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气继续回落

2012年三季度，中经化工产业①景气指
数为 98（2003 年增长水平=100），较上季度
下降 0.5点，连续 4个季度呈回落走势，但降
幅收窄。

在构成中经化工产业景气指数的 6 个
指标（仅剔除季节因素，保留随机因素②）中，
化学工业产品出口额、从业人员数和产品销
售收入同比增速较上季度有所回落；化工产
业利润总额和税金总额同比增速较上季度
有所加快。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中经化工产业
景气指数为96.9（见景气图中蓝色曲线），较
上季度下降 1.5点，连续 4个季度回落，低于
未剔除随机因素的景气指数（见景气图中红

色曲线）1.1点。
今年以来，化工产业经营环境低迷。受

国内外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化工行业下游
的地产、汽车、纺织以及家电等主要产业的
景气度均受到较大影响，化工行业的整体需
求压力较大。

初步分析，化工产业经济运行也会显示
出阶段性底部特征；从长周期角度来说，经
济运行筑底的过程会比较长，未来经济增长
动力需要一个积蓄培养的过程。

预警指数处“浅蓝灯”区”

三 季 度 ，中 经 化 工 产 业 预 警 指 数 为
76.7，较上季度下降 6.6 点，经济运行的热
度继续下降，在偏冷的“浅蓝灯”区运行。

生产平稳增长

三季度，化工产业生产合成指数为99.4
（2003 年增长水平=100），与上季度持平。其
中，经初步季节调整，硫酸产量2014.7万吨，
同比增长 6.7%，增速较上季度加快 0.3个百
分点，环比增长 5.4%；烧碱产量 642.5万吨，
同比下降 1.1%，增速由同比增长转为同比
下降，环比下降 8.1%；碳酸钠产量 601.8 万
吨，同比下降 0.5%，增速由同比增长转为同
比下降，环比下降 3.4%；农用氮磷钾肥（折

纯）产量 2047.8 万吨，同比增长 30%，增速
较 上 季 度 加 快 4.4 个 百 分 点 ，环 比 增 长
6.4%；化学农药原药产量 91.6 万吨，同比增
长 67.8%，增速较上季度加快 57.7 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 10.6%；乙烯产量 354.6 万吨，

同比下降 5.3%，降幅较上季度收窄 0.6个百
分点，环比下降5.7%。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化工产业生产
合成指数为99.3，与上季度持平。

三季度，化工产业生产基本面呈现分化
局面。烧碱、碳酸钠、乙烯等基础化工原材
料生产继续呈放缓之势；而受境外虫源内
迁、夏季降雨频繁等诸多因素影响，化肥、
农药等农化产品增速明显加快，特别是农药
产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产 37万吨。总体来
看，化工产业消费淡季来临，市场需求难获
有效支撑，但生产总体仍保持稳定增长，特
别是从剔除随机因素的生产合成指数走势来
看，最近4个季度以来呈现回升态势，显示
行业内在生产动能仍在增强。

销售增速放缓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我国化工产业
产品销售收入为 16886.5 亿元，同比增长
6.8%，增速较上季度回落 4 个百分点；环比
增长2.6%。

受国内外经济增长持续回落等影响，化
工产业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率呈持续回
落走势，目前已连续 4 个季度回落，经济运
行总体仍偏向弱势。预计后期市场需求有望
回暖，四季度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速下行态
势将有所趋缓。

出口增速继续回落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化工产业出口
额为 239.9 亿美元，同比下降 8.7%；环比增
长0.2%。

当前，外部需求萎缩的影响程度不断加
深，化工产业出口形势趋于严峻。预计四季
度，出口形势仍难有大的改观，全年行业出
口实现增长的目标难度增大。

价格持续走低

三季度，化工产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
同比下跌5%，跌幅比上季度扩大2.1个百分点。

受市场需求疲弱和部分产品产能过剩
影响，国内基础化工市场产品价格继续下
跌，自 2011 年三季度以来累计跌幅达到
15.5%，已连续 4 个季度回落。从未来走势
看，价格持续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影响
因素主要取决于未来化工产品需求的变化
和上游原料价格的变动,如石油价格的变

动。此外美国 QE3 对大宗产品价格已经产
生一定影响，可能刺激化工产品价格回升。

盈利状况有所改善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化工产业利润
总额为790.9亿元，同比下降15.7%，降幅较
上季度收窄4.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2.2%。

三季度，化工产业利润下滑的态势得到
一定缓解，同比降幅连续 2 个季度收窄，已
由今年一季度的同比下降 28.8%回升到三
季度同比下降 15.7%。降幅呈现收窄态势，
但回升力度仍然较弱，扭亏为盈的拐点尚未
出现。

经测算，三季度化工产业销售利润率为
4.7%，较上季度下降 0.2 点，低于全部工业
销售利润率0.6个百分点。

投资热度未见减弱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化工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为 3508.7 亿元，同比增长
32.9%，增速较上季度回落 3.3 个百分点；环
比上升 17.5%。结合预警灯号图来看，尽管
投资持续升温，但化工产业经济运行热度整
体趋降，表明投资增长并未对化工产业经济
增长产生明显拉动作用。

最近几个季度以来，化工产业扩能不
止，产能过剩问题仍在加剧，这将对产业后
期节能减排、结构调整带来不利影响。

用工需求有所回落

三季度，化工产业从业人员数为 441.7
万人，同比增长 2.1%，增速较上季度回落
0.5个百分点，环比增长2.1%。

最近 3个季度以来，化工产业从业人员
数同比增速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落，显示化工
产业用工需求有所回落，目前基本与金融危
机时期的最低增长水平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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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将步入中速发展期

中经化工产业预警灯号图

中经化工产业景气指数98 中经化工产业预警指数76.7

统计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2年四季
度中经化工产业景气指数为 98.2，预警指
数为83.3；2013年一季度中经化工产业景
气指数为 98.9，预警指数为 93.3，初步可
判断行业总体呈现触底回暖态势。但从景
气指数的走势来看，回升力度仍较弱。

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
化工产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24.1，较二季
度下降 3.6 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二季
度仍有所下降。在构成企业景气指数的
2 组指标中，即期指数为 120，较二季度

下降 5.5 点，预期指数为 126.8，较二季
度下降 2.3 点。预期指数下降表明企业家
对四季度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预期仍比
较谨慎。

预计化工产业未来一段时期不可能
实现大幅增长，有可能步入一个较长的
中速发展时期。此外，从长远来看，由
于化工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将进一
步形成新的产能，在需求未能有效支撑
的情况下，库存压力有增大风险，产能
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

专家解读

前瞻

注解：
①化工产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代码 26 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大类。

②季节因素指四季更迭对数据的影

响。随机因素指新政策实施、自然灾害

等因素对数据的影响。

★预警灯号图是采用交通信号灯的

方式对描述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些重要指

标所处的状态进行划分：红灯表示过快

（过热），黄灯表示偏快 （偏热），绿灯表

示正常稳定，浅蓝灯表示偏慢 （偏冷），

蓝灯表示过慢 （过冷）；并对单个指标灯

号赋予不同的分值，将其汇总而成的综

合预警指数也同样由 5 个灯区显示。

化工业总体运行有所改善

2012年三季度，中经化工产业景气指数为98，较

上季度下降0.5点；中经化工产业预警指数为76.7，在

“浅蓝灯”区上部区域运行。

三季度，化工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呈下降趋

势，但行业利润同比降幅连续两个季度收窄，显示利

润下滑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化工产业

投资热度未见减弱，抑制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任

务依然艰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 赵俊贵

加快转型升级
解决行业供需失衡难题

中经化工产业景气指数报告显示，三季度，
国内化工行业继续呈下行走势，景气和预警指数
都出现连续四个季度的回落，其中，景气指数为
98，比上季度回落 0.5点，预警指数由正常“绿
灯区”下探至偏冷的“浅蓝灯区”运行。

与前几个季度相比，三季度化工行业剔除随
机因素前后景气指数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剔除
后，景气指数更低，仅为 96.9，环比下降更快，降
1.5 点。这一情况表明：二季度以来，国家连续出
台多项“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降息、降
准、结构性减税、加快重点项目审批、扩大节能产
品消费补贴等，对行业三季度的运行产生了积极
影响，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行业的景气水平，减缓
了景气回落的速度。但目前来看，政策效应尚未
从根本上改变行业弱势运行的状况。

当前，化工行业正面临金融危机以来较为严
峻的困难局面。从原因分析，供需失衡仍是主要
原因。今年以来，国际经济曲折艰难，国内经济
持续放缓，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化工行业
市场需求，特别是与工业投资、纺织服装等密切
相关的合成材料、基础化学原料等的需求长时间
未能有大的改观，外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而相
对需求的低迷，市场资源的供给总体充足，在新
增产能陆续释放下，行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增
长，加之进口冲击不减，多种因素共同导致国内
化工品市场失衡，价格走跌，利润下降。

下一阶段，行业能否走出困境，一方面取决
于宏观经济及行业需求能否恢复；另一方面，取决
于行业能否在供给方面控制数量，优化结构，并合
理控制成本支出，提升盈利能力。目前来看，市场
总体预期认为，随着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发挥，以及
新的预调微调政策继续出台，四季度国内经济将有
望趋稳，从而带动化工行业需求有所恢复，但由于
国际经济仍不容乐观，外需市场继续下滑的概率较
大，因此短期内，尚难期待行业需求有明显改观。
面对当前发展形势，行业应将更多精力放在自身能
力建设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提高低速增长

水平下的市场适应能力和行业发展水平，实现发展
模式由规模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为此，应做
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快结构调整。继续坚持原料多元化、
上下游一体化、集约化、基地化发展模式；发展
高端石化化工产品，提高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
比重，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布局，规范园区
建设；加快推进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二是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
洁生产，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推广新型、高效、
低碳的节能节水工艺，积极探索有毒有害原料

（产品）替代，提高资源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减少
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三是提高科技水平，特别是要加强现阶段企
业的技术改造。立足现有企业和基础，加大技术
改造投入，加快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
备升级，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涉及光气化、硝化
等15种危险化工工艺装置的自动化改造、重大危
险源配套监控设备以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
作。加快形成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提高核心竞
争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鼓励企业积极开发新
产品，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改善品种质量。
建立健全技术标准，加强过程控制，提升检验检
测能力，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和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推进重点产品质量对标达标工作。

此外，要密切关注化工产业投资增长持续高
位。国内化工产业基本为市场化运作，再加上有
些化工项目的技术含量相对偏低，投资资金相对
较小，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近年来，随着我国经
济的快速增长，一些企业凭借较强的适应能力迅
速发展壮大，但站在宏观层面，从当前行业面临
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等
发展趋势来看，化工企业必须将投资方向进行调
整，如建议相关企业投资标的瞄准高端新材料等
新兴领域。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城市化
高速发展对能源、原材料形成大规模需求，对接
近终端消费领域的新型产品的需求增长将远高于
基础产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促使化工新材料高
端化学品 （其中包括机硅、有机氯、工程塑料及
塑料合金、纳米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等）、生物
化工、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为市场
提供丰富多样、适销对路、附加值高的高端化工
产品。但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制约，化工新材料
是当前自给率最低、最急需发展的领域。化工企
业应密切跟踪精细化工与新材料领域的新技术、
新产品进展，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提前进入开发
试验阶段，积极引进国外高水平技术，发展高端
石化产品。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明确的面向
高科技产品投资的宽松政策，促进化工企业向科
技型企业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