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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LPG产量逐年递增

替代能源抢占市场

华东地区一级站分布

华东各省消费分析

2009年LPG市场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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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逐年递增 替代能源抢占市场份额

随着近年来炼厂装置扩容，以及在建工程的增加，华东地区
液化气供应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就当地产量来看，2008年相比2007
年产量增加131.97万吨，同比增加
3.5%。而2008年后期，受金融危机
影响，国际形势不佳，我国成品油需
求减弱以致区内部分炼厂开工率有所
降低，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液化气的
产量，否则2008年相比2007年的实
际增幅应大于3.5%。 2009年1-7
月份相比2008年同期增加278吨，
同比增加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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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2007-2009年单月产量情况

华东地区2007年-2009年单月产量变化图（单位：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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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2007年-2009年产量情况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一月 391.65 323.90 357.75 

二月 342.20 332.18 336.82 

三月 307.88 319.54 363.33 

四月 276.33 288.71 372.64

五月 304.93 297.47 343.04

六月 283.07 338.40 373.14

七月 327.07 313.07 345.17

八月 287.93 352.02 O

九月 287.59 324.44 O

十月 332.32 377.62 O

十一月 334.97 332.79 O

十二月 340.75 348.50 O

合 计 3816.69 3948.66 O

单位: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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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各炼厂情况一览表

省份 炼厂名称
原油年加工能力(万吨/

年) LPG正常日产量(吨/天)

江苏

金陵石化 1350 1300

扬子石化 800 800-1000

扬州石化 30 80-90       

泰州石化 30 70-80

清江石化 170 230-400

盐城石化 30 70-80

新海石化
80-90，2009年底增
加气分装置届时液化气
产量300-400

扬州实友 100 400

浙江
镇海炼化 2000 3000-3300

杭州炼厂 100 130-150

上海
上海高桥 1100 800

金山石化 1400 400

福建

福建联合石化 1200 600

中化泉州炼油
项目

1200 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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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替代能源进一步抢占液化气市场份额

二甲醚在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气体，与LPG的物理性
质相似，具有优良燃烧性能，是一种公认的最有代
替石油前景的新能源。。二甲醚作为民用燃料，在
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已
经开始在山东、四川、陕西、云南、安徽、重庆等
地区逐步推广使用。2007年，民用燃料二甲醚消费
量约100万吨，占二甲醚总消费量的94%。与此同
时，国家也已在民用燃气和替代柴油等方面对二甲
醚发展给予政策支持。据了解，在2010年前，我国
将主要在城市公交系统中少量使用二甲醚燃料，其
中上海市2007年首批10辆二甲醚公交车上路，并建
设了首个二甲醚加气站。2008年开通100辆，
2010年达到1000辆二甲醚公交车的规划目标。

二甲醚产能在逐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已经有
近60家二甲醚生产企业投产，二甲醚产能基本达到667万吨，已是
2007年年底时二甲醚产能的二倍略多。2009年，国内二甲醚产能预
计将达到850万吨，乐观预计产量将达到15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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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天然气缺口不断放大，也在进一步冲击市场对液化气的需求。数据显示2004

年西气东输投产后，我国天然气消费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到2010年我国天然气需

求量缺口在200亿立方米左右；2020年，中国天然气市场缺口将达到900亿立方

米。

其中，华东市场上海市天然气增长趋势相对较快。2015年要达到100个亿。中石

化的川气东送工程预计主体工程全线将于今年9月建成投产，按规划四川天然气今

年能到达上海，2011年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供上海19亿立方米。同时，上海LNG

项目一期工程完工后每年可供气40亿立方米，成为上海天然气供应系统的主力气

源之一。

除目前西气东输增输外,09年川气东输及上海LNG项目投产,特别后者,将成为09年

预期增量的主要来源。

天然气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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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远一些看，设计规模达300亿立方米/年的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预计在2011

年给上海带来中亚天然气，这将带来天然气管网公司供气量更大规模的增长。

2008年，南京市就发展了天然气用户7万户，其中4万户是为新建小区配套。

从2004年用气7000万立方米，到去年年底用气3.5亿立方米，南京市用气量

5年间翻了5番，气化率、天然气普及率大幅提高。2009年4月23日，南京中

燃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将西气东输管线在南京市江

北地区增设一个天然气管输接驳口，通过南京中燃的天然气管网向南京市江北

地区提供天然气，此举结束了南京市江北地区没有管输气源的历史。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LPG用于工业用的气量目前已有50%被天然气管道所替代,

华东三家大库原主要目标客户都在萎缩中。

天然气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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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一级码头详细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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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地理位置 库容能力(吨) 装卸能力(吨/天)

BP(福建)石油有限公司 福建·福州 3000 3000

福建华星石化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 25000 3000

镇海炼化碧辟(宁波)液
化气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 250000 公路5000,水路4500

浙江中油华电能源有限
公司

浙江·温州 40000 5000

上海金地石化有限公司 上海·上海 53000 3000

张家港东华能源有限公
司

江苏·张家港 50000 5000

苏州碧辟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江苏·昆山 30000 2000

江苏中油长江石化有限
公司

江苏·靖江 34000 5000

中化南通汇丰石化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南通 3000 25000

以上大库中福建华星石化有限公司由于进口气操作艰难，08年5月开始停业。而受2008年
金融危机影响，需求平淡，个别单位间断采购进口。

华东地区LPG一级大库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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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实际
消费量

工业气
消费量

民用气
消费量

备注

福建 22.07 15.02 0 48 16 32 工业气占比
1/3左右

浙江 120.51 20.50 0.40 148 28 120 工业气占22%
左右

上海 80.88 29.22 0 55 25 30 工业气占比
40%以上

江苏 147.14 34.25 0.06 160 48 112
工业气占30%

左右

2007年华东各省消费构成
单位:万吨

注：上述值为参照市场调研结果的估算值，存在些微差距

华东各省消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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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实际消
费量

工业气
消费量

民用气
消费量

备注

福建 21.10 1.580 0 42 14 29 工业气比例目前在
35%左右

浙江 150.99 9.94 1.98 140 35 105
工业气比例有所降
低目前在25%左

右

上海 85.92 21.85 0 52 25 27 目前工业气比例在
45-48%之间

江苏 136.85 23.65 3.56 142 45 97 目前工业气比例在
30-35%之间

2008年华东各省消费构成
单位:万吨

注：上述值为参照市场调研结果的估算值，存在些微差距

参照上表统计及往年数据，华东各省的消费构成基本如下：

华东各省消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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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进口资源占到30%左右，炼厂供应占到40%左右的水平，其余为镇
海、大连等炼厂为主的下海资源，也有部分临近省份汽槽资源。

浙江省进口量占总消费量的15-20%左右，在局部地区如温州市场占有率可
达到30%以上；华东区内炼厂供应占剩余的80%左右的市场，但某些行业
使用国产气作为工业原料。

上海市进口气占消费量的45%左右，因上海为纯资源流出地，国产炼厂供应
（高桥石化和金山石化）占消费量的55%左右。

江苏省进口气占总消费量的21%左右，贸易气（即北方炼厂）流入量占
24%，本地资源（即华东区内炼厂资源）占45%左右。

华东地区消费简析

华东各省消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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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新增炼能

08年成品油消费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增长.我国全年成品油表观消费量为
21508亿吨,较07年增长11.9%,增长率远高于2000-2007年成品油消费
年均增长。

炼油能力同时增长:
08年共加工原油3.4亿吨,同比增长速3.7%.国内炼油能力的增加主要来
自于中石化,08年中石化共增加炼油能力共1450吨:
青岛大炼油 1000万吨 新建,   08年6月
武汉石化 800万吨 扩建,   08年6月
洛阳石化 800万吨 扩建,   08年底

08年炼油企业多元化结构明显
08年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4.2亿吨/年,
中国石化约2.1亿吨/年,中油1.4亿吨/年
中化、延长和中海分别为1970万吨/年，1400万吨/年，940万吨
地炼为3000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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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新建炼能

09年我国新增炼油能力为3100万吨/年,主要来自于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和

中国石油:

中国海油惠州,2009年3月投产,1000万吨加工能力

福建炼化合资企业,由中石化、福建省政府、埃克森美孚和沙特阿美，计划

炼油能力从400万吨/年，扩大为1200万吨/年，已于2009年5月建成投

产；

中石油独山子加工含硫原油改造项目，设计年加工能力为1000万吨/年，

配套100万吨/年乙烯项目，预计2009年9月建成投产；



17

2009年的国内液化气变化

1-4月份：进口经营成本大跌，生机重现

国际冷货成本迅速降低，中国作为最大的经济实体的消费能力显现，成本

的降低使得进口气迎来新的生机,进口商在08年底至09月4月这段时间利用

国内供应短缺的有利时机大量出手购买冷冻货。货物到岸后，码头采取紧

贴国产市场价格的策略或与下游客户共同定货的模式出货，即保证了一定

的利润，又在民用市场上给了国产气沉重打压。价低气好的进口气吸引大

部分终端客户前往码头提货，导致本地炼厂销售停滞。而北气在华南的低

价下无法南下，以往的销售份额也被进口气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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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国内液化气变化

5-8月份：进口经营成本逐步走高，再遇瓶颈

随着夏季的逐渐临近，终端对于进口气的需求量开始减少。同时前期进口

气大量集中到船，市场供需平衡被打破。且从6月中下旬开始，在国际原油

的带动下，国际冷冻货价格大幅上升，成本的高涨使得各码头不得不连续

提升终端销售价格，为国产气特别是北方气提供了较大的补缺空间，进口

气的销售再遇瓶颈。

广东   28.25 29.3  10.3 17.05
华东   6.35 11.6  6.03 3.18
全国   37.45 46.2  16.34 16.65

地区 增减 增减09年8月 09年7月 09年6月 09年5月 08年8月 08年7月 08年6月 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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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到岸成本与当月国内销售价格的比较

华东地区价格与进口成本对比(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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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到岸成本与当月国内销售价格的比较

如09年3月，国内到岸进口气的平均成本约为380美元/吨，折合在人民币为3084元

/吨，而3月华南地区码头平均批发价格为3732元/吨，华东地区的平均价格为

3537元/吨，进口商存在大幅的盈利空间，且在市场上所占的销售份额也较以往扩

大出口，完全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

09年7月份，国内到岸进口气的平均成本约为505美元/吨，折合在人民币为4100元

/吨，而7月华南地区码头平均批发价格为4139元/吨，华东地区的平均价格为

3926元/吨，进口商已无盈利空间，甚至出现价格倒挂，进口量也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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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价差的消失

从套利来看，09年前四个月南北基本没有价差可言，南下套利空间长时间

处于关闭状态，各个地区资源均靠内部消耗，北气最主要的目标市场华南

地区依靠大量的进口货物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导致华南主体成交价格无法

上行，而北方炼厂在大幅减产的价格上又获得支撑上扬，南北双方迟迟无

法拉开有效价差。

以3月为例，沿江炼厂与华南炼厂均价相差仅 153 元/吨，华东炼厂与华南

地区价差更是前所未有的67元/吨,山东和华北地区产量减少后价格更是居

高不下，全国市场基本成为各自独立的片区，无法相互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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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价差的消失

2009年1-8月华南、华东、华北价格指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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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未来数月进口冷货受到国际市场影响仍将在低位徘徊，也将刺激国内进口

商保持前几月的进口量，经营上仍能游刃有余

受到进口气的压制，国产气近几月经营仍为艰难，但随着两大集团 联手推

高成品油价格将会使得开工率有所增加，也将增加了国产气与进口气博弈

机会；

华东地区将继续保持着高频率的波动调整，国产，进口竞争虽依然激烈，

市场价格仍无太大下行空间；

二甲醚与天然气仍将以较快的速度蚕食着LPG的市场份额，而天然气将首

要其冲地与LPG在燃气市场上并驾齐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