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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认为，地下非法成品油利润
畸高、违法成本低，是屡打不绝的重要
原因。记者以购油名义在其中一家窝
点了解到，该窝点油价为每升6.8元，当
日市场油价为每升8.25元，仅十几分钟
内就有四五辆卡车来此加油，营业额过
万元。“由于不用缴税，非法成品油的利
润率一般在50%左右，非常高。”一名业
内人士说。

业内人士指出，从事成品油经营活
动须符合安全、环保、消防、质量、税务、
交通、气象、计量等方面法律法规要求。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
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
营危险化学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
的企业，应当有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经营场所，从业人员经过专业技术
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有健全的安全管理
规章制度，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等。

根据应急管理部等10部门联合发
布的2022年第8号公告，成品油中除润
滑油外，汽油、柴油、煤油均已被纳入危
化品目录。

北京豪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李
长明告诉记者，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销售限制买卖的成品油，可以按
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成品
油运输和作业过程中有可能涉及危险
作业罪。

受访执法人员认为，应在关键环节
斩断流动售油链条，查处非法改装机动
车从事成品油非法销售行为。对未获
得相关部门许可，未持有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运输车
在国道、省道、县道、施工工地、停车场
等场所非法流动销售成品油的，一律予
以查处。

业内人士建议，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全面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完善从生
产、进出口、流通到消费的全流程追踪
监管系统。持续深入开展成品油流通
领域专项整治，涉成品油的职能部门之
间要密切协作配合，建立完善信息通
报、联合整治、应急处理、案件会商、线
索移交等工作机制，形成商务、市场监
管、公安、应急等多个部门齐抓共管的
强大合力。

◆加大查处力度，保障危化品安全

记者调查发现，地下非法交易的
劣质成品油，不但会破坏环境、影响发
动机寿命，还容易引发爆燃事故、危害
公共安全。此外，偷逃税款也会造成
国家财政损失。

——破坏环境，危害车辆发动
机。业内人士表示，走私成品油、地下
成品油质量大多不合格，其硫含量严
重超标，对尾气排放和颗粒物形成有
较大影响，污染大气环境。

西部某省一家公司在隐藏窝点偷
偷低价出售成品油。记者将从该公司
带出来的样品送检，四项结果中三项
不合格。其中，闭口闪点实测结果为
20.0，仅为质量指标的三分之一，在运
输中非常危险；硫含量实测结果为
341.6，远大于质量指标的“不高于
10”，导致油品产生异味，腐蚀金属，危
害环境的同时也影响发动机寿命。

一些货车司机表示，质量不好的
燃油会导致发动机达不到额定功率，
油耗会增加，且会增加零件之间的磨
损。“选择路边的黑窝点加油，短期看
是节省了油钱，但长期来说对车辆的
影响远远超过节省的费用。”一名货车
司机说。

——危化品操作不当易引发爆燃
事故。业内人士认为，一些从事非法

汽柴油地下交易的人员不具备从事危
化品行业相关知识，容易操作不当引
发爆燃事故，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节约成本，从事地下成品油生意
的人员往往低价收购即将报废或者已
经报废的油罐车，这些车辆安全隐患
较大。”一位石化行业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地下汽柴油销售点引发
的爆燃事故屡见不鲜。2023年6月，
浙江省海宁市黄湾镇闸口一临时工棚
发生一起爆燃事故，造成5人死亡，经
初步调查，该临时工棚系一集装箱改
装的室外非法柴油销售点。2022年3
月，广西南宁一辆油罐车向改装面包
车违规输油时，因操作不当引发火灾，
烧毁了两辆油罐车和一辆面包车。

——偷逃税款。记者在西部某省
一处售油黑窝点发现，短短20分钟内
有6辆货车在此加油。“一辆卡车加满
需要近3000元，不用开发票。”窝点内
销售人员说。按照30%税率计算，仅
这一处窝点，20 分钟内就偷逃税款
5000多元。

2023年8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一起走私成品油案一审公开宣判，10
名被告人自2021年2月至12月期间，利
用外籍油轮向中国船舶走私成品油13
航次，累计偷逃税款2亿余元。

◆破坏环境，危害公共安全

记者在西部某省一地级市客运总
站停车场内看到，一台撬装罐藏在集装
箱内，装有加油机和计价器。记者蹲点
发现，尽管该撬装罐上贴着“无油”字样，
但来来往往的客车依然会在此加油。

记者采访了解到，依据相关规定，
除救灾及灾后重建等特定领域、特定
时段外，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使用撬
装式加油装置对外从事成品油零售经
营活动。同时，该客车站属于二类保
护物，该撬装加油点不满足撬装加油
点与客车站间的安全距离要求，藏身
人群密集处，会危及群众安全。

在西部某省会城市一处甲醇非法
售卖点，出租车司机在门口按下喇叭
就可以加甲醇，价格2.55元一升，低于
正规市场零售价。一米多高的塑料桶
内装满了甲醇，存放在居民楼内，周围
有超市、民宅，人口密集，但未采取遮
挡和安防措施。

业内人士表示，甲醇是易燃液体，
属于危化品；在居民楼内用塑料桶装

甲醇售卖，不符合相关规定。
在一些省界、边远地区，这类情况

较为严重。记者在一处省界蹲点发
现，一条不足五公里的路段，两旁有四
五家非法贩卖成品油窝点，以饭馆、洗
车店甚至流动油罐车等形式为掩护。
当地群众告诉记者，该路段常年整治，
但一阵风过去容易死灰复燃。

记者在其中一家黑窝点看到，计
价器藏在一间民房内，油罐埋在地
下，卡车路过，伸出油管即可加油，十
分隐蔽。

线上交易也使得非法成品油交易
难以被发现。在一款名为“卡兄卡弟”
的App上，充斥着“路边加小油”“移动
加油”等广告，买卖双方线上联系后流
动作案。

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了解到，
这些非法成品油主要有两大来源：一
是一些地方炼厂以出售化工品为名，
偷偷出售的汽柴油，从而偷逃消费税；
二是境外的走私油。

◆客运站里放撬装罐，居民楼内售甲醇

新华社记者

在客运站、居民楼等人流密集之
处，隐藏着一些非法加油站、油罐车，
未采取安防措施，风险隐患大……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在多地调查
发现，汽柴油、甲醇地下非法销售依然
存在。这些地下交易的油品、甲醇虽
然价格便宜，但质量往往不合格，容易
引发爆燃事故，危害公共安全。

汽柴油、甲醇地下交易缘何难禁绝

西部某省一地级市客运总站内的一台撬装罐。 新华社记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