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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经要闻 

 

 2024 年 3 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2024/03/25 09:30 来源：国家统计局 

  

  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4 年

3 月中旬与 3 月上旬相比，23 种产品价格上涨，24 种下降，3 种持平。 

  

2024 年 3 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名称 
单

位 

本期价

格

（元） 

比上期 

价格涨

跌

（元） 

涨跌

幅 （%） 

一、黑色金属         
螺纹钢（Φ20mm，HRB400E） 吨 3582.2 -186.6 -5.0 

线材（Φ8-10mm，HPB300） 吨 3771.7 -182.8 -4.6 

普通中板（20mm，Q235） 吨 3948.3 -127.1 -3.1 

热轧普通板卷（4.75-11.5mm，Q235） 吨 3817.4 -140.9 -3.6 

无缝钢管（219*6，20#） 吨 4613.3 -64.5 -1.4 

角钢（5#） 吨 4001.5 -104.5 -2.5 

二、有色金属         
电解铜（1#） 吨 71335.0 2325.0 3.4 

铝锭（A00） 吨 19186.3 181.3 1.0 

铅锭（1#） 吨 16068.8 264.6 1.7 

锌锭（0#） 吨 21275.0 490.0 2.4 

三、化工产品         
硫酸（98%） 吨 315.7 29.2 10.2 

烧碱（液碱，32%） 吨 822.8 26.7 3.4 

甲醇（优等品） 吨 2403.8 18.4 0.8 

纯苯（石油苯，工业级） 吨 8648.5 256.7 3.1 

苯乙烯（一级品） 吨 9431.7 300.0 3.3 

聚乙烯（LLDPE，熔融指数 2 薄膜料） 吨 8271.5 14.8 0.2 

聚丙烯（拉丝料） 吨 7441.7 60.6 0.8 

聚氯乙烯（SG5） 吨 5681.2 -19.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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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

位 

本期价

格

（元） 

比上期 

价格涨

跌

（元） 

涨跌

幅 （%） 

顺丁胶（BR9000） 吨 13366.7 350.0 2.7 

涤纶长丝（POY150D/48F） 吨 7750.0 -150.0 -1.9 

四、石油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LNG） 吨 4110.5 123.4 3.1 

液化石油气（LPG） 吨 4788.6 -73.1 -1.5 

汽油（95#国 VI） 吨 9348.0 12.8 0.1 

汽油（92#国 VI） 吨 9044.2 14.9 0.2 

柴油（0#国 VI） 吨 7753.3 69.1 0.9 

石蜡（58#半） 吨 8317.9 147.9 1.8 

五、煤炭         
无烟煤（洗中块） 吨 1062.5 -37.5 -3.4 

普通混煤（4500 大卡） 吨 674.9 -34.1 -4.8 

山西大混（5000 大卡） 吨 774.4 -38.4 -4.7 

山西优混（5500 大卡） 吨 888.0 -34.2 -3.7 

大同混煤（5800 大卡） 吨 936.5 -35.8 -3.7 

焦煤（主焦煤） 吨 1978.1 -280.2 -12.4 

焦炭（准一级冶金焦） 吨 1912.9 -100.0 -5.0 

六、非金属建材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 袋装） 吨 370.7 0.7 0.2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 散装） 吨 318.8 -0.9 -0.3 

浮法平板玻璃（4.8/5mm） 吨 1916.1 -110.9 -5.5 

七、农产品（主要用于加工）         
稻米（粳稻米） 吨 4086.9 1.2 0.0 

小麦（国标三等） 吨 2771.5 -27.3 -1.0 

玉米（黄玉米二等） 吨 2336.1 -0.7 0.0 

棉花（皮棉，白棉三级） 吨 16503.4 -19.6 -0.1 

生猪（外三元） 
千

克 
14.7 0.4 2.8 

大豆（黄豆） 吨 4528.6 73.8 1.7 

豆粕（粗蛋白含量≥43%） 吨 3479.2 159.4 4.8 

花生（油料花生米） 吨 8416.7 0.0 0.0 

八、农业生产资料         
尿素（中小颗粒） 吨 2295.5 -22.7 -1.0 

复合肥（硫酸钾复合肥，氮磷钾含量 45%） 吨 3091.7 -14.8 -0.5 

农药（草甘膦，95%原药） 吨 25462.5 -87.5 -0.3 

九、林产品         
天然橡胶（标准胶 SCRWF） 吨 13924.0 928.2 7.1 

纸浆（进口针叶浆） 吨 6129.1 171.7 2.9 

瓦楞纸（AA 级 120g） 吨 2829.5 -45.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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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

位 

本期价

格

（元） 

比上期 

价格涨

跌

（元） 

涨跌

幅 （%） 

注：上期为 2024 年 3 月上旬。 

  

  附注 

  

  1.指标解释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是指重要生产资料经营企业的批发和销售

价格。与出厂价格不同，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既包含出厂价格，也包含有经营企业

的流通费用、利润和税费等。出厂价格与市场价格互相影响，存在时滞，两者的

变动趋势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可能会出现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2.监测内容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内容包括 9大类 50种产品的价格。类

别与产品规格说明详见附表。 

  

  3.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涵盖全国 31个省（区、市）300多个交易市场的近 2000家批发

商、代理商、经销商等经营企业。 

  

  4.监测方法 

  

  价格监测方法包括信息员现场采价，电话、即时通讯工具和电子邮件询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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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涨跌个数的统计 

  

  产品价格上涨、下降、持平个数按照涨跌幅（%）进行统计。 

  

附表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产品规格说明表 

  

序号 监测产品 规格型号 说明 

  一、黑色金属     

 1 螺纹钢 Φ20mm,HRB400E 屈服强度≥400MPa 

 2 线材 Φ8-10mm,HPB300 屈服强度≥300MPa 

 3 普通中板 20mm,Q235 屈服强度≥235MPa 

 4 热轧普通板卷 4.75-11.5mm，Q235 
屈服强度≥235MPa,宽度

1500mm 

 5 无缝钢管 219*6,20# 
20#钢材,屈服强度≥

245MPa 

 6 角钢 5# 屈服强度≥235MPa 

  二、有色金属     

 7 电解铜 1# 铜与银质量分数≥99.95% 

 8 铝锭 A00 铝质量分数≥99.7% 

 9 铅锭 1# 铅质量分数≥99.994% 

10 锌锭 0# 锌质量分数≥99.995% 

  三、化工产品     

11 硫酸 98% H2SO4质量分数≥98% 

12 烧碱（液碱） 32% 
NaOH 质量分数≥32%的离

子膜碱 

13 甲醇 优等品 水质量含量≤0.10% 

14 纯苯（石油苯） 工业级 苯纯度≥99.8% 

15 苯乙烯 一级品 纯度≥99.5% 

16 聚乙烯（LLDPE） 熔融指数 2 薄膜料 
熔融指数：2.0±

0.5g/10min 

17 聚丙烯 拉丝料 
熔融指数：3.0±

0.9g/10min 

18 聚氯乙烯 SG5 K 值：66-68 

19 顺丁胶 BR9000 
块状、乳白色，灰分≤

0.20% 

20 涤纶长丝 POY150D/48F 半光 167 分特，AA 级 

  四、石油天然气     

21 液化天然气 LNG 
甲烷含量≥75%，密度≥

430kg/m
3 

22 液化石油气 LPG 饱和蒸汽压 1380-143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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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产品 规格型号 说明 

23 汽油 95#国 VI 国 VI 标准 

24 汽油 92#国 VI 国 VI 标准 

25 柴油 0#国 VI 国 VI 标准 

26 石蜡 58#半 熔点不低于 58℃ 

  五、煤炭     

27 无烟煤 洗中块 挥发分≤8% 

28 普通混煤 4500 大卡 
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

煤，热值 4500 大卡 

29 山西大混 5000 大卡 
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 大卡 

30 山西优混 5500 大卡 
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 大

卡 

31 大同混煤 5800 大卡 
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 大

卡 

32 焦煤 主焦煤 含硫量<1% 

33 焦炭 准一级冶金焦 12.01%≤灰分≤13.50% 

  六、非金属建材     

34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42.5 袋装 抗压强度 42.5MPa 

35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42.5 散装 抗压强度 42.5MPa 

36 浮法平板玻璃 4.8/5mm 
厚度为 4.8/5mm 的无色透

明玻璃 

  七、农产品（主要用于加工）     

37 稻米 粳稻米 
杂质≤0.25%，水分≤

15.5% 

38 小麦 国标三等 杂质≤1.0%，水分≤12.5% 

39 玉米 黄玉米二等 杂质≤1.0%，水分≤14.0% 

40 棉花（皮棉） 白棉三级 
纤维长度≥28mm,白或乳白

色 

41 生猪 外三元 三种外国猪杂交的肉食猪 

42 大豆 黄豆 杂质≤1.0%，水分≤13.0% 

43 豆粕 粗蛋白含量≥43% 
粗蛋白≥43%，水分≤

13.0% 

44 花生 油料花生米 杂质≤1.0%，水分≤9.0% 

  八、农业生产资料     

45 尿素 中小颗粒 总氮≥46%，水分≤1.0% 

46 复合肥 硫酸钾复合肥 氮磷钾含量 45% 

47 农药（草甘膦） 95%原药 草甘膦质量分数≥95% 

  九、林产品     

48 天然橡胶 标准胶 SCRWF 
杂质含量≤0.05%，灰分≤

0.5% 

49 纸浆 进口针叶浆 抗张指数≥85.0N·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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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产品 规格型号 说明 

耐破指数≥

6.5KPa·m
2
/g， 

撕裂指数≥9.0mN·m
2
/g 

50 瓦楞纸 AA 级 120g 120±5g/m
2 

  

 

 2024 年 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0.2% 

2024/03/27 09:30 来源：国家统计局 

  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9140.6 亿元，同比增长

10.2%（按可比口径计算，详见附注二）。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434.9 亿

元，同比增长 0.5%；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898.5 亿元，增长 5.3%；外商及

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169.2 亿元，增长 31.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465.4 亿元，增长 12.7%。 

  

  1—2 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1881.0 亿元，同比下降 21.1%；制造业实现

利润总额 6134.5 亿元，增长 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

润总额 1125.1 亿元，增长 63.1%。 

  

  1—2 月份，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

润增长 2.1 倍，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9.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增长 65.5%，纺织业增长 51.1%，汽车制造业增长 50.1%，通用设备制造业增

长 20.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1.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0.3%，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 36.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32.1%，专用设备

制造业下降 17.0%，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 7.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

2.0%，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亏损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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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9.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5%；

发生营业成本 16.52 万亿元，增长 4.6%；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70%，同比提高

0.24 个百分点。 

  

  2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167.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负债合

计 95.75 万亿元，增长 6.2%；所有者权益合计 72.08 万亿元，增长 6.9%；资产负

债率为 57.1%，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 

  

  2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22.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产成品

存货 6.09 万亿元，增长 2.4%。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7 元，同比增

加 0.11 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 8.62 元，同比减少 0.01 元。 

  

  2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69.5 元，同比减少

1.3 元；人均营业收入为 163.9 万元，同比增加 10.4 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

为 22.1 天，同比减少 0.5 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71.0 天，同比增加 2.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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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2024 年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分 组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金额 

(亿元) 

同比增长 

(%) 

金额 

(亿元) 

同比增长 

(%) 

金额 

(亿元) 

同比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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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94396.3 4.5 165176.0 4.6 9140.6 10.2 

其中：采矿业 9022.8 -7.6 5883.5 -3.4 1881.0 -21.1 

   制造业 164544.2 4.9 140387.8 4.8 6134.5 17.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20829.3 7.7 18904.7 6.2 1125.1 63.1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57327.6 2.9 46891.4 3.7 3434.9 0.5 

其中：股份制企业 154293.2 5.2 131110.4 5.6 6898.5 5.3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8623.4 2.2 32802.6 1.0 2169.2 31.2 

其中：私营企业 70139.3 6.1 60838.2 6.3 2465.4 12.7 

注： 

1.经济类型分组之间存在交叉，故各经济类型企业数据之和大于总计。 

2.本表部分指标存在总计不等于分项之和情况，是数据四舍五入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表 2 2024 年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 

  

分 组 

营业

收入 

利润

率 

每百

元营

业 

收入

中的

成本 

每百

元营

业 

收入

中的

费用 

每百

元资

产实

现的

营业

收入 

人均

营业 

收入 

资产

负债

率 

产成

品存

货

周

转

天

数 

应收

账款 

平均

回收

期 

1-2

月 

1-2

月 

1-2

月 

2 月

末 

2 月

末 

2 月

末 

2 月

末 

2 月

末 

(%) (元) (元) (元) 
(万元

/人) 
(%) (天) (天) 

总计 4.70 84.97 8.62 69.5 163.9 57.1 22.1 71.0 

其中：采矿

业 
20.85 65.21 8.94 39.3 135.5 57.1 14.1 53.8 

   制造

业 
3.73 85.32 9.08 78.9 154.7 56.4 25.3 73.9 

   电

力、热力、
5.40 90.76 4.84 43.2 370.3 60.1 0.8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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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其中：国有

控股企业 
5.99 81.80 6.07 55.8 287.3 56.9 13.1 52.6 

其中：股份

制企业 
4.47 84.97 8.52 67.9 162.3 58.1 22.5 68.8 

   外商

及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 

5.62 84.93 9.08 76.1 173.2 52.3 20.8 80.2 

其中：私营

企业 
3.52 86.74 10.02 86.3 122.0 58.9 26.9 74.6 

  

表 3 2024 年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分行业） 

  

行 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金额 
同比增

长 
金额 

同比增

长 
金额 

同比增

长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总计 
194396.

3 
4.5 

165176.

0 
4.6 9140.6 10.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4971.7 -16.9 3306.0 -10.6 954.8 -36.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957.9 4.6 1003.8 5.8 652.2 1.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810.8 21.9 609.4 15.3 128.8 101.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501.3 5.7 332.8 14.8 96.0 -25.8 

 非金属矿采选业 498.3 0.3 358.8 -1.2 53.4 22.5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279.4 2.6 270.0 2.3 -4.5 
（注

1） 

 其他采矿业 3.4 126.7 2.8 115.4 0.3 
（注

1） 

 农副食品加工业 7670.4 -3.2 7111.2 -3.4 147.7 -7.3 

 食品制造业 3390.9 6.1 2621.2 5.0 285.1 15.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831.3 7.8 1696.5 6.2 553.8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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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制品业 4163.3 2.3 946.6 -0.1 663.1 3.9 

 纺织业 3216.5 12.2 2882.4 12.2 67.7 51.1 

 纺织服装、服饰业 1761.2 7.8 1477.9 7.9 78.9 31.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

制鞋业 1208.0 6.8 1040.9 6.5 54.7 21.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1275.3 3.9 1157.2 3.5 40.1 19.0 

 家具制造业 917.8 14.9 761.2 14.0 47.1 198.1 

 造纸和纸制品业 2135.5 7.5 1882.1 5.4 64.2 336.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971.2 9.0 813.3 8.2 40.5 57.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制造业 2110.4 13.2 1848.6 13.7 86.5 50.4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9562.0 1.4 8330.5 1.6 -26.9 
（注

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825.2 2.0 11266.3 2.3 423.4 0.3 

 医药制造业 3808.7 -4.8 2190.2 -5.9 545.2 -4.4 

 化学纤维制造业 1622.1 23.9 1513.1 22.3 24.3 
（注

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112.2 11.3 3478.4 10.6 183.0 50.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147.9 -4.0 6156.3 -3.5 180.9 -32.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2168.2 2.9 11915.9 4.0 -146.1 
（注

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834.7 9.6 10211.9 9.1 311.1 65.5 

 金属制品业 6250.0 8.4 5520.7 8.4 190.0 27.8 

 通用设备制造业 6253.9 6.3 5097.1 6.0 325.1 20.7 

 专用设备制造业 4794.6 2.5 3779.0 3.4 215.1 -17.0 

 汽车制造业 13714.5 8.1 11990.8 7.8 586.9 50.1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 1706.0 15.6 1427.4 14.0 78.9 90.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332.8 0.1 11426.2 0.0 599.1 -2.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21359.5 8.2 18899.6 7.1 418.1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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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仪表制造业 1244.0 7.9 932.3 8.4 60.9 -3.2 

 其他制造业 289.8 12.9 237.7 12.4 14.5 59.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559.9 17.0 1513.5 18.0 4.4 -59.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306.4 27.7 261.9 27.0 17.1 55.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6205.7 7.7 14662.5 5.9 973.3 69.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935.0 8.0 3726.1 8.0 103.0 18.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88.5 5.1 516.1 2.8 48.8 69.4 

注： 

1.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上年同期为亏损，其他采矿业上年同期利润总额为 0.0 亿元，无法计算同比增速。 

2.本表部分指标存在总计不等于分项之和情况，是数据四舍五入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附注 

  

  一、指标解释及相关说明 

  

  1、利润总额：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

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 

  

  2、营业收入：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

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3、营业成本：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

营活动发生的实际成本。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营业成本应当与营

业收入进行配比。 

  

  4、资产总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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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负债合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6、所有者权益合计：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7、应收账款：指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

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收取的款项。 

  

  8、产成品存货：指企业报告期末已经加工生产并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可以

对外销售的制成产品。 

  

  9、营业收入利润率=利润总额÷营业收入×100%，单位：%。 

  

  10、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单位：元。 

  

  11、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

÷营业收入×100，单位：元。 

  

  12、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平均资产÷累计月数×12×

100，单位：元。 

  

  13、人均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平均用工人数÷累计月数×12，单位：万元/

人。 

  

  14、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单位：%。 

  

  15、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360×平均产成品存货÷营业成本×累计月数÷

12，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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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360×平均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累计月数÷12，

单位：天。 

  

  17、在各表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栏中，标“注”的表示上年同期利润总额为

负数，即亏损；数值为正数的表明利润同比增长；数值在 0至-100%之间（不含

0）的表明利润同比下降；下降幅度超过 100%的表明由上年同期盈利转为本期亏

损；数值为 0的表明利润与上年持平。 

  

  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营业收入等指标的增速均按可比口径计

算。报告期数据与上年所公布的同指标数据之间有不可比因素，不能直接相比计

算增速。其主要原因是：（一）根据统计制度，每年定期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

查范围进行调整。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标准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

规模变小而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变化。

（二）加强统计执法，对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要求的

企业进行了清理，对相关基数依规进行了修正。（三）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剔除

跨地区、跨行业重复统计数据。 

  

  三、统计范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

位。 

  

  四、调查方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状况报表按月进行全面调查（1月份数据免报）。 

  

  五、行业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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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7）。 

  

 

 

 

二．石化 

国内 

 中石油产量增加，年度利润攀升 

日期：2024-04-01    来源：能源舆情 

石油产量增长一改油价低迷势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石油）

公布 2023 年净利润，达人民币 1,611.5 亿元（约合 206 亿美元），较 2022 年

增长 8.3%。 

 

国有企业中石油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公司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中

心，抓住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回升的有利时机，加大市场营销力度。虽然中石油的

平均油价同比下降了 16.8%，但 2023 年“石油产业链能力增强，可有效应对油价

等宏观因素变化"。 

 

中石油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8%，达到 7.7 亿桶；可销售天然气产量同比

增长 6%，达到 4.7 万亿立方英尺。 

 

中石油表示：“新能源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新能源开发利用能力达到 1150 

万吨标准煤/年，同比增长 44%。在鄂尔多斯、塔里木盆地、四川、渤海湾等重点

盆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获得了一批重要发现。。随着成熟油气田稳产和新油

气田低成本开发力度的加大，原油产量稳步增长。同时，天然气产量快速增加，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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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油当量产量的比重不断提高。海外业务稳定增长，资产质量不断提高，运营标

准日益国际化”。 

 

下游成品油产量同比增长 16.5%，达到 1.2 亿吨。中石油销售汽油、煤油和

柴油 1.7 亿吨，同比增长 10.1%。 

 

公告称，“化工产品商品量达到 3430 万吨，同比增长 8.7%，新材料产量同

比增长 60%，达到 137 万吨。同时，乙烯和化工产品的产量继续增长，线性聚乙

烯薄膜材料等通用材料、茂金属聚乙烯薄膜材料和医用材料等畅销专用材料的产

量也有所增加。” 

 

收入总额达到 3 万亿元人民币（3842 亿美元），股本回报率为 11.1%，资

本投资回报率为 10.4%。 

 

2023年，中石油净现金流为 4,566 亿元人民币（585 亿美元），较 2022 年

增长了 16%。自由现金流增长 17.1%，达到 1,761.2 亿元人民币（约合 226 亿

美元）。公司表示，运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数字都创下了该公司的历史新高。 

 

董事会宣布 2023 年每股末期股息为 0.23 元人民币（0.03 美元）（含税）。

全年含税股息总额为每股人民币 0.44 元（0.06 美元）。公司表示，2023 年末期

股息和 2023 年全年股息均创下中国石油历史最高纪录。 

 

中石油表示，“展望 2024年，公司将坚持创新、资源、市场、国际化、绿色

低碳五大发展战略。在“加快发展新能源”的同时，中石油表示，将 “大力推进

油气勘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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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与道达尔能源公司签署协议 将共同生产可持续航空

燃料 

日期：2024-03-28    来源：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月 26日，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中国石化与道达尔能源公司在北京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HoA)，将在中国石化的一个炼厂利用废弃油脂共同生产可持续航空

燃料（SAF)，年生产能力达 23万吨，新生产线将由中国石化和道达尔能源公司共

同运营。 

 

生物航煤属于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一种，是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的航空煤

油。与传统石油基航空煤油相比，生物航煤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最高可减排 50%

以上。 

 

据了解，中国石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航煤生产技术（SRJET）、并致力

于提高资产组合的质量和效率。道达尔能源公司是欧洲领先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生

产商之一。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的开发是道达尔能源公司能源转型战略的核心，服

务于航空业减少碳足迹的需求，该公司设定了到 2030年实现每年生产 150万吨可

持续航空燃料的目标。 

 

多年来，中国石化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国生物航煤产业发展。2009年，中国石

化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航煤生产技术，并于 2011 年 12 月首次生

产出合格生物航煤。2013 年 4 月，中国石化生物航煤在上海虹桥机场成功试飞，

2015年进行了国内航线从上海至北京的商业飞行，2017年进行了国际航线从北京

至芝加哥的跨洋飞行，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世界第四个拥有自主研发生物航煤技

术的国家。2022 年 5 月，中国首套 10 万吨/年生物航煤工业装置在镇海炼化进行

首批规模化试生产，并获亚洲首张全球 RSB 生物质可持续航空燃料认证证书，同

年 9月，我国首批规模化生产生物航煤取得适航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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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全球石油需求将在 2030 年后见顶 

日期：2024-03-29    来源：中国石化报  作者：张峻 

大宗商品交易商维多集团高管哈迪日前表示，“能源转型步伐放缓将全球石

油需求峰值推至 2030年后，全球石油需求还有几年时间可以继续攀升”。 

 

哈迪表示，由于能源转型进展慢于最初预期，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总体需

求达到预期峰值的时间也会延缓。维多集团对全球石油需求见顶的看法比主张加

快能源转型的国际能源署（IEA）晚了几年。 

 

国际能源署表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需求将在 2030 年前达峰，这削弱了

增加化石燃料投资的理由。 

 

不过，维多集团表示，能源市场近几个月发生了变化，全球石油需求峰值不

会在 2030年内出现。 

 

哈迪表示：“我们在一两年前同意这一观点，但现在认为，变化的速度更具

挑战性。”变化的速度受到了利率上升、供应链困境、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低回

报，以及公众对政府提供更昂贵的能源供应选择强烈反对的挑战。 

 

能源转型正在发生，但不会像部分环保人士希望的那样迅速发生。因此，全

球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将继续增长，即使增速可能已见顶。 

 

正如维多集团的预期，多数分析师和银行也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在 21世纪

30年代初见顶。他们并不认同国际能源署所说的“化石燃料的终结将在 2030年内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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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欧佩克是全球石油需求持续增长的既得利益者，并认为长期来看

全球石油需求强劲。2023 年，欧佩克在《世界石油展望》年度报告中大幅上调了

长期预测，预计到 2045 年，全球石油日需求量将达到 1.16 亿桶左右，与其 2022

年的预测相比，日增 1600万桶。 

 

欧佩克预计，2022~2045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 1600 多万桶/日，从 2022

年的 9960万桶/日增加到 2045年的 1.16亿桶/日。 

 

欧佩克和许多其他预测机构、分析师和投资银行认为，虽然中国的石油需求

增长放缓，但印度将成为全球石油消费增长的头号推动力。 

 

分析人士表示，印度中期强劲的经济增长将提振石油需求，城市化和工业化

的持续也将提振石油需求。欧佩克在《世界石油展望》年度报告中表示，到 2045

年，印度将成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届时石油需求将日增 660万桶。 

 

欧佩克秘书长海瑟姆·盖斯 1 月在官网发表文章称，“随着印度推动石油需

求增长，政策制定者将重新调整能源转型路径，全球石油需求峰值不太可能在 2030

年内出现。如今很明显的是，在任何可靠的中短期预测中，全球石油需求峰值都没

有出现”。 

 

盖斯表示，“由于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能源转型路径和消费者的抵制意愿，

全球石油需求峰值不会在 2030年前发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速度加快、中产阶级

人数增多、运输服务规模扩大、能源需求和获取渠道增加，均是阻止全球石油需求

在 2030年内见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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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2025 年起将扩大 E15 乙醇汽油使用范围 

日期：2024-03-29    来源：中国石化报 

拜登政府近期将批准美国中西部几个州的请求，允许其全年销售乙醇含量较

高的汽油，但起始日期将推迟到 2025 年。 

 

对生物燃料行业来说，这一决定可能喜忧参半。美国乙醇行业希望扩大玉米

乙醇的销售规模，但是会因起始日期推迟到 2025年而受挫。消息人士表示，推迟

一年意味着拜登政府将石油行业所说的任何潜在的地区价格飙升和供应问题推迟

到美国大选后。 

 

根据该计划，拜登政府预计批准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密苏

里州、内布拉斯加州、俄亥俄州、南达科他州和威斯康星州于 2022年提出的请求，

允许这些州从 2025 年开始全年销售 E15（即含有 15%乙醇）汽油。与此同时，美国

环境保护署（EPA）可以根据需要发布临时豁免，允许此类产品的销售。 

 

多年来，乙醇行业一直在推动取消全国范围内对 E15 汽油销售的限制。但美

国炼油商警告称，批准美国部分地区而不是全国销售 E15 汽油的做法，将使燃料

供应物流复杂化，并增加现货短缺风险。乙醇行业组织也表示，与批准在部分地区

销售 E15 汽油的做法相比，更倾向于在全国范围内立法解决问题，以扩大 E15 汽

油的销售规模。 

  



21 

三．五金建材卫浴 

 总经理、销售总监换人！多家家居企业人事变动 

2024-04-02 14:45:56 来源:厨卫头条-公众号  

2024年第一季度，卫浴行业又有多家企业出现人事变动，包括 Kast、Takara 

Standard、NIBCO、Kudos 等知名企业，涉及变动的职位从总经理、社长等企业负

责人，到销售总监、区域经理不等。 

 

1、科勒旗下 Kast迎来新总经理 

 

3 月 13 日，科勒旗下卫浴品牌 Kast 宣布任命 David Knight 为公司总经理。

在加入 Kast之前，David Knight曾担任瑞士家电制造商 V-ZUG的总经理，在那里

他成功建立并发展了公司的英国及互联网业务，他此前任职的公司还包括美诺、LG

和伊莱克斯等企业。 

 

David Knight 表示很高兴加入 Kast 这个才华横溢的团队，将带领公司进入

下一个发展阶段。又称 Kast对创新和工艺的要求与其本人产生了共鸣，很高兴能

够在其坚实的运营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豪华浴室业务的成功。 

 

资料显示，Kast位于英国舍伍德森林郊区，以开创性的设计和充满活力的色

彩闻名。公司于 2023 年 5 月被科勒收购，创始人蒂姆·贝叶斯(Tim Bayes)继续

担任公司负责人。 

 

2、Takara Standard 社长更替 

 

3月 8日，Takara Standard 公开新一轮人事变动方案。其中，在职 21年的

现任社长渡辺岳夫将自 2024年 4月 1日起成为公司董事会会长，同时辞去社长职

务。届时，公司社长将由现任董事兼东京分公司社长小森大接任。同时，现任公司

副社长井东洋司，4月 1日起也将成为董事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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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新任社长小森大生于 1970年，1994年进入 Takara Standard，经

地方店长、营业科长、东京分公司社长、董事等，一路攀至社长职位。截至 2024

年 1月 31日，小森大持有 Takara Standard 股份 11000 股。 

 

伴随此次人事变动，Takara Standard 还公开了一系列改组措施，包括设立

“构造改革推进室”、合并及新设多个地方营业部、合并工厂，以及由此带来的人

事调动等。 

 

3、高仪日本分公司负责人上任 

 

3月 1日，骊住发公告称，原骊住日本水科技集团（LWT）旗下坐便器空间事

业部部长山本温，已自公告日起成为高仪日本分公司 Grohe Japan 负责人。此前，

骊住在财报中公开高仪在 2023 年 4-12 月实现销售额 10.76 亿欧元，但无透露高

仪日本销售业绩。 

 

4、NIBCO 销售和营销副总监换新 

 

近日，美国水暖及阀门制造商 NIBCO宣布晋升 Joe Choflet 为销售和营销副

总裁。在新职位上，Joe Choflet将继续领导批发、零售和国际业务，同时继续向

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Ashley Martin 汇报工作。 

 

Joe Choflet 于 2017 年加入 NIBCO，担任美国西部批发销售总监。在晋升到

目前的职位之前，他曾担任零售副总裁和销售副总裁。而在加入 NIBCO 前，Choflet

也曾在电力分销和服务公司 WESCO（韦斯科）担任多个职位。 

 

5、Sanipex 迎来新英国和爱尔兰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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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起，英国卫浴企业 Sanipex迎来新的英国和爱尔兰销售总监 Lee Palmer。

Lee Palmer 在卫浴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他在 Vado工作了 17年，最后 5年担任

销售总监。他在规格领域的专业知识将有助于专注于该集团 BAGNODESIGN 卫浴品

牌需求的增长。Lee Palmer还将通过选定的合同商家和忠诚的零售合作伙伴网络，

将团队的重点放在增长销售上。 

 

Sanipex 首席执行官 Daryl Barker 评价道，Lee Palmer 的加入对公司来说

是极其重要，因为公司预备继续在全球扩张，特别是利用公司在克勒肯维尔地区的

A&D中心扩大销售。 

 

6、Kudos 迎来新区域销售经理 

 

英国花洒制造商 Kudos近日宣布进一步扩大销售团队，并任命 Simon Tate 为

区域销售经理，覆盖英格兰中部和西南部。 

 

Kudos 近期扩大销售团队，除开设新的展厅外，还在建立一个以商家为重点

的区域销售经理团队。Simon Tate 在管道和供暖领域有多年的经验，作为新的区

域销售经理加入公司后，将为当地的展厅和承包商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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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产有色钢材 

国内 

 我国最大煤层气田日产气量突破 700 万立方米，2024 年能源

工作“定调” 

日期：2024-03-30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近日，从华北油田山西煤层气分公司获悉，作为我国最大煤层气田——华北

油田山西沁水煤层气田 3 月 26 日井口日产气量突破 700 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沁水煤层气田地处山西省东南部，面积 3000多平方公里，估算煤层气资源量

6000亿立方米。2006年，华北油田取得山西沁水盆地煤层气矿权，随后建成了国

内首个年地面抽采能力超过 20亿立方米的煤层气田。 

 

煤层气又称煤矿瓦斯，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开发煤层气，对于促进煤

矿安全、扩大天然气供给、降低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2023 年下半年，华北油田山西沁水煤层气田至国家骨干管网的第二条

管线成功贯通，每年可增加 15亿立方米的管道外输能力，形成煤层气“双通道”

外输新格局。至此，华北油田山西煤层气管道外输能力达到每年 35亿立方米，为

京津冀以及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区冬季保供增添了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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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印发 

发表时间 :2024-03-29 11:02:51 来源：中国矿业网 

为规范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处理活动，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保障数据安全，促进

数据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要求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地方行业监管部门将数据安

全纳入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按照“谁管业务，谁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

的原则，落实本行业本地区本领域数据安全指导监管责任。 

 

《办法》明确，自然资源领域数据是指在开展自然资源活动中收集和产生的数

据，主要包括基础地理信息、遥感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土地、矿产、森林、草原、

水、湿地、海域海岛等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等

国土空间规划数据，用途管制、资产管理、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开发利用、不动

产登记等自然资源管理数据。 

 

在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方面，《办法》明确自然资源部组织制定自然资源领域数

据分类分级、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识别认定、数据安全保护等标准规范，指导开展

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工作，编制行业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目录并实施动态管理。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按照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结合工作需要编制林草

领域数据安全标准规范，指导开展林草数据分类分级工作，编制林草重要数据和核

心数据目录并实施动态管理。地方行业监管部门按照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分类分级

标准规范，分别组织开展本地区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及重要数据和核

心数据识别审核工作，编制本地区自然资源领域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目录，并上报

自然资源部，目录发生变化的，应及时上报更新。 

 

在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方面，《办法》明确数据处理者应当对数据处理活

动安全负主体责任，对各类数据实行分级防护，不同级别数据同时被处理且难以分

别采取保护措施的，应当按照其中级别最高的要求实施保护。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

度，针对不同级别数据，制定数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具体分级防护要求和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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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数据全生命周期处理过程中，记录数据处理、权限管理、人员操作等日志，

并采用商用密码技术保护日志的完整性。 

 

在数据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方面，《办法》要求组织建立自然资源领域数

据安全风险监测机制、预警体系，划分数据安全风险和事件等级，组织建设数据安

全监测预警技术手段，形成监测、溯源、预警、处置等能力，与相关部门加强信息

共享。 

 

 

 

国际 

 2 月份世界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3.7% 

发表时间 :2024-03-28 10:52:27 来源：中国矿业网 

据世界钢铁协会对 71个成员的统计，二月份世界粗钢产量为 1.488亿吨，同

比增长 3.7%。 

 

世界最大粗钢生产国中国产量为 8120万吨，增长 3.5%。亚洲其他国家中，印

度产量为 1180 万吨，增长 11.4%。日本产量为 700万吨，增长 1.1%。韩国产量 510

万吨，下降 1.5%。伊朗产量 220万吨，增长 14.3%。 

 

土耳其产量为 310万吨，增长 46.6%。 

 

欧盟 27 国产量为 1060 万吨，下降 3.3%。其中，德国产量为 310 万吨，增长

4.4%。 

 

俄罗斯产量为 570万吨，下降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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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产量为 650万吨，下降 1.2%。 

 

  巴西产量为 280万吨，增长 13.1%。 

 

 澳大利亚莱林石墨矿跃居该国首位 

发表时间 :2024-03-27 10:48:42 来源：中国矿业网 

金斯兰矿产公司（Kingsland Minerals）宣称，其在北领地的莱林（Leliyn）

项目可能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石墨矿床。 

 

3月 13日，公司宣布，该项目首个推测矿石资源量为 1.94亿吨，石墨碳品位

7.3%，即石墨矿物量为 1420万吨。 

 

该资源量覆盖 4公里，而整个石墨片岩长度达到 20 公里。 

 

公司经理理查德·马多克（Richard Maddock）称，首个资源量不但表明该项

目为澳大利亚最大石墨矿，也是世界最大石墨矿之一。 

 

“石墨需求将增长，金斯兰非常有可能成为全球重要的石墨项目”，马多克称。 

 

莱林首个资源量基于项目 7770 米的钻探结果，其中反循环钻 51 个孔（5384

米），金刚钻 11 个孔（2386米）。所有这些孔都是金斯兰公司 2023年完成。 

 

桑德莱拉勘探公司（Thundelarra Exploration）2012 年和 2015年分别钻探

了一个反循环钻孔和一个金刚钻孔。 

 

2023 年底，金斯兰公司将莱林样品送往实验室做选冶试验，这项工作正在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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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公司计划在二季度进行加密钻探，同时开展选冶试验工作。 

 

  除了莱林石墨矿以外，金斯兰在北领地还拥有克莱奥（Cleo）铀矿，在西澳州

还拥有约翰斯顿湖（Lake Johnston）镍矿。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五矿商会综合部。 

 电话：010-85692735，传真：010-65884109， 

 Email:   zonghe@cccm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