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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油品升级对成品油定价政策的影响及对策

刘摇 慧, 高新伟
(中国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油品质量升级是减少尾气排放、防治雾霾天气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大气环境的保护和

人民的身体健康。 但优质也意味着优价,油品升级对石油企业、消费者、政府等多方主体产生压

力和挑战。 在中国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政策框架下,分析国内平均生产加工成本、税收、利润

和流通环节费用对油品升级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应加强油品质量监管、合理分担补偿升

级成本、加大税收支持、完善配套设施和相关法律制度,以保障油品升级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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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油品质量问题作为雾霾天气的重要诱因引起

了国家和社会公众的高度重视。 在顺利实现国郁
油品的基础上,中国加快了国吁油品的升级步伐。
2015 年 4 月 28 日,国务院第 90 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了《加快成品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将全国

供应国吁标准车用汽柴油的时间由原定的 2018
年 1 月提前至 2017 年 1 月。 国吁车用汽柴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全面执行,国家发改委

公布了车用汽柴油的升级加价标准分别为 170
元 / t 和 160 元 / t。 此次油品质量标准的提升,将实

现主要污染源硫含量由国郁限值 50 mg / kg 降低到

国吁限值 10 mg / kg 以下,降幅高达 80% ,有利于

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有效治理雾霾和保护大气

环境。 但优质也意味着优价,油品升级导致的平

均加工成本的增加、消费者负担的加重、石油企业

下游利润空间的缩小、政府税收管理和油品监管

难度的增加将对各方主体形成压力和挑战。 为

此,本文在中国现行定价机制的政策框架下,分析

油品升级带来的多方面现实影响,并提出具体的

应对措施和建议,以期促进油品升级的顺利进行

和有效实施。

一、中国的油品质量升级步伐加快

虽然中国的油品质量升级起步较晚,油品质量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但是升级步伐在不断加

快,尤其是从国芋到国吁油品升级的进程要短于欧

盟、美国等同类指标升级的进程。 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推行无铅车用汽油,到 1996 年实现全

面禁铅,耗时 21 年;欧洲从 1987 年开始车用汽油无

铅化,到 2005 年彻底废除含铅汽油,历时 18 年;日
本 1975 年对车用汽油禁铅到无铅化的全面实现大

约用了 17 年。[1] 中国自 2000 年开始实行无铅化汽

油以来,从 2003 年至 2017 年,用 14 年完成了车用

汽油玉、域、芋、郁、吁的油品质量标准升级;从 2005
年至 2017 年,用 12 年完成了车用柴油域、芋、郁、吁
的油品质量标准升级。 中国汽柴油质量标准及升级

历程分别见表 1、表 2。
二、油品升级对成品油定价政策的影响分析

2016 年 1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石
油价格管理办法》规定:“我国汽、柴油最高零售价

格是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考虑国内平均加

工成本、税金、合理流通环节费用和适当利润确

定。冶因此,油品升级为国吁,将对现行的成品油定



价政策中的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流通环节费用 和利润这四个方面产生影响。
表 1摇 中国汽油质量标准及升级历程

项目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执行时间 2003 年 2006 年 2010 年 2014 年 2017 年

标准号 GB17930-1999 GB17930-2004 GB17930-2006 GB17930-2011 GB17930-2013
对应排放标准 欧玉 欧域 国芋 国郁 国吁
硫(mg / kg) 臆800 臆500 臆150 臆50 臆10
苯(wt% ) 臆2郾 5 臆2郾 5 臆1郾 0 臆1郾 0 臆1郾 0
烯烃(vol% ) 臆35 臆35 臆30 臆28 臆24
芳烃(vol% ) 臆40 臆40 臆40 臆40 臆40
锰含量(mg / kg) 臆18 臆18 臆16 臆8 臆2

表 2摇 中国柴油质量标准及升级历程

项目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执行时间 2000 年 2005 年 2011 年 2015 年 2017 年

标准号 GB52-2000 GB / T19147-2003 GB / T19147-2009 GB / T19147-2013 GB / T19147-2013
对应排放标准 欧玉 欧域 国芋 国郁 国吁
硫(mg / kg) 臆2000 臆500 臆350 臆50 臆10
十六烷值 逸45 / 40 逸49 逸49 逸49 逸51
多环芳烃 臆11 臆11 臆11

摇 摇 (一) 油品升级对国内平均生产加工成本的

影响

油品升级必然导致国内平均生产加工成本的提

升。 油品升级的平均加工成本主要包括实际操作成

本和技术升级、设备改造的投资成本。 笔者通过对

中国石油大学石油炼制专家的走访,发现由于每个

企业的现有装置结构、技术条件及加工原料不同,油
品升级导致的成本提升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目前

只能从理论的角度估算行业的平均加工成本。
根据对石油炼制专家的调研访谈,油品由国郁

升级到国吁,油品生产企业的平均加工成本可以分

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现有装置齐全、加工能力

具备,只需改变操作条件就能达到国吁标准,是相对

容易的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现有国郁装置单纯依靠

改变操作条件达不到国吁标准,需要增加装置、提高

加工能力,是比较复杂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诸如中石化已预计到中国油品质

量国芋—国郁—国吁升级速度会较快,在装置设计

和建设时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中石化国吁油

品升级的现有装置齐全、加工能力具备,只需改变操

作条件。 中石化的国吁油品升级成本分为车用汽油

和柴油两种情形:(1)中石化车用汽油国吁升级成

本的提高部分主要由新增的操作成本(包括辛烷值

损失的补偿成本)构成。 车用汽油由国郁升级至国

吁标准,脱硫和降烯烃技术的应用会影响油品的主

要性能,需要采取措施补充。 例如,中国的催化裂化

汽油占比较大(高达 74% ),其烯烃含量、硫含量、蒸
汽压和锰含量的降低都将造成辛烷值损失,损失的

辛烷值需要添加剂或者再加工弥补。[2] 补充一个单

位的辛烷值至少要 70 ~ 80 元 / t,油品由国郁升级至

国吁,在脱硫降烯烃的同时,为了不影响汽油性能,
需要补充两个单位的辛烷值,其辛烷值补偿成本需

要 140 ~ 160 元 / t,再加上其他加工成本,对于装置

配套比较齐全的中石化来说,理论估算车用汽油的

国吁升级成本约加价 200 元 / t。 (2)中石化的车用

柴油国吁升级成本的提高部分主要由新增操作成本

和新增原料成本构成。 柴油由国郁升级到国吁,柴
油硫含量比汽油容易降低,但较难解决的是十六烷

值的提升和芳烃含量的降低。 柴油不能像汽油那样

通过组份来解决,而是需要通过新建装置,尤其是提

高加氢装置的加工深度来解决。 具体而言,要达到

国吁车用柴油标准,要求十六烷值的氢耗平均值是

3郾 5% ,而中国现有的柴油加氢装置一般都是 1% 的

氢耗,因此,要增加 2郾 5%的氢耗,需要新增 500 元 / t
的氢气原料成本。 柴油从国郁到国吁的升级成本会

高于汽油,理论估算车用柴油的国吁升级成本约加

价 300 元 / t。
第二种类型:诸如中石油等一些企业,生产装置

是按照国芋标准配套的,油品由国郁升级到国吁,需
要新建装置,所以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投资成本占

比大,升级成本较高。 中石油的汽柴油升级成本比

中石化高,原因是中石油围绕油品升级配套装置的

改造和新建数量要比中石化多,理论估算,中石油的

汽柴油升级成本可能比中石化汽柴油升级成本高

50% ,即中石油的车用汽油国吁升级成本约加价

300 元 / t,车用柴油的国吁升级成本约加价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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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t。
此外,油品升级不仅涉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

油、中化国际、延长石油等大型石油国企,还涉及大

量的民营企业。 据调查研究,中国 213 家民营石油

企业,在山东省的生产加工能力达 1郾 6伊108 t,接近

全国炼化能力的 40% ,民营企业由于油源、资金、技
术和规模等诸多瓶颈,从理论上民营企业生产达标

的国吁汽柴油的平均加工成本会比中石化、中石油

的升级成本高,理论估算,车用汽油升级成本约加价

400 元 / t,车用柴油升级成本约加价 600 元 / t。
(二)油品升级对税收的影响

根据 2015 年成品油消费税改革,消费税与油价

调整实行联动,实行“加税不加价冶政策,不额外增

加企业和居民负担。 目前,中国的成品油消费税采

取价内、从量定额征收的方法。 因此,油品升级增加

了税收调控、税收征管和税收执法的难度。
1. 油品升级对税收调控的力度和效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县市区加油站的汽柴油要完全置换成国吁油品

还存在一定滞后期。 民营石油企业要实现油品标准

提升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而且成套装置改造非常

复杂,因改造需要前期设计、试车、验收等环节,短期

内难以改造完成。 即使改造完成,能实现硫、烯烃等

最重要指标的达标,短期内也难以实现油品其他各

项指标的全部达标。 当市场上非达标油和达标油同

时销售时,如果缺乏税收杠杆向达标油的倾斜,会导

致非达标油以低廉的价格把达标油驱逐出市场。 因

此,油品提升迫切需要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以
实现对达标油品和非达标油品终端价格的有效

控制。
2. 油品升级会进一步增加税收征管的难度

中国的油品征税政策采取的是列举式规定,政
策设计存在漏洞,在现实中引发了大量投机。 例如,
成品油消费税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汽油、柴油、石脑

油、溶剂油、航空煤油、润滑油、燃料油等 7 种成品油

时交纳的消费税。 根据 2015 年的成品油消费税规

定:“汽油、石脑油等的消费税单位税额是 1. 52
元 / L,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

是 1郾 2 元 / L,而 MTBE(19468)以及异辛烷(40828)
均为单一分子式构成的化学物质,不属于应税成品

油范围。冶虽然国税总局公布的关于 50 号文的解读

中,也明确了应税成品油与其他石油化工产品区分

的方法,但对于征税部门而言,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和技术判别难度较大,给税收征管带来压力。 不同

成品油种类间的税率差异较大,有的税率低,有的税

率高,有的甚至不在应税范围,而税务部门在技术辨

别和检验方面专业能力不强,且和技术监督部门存

在协调沟通方面的障碍,形成监管漏洞和两不管地

带,易滋生 “浑水摸鱼冶和“挂羊头卖狗肉冶现象,如
拿低税率的燃料油替代高税率的柴油样品去税务部

门送检缴税或是按照低税率甚至不交税的油品名称

开票交税,借此避税、逃税,导致一定程度的税收混

乱。 由于市场上存在偷漏消费税的油品,巨大的价

差对于完税产品造成很大冲击,需要加强税收监管

力度。
3. 油品升级加大地方政府间税收执法的竞次

油品升级不仅导致炼化成本的提升,关键是会

触及利益分配。 基于地方利益的保护,为了争夺流

动性税基,缺乏法定税率制定权的地方政府之间会

在税收执法力度方面展开竞次。 地方政府对税法的

执行不力是企业大范围避税的主要原因,如擅自扩

大优惠政策的执行范围、变通政策违规减免税等。
降低对税收的执法程度,如主动放松税收审计和税

收督察力度,这种方法比较隐蔽,很难被上级政府监

管,因此在实际中其常被地方政府采用。 地方政府

间不断降低的税收执法力度会增加企业的避税和逃

税行为,边际上会诱发更多的企业避税。[3] 因此,企
业避税的边际成本取决于地方税务征管机构对税法

执行的力度。
(三)油品升级对利润空间的影响

从成品油定价机制分析,成本提高并不一定带

来价格提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油品升级成本的提

高,会导致利润空间的缩小。 2016 年 1 月 13 日,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消息,决定进一步完善成

品油价格机制,设置调控上下限,调控上限为每桶

130 美元,下限为每桶 40 美元。 即当国际油价高于

每桶 130 美元时,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高

或少提高;当国际油价低于每桶 40 美元时,汽柴油

最高零售价格不再下调。 “地板价冶的设置有利于

中国石油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维护国家能源

安全。
目前,中国的石油企业是上下游一体化,上游为

原油的生产和供应,下游为炼化。 由于油品的提升,
生产炼化成本会提高,下游的利润会减少。 根据前

文的分析,理论估算的国吁油品升级平均加工成本

的增加值是发改委公布国吁油品升级加价标准的 2
倍,说明油品升级成本除消费者承担 1 / 2 外,另 1 / 2
是由油品生产企业自身承担,压缩了石油企业下游

的利润空间。 油品标准升级步伐加快,炼油企业保

证油品供应的压力越来越大,技术改造、结构调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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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投入成本进一步加大,盈利空间受到进一步

挤压,利润减少。[4]

(四)油品升级对流通费用的影响

成品油流通主要包括成品油仓储、运输和销售

三大环节。 油品升级后,由于成本提高,油品的销售

毛利润降低。 为防止油品在流通过程中掺假,需相

应提高油品的远程智能管理、监控系统和对三大环

节安全环保的投入,这会增加一部分流通费用。 此

外,流通过程中还存在乱收费和乱罚款现象,这又会

进一步增加负担。 据调研,各种杂乱收费几乎占流

通费用的 30% ,尤其是道路乱收费更是巧立名目,
种类繁多。

三、积极应对油品升级影响的对策建议

为减少国吁油品升级对成品油现行定价机制下

的平均加工成本、税收、利润和流通费用所产生的不

利影响,笔者提出以下具体对策,以期保障油品升级

的有效实施。
(一)加强对油品质量的监管

油品升级使地炼企业陷入“不升级,没销路;想
投资,没资金冶的困境,而地炼企业的存亡直接关系

到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就业。 为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下

地方炼厂生产的大量不符合标准的调和油、非标油、
劣质油进入市场,以及民营加油站基于利益驱使低

价销售不达标油品,与优质油品竞争,必须要加大监

管力度。
1. 加强油品生产、批发、零售环节质量监督的协

同性,跨区域设立监管机构,共建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目前,中国对成品油质量的监管比较分散,生产

环节由质监部门负责,准入由商务部门负责,流通环

节则由工商部门负责,监管成本相对较高。[5] 为防

止地方保护和垄断造成的自我监管乏力,可打破地

方行政区划的限制,需设立跨区域监管机构对地炼

企业独立监管或由行业协会进行第三方监管。 构建

区域联控机制,可利用现代化的卫星定位和信息系

统,建立覆盖全国的油品监测网络和数据交换指令。
2. 对地炼企业进行“优胜劣汰冶的差别管理和

资源整合

对具有油品升级改造能力的规模较大、环保设

施齐全的地炼企业纳入规范化管理,可采取并购、重
整,组建地炼航母方式,提高地炼企业的整体议价能

力,同时增加其优质原油进口配额;对缺乏升级改造

能力、严重环境污染或是高环境风险隐患的小型

“地炼冶,应坚决关停拆除,消除低档次油品的产生

空间。
3.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加大油品质量全程

监管力度

要统一普通柴油和车用柴油的质量标准,修订

现行的车用汽柴油的污染物控制标准,制定并完善

各类机动车、轮船和航空器的尾气排放标准。[6] 加

大对油品监管的预算资金支持,联合质检、工商多个

部门的力量,组织开展汽柴油产品采购—生产—运

输—流转(批发、零售)全程常规检查、突击检查和

巡查,严把进出口油品质量检验关。
4. 严厉查处质量违法行为,提高违法成本

对于生产假冒伪劣、质量不合格、国家明令淘汰

的车用汽柴油及使用油品质量虚假标示等违法行

为,一方面要加大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惩治力度,使
违法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使违法者得不偿失,达到遏

制其再次违规或违规者不敢铤而走险的效果。 除提

高罚款额度、吊销营业执照外,为防止其通过地下渠

道变相经营,还应没收并销毁其造假设备,没收其全

部财产和违法所得,追究当事人责任,对涉嫌犯罪的

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假冒伪劣油品

的泛滥程度与执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有关,因此也

要追究执法不力者、执法犯法者的法律责任。 另一

方面,要从立法上确保消费者对假冒伪劣油品的监

督力度。 消费者势单力薄、举证困难,消费维权时,
常面临诉讼成本过高的尴尬而不得不放弃对假冒伪

劣油品的追究,由此也纵容了违法经营者,建议开通

更多、更便捷的消费者投诉信息渠道,在消费侵权公

益诉讼中明确界定消费者保护协会可以代表不特定

多数消费者进行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和权利,并简

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7]

5. 加强对地方税收执法主体的监管

明确税收执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发挥专业监管

职能。 一是推行岗位责任体系建设,构建征、管、查
互相独立,互相监督的税收管理体制,实现综合性机

构向专业性机构、多种权力向单一权力的转变。 二

是加快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建立计算机监控

管理体系。 用高科技手段管理税收,开发核定税软

件与征管软件挂接的计算机考核软件,减少人为因

素,变单一申报纳税方式为多元化申报纳税方式,变
封闭式的管理为开放性的管理;实现各类征管数据

信息的集中处理,实时分析和监控;加强税收管理的

全过程监管,设计开发涵盖税务管理每个环节的统

一征管软件,达到“以机器管人冶的目的,实现税收

管理的信息化。[8] 三是规范稽查办案程序,强化对

税收稽查权的制约。 要积极推进稽查体制改革,逐
步实现一级稽查;进一步充实专业稽查力量,加大稽

查工作力度,充分发挥稽查对征收管理权的监督,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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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稽查透视征管的作用。 完善和落实选案、检
查、审理、执行四环节的工作机制,实行稽查案件复

查的错案追究制。
6. 加强对流通环节的监管

清理流通环节中的乱收费项目。 油价上涨后,
油品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30% ~ 35% ,乱收费在总成

本中的占比约 30% ,合计达到总成本的 60% ~
65% ,剩下的车辆折旧、人工成本和利润总共占比约

30% ~35% 。 因此,为减少流通费用,完全可以通过

降低乱收费的占比,减少乱收费来弥补油品升级成

本、车辆折旧、人工成本、交通环节的油料消耗来确

保利润空间。
(二)合理分担和补偿油品升级成本

油品升级成本应建立以企业为主、政府财政和

消费者为辅的买单制度,即油品提升成本由企业、消
费者和政府共同承担。

1. 石油企业基于企业发展和社会责任,应直接

承担大部分成本

石油企业有改善产品质量的责任和改善环境的

义务,占据油品市场绝大份额的三大国有石油企业

应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比其他企业更主动、更多地承

担社会责任。 石油企业所进行的油品升级技术改造

一劳永逸,虽计入成本但逐年分摊,此外还可通过提

高经营效率、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成本和管理耗费、降
低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来冲抵增加的生产成本,企
业应该而且完全能够消化升级带来的成本压力。 从

社会公平和社会责任角度,高油价阶段企业应该承

担多一点,因为高油价情况下企业的上游利润占得

较多;而油品提高,生产炼化成本提高,下游的利润

就少了。 不能因上游利润空间增大而要求下游利润

同比例放大,可以让石油企业用上游利润补下游

利润。
2. 消费者直接承担部分成本

污染者付费是环境法的基本精神,根据“谁污

染、谁负责,多用油、多负担冶的原则,消费者在享受

油品升级带来的低污染、低油耗、低维修、低堵塞的

同时,理应承担一部分成本。 在高油价情况下消费

者可以部分选择公共交通和电动汽车作为替代品来

降低油品提升的消费成本。
3. 政府间接承担部分成本

政府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监督者和维护者,应摸

清必要成本,通过税收减免和优惠、财政补贴、专项

补助等多种途径,做到对油品升级成本的“合理补

偿冶。 由于汽柴油零售价中近 1 / 2 是税费,对于油

品成本推动的价格提升,国家可通过减税来分担部

分成本和履行政府责任;对于石化企业为实现油品

达标而产生的成本,例如降低硫、烯烃、芳烃含量而

产生的成本,政府可利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调

节基金或资金给予专项补助,以提高企业生态环保

的积极性;对运输行业因油品升级而带来的成本增

加,可通过市场化机制立体化整合税费补贴,同时要

加强监管。 政府应将对加油站的监管纳入到监管体

系中,通过授予油品券兑换资质、建立信誉评价和征

信体系等手段,加强对加油站的油品监管。
(三)加大税收支持力度

1. 对不达标的油品和油企多征税,用于返还或

补贴达标的油企

政府可通过税收返还或补贴方式对国吁油品的

达标企业加大税收激励力度,但由政府全部承担会

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太重,因此可考虑提高非达标油

品税率,将多征收的税收资金用来补贴油品达标企

业,这样既能减轻政府负担、激励油品达标企业,又
能抑制非达标油的生产和销售。 如结合燃油消费税

的调整,通过对优质油品减税、劣质油品增税或者组

合使用,使国吁油品在终端价格上与不达标油品相

同或略低,从而有效地引导石化行业的生产以及消

费者行为。[9] 如 2013 年 1 月 1 日对非标油征税后,
生产调和油类的劣质油成本增长 1370 元 / t,劣质油

的生产和销售量明显减少,税收调节的效果显著。
2. 对高于国家环保标准的优质企业予以税收

激励

将生产销售好于国家标准油品的企业纳入《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冶规划》财税补贴激励

政策范围,对其进行财税补贴,在消费税政策上予以

优惠。 制定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污收费政

策,对生产销售高于国家标准油品的企业,核算其排

放当量,减免征收 VOC 排污费。[10]

3. 对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与国外先进的企业相比,中国石油企业资源利

用效率和产生效益较低,因此应通过税收优惠和返

还的形式激励现有的石油化工企业增加技术投入,
适当改造装置设备,降低能耗、减少加工损失,多生

产高标准成品油,推动企业的内涵式发展,优化资源

配置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四)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和相关法律制度

1. 实现配套设施的协调发展

油品的升级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为防止油品

在汽柴油运输配售中掺假,确保汽柴油运输配售相

关产业的配套协调发展,应构建油罐车运输防盗电

子封签管理系统,运用 RFID 自动识别技术,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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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理系统结合,利用移动手持查询终端构建整个

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对油罐车信息的一点录入、全程

监管,为用户提供全程、实时、动态的跟踪查询。 为

防止因车油不匹配造成对机动车排放控制实际效果

的折损,要严格执行高排放标准,对车辆生产企业进

行相应技术和设备更新,相应提升汽柴油车的发动

机标准。
2.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从细化油品质量标准、加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
强化油品监管等方面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解决

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资源低价、环境廉价

和信息不公开、公众参与少等问题。 认真执行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尽快在

《关于促进车用汽柴油产品质量提升的指导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汽柴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办法》,
明确监管机构、质量标准、监管范围和法律责任,罚
款不应设置上限,发挥累计效应,提高违法成本,使
监管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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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il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on Oil Product Pricing Policy

LIU Hui, GAO Xin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As a crucial method to lower vehicle emissions and prevent haze weather, oil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nd people謖s health. However, the better the quality is, the higher the price is. Oil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also brings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to many market participants, including petroleum enterprises, consumers and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effici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oil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especially
in China謖 s oil pricing mechanism. To be specific,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oil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average processing cost, taxes, profits and so on.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 supervision of oil product quality,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other as鄄
pects.
Key words: oil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cost; taxes;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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