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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煤消费重回增长轨道航煤消费重回增长轨道

阅读提示
2020~2022 年，受不可抗力冲击，航煤消费遭受严重打击。疫情影响

因素消散后，国内经济增长及航空网络布局支撑航空出行需求稳健增
长。中长期看，我国人均乘机次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机场大建
设、航空货运业务快速发展，使得国内航煤消费仍有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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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煤（航空煤油）主要由烃

类化合物组成，是根据飞机发

动机的性能和飞机的安全需求

特别研制的航空燃料，具有密

度适宜、热值高、燃烧性能好、

清洁度高、硫含量少、对机件腐

蚀小等特点，能够迅速、稳定、

完全燃烧，可满足寒冷地区和

高空飞行对油品的要求。

航煤主要由原油蒸馏的煤

油馏分精制加工而成，或由重

质馏分油经加氢裂化后精馏获

得，在生产过程中还需加入抗

氧剂、抗静电剂等微量组分。

航煤产业链包括上游原材

料开采、加工，中游运输、销售，

以及下游航空消费等环节。上

游原材料主要以原油为主，通

过常减压蒸馏制得蜡油，再经

过加氢裂化生产航空煤油。

经济快速发展带动航空事

业生机盎然，国内航煤（本文指

民航用煤油）继续保持旺盛的

消费力。2015~2019年国内航

煤需求年均增长 9.1%，2023 年

全国航煤消费 3469 万吨，仅恢

复到 2018 年水平。疫情影响

因素消散后，国内经济增长及

航空网络布局仍支撑航空出行

需求稳健增长。

中长期国内航煤消费看好中长期国内航煤消费看好

中长期国内航煤消费仍有增长空间，2024年处
于修复之年。

航空运输周转量和航煤单耗是决定航煤消费
的两大核心因素。周转量方面，最大影响因素为人
均乘机次数，目前我国人均乘机次数仅为 0.5 次/
年，是日韩的 1/3、德国的 1/5、美国的 1/9，考虑我
国地域、人口及资源实际，国内人均乘机次数饱和
值约为1次/年，将在2040年前后达到。航煤油耗
方面，随着节油技术进步、飞机大型化及航线延长，
国内航空每亿吨公里单耗仍将小幅下降，预计2030
年前航煤单耗年均降低约0.5%。

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和经济发展
持续向好，各地将有大量机场新建、改扩建、迁建计
划开工实施，“民航强国”战略、“四型机场”建设都
将深入推进；高端物流和航空快运业务蓬勃发展，
航空货运量也将持续增长。总体上看，虽然新冠疫
情使“十四五”期间航煤消费持续低于潜在增长水
平，但2024年航空运输将回归正常增长通道，中长
期支撑我国民航持续加快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居民航空出行需求不断增加及航空网络建设持续
完善将带动国内航煤需求保持中高速增长。

20242024年航煤消费将超过年航煤消费将超过20192019年水平年水平

2024年航空运输将从疫情后的爆发式复苏回
归自然增长，带动航煤消费量全面恢复。2024年春
运实现“开门红”，民航旅客出行创新高，春运40天
民航日均发送旅客量208.6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
增长 14.5%；民航累计执行客运航班量 623768 架
次，日均比 2019年同期增长 5%，其中国内航班量
551277架次，日均比 2019年同期增长 13%，国际
航 班 量 59276 架 次 ，日 均 比 2019 年 同 期 下 降
30.8%；千万级机场中，日均客运航班量比2019年
同期增长前三的机场分别为长春龙嘉（41.1%）、海
口美兰（21.3%）、哈尔滨太平（18.6%）。

1~2月航煤消费量646万吨，较2019年同期增
加57万吨，其中广东、四川和浙江是增量最大的省
份，北京、上海、天津受国际航线恢复慢的影响均出现
减量。从内航加油量来看，1~2月航煤消费量502万
吨，较2019年增加90万吨，其中广东、四川、北京、浙
江、上海等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经济总量较大、工
业增加值较高地区仍然是航煤消费增长的主要区域。

2024年 3月 31日，中国民航即将开启2024年
夏秋航季。根据民航局发布的航班计划，2024年夏
秋航季国内航司国内时刻量比2023年夏秋航季增
长0.4%，较 2019年同期增长 29%；2024年夏秋航
季国内航司国际时刻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0%。

预计 2024年民航全行业运输总周转量、旅客
运输量、货邮运输量等主要指标将整体超过疫情前

水平，力争完成旅客运输量 6.9亿人次，比 2023年
增长11%。国际航班方面，通过推进中美直航航班
大幅增加、积极扩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权安
排等举措，预计2024年底国际航线每周在6000班
左右，恢复至疫情前80%以上的水平，外航加油量
将从 260万吨提高至 400万吨，占比从 2022年的
7%恢复至10%。

预计2024年航煤消费量3820万吨，同比增长
10.1%，较2019年增长4%。

航煤供给保持较快增长航煤供给保持较快增长

随着我国航煤需求快速增长，加之炼厂二次加
工能力提高，我国航煤产量保持十多年的快速增
长，2020~2022年受疫情影响大幅下降，2023年有
所恢复，也仅有 4860万吨，还未达到 2019年的水
平。2014~2019年航煤产量年均增长 10.9%。未
来，新建大型炼化项目航煤收率普遍在10%以上的
高水平，且国内现存炼厂航煤收率不断提高，预计
2024年国内航煤产量将达到5570万吨，比2023年
增长14.6%。

我国航空燃料供应实行审定制，炼厂需递交申
请，由航油适航审定委员会批准通过后方能成为航
空燃料供应企业。目前我国航空燃料主要供应企
业为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的部分炼厂，中国海油惠
州炼厂、陕西延长石油及中化泉州炼厂，2019年大
连恒力石化和浙江石化先后获得航煤生产和供应
资质。2023年，国内航煤产量达到4860万吨，比上
年增长67.5%，其中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
其他资源份额分别为59.6%、28.6%、6%和5.8%。

从新建项目看，恒力石化、浙江石化、中科炼化、
曹妃甸旭阳石化等项目的航煤收率普遍在14%以
上，江苏盛虹、镇海炼化扩建等项目的航煤收率也达
到10%；从存量炼厂看，2006年以来受到需求侧的
带动，国内炼厂生产航煤积极性不断提高，航煤收率
呈现线性增长态势，2023年达到6.6%。

航煤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航煤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航煤进出口具有特殊性，进口主要以保税油方
式，出口除少部分作为来料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外，
大多进入保税区用于国际航班加油。出口方面，随
着国内航煤资源品质和价格逐步与国际接轨，加之

“以出顶进”方式受到青睐，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
出口航煤达 1585万吨，其中用于国际航班加油的
保税油消费1223万吨，占比77.2%。

从贸易对象看，国内航煤主要去往中国香港、
越南、韩国和新加坡等地，占比分别达到 27.9%、
6.9%、4.5%和5.4%。

生物航煤成为行业新趋势生物航煤成为行业新趋势

2022年 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出台
了《“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
展生物航空煤油。同时，民航局下发的《“十四五”
民航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航空
公司可持续航空燃料消费量5万吨，力争2025年可
持续航空燃料消费量达到2万吨以上，到2035年，
中国民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趋于完善，运输航
空实现碳中性增长，机场二氧化碳排放逐步进入峰
值平台期。在国家政策指导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引
领下，我国航空业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加快，生
物航煤成为行业发展新趋势。

生物航煤属于可持续航空燃料，是以可再生资
源为原料生产的航空煤油，原料主要包括餐饮废
油、动植物油脂、农林废弃物等。与传统石油基航
空煤油相比，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最高可减排
50%以上。

目前，中国石化生产的生物航煤已在空客中
国、东航、南航、国航、多彩贵州航空等航司的航班
上投用。

修复之年回归正常增长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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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煤需求恢复到2018年水平

历年航煤加油量及2024年预测历年航煤消费量和民航总周转量

回顾2023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交通物流需求增
加，居民长途出行选择航空运输比例不断提
高，跨国运输及长线运输的增加也带动航空
货运需求持续增长；国内航空基础设施快速
建设和发展，机场密度逐渐加大，机场服务能
力逐步提高，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截至
2023年底，我国境内民用航空（颁证）机场达
到258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201亿
吨公里，2015~2019年年均增长10.9%；民航
运输业蓬勃发展带动航煤消费量持续快速增
长，2015~2019年年均增长9.1%，2019年全
国航煤消费量达到3648万吨。

2020年新冠疫情使全球民航运输业遭
受严重打击，国内航煤需求锐减 30%以上。
疫情期间，民航运输业在“世界疫情恶化-入
境航班确诊病例增多-局部疫情发生”的链条
中循环，航煤需求艰难恢复，2023年航煤需
求量3469万吨，距疫情前水平仍存在明显差
距。

国际航线拖累需求恢复国际航线拖累需求恢复

2023 年 航 煤 消 费 量 较 2019 年 降 幅
4.9%，略高于 2018年水平。其中，国内航线
加油量已经恢复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较
2019年增长 12%；外航和国际、地区航线的
加油量较2019年下降43%，成为航煤需求恢
复的主要缺口。

从国际航空需求恢复缺口来看，以美国
为代表的北美洲国家主要受局部冲突、中美
国际航班政策及签证等方面的影响，以日本
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主要受以宽体机运力、航
班数量、当地机场地面保障能力不足的影响，
以泰国、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主
要受负面舆情等影响，导致国际出行需求较
2019年恢复程度较低，而这部分区域在疫情
前属于主要国际航班流向，因此对国际航班

需求影响较大。
随着中美航班恢复，受新增瑞士、爱尔

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六国试行
免签政策等利好因素推动，国际航班较2019
年的恢复率已经达到73%，尤其是新加坡、阿
联酋、英国等国的国际航班均已超过2019年
水平，将推动国际航线加油量快速增长。

国内消费国内消费““旺季更旺旺季更旺，，淡季更淡淡季更淡””

2023年国内航线快速复苏，航空市场呈
现“旺季更旺，淡季更淡”的特点，旅游热门地
区推动区域航煤消费增长突出。2023年节
假日及前后两天，航班恢复率和航煤消费量
迅猛增长，之后呈现断崖式下跌，月度间波动
幅度非常明显。例如，7~8月暑假期间航煤
消费量较2019年分别出现3.9%和5.5%的正
增长，但是 9月之后呈现负增长。从区域来
看，西部地区的陕西、川渝是暑期的旅游热门
地区，“北上看雪”和“南下避寒”的旅游需求
贯穿2024年的春节假期，这些省份的航煤消
费量显著高于历史同期。

民航货邮运输量保持稳定增长民航货邮运输量保持稳定增长

相比其他运输方式，航空物流具有运输
时效高、空间跨度大、运输安全准确等特点，
已经成为高附加值货物运输的重要方式。近
年来，我国民航货邮运输量保持整体增长，
2020~2022年受疫情冲击，航空物流市场需
求有所下滑，叠加行业可用运力减少影响，民
航货邮运输量有所下滑。2023年以来，随着
疫情因素逐渐消散，市场需求情况逐渐好转，
加之国家对航空物流行业的支持力度逐渐加
大，民航货邮运输量保持坚挺，2023年民航
货运周转量较 2019年增长 4%，与客运周转
量下降15%的趋势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