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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石化洛阳百万吨乙烯项目暨

绿色石化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开工动员大

会在河南洛阳举行。

据悉，中石化洛阳百万吨乙烯项目占

地约 280 公顷，总投资 278 亿元，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新建 100 万吨 / 年乙烯等 13

套生产装置，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辅

助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年销售各类化

工产品约 300 万吨，减少中国市场对高

端产品的进口依赖，推动炼油向化工转

型，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

乙烯是什么？

乙烯是由两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

组成的有机化合物。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乙烯这个名词似

乎遥远又陌生，其实它和人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

乙烯工业是石油化工产业的核心，

是世界上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有机基础

化工原料之一，乙烯产品占石化产品的

75% 以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乙烯被誉为“石化工业之母”。

乙烯的工业用途广泛，是合成树脂、

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医药、染料、农药、

化工新材料和日用化工产品的基本原料，

这些化工产品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改

善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乙烯产业链条延伸至农业、医药、电

子配件、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从某种

程度上讲，乙烯的生产规模、产量和技

术水准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化工水平的重

要标尺。

中石化乙烯占全国总产量的46%

中石化除了在洛阳布局了乙烯项目，

5 月 12 日，宁波市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

同意中石化宁波镇海炼化有限公司扩建

150 万吨 / 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

集聚项目核准的批复。项目建成后，镇

海炼化将形成炼油能力 3800 万吨 / 年、

乙烯 220 万吨 / 年，成为世界前五的炼油

化工生产基地。

2 月 21 日，中石化海南炼化公司 100

万吨 / 年乙烯项目顺利打通全流程各装

置，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项目投资

286 余亿元，于 2021 年 1 月土建开工，

2022 年 11 月建成中交。随着项目顺利投

产，实现了海南乙烯工业的“零突破”，

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的新“引擎”。

2022 年 1 月 7 日，中石化镇海基地

一期项目 120 万吨 / 年乙烯装置产出合格

产品。至此，镇海基地一期项目完成整

内酰胺及配套炼化一体化下游生产装置

和公用工程系统及辅助设施、配套码头

及码头库区等。

2020 年 6 月 16 日，位于广东省湛江

市东海岛的中石化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

正式投产，包括 1000 万吨 / 年炼油、80

万吨 / 年乙烯项目及相关辅助配套工程，

是目前国内生产装备国产化率最高的炼

化一体化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中石化乙烯

产量为 1344 万吨，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46%。去年，国内乙烯产量为 2898 万吨，

同比增长 2.5%。

中石化表示，将力争“十四五”末，

建成一到两个世界级炼油中心。

产能全球第一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

统计，截至 2022 年底，中国乙烯产能达

到了 4675 万吨 / 年，产能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乙烯产能第一大国。预计至

2025 年，中国乙烯产能将突破 7000 万吨

/ 年，基本可以满足国内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产能第一并不意味着

实力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乙烯

产业发展水平仍有差距。

比如，由于受制于上游乙烯供应条件

及成本竞争力，2022 年乙二醇自给率仅

为 63.9%。聚乙烯行业存在“低端通用产

品竞争激烈、高端专用料依赖进口”的

问题，目前国内专用料无论在所占比例、

产品多样性还是性能高端性和质量稳定

性上与国外发达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

导致高端产品自给率依然偏低，高端高

性能聚乙烯自给率仅为 60% 左右。

目前，中国乙烯行业仍处于扩能高峰

期，预计本轮扩能高峰将持续到“十五五”

中期，扩能势头远超过去，已建和在建

乙烯项目下游产品差异化程度均不高，

同质化竞争现象突出。

此外，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仍有部

分不足。目前，国内高压聚乙烯装置都

是从埃克森美孚、巴塞尔、埃尼等国外

公司引进的技术，存在“卡脖子”隐患，

且高新技术和高端产品技术缺乏，高性

能聚烯烃包括茂金属树脂、聚烯烃弹性

体及各种改性树脂材料等，都急需技术

创新突破，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性能聚烯烃工艺技术及催化剂。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乙烯生产企业

63 家，平均规模不到 80 万吨 / 年（石油

基），分散于 21 个省市。企业数量多、

规模小、产能分布散的现象依然存在，

既难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也难以对资源进行综合优化利用，影响

产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中石化布局乙烯再提速，行业或将迎来扩产高峰

“价格战”全面打响？光伏难逃产能过剩“魔咒”

史上最火爆的 SNEC2023 上海光伏展

刚刚落幕，光伏“价格战”的枪声似乎

就已打响。

5 月 29 日， 光 伏 巨 头 隆 基 绿 能 宣

布下调单晶硅片价格。其中，166mm 硅

片由 5.44 元 / 片跌至 3.81 元 / 片，跌幅

30%；182mm 硅片由 6.3 元 / 片跌至 4.36

元 / 片，跌幅 30.8%。

以 182mm 硅片为例，隆基绿能最新

调整后的价格，比另一家硅片巨头 TCL

中环此前的 5 元 / 片报价还要低 12.8%。

价格战信号

如此大幅度的降价在历年的硅片价

格调整中并不多见。此番硅片大降价的

直接原因是硅料价格大幅下探。

5 月 24 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硅业分会公布的硅料价格显示，当周国

内 N 型料价格区间在 13.5 万元 / 吨—14.0

万元 / 吨，成交均价为 13.54 万元 / 吨；

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12.5 万元 / 吨—

13.0 万元 / 吨，成交均价为 12.8 万元 / 吨。

此前，硅业分会于 4 月 26 日公布多

晶硅致密料报价为 18 万元 / 吨，相比之

下最新的报价大幅下跌超过 5 万元 / 吨。

相对应的是，182mm 硅片的成本下降了

约 0.95 元 / 片。

不过，据业内人士称，硅料实际成

交价格已跌至约 10 万元 / 吨左右，不久

的将来甚至可能会很快跌入 7 万—8 万元

/ 吨的价格区间。

此次隆基硅片价格大幅下调或许释

放了一个产业信号，这次调价的深层次

产业逻辑实际上是光伏产业进入了产能

过剩时代。

SNEC 期间，隆基绿能创始人李振国

曾公开表示，最近两年来，光伏行业产

能规模急剧扩张，产能过剩和潜在的价

格战成为业内担忧的问题。

据他预测，犹如 2012—2014 年光伏

行业大洗牌一样，今后 2—3 年行业内会

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被淘汰出局。

有业内人士甚至称，过去 18 年国内

企业建设了 380GW 左右的全产业链项目，

而在最近的 18 个月里，行业又新建了超

过 380GW 的全产业链项目。

此前两年，由于硅料价格暴涨，堪比

中东原油的超高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资本涌入上游领域。随着新增硅料产能

持续放量，硅料过剩必将会快速加剧。

据“智汇光伏”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

预期全行业的硅料库存超过 10 万吨（折

合约 38GW 硅片）；5 月份单月产量已超

过 11 万吨，加上进口量超过 12 万吨（折

咒”，也必然同样发生在光伏制造领域。

以钢铁行业为例，2001 年加入 WTO

后，我国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钢铁产

能扩张速度也随之明显加快。

1996 年，我国粗钢产能首次突破 1 亿

吨，但从 2001 年开始，粗钢产量出现跳

跃式增长。数据显示，2001—2005 年，

我国粗钢产能分别达到 15163 万吨、18155

万 吨、22012 万 吨、27246 万 吨、34937

万吨。

从 2005 年开始，我国钢铁产能过剩

日趋严重。官方数据显示，2005 年，国

内钢铁需求为 3.5 万吨，但到年末钢铁产

能达到 4.7 亿吨，过剩 1.2 亿吨；2006 年

过剩 1.16 亿吨，2008 年过剩 1.9 亿吨，过

剩率达到 50%。

产能过剩的直接后果是钢铁企业的

“价格战”，一大批中小钢厂在产能过

剩“魔咒”中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以史为鉴，如今光伏行业面临同样的

“魔咒”，如何应对新一轮周期或许该

是所有企业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残酷的现实

是，那些更加敬畏风险，并更加注重技

术创新的公司，才能够在产能过剩“魔咒”

和行业洗牌中生产下来。

在李振国看来，“在这个过程中，财

务脆弱的、技术不够领先的、早期品牌

通道不够完善的企业可能会首先受到伤

害，能否在洗牌过程中活下来是存疑的”。

对此，这位光伏大佬称，隆基绿能目

前现金账面已经储备约 500 亿元的现金，

最近还准备在瑞士证券交易所做 GDR 的

增发。

与此同时，隆基绿能在研发上同样

不吝投入。自 2012 年上市至今，该公司

累计研发投入达到 195 亿元，位居行业

第一位。

SNEC 期间，协鑫科技高级副总裁胡

泽义接受能源严究院独家专访时则预测，

光伏产业链的“淘汰赛”将在 2024 年上

半年加剧。

事实上，在经历了 2018—2019 年的

困难时期后，这家硅料巨头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敬畏行业周期所带来的风险。

“我们对风险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

公司内部做投资决策时有着严格要求，

必须将负债率控制在一定的低水平上，

不能做举债投资，不能短债长投。”胡

泽义说。

协鑫科技同样注重研发。财报数据显

示，2022 年，该公司研发投入 16.86 亿元，

同比增加 61.96%，占全年营业收入 4.59%，

同比增加 0.69 个百分点。

此外，协鑫科技的颗粒硅产品也得到

了越来越多下游客户的认可，这与其品

质在过去一年实现质的飞跃有关。

这主要体现在下游客户极为看重的

总金属杂质含量这项指标上。财报显示，

协鑫科技颗粒硅总金属含量低于 3ppbw

（十亿分之一）产品比例由一季度的

18.3%，提升至四季度的 80.3%，截至今

年 3 月已提升至 96%；总金属含量低于

1ppbw 产品比例已超过 75%。

而在颗粒硅的研发阶段，总金属杂质

的含量曾一度高达几十万 ppbw。

此外，在成本方面，协鑫科技徐州基

地颗粒硅生产现金成本 37.29 元 /kg，制

造成本为 43.73 元 /kg ，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

“当（硅料）行业处在下行通道，颗

粒硅反而能够发挥出更强的比较优势。”

胡泽义说。

（文章来源：能源严究院）

■   本报记者  詹碧华

■  严凯

预计至 2025 年，中国乙烯产能将突破 7000 万吨 / 年，基本可以满足国内需求。

体开车，标志着镇海炼化 2700 万吨 / 年

炼油和 220 万吨 / 年乙烯装置全面投入

运行。2023 年 1 月 7 日中石化镇海基地

一期项目乙烯装置全系列开车成功一周

年。2022 年，镇海炼化全年累计加工原

油 2300 万吨、生产乙烯 206.9 万吨，高

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中石化旗下天津石化南港 120 万吨 /

年乙烯已于 2021 年 5 月正式启动。南港

乙烯工程以120万吨/年乙烯装置为龙头，

瞄准世界领先，填补国内空白，顶替进

口，产业链延伸建设超高分子量、α- 烯

烃、ALL-PE、ABS、POE、HDPE 等 12 套

高端新材料装置。据了解，南港乙烯预

计 2023 年建成，项目集群预计 2025 年

全部建成。

向伟雄主持召开岳阳地区炼化一体

化项目选址调度会会议。会议提到中石

化在岳阳布局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1500

万吨 / 年炼油和 150 万吨 / 年乙烯），是

中石化实施“建设世界领先清洁能源化

工公司”战略和“一基两翼三新”发展

布局的重要内容。

2020 年 10 月，中石化宣布将投入千

亿推动古雷炼化一体化二期项目。福建

古雷炼化一体化工程二期项目包括 1600

万吨 / 年炼油、120 万吨 / 年乙烯、320

万吨 / 年芳烃联合装置、60 万吨 / 年己

合约 48GW 硅片）。

今年下半年，硅料市场单月国内产

量、海外进口量合计将迅速攀升至 13 万

吨以上。这将导致价格进一步下降，年

底预期跌至硅料成本价。

随着硅片价格大幅下调，下游组件

价格也将相应下调。

5 月 29 日，国家能源集团湖南电力

有限公司2023年光伏组件设备采购开标，

项目共采购 916MW 的 210mm 双面双玻 p

形组件，两个标段的最低开标价均低于 1.5

元 /W。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组件厂商之间

的竞争将会日趋白热化，“价格战”的

惨烈程度更是要远甚于其他细分领域。

产能过剩“魔咒”

毋庸置疑的是，过往曾发生在钢铁、

有色、电解铝等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