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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切入，在立足于我国炼化产业供应能力的基础上，研究了双方合作前景，提

出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源、市场等方面的合作机遇。综合分析了资源、市场、支持政策和投资环境，采用层

次分析法，分别遴选出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炼化投资、技术贸易、工程服务及装备出口的重点合作对象及重

点任务；提出了全产业链协同推进、加大宣传推介、标准接轨、财政税收支持以及风险控制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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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market demand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n studies the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based on the supply capacity of China’s oil refining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and proposes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in resources, market, etc. This paper als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resources, 
markets, support policie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selects the key cooperation 
countries and tasks during cooperation in oil refining and petrochemical investment, technology trade, engineering services, and 
equipment export by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t also proposed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increased publicity, standards integration, fiscal and tax incentive, and ris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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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不包括中国，下同）

人口约占世界的 44%，但是 GDP 仅占世界的 16%，

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和市场发展空间巨大，深入分析

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炼化产业发展状况及其

市场环境，探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炼化

产业的合作机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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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炼化产业发展状况

（一）炼油产业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炼油能力为

1.51×109  t/a，预计 2020 年将增至 1.65×109  t/a，
占世界炼油能力的比例将从 2017 年的 31.9% 提

高到 2020 年的 33.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

地区 2000—2017 年炼油能力增长情况及 2020 年、 
2025 年预测结果如表 1 所示。

2025 年和 2017 年相比，预计“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将新增炼油能力约为 1.6×108 t/a，主要来自

于科威特、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等国。

（二）石油化工产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其资源或市场

优势，大力发展石油化工产业，以乙烯、对二甲苯

（PX）及三大合成材料为代表的大宗石化产品生产

能力快速增长，预测 2025 年还将保持这一增长态

势，如表 2 所示。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大合成材

料生产能力为 9.349×107 t/a，预计 2025 年将增至

1.1375×108 t/a，占世界三大合成材料生产能力的比

例将从 2017 年的 24.1% 提高至 2025 年的 25.3%。

产能增长主要来自印度、马来西亚、伊朗、俄罗斯、

越南等国。

为支撑三大合成材料工业的发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乙烯、PX 等基础化工原料工业发展迅速。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乙烯生产能力为

5.842×107 t/a，预计到 2025 年将增至 7.142×107 t/a， 
新建产能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印度、伊朗和俄罗斯

等国。2017 年年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PX
生产能力为 1.508×107 t/a，预计到 2025 年将增至

2.058×107 t/a，新增产能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文

莱、越南、印度、伊朗和俄罗斯等国。

（三）炼化科技水平

1. 炼化技术及运营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炼化产业规模较

小，技术基础相对薄弱，其炼化技术的自主研发能

力较弱，拥有炼化产业的国家大部分采用欧美技术，

苏丹、伊朗、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少数国家

采用了我国的炼化技术。中东地区着力调整以石油

	 表 1	 2000—2025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炼油能力	 ×108 t/a

地区 2000 年 2010 年 2017 年 2020 年 2025 年

东南亚 2.02 2.17 2.19 2.54 2.56 
南亚 1.33 2.25 2.87 2.89 2.89 
中亚 0.42 0.42 0.48 0.50 0.50 
俄罗斯 / 蒙古国 2.58 2.79 3.14 3.26 3.26 
西亚 / 中东 3.74 4.36 4.91 5.80 5.94 
中东欧 1.90 1.59 1.47 1.49 1.49 
合计 11.99 13.58 15.06 16.48 16.64 
世界 41.37 45.38 47.28 49.21 50.85
注：数据来源为 PIRA 数据库。

	 表 2	 2000—2025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石化产能	 ×104 t/a

品种 2000 年 2010 年 2017 年 2020 年 2025 年

合成树脂 2694 5481 7592 8388 9416

合成橡胶 220 250 439 505 505

合成纤维 744 1023 1318 1454 1454

三大合成材料合计 3658 6754 9349 10 347 11 375

乙烯 1800 4338 5842 6213 7142

PX 513 1093 1508 1921 2058
注：数据来源为 IHS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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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生产为主的经济结构，加大力度发展炼化产

业，继续引进先进炼化技术；东南亚地区炼化产业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国家仍处于起步阶段。

2. 炼化工程设计建设服务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身的炼化工程建设能

力比较薄弱、服务水平有限。在全球最大的 250 家

国际工程承包商中，约有 125 家开展石油石化业务，

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有 14 家，其中土耳其

11 家、印度 2 家、泰国 1 家。其中少数承包商有一

定实力，但与国际大公司相比，差距较大。

3. 炼化装备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炼厂建于 20 世纪

中后期，炼厂设备较为陈旧、深加工能力不足、综

合处理能力不强，亟需升级改造。部分国家炼化装

备制造业较为薄弱，即使是制造业较发达的俄罗斯，

其国内也仅具备一定的静设备制造能力，大型转动

设备及机泵仍依赖进口，电子仪表控制由国际大型

跨国公司在本地设厂制造。如近年俄罗斯境内最大

的一个炼油项目（新建炼油能力 8×106 t/a），常减

压装置中的进口塔器约占 1/2，换热器 70% 依靠进

口；催化裂解装置 40% 静设备由本地制造，大型

机组全部依靠进口。

二、我国炼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一）炼化产业的发展规模

我国已成为世界石油化工工业大国，大部分石

化产品产能位居世界前列。据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统计，2017 年，炼油能力达

到 8.16×108
 t/a，约占全球总能力的 17.3%；乙烯生

产能力达到 2.416×107 t/a，约占全球的 14.2%，均

位居世界第 2 位；三大合成材料等主要石化产品

在全球均占有较高比重，其中涤纶、精对苯二甲酸

（PTA）、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等产品占全

球产能比重超过 50%。

经过改扩建，我国千万吨级炼厂数量持续增加，

2017 年年底达到 29 座，炼厂平均规模由 2000 年的

1.95×106 t/a 增长到 2017 年的 4.3×106 t/a；乙烯装

置平均规模由 2000 年的 2.2×105 t/a 增长到 2017 年

的 7.7×105 t/a（石油基），百万吨级乙烯企业已达

到 8 家，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

湾三大炼化产业集群。

（二）炼化工程科技的发展水平

1. 炼化技术及运营水平

我国已拥有现代化炼厂全流程技术，已实现

依靠自有技术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单系列

千万吨级炼厂。已开发成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

固定床渣油加氢、催化裂化、加氢裂化、催化重

整、汽柴油超深度脱硫等系列炼油技术，可以生

产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国五、国六车用汽柴

油，催化裂化催化剂和加氢催化剂已成功进入国

际市场。

我国已突破大型乙烯、大型芳烃及乙苯、苯乙

烯、丙烯腈、PTA 等基本有机原料和聚丙烯（环

管法）、高密度聚乙烯、PET、顺丁橡胶、丁苯橡

胶等三大合成材料系列大型成套技术，已具备依

托自有技术建设百万吨级乙烯、芳烃装置的能力。

百万吨级乙烯装置的核心装备三大压缩机和冷箱

均已实现国产化。

2. 炼化工程服务能力

我国炼化工程服务企业着力提升工程设计、施

工技术水平和国际化经营能力，承建境外炼化工程

项目的工程造价、施工进度等具有较大优势。部分

炼化工程服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树立了较好的品牌形象，具备为业主提供全过

程项目服务能力。工程承包模式也正在向包含技术、

资本、管理、标准、服务等内容的综合型、高附加

值的工程综合服务转型。

3. 炼化装备制造服务水平

我国已掌握炼油化工特种设备制造技术并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具有为大型炼油、乙烯、芳烃等装

置配套制造重大装备的能力，目前我国炼化装备制

造水平大多数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我国装备制造企业以先进的技术、良好的质量

和优质服务，取得了业主方的充分认可，已成长为

具有特色的装备制造企业，如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大型高压换热器、1400 吨级加氢

反应器、2000 吨级煤液化反应器）、沈阳鼓风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大型透平压缩机、天然气长

输管线大型天然气增压压缩机和 125 t 大推力往复

压缩机大型离心泵）、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大型空气分离成套设备、大型乙烯冷箱、真空贮

槽、离心式深冷液体泵）、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化工机械厂（生产 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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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PET 装置、乙二醇装置的大型反应器）、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炼化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超大型分

馏塔器、整体式大型加热炉）等。

三、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炼化产业

的合作机遇

（一）互补性较强

我国拥有“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建造”

的生产优势，拥有“中国储蓄、中国投资、中国储

备”的经济优势。我国炼化企业能够为千万吨级炼

油、百万吨级乙烯 / 芳烃等大型工程提供从技术许

可、工艺包设计到开车试运行的全流程服务；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或市场优势，

希望将资源优势或市场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积极

延伸炼化产业链。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把中

国的炼化技术、装备制造和工程建设等优势与资源

国相结合，将中国的金融优势与沿线国家的资源开

发、市场培育相结合，打造双赢的利益共同体。

（二）部分沿线国家的资源优势明显

随着地区内原油需求的快速增长，“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原油净出口量将从 2017 年的 1.055×109 t
下降至 2025 年的 9.99×108 t，但仍将是世界上最稳

定的原油净出口地区，净出口量超过 1.0×108 t 的
国家高达 5 个，依次是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

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 [1]。
沿线国家天然气净出口量进一步扩大，将

从 2017 年的 2.88×1011 m 3 提高到 2025 年的

3.295×1011 m3，主要出口国分别是俄罗斯、卡塔尔、

马来西亚、土库曼斯坦等。

在 2017 年十大原油进口来源国中，“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占有 7 席，在五大液化天然气（LNG）

进口来源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有 3 席，

管输天然气的进口来源国全部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与这些国家加强能源合作，对保障我国

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三）部分沿线国家的市场合作空间较大

目前“一路一带”沿线国家中有 45 个国家属

于成品油净进口国，净进口量超过 5×106 t 的国家

达到9个，依次是印度尼西亚、埃及、越南、伊拉克、

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乌克兰和黎巴嫩。有

2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属于三大合成材料净

进口国，净进口量超过 2×106 t 的国家有 4 个，依

次是土耳其、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炼化产品的人均消费量

低，预示着该地区未来炼化产能的增长潜力大，我

国炼化企业参与该地区炼化工程建设的前景较好。

2017—2025 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将新增炼油能

力 1.6×108 t/a，约需投资额 800 亿美元；新增乙烯

生产能力 1.3×107 t/a，配套下游装置共需约 1000 亿

美元的投资额；新增 PX 产能 5.5×106 t/a，配套下游

装置共需约 450 亿美元的投资额。炼化投资将推动

当地炼油产业的发展，为炼化工程服务创造发展空

间，同时为我国的炼化技术、装备出口带来机遇。

（四）沿线国家发展炼化产业的愿望强烈

1. 油气资源国积极发展炼化产业延伸产业链

“一带一路”沿线的油气资源国（如沙特阿拉

伯、伊朗）为了摆脱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对

国民经济的支撑，强调发展多元化经济，特别是

发展炼油和石化产业，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延

伸下游产业链。

2. 部分国家合作发展炼化产业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一带一路”沿线的人口大国（印度、印度尼

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土耳其等国人口

均超过 5000 万）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中产阶级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油品和三大合成材料的国内

需求快速增长，为了发展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制造

业，这些国家亟需扩大炼油和石化工业规模，保障

其国内成品油和三大合成材料的供应。

3. 部分国家炼化产业实现提质升级

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沙特阿拉伯、

泰国和马来西亚）虽有一定的炼油和石化工业基础，

但需要提升油品质量，发展中高端化学品，优化

国内炼油和石化产品链结构，提升石化工业整体

竞争力。

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炼化产业

合作重点分析

（一）炼化投资

在综合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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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及投资环境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

遴选出资源优势、投资环境优越的国家，如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遴

选出市场潜力大、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如印度尼

西亚、土耳其、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

在资源优势明显的国家建设出口型炼化项目。

在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加强与项目所在地国家石

油公司的合资合作，建设出口型炼化项目，通过优

势互补的合资合作，提前锁定油气资源，以稳定的

资源供应渠道获取稳定的投资收益。

在市场潜力明显的国家建设内需型炼化项目。

通过与资源国国家石油公司、项目所在地国家石油

公司进行三方合资合作，建设大型炼化生产装置，

满足项目所在国的市场需求。

（二）炼化技术贸易

开展炼化技术贸易的重点国家可分为两类：一

是新建或改扩建炼化能力较多、炼化技术相对落后

的国家；二是炼化装置亟需改造、炼化技术相对落

后的国家。通过遴选分析，开展炼化技术贸易的重

点国家包括：俄罗斯、越南、马来西亚、沙特阿拉

伯、伊拉克、埃及等国。

分析世界主要竞争对手的特点，明确我国炼化

技术的优势和劣势，提供差异化服务。在竞争过程

中，突出一体化的独特优势，强调在研发、设计、

物资装备、施工和生产运行上的优势，为客户提供

个性化、差异化的技术服务。针对不同国家的独特

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技术营销策略，对于投资活跃

的国家，注重发挥投资、融资的相对优势；对于炼

化基础较好的国家，发挥一体化、价格和服务优势；

对于炼化技术发展落后的国家，发挥提供整体解决

方案能力的优势。

（三）炼化工程服务、装备出口

开展炼化工程服务、装备出口的重点合作国家

可分为两类：一是新建或改扩建炼化能力较多，制

造业竞争力不强、工程化能力较弱的国家；二是现

有炼化产能较大，亟需进行装置改造提升竞争力，

制造业竞争力不强、工程化能力较弱的国家。通过

综合分析，遴选出的重点合作国家是：沙特阿拉伯、

马来西亚、越南、科威特、俄罗斯、马来西亚和土

耳其等国。

充分发挥炼化工程公司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

炼化企业、工程公司、制造企业“抱团出海”，以

工程项目为载体，以工程公司为主体，打造利益共

同体，集中力量开拓海外市场。总结国际工程承包

的经验，提升境外项目管理水平和能力，提高工程

总承包（EPC）竞争能力。加强工程技术合作，提

高获取和实施工程项目管理承包（PMC）和 EPC
高端工程承包项目的能力，打造 EPC 总承包的竞

争优势；通过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炼化工

程服务的示范作用，提高我国炼化工程技术服务品

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知信度和美誉度。

五、政策建议

（一）建立全产业链协同推进机制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拓炼化投资、

工程建设服务和装备技术贸易等全产业链业务，发

挥上、中、下游一体化协同效应，既为客户提供全

方位的综合服务，同时也争取最佳的整体效益。一

是建议建立支持炼化产业投资、技术与装备“走出

去”的协调机制，制定完善的支持政策；二是统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的资源、市场等因素，

全面评估投资项目的综合效益；三是投资项目与石

油石化工程建设、运行管理、装备技术贸易营销一

体化“走出去”，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形成最佳战

略方案，逐步提升我国炼化装备、炼化技术的品牌

形象，提升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二）加大我国炼化技术与装备的宣传推介力度

向“一路一带”沿线国家推介我国炼化技术与

装备，将其打造成我国“走出去”的重要名片，提

高我国炼化技术与装备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炼化技

术与装备“走出去”。一是在重大外交活动中，主

动推介我国的炼化技术与装备，积极安排相关人员

到国内参观考察自主建设的大型炼化企业或科研设

计单位，展示我国炼化技术开发成果和工程技术实

力；二是放宽国内企业海外炼化工程项目投资、管

理、工程技术、科技、现场服务等人员的出国限制，

使他们在出国技术交流、推介、服务程序方面更加

便捷，支持市场开发人员及科技人员参加国际会议，

开展技术交流，大力宣传我国炼化技术与装备；三

是支持国有企业参加相关行业的国际会展，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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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我国的炼化技术与装备，并了解国际炼化技术发

展动态和趋势；四是加大与国外知名工程公司的技

术合作，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融资优惠政策，

利用国际工程公司的市场布局和丰富的国际化经验

等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共同开发境外

技术市场。

（三）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与质量标准

我国炼化装备制造企业的装备制造能力迅速增

强，但不少装备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这是装备“走

出去”的重大障碍，应大力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尽

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制造能力。一是组织国

内科研力量，研究剖析重大炼化装备国外技术检

验、检测、包装、运输标准，尽快制定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的相应标准体系；二是企业标准自成一体、

内容完整、国际化程度高，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国

际标准，便于国际用户的评估和采用，应充分发挥

国内炼化工程公司龙头企业强大的工程化能力，以

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标准带动我国装备“走出去”，

以企业标准为先导带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走出

去”，实现标准国际化 [2]。

（四）加大对炼化技术与装备“走出去”的财政税

收等支持力度

建议国家设立“一带一路”炼化项目投资基金。

一是为“一带一路”国家炼化项目提供附加由中国

企业提供技术、工程设计、施工和装备条款的低息、

贴息长期贷款；二是支持国内企业带资承接或合资

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炼化项目，应附加由中国

企业提供相关技术、工程设计、施工和装备的相应

条款。

建议给予“走出去”承接炼化工程企业税收优

惠政策。一是承担多个国家炼化工程项目或在一个

国家承担多个项目，可合并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

二是境外所得税税率比照高铁、核电项目征收；三

是炼化技术转让收入免征所得税，支持企业将技术

收入继续用于技术创新与研发。

（五）努力规避风险，提升风险控制能力

一是建议政府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成立风险基

金，分担企业投资风险；二是驻外使馆等要积极向

相关企业提供国情介绍、法律、法规以及承接项目

可能存在的政治、法律风险咨询；三是对符合企业

决策程序的决策，因不可预见原因造成损失的，不

追究个人责任；四是全面梳理我国炼化技术，明晰

技术产权状态，提前编制出台技术许可目录，设法

消除产权风险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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