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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国际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整合过程的加快，以及多年的发展累积效

应。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石化产业。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临海石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指出临

海石化仍存在产业布局分散、企业间关联性差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方法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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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移的加快进行，生产要素配置、产业

分工、贸易物流的全球化特征日益显著，洲际跨

洋运输日趋繁忙，沿海地区投资贸易活动十分活

跃，以临港产业为代表的港口经济在全球蓬勃兴

起。经过143年的发展，世界石化工业已趋于成

熟，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传统基础产业。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石油和大宗石化产品

的投资发展重心正在东移，并呈现出产业临海布

局的新特点。这种产业发展趋势能够通过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增加税收等途径来带动产业所在地

区的经济发展，我国沿海地区石化产业也在迅速

的发展，但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有

效合理布局我国的沿海石化产业，克服发展中的

潜在危险，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临海石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临海石化产业

临海产业是指依靠临海区位优势，利用水上

运输的低成本特点发展起来的工业。以钢铁、石

化、能源为代表的原材料工业是工业的基础。它

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指依靠港口深水条件并服务

于航运业的工业，比如造船、修船、港口工程等；

二类是原材料和产成品大量依靠船舶运输的工

业，如冶金、石油、汽车等。现代临海产业具体包

括港口和船舶制造业、临海重化工业、临海能源

工业，以及电子和信息产业等。临海石化产业是

临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临海石化产业发展特点

1．临海石化产业产值在全国石化产业中的

地位不断提高

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石化产业发

展状况看，在一些原油产地的石化产业得到巩固

的同时，一些沿海省市石化产业得到了不断发展

并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其中产值和从业人数的比

重有明显的提高，见表1。

1992年浙江化纤产业产值占全行业的

7．53％，2001年提高到18．92％，2005年更高达

39．66％，就业比重也逐年提高。而在石油加工

方面，产值位于前列的辽宁、山东、上海等沿

海省市所占比重及就业率基本稳定。临海石化

企业在沿海蓬勃发展。对辽宁而言。这个特点

更明显。2004年辽宁石化产业中，原油加工量

3 152．7万t，实现销售收入2 100亿元，居全国

第三。实现利税250亿元，实现利润140亿元，

这三项指标分别占全国石化工业的8．8％，

6．4％和5．4％。2006年，辽宁原油产量在全国占

第四，加工量居全国首位。全省规模以上石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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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我国主要石化产业省区的石化产业发展状况 (单1立：％)

产业

类型

1992年 1997年2001年

地区及排名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地区及排名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地区及排名产值比重就业比重

2005年

地区及排名 产值比重

资料来源：1992、1997、2001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业完成工业总价值2 500亿元，其中石化产品一

乙烯产量全国第八，子午线轮胎产量居全国第

五。生产以上产品的企业如大连西太平洋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大连石油化工公司、锦州石油化

工公司和葫芦岛石油化工公司等都分布在沿海

地区。此外。大连旅顺双岛湾、营口鲅鱼圈也将

新建石化企业。

2．石化产业在临海地区经济中地位突出

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都需要一、二个产业的

带动，石化产业在临海地区通常扮演着这样的角

色。可以广东省和大连市两个沿海省市为例。

石化产业已成为大连市三大支柱产业之首。

2002年大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l 245亿元，其中

石化行业实现产值34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27％；200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l 542亿

元，其中石化行业实现产值484亿元，占规模以

上工业的31．4％；200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2 018．2亿元，其中石化行业实现产值

660．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32．7％，三年平均

增长38．2％。作为中国工业的龙头企业——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和大

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两个炼化企业的

快速增长，有力地支撑了全市整体工业的增长，

它们已连续3年成为全省纳税第一、第二名。在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石化产业在大连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能忽视。

根据广东省“十一五”《广东省石化工业

2005—2010年发展规划》，全省将投资1 800亿元

建设惠州大亚湾、茂湛、广州、崖门口、汕潮揭5

个沿海石化基地，新建或扩建5个炼油项目、5

个乙烯项目以及一大批下游化工项目。到2010

年，预计全省石化工业总产值将达到7 300亿

元，年均增长20％；炼油能力达6 500万如，乙

烯生产能力达440万妇，初步形成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石化工业体系；广东也将成为亚洲主要石

化基地之一，地区经济将会得到更快发展。

5．化纤等高级石化产品多临海分布

我国的化纤、合成橡胶、塑料等高级石化产

业多临海分布。从表1历史资料分析，1992年，江

苏化学纤维工业产值占该行业全国总产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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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广东省“十一五”期间的石化工业项目

炼油项目 乙烯项目 石化基地

年产量 年产量
公司 公司 基地 备 注

(万t) (万t)

中石化 扩建至 中石化 大亚湾 包括惠州大亚湾石化基地、深圳精细化工基地，已落户的大项

广州分公司 l 300 茂名
扩建至80

石化基地 目有4个，投资总额逾660亿元

中石化茂名
扩建至2 000 中石化广州 扩建至100

茂湛

分公司 石化基地
包括茂名石化区、湛江石化工业等

中石化 中海壳牌 将广石化改造成为规模适度、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品质优良

湛江东兴
扩建至800 80 广州石化基地

惠州南海石化 的炼化一体化生产基地

崖门口 以珠海西区临港石化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江门新会东区银
中海油惠州 新建1 200 汕头乙烯项目 新建

石化基地 洲湖一带发展石化下游加工产业

汕潮揭 包括汕头南区化工区、汕头海洋集团聚苯乙烯基地和潮州三
规划中 新建l 500 规划中 新建200

石化基地 百门、揭阳惠来等规划沿海石化发展基地

资料来源：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数据中心

24．90％，上海占18．74％；浙江占7．53％，三者之和

超过全国产值的一半；而2001年江、浙、沪三个省

市化学纤维工业产值总额占全国该行业总产值的

59％。2003年东部沿海六省市化纤布产量占全国

总产量的近90％，华东五省市就占80％以上。

2005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达到1．3亿t，规划到

2020年原油进口量将占我国总需求的50％以

上，由于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公路、铁路等交

通运输网络发达，原油进口和产品的运销便捷；

沿海地区产业基础雄厚，经济发达，为石化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资金等的支持，而且

地区产业部门齐全，产业链比较完整，产品深加

工能力较强，同时沿海地区是石化产品的巨大消

费市场，接近消费地可以大大减小运输费用。

4．大型石化产业多分布在沿海·晦港城市

我国的石化产业多分布在沿海临港城市。在

华南，惠州一广州一珠海一茂名一湛江一线以

临港开发区为载体的沿海石化产业带已经形成；

华东、华中，临港重化工业规模正在扩大，从南

京到上海的长江沿岸，已经产生8个大型的临港

化工区，杭州湾也正向石化工业区的目标大胆迈

进；在北方的环渤海地区，倚仗老工业基地的优

势，天津、大连等地的临港工业发展得迅速。天

津塘沽临港工业区提出打造具有世界级规模、现

代化水平、国际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国

家级石化基地和工业园区；大连则全面提升石化

支柱产业，准备构建以大连为中心的辽宁临港工

业带。

二、我国临海石化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链条短、以初级加工为主

产业链是建立在产业内部分工和供需关系

基础上的，以若干企业为大节点、产品为小节

点，纵横交织而成的网络状系统。一般产业链分

为垂直的供需链和横向的协作链。产业的垂直关

系是产业链的主要结构，一般把产业分为上、

中、下关系；产业的横向关系是产业相互服务与

配套的协作关系，石化产业多形成垂直关系的产

业链。

从国际石化产业发展特点如上中游产业链

长、原料和能源利用的相互关联性强、设备大型

化与专业化看，石化产业布局要求相对集中并规

模发展。但我国临海石油产业由于资金、技术等

原因，产业链条短、以初级加工为主，多为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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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下游高级石化产品企业很少，上游炼油

设备和技术等企业也不多，这对我国沿海石化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产业布局分散

产业集聚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方便条件，节

约企业的外部成本，使每个企业都因此受益，从

而产生集聚规模经济效益。但我国沿海一些地区

石化产业行业集中度低，导致行业规模结构水平

低度化。我国居世界前10位产量的石化产品有

15种，但平均规模不及世界同类产品平均规模

的一半。在我国60万吨级乙烯算规模经济，而美

国的标准是200万t。沿海地区石化工业虽然发

展迅速，产业布局仍相对分散。如辽宁沿海六个

城市几乎都有石化产业布局，而各城市石化产业

布局分散，产业关联不大，并且一味地发展石油

的初级加工，集聚规模经济效益得不到体现。

(三)石化产业对沿海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重化工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石

化工业。其中的一些原料、中间产物、半成品、产

品对环境、人体都有一定的污染性。2006年4

月，环保总局对各大水域价值4 500亿的化工石

化项目进行了环境风险排查，结果显示，中国各

大水域的化工石化行业均存在较大的布局性环

境风险，相应的防范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同时沿

海地区小炼油企业布局散乱、管理不善、违章操

作、环境治理落后等问题，都将引起一定的环境

污染。

三、我国临海石化产业发展对策

(一)延展临海石化产业链，走循环经济之路

我国一些临海石油产业由于资金、技术等原

因，产业链条短、以初级加工为主，但相对于国

民经济的其他行业，石化行业有着特有的行业优

势，即具有技术创新快、发展潜力大的优越条

件——化学合成。因而我们可以在行业内部企业

间依据上、中、下游产品的关联度纵向延伸产业

链的创新操作，不断创新石化行业的生态“食物

链”，搞深加工、精加工，提高附加值，提高资源

利用率和废弃物的再资源化率；在横向上又可立

足某一特定区域，与关联度高的企业珠联璧合，

形成新型的生态工业区或生态经济区；变粗放经

营为集约经营，大力推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清

洁生产法和循环经济等途径，走出一条具有石化

行业特色、扩大内涵再生产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发展规模经济，创造规模效益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石油和大宗石化

产品的投资发展重心正在东移，移向以中国、印

度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市场和以中东为主的原

料产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临海地区应该依

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尽快形成以石化产业为主的

国际性产业聚集区。同时扩大一些已经具有一定

聚集水平地区的产业规模，以起到示范带动作

用。

(三)转变产业发展模式，尽早应对能源短缺

危机

目前随着世界大型常规油气发现及开发机

会的日益减少，国际大石油公司已开始将更长远

的发展目标转向非常规石油资源上来。除了将

LNG(液化天然气)、G11L(天然气合成油)作为天

然气储量商业化的有效方式外，国际大石油公司

也越来越重视对油砂、重油资源的开发。我国应

该抓紧有利的契机，尽快进入这一领域。与此相

类似的还有开发和增加替代液体油品产量(如煤

液化油、水煤浆、甲醇、二甲醚、废塑料废轮胎裂

解油，以及生物柴油、生物乙醇、生物质热解制

取油品等)的产量与用量，都将有益于缓解原油

的短缺。

(四)走石油化工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节

约型社会

石油化工业是国内能源工业的支柱之一，它

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涉及农业、机械、交通、建筑、

国防等相关产业，也以其行业的特殊性受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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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关注。在遵循可持续发展总体原则的基础

上，结合石油化工业的行业特点，把石油化工业

可持续发展定义为：“石油化工业可持续发展是

使石油化工产品的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

适应，人类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和改善，在资源开

发中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不超越环境系统

承受能力的发展”。传统的石油化工业发展模

式，只顾追求产品数量的增长，使石油化工业的

发展走入困境。依照当今临海石化产业发展现

状，我们必须要走石油化工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建设节约型社会。

(五)重视清洁生产，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双赢

清洁生产是以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率、减少

污染物产生量为目标，从源头抓起，实行生产全

过程的污染控制，把污染物最大限度地消灭在生

产过程中。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

《2l世纪议程》，清洁生产被确定为保护环境、发

展生产的重要方法。多年来，我国一些企业的治

污多是“末端治理”，投资很大，见效甚微。为此，

要实现临海石化企业可持续发展，就要变“末端

治理”为“源头治理”，推行清洁生产，力争投产

的生产装置产生的废物满足“三废”的排放标

准，以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六)做好临海石化产业的规划与布局

临海石化产业蓬勃发展同时，产业的规划与

布局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石化产业的更好、更

快发展，我们必须做好沿海石化产业的规划与布

局。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应综合利用海

洋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二是应符合各级城镇体

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三是做好项目规划及前

期工作；四是工业园区及“公用工程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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