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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油和化学工业 

2018 年经济运行分析及 2019 年行业形势展望 

2018 年 12 月份， 全省石油和化学工业经济运行有所放缓， 

生产和消费增长基本平衡，增加值增速回落；市场供需基本稳 

定；价格总水平波动较大，单位成本略有上浮。在国家宏观政 

策调控下，行业整体效益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抗风险能力进一 

步增强。但是，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 

影响，一些主要化学品及部分大宗商品，市场需求出现乏力， 

部分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企业资金短缺，行业投资动力不足问 

题犹存。 

一、2018 年经济运行情况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较好 

1-12 月份，全省石化行业入统企业 1976 家，销售产值同 

比增长 10.7%； 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9.2%； 产销率为 98.1%, 

同比下降 2%；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10.7%；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4818.02 亿元，同比增长 8.2  %； 

实现利润 239.39 亿元，同比增长 20.6%。 

2018 年，全行业亏损企业 302 个，亏损面为 7%，亏损 

企业亏损额 50.9 亿元，减亏 23.8 %，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 

分别增长 4.3%和 11.3%。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4.9  %， 

同比下降  0.5 百分点。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8.5 天，应 

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37.2 天。 

分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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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全年完成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32%， 

产销率 100%，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0.1%。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82.66  亿元，同比增长  32.2  %；实现利润-3.4  亿元，减亏 

91.4%。 

石油加工业：全年完成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16.7%，出口交 

货值同比下降 81.1%，产销率 98.9%，同比下降 1.5%。工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 0.8%。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260.37  亿元，同 

比增长 17.4 %，实现利润 93.48  亿元，同比增长 31.4 %。 

化学原料及制品业：全年完成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6.5%，出 

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5.2%；产销率为 96.9%，同比下降 3%。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738.43 亿元， 

同比增长 1.7%，实现利润 120.52 亿元，同比下降 1.1 %。 

橡塑制品业：全年完成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0.4  %，出口交 

货同比增长 8.9%，产销率为 98.5%，同比下降 1.3%。工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 0.8%。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636.56 亿元，同比下 

降 6%，实现利润 28.44 亿元，同比下降 30.5%。具体指标完 

成情况（见表一、表二、表三）。 

1-12 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表一） 
单位：亿元 、% 

分行业 

指标数据 

指标名称 

1-12 月份 
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 

石油加 

工业 

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橡胶制 

品业 

全省石油 

和化学工 

业合计 

工业销售产值 同比增长 32 16.7 6.5 0.4 10.7 

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0.1 -0.8 5.4 -0.8 1.4 

本月止累计 182.66 2260.37 1738.43 636.56 4818.02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32.3 17.4 1.7 -6.0 8.2 

本月止累计 -3.04 93.48 120.52 28.44 239.39 
实现利润 

同比增长 减亏 38.42 31.4 -1.1 -30.5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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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1-12 月份出口交货值、产销率（表二） 

1-12 月份企业数、亏损企业数（表三） 

企业单位数 亏损企业数 
指标名称 

本月末(个) 本月末(个) 上年同期(个） 增减（%） 

总 计 1976 302 280 7.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 1 2 -50.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46 26 34 -23.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62 166 142 16.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866 109 102 6.9 

（二）产品产量多数下降 

我省入统的 30 种主要产品，有 13 种产品产量有所增长。 

增幅在 10%以上有；硫酸增长 13%、纯苯增长 13.8%、涂料 

增长 42.6%、 合成橡胶增长 27.2%、 合成纤维单体增长 52.4%、 

橡胶轮外胎增长 18.3%、汽油增长 15.02%、煤油增长 36.7%。 

有 17 种产品产量下降，下降 10%以上有；精甲醇下降 12.7%、 

合成氨下降  15.9%、氮磷钾复合肥下降  17.2%、氮肥下降 

19.4%、尿素下降 21.5%、农药原药下降 75.2%、杀虫剂原药 

下降 38.2%、 除草剂原药下降 61.4%、 合成洗涤剂下降 38.5%。 

出口交货值 产销率% 

指标名称 本月 

数 

本月 

止累 

计 

本月比 

去年同 

期增长% 

累计增 

长% 

本月 

数 

本月 

止累 

计 

本月比 

去年同 

期增长% 

累计 

增长 

% 

总计 26.0 19.2 99.0 98.1 -7.4 -2.0 

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 
-100.0 -100.0 102.4 100.0 -0.7 -0.1 

石油、 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 
-100.0 -81.1 100.0 98.9 3.1 -1.5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37.1 25.2 96.6 96.9 -22.6 -3.0 

橡胶和塑料制品 

业 
6.7 8.9 101.3 98.5 -0.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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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四、表五） 

1-12 月份主要产品产量（表四） 

本年 去年实际 增速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本月 本月止累计 去年同月 
去年同月止 

累计 
本月 累计 

硫酸（折 100％） 吨 141587.99 1574023.23 129573.28 1392672.29 9.3 13.0 

盐酸（氯化氢，含 

量 31％） 
吨 43853.07 585918.75 49080.83 535566.68 -10.7 9.4 

浓硝酸（折 100％） 吨 12339.02 127914.97 3745.49 129929.42 229.4 -1.6 

烧碱（折 100％） 吨 102241.89 1353198.91 115661.13 1311651.68 -11.6 3.2 

其中：离子膜法烧 

碱（折 100％） 
吨 102241.89 1353198.91 115661.13 1303586.68 -11.6 3.8 

纯碱（碳酸钠） 吨 210278.00 2249441.00 203771.00 2296655.00 3.2 -2.1 

纯苯 吨 47356.07 730128.64 45871.41 641395.58 3.2 13.8 

精甲醇 吨 58350.46 928443.51 79181.05 1063740.97 -26.3 -12.7 

合成氨（无水氨） 吨 163952.75 2223802.91 195294.89 2644197.58 -16.0 -15.9 

农用氮、磷、钾化 

学肥料（折纯） 
吨 139889.05 1875321.36 191712.33 2264065.46 -27.0 -17.2 

氮肥（折含氮 100 

％） 
吨 111692.05 1600075.62 162458.91 1984418.30 -31.2 -19.4 

其中：尿素（折含 

氮 100％） 
吨 88035.20 1225130.30 122528.07 1560382.59 -28.2 -21.5 

磷肥（折五氧化二 

磷 100％） 
吨 19734.00 193323.00 25412.00 183434.00 -22.3 5.4 

化学农药原药（折 

有效成分 100％） 
吨 2088.40 22623.77 2626.04 91216.90 -20.5 -75.2 

其中：杀虫剂（杀 

螨剂）原药 
吨 270.00 2590.00 172.00 4189.47 57.0 -38.2 

杀菌剂原药 吨 162.00 3236.24 478.35 3403.18 -66.1 -4.9 

除草剂原药 吨 448.00 5529.59 1228.86 14339.82 -63.5 -61.4 

涂料 吨 73336.96 981927.76 42636.12 688390.01 72.0 42.6 

合成橡胶 吨 958.00 10223.00 856.00 8039.00 11.9 27.2 

合成纤维单体 吨 9647.00 111396.00 9859.00 73110.00 -2.2 52.4 

乙二醇 吨 14205.00 148505.00 12868.51 158891.63 10.4 -6.5 

合成洗涤剂 吨 4542.11 44593.82 6943.00 72549.50 -34.6 -38.5 

橡胶轮胎外胎 条 31720.00 485897.00 23183.00 410753.00 36.8 18.3 

塑料制品 吨 145674.12 1765211.59 179159.96 1910922.58 -18.7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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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份能源产品生产情况（表五） 

产品产量 增速 

本年 上年同期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月 1-本月 本月 1-本月 
本月 累计 

原油 万吨 44.99 537.21 44.50 539.11 1.10 -0.35 

原油加工量 万吨 114.73 1498.51 120.38 1442.57 -4.70 3.88 

汽油 万吨 35.50 446.42 36.37 388.12 -2.41 15.02 

煤油 万吨 5.00 58.29 4.77 42.64 4.79 36.70 

柴油 万吨 31.90 412.39 40.88 437.64 -21.96 -5.77 

焦炭 万吨 330.37 4747.12 462.68 5372.35 -28.60 -11.64 

（三）能源消耗指标多数下降 

全省石化行业 1-12 月份，万元产值能耗同比增长 7%，除 

石油和天然气能源消耗同比增长 0.89 以外，油品加工业、化学 

原料制品业、橡塑制品业三大板块，能源消耗继续下降。（见表 

六） 

1-12 月份能耗数据（表六） 

上年同期 本期 

行 业 
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同比增长(%）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544435.88 549256.55 0.89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7797296.77 7353229.79 -5.7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000767.86 11104726.74 -7.4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739120.65 692602.01 -6.29 

合 计 21081621.16 19699815.09 7.00 

（四）单位成本略有上升 

2018  年，全省石化行业，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深入，极大压缩了过剩产能和落后产业的生产，市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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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大净化。供需矛盾开始走向平衡。但由于前端原材料及 

其人工、包装、运输成本的增加，产成品成本也一度出现上 

涨趋势。据统计 2018 年，全省石化行业，每 100 元主营收 

入成本为 86.15 元，同比增长 0.54 元，其中基础化学原料 

制造每  100 元主营收入成本为  83.91 元，合成材料制造为 

86.71 元，专用化学品制造为 84.87 元，涂（颜）料制造为 

79.97 元，化肥制造为 85.89 元，橡胶制品为 85.58 元，煤 

化工产品制造为 81.21 元，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浮。 

（五）固定资产投资乏力 

2018 年，全省石化行业完成投资增长 6%，其中在建项 

目下降  3.2%，计划总投资下降  10.3%，新开工项目个数下 

降 20.1%（见表七） 
1-12 月份项目投资（表七） 

指标名称 
完成投资 

（增长% 

在建项目 

个数（增 

长%） 

计划总投 

资（增长 

%） 

本年新开工项 

目个数（增长 

%） 

总 计 6.0 -3.2 -10.3 -20.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9 -7.2 -20.2 -31.6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7.3 54.1 11.2 16.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9 -12.6 -17.0 -27.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9.2 0 -25.6 -28.3 

二、行业发展趋势向好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显著 

化学工业涉及门类相当广阔，其行业运行情况即关系着 

国计民生，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自 2018 年以来，随着国 

家宏观政策调控影响，行业供给端产能扩张缓慢，且持续的 

环保压力导致部分企业产能持续下降，不少企业为了蓄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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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逐渐退出市场谋划新的组合。2018  年底，全行业入统 

企业  1976 家，比去年同期减少 45 家。由于落后产能不断 

退出，较好地净化了市场环境和缓解了供需矛盾。给“名、 

优、特、新、高”产品让出了较大空间。特别是原材料供应 

市场保持了相对稳定，价格的提升也刺激了好企业的生产积 

极性。 加之在国家供给侧政策不断改革实施中， 成本端原油、 

电、天然气、煤炭等价格中枢向上，对化工产品又形成了高 

位支撑，这两大因素对企业利润增长起到了主导作用。 

从化工行业利润增长结构分析，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同 

比减亏 38.42 亿元，减亏 91.4%，石油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 

31.4%。基础化学原料及制品业利润下降  1.1%，橡塑制品 

业下降 30.5%。 

从行业的整体来看，高端产业、精细化学品、部分化工 

新材料发展正在稳步提升，但产业发展依然不平衡，特别是 

我省传统产业（化工原材料产业），占比相对较大，但产品 

升级改造的步子却不大，将直接影响全行业提速发展。2018 

年，全行业“四大板块，固定资产投资”三增一降。其中橡 

塑制品增长 7%、石油加工业增长 20.4%、石油天然气开采 

增长 1.2%。只有化学原料及制品业投资下降 7%，可以看出 

这个行业的发展还难以“脱胎换骨”，对行业发展及下游产 

业的开发拉动将产生较大拟制作用。在子行业当中，乙烯、 

丙烯、甲苯、PX、橡胶制品、纤维、聚氨酯、粘胶剂、部分 

有机产品子行业在建工程项目增速较快；PVC、烧碱、氯碱、 

纯碱、小苏打等终端产业投资出现下滑；产业链上游原油、 

原盐、焦炭、电石等大宗商品投资稍有增长。化肥是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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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不可缺的一个元素，是关系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切身利 

益的基础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其需求具 

有刚性支撑。我省仍属农业大省，对化肥需求缺一不可。但 

由于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还会产生氨氮、硫化物 

等导致水质、自然环境恶化的废弃物。不断受到国家和部门 

的高度重视，除受投资建设和宏观政策调控影响外，生存环 

境也面临极大挑战。不少企业被列为停产、转产、搬迁目录 

名单。目前我省氮肥企业已由原来的十多家，仅存 4 家维持 

生产，大约退出合成氨产能近 80 万吨，氮肥 150 万吨（实 

物）；农药行业也受到重大调整和清限，先后淘汰落后、低 

效高毒、污染严重产能近万吨，关停企业  30 家。对加快行 

业科技进步、优化重组、改造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8 年，全省石化行业进一步加大新产品、新项目建设和 

投产工作力度，先后有华北石化 360 万吨航空煤油、新启元能 

源技术开发股份公司高碳烯烃、石家庄炼油厂己内酰胺技术改 

造、鑫海集团油品全面升级、石家庄白龙化工不饱和聚酯树脂、 

2  万吨顺酐，旭阳（定州）医药中间体、改性工程塑料、合成 

橡胶、打印机喷墨、印刷电路板等 8 种精细化学品相继投产。 

以及沧州彩客化学集团生产工艺的技术改造、沧州大化新上一 

套 15 万吨 TDI、阳煤深州化肥新上一套 20 万吨乙二醇、中捷 

石化高端“98 号国 VI 乙醇汽油组分油”等。一大批较大项目 

的投资建设和快速投产，为行业经济运行增添了较大动力。曹 

妃甸是我省最早规划的重点区域之一， 2018 年固定资产投资超 

过 600 亿元。近日在重点项目银企对接座谈会上，又有 7 个合 

作项目通过签约，总投资达 1496 亿元。其中包括翔鹭腾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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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石化深加工项目、中化旭阳 1500 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新 

天 2000 万吨液化天然气（LNG）综合接卸站等大型炼化项目。 

今年预计开工亿元以上项目有 150 个，其中包括中国交建集团 

系列项目、大连铭源百万吨乙烯项目等。 

在研发、创新、提升新技术方面，2018 年，也取得了较大 

进步。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公司荣获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称号； 

有 21 项石化成果，荣获河北省科技奖。其中 3 项科研项目获 

自然科学家；2 项科研项目获技术发明奖；16 项科研项目获科 

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内容涵盖油田勘采开发技术、新材料制备、 

催化剂合成、油气管道施工、大型装置运行优化、环保技术应 

用等众多领域。 

（二）园区建设不断规范优化 

我省园区建设有待进一步规范提高， 目前规模较大， 除 “四 

大石化产业基地” 、 “四大煤化工基地、 “五大盐化基地”外，还 

先后建有数十个化工园区，即：石家庄循环经济化工示范基地、 

沧州临港化工园区、中国(衡水）工程橡胶产业制造基地、深州 

市化工产业聚集区、邢台旭阳煤化工园区、邯郸峰峰煤化工产 

业园区、河北唐山南堡经济开发区、宁晋盐化工园区、曹妃甸 

新区化学产业园、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馆陶新型化工产业园、 

任丘石油化工基地、承德双滦钒钛产业聚集区、乐亭临港产业 

聚集区、保定工业园区、沧州渤海化工产业园区、元氏县化工 

园区、清河新材料工业聚集区。 

这些园区，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但部分 

园区也存在建设仓促，规格较低， “大而不全” 、 “小而不精” ， 

不够规范，配套不够等问题，距现代化工园区要求还有一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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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需整顿规范，提高水平。为加快改造提升综合能力，适应 

广大搬迁企业搬迁入园发展条件，希望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 

不断进行优化和科学调整，加大整顿、组合力度。特别是由粗 

放型、包容型，不断向“六个一体化”转移。即原料产品一体 

化、公用工程一体化、安全消防一体化、物流储运一体化、生 

态环保一体化、管理服务一体化，促进园区规范、有序、高水 

平。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我省化工园区建设将更加规范、更加 

完善配套，为广大搬迁入园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 

（三）行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一年来，全省石化行业不断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应变能 

力和发展基础。一是一大批高端石化项目将连续建成投产，除 

增加较大动力外，还填补不少国内空白。对活跃市场、减少进 

口依赖、拓宽下游产业，产生了较大拉动作用。二是煤化工、 

基本化工原材料行业，经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造，不断有 

粗放型走向科技型、精细化型，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爆发期。 

三是环保风暴常态化和安全事故问责制度化，将促使全行业显 

著提高绿色发展、安全生产的意识和理念，有望快马加鞭提高 

发展质量。四是通过近年，供给侧政策改革实施，不少企业又 

重新组合了新的生产力。新一轮基本建设周期将不断形成和发 

展，有利于我们利用这次机会进一步开发空间，加快推广新技 

术新成果、延伸、拓宽产业链，促进行业科技发展。随着国家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国家战略的实施开展，必将 

促进我省石油和化学工业高质量发展。 

（四）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 

2018 年，我国出台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大幅缩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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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禁限范围，同时还出台了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提 

振了外商在华投资信心。加上巨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配套实 

施，都将吸引更多海外、省外石化企业家和资本进入我省市场。 

不论是炼油、炼化、还是化工新材料、化学药物生产，都将迎 

来发展期。不论是走出去或引进来，都会共同建设上下游配套、 

循环低碳的化学工业体系，进一步拉动行业较快增长。加上新 

一轮搬迁、改造新建经济体的出现，对行业发展将成为新常态， 

也将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 

三、2018 年化工市场回顾 

2018 年，化工市场整体处于曲折艰难运行。上半年呈现区 

间震荡，中间稍有稳定周期，下半年开始大幅上冲后，迅速回 

落探底。特别是原油受美国、俄罗斯、欧佩克“三大油桶”调 

控制约，相关产业受到极大影响，部分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涨跌， 

短短两个月吃亏全部涨价因素。据化工在线发布的化工价格指 

数（CCPI），年底收于 4643 点，收跌 11.8%，创年内最低水 

平。其中上涨的产品共计 38 个，占产品总数的 23.8%，下跌 

的产品共计 121 个，占产品总数的 75.6%，在涨幅产品中，高 

端、精细、部分有机化工产品表现突出。特别是化工新材料、 

电子化学品、三大合成材料以及己二胺、碳酸二甲酯、工业萘、 

煤油等，产品价格涨幅高达 30%以上。异丁醇、异丙醇、正丁 

醇、PVC 行情有较大利空；PS、醋酸、顺酐、环已酮、苯胺、 

苯酚、汽油、柴油等产品，低位震荡或同比下降；下跌较大的 

有化肥、合成氨、化学农药、橡塑制品、MDI、TDI、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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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苯、环氧氯丙烷、碳酸锂、乙二醇等，价格回落超过 30%。 

一年来的风雨动荡，一部分企业尝到了紧俏商品高价格带 

来的甜头，另一部分企业却遭受到了市场给与的重大冲击和伤 

害。我省入统的  14  种主要产品中，有  2  种产品价格上升，9 

种产品价格持平，3 种产品价格下降。 （见表八） 

12 月份重点化工产品价格（表八） 

单位： 元/吨 % 

序号 产品名称 12 月 11 月 环比 

1 己内酰胺 开车 开车 -- 

2 甲醇 2950-3000 2950-3000 -- 

3 苯酐 8100 7850 3.18% 

4 TDI 27500 27500 -- 

5 PVC(电石法) 6750-6860 6750-6860 -- 

6 纯碱 1900-2000 1900-2000 -- 

7 硫酸 100-140 100-140 -- 

8 32%离子膜烧碱 1050 1050 -- 

9 盐酸（31%） 100-130 100-130 -- 

10 尿素 2100-2150 2100 1.19% 

11 纯苯 6600-6700 6600-6700 -- 

12 无铅汽油（92#） 8862.85 10999.31 -19.42% 

13 柴油（0#） 7199.5 9091.6 -20.81% 

14 原油（WTI） 48.52 美元/桶 56.25 美元/桶 -13.74% 

四、行业运行压力依然较大 

2018 年，全球贸易状况整体不佳，曲折艰难。增长指数以 

3.9%,收官，低于 2017 年 0.8 个百分点。受其影响，全省石化 

行业，经济运行出现低速增长态势。价格虽有支撑，但产量却 

出现明显下降。国家已在不断为企业减税降负，但产品成本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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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攀升。据跟踪调查反映，2018 年 12 底，全行业有 70%的 

企业受资金短缺和融资难、融资贵困扰，90%以上企业表示生 

存困难。其中在资金问题上；大型企业反应，企业达到一定规 

模后，银行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仅能满足一部分资金需求，迫 

切需要通过股权融资。但由于石化行业大多项目及其资金周转 

较长较慢，需要长期资本投入，风投资金、创投资金持股者根 

本不感兴趣。中小、微企业，则由于受许多金融政策及信誉度 

影响，融资、贷款更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人工成本提高吃 

掉了企业部分利润。现在员工薪资比以前明显上涨，不涨就招 

不到人，甚至技术职工也不断流失。我们石化行业除受危险性 

质影响外，还受传统产业、 “脏乱差”劳动强度大等因素影响， 

高科技人员、蓝领人员十分短缺，更不太受  90  后欢迎，长期 

缺乏科技人才的状况越来越突出。其三，原材料成本上涨侵蚀 

了企业部分利润，随着宏观政策调控和供给侧改革，供需市场 

发生了较大变化，物美价廉的原材料找不到，低质低价原材料 

更难求。企业要生存就得花高价购买原材料，原材料不断涨价， 

产品不断压价，为了巩固和保证客户不至于走失，不少企业靠 

压挤自身利润来补贴客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企业长期得 

不到有效蓄水，生产经营运行压力越来较大。 

五、困难和问题突出 

（一）开车率普遍偏低。2018 年下半年开始，全省石化行 

业生产动力开始出现乏力，开车率连续下降，1-11 月份，整体 

不足 80%，个别产业不到 70%。工业增速一直处于 2%的低速 

运行状态，而且表现极为不乐观。 

（二）综合发展动力不足。特别是结构调整速度放缓、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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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改造表现乏力。项目投资建设连续下降、新成果研发、 

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也出现疲软现象，1-12 月份，全省石化行 

业新开工项目同比下降 20.1%,在建项目同比下降 3.2%，拉动 

行业后劲明显不足。 

（三）消费表观疲软。2018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油价 

大幅下滑，石化产品市场也逐渐出现消费下降迹象。其中；比 

较突出的有化肥、农药、油漆、涂料、橡塑制品、纯碱、汽、 

柴油、以及食品添加剂等大宗商品，有的消费下降 30%以上。 

由于市场疲软或萎缩，企业难以发挥产能优势，部分产业和企 

业开工率不足 60%， 造成工业增加值增长持续在 2%低位徘徊。 

价格指数也出现较大回落。据调查反映，由于老百姓用于非生 

活用品开支较大，特别是买房、租房、还贷挤占了大部资金， 

消费观念相对不足，特别对农资产品、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出现 

下滑。2019 年以来，这种迹象更加明显，致使 2019 年，贸易 

签约、出口量、新订单都出现减少和下降，相关企业被迫提前 

停产、限产、放假。至于高端产品的消费，也有不同程度的萎 

缩，没有市场支撑，企业很难有经济效益。 

（四）安全生产、绿色环保形势严峻。石油和化学工业， 

是一门技术性高、危险性大、生产运行连续化特殊的行业，有 

着易燃、易爆、易中毒、易污染、难治理的“五大特点”。多 

年来，行业为了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重托，自博自律，创造了 

不少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安全培训持证上岗，有较好的实效性 

和科学性。但随着生产力方式的不断转变，经济实体发生了较 

大变化。特别是多种经济混合体的出现，忽视了这种管理模式， 

给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带来较大压力。2018 年，连续不断发生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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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泄露、不安全责任事故，受到各级政府的通报和预警。特 

别是进入 11 月份，连续发生了两起重大、特别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11 月 7 日，河北金万泰化肥公司发生造气车间尾气燃烧 

炉爆炸，造成 6 死 2 重伤 5 人轻伤，紧接着  11 月 28 日 0 时 

40 分左右，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由于氯乙烯气柜泄漏，在厂 

区附近发生重大爆燃事故，导致 23 人死亡、22 人受伤。两起 

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了河北整体形象，也给国家和人民生命 

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防再次发生，石 

化协会先后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省石化行业，以此类事故为 

案例，认真组织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主要围绕责任 

与作风建设问题，进行“四查一健全”，即查隐患、查漏洞、 

查责任、查作风，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安全生产运行机制，防 

止类似事故重复发生。并要求企业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全省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攻坚行动方案》，希望各企业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做到警钟长鸣，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六、展望 2019 年，困难和机遇并存 

（一）新形势新问题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日，也是改革 

开放  40  周年和“十三五”规划实施关键之年。国家将不断出 

台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加快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和进步，对 

我省石化行业将迎来大好发展时机。特别是通过近几年，经济 

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不少科技力量和新生经济实体发展壮 

大，蓄积了较大能量，为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奠定了较好基础。 

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16 

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发生了 

变化，一是经济形势越来越呈现为周期性变化与趋势性变化相 

叠加、短期性变化与长期性变化相交织；二是经济运行面临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 

构性失衡；三是供给总量不在是主要矛盾，需求侧不在是矛盾 

的主要方面，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这些问题和挑战，是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进程中出现的，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的表现，也是多年积累 

的深层次矛盾的反应，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对于环境的深刻变 

化，也很难改变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运行的基本态势，那就是 

“优胜劣汰” ，破在前、立在后，要经过一个较长阵痛期。因此，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 2019 年，全球贸易增长势头进一将放缓， 

既从 2017 年的 4.7%、2018 年的 3.9%，降至 3.7%。 

世界贸易组织此前也警告称，2019 年，全球贸易强劲复苏 

可能受到新贸易壁垒的影响和破坏，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依 

然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威胁。经济、贸易的涨跌，将直接影响就 

业、消费品价格和社会的稳定。 

正是基于新的形势，全面分析研判我省石油和化学工业， 

2019  年度，全行业运行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矛 

盾。这就启示我们，一定要抓住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的主要矛盾 

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针对性的解决和应对供给体系，不适应 

需求结构变化。保持我省石化行业发展和大局的稳定。 

（二）主要因素分析 

有利因素方面： 

（1）稳中求进有条件有底气。2019 年既是新中国成立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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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又是“十三五”规划即将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 

冲刺阶段的关键之年。稳中求进有着更加独特的重要意义，作 

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坚持“六稳”措施，实现高质 

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一大批高端石化项目将连续建成 

投产，除增加较大动力外，填补国内空白或者减少对国外产品 

的进口依赖；从而对拓宽下游产业将产生较大拉动作用。现代 

煤化工，经过结构调整，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爆发期。另一方 

面石化行业绿色发展将快马加鞭，显著提升行业发展质量和整 

体形象；环保风暴常态化和安全事故问责制度化，将促使全行 

业显著提高绿色发展的意识和理念，为提高发展质量奠定坚实 

基础，在社会环境治理中，使倒闭、停产、下马的石化企业， 

越来越多的走上重新发展之路。 

（2）宏观政策调控有力支撑。其一，尽管作为经济杠杆的 

国际原油，价格虽一路下跌，但有美国、俄罗斯两大产油国作 

为霸权国，有利可图面前必将使出“杀手锏” 。因此，价格保持 

在 60 美元/桶依然有可能。其二，在国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 

国家大政方针不断出台，特别是支持、扶植民营经济发展、进 

一步减免税费，坚持“六稳”方针，将有力拉动全国经济发展。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改革发展，一些高科技、新成果、新项目 

将不断研发生产，都将对全国经济发展产生较大拉动作用。 

（3）民营经济将迎来重大利好。经过 40 年的发展，我省 

石油和化学工业民营经济已成为全行业的重要骨干力量，主要 

经济指标均占全行业 50%以上。有着半壁江山半壁春的说法， 

但多年来，这半壁江山在国家重大经济调整中，不断成为自生 

自灭的附属产物。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做过多次重要讲话，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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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民营经济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并针对民营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壮大，提出了殷切期待。并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 

确定了六个方面措施，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 

建亲情新型正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有关部门 

和全国各地的落实举措正在接连落地。此外，一系列金融政策 

陆续出台，将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债券和贷款纳入央行合格担 

保品范围，同时将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 

信额度上限由 100 万元提高到 1000 万元。这对加快民营经济 

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大好时机。 

不利因素方面： 

（1）行业景气度或有所回落。石油和化工作为经济的重要 

支柱产业，与宏观经济有着 80%-90%的相关性。2019 年，随 

着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国内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石化 

行业在经历自 2016 年底启动持续近两年的行业复苏周期后， 

景气度将有所下降，面临二次探底的重要转折。随着发达经济 

体增长减速和出口大宗商品的主要新兴市场复苏渐趋平缓，以 

及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给全球经济带来相当大的下行风险，后期 

全球经济增长将逐渐放缓。预测增速在 2.9%，在宏观经济调整 

减速的主基调下，受其影响石化行业景气度也将有所回落。 

（2）低油价可能成为新常态。油品是世界经济的温度计， 

同时也是整个实验和化工产业链市场的起搏器和发动机。2018 

年国际油价经过激烈市场博弈，最终向下突破低位运行，上半 

年，在美国严厉制裁伊朗等地缘政治风险预期下，油价一路稳 

扎稳打，一路攀升，但下半年尤其进入  10  月份以后，油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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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一落千丈，纽约油价从 80 美元/桶，持续下跌年底的 40 美 

元/桶，跌幅超过 40%。预测 2019 年，随着世界经济的调整减 

速，油价也将继续低位运行，尽管欧佩克作为调节杠杆，但有 

美国和俄罗斯“两大油桶”也会补空而来，抢吃蛋糕。专家预 

测，有望在 50 美元-60 美元/桶区间震荡。不排除出现极低油 

价。跟油价连动的成品油、煤炭等将向石化产业链传导，影响 

其整个价格体系。 

（3）困难和问题交叉重叠严重。在看到国际国内政治、经 

济新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分析研判我省石化行业发展， 

压力大于挑战。特别对加快行业与市场接轨、产业结构调整， 

将产生较大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目前我省石化 

行业， 整体依然处于新旧产能调整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关键期。 

困难和问题依然较为突出。特别是流动资金超度紧张，给整个 

行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结构调整速度进一步放缓、传统产业 

升级改造表现乏力、项目投资建设连续下降、新成果研发生产、 

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依然缺少较大动力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受 

中美贸易摩擦及中东经济新秩序影响，生产经营也不断遭遇挑 

战，这些因素都将极大影响和拖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4）行业高度分化可能更加明显。2019  年，低油价将向 

整个石油和化工产业链传导，产业链的价格体系将重构。但分 

行业看，高度分化将是主基调，上游油气产业受到考验和冲击 

最大，恐怕又要苦挨寒冬，苦练内功。高端原材料及市场补缺、 

替代进口的新材料、精细化工等高端化学品产业反而会受益， 

将迎来难得的发展契机，中间的炼化、基础化工产业喜忧参半， 

降本增效、内部挖潜，将成为发展主题。作为替代油气能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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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头化工，探索多元化路径的重要新兴产业，在 2018 年刚刚 

缓过一口气，又将经受严酷市场洗礼。有技术壁垒、有市场余 

量的高端化学品行业将因“祸”得福。基础化工原材料产品价 

格下跌，而高端化学品价格可以长期享受技术和市场溢价。效 

益的剪刀差反而会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 

下，国内一线长期卡脖子的高科技产业，比如信息和通信技术、 

航天航空、人工智能、医药、高端设备、化工新材料等，必然 

会加快自主化进程，这为配套的高端专用化学品产业的加快发 

展，提供了历史契机。2019 年，电子化学品、 高强度化学纤维、 

高端医药中间体、等众多国内市场有较大缺口，长期依赖进口 

的高端化学品的自主攻关和进口替代必将风起云涌。近日工信 

部印发了新版《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大幅扩 

围了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的新材料品种，显示 2019 年化工新 

材料的发展只会逆势更热。 炼化和基础化工行业则将喜忧参半， 

因为国际原油价格市场跌涨起伏，但主营炼化业务的中国石化 

行业发展稳健，这既有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原因，也有炼化 

行业的业绩弹性，受油价影响更小的因素。对石化产业链的终 

端和后端而言，原料和产品价格，往往同涨同跌，但原料涨跌 

从来不是影响绩效的唯一因素。更为关键的因素，还是需求状 

况和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往后端和高端迈进，这一点体现得越 

明显。预计 2019 年炼化行业将继续值得期待；基础化工业， 

需求增长放缓，价格下滑可能难以逆转，但整体效益表现并不 

悲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煤化工行业，2019  年可能还面临 

一个更难迈进的坎坷，主要表现，清洁环保、安全生产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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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将进一步强化，部分企业受国家供给侧政策改革实施影响， 

和调控政策约束，生产和消费市场将进一步萎缩。比较劣势会 

进一步凸显出来。 在持续亏损和债务高悬状态下又要雪上加霜。 

七、2019 年工作思路 

一是继续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特别要围绕 

行业“短板”不断攻关，加快发展高端、终端和化工新材料， 

在加快化工原材料提质建设建设方面，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部 

分核心技术，注重开发一些有特色、有市场、精细化、专用化 

产品，加快规范和提高园区建设水平。在技术含量方面，提升 

企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围绕重大工作任务，充分发挥全 

省技术平台广阔、科技人才聚集、全国交流畅通的优势，帮助 

和协助企业大力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增强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 

和市场竞争能力，充分发挥行业经济运行监测体系的综合分析 

和引领作用。 

二是继续在提升企业行业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在推行行业 

加快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取得新突破，做好行业创新、科研、 

结构调整提升工作，要高质量、高水平建设行业创新平台。通 

过科研创新与加快成果转化，推动行业向产业链高端迈进，特 

别要加快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科技进步水平，尽早使产业“脱 

胎换骨” ，焕发活力。 

三是继续在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下大力气 

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抓好行业安全生产和污染防治工作，不断 

组织专家，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调度和调研跟踪，对 

难点、热点问题，组织开展技术攻关和“肯硬骨头”活动，当 

好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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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继续在推行 “一带一路” ， 国际国内产能合作上下功夫。 

力争在项目合作落地方面取得新突破。在培育、研发新项目问 

题上，进一步与专家加强紧密配合和大力合作，不断搭建技术 

交流平台，加大与企业的技术衔接和成果转化活动，对新因素、 

新动态、新成果进一步深耕细作，扎实推进老项目、新产区落 

地建设，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搬迁企业搬迁入园工作。 

八、2019 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2019 年一季度，全省石化市场依然处于低潮调整期，受大 

环境影响不会出现较大增速，工业增加值维持在 1%-1.2%。其 

中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12%；主营业务收入 1786.9 亿元，同比 

增长 11  %；实现利润 91.519 亿元，同比增长 20  %。主要产 

品产量，汽油、柴油市场行情仍将坚挺，油价或稳中有升。不 

过受工程基建、交通运输、春节休假等终端消费因素影响，上 

涨幅度也不很大，整体判断成品油市场基本处于正值上行。预 

测一季度，全省成品油生产大体维持在 300 万吨-350 万吨左 

右。 其中汽油 140-160 万吨。 煤油 20-30 万吨、 柴油 140-160 

万吨； 农用氮、 磷、 钾化学肥料 （折纯） 30-35 万吨； 纯碱 37-40 

万吨；烧碱 20-22 万吨；纯苯 20 万吨；精甲醇 15 万吨；涂料 

7 万吨；树脂类 23-25 万吨；硫酸（折百）21 万吨；橡胶轮外 

胎 7 万条，持平或略高于去年同期。二季度开始，随着市场不 

断启动，季节性石化产品将首先进入销售旺季，行业增速将开 

始出现增长阶段，预测二季度，工业增加值维持在 2.5%-3%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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