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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能源化工行业的期望、
政策扶持与发展前景

徐坡岭　 周才荃

　 　 【内容提要】 　 能源优势是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力ꎬ同时又是俄罗斯能源

依赖型经济脆弱性的来源ꎮ 通过能源化工领域的投资和技术创新ꎬ提高资

源的加工深度ꎬ探索经济发展从原料模式向高附加值发展模式转型ꎬ是俄罗

斯 ２０１２ 年就确立并实施的基本国策ꎮ 从实践效果看ꎬ在税收、进出口和补

贴政策的扶持下ꎬ２０１２ 年以来俄罗斯能源加工深度、能源化工产品产出和

化工聚合物净出口等方面的指标都有不小的进步ꎬ但仍存在出口产品多以

低附加值的大吨位聚合物为主、高附加值化工产品需要进口、设备和技术高

度依赖进口等问题ꎮ 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ꎬ投资环境缺乏吸引力ꎬ许多大型

石化综合体项目“胎死腹中”ꎮ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ꎬ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

是ꎬ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要完成向高附加值转型的前景并不乐观ꎬ还有许多

障碍需要克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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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ꎮ

能源在现代俄罗斯的历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ꎮ 在苏联走向衰弱

和解体的过程中ꎬ１９８７ 年的全球油价暴跌至少起了催化作用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在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周期以及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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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跌中ꎬ俄罗斯的强国战略和大国理想也时而闪耀ꎬ时而暗淡ꎮ 其中ꎬ２１ 世

纪头 １０ 年的油价持续上涨帮助俄罗斯实现了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福利增

长ꎮ 即使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也只威胁到了债务杠杆较大的企业ꎬ并在一

系列反危机措施下确保了过程和结果都有惊无险ꎬ经济甚至在 ２０１０ 年快速

复苏ꎮ 但石油超额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到 ２０１２ 年已经基本耗尽ꎮ
２０１４ 年的油价暴跌ꎬ进而引发的卢布暴跌ꎬ充分暴露俄罗斯能源依赖型经济

的脆弱性和弊端ꎬ使俄罗斯下决心寻找国家安全和经济独立的新方向ꎬ并把

进口替代(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е)从坊间讨论转化为国家政策①ꎮ 但从政策效

果看ꎬ除了卢布大幅贬值初期的自然进口替代效应以及反制裁背景下在粮

食、牛奶、蛋禽等食品领域和个别轻工业品领域有较显著的进口替代效果之

外ꎬ其他领域(特别是机械设备等资本品领域)的进口替代难言成效②ꎮ 盖达

尔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季度监测结构显示ꎬ从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ꎬ实现进口替代

的规模并不显著ꎬ而且开始执行之后就逐渐减弱”ꎮ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ꎬ
首先是国内缺乏可以替代进口产品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ꎬ其次ꎬ即使有相关

产品ꎬ质量也太差ꎬ企业不愿意购买”③ꎮ
进口替代效果不尽如人意ꎬ源于需要具备必要的实现条件ꎮ 正如俄罗斯学

者所言ꎬ其中的某些条件在俄罗斯并不具备ꎬ例如“俄罗斯市场太小”ꎬ以至于难

以把工艺和技术提升到国际前沿水平④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在进口替代产业

政策主线下ꎬ俄罗斯还在产业和进出口政策体系中设想并实施了“超越进口”
(импортоопережение)以及“出口导向”(экспорт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сть)等激励

政策ꎮ
俄罗斯试图在不同的产业和领域ꎬ根据需要确定不同的政策导向ꎬ其最

终目的是要改变俄罗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利地位ꎬ争取从原料出口型向高

附加值产品制造出口型经济转变ꎮ 在俄罗斯具有原材料优势的领域ꎬ提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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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附加值的扶持和激励政策力度更高ꎮ 例如ꎬ在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中ꎬ依
靠资源优势、限制进口(反制裁措施)和政策扶持ꎬ农业和食品生产领域首先

取得成效ꎬ并在之后的几年中巩固了这些成果ꎮ 在俄政府最近批准的«２０３０
年前农工综合体发展战略»中ꎬ为农工综合体确立的新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农工

综合体的产品附加值ꎬ并把这一战略目标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粮食出口

额、扩大对农工综合体和渔业综合体投资、推动农工综合体数字化转型、提高育

种科技水平、改善农村居住设施、提高农村可支配收入等战略目标捆绑ꎮ 而提

高农工综合体产品附加值的途径是提高储运能力、选育优良品种、提高加工深

度和科技创新ꎮ 政策扶持手段主要是财政预算支持(２０２０ 年为 ３ ０４０ 亿卢布)、
优惠抵押贷款和投资税收优惠等①ꎮ

能源领域是俄罗斯最具资源优势的领域ꎮ 在俄罗斯的产业政策和进出

口政策中ꎬ能源领域实现从原料模式向深加工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模式转

型ꎬ从而助力俄罗斯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ꎬ是俄罗斯早在 ２０１２ 年

就确定并实施的战略②ꎮ 那么ꎬ俄罗斯对能源化工行业的期望具体是什么?
为了实现从原料模式向高附加值模式转型ꎬ实施了哪些扶持政策? 政策效果

如何? 本文尝试就这些问题作出初步分析ꎮ

一　 俄罗斯的原油生产、出口及加工概况

尽管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部门在俄罗斯经济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和影响③ꎬ但俄罗斯的能源部门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原油和天然气原料为主要

的出口商品形态ꎮ 所谓的俄罗斯能源依赖型经济正是从这种角度被定义的ꎬ
这也正是俄罗斯经济容易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冲击的重要原因ꎮ 随着石

油天然气加工深度的提高ꎬ其来自技术、专利知识、资本设备和劳动等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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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府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通过的«２０３０ 年前农工综合体发展战略»确立了 ８
个战略目标ꎬ主要内容是政策扶持及战略发展方向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ｇｒｏ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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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химического и нефтехим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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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的高峰时期ꎬ能源部门曾经贡献了俄罗斯 ＧＤＰ 的将近 ３３％ 、联
邦财政收入的 ５０％左右和总出口的 ６５％ 上下ꎬ２０１４ 年甚至贡献了出口的 ６９ ５％ ꎮ 相关

数据见俄联邦国家统计局:Данные по разделам ОКВЭД Структура валовой добавлен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по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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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附加值逐渐增加ꎬ产品逐渐摆脱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制约ꎬ获得新的市

场地位ꎬ这是能源领域从原料模式向高附加值模式过渡的主要意义ꎮ
在产业形态上ꎬ能源的下游产业包括炼油、能源化工原料和化工聚合物

产业ꎮ 其中ꎬ原油和气体凝析油作为石油化工炼化的主要原料ꎬ其产量、出口

量及炼化水平直接影响化工产品的产量和销售量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俄罗斯

原油开采量由于油价下跌和转型造成的经济冲击一度下滑ꎮ 在 １９９９ 年油价

上涨和转型走向稳定之后ꎬ原油勘探和开采量快速上升ꎬ并一直保持在较高

水平(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世界主要产油国原油产量占全球原油总产量的比重(％)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ＵＳＳ

ＩＡ＆ｆｕｅｌ ＝ Ｏｉ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Ｏｉｌ％２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年以页岩油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ꎬ对俄罗斯的原油市场份额和高油

价构成威胁ꎬ并造成油价暴跌ꎮ 在油价和市场份额之间ꎬ俄罗斯选择了与以

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ＯＰＥＣ)达成协议ꎬ减产保价ꎮ ２０１６ 年年底达成原

油减产协议ꎬ通过减少世界原油供给量以提高原油价格ꎬ来抵销 ２０１４ 年原油价

格下跌对原油出口国造成的经济损失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共同减产以来ꎬ减产协

议随后被多次延长ꎮ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全球第一大产油国的地位被美国超过①ꎮ
从原油生产、加工和出口的比例看ꎬ俄罗斯在国内加工和炼化的原油大

约占总产量的 ５０％ ~５５％ ꎮ 图 ２ 为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 年原油和气体凝析油产量、出
口量及一次加工量情况的统计图ꎬ从整体情况上看ꎬ将近一半的原油、气体凝析

—４—

① 全球供给过剩造成的油价下跌压力使得欧佩克与非欧佩克成员国达成的减产保

价协议难以为继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７ 日ꎬ俄罗斯与欧佩克未达成延长即将到期的减产保价协

议ꎬ油价开启新一轮暴跌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ｉｎｔｉｍｅ ｃｎ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ｏｉｌ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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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作为原料直接出口ꎬ但用于加工、炼化的石油量要多于直接出口量ꎮ

图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年俄罗斯原油和气体凝析油产量、出口量及一次加工量 (单位:万亿吨)
资料来源:俄联邦能源部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 ｇｏｖ ｒｕ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二　 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能源领域ꎬ在石油天然气原料基础上的能源化工行业ꎬ主要包括一次加

工(炼化)、初加工(化工原料生产)和聚合物类化工产品生产三类ꎮ
(一)俄罗斯的石油加工深度与石油产品产量、出口量

原油的一次加工主要是炼化ꎬ炼化的主要产品以汽油、柴油和燃料油为

主ꎮ 原油的加工效率一般用石油加工深度①表示ꎮ 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

数据ꎬ自 ２０１０ 年起俄罗斯石油加工深度在逐年加大ꎬ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８２ １％ ꎬ即
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了 １ ２２ 个百分点(见图 ３)ꎮ

俄罗斯原油加工深度的提升是俄罗斯实施由原料模式向高附加值模式过

渡战略的主要成果ꎬ是俄罗斯促进国内炼油产业升级的政策产物ꎮ ２０１１ 年俄政

府对原油、成品油和汽油的出口关税采用“６０ － ６６ － ９０”方案(原油出口税计算

公式中系数由 ０ ６５ 下调至 ０ ６ꎬ即 ６０％ꎬ轻质和重质油品出口关税统一为原油

关税的 ６６％ꎬ汽油出口关税为原油关税的 ９０％)ꎬ提高成品油出口税ꎬ旨在改变

炼油厂大量生产低品质成品油出口的状况ꎬ激励炼油厂向现代化改造升级ꎬ以

—５—

① 石油加工深度作为衡量炼油效率的指标ꎬ用来评价效率和技术水平ꎮ 石油加工

深度指数是指加工出来的成品石油量与所消耗的原油总量之间的关系ꎮ 公式如下:石油

加工深度 ＝ (原油加工量 － 重油数量 － 自身能源流失与消耗量) / 原油加工量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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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的石油加工深度(％)
资料来源:俄联邦国家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１１１８６

提高炼油加工深度ꎮ 但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够理想ꎮ 因为炼油企业购买

原油后、经过初级炼油加工、缴纳较少的关税销售到国际市场就可以获得较

为可观的盈利ꎬ因此ꎬ炼油厂普遍缺乏积极性去进行产品深加工ꎬ或者投资进

行炼油厂的现代化改造ꎬ造成俄罗斯市场达到欧标的炼油产品比例一直较

低ꎮ ２０１５ 年ꎬ俄罗斯政府降低原油出口和轻质油产品的出口税率ꎬ同时提高

对重质原油产品的税收ꎮ ２０１８ 年再次修改相关税制ꎬ在新通过的石油行业税

改方案中ꎬ取消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税ꎬ并且提高矿产开采税ꎮ 这些税制调

整的目的在于ꎬ提高炼油厂的原油成本ꎬ降低炼油厂的利润水平ꎬ淘汰低效率

的中小型炼油厂ꎬ逼迫炼油厂采用高新技术ꎬ升级设备ꎬ从而提高炼油质量和

降低成本以提升竞争力ꎮ 该税制改革同时辅以补贴政策ꎬ扶持和鼓励炼油厂

提高炼油深度ꎮ «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草案»提出ꎬ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５ 年期

间将石油加工深度达到 ９０％ ~９１％的水平ꎮ
俄罗斯在原油一次加工中提高附加值的努力也体现在石油产品的产量结

构中ꎮ 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ꎬ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年燃料油和柴油产量要大于

汽油产量ꎬ柴油、汽油近几年基本持平稳状态ꎬ而燃料油产量明显呈下降趋势ꎮ
这表明ꎬ俄罗斯的炼油深加工程度在不断提高(见图 ４)ꎮ

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ꎬ２０１９ 年成品油的生产恢复了增长势

头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前 １０ 个月的数据ꎬ原先估计 ２０１９ 年全年俄罗斯的汽油产

量达到 ４ ３１０ 万吨ꎬ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９％ ꎻ柴油产量达到 ８ ０４０ 万吨ꎬ比 ２０１８ 年

增长 ２ ８％ ①ꎮ 实际结果是ꎬ最终由于国内需求停滞和燃料价格上涨ꎬ实际产

—６—

① А В Новак Итоги работы Минэнерго России и основ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ТЭК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 Задачи на среднесрочн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 ｇｏｖ ｒｕ / ｐｒｅｚｅｎｔａｃｉｙａ＿ｋｏｌｌｅｇｉｙａ＿２０１９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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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汽油、柴油、燃料油产量 (单位:亿吨)
资料来源:俄联邦国家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２１０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２９９４

出低于预期值ꎬ２０１９ 年汽油产量为 ４ ０２０ 万吨ꎬ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１ ９％ ꎻ柴油产

量为 ７ ８３４ 万吨ꎬ同比增长 １ １％ ①ꎮ
同时ꎬ油品等级也适应环保要求不断提高ꎮ 图 ５ 和图 ６ 为汽油和柴油产

出等级结构的变化情况ꎮ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ꎬ炼油厂开始生产 ５ 级汽油和柴油ꎬ
到 ２０１８ 年几乎以生产 ５ 级汽油和柴油为主ꎮ

图 ５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汽油生产量及生产类型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А В Новак Итоги работы Минэнерго России и основ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ТЭК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 Задачи на среднесрочн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 ｇｏｖ ｒｕ / ｐｒｅｚｅｎｔａｃｉｙａ＿ｋｏｌｌｅｇｉｙａ＿２０１９ ｐｄｆ

—７—
① 塔斯社ꎬ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７４５８６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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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柴油生产量及生产类型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同图 ５ꎮ

成品油出口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

斯成品油出口额占俄罗斯主要产品出口额的 １７ ４％ ꎬ仅次于原油出口比重

(２８ ７％ )ꎬ列第二位ꎮ

图 ７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成品油及石油产品出口量 (单位:亿吨)

资料来源:俄联邦海关局ꎬｈｔｔｐ: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５０２

图 ７ 显示的是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成品油及石油产品出口量ꎮ 从图中

可以看出ꎬ燃料油的出口量占比较高ꎬ但明显呈下降趋势ꎮ 由此证明ꎬ国家出

台的鼓励提高炼油深度的政策已经产生预期效果ꎬ对于提高炼油效率、增加

商业附加值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但汽油产量及出口量远远低于燃料油和柴油ꎮ
在出口的国家分布中ꎬ欧洲仍然是主要市场ꎬ但份额整体呈下降趋势ꎬ其次是

亚太国家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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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罗斯石油化工原料的生产、国内消费及出口

在石油开采中ꎬ产品包括原油、凝析气和伴生石油气ꎮ 这三类原材料的初

加工产品主要是石油化工原料ꎮ 在俄罗斯产品分类和统计数据中ꎬ成品油主要

由煤油、柴油、石脑油组成ꎮ 凝析气主要制成甲烷、乙烷、液化石油气和石脑油ꎮ
伴生石油气主要用于生产甲烷、乙烷、液化石油气和石脑油ꎮ 图 ８ 标示了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成品油、凝析气和伴生石油气的初级加工产品结构图ꎮ

图 ８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成品油、凝析气和伴生石油气初级加工产品结构图(％)

资料来源: Нефтехимическая отрасль России: стоит ли ждать перемен? ｈｔｔｐｓ: / /

ｖｙｇｏ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ｉｓｓｕｅ － １１４２ /

在从原料到石油化工产品的技术路径上ꎬ俄罗斯的石油化工原料以石脑

油和液化石油气为主ꎬ超过 ８０％的轻质碳氢化合物来自这两种化工原料ꎬ行
业需求量约为 ４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吨ꎮ 其中ꎬ石脑油是通过管式炉裂解制取乙烯、
丙烯ꎬ通过催化重整制取苯、甲苯和二甲苯的重要原料ꎻ液化石油气是炼油厂

在进行原油催化裂解与热裂解时所得到的副产品ꎬ主要成分为丙烷和丁烷ꎬ
可用于烃类裂解制乙烯ꎮ 俄罗斯生产的石脑油的 １５％ 和液化石油气的

３０％ ~３５％直接用于工业ꎮ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开采了 ５ ６ 亿吨石油和凝析气ꎬ其
中一半以上用于石油加工、炼化生产ꎬ超过四成的伴生石油气用于天然气加

工ꎮ 而用于出口的液化石油气六成是由西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诺瓦泰克

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俄气”)生产ꎬ其余四成来自

乌拉尔 －伏尔加河地区的“俄气”、俄罗斯石油公司(以下简称“俄石油”)和
卢克石油公司ꎬ还有一部分来自在建的西布尔西西伯利亚石油化工厂

(СИБУР ЗапСибНефтехим)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修订版的«２０３０ 年前天然气、石油化工发展战略»中提到ꎬ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碳氢化合物产量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增长了 ２３ ９％ꎬ从３ ０９０万吨增至

４ ０６０万吨ꎮ 预计碳氢化合物产量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４１０ 万吨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５ ２３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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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ꎬ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５ ８６０ 万吨ꎬ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１ ３ 倍ꎮ 所有类型的主要原材

料的消费量都将增加: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将增长 ２ ~ ２ ５ 倍ꎬ乙烷增长 ５ 倍ꎮ
乙烷的加工生产将主要来自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科维克金和恰扬金

(Ковыктинское и Чаяндинское)新天然气田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仍将有２ ６８０万吨

的碳氢化合物过剩ꎬ其中包括 １ ９２０ 万吨石脑油和 ７６０ 万吨液化石油气ꎮ

图 ９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主要化工原料产量、国内消费量与出口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同图 ８ꎮ

(三)俄罗斯聚合物类石化产品产量、国内消费与出口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原料被加工成具有一定附加值的产品ꎬ最具商业价值

的方向是石油化工聚合物生产ꎬ包括合成橡胶和热塑性合成物(聚乙烯、聚丙

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和聚酯合成纤维)ꎮ 俄罗斯石油化工行业生产的所有

聚合物种类中ꎬ聚乙烯占比 ６５％ ꎬ其次是聚丙烯ꎬ占比 ２５％ ꎮ 在推动能源行

业从原料出口型向高附加值生产型转变的过程中ꎬ石油化工聚合物生产是俄

罗斯规划的重要方向ꎬ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ꎬ俄罗斯大吨位聚合物①的产量增长了 ５８％ ꎬ达到 ５１９ 万

吨ꎮ 增长的原因是对该行业的投资增加以及新的大型企业和项目的投产ꎬ例
如 ２０１３ 年托博尔斯克聚合物工厂(Тобольск Полимер)投产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ꎬ对初级聚合物进口的依赖性大大降低ꎮ 由于国际市场消费增长率放缓

(在此期间增长了 ２５％ )和俄罗斯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ꎬ到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几

乎不再是大吨位聚合物的净进口国ꎮ ２０１８ 年大吨位聚合物的生产量比 ２０１７

—０１—

① 大吨位、中吨位和小吨位是对化工产品分组和类别的笼统描述ꎬ是根据化工产品

的质与量引入的差别化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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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３ ９％ ꎬ达到 ５３０ 万吨①ꎮ
从图 １０ 中可以看出ꎬ国内生产量、需求量最高的是聚丙烯ꎬ聚丙烯、异戊

烯橡胶和丁二烯橡胶产量多于需求量ꎻ高密度聚乙烯、低密度聚乙烯和聚苯

乙烯产量和需求量基本持平ꎻ聚氯乙烯和线性低密度聚乙烯供应不足ꎮ 聚合

物的用途之一是生产橡胶ꎬ俄罗斯超过 ７０％的橡胶用于出口ꎬ国内需求量不

大ꎮ 因此ꎬ生产的橡胶只占生产聚合物的 １０％ꎮ 在橡胶需求中ꎬ７０％多用于生

产轮胎ꎬ剩余的用于生产一系列橡胶制品ꎮ 俄罗斯市场上合成橡胶的主要采购

商是德国和韩国ꎬ这两个国家每年从俄罗斯进口共８ ７００万美元的合成橡胶ꎮ

图 １０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基本聚合物的生产与消费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同图 ８ꎮ

图 １１ 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主要化工原料的产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化学和石化综合体发展战略»ꎬ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ｄｏｃｓ / ２３１３６ /

—１１—

① А В Новак Итоги работы Минэнерго России и основ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ТЭК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 Задачи на среднесрочн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 ｇｏｖ ｒｕ / ｐｒｅｚｅｎｔａｃｉｙａ＿ｋｏｌｌｅｇｉｙａ＿２０１９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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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罗斯的产业规划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大吨位聚合物的产量将增至１ ４４０万
吨(大约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３ 倍)ꎬ国内消费量将增加 １ 倍ꎮ 因此ꎬ到 ２０２５ 年ꎬ通过

增加产量ꎬ俄罗斯可能成为大吨位聚合物的主要出口国ꎬ净出口量约为 ６４０
万吨ꎬ主要出口聚乙烯和聚丙烯ꎮ 俄罗斯该类产品的生产以大型项目投资的

方式推进ꎬ产量的新增长点将来自西西伯利亚石油化工厂和阿穆尔天然气化

工综合体(Амурский ГХК)这两家企业ꎬ他们将确保每年生产 ３００ 万吨聚乙

烯ꎮ 产品计划主要销往欧洲和亚太国家ꎮ

图 １２ 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大吨位聚合物的生产和消费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同图 １１ꎮ

(四)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占比低ꎬ
技术水平不高且发展缓慢ꎬ精细化工产品不仅缺乏国际竞争力ꎬ而且无法满

足国内需求ꎮ
首先ꎬ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看ꎬ俄罗斯在能源原材料方面的比较优势和

竞争优势一直无法转化为能源化工行业的竞争优势ꎮ
能源化工行业在 ２０１２ 年确立高附加值战略并且在 ２０１４ 年作为进口替

代重点发展行业之后ꎬ投资和产出取得了一定进展ꎬ但成效并不显著ꎮ 从产

出贡献及其变化看ꎬ２０１２ 年能源化工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１ １％ ꎮ
同期ꎬ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美国占 ６ １％ ꎬ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占 ８ ９％ ꎬ能源

进口大国日本占 ８ ２％ (见图 １３)ꎮ
在 ２０１２ 年制定、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两次修订的«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化学和

石化综合体发展战略»中ꎬ能源化工行业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ꎬ确定了宏伟

的目标ꎬ要求到 ２０３０ 年ꎬ能源化工产品的进口额在工业原料进品额中的比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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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３ ２０１２ 年能源化工行业在主要国家 ＧＤＰ 中所占的比重(％)
资料来 源: «２０３０ 年 前 俄 联邦 能 源 发展 战 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修 订 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 ｇｏｖ ｒｕ / ｎｏｄｅ / １０２６

重从 ４６％降至 ２８％ ꎬ深加工产品出口份额从 ２１％ 增至 ４５％ ꎮ 为此ꎬ２０１２ 年

以来ꎬ在这个方向上ꎬ仅化工园区投资就部署了约 ２００ 个投资项目ꎬ总投资超

过 １ 万亿卢布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之后ꎬ欧美对俄制裁ꎬ油价下跌ꎬ
卢布贬值ꎬ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扶持的产业包括能源化工在内的 ２０ 多个行

业ꎬ进一步加大了在能源化工领域的投资力度ꎮ 尽管能源化工行业获得了一

系列支持ꎬ产出有一定增长ꎬ但横向相比ꎬ对国民经济贡献率并没有显著上

升ꎮ 如图 １４ 所示ꎬ石油产品和化工产品在制造业中的比重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一直

徘徊在２５％ ~ ２６％ 之间ꎬ也就是说ꎬ其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仍然在 １ １％ 左右ꎮ 从

收益来看ꎬ俄罗斯石化综合体的收益在实体行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２ ６％ ꎬ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比达到 １５％ ꎮ

图 １４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制造业部门贡献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整理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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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从进口替代政策在能源化工领域的效果看进展非常微弱ꎮ 俄联邦

海关局最新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从国外进口的化工产品及橡胶量为 ４３８ ３ 亿美

元ꎬ进口产品多为高附加值的商品ꎮ 其进口总额在俄罗斯主要进口产品结构

中仅次于汽车和机械ꎬ占总进口额的 ２０％ ꎮ 这与进口替代战略之前的 ２０１２
年进口总额的 ４７７ １ 亿美元以及进口替代战略提出初期 ２０１５ 年 ４３９ ４ 亿美

元的进口额相比ꎬ只是略有减少ꎮ 说明化工及合成橡胶类高附加值产品领域

俄罗斯的产出能力仍然有限ꎮ
再次ꎬ俄罗斯在能源化工领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在提高ꎬ但多属于大类

产品出口和精细高附加值产品进口ꎮ 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仍停留在原材料

成本优势方面ꎮ 以合成橡胶的进出口量为例ꎬ在没有受到欧美经济制裁之前ꎬ
２０１２ 年合成橡胶的出口量为 ８７ １ 万吨ꎬ２０１５ 年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出口

量为 ９３ ３３ 万吨ꎬ到了 ２０１８ 年为 １０１ ５ 万吨ꎬ出口量逐年增加ꎮ 从进口方面看ꎬ
２０１２ 年合成橡胶的进口量为 １４ ７ 万吨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１６ ８ 万吨ꎬ到了 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２２ １ 万吨ꎮ 这部分进口产品是目前国内生产水平不能达到的ꎮ 其主要进口的

橡胶类型为丁苯橡胶和丁二烯甲基苯乙烯橡胶ꎮ
最后ꎬ缺乏足够的原料基础是制约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目前ꎬ俄罗斯几乎完全提供了所有类型的大吨位聚合物ꎬ但必须进口特殊品牌

的中小吨位聚合物及单品ꎮ 例如ꎬ在拥有生产大吨位原料能力的情况下ꎬ俄罗

斯没有环氧氯丙烷ꎮ 因此ꎬ目前在进口原料上进一步加工生产ꎬ例如粘合剂、密
封剂、环氧树脂、表面活性剂、增塑剂、染料、药物和乳化剂等ꎮ 俄罗斯也没有对

轻工业非常重要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纤维(ＰＥＴ)ꎮ 如果有足够的乙烯容量ꎬ
将有可能生产乙二醇醚ꎬ而乙二醇醚现在完全通过进口购买ꎬ然后再加工生产

硬化剂、油漆和清漆的溶剂、建筑添加剂、制动液和表面活性剂ꎮ
在出口结构中ꎬ化工行业的出口目前主要以低加工的原材料和产品(矿

物肥料和合成橡胶)为主ꎬ在出口结构中仅占 ６ ４％ ꎬ而能源燃料的出口比重

为 ７１ ７％ ꎮ 俄罗斯石油化工行业的优势在于原材料价格廉价ꎬ并且在开采、
原料加工地附近生产ꎬ能极大地减少石油运输成本ꎮ 由于远东地区靠近亚太

消费市场ꎬ所以俄罗斯正在加强其在亚太石油市场的地位ꎮ

三　 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面临的挑战及支持政策

(一)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向高附加值转型面临的挑战

根据对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现状和项目运行成果的分析ꎬ俄罗斯能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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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业向高附加值转型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第一ꎬ缺乏生产单体的能力(首先是热解能力)ꎮ 该行业生产多以聚合物

为主ꎬ而乙烯、丙烯和丁二烯等单体的生产能力不足ꎮ 石化产品开发中最薄

弱的环节是单体ꎬ特别是乙烯十分短缺ꎮ
第二ꎬ特殊中小吨位聚合物和利基石化产品(特殊化学品)需要进口ꎮ 特

殊小吨位聚合物和某些类型的聚合物(例如ꎬ线性低密度聚乙烯和聚氯乙烯

ＰＶＣ)几乎全部进口ꎬ俄罗斯作为一个拥有独立生产大吨位原料丙烯设施的

国家却不能独立生产环氧氯丙烷ꎮ 增加此类产品产量的能力主要受到缺乏

技术和中小型石化企业发展程度不高的限制ꎮ
第三ꎬ进口替代战略在石油化工领域遇到的瓶颈是俄罗斯一方面大量出

口低级化工原料和聚乙烯、聚丙烯等大吨位聚合物ꎬ另一方面却从欧盟、美国

和中国等国家进口以此为原料的家用产品、纺织品、建筑和医疗用品等高附

加值的化工产品ꎮ
第四ꎬ石化原料运输的基础设施限制ꎮ 例如ꎬ波罗的海石化综合体项目

被取消ꎬ原因是没有修建亚马尔 －涅涅茨自治区的瓦兰吉尼亚油田矿床的管

道ꎬ因此无法提供原材料的供应ꎮ
第五ꎬ俄罗斯国内市场高度依赖石化产品进口ꎬ而石化行业生产高度依

赖设备和材料的进口ꎬ包括炼油行业对进口设备和催化剂的严重依赖及新技

术的引用率较低ꎮ
(二)俄罗斯对能源化工行业的扶持政策:税收和进出口政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ꎬ«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草案»中提到ꎬ国家将采

取许多措施ꎬ包括国家支持建设大型生产碱性单体和聚合物的项目ꎻ开发和

实施国家石油化工技术ꎻ优化物流ꎬ消除铁路通行能力的瓶颈ꎬ主要是在斯维

尔德洛夫斯克铁路托博尔斯克—苏尔古特段上ꎻ刺激最终石化产品需求质量

的提高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政府为加快战略转型ꎬ在能源领域十分重视原油加

工和炼化行业ꎬ增加石化产业链ꎬ以出口更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ꎬ出台了一系

列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关税政策ꎬ并不断完善实施ꎮ 其主要趋势为逐步取

消原油出口关税、提高矿产开采税、增加乙烷、液化石油气等化工原料的反消

费税等ꎮ
在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关税方面ꎬ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以来ꎬ俄罗斯一直在

使用“６０ － ６６ － ９０”方案计算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关税ꎮ ２０１４ 年年底原油

出口关税税率公式中使用的系数从 ０ ６ 降至 ０ ５９ꎬ柴油的出口关税税率从

６６％降至 ６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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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启动了石油行业税收改革ꎬ在降低出口关税的同时按比

例提高矿产开采税ꎮ 该项改革原定于 ２０１７ 年完成ꎬ届时出口关税将降至

３０％ ꎬ但该税改方案被推迟了好几次ꎬ直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普京总统才批准了

新的石油行业税改方案ꎬ即俄罗斯计划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ꎬ将原油和

石油产品出口关税①从 ３０％每年降低 ５ 个百分点ꎬ直到 ２０２４ 年将其减为零ꎬ
从而按比例增加矿产开采税②ꎮ 同时油气产品的出口关税税率也相应降

低ꎬ现阶段轻质油和商品汽油的出口关税税率是原油税率的 ３０％ ꎬ直馏

汽油为 ５５％ ꎬ焦炭为 ６ ５％ ꎬ液化气为零关税ꎬ但重质油产品的出口关税

税率增至 １００％ ꎮ 由此证明国家对加工程度高的油气产品的支持力度在

不断加强ꎮ
此项关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将是炼油厂和油气零售商ꎬ既免征矿产

开采税ꎬ又降低了原油及油气产品的出口成本③ꎮ 由此可见ꎬ近年来俄罗

斯出口关税一降再降ꎬ用关税措施鼓励和刺激原油及油气产品的出口ꎬ并
限制粗放型的原油开采模式ꎮ

从 ２０１４ 年起石油行业开始采取税收策略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关税

系数下降而原油开采和出口的税率同时上升ꎮ 随着相关政策的实施ꎬ为了补

偿原材料的国内价格上涨ꎬ对供应国内石化企业的石脑油的消费税实行减

免ꎮ 当前的补贴计划是在高油价时期形成的ꎬ海关补贴的绝对值也很高ꎮ 随

着油价下跌ꎬ海关补贴的数量开始迅速下降ꎮ 俄罗斯炼油厂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的海关补贴超过 ５ 万亿卢布ꎬ大大超过了这段时期内使整个炼油业现代化

的投资计划ꎬ补贴的规模随着油价的上涨而增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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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原油出口关税根据 １ 吨乌拉尔原油每月实际平均价格与既定监管价格之间的差

额征收ꎮ 根据 １ 吨石油的成本ꎬ有四个主要选项可用于计算出口关税:(１)１ 吨乌拉尔原

油实际平均价格低于 １０９ ５ 美元时ꎬ税率为零ꎻ(２)１ 吨乌拉尔原油实际平均价格高于

１０９ ５ 美元ꎬ但低于 １４６ 美元时ꎬ税率不超过 ３５％ ꎻ(３)１ 吨乌拉尔原油实际平均价格高于

１４６ 美元ꎬ但低于 １８２ ５ 美元ꎬ税率最高为 ４５％ ＋ １２ ７８ 美元ꎻ(４)１ 吨乌拉尔原油实际平

均价格在 １８２ ５ 美元以上时ꎬ税率最高为 ３０％ ＋ ２９ ２ 美元ꎮ 此外ꎬ自 ２０１９ 年起ꎬ计算公

式中将包含 ０ ８３３ 的校正系数ꎬ到 ２０２０ 年ꎬ该系数将为 ０ ６６６ꎮ 由于近年来 １ 吨乌拉尔原

油的平均成本从未跌破每吨 １８２ ５ 美元ꎬ因此ꎬ原油出口关税 ＝ [(１ 吨乌拉尔原油实际平

均价格 ＄ １８２ ５) × ０ ３ ＋ ＄ ２９ ２] × ０ ８３３ꎮ
塔斯社ꎬ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５２３４１４８
Экспортная пошлина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вывезти нефть из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ｂｃｓ －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ｒｕ / ｎｏｖｏｓｔｉ － ｉ － ａｎａｌｉｔｉｋａ / ｅｋｓｐｏｒｔｎａｉａ － ｐｏｓｈｌｉｎａ － ｓｋｏｌ － ｋｏ － ｓｔｏｉｔ － ｖｙｖｅｚｔｉ － ｎｅｆｔ － ｉ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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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补贴政策的方式帮助能源化工企业应对国际竞争形势的变化

俄罗斯根据产业目标和各种石化产品的竞争力变化ꎬ在税收政策和进出

口政策的基础上ꎬ运用补贴政策支持能源化工行业的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石脑油补贴包括每吨 ９ ７００ 卢布的逆向消费税和额外３ ２００

卢布的关税补贴(总计约 １ ３ 万卢布)ꎮ 但政府目前正在考虑降低石脑油１ / ３
的补贴ꎬ降至最高每吨 ９ ０００ 卢布ꎬ用以补贴乙烷的消费税ꎮ

乙烷逆向消费税在 ２０１９ 年年初俄罗斯政府制定的«２０２５ 年前石化

综合体发展路线图»中提到ꎬ即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重建或引进以乙

烷作为原材料的化工公司将能够得到每吨 ９ ０００ 卢布的逆向消费税ꎬ该
文件还阐明计划实施液化石油气的逆向消费税将从每吨 ４ ４５０ 卢布逐步

提高ꎬ直至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增至每吨 ７ ５００ 卢布ꎬ以便在俄罗斯联邦将

其更多地用作石化和燃料的原料ꎮ 目前该政策已经得到落实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初ꎬ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科扎克指示财政部、能源部和其他相

关部门于 １２ 月 ６ 日向政府提交一项法案ꎬ为石化产品中的乙烷和液化石

油气加工商创造优惠税收条件ꎮ 政府已从根本上批准了征收乙烷和液化

石油气的反向消费税ꎬ液化石油气的反向消费税将从 ２０２２ 年起生效ꎬ每
吨税额为 ４ ５００ 卢布ꎬ从 ２０２４ 年起将增至 ６ ５００ 卢布ꎬ从 ２０２６ 年起将增

至７ ５００卢布ꎻ乙烷的反向消费税为自 ２０２２ 年起每吨 ９ ０００ 卢布①ꎮ 此项

优惠政策仅适用于 ２０２２ 年以后开始新的石化产品生产或承诺投资至少

６５０ 亿卢布且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投入运营的现

代化加工厂ꎮ
受地理位置不同的影响ꎬ物流成本参差不齐ꎬ后又引入了反消费税系数ꎬ

系数的大小从 １ ~ １ ５ 不等ꎬ分为 ６ 个区域组ꎮ 乙烷和液化石油气是阿穆尔

天然气化工综合体的原材料必需品ꎬ此项优惠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西布尔公

司项下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ꎬ从 ２０２６ 年起可直接获得 １１０ 亿美元的

投资ꎮ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年底已初步商定从“俄气”购买原材料ꎮ
除西布尔公司之外ꎬ远东地区的俄罗斯天然气加工厂(Русгаздобычи)和

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的伊尔库茨克聚合物工厂将因此受益ꎮ 此项举措也是

俄罗斯为应对欧美制裁、深化能源行业改革、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转变

其增长方式而作出的政策调整ꎮ 这不仅刺激了对炼油厂现代化建设的投资ꎬ
促进了炼油厂的现代化进程ꎬ也有利于解决国内市场高度依赖石化产品进口、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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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生产行业高度依赖设备和材料的进口、新技术的引用率低等问题①ꎮ 对

此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科扎克表示ꎬ政府希望通过 ６ 年改革获得总计 １ ３
万亿 ~１ ６ 万亿卢布的财政收入ꎮ 此项政策的不足之处还在于ꎬ不能有效控制

炼油的数量ꎬ到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的炼油量将大大超过目标水平ꎬ达到 ３ 亿吨ꎬ汽
油过剩达到 １ ０００ 万吨②ꎮ 而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最新的消息称ꎬ俄罗斯副总理尤

里鲍里索夫并不同意征收矿产开采税以补偿液化石油气的反消费税③ꎮ 总

体来说ꎬ此项税收政策仅是一个可行性的模型ꎬ具体内容仍需不断完善和优化ꎮ

四　 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向高附加值转型的发展前景

(一)行业整体投资和盈利状况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政府制定实施的«２０３０ 年前化工和石化综合体发展战略»
和 ２０１３ 年制定实施的«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斯能源发展战略»是俄罗斯能源领域

从原料发展模式向高附加值发展模式转型的起点ꎮ 这两份文件为俄罗斯能

源领域的发展确定了两大战略目标:(１)从原料发展模式转向高附加值模式ꎻ
(２)成为化工聚合物产品的净出口国④ꎮ

自 ２０１２ 年以后ꎬ俄罗斯石油化工领域的大型投资项目进入活跃阶段ꎬ这
些项目主要生产聚苯乙烯、ＡＢＳ 塑料、丙烯、聚丙烯和聚氯乙烯ꎮ 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ꎬ石化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两万亿卢布⑤ꎮ 由于石化行业本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西布尔公司董事会主席德米特里科诺夫表示ꎬ如果政府决定对液化石油气征

收逆向消费税ꎬ那么我们吸引外资的能力可能会提高到 ５０％ 以上ꎻ能源部部长诺瓦克认

为ꎬ采取刺激石化行业的措施将为俄罗斯吸引超过 ３ ５ 万亿卢布的投资ꎮ 他说ꎬ未来 ６ ~
７ 年的投资将使俄罗斯的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的加工量每年增加 ８００ 万 ~ １ ０００ 万吨(目前

的加工量为 ８０ 万吨的乙烷和 ３００ 万 ~ ３５０ 万吨的液化石油气)ꎮ 但此政策不乏反对声ꎬ
财政部海关与税收部门负责人阿列克谢萨扎诺夫表示ꎬ这一切都取决于补偿款的来源

问题ꎬ并且不会用国家资金来支持西布尔公司ꎮ 俄罗斯商业咨询新闻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０４ / １２ / ２０１９ / ５ｄｅ７ｂ６２０９ａ７９４７８ｃｆ１２４８１ｅ１

国际文传电讯社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ｆａｘ ｒｕ / ｐｒｅｓｓｃｅｎｔｅｒ / ６３９８６３
俄罗斯商业咨询新闻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１９ / ０２ / ２０２０ / ５ｅ４ｂｅ０２ｄ９ａ７９４７

ｂ５７８５ｅｂ９ｅ１
Рынок базовых продуктов нефтехимии:олефины и ароматические углеводороды －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ｃｅｎｔｅｒ ｈｓｅ ｒｕ / ｄａｔａ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０６ / １４７８００４７９８ / Рынок％ ２０базовых％ ２０прод
уктов％２０нефтехимии － ２０１９ ｐｄｆ

Химикам не хватает 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ｇ －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８４ ２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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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具有高资本强度(投资额约为 ５ 亿 ~ １００ 亿美元)、资金回报周期长、要求

原料制备充足及化工产品运输等基础设施完善等特点ꎬ而这些恰好是俄罗斯

现阶段所不具备的ꎬ因此融资困难ꎬ投资项目具有较高风险ꎮ 目前ꎬ俄罗斯综

合石化项目的利润率不超过 １０％ ①ꎮ
从投资趋势上看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投资额增长迅速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００ 亿卢

布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近 ２ ０００ 亿卢布(见图 １５)ꎮ

图 １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石化行业投资变化 (单位:亿卢布)
资料来源:俄联邦海关局ꎬｈｔｔｐ: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５０２ꎻ俄联邦国家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１１１８９

投资的快速增长开始逐渐形成生产能力ꎬ总产量与国内不断增长的消费量

逐渐接近ꎬ净进口量在 ２０１５ 年后大幅下降ꎮ 图 １６ 显示ꎬ尽管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

大吨位聚合物的消费量一直高于产量ꎬ但产量增长速度较快ꎬ到 ２０１７ 年几乎达

到供需平衡ꎮ 这说明ꎬ２０１２ 年以来的石化行业大规模投资已初见成效ꎮ

图 １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石化行业产出、消费与净进口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同图 １５ꎮ

—９１—

① Не пиролизом единымꎬ как нефтехимия может спасти НПЗ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ｏｍｍｅｒｓａｎｔ ｒｕ / ｄｏｃ / ４０２６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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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分布与主要化工综合体投资运营概况

根据«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草案»ꎬ计划在 ２０３５ 年之前将在石油

和天然气化工业中发展集群化ꎬ以形成具有以大型热解装置为生产核心的

碳氢化合物深度加工中心ꎬ并与随后的塑料和橡胶等产品的生产有机结

合ꎬ将其加工成半成品和最终产品供消费市场使用ꎮ 有望在原材料和消费

市场附近创建和发展六大集群(西北、伏尔加河、西西伯利亚、里海、东西伯

利亚和远东)ꎮ
近年来投资的油气综合体项目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几大石油化工企业:西

布尔公司、“俄石油”、卢克石油公司、“俄气”和“ТАИФ － НК”股份公司ꎮ
１ 西布尔公司

西布尔公司是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天然气处理和石化企业ꎬ拥有和运营俄

罗斯最大规模的石油伴生气处理设施ꎬ是俄罗斯最大的石化公司ꎮ ２０１９ 年ꎬ
西布尔公司的收入达 ８２ 亿美元ꎬ未计利息、税收、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为 ２６
亿美元ꎮ 在过去的 １０ 年中ꎬ西布尔公司实施了总价值约 １ 万亿卢布的大型

投资项目ꎮ 西布尔公司每年都将利润的至少 ７０％用于投资计划ꎬ同时保持平

衡的债务负担ꎮ ２０１９ 年聚丙烯的销售量达到 ７３ ７ 万吨ꎬ聚乙烯的销量达到

２６ １ 万吨ꎬ塑料和有机合成产品的销售量达到 ７９ ３ 万吨①ꎮ 西布尔公司已

成功开发其位于俄罗斯托博尔斯克的石化产业集群ꎬ并正在这一地区建设石

化二期项目ꎮ
西布尔西西伯利亚石油化工厂于 ２０１９ 年启动ꎬ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

化综合体ꎬ在建设前已经完成了管道基础设施建设ꎬ其热解装置用于生产液

化石油气和乙烷ꎬ原料来自西西伯利亚油田的伴生石油气ꎬ并且用于生产的

汽油全部来自“ТАИФ － НК”股份公司ꎮ 全部投产后年产能为 １５０ 万吨乙

烯、５０ 万吨丙烯和 １０ 万吨丁烷 －丁烯馏分ꎮ 共建有 ４ 个聚合单元ꎬ用于生产

各种等级聚乙烯ꎬ年总产能为 １５０ 万吨ꎻ生产聚丙烯的工厂年产能为 ５０ 万

吨ꎮ 最终达到年总产能 ２００ 万吨的各种等级的聚乙烯和聚丙烯的生产ꎬ出口

对象为欧洲和中国②ꎮ
西布尔公司计划在 ２０２１ 年启动具有每年 １５０ 万吨乙烷加工能力的阿穆

—０２—

①

②

西布尔公司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ｂｕｒ ｒｕ / ｐｒｅｓｓ － ｃｅｎｔｅｒ / ｎｅｗｓ / ＳＩＢＵＲ － ｓｏｏｂｓｈｃｈｉｌ －
ｏ － ｆｉｎａｎｓｏｖｙｋｈ － ｉ － ｏｐｅｒａｔｓｉｏｎｎｙｋｈ － ｒｅｚｕｌｔａｔａｋｈ － ｄｅｙａｔｅｌｎｏｓｔｉ － ｐｏ － ＭＳＦＯ － ｚａ － ２０１９ /

На ЗапСибНефтехиме получен первый полиэтилен из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сырья.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ｆｔｅｇａｚ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Ｇａｚｏｈｉｍｉｊａ / ５０１３７５ － ｎａ － ｚａｐｓｉｂｎｅｆｔｅｋｈｉｍｅ － ｐｏｌｕｃｈｅｎ － ｐｅｒｖｙｙ －
ｐｏｌｉｅｔｉｌｅｎ － ｉｚ － ｓｏｂｓｔｖｅｎｎｏｇｏ － ｓｙｒｙ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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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ꎬ它将成为俄罗斯最大、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加工企业ꎬ用
于生产乙烷、丙烷、丁烷、戊烷 －己烷馏分和氦气ꎮ 这些产品是生产高附加值

产品的基本原料ꎮ 另外ꎬ在远东地区正在实施甲醇和尿素两个主要生产投资

项目ꎮ 它们是德国“ＥＣＨ”集团公司的“阿穆尔州斯科沃罗迪诺市甲醇生产新

工厂建设”和“滨海边疆区纳霍德卡市生产氨和甲醇的大型工厂建设”项目ꎮ
这些项目最终将具有 ２８０ 万吨甲醇和 １８０ 万吨氨的生产能力ꎬ总投资将达到

３ ３１０ 亿卢布ꎮ
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是俄罗斯石化的重点项目ꎬ在«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

斯能源发展战略»中提到ꎬ要将远东地区的炼油能力提高近 ３ ５ 倍ꎬ达到每年

３ ９００ 万吨ꎮ 该项目用于建设炼油和石化综合设施ꎬ并向远东联邦区和亚太

国家提供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ꎬ年产能为 １５０ 万吨乙烯ꎬ并将进一步加工成

俄罗斯和世界市场所需品牌的聚乙烯ꎮ 预计西布尔公司对阿穆尔天然气化

工综合体的投资为 ７ 亿 ~ ８ 亿美元ꎬ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Ｓｉｎｏｐｅｃ Ｇｒｏｕｐ)
计划以 ４０％的股份参与合资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西布尔公司已与“俄气”签订了长

期乙烷供应合同ꎮ
２ “俄石油”
“俄石油”下属的石化分公司主要有安加尔斯克聚合物工厂(Ангарский

завод полимеров) 和新库比雪夫斯克石油化工公司 (Новокуйбышевский
нефтехимической компания)ꎮ ２０１６ 年 “俄石油” 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Ｃｈｅｍｃｈｉｎａ)一起开发东方石油化工公司(Восточный НХК)ꎬ其中中国化工

集团公司持有股份 ４０％ ꎮ 到 ２０１６ 年年底共吸引外资 １ ５ 万亿卢布ꎮ 项目共

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每年炼油 １２０ 万吨ꎬ制成汽油、柴油用于国内自用和出

口到亚太国家ꎻ第二部分每年生产 ３４０ 万吨的化工产品ꎬ如单乙二醇、聚乙烯

和聚丙烯等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由于俄罗斯政府要求国有控股公司支付 ２０１５ 年净收入的

至少 ５０％作为股息ꎬ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俄联邦经济发展部指出ꎬ“俄石油”的“东方

项目”在 ２５ 年内都不能得到投资回报ꎮ 即使在国家支持的情况下ꎬ也将出现

负面绩效ꎬ“东方项目”的前景仍不明朗ꎬ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完成税收任务

的概率很小ꎮ 目前ꎬ该项目已经被暂停ꎬ欲寻求更多投资注入ꎮ
“俄石油”正在实施该行业规模最大的雄心勃勃的炼油厂现代化计划ꎬ总

投资额达 １ ４ 万亿卢布ꎬ其中已投资８ ５００亿卢布ꎬ２２ 个主要炼油厂和综合体

已建成并进行现代化改造ꎬ这使“俄石油”大幅提高了 Ｅｕｒｏ － ５ 汽油和柴油的

产量ꎬ完全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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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卢克石油公司

卢克石油公司拥有斯塔洛林(Ｃтавролен)和里海(Каспийский ГХК)项
目ꎬ是一家垂直一体化的石油公司ꎮ 在斯塔洛林以天然气为原料建立天然气

加工厂ꎬ建立新的热解装置ꎻ在里海地区(以柯察金命名的油田)生产伴生石

油气和气体凝析油ꎬ但 ２０１５ 年该项目因故被搁置ꎮ
４ “俄气”
“俄气”包括萨拉瓦特石油化工厂(НХК Газпром нефтехим Салават)和

萨彦岭天然气综合体项目(Саянский ГХК)ꎬ是大型天然气开发公司ꎬ也是垂

直一体化的企业ꎬ集团中包括石油开发公司(Газпром нефть)ꎮ 他们从自己

开发的油气田中进行石油加工ꎬ生产液化石油气、石脑油及化工产品ꎮ 但目

前萨彦岭天然气综合体项目也没有按计划进行ꎮ
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Амурский ГПЗ)为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提

供原料ꎬ该工厂是未来通过“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

的技术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ꎬ预计在 ２０２１ 年完工ꎻ其用于生产乙烷的天然

气原料来自恰扬金气田ꎬ并通过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进行高温分解制

成化工原料ꎮ 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始建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一期工程计划于

２０２２ 年完工ꎬ最终将在 ２０２５ 年完成项目建设ꎮ 该工厂每年将生产 ２６０ 万

吨乙烷、１６０ 万吨液化石油气、６ ０００万立方米氦气ꎬ并将出口 ３８０ 亿立方米

的天然气ꎮ 俄能源部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说ꎬ未来天然气输送链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将是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ꎮ 该工厂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

气处理企业之一ꎮ
“俄气”计划在 ２０２１ 年启动第一条生产线ꎬ第二条生产线将在 ２０２４ 年

启动ꎮ
５ “ТАИФ － НК”股份公司

“ТАИФ － НК”股份公司拥有炼油厂、汽油厂和用于处理重质残渣的综

合设施ꎮ 在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ꎬ它是俄罗斯一个大

型高温分解项目———下卡姆斯克石化综合体(Нижнекамскнефтехим)ꎬ用于

以通过乙烷管道运输来自奥伦堡天然气加工厂(Оренбургский ГПЗ)和明尼

巴耶夫斯基天然气加工厂(Миннибаевский ГПЗ)的原料为基础的乙烷加工ꎬ
于 ２０２２ 年第一阶段启动ꎮ 其天然气原料来自伏尔加 － 乌拉尔地区的油田

气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出版的«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联邦投资基金获得预算拨款的

项目执行情况报告»中的描述ꎬ由俄联邦能源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批准的下卡姆

斯克石化综合体项目目前正在实施中ꎬ预计 ２０２５ 年完工ꎬ但面临的主要问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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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铁路基础设施的运输能力不足ꎬ成品无法运出①ꎮ
“ТАИФ － НК”股份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有 ４ 个:
(１)新的烯烃聚合物及其衍生物ꎮ 该综合设施包括年产能为 ６０ 万吨的

乙烯生产以及包括聚乙烯和聚丙烯在内的塑料的综合生产ꎮ “ТАИФ － НК”
股份公司与德国林德公司签订了环氧树脂合同ꎮ ２０１８ 年ꎬ“ТАИФ － НК”股
份公司的下属企业下卡姆斯克石化公司与德国德意志银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Ｇ)组织的五家德国银行联盟之间达成了一项为期 １５ 年、金额为 ８. ０７ 亿欧

元的长期贷款协议ꎬ用于建设乙烯综合体的第一阶段项目“ЭП －６００”②ꎮ 该交

易的担保是出口信贷机构欧拉爱马仕(Ｅｕｌｅｒ Ｈｅｒｍｅｓ)ꎮ 根据协议的规定ꎬ
德林公司将提供在烃加工和物流领域中的最新先进技术和服务ꎮ

(２)发电厂的建设ꎬ总装机容量为 ４９５ 兆瓦ꎮ 该项目计划与西门子(德
国)签订总承包合同(ＥＰＣ 合同)ꎬ合同金额为 ３ ８ 亿欧元ꎬ德国德意志银行为

其融资 ２ ４ 亿欧元ꎮ
(３)生产异丁烯ꎬ规模将达到每年 １６ 万吨ꎮ
(４)将异戊二烯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年 ３３ ３ 万吨ꎮ
(三)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向高附加值发展模式转型的前景

俄罗斯政府在«２０３０ 年前化学与石化综合体发展战略»和«２０３５ 年前能

源发展战略»中为能源化工行业向高附加值转型确立了明确目标ꎬ并进行了

一系列政策扶持ꎮ 同时ꎬ随着国内外能源化工行业发展形势的变化ꎬ不断调

整相关目标和实现路径ꎬ试图根据遇到的新情况、新挑战制定更加合理、切实

可行的发展规划ꎬ但从目前的进展看ꎬ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实现高附加值发

展的目标还有许多障碍需要突破ꎮ
从目前在建的 ８ 个石油、天然气化工综合体的投资及建设情况看ꎬ最终

只有西西伯利亚石油化工厂、下卡姆斯克石化综合体和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

合体项目有可能完成投产ꎮ 这 ３ 个项目都进行了海内外融资ꎬ融资方式有直

—３２—

①

②

俄联邦经济发展部ꎬ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 ｒｕ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 ｏｔｃｈｅｔ＿ｚａ＿２０１８＿ｇｏｄ＿ｏ＿ｈｏｄ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ｃｉｉ＿ｐｒｏｅｋｔｏｖ＿ｐｏｌｕｃｈｉｖｓｈｉｈ＿ｂｙｕｄｚｈｅｔｎｙｅ＿ａｓｓｉｇｎｏｖａｎｉｙａ＿ｉｎｖｅｓｔｉｃｉｏｎｎｏｇｏ＿ｆｏｎｄａ＿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ｏｙ＿
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ｉ ｈｔｍｌ

乙烯综合体第一阶段建设项目“ЭП － ６００”ꎬ即为年产 ６０ 万吨的乙烯生产项目ꎬ其
合同费用(设计和设备供应)为 ８. ６８ 亿欧元ꎬ其中 １５％为下卡姆斯克石化公司的自有资金ꎬ
其余的 ８５％为德国五家银行的投资贷款ꎮ “ЭП － ６００”项目仅为下卡姆斯克石化公司 ４ 个

阶段项 目 中 的 第 一 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ｋｎｈ. ｒｕ / 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 / ｎｅｗｓ / ｓｏｓｔｏｙａｌｉｓ － ｐｒｅｚｅｎｔａｔｓｉｉ －
ｐｒｏｅｋｔａ － ｎｏｖｏｇｏ － ｋｏｍｐｌｅｋｓａ － ｐｏ － ｐｒｏｉｚｖｏｄｓｔｖｕ － ｅｔｉｌｅｎａ － ｅｐ －６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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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并以产品的形式回收ꎬ还有股权分成的形式合作ꎮ
在已经投产和运行的项目中ꎬ由于俄在大多数领域的技术与国际先进水

平差距较大ꎬ因此ꎬ在可预见的未来ꎬ必须进行相应的大量技术和设备投资ꎬ
以缩小这一差距ꎮ 根据其他后发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和韩国等)能源化工

行业的发展经验ꎬ化工综合体技术发展的有效路径是外国公司的本地化和与

外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ꎬ以进行技术转让ꎮ
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配套能力对能源化工领域的大项目投资

缺乏吸引力ꎮ 以“东方项目”为例ꎬ之所以会出现亏损的现象ꎬ与俄罗斯政府

的政策有着直接的连带关系ꎬ俄罗斯政府作为股东从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收取股息ꎬ使企业承受巨大压力ꎬ周转资金不足ꎬ运行难以维系ꎮ 除此之外ꎬ
化工综合体的建设和生产与基础设施配套密不可分ꎮ 波罗的海石化综合体

项目被取消ꎬ原因是没有修建亚马尔 －涅涅茨自治区的瓦兰吉尼亚油田矿床

的管道ꎬ无法提供原材料的供应ꎮ
根据俄罗斯专业机构的评估①ꎬ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目前存在设备、技

术、基础设施方面的障碍短期内很难逾越ꎮ 这些障碍包括:
(１)大量生产设施的磨损严重ꎻ
(２)化工综合体科技潜力开发不够ꎻ
(３)电力和铁路运输价格偏高ꎬ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不足ꎻ
(４)化工园区产品的技术法规体系、行业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不完善ꎻ
(５)国内市场容量不大ꎻ
(６)人力资源开发有限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可以认为ꎬ俄罗斯能源化工行业正在向着更高技术水平

和更大生产规模的目标迈进ꎬ但要与国际上领先的企业、产品进行竞争ꎬ还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ꎮ 由于投资环境、技术水平、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限制ꎬ向
高附加值发展模式转型还任重道远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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