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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初期，西南区域各支线机场的航油储运

模式主要以省会城市或以区域内新建炼油厂作为“配送中

心”，向周边支线机场辐射配送。由于支线机场的地理分

布情况和区域内炼油厂较为单一，以及地区整体的资源缺

口现状，使得西南地区特别是川渝黔地区，支线机场的航

油供应链较为脆弱。

首先，西南地区是传统的航油资源供需失衡地区，随

着区域内昆明安宁、四川彭州两大炼油厂投运，航油资源

供应紧张情况得到一定缓解，但整体仍呈现航油资源缺口

问题，对航油储运模式和供应链管理提出了独特的要求。

为便于说明，将西南地区划分为川渝黔区域、云南省和西

藏自治区。川渝黔地区在 2017 年位于成都市辖彭州市的

中石油四川石化（下称“彭州炼厂”）正式投运后，区域

内有了唯一一家炼油厂，但也仅是局部缓解了航油供应短

缺：根据中国航油“十四五”规划预测，“十四五”期间，

川渝黔地区航油需求量为 1914 万吨，彭州炼厂航油产量

预测为 1099 万吨，航油缺口 815 万吨。云南省有炼油厂

一家，是位于昆明市辖安宁市的中石油云南石化（下称“安

宁炼厂”），云南省“十四五”期间航油供需平衡情况为：

需求预测 561 万吨，产量预测 958 万吨，航油富余 397

万吨，但不足以补充川渝黔地区缺口。西藏自治区“十四五”

期间航油需求量预测为 35 万吨，均需通过西北地区兰州

石化、玉门石化等供应。因此，“十四五”期间西南地区

的航油资源缺口预计为 453 万吨，主要通过华东、华中、

华南和西北区域的炼油厂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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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西南地区现状的支线机场数量较多，呈现点多

面广的特点；规划建设机场由于地理条件因素普遍存在航

油设施建设受限的问题。“十三五”末，西南地区投运供

油的支线机场 44 个（含中型机场）。其中，云南支线机

场 14 个；西藏 3 个；川渝黔地区支线机场 27 个，其中，

四川 14 个，重庆 3 个，贵州 10 个。“十四五”期间，

云南和西藏规划新建红河、定日、普兰和隆子等支线机场；

川渝黔地区规划续建和新建阆中、乐山、威宁等支线机场。

目前，已投运了武隆（“十三五”规划机场）和阆中机场，

其中，武隆机场于“十三五”末（2020 年）建成，“十四五”

初（2021 年）开始供油。预计到“十四五”末，西南地

区“十四五”期间新投运供油的支线机场 6 个（乐山机场、

红河蒙自机场预计不投运），支线机场投运总数达到 50 个。

从西南地区支线机场现状分布和建设规划来看，航油的供

应链存在长距离配送、辐射范围不经济、二次转运的特点，

支线机场储运设施受到地理条件带来的建设限制、支线机

场航线航班的大幅波动等挑战，这对航油储运模式的选择

和优化提出了更多元化的要求。

再次，根据对西南地区航油资源和支线机场特点的分

析，我们可以发现仅依靠省会城市和炼油厂作为天然的配

送中心，航油供应链较为脆弱，抗风险能力不够，这就对

我们如何加强西南地区航油供应链的建设管理提出了研究

课题。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航油从供油设施规划建设

的角度对西南地区航油储运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

专门的配送中心建设思路和相关规划，在十余年的实践中

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作出调整。

西南地区支线机场航油储运模式现状及其背景分析
一

随着民航事业快速发展，西南地区建设和投运的支线机场迅速增加，保障航空业发展的航

油供应链也同步快速发展。本文回溯“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中国航油在西南地区支线

机场的航油供应链建设，探讨航油区域配送中心的规划和建设情况，及其所折射出的航油储运

模式相关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