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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门站价？别逗了！

“三桶油”，降成定局

作者 / 于洋

作者 / 郑丹

摘要：“三桶油”前三季净利润下降，

或给全年业绩奠定基调。

10 月底，“三桶油”的三季度财报

悉数发布。

从盈利情况看，前三季度，中石化

和中石油净利润降幅同比均超过 20%。

对比去年同期，“两桶油”净利合计超

千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净利合计则降至

805 亿元，同比下滑超 20%。

专家认为，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国际油价震荡走低和石化行业竞争加剧

等因素共同造成此次石油企业效益下降。

由此推测，“三桶油”今年全年的业绩

可能因此定调。

收入齐增利润有降

财报显示，前三季度，中石化实现

营业收入 22333.05 亿元，同比增长 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32.81 亿元，

同比下跌 27.8%。中石油实现营收 18144

亿元，同比增长 5.1%；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372.82 亿元，同比下降 23.4%。

中海油实现油气销售收入 1426.19 亿元，

同比上升 7.2%。

从上述数据看，三家公司收入齐增，

中石油和中石化净利同比皆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

院副教授金镭博士表示：“从整体看，

在国内环境相对比较吃紧，成品油市场

竞争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程度加大以及

国际原油价格走低的大形势下，‘三桶油’

的总营收增加，虽然净利润有所减少，

仍然可称为三季度业绩的亮点。”

那么，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影响国内

石油公司的业绩表现？

“受国际油价下降和国内成品油市

场竞争激烈影响，经营业绩同比下降”，

中国石油在回顾前三季度的经营业绩时

如是分析。

今年，国际油价从年初持续上涨后

又震荡下行，前三季度，两个基准油价

均价均呈现同比下降。北海布伦特原油

和美国 WTI 中质原油现货平均价格分别

为 64.59 美元 / 桶和 57.08 美元 / 桶，同

比分别降低 10.5% 和 14.7%。

从 IOC 近日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来

看，大型国际石油公司的净利润水平也

都出现不同幅度的缩水。据记者综合

梳理，第三季度，埃克森美孚盈利同比

下跌 49%，壳牌调整后净利润同比下

滑 15%，道达尔调整后净利润同比下滑

24%，雪佛龙净利润同比下降 36%。对

于盈利水平下降，多数石油公司表示受

国际油价拖累。

“净利润下降，国内国际是类似的。

除了国际油价的因素之外，整体反映出

国际经济形势的阻力，即总的经济增量

在减缓，能源消耗包括成品油的消耗在

减弱。再有，新能源的快速推进，也在

一些层面上降低了传统石油企业在化石

能源方面的收益。”金镭表示。

炼化板块成重灾区

“从各项业务看，三大公司在勘探

与开发板块表现较好，主要原因是产量

上升抵消了实现价格的下降。”金联创

资深分析师刘霞在分析“三桶油”三季

度业绩时指出。

的确。自本轮国际油价触底回升后，

勘探开发生产逐渐回暖，在三季度成为

“三桶油”的盈利主体。得益于勘探开

发力度加大，中石油前三季度勘探与生

产业务实现经营利润 769.35 亿元，同比

增长 32.9%。同期，中石化勘探及开发

板块实现经营收益 87.18 亿元，同比增加

97.99 亿元。得益于勘探开发和新项目投

产以及成本控制，中海油油气销售收入

同比上升 7.2%。

化行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9

月，全行业增加值增速为 4.1%，虽较前 8

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但力度明显偏弱，

且不稳定。

“全年的业绩，我感觉应该是延续

三季度的情况，在总收入有所增长的情

况下净利润还是会有一个下滑的趋势，”

金镭说，“而且，在全球经济形势不太

明朗之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应该不

会发生改变。”

数据显示，2018 年全年，“三桶油”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均超过 500

亿元。今年，能否都跨过 500 亿元，目

前看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能否认的是，“中石油与中石化

的净利润虽然在 2019 年三季度出现大幅

下滑，但依旧遥遥领先于大多数同行。”

刘霞说，“根据前三季度业绩来看，预

计 2019 全年三大公司实现利润增长的压

力很大。”

国际油价、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跌、

下游市场饱和、石化行业产能过剩……

面对诸多左右业绩表现的因素，“三桶油”

何处突围？

专家认为，尽管国际油价的走势不

可控，但营业成本却有下降的空间。

从前三季度来看，“三桶油”在降

本方面确实可圈可点。以上游为例，第

三季度，中海油油气单位操作成本 11.28

美元 / 桶，同比降低 1.7%。前三季度，

中石化原油实现价格为 8.82 美元 / 桶，

同比下降 9.7%；中石油油气单位操作成

本 11.28 美元 / 桶，同比降低 1.7%。

“四季度，公司将加强生产组织统

筹协调，推进降本增效，确保完成全年

生产经营目标。”中石油在财报中表示。

可见，无论国际油价如何变动，降

本增效仍然是“三桶油”不变的主题。

（转自《中国石油石化》杂志）

摘要：近日，国内天然气门站价格

要取消的消息在各公众号相互转发，一

时间成为讨论的热点。

据了解，事情的起因源于今年 11 月

4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中央定价目

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的公告。在该意见征求稿中，2015 年发

布的《中央定价目录》中开篇第一条关

于天然气门站价格的内容被删除了。

记者针对这一变化第一时间咨询了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中心的相关人员，

得到的回答是：“天然气门站价格并没

有取消，在备注中的第 4 条中有体现：

‘海上气、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

液化天然气、直供用户用气、福建省用气、

储气设施购销气、交易平台公开交易气

以及 2015 年以后投产的进口管道天然气

的门站价格，由市场形成；其他国产陆

上管道天然气和 2014 年底前投产的进口

管道天然气门站价格，暂按现行价格机

制管理，视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进程适时

放开由市场形成。’”

时机为何不成熟

在听到天热气门站定价要取消的消

息时，能源战略专家冯保国的第一反应

是：“步子有点大。”

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认

为当前我国天然气不论从产量上还是贸

易上虽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应

该看到天然气的供需还不是很平衡，天

然气保供还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因此，

此时取消天然气门站定价并不合时宜。”

冯保国说。

据显示，2018 年，我国进口天然气

9038.5 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31.9%；对外

依存度升至 45.3%, 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

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

“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放开天然气

门站价格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冯

保国说，“例如，天然气价格上涨。”

记者在网上看到，关于天然气取消

门站价格的消息，网友留言最多的就是

担心随着门站价格的取消带来天然气价

格上涨的问题。

冯保国表示：“随着天然气价格的

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带来物价

等其他方面的价格上涨，给民生带来压

力，最终也将不利于天然气市场化的改

革。”

不仅如此，我国天然气定价主要采

取与国际油价挂钩的方式，天然气价格

很难摆脱油价的影响。

“在当前中国特色的天然气市场环

境下，民生及‘大民生’用气价格还将

受到管制，只允许在门站价格一定范围

内浮动。这在短期内很难取消，基准门

站价格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有存在价

值。”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管道气

交易部负责人熊伟表示。

取消的前提是什么

“能否取消门站价格，重要的一点

是是否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供应主体，

实现了全面市场化。”能源战略专家田

磊说。

纵观世界天然气产业发展较为成熟

的国家，大都遵循启动期（增速慢）、

发展期（增速快）、成熟期（增速缓）

的自生长规律。其中，快速发展期一般

需要经历 30 年左右的时间。而目前我国

尚处于发展期，离成熟期即天然气全面

市场化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虽然天然气门站价格的改革需要成

熟的天然气市场，但门站价格不断调整、

改革的同时也为天然气市场化提供助力，

反过来刺激了门站价格的变革。

自 2011 年年底“两广”开展天然气

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试点以来，全国范

围内启动了“小步快走”的渐进式改革，

带来国内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程度的不断

提高。改革前，国内天然气价格基本由

政府管理，现在已经逐步转变为天然气

价格由市场主导，其中一半以上的价格

完全由市场形成，非居民及居民用气实

行“上浮 20%、下浮不限”的弹性机制，

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为下一步天然气的市场化改革

奠定了基础。

随着天然气进口及勘探开发领域的

逐步开放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我国天

然气市场将逐步形成国产气、进口管道

气、LNG、煤层气、煤制气、页岩气等多

气源供应格局。届时，为保障不同气源

间的充分竞争，避免各地区交叉补贴，

天然气价格将出现“条 + 块”模式，各

区域逐步实行同网同价。

“‘X+1+X’ 的 市 场 格 局 形 成 后，

中国 LNG 进口量占比的快速提升和世界

LNG 供大于求中短期持续，已然由陆上

‘气气相争’演变为陆地与海洋的‘气

液竞争’。这意味着沿海地区一直以来

作为价格高地的局势可能会被打破，海

气将加快西移。”熊伟表示。

而这一演变的结果是，“西部的国

产气、进口管道气与远洋运输 LNG 资源

将在‘沿着海岸一定距离的特定地域线

上’形成平衡，这一条线即是价格高线，

主要集中在内陆两湖、河南、江西等资

源匮乏区，陆气、海气竞争格局逐步形成，

国内天然气门站价格模式将发生根本变

化。” 熊伟说。

取消与否为何迫在眉睫

今年，国家管网公司即将成立的消

息不断见诸各个媒体。

按照“网销分离”思路，管网改革

需解绑管道与销售业务。购销合同与运

输合同的分别签订是符合这场改革逻辑

的基本操作方式。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

管道容量将不再为气源商独享并强制要

求购买，批发管道气的贸易交割地点也

不局限于省门站。这些，使得天然气门

站价格难再名正言顺，门站定价是去是

留也变得迫在眉睫。

据记者了解，一开始，门站价格就

是作为天然气出厂价格放开前的过渡方

案出现的。相关业内人士表示，探索替

代方案的工作早已展开。今年，相关主

管部门正在并行开展4个课题的“背靠背”

研究，即从 4 组研究方案中首先选择最

优的一个，然后再由所有课题组共同对

这份方案进行完善。如果最终没有找到

更好的方案，可能考虑维持现有的门站

价格管理体系。

门站定价是否有必要取消，还取决

于现阶段是否存在更好的价格发现方式。

价格发现的先决条件，除了天然气市场

的成熟度以外，“还需要考虑相匹配的

金融、信用体系是否到位等诸多因素。”

田磊说。

另外，专家指出，在探索门站价格

的变革方案时，已经或即将遇到的问题，

或许会成为未来重估油气改革思路的一

个重要方面。

（转自《中国石油石化》杂志）

与上游相比，中游炼化板块的日子

显然没那么好过。中石化一位专家表示，

2019 年是全球炼化建设高峰期，国内也

上马了许多大项目，供需形势的急剧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炼化企业的效益。

财报显示，中石油前三季度炼油与

化工业务实现经营利润 71.33 亿元，同比

去年同期的 366.31 亿元减少了 294.98 亿

元。

以炼化业务见长的中石化，去年前

三季度炼油板块经营收益达到 546.80 亿

元，今年同期，虽然原油加工量和成品

油产量仍然保持同比增长，但炼油板块

经营收益只有 225.00 亿元。

“前三季度，三大公司业绩下滑的

主要原因在于炼油与化工板块，销售业

务也是景气不足。”刘霞表示。在她看来，

随着炼化一体化项目的相继投产，在国

内炼化产能过剩、毛利空间收窄、化工

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中石油

及中石化的炼油与化工板块均表现欠佳。

近年来，国内成品油需求保持增长，

成品油市场供应充裕、竞争激烈，油品

销售公司拓展盈利空间的压力加大。一

位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在山东和河南

等地的一些加油站，为防止成品油积压

就不得不降价让利销售。另外，去年 7 月，

外资在我国设立连锁加油站的持股限制

被取消，石油下游环节放开，成品油销

售环节竞争主体增加，其中不乏民营油

站和外资企业强强联合，重装上阵。一

块蛋糕，谁想多吃一口都难。

对此，刘霞认为：“受国内成品油

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价格到位率

走低等因素影响，石油企业销售业务实

现经营利润亦出现下滑。”

9 月 3 日，一个全新的自有咖啡品

牌——“易捷咖啡”亮相苏州，这是中

石化加油站便利店业务“外送+到店消费”

新零售模式的创新，也是加油站竞争的

一样新式武器。可以预见，尽管形势严峻，

竞争依旧激烈，但“三桶油”拓展利润

空间的尝试会不断出新。

全年业绩表现待估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

增大，IMF 和 WTO 等国际机构一再下调

对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同时，国内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