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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物流运输压力加大，“油荒”阴影再

次浮现。

“要问是不是闹‘油荒’，数数加油站外排队加

油的车有多少辆就知道了。”天天为加油发愁的司

机师傅如是回答。

据安迅思息旺能源对全国近 300 座民营油站及

近 350 座主营油站的跟踪监测数据，目前 20%的民

营油站在加价销售，14%的民营油站及 12%的主营

油站限量加油，16%的民营油站及 5%的主营油站出

现断油现象，5%的主营油站出现排队加油现象。

在江苏南京，由于柴油供应紧张，部分加油站

开始限量供应。要加油，先给工作人员好处费，已

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油荒”导致的一系列社会怪现象背后，弥漫

着中石油、中石化这对“石化双雄”与地方炼厂、民

营油企之间对决的硝烟。

“油荒”引发口水仗

“一年吵一次，一吵吵一年。”山东莱芜一家民

营炼油厂的总经理马超告诉记者，从他五六年前

接触炼油生意开始，“油荒”是一年比一年明显和

严重，“石化双雄”与民营油企的口水仗也越来越

激烈。

“现在，也就是今年年底，双方的口水仗已经

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目前来讲，民营油企在舆论

上 占 了 上 风，但 在 经 营 上 还 没 得 到 实 质 性 的 改

善。”马超哭笑不得地说。

据记者了解，在今年的正面过招中，民营油企

抱团迎战，得到了更多组织的支持。先是中国商

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炮轰”中石油、中石化

断供。后来，“两桶油”纷纷表态将加大柴油供给，

但民营油企并不买账。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负

责站出来大倒苦水，指责“两桶油”对政府定价不

满而在“闹情绪”和蓄意制造“油荒”，并呼吁国家

有条件地放开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权利。

相比之下，中石油、中石化指责是民营油企囤

油、地方炼厂减产导致了“油荒”，却并没有得到舆

论的支持。

“所谓‘油荒’由民营油企囤油造成，实在是侮

辱大众的智商。”财经评论人叶檀便指出，民营油

企至今无法获得进口原油的牌照，被原油进口权

卡住了咽喉。民营炼油厂炼油能力在 1000 万吨以

上，但每年只能炼两三百万吨油，意味着有 700 万

吨至 800 万吨的炼油产能浪费。

马超则告诉记者，油价那么高，现在囤油风险

太大了。而且，一吨油要 8000 多元，存上万吨油就

要准备近亿元的资金，银行的钱“攥”的那么紧，根

本就运作不出那么多钱来。

“油荒”难掩糊涂账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中石油、中石化的抱怨情

绪挥之不去。“石化双雄”成了“石化双熊”，动辄就

会成为网民挞伐的对象。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

韩晓平指出，令中石油、中石化困惑的是，无论自

己怎么做或者做了什么，总是得不到市场的认可，

总是挨骂。

“命不好”却又总是犯糊涂。最近，“两桶油”

的亏损账单再次引发社会争议。国家发改委披露

数据显示，炼油行业前 9 个月净亏损 11.7 亿元。与

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此前，中石油与中石化的财

报显示，前三季度炼油业务亏损分别达到了 415 亿

元和 230.9 亿元，总计逾 645 亿元。

全行业亏损额仅是两大石油公司亏损额的

1.8%，这也就意味着国内除“石化双雄”外，其他炼

油企业前 9 个月盈利高达 633.3 亿元。

“ 在‘ 油荒’的市场背景下，民营炼油企业有

633.3 亿元的盈利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山东

省炼油化工协会的一位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

两大巨头霸占了国内炼化市场份额的 80%以上，

且旗下炼厂多为千万吨级别。相比之下，存活在

夹缝中的地方炼厂普遍规模较小，即便保证油源、

开足马力，也难以达到 600 余亿元的盈利。

马超也告诉记者：“钱都让中石油、中石化赚

了，他们说炼油业务亏损，把糊涂账赖到了民营油

企的头上，然后再打着‘亏损’的幌子去找国家要

补贴、要政策，着实有点儿‘以大欺小’。”

不仅如此，马超还分析，也正是在“炼油业务

巨亏”的幌子下，中石油、中石化才有理由“缩量供

应”，导致“油荒”进一步加剧。

记者了解到，对于外界对“两桶油”糊涂账的

质疑，国家发改委官员出面解释称，造成数据悬殊

的原因是统计口径不同。中石油、中石化方面却

只是表态成品油价格不到位是导致中国石油炼油

业务大幅亏损的原因，并未就涉及核算的关键因

素进行公示。另外，中石油、中石化的原油加工及

批发成本有多高也一直被当作“商业机密”而没有

公开过。

继 2011 年 7 月 1 日大幅下调汽油、柴油、航

空煤油和燃料油的进口关税（其中，柴油、航空

煤油以零关税进口，汽油、燃料油关税由 3％下

调至 1％）后，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

并报国务院批准，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将

对 730 多种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其

中包括成品油进口关税。

对于年内两次调整油品关税，中宇资讯

行业分析师齐绪名分析指出，2011 年，国际经

济形势错综复杂，日本地震、欧债危机以及中

东地缘政治的频繁爆发，使得国际经济形势面

临巨大的考验，业内人士纷纷担忧全球经济

“二次探底”。而今年国内通胀压力过大，经济

增长过缓，经济形势亦不容乐观。在国内资源

紧缺、国际原油价格高企以及“油荒”等因素的

推动下，国内油品市场迎来“高油价时代”。在

这种背景下，我国两次调整油品行业的关税，

无疑是为了鼓励扩大进口、平抑国内油价、刺

激国内经济发展与消费需求。

据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平台金银岛提供的

数据显示，1 月至 11 月，我国累计进口成品油

3656 万吨，比去年同期的 3292 万吨累计增长

了 11.1%；11 月单月进口成品油 335 万吨，环比

增加 15.12%。

“ 关税新政将促使国内油企加大进口力

度，拉低其成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

大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认为，

虽然国内成品油定价体系不完全受市场因素

控制，但新政起码会对国内油价的上涨起到

抑制作用，预计国内油价涨幅今后将因此有

所收窄。

据金银岛分析师董丽珠介绍，目前，我国

柴油、航空煤油已经是零关税进口，而未来车

用汽油及航空汽油进口关税和 5-7 号燃料油

暂定进口关税可能面临调整，由此前的 1%下

调至更低或调整为零。

“如果汽油进口关税下调，对国内汽油市

场影响相对较小。因为我国汽油市场目前的

状况为供大于求，进口非常有限，而且基本呈

现资源流往国外的净出口状态。”董丽珠说。

齐绪名告诉记者，从燃料油方面来看，进

口关税下调，将会直接降低以加工进口燃料油

为主的地方炼厂企业的采购成本，有利于降低

物流与生产成本，提高其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增加地方炼厂利润。对于地炼企业来说，这无

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齐绪名提醒，从成品油和原油方面

来看，进口关税的下调，对于地炼企业没有丝

毫的益处，因为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资质几乎

全被中石油、中石化“石化双雄”操控。

由中宇资讯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以目前

国内华南地区国 III 标准来算，93 号汽油最高

零售价在 9400 元/吨左右，97 号汽油最高零售

价在 9820 元/吨左右，而目前从新加坡进口 1

吨 95 号汽油，加上运费和其他费用，完税到岸

价才 8746 元/吨，相对于 93 号汽油来说纯利润

在 654 元/吨左右，相对于 97 号汽油来说纯利

润在 1074 元/吨左右。国内 0 号柴油最高零售

价在 8458 元/吨左右，而进口 1 吨新加坡 0.05%

含硫柴油的纯利润同样高达 756 元/吨左右。

“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国内民营企业和地

方炼厂只能‘望油兴叹’，看着近在咫尺的钞票

流进‘石化双雄’的口袋，而‘石化双雄’牢牢抓

住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权，将会成为关税下调

的最大赢家。”齐绪名表示，面对国内“油荒”的

屡次出现，两巨头刻意操纵市场的筹码也愈加

扩大化。对此，民营企业和地炼企业也只能靠

着进口燃料油微薄的利润来支撑运行。

油企之争：“油荒”不是我的错

“石化双雄”将成油品关税调整最大赢家

编者按：“油荒”很猖獗，油企很无辜。中石油、中石化辩称自己“加班加点”大生产，民营油企指称“两桶油”闹情绪。“油荒”背后，是两股市

场力量的博弈，它折射的不只是供求问题，还有市场结构和利益分配问题。

中国油价高不高，地球人都知道。高油价时代，中国对国际油品的进口关税一降再降，中石油、中石化成为油品关税下调的最大赢家。这

回占了点儿便宜，不知道能否弥补“石化双雄”645 亿元的炼油业务亏损？

高油价时代，对于国内汽柴油价格过高甚至高

过发达国家的质疑声不绝于耳。近日，中石油经济

技术研究院市场所副所长戴家权回应指出，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汽柴油零售价处于较低水平；从全球

来看，在 160 多个国家中，中国汽柴油零售价处于中

等水平。

戴家权表示，以实行京四标准、价格相对较高的

北京为例，汽柴油零售价格仅略高于美国，低于德国、

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周边 20 多个国家相比，中

国的汽油价格不仅低于日韩，而且也低于印度、泰国、

阿富汗等。如果考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资源国，

中国汽油零售价较周边国家属中等偏低水平。

但是，对于加满一箱油需要支付 400 多元的普通

消费者来说，戴家权的分析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有

网友建议衡量一下我国汽柴油零售价占国民平均收

入的百分比是多少、发达国家又是多少。还有网友表

示，中国油价高不高，地球人都知道。就油价来说，发

展中国家能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吗？能够相比的也

只能是油的品质而已。高油价催生了石油垄断企业

的暴利，实际受益者是富人阶层。高油价会催生更大

的“马太效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和谐。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日

前 发 布 的 一 份《中 国 上 市 公 司 高 管 薪 酬 指 数 报 告

（2011）》称，2007 年至 2010 年，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

分别是 96.29 万元、89.23 万元、86.18 万元和 110.22 万

元。但是，企业的实际营业利润率高的时候不到 9%，

低的时候甚至亏损超过 7%。报告中说，鉴于公司的实

际业绩，中石油高管薪酬存在严重的激励过度。

报告指出，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尤其是国有垄断

上 市 公 司 的 高 营 业 收 入 并 非 完 全 是 高 管 努 力 的 结

果，更多来自国家赋予的垄断优势，所以不能以企业

名义业绩为依据，而应该按照实际企业业绩评价高

管薪酬。

对于报告中披露的问题，有网友质疑指出：“中石

油说国际油价涨了也要涨油价，油价那么高，炼油企

业却亏损，可是为什么一家亏损企业的工资却那么

高？身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凭什么能在拿着全民资源

经营一个亏损企业的同时却领着高薪？”

专家释疑“油价不算高”

网友不买账连抛板砖

中石油高管高薪被指激励过度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高洪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