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倒逼创新
——中海油炼化产业转型升级、智能一体化的道路探讨

安全绿色 智造未来



目 录

1. 中国海油炼油化产业的实践

2. 未来已来,挑战与机会

3. 未来倒逼创新的思考



“四大跨越”

产业布局：上 游

作业领域：浅 水

市场范围：国 内

发展阶段：传统能
源

上中下游一体化

深 水

国 际

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中国海油炼油化产业的实践

 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来,中
国海油成功地实现了“四大跨越”



产品
销售

炼油
(成品油、沥
青、润滑油)

乙烯

芳烃(PX)

化肥盐化工

石化下游
产品

资源委托加工

产业重组整合

企业合作并购

产业独立建设

沥青 尿素

最初(1988)
现在

 炼化产业从低端到高端、从单一到组合产品的提供

中国海油炼油化产业的实践



大榭-舟山800万
吨/年炼油

山东海化纯碱、
原盐及240万吨/
年炼油

中捷石化500
万吨/年炼油

营口沥青/燃料油：
100万吨/年

中沥公司沥青/润滑
油：500万吨/年

泰州石化沥青/润滑
油：500万吨/年

惠州2200万吨/年原油、
220万吨/年乙烯、100
万吨/年PX

湛江沥青/燃料油：
80万吨/年

炼化企业

重油利用企业

四川沥青/燃料
油：50万吨/年

东方石化：200
万吨/年炼油

炼油产能4970万吨/年(其中重油1030

万吨/年）、乙烯产能220万吨/年、芳

烃（PX）100万吨/年、纯碱产能300万

吨/年，原盐产能200万吨/年

初步形成以惠州石化基地为代表的

“两洲一湾”的产业布局。

 产业规模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形成“两洲一湾”的总体布局

中国海油炼油化产业的实践



发展战略

炼油（惠州、大
榭）：做强做优

化工：
做高做专

中海油三十多年来始终如一，炼化产业坚持差异化的发

展战略，不求总量规模最大，但求差异化发展，扬长避短，

单体结构优、效益好、质量优。

 产业发展战略

中国海油炼油化产业的实践



炼化产业发展基本原则

发展

合规化

流程

差异化

产品
高端化

结构

特色化

 转型升级的”四化原则”

中国海油炼油化产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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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挑战与机会

 一方面，“十三五”期间，随着中国GDP增速放缓、炼油产能过剩，

经济结构将发生转折性、结构性的变化，产业的产品结构、质量和

效率优化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

 另一方面，民族振兴、中国梦、两个100年目标、“一带一路”、

“全面实现小康”和“城镇化”等国家重大战略，给中国经济，包

括炼油化工产业在内，带来了新需求、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近10年GDP增长率趋势图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



化工新材料 有机原料，合成材料 传统化工品

中国石化产品“十三五”年均需求量增长预测

预计未来五年，中国
化工新材料仍存在较
大缺口，高端化工产
品类项目仍处于快速
增长阶段。

 2016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为41.2%，未来基

础设施建设会拉动化工品需求。

 中国乙烯当量自给率较低；中国聚乙烯和苯

乙烯自给率约60%，乙二醇、EVA、乙丙橡胶

等化工产品自给率仅为30%左右。

 中国化工产品需求预测

未来之挑战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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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炼化前景光明，创新、结构调整等必将成
为发展主题

调整产业结构
石化产业合理布局与结构调整，形成“炼油-

乙烯-芳烃”等石化产业一体化、集群化、

基地化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业链延伸

调整企业结构
优化重组
联合兼并
……

调整原料结构
炼化一体化与轻质资源

LNG等海外轻烃资源

煤基氢气、甲醇等资源利用

调整产品结构
炼油产品结构调整

高端石化产品：功能性化学品、

专用化学品与树脂、特殊材料等



想像力有多大，前景就有多大；

想像力有多好，前景就有多好。

--“想像力比知识重要”

我们认为，

• 挑战与机会并存，但机会远大于挑战，前景光明；

• 看不到前景就是挑战，看到前景就是机会；

• 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做强做大。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undefined&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A7%91%E7%A0%94%E5%9B%BE%E7%89%87&step_word=&ie=utf-8&in=29179&cl=2&lm=-1&st=undefined&cs=3884042343,1252304939&os=2920491524,741144630&pn=746&rn=1&di=198937045230&ln=1000&fr=&fr=ala&fmq=1431778526887_R&ic=undefined&s=undefined&se=1&sme=0&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0&ist=&jit=&objurl=http://pic.58pic.com/58pic/11/64/55/08t58PICyDJ.jpg&bdtype=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undefined&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A7%91%E7%A0%94%E5%9B%BE%E7%89%87&step_word=&ie=utf-8&in=29179&cl=2&lm=-1&st=undefined&cs=3884042343,1252304939&os=2920491524,741144630&pn=746&rn=1&di=198937045230&ln=1000&fr=&fr=ala&fmq=1431778526887_R&ic=undefined&s=undefined&se=1&sme=0&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0&ist=&jit=&objurl=http://pic.58pic.com/58pic/11/64/55/08t58PICyDJ.jpg&bdtype=0


目 录

1. 中国海油炼油化产业的实践

2. 未来已来,挑战与机会

3. 未来倒逼创新的思考



未来100-200年中国发展，在世界的经济地位
GDP将于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2050年达60多万亿美元(印度40,美国35)
“中国梦”、“民族复兴”、“一路一带”、“全面实现小康”
世界独一无二的14亿人口大市场和需求，城市化、实现小康等

 未来看什么？

未来看多长？
只看十三五太短，看十四五、十五五仍然不够，至少看50年以上
甚至要发挥想像力，看“两个一百年”

 未来看多长？

“世界工厂”、制造产业，向世界提供各种产品
国家战略性，能源保障、材料科学、汽车、航空航天等
国际视野，即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国际合作、国际竞争等

 未来看几个维
度？

未来，就是炼化行业创新发展的方向

未来如何倒逼创新？



唯有创新,才有未来

智能一体化科研与攻关 创新

商业模式

管理再造

1 2



中海油的研发布局，“一个整体，两个基地”
• 发展目标引导, 瞄准炼化行业的“工业4.0”的目标
• 加强基础研究，融合炼油化工工艺、分子表征、数字建模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 加强研究资源的整合, 与国内外一流企业、一流大学联合研发、攻关。

北京炼化研究院 青岛中试基地

 “产学研”
 充分利用高校的研

发资源

 “强强联合”
 加强与国内外一流

企业的合作

1、科研与攻关



2、智能一体化的思考

1、智能一体化之路——从数字化到智慧化
• 炼化工厂是复杂系统,智能一体化是必然的选择
• 转型升级、智能一体化相互相成，互相促进。

智慧炼化

智能炼化

数字炼化目标：实现可视化、提高工作效率
核心：生产运营信息化、自动化
应用：数字化员工、数字化资产、数
字化操作

目标：实现安稳长满优，降本增效

核心：生产运营知识化、最优化

应用：智能生产管控、智能设备运维、
智能物流、智能加油站

1

2

3

目标：实现炼化与销售业务一体化，整体优化

核心：炼化与销售业务一体化与协同管控

应用：智慧供应链、价值链优化

数字化是基础。其核心是设备、
操作运营数字化，流程自动化。通
过数字炼化建设，实现工厂运营可
视化，提高管理效率。

1

智能化是现行目标。智能炼化强
调企业模型体系建设，把绿色智
能手段和智能系统等新技术集成，
构建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环境
舒适的人性化工厂。

2

智慧化是远景目标。最终实现
全价值链的优化，建立智慧供
应链，实现炼厂和销售各环节
成本最优与销售价值的最大
化。

3



2、工厂内部的“微观”上，突出智能、物联、成本。
• 纵向的深度管理，实施精准、精细的分子工程和管理
• 建立深度关联的数字、智能、智慧化体系
• 达到工厂内部的最优化，安全、环保、能耗和成本等关键指标

原料、中间产
物及产物分子
组成分析

石油分子信息库

油品宏观性质
分析技术

油品分子水平
分析技术

油品分子水平
模拟工具

生产
执行层

炼油反应规则库

动力学计算软
件工具

生产
控制层

经营
管理层

生产调度优化原油分析及
质量控制

APC

DCS SIS PDA RFID

流程模拟 油品调和 实时数据库 智能巡检

门禁系统 视频监控

RTO

智能一体化的思考



油 头

原料采购

采 购 生 产 销 售

工艺管理、设备管理、HSE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资 源 客 户

3、工厂内外的“宏观”上，突出环境、网络、价值。
• 横向的全面覆盖，建立内外部统筹、模块间的协调关系
• 建立完整的智能一体化的优化关系，资源原料、物料互供、产品组合的优化
• 实现生产效率最高、经营成本最低、市场最大满足、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资源供应

资源成本

市场环境

税收政策

资源因素 市场因素

炼 油

化 工

产品销售

物流配送

统筹内外部资源，推进智能产业链建设，实现企业与前端、终端的产供销一体化融合。

价值链

产业链

供应链

生产供应

智能一体化的思考



几方面的关注
一体智能化的几个关键因素，框架、算力和算法，以及工作方
法。

“框架”的研究

• 建立立体型的框架体系

• 明确横向覆盖的范围，和纵向涉及的深度，及其细分程度

• 横向、纵向的关联关系

 “算力”的研究

• 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算法”的研究,

• 高强度和深度的逻辑、优化、决策函数关系的建立

• 复杂问题“思维”能力的形成

循序渐进

• 从数字化起步，逐渐深化

• 达到智能化的目的，智慧化是远景目标

化繁为简

• 由于系统过于复杂和庞大，采取模块化、格式化等是有效的处理办



两个建议

建议1：税收政策改革，引导产业转型发展、智能一体化

建议2：产学研以及大企业间的合作，共同联合研发、技术升级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