算，胜利油田分公司预计亏
损108 . 94亿元。

显然，以上两组不同产量可以看出，硬性降
低原油产量后亏损可能会更大。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结果？无论产量如何变化，人工成本和折旧
费用这一定量是不变的。因此，对胜利油田而
言，产量越低，相对应的单位成本可能会越高，
“我们需要寻找产量和效益之间的平衡点，追求
效益产量”。

有业内人士提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应加
快进口海外廉价石油，同时压缩部分国内油田的
产能，政府给予油企适当的补贴和政策优惠。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高文亮

在市场经济时代，原油作为特殊商品，实行严
格的配额制销售，计划色彩浓厚，一直过着“皇帝
女儿不愁嫁”的日子。

在人们眼里，石油一直是紧俏物资。作为化工
大市，东营地方炼化企业原料构成中原油仅占约1
/4，其他原料多为来自国际市场的燃料油，即原油
经过加工之后剩余的原油残渣。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受低油价冲击，一向不
愁卖的原油，也遭遇了市场的寒冬。

4成多胜利原油留山东

2015年上班第一天，黄卫紧急从山东飞往乌
鲁木齐，他此行的目的地为克拉玛依炼油厂。

黄卫是胜利油田销售公司副总经济师、销运
科科长，去年6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暴跌，他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克拉玛依炼油厂不再接
收来胜利油田新春采油厂原油。

新春采油厂是胜利油田的重要产能接替阵
地，位于克拉玛依市南70公里。克拉玛依炼油厂的
这纸公函，意味这个厂一个月8千吨的原油，可能
没有了出口，一月份不得不面临堵库的局面。

还好，谈判如预料之中的顺利。隶属于中石油
的炼厂和隶属于中石化的油田，根据双方签署的
原油互供协议，对方同意继续接油。

西部原油难卖的痼疾由来已久。长期以来，这
一问题被西部原油生产蒸蒸日上的表象所掩盖，
但原油价格暴跌，使这一问题凸显。2013年，胜利
油田新疆区块生产原油86万吨，其中近40万吨就
近销往克拉玛依炼油厂。

有20万吨新疆区块原油2014年被火车拉回了
山东。

和新疆比起来，山东的胃口要大得多。来自权
威部门的消息说，山东炼厂的生产能力超过1亿
吨，石化大省绝非浪得虚名。

实际上，胜利油田的大本营还是在山东，2014
年2780万吨原油产量，2700万吨采在山东，其中超
过4成的原油留在了山东。

以2014年为例，齐鲁石化480万吨、济南炼厂
187万吨、地方炼厂近500万吨，其余大部分进入了
中石化管道，销往沿江炼厂。也就是说，胜利油田
的客户主要还是两大块，中石化内部和地方炼厂。

黄卫告诉记者，原油销售一直实行严格的配
额制，计划色彩浓厚，地方炼厂的配额近几年逐步
增加，中石化已经承诺增加至500万吨。据统计，东
营市原油加工能力已经超过5000万吨，吃不饱的
东营市地炼企业，不得不大量进口燃料油“充饥”。

新春采油厂的原油在新疆遇冷，拉到山东却
受到了地炼企业的追捧。利津炼油厂就是其中之
一，这家炼厂日加工能力近万吨，中石化给的月配
置计划才7000吨。所以他们不仅接收来自胜利油
田新春采油厂的原油，也接收中石化西北局采自
塔河油田的原油，甚至接收高价燃料油。

胜利油价分三等

炼油厂发函拒接胜利原油，给出的理由是油
质差，重金属含量高。

其实，胜利油田原油品质差，在业内早已经是
公开的秘密。胜利原油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走势，
也真实反映了其品质情况。一般而言，胜利油价要
比国际油价低近7美元。

黄卫曾经穿过北京石油交易所的红马甲，做
了一年的石油期货。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庆油有
大庆油价，胜利油有胜利油价。那时石油石化行业
还未重组，大庆和胜利都有原油出口。

国际上根据原油密度的不同，将原油分为轻
质油、中质油和重质油三类，密度越低，油越轻。国
内油价与国际接轨，最初中石油给胜利原油定价
的时候，也将胜利原油分为三类：一是产于德州的
临盘油，质最好，密度最低；二是产于东营的胜利
油；三是硫含量比较高的孤岛油。所以，最早的时
候，胜利油田有三种油价，分别与米纳斯、辛塔和
杜里三种国际油价接轨。

黄卫说，从2013年开始，国内油价与迪拜油价
接轨，也就是所谓的挂靠迪拜油价。迪拜油的品质
相当于中质1类的，以此作为国际油价的基准价；
迪拜油加4 . 4贴水(降价或涨价)就是轻质油；中质
则不加不减。像临盘的就是中质2，迪拜减3 . 4，重
质就是迪拜减6 . 8。不同的挂靠价格出来以后，就
是实测密度，算吨桶比，吨桶比出来以后，他又有
几十块钱的差。

也是从2013年开始，油田信息网开始每天更

新胜利油价。胜利油价，即按照国际油价的基准
价，与国际接轨，现在以迪拜油为基本价，根据不
同油质按照吨桶比就能算出每吨多少钱，然后算
上增值税这就是销售价。

“迪拜油减6 . 8就是国际胜利油价。”黄卫说这
是最简单的计算方法，不论是中石化内部炼厂还
是地方炼厂，胜利原油销售都执行统一的油价。差
别在于密度，因为与密度有关系，才会出现价格
差。越重的油吨桶比越小，成反比，价格越低。

正是由于密度差异，胜利油田销往齐鲁石化
和管道局的原油，价格相差了100元/吨，因为销往
管道局的油要比齐鲁的好一些，所以价格要比齐
鲁的高100元。或者可以这样说，有了管道局的价
格之后，给齐鲁石化的原油就是在管道的价格基
础上每吨减100元。

地炼企业买涨不买跌

地炼企业来买油的积极性不高，有着20多年
销售经历的黄卫最近明显感觉到低油价带来的

“寒意”。
去年初，油价高企，地炼企业热情也和油价一

样高涨，他们“求油若渴”，不停地打电话询问有没
有多余的，还有没有增供计划。

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市场需求过剩，中石化炼

厂调减加工计划，每个月调减10万吨管道油计划，
这10万吨管道油就被地炼消化了。

买涨不买跌，这种心态同样适用于地炼企业。
黄卫说，下个月油价涨了，原油购买量肯定多。最
起码低价进来的，高价位加工，收益会更好，财务
账更好看。

黄卫分析，油价跌的时候，炼厂不会大量吃
进，他要一口一口地吃，用多少接多少。先成品油
的收入，销售多少，能有多少钱的收入，然后再考
虑多少的价格接多少原油。但是大量涨的时候，他
早就盼着囤油了。便宜进入，高价成品油卖出。原
油有一个加工周期，有一个一周以上的期限，加工
都是以前买的，库存的，原油一周后或两周能加工
成成品油。所以，地炼必须得有一定的储备。

对于石油生产企业来说，必须一个库存平衡
和产销平衡。眼看着油价还在下跌，黄卫他们主动
与地炼企业联系，推销原油，对方明显在推，这个
月推下一个月，“就是有些不想要。”

最让黄卫担心的是，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
的征兆开始了，有点兆头了。1998年国际油价一
度跌至9美元，2008年从8月份国际油价最高，一
跌跌到年底，跌了将近一百美元。胜利油田整个
集输系统油罐储存能力只有52万立方米，以效定
产，“油价如果再跌，有些井就该调整产量
了。”黄卫说。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高文亮

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风云变幻。
去年6月开始，国际油价结束了自2009年
以来持续上涨、高位震荡的历史，连续
下跌，创五年来新低。油价低位行走，
石油企业路在何方？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新伟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油价下跌，石油企业在
隐隐作痛的同时，也迎来改变机遇。

物质改变拉低油价

自十九世纪中叶，全球发现第一口
油井，油价就开始了150余年的震荡波
动。最近几十年，受国际政治形势及金
危机等大环境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又几
度出现大动荡。

最近的一次油价下跌发生在2008
年，当时，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国际
油价一度跌至33美元一桶。同样，在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国际原
油价格也出现滑坡，仅9 . 9美元一桶。高
新伟表示，这两次油价下跌的共同点在
于，均是受金融危机引起的价格波动。
但2014年开始的油价下降，背后原因却
截然相反。

高新伟表示，新一轮的油价下跌虽
然受金融影响，但差别在于金融已不再
是主要原因，主导因素更多的是由于物
质世界的改变。所谓的物质世界是指，
页岩油气、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改变了
全球能源供应格局。此外，全球气候变
暖对碳化石能源的降解，这些物质关系
的变化最终造成油价波动。

金融关系与物质世界变化的区别在
哪？高新伟解释，好比一只水杯，过去
的标价是10元，受金融影响，现在标价
为100元。虽然价格发生变化，但水杯本
身的物理性质没有改变。但物质世界变
化则是出现了同类商品，进而造成商品
本身价格下降。“一个是由金融关系造
成的标价变化，一个是因实际的物质供
应造成的价格变化。”其中区别，显而
易见。

油价中期仍将保持低位

1998年与2008年的油价受金融危机
影响触底后实现快速反弹，但高新伟表
示，如果期冀2014年开始的油价下跌立
即反弹几乎不可能，“金融造成的价格
变化马上会反弹，物质造成的价格变动
不会立即反弹。”

金融有一定的虚拟性，但物质具有
实体性，基于此和过去的认识，高新伟
大胆预测2015年国际原油价格还将出现
下一个低点，最低或能达到2008年的水
平，即33美元一桶。到达这一低点，价
格才会反弹。并且，中期内油价将保持
低位，未来5年左右价格在每桶50-70美
元活成常态价格区间，但长期来看，油
价还是会上涨到相当高的价位。

油价下行，有人欢喜有人愁。高新
伟认为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定义低油价
带来的影响。对石油企业而言，如果油
价在60美元以下，基本没有利润可言。
跌破38美元，生产运行就远低于成本
了。可以预见的是，2015年对石油企业
而言，并不是顺风顺水的一年。

但在油价下跌过程中，对中国来说
却利大于弊。中国是世界上原油进口量
最大也是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无
论是推出原油期货或是在国际上的石油
采购，中国都占据优势。从全球经济角
度分析，低油价也有利于世界经济从低
迷不振中的缓和。

一些资源省份，也该用发展的眼光
看待低油价。以山东省为例，油价下
跌，至少造成税费减少100个亿。长远看
来，虽然税费减少了，但石油开采及炼
化改变换来的却是生存环境改善。

石油企业迎来改变机遇

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石油企业应
发现其中蕴藏的改变机遇。石油企业本
是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行业，但在中
国，高技术行业却被做成了低端劳动密
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运行模式带来的
结果是工作效率下降，发展实际与期望
的巨大差距令人“汗颜”。与国外大型
石油公司相比，中国的石油企业除了资
源能与之抗衡，其他诸如人均收益、利
润率、管理思路等均处下风。

作为国企，石油企业被赋予了太多的
责任，这也导致出现人员过剩局面。高新
伟举例说，曾有一家停产单位，为保证人
员工作，连续8年竟安排8名员工看护弃用
的价值不足几十万元的两层办公楼，仅人
员劳务费用一年就40余万元。

低油价让石油企业感觉到了阵痛，
也让企业在疼痛中明白，过去粗放的模
式已不适应新的石油格局和经营模式。

高新伟建议，石油企业应该力主挖
潜、开放、提高效率并促进资源整合。
目前看来，石油企业有很多潜在的挖潜
点，其中就包含设备以及人员过剩。
“资源并不是采的越多越好。”作为资
源型企业，应有资源跨代经营的理念，
产量至上造成企业一味开采，而丧失了
其他的发展动力。在当前油价持续低迷
的情况下，石油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在
阵痛中转型发展，走产品和经营外向型
才具有长久可持续发展。

■观点

低油价为油企

带来变革契机

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 胜利油田遭遇生产经营寒冬

追求效益产量成当务之急

胜利油感受到市场寒意来袭
以前炼企“求油若渴” 如今却“有些不想要”

油价连跌，部分企业停产限产应对困境

东营石油石化地税减收逾亿元

□陈士钊 李明 报道
东营一家地方炼油厂的设备现在处于闲置状态。该市地方炼化企业产能为5565万吨/年，接近全省地方炼油总产能的一半。受油价暴跌冲

击，一些地方炼油企业经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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