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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乙烯原料行业发展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4-2031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402/694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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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乙烯是石化工业之母，核心产品应用广泛
乙烯下游需求覆盖广泛。乙烯是由两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的化合物，化学式为C�H�，
常温下为无色气体。乙烯作为重要的有机化工基本原料，下游衍生物产品种类众多，产品规
模占全球石化产品总量的75%以上，广泛应用于包装、农业、建筑、纺织、电子电器、汽车
等领域，其中聚乙烯是乙烯下游的主要应用，应用占比达到64%。世界上已将乙烯产量作为
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受益于新兴产业发展和化工技术
革新，以乙烯为原料的新材料应用蓬勃兴起，产业链加快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如E
VA、POE、ABS等化工新材料发展迅速、潜力较大。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新材料推动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下游高端化成为乙烯重要发展方向。由于乙烯自身性质特点
，在运输过程中需要零下100度的条件，导致乙烯外运难度大、运输条件要求高，因此乙烯
生产商多配套下游聚乙烯、乙二醇等产线实现产品的再加工。随着乙烯产能扩张，下游产品
也进入供给增速的阶段，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竞争加剧。受益于化工技术革新，以乙烯作
为原料的新材料应用兴起，推动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乙烯下游向高端化、精细化等方向发展
，产品覆盖电子电器、新能源、航空航天、信息通信等多产业。在新能源产业中，由乙烯和
醋酸乙烯共聚形成的EVA产品能够有效应用于光伏胶膜领域，由乙烯和α-烯烃共聚得到的茂
金属聚乙烯（mPE）产品广泛应用在光伏胶膜、电线电缆等领域，由聚乙烯材料作为基材
的锂电隔膜产品能够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在工程塑料产业中，聚苯乙烯产品能够应用
于食品、医药、日用品等包装领域。对于炼化企业而言，其下游能够产出多种化工原料，如
苯、醋酸等，实现与乙烯产品的有效搭配，为布局化工新材料奠定良好基础。
二、生产工艺各有千秋，原料多样化推动供给结构转变
目前国内外生产乙烯的原料主要有三种：石油、轻烃和煤炭。在乙烯的工艺制备路线中，主
要包含石脑油裂解、轻烃制乙烯、煤制烯烃三种工艺流程。石脑油裂解路线主要通过管式炉
蒸汽裂解、催化裂解等工艺制备乙烯，石脑油在高温条件下裂化成较小的分子，再通过自由
基反应形成气态轻质烯烃；轻烃制乙烯的主要以乙烷、丙烷、丁烷等轻烃为原料，其中乙烷
脱氢制乙烯是轻烃制乙烯的主要路径，其主要通过乙烷在高温裂解炉中发生脱氢反应生成乙
烯，并副产氢气；煤制乙烯主要通过煤制甲醇，甲醇再经脱水后制得乙烯，煤制乙烯存在C
TO和MTO两种类型，CTO是指煤经甲醇后生产烯烃，MTO是直接以外购甲醇为原料生产烯
烃。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乙烯原料多元化趋势明显，炼化一体化混合进料优势凸显。从全球范围来看，乙烯原料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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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脑油和乙烷为主，二者占比达到78%，其中以乙烷作为原料的乙烯装置产能占比略高于石
脑油。相较于传统的以石脑油、加氢尾油等重质原料的裂解路线和以乙烷、LPG等轻质原料
的裂解路线，在炼化一体化下，混合进料的生产灵活性及原料保障性更强，通过在炼油环节
的加氢裂化，最大程度对重质原油进行转换，对于轻烃进行综合利用从而提升附加值。此外
，炼化一体化副产部分的碳四、碳五等亦适合下游发展精细化工。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三、人均消费量仍有提升空间，高端产品国产替代带来需求红利
我国人均乙烯消费量较北美仍有差距，下游高端产品“卡脖子”与国产替代仍需时日。截至20
21年，我国人均年乙烯消费量为44kg/年，相较北美地区仍有差距，而受制于乙烯下游高端
产品的“卡脖子”环节，部分产品仍需要依赖进口。根据《高端聚烯烃材料专利申请状况分析
》，美国、日本、欧洲高端聚烯烃专利申请占比分别为43%、22%、17%，中国仅占10%。
伴随近年来我国高端聚烯烃产业发展，国内高端聚烯烃专利数量整体呈增长态势，但聚烯烃
核心领域如聚合技术、催化剂技术以及加工改性技术等主要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所垄断
。2021年我国高端聚烯烃自给率为58%，其中己烯共聚聚乙烯、辛烯共聚聚乙烯、乙烯-醋
酸乙烯酯共聚物（EVA）、茂金属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等产品的进口总量占我国聚乙
烯进口量接近50%，保障自给水平和破除高端产品的外部技术约束是需求端放量的关键动力
。
未来中国的人均乙烯消费仍有增长空间，叠加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国内经济持续回暖，
2023年国内GDP同比增长5.2%，整体经济开局良好，同时居民出行、日常接触式消费进一
步复苏，中国乙烯供需偏紧格局或将持续；另一方面下游高端产品进口替代仍需时日，技术
迭代或将推动新增需求创造，乙烯市场扩张有望进一步打开。预计我国乙烯需求量将保持增
长态势。预计到2025年我国乙烯当量消费量将达到8033万吨。

数据来源：彭博，联合国，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政策端发力支撑高端聚烯烃进口替代，自给水平有望持续提升。2021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发布的《化工新材料产业“十四五”发展指南》提出要攻克一批面向重大需求的“卡脖
子”技术，如开发高碳α-烯烃、聚烯烃弹性体(POE)、茂金属聚烯烃等，提高高端聚烯烃塑料
国产化能力，目标是2025年自给率提升至70%，在外商投资产业引导中，也明确了对于高
端聚烯烃开发生产的内容，进一步强化高端聚烯烃的技术自研和产业协同作用。
高端聚烯烃行业相关国家政策 时间 发布主体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9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将乙烯-乙烯醇共聚树脂、聚异丁烯、乙烯-辛烯
共聚物、茂金属聚乙烯等特种聚烯烃，高碳α-烯烃等关键原料的开发与生产列为鼓励类
2021年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石油和化学工业“十四五”发展指南》 攻克一批面向重
大需求的“卡脖子”技术，如开发高碳α-烯烃、聚烯烃弹性体(POE)、茂金属聚烯烃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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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聚烯烃塑料国产化能力，目标是2025年自给率提升至70% 2022年
工信部联合科学技术部、自然资源部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
石化化工行业推动茂金属聚烯烃等新产品的研发，建立高端聚烯烃创新中心 2023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
包含了高碳α烯烃共聚茂金属聚乙烯、COC/COP环烯烃聚合物等高端聚烯烃的开发、生产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四、双碳政策加码约束炼能供给，落后产能或逐步出清，大炼化竞争格局有望迎来优化
2021年9月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
〕2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
和《石化化工重点行业严格能效约束推动节能降碳行动方案（2021-2025年）》，推动石化
行业碳达峰，严控新增炼油能力，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主
要产品产能利用率提升至80%以上。2022年我国炼油产能已达到9.24亿吨，在双碳政策约
束下，国内炼能新增存在上限，而供给限制或将带来石脑油供给的进一步紧张。2022年我
国进口石脑油累计达到926万吨，同比增长40.49%，进口依赖度达到14.47%，同比提升3pc
t，但大炼化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其一体化优势，把握各环节利润，有效抵御石脑油价格波动
的风险。

数据来源：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根据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给出的“十四五”石油化工行业规划指南，十四五期间，中国将持
续推动炼油企业“降油增化”，并且将炼油厂分为大、中、小三类，分别研判了其向下游发展
化工产业的能力。对于条件齐备的大型炼厂和中型炼厂，可以向“特色炼油+特色化工”的精
细一体化模式发展。对于具有优化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炼厂改扩建配置规模化的乙烯和芳
烃装置，向稀缺性较高的化工品范畴发展。对于炼油规模小于500万吨/年的小型炼厂，基本
不具备向下游发展精细化工的能力，应当推动对小型炼厂的产能整合和产能置换，并建设具
有规模优势的炼化一体化装置。以山东裕龙岛炼化一体化装置为例，山东省关停13家“小炼
油”产能，同时组织10家地炼企业签订产能整合转移协议，推动2790万吨炼油产能整合转移
。我们认为，“十四五”石油化工行业规划的重点在于淘汰小产能，整合炼油指标，建设流程
更长、开工率更高、产品更加多样化的炼化一体化项目，而在此过程中，大炼化建设的长周
期特点也进一步延伸了行业景气周期，以山东裕龙岛项目为例，其建设周期为两年，而自20
15年筹备至今，已数度被搁浅推迟。在双碳政策约束和国内落后炼能淘汰背景下，具备多元
化产业链布局的炼化企业将具有更强竞争优势，行业格局或将优化。
石化行业节能降碳及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文件 时间 政策文件 机构 主要内容
2021年9月11日 《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 发改委 合理设置国家和地方能
耗双控指标.完善能耗双控指标管理，国家继续将能耗强度降低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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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合理设置能源消费总量指标，并向各省分解下达能耗双控五年目标。
对国家重大项目实行能耗统筹.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且在五年规划当期投产达产的有
关重大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后，在年度和五年规划当期能耗双控考核中对项目能耗量实行减
免。坚决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鼓励地方增加加可再生能源消费；鼓励地方超额完成能耗
强度降低目标。2021年10月18日《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
发改委 到2025年，通过实施节能降碳行动，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
、合成氨、电石等重点行业和数据中心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30%，行业整体能效水
平明显提升，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绿色低碳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到2030年，重点行业能
效基准水平和标杆水平进一步提高，达到标杆水平企业比例大幅提升，行业整体能效水平和
碳排放强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如期实现目标提供有力支持。 2021年10月24日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意见
明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了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表明了“双碳”目
标不只是保护环境、防治污染领域的议题，也是经济发展全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意见》明
确了高耗能产业是降碳工作关注的重点。意见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重点任务：一是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二是深度调整产业结构，三是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
体系，四是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五是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六是加
强绿色低碳重大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七是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八是提高对外开放绿色
低碳发展水平，九是健全法律法规标准和统计监测体系，十是完善政策机制。
2021年10月26日 《“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 发改委 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清洁生
产评价.严格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采取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
装备，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和水耗等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予以停批、停建。加快燃料原材料清洁替代.加大清洁能源推广应用，提高工业领
域非化石能源利用比重，因地制宜推行热电联产“一区一热源”等园区集中供能模式。大力推
进重点行业清洁低碳改造。全面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和评价认证，推动等重点行业“一行一策”
绿色转型升级。 2021年11月15日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 发改委 分类推动项目提效
达标：对拟建、在建项目，应对照能效标杆水平建设实施.对能效低于本行业基准水平的存
量项目，引导企业有序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依据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限期分批实
施改造升级和淘汰。对需开展技术改造的项目，各地要明确改造升级和淘汰时限（一般不超
过3年）以及年度改造淘汰计划；对于不能按期改造完毕的项目进行淘汰。坚决通制高耗能
项目不合理用能.对于能效低于本行业基准水平且未能按期改造升级的项目限制用能。
2021年12月10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 控制能耗的目的是减少碳排放量，因此，不
产生碳排放的能源消费不计入能耗总量控制。关于“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
消费总量控制”的理解：（1）新增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电力不产生碳排放，因此不计入能耗
总量。鼓励地方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降低能耗，超激励指标后，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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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权重以上的消纳量不纳入该地区年度和五年规划当期能源消费总量考核。（2）原料用能
：虽然消耗化石能源，但不产生碳排放，因此不计入能耗总量。原料用能是指用作原材料的
能源消费，即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不作为燃料、动力使用，而作为生产产品的原
料、材料使用，加工成别的产品，主要指化工类的加工，这个过程石油未燃烧产生碳排放，
因此不计入能耗总量。如果使用可再生能源电量，可以不计入考核；如果使用火电，则需要
计入考核。 2022年03月28日 《关于“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等六部门 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到2025年，规上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
业务收入比重达到1.5%以上；突破20项以上关键共性技术和40项以上关键新产品。大宗化
工产品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产能利用率达到80%以上；乙烯当量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化
工新材料保障水平达到75%以上。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任务全面完
成，形成70个左右具有竞争优势的化工园区。到2025年，化工园区产值占行业总产值70%
以上。石化、煤化工等重点领域企业主要生产装置自控率达到95%以上，建成30个左右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50家左右智慧化工示范园区。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wys）

注：上述信息仅作参考，具体内容请以报告正文为准。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乙烯原料行业发展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4-2031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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