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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传说我以为这是一个传说。。

后来后来，，随着调研的深入随着调研的深入，，我逐渐相信我逐渐相信，，这是真事这是真事。。

在西南的个别地方在西南的个别地方，，新建扩建水泥生产线的批文新建扩建水泥生产线的批文，，有些已经有些已经““变变

味味””了了。。有这样一些人有这样一些人，，拿到批文拿到批文，，实际上并不是要建生产线实际上并不是要建生产线，，而是而是

为了提高交易的筹码为了提高交易的筹码；；建了生产线建了生产线，，也并不真的要生产水泥也并不真的要生产水泥，，而是为而是为

了卖个好价钱了卖个好价钱。。

最开始听说这样的事最开始听说这样的事，，是从一家大企业董事长口中是从一家大企业董事长口中。。这家企业正这家企业正

在西南地区推进水泥行业联合重组在西南地区推进水泥行业联合重组。。他遇到的难题是他遇到的难题是，，新冒出来的产新冒出来的产

能越来越多能越来越多，，有些人拿批文就是为了卖给他有些人拿批文就是为了卖给他。。

再听说这样的事再听说这样的事，，是在是在““关注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关注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座谈会上座谈会上。。与与

会代表对西南地区水泥行业发展前景充满忧虑会代表对西南地区水泥行业发展前景充满忧虑，，历数了一些怪现象历数了一些怪现象。。

其中其中，，就有拿到批文能卖好价钱一说就有拿到批文能卖好价钱一说。。

第三次听说这样的事第三次听说这样的事，，是在一家水泥企业调研采访是在一家水泥企业调研采访。。公司老板很公司老板很

低调低调，，不愿面对镜头不愿面对镜头、、录音笔多说什么录音笔多说什么。。但私下聊天但私下聊天，，他打开话匣他打开话匣

子子，，说了一些内幕的事说了一些内幕的事，，坦言坦言““有的批文有的生产线就是为了卖有的批文有的生产线就是为了卖

给给××××公司的公司的”。”。他的这番话他的这番话，，触动了我触动了我。。我意识到这事很能说明问我意识到这事很能说明问

题题，，值得高度重视值得高度重视。。

第四次听说这样的事第四次听说这样的事，，是采访当地建材行业协会的一位领导是采访当地建材行业协会的一位领导。。他他

对水泥行业政策对水泥行业政策、、生产经营生产经营、、审批等情况非常了解审批等情况非常了解。。他直言他直言，，当地新当地新

建扩建水泥生产线建扩建水泥生产线，，存在违规审批存在违规审批、、随意审批的情况随意审批的情况。。有些人拿到批有些人拿到批

文文，，就是为了在联合重组的交易中提高筹码就是为了在联合重组的交易中提高筹码。。他的一番话他的一番话，，加上之前加上之前

了解的情况了解的情况，，使我相信使我相信，，这样的事确实存在这样的事确实存在。。

全国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全国水泥产能严重过剩，，西南地区情形尤烈西南地区情形尤烈。。按照国务院相关文按照国务院相关文

件件，，新建水泥生产线严格控制新建水泥生产线严格控制，，须报国家发改委审核批准须报国家发改委审核批准。。西南地区西南地区

经济比较落后经济比较落后，，有上新项目的内在动力有上新项目的内在动力，，这可以理解这可以理解。。拐弯抹角拐弯抹角、、找找

些借口新建一些水泥生产线些借口新建一些水泥生产线，，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个别地方无视国但个别地方无视国

家规定家规定，，违规审批违规审批、、随意审批随意审批，，甚至批出甚至批出““变味变味””的批文的批文，，则出乎我则出乎我

们的意料们的意料。。这种状况不制止这种状况不制止，，西南地区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局面有失控西南地区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局面有失控

之虞之虞，，市场恶性竞争乱象会更加严重市场恶性竞争乱象会更加严重。。

““变味变味””的水泥批文里面的水泥批文里面，，或许还隐藏着腐败或许还隐藏着腐败。。

有些水泥批文

“变味”了
崔书文

驱车走在四川省广安市前锋镇，一路坑坑洼洼，不时能看到
满载着熟料的大卡车。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些笨重的大卡车
每天来来回回，把镇上的道路弄得“面目全非”，村民们每天都得
往路上洒上几遍水，否则一起风就尘土飞扬。

记者来到广安桂兴水泥有限公司，只见公司大门紧闭。销
售经理贾光辉告诉记者，公司仅有的一条日产 2500吨的生产线
正在停窑检修。

“这是例行检修吗？”记者问。
“这条线今年以来就没怎么开工过。”贾光辉说。
记者了解到，2007 年，桂兴水泥申请了对原有落后工艺进

行改造的技改项目，建成了年产能 120 万吨的生产线。但在
2008 年后，广安地区水泥产能急剧增加，这条生产线开开停停，
2012年的产量只有 50多万吨。

停窑检修只是权宜之计。“全厂有近 300名员工，窑停了，厂
里只能搞些培训或娱乐活动，把大家组织起来，工资照发，否则，
你让他们干吗去？”贾光辉说。

大型水泥企业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华蓥西南水泥有限公
司是广安市的水泥龙头企业。公司党委书记杨天科告诉记者，

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省的水泥发展方略就被打破了。出于灾后
重建等原因，政府对新增水泥投资一律核准。2010 年，不少新
增产能集中释放，但基础设施、房屋、桥梁等方面的灾后重建已
完成 80%，导致水泥产能过剩显现，并日益严重。2012 年,华蓥
西南水泥的产量只有 140多万吨。

一位水泥企业的负责人随手给记者画出当地水泥产能
分布示意图。记者看到，以华蓥市为中心，方圆 60 公里内分
布着近 10 家水泥企业，总产能达到 1550 万吨。仅华蓥西南
水泥公司所在的山沟里，就聚集了 4 家水泥企业。从市场半
径看，达州 1200 万吨的产能可以辐射华蓥市；加上粉磨站的
500 多万吨产能，广安市水泥产能远超出每年 400 多万吨的
市场需求。

由于产能过剩，广安水泥业已全面进入低谷期，一些企业搞
起了低价倾销的“价格战”。在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不断上扬
的背景下，水泥企业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变窄，造成
了大面积亏损。尽管经过区域市场协同，水泥价格有所回升，但
在煤炭和人工成本上升压力下，不少水泥企业面临着生产越多、
亏损越多的风险，有些企业甚至直接关停了生产线。

聚焦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现状篇

山间竞起水泥厂 欢喜少愁的多
——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情况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建材报联合调研组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来自中国水泥协会、西南四省市水泥协会负责人及 10 多家水泥企

业的老总们齐聚一堂，交流对本地区水泥产能过剩的见解。
面对媒体和同行，与会者畅所欲言：“去年国内水泥需求市场容量

增长最快的是贵州和重庆，但这两个地方亏损也最严重。”“做水泥很

苦，这个行业没有价值可体现。同等的资金要素投入，产出的利润还不
如养猪。”“在水泥产能过剩已成事实、水泥行业连续多年增产不增利的
情况下，新的水泥生产线仍在‘大干快上’，令人匪夷所思。”“中国水泥
该在国际上‘出洋相’了。”⋯⋯

座谈会虽然持续了一个上午，但无论是发言者还是主办方，都颇感

意犹未尽。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西南地区水
泥企业究竟面临怎样的经营压力?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之下，西南地区水
泥企业路在何方？座谈会结束后，经济日报社和中国建材报社联合调
研组分成两路赴四川、贵州、云南、重庆四地，走访了西南地区 10 余家
水泥企业，力争亲眼目睹和真实记录西南水泥产能过剩之殇。

山沟建起水泥厂 增产容易增利难

2009 年，以饲料、农产品加工起家的东方希望，在毫无征兆
的情况下宣布进军水泥行业，并在重庆市丰都县建成了 5 条
5000吨的水泥生产线，成为目前重庆市单体最大的工厂。

东方希望在丰都投建之时，重庆主城区下游聚集了多家国
内水泥行业十强企业，水泥产能布局已经基本完成。当时，长寿
有一条日产 2500 吨和一条日产 5000 吨的水泥生产线，涪陵有
一条日产 5000 吨的水泥生产线，在丰都下游，有 3 条日产 5000
吨的水泥生产线和一条日产 2500吨的水泥生产线。此外，沿江
还有不少小型的粉磨站。

在水泥企业已经预感到产能过剩压力的情况下，东方希望
成了重庆水泥市场“搅局者”。有说法认为，东方希望在丰都上
水泥生产线，是为了后期参与整合四川水泥市场。也有说法认
为，东方希望的投建，主要由于当地政府在招商中给了不少优惠
政策，期待东方希望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

作为后来者，东方希望的日子并不好过。东方希望重庆水
泥有限公司总经理汤礼介绍说，公司的管理层原来主要从事农
业领域，进入水泥行业后，管理方法和理念都需要调整。从市场
角度看，尽管东方希望试图把水泥和熟料通过水路运往长江下
游，以避开三峡库区的产能过剩，但想盈利并不容易。

2012 年，东方希望的产能释放了 60%，但市场仍主要集中

在库区，企业没能盈利。“同等资金要素投入，产出的利润还不如
养猪。”汤礼坦言，水泥是工业的脊梁，但在产量增长消费却没有
成比例增长的情况下，做水泥的价值很难体现。

“在东方希望身上，我们更深刻感受到产能过剩带来的冲
击。”中国水泥协会名誉会长雷前治曾这么评点说，产能释放了
60%，但企业还在亏损，印证了这个厂子本来就是盲目投资和重
复建设的产物。

据了解，东方希望曾动过转手的念头，中国建材等水泥业龙
头企业对东方希望的评价颇高，认为东方希望无论从技术创新
还是管理创新的角度看，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不过，这些龙
头企业对于收购事项不置可否。雷前治点出了其中要害：“厂子
虽然建得好，但市场又在哪里呢？没有市场，技术效益又怎么可
能得到体现？”

根据重庆市水泥协会提供的数据，2012 年，重庆市水泥总
产能达到 7600 万吨，水泥产量 5276 万吨，较上年同比增长
4.41%，但全行业却亏损 1.05亿元，企业亏损面占 39.32%。

“这些年，西南地区的水泥行业技术改造进程在加快，技术
进步比较明显，但是，在产能过剩之下，技术进步的效益根本无
法体现，不少企业考虑的是控制成本，哪里还敢在技术创新方面
搞大投入？”一位水泥企业负责人说。

技术效益难体现 做水泥不如养猪

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尽管水泥市场已经处于供给远远
大于需求的状态，不少工厂已经处于半开半停状态，根本无法完
全释放产能，但是，这似乎还不足以影响到人们新建水泥生产线
的热情和积极性，在一些贫困地区更是如此。

我们走进贵州新双龙水泥有限公司时，企业还处于停产
期。日产 2500 吨的水泥生产线上，只有一名检修工人在搞焊
接。双龙的这条生产线是 2007年当地的一位商人出资所建，当
时政府给出的承诺是只允许建三家。2009 年 6 月公司投产后，
赶上遵义水泥供不应求水泥供不应求，，利润可观利润可观。。

好景不长好景不长。。随着水泥行业的大企业相继进入随着水泥行业的大企业相继进入，，水泥价格迅水泥价格迅
速拉低速拉低。。双龙陷入资金困局双龙陷入资金困局，，被迫停产被迫停产。“。“遵义市平均每遵义市平均每 5050 公里公里
就有一家大型水泥厂就有一家大型水泥厂，，目前遵义地区大型水泥厂的实际产能均目前遵义地区大型水泥厂的实际产能均
为为 5050%%至至 7070%%左右左右。。二期日产二期日产 25002500 吨的生产线吨的生产线，，我们也拿到我们也拿到
了批文了批文，，但不敢再建但不敢再建。”。”公司副总经理焦辉说公司副总经理焦辉说。。双龙的产能为双龙的产能为
100100万吨万吨，，但负债高达但负债高达 77亿多元亿多元，，债权人多达债权人多达 861861人人，，其中其中 7070%%以以
上来自于民间借贷上来自于民间借贷，，资金链彻底断裂资金链彻底断裂，，业主无力还债业主无力还债，，只能申请只能申请
破产清算破产清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遵义市虽然下辖遵义市虽然下辖 44 个国家级贫困县个国家级贫困县，，
但在但在 20082008 年以后产能快速增长年以后产能快速增长，，几乎县县都有水泥厂几乎县县都有水泥厂。。目前目前，，
遵义水泥产能共遵义水泥产能共 14001400万吨万吨，，加上今年即将建成投产的加上今年即将建成投产的 600600万吨万吨

产能产能，，全市水泥产能将超过全市水泥产能将超过 20002000 万吨万吨。。按理说按理说，，这个产能规模这个产能规模
已经足以覆盖遵义全市已经足以覆盖遵义全市。。不过不过，，遵义的国家级贫困县正安县和遵义的国家级贫困县正安县和
道真县道真县，，虽然只有虽然只有 5050 万吨不到的市场空间万吨不到的市场空间，，但这两个县却各自但这两个县却各自
建有产能建有产能 100100万吨的水泥厂万吨的水泥厂。。

一位业界人士告诉记者一位业界人士告诉记者，，当初两个县建水泥厂当初两个县建水泥厂，，关键还是看关键还是看
中了其带来的中了其带来的 GDPGDP 和税收和税收，，并没有做好市场调研并没有做好市场调研。。正因为如正因为如
此此，，水泥厂投产后并不顺利水泥厂投产后并不顺利。。20122012 年年，，其中一个水泥厂的产能其中一个水泥厂的产能
只发挥了只发挥了 3030%%，，另一个厂调试完生产线后另一个厂调试完生产线后，，就再未启用过就再未启用过。。

““贵州有不少国家级贫困县本身的市场空间不大贵州有不少国家级贫困县本身的市场空间不大，，但每个县但每个县
都想把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开发出来都想把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开发出来，，于是就争先上水泥生产线于是就争先上水泥生产线，，
试图以此拉动试图以此拉动 GDPGDP。”。”贵州省水泥协会秘书长陆石明说贵州省水泥协会秘书长陆石明说。。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地方政府依托矿产资源优势谋发展的地方政府依托矿产资源优势谋发展的
初衷是好的初衷是好的。。但大家一拥而上地搞水泥生产但大家一拥而上地搞水泥生产，，反而造成了水泥反而造成了水泥
产能不能充分发挥产能不能充分发挥，，带来大量资产闲置带来大量资产闲置，，使资源和资本遭到了很使资源和资本遭到了很
大浪费大浪费。。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截至截至 20122012 年底年底，，贵州省人均产能达到贵州省人均产能达到 22..5858 吨吨，，
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产能利用率仅为但产能利用率仅为 6868%%。。

不过不过，，产能过剩的状况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产能过剩的状况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新增产能的冲新增产能的冲
动仍十分强劲动仍十分强劲。。随着六盘水随着六盘水、、贵定等一大批新增产能陆续投产贵定等一大批新增产能陆续投产，，
今年贵州省水泥总产能将达到今年贵州省水泥总产能将达到 11亿吨亿吨。。

贫困县争办水泥厂 优势资源遭浪费

记者来到位于昆明市东南面的云南澄江华荣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时，厂子的一条生产线正在投
入运行中。

“我们厂有 2 条日产 2500 吨生产线，但只
能 轮 流 开 工 ， 两 条 线 不 能 连 续 同 开 超 过 1 个
月。”公司负责人文光告诉记者，这些年云南省
的水泥产量增长太快，国务院 38 号文件出台以
后，地方经信委曾承诺不再批新线了，并计划到
2010 年 10 月底，淘汰全部立窑。于是，华荣水
泥开建第二条生产线。可是第二条生产线建成
后，政府承诺的淘汰任务却没完成。

文光所说的情况并非仅有。黔西南州目前已
经投产的产能达到 750 万吨，在建产能 700 万
吨，如果加上已经批的水泥生产线大概 15 条，
产能将达到 2000 万吨。但是，全州仍然保留着

200万吨的立窑产能。
贵州省黔桂西南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饶明

告诉记者，面对产能过剩，大企业还能主动参加
区域协调，共同应对不利局面，但小型立窑水泥
厂并不遵守行业规则。他们生产线的启动成本很
低，一旦市场价格回升，就会开足马力，使产能
过剩雪上加霜。

在云南，尽管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达到 105
条，但落后的立窑生产线还保留着 78 条。一位
业内人士十分不解：这些落后产能只占全省产能
的 10.5%，为何不尽快淘汰出局呢？

一些业界人士也向记者讲述了淘汰落后产能
中遇到的诸多乱象。有些地方为了避开 38 号文
件的约束，利用技改项目进行审批，炸掉小立
窑，却置换出了更大规模的生产线；一些企业在

拿到省里“路条”之后，就开始投资开展前期工
作；也有一些企业建成生产线以后，就等着大企
业来收购，高价出售，从中赚取巨额收购款。

云南瑞安建材投资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冯涛
介绍说，目前，云南省企业已经拿在手里的批
文至少有 20 条以上，不少企业虽然没有批文，
但已经在筹备上项目；一些久经沙场的大企
业，不管不顾产能过剩的局面，仍公开宣称要
继续建厂增产能。

落后产能不出局，新产能快速上马，不仅降
低了行业联合重组的效果，加大了企业兼并重组
的成本，也降低了联合重组企业的积极性，造成
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浪费，给产业结构
调整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先投资，等死；后投资，找死。”文光一
句简单的话，道出了云南多数水泥企业的无奈。
目前，西南地区的水泥产能过剩水平，已经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截至 2012 年底，西南区域人均
产能为 2.31 吨，其中，贵州、重庆人均产能达
到 2.58 吨和 2.76 吨，远超全国人均产能将近 2.3
吨的水平，更高于国际人均产能 1吨的红线。

生产线审批不合规 淘汰落后进展慢生产线审批不合规 淘汰落后进展慢

2008 年，四川大地震以后，西南地区的水
泥产能快速增长。雷前治在四川调研后撰写了一
份灾后重建中水泥需求情况的报告。在这份报告
中，雷前治写道：“对于水泥行业来说，产能过
剩比地震灾害造成的破坏能量还要大”。

由于灾后重建对水泥需求量的放大，在某种
程度上掩盖了产能过剩问题，因此这份报告当时
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许多水泥项目未经核准就擅
自建设并投产。在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水泥产能
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滑，
全行业亏损压力加大。

2012年，西南区域产能过剩造成了区域内前
三季度水泥行业竞争白热化，贵阳周边水泥价格曾
低于200元/吨，大昆明、大重庆区域水泥价格长期
徘徊在200元/吨左右，企业大幅度亏损。尤其是重
庆，名列全国亏损之冠，企业亏损面达46%。

雷前治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一位全球
水泥行业的资深分析师问他，中国水泥已经连续4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为何利润不增反降，水泥行
业为何挣不到钱？这一问题，让他既尴尬又无奈。

西南地区的水泥企业，对“增产不增利”的
体会也越来越深刻。2012 年，贵州省的投资增
长在 50%以上，水泥市场需求增长达到 38%，
居全国之首，但价格却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其
中，32.5 标号水泥价格每吨在 230 至 240 元之
间，今年年初甚至跌至 190 元。难怪乎，水泥企
业老板们脸上写满苦涩，去年前 11 个月，贵州

省水泥行业亏损了将近一亿元。
在云南，一位业界人士告诉记者，前些年，

由于水电站等建设项目较多，水泥需求量较大，
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能过剩的矛盾。然而，随
着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陆续完工，产能过剩逐渐
显现，企业之间暗地里打起了价格战，全行业利
润空间变窄，出现了大面积亏损。2012 年，云
南省规模以上水泥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249.42 亿元，增长 19.58％，但全行业实现利润
同比下降 26.19％，亏损企业 69 户，亏损额 5.63
亿元，同比增长 59.94％。

记者了解到，大量的水泥生产线投产，产能
发挥与需求不相匹配，很多厂家无法满负荷生产，
价格下跌也很厉害。大重庆区域水泥价格长期徘
徊在200元/吨左右，企业亏损面扩大。

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四川、重庆水泥基本已
到拐点，水泥消费量已经达到峰值，未来需求增
长乏力，供求关系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和改善。
预计产能利用率四川保持在 75%以下，重庆在
70%左右。西南地区产能利用率低，供大于求的局
面将长期持续，加上投机资本大量介入，市场竞
争会更加激烈残酷，水泥价格很难保持行业合理
水平，企业无法实现效益甚至大面积亏损，不仅
使行业发展受到致命打击，还将直接影响地方经
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企业无法履行社会责任，环境
保护投入和支出减少，能耗增加，污染加重，安

全、环保都得不到有效保证，甚至可能引发一些
亏损企业拖欠员工工资等影响地方稳定的事件，
产生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产能过剩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金勇
坤说，遵义的双龙水泥厂在 2009 年投产了一条
年产 100 万吨的新型干法生产线。企业成立之
初，政府十分支持，协助向银行贷款。在产能过
剩之下，双龙停产了，不仅造成了资源闲置，还
导致员工下岗。

此外，拉法基的瑞安水泥、正安的玉溪水泥
等目前也都处于半停产状态。“这些水泥厂都是
生产能力比较强、管理水平高、装备水平好的
企业，但产能发挥不出来，真的很可惜。”金勇
坤说。

为了盘活这些产能，当地政府急了；银行
机构为了收回贷款，也委托金勇坤帮忙联系大
集团收购整合这些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企业。
但这谈何容易。金勇坤说，这些企业并非破铜
烂铁，没有市场，整合效果短期内也不大，现
在企业能做的，似乎只有自律减产，等待市场
需求回暖。

水泥产能过剩引发的白热化、恶性化竞
争，已经严重危及企业的生存和行业的健康发
展。在西南水泥等大企业带动下，不少企业已
经主动自救，逐步开展区域市场协同，自愿停
窑降低产能利用率。

面对产能过剩之殇，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业
界的最大呼声，莫过于“不能再建新生产线了”。

雷前治表示，不再上新的水泥生产线了，这
是从源头上遏制西南地区水泥产能继续增长的最
直截了当的做法。但西南地区水泥行业要走出过
剩泥潭，还需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勇气，
还要有更多的配套措施。

竞争加速白热化 企业几乎无钱可挣竞争加速白热化 企业几乎无钱可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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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记者采访时，新双龙水泥有

限公司水泥生产线处于停窑状态，工人

正在进行检修。

图① 记者采访时，新双龙水泥有

限公司水泥生产线处于停窑状态，工人

正在进行检修。

图②、图③ 记者采访时，已停产数

月的新双龙水泥有限公司的储料库空空

荡荡，厂区里一片荒芜。

②②

③③

①①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水泥协中国水泥协

会名誉会长会名誉会长 雷前治雷前治

中国水泥工业经过 10 多年的高速发展，目

前已陷入全国产能过剩的泥潭，其中西南地区

比较典型。去年国内水泥需求市场容量增长最

快的一是贵州二是重庆，恰恰这两个地方是去

年水泥行业亏损最严重的地区。

贵州水泥协会会长贵州水泥协会会长 刘刘 号号

应对产能过剩，我们建议：第一，坚决治理在

审批项目，认真执行国务院 2009 年 38 号文件精

神，对违背文件所上的项目，进行认真的、有结果

的清理；第二，确实采取一定措施支持联合重组，

因为联合重组在不增加现有产能的情况下还消

耗了产能；第三，支持水泥企业通过联合市场协

同，保持一定合理的价格，对于应对产能严重过

剩，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利国利民。

重庆市水泥协会秘书长重庆市水泥协会秘书长 马泽民马泽民

重庆水泥市场目前存在产能过剩和产量过

剩的双重过剩。怎么解决？水泥产能过剩只是

资产的闲置，而产量过剩危害特别大。由于低

价引发恶性竞争，企业利润成了肥皂泡，行业发

展同样受到阻碍，国家的资源消耗了，排放增加

了，税收减少了，银行贷款难归了。

贵州遵义赛德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遵义赛德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勇坤金勇坤
贵州省遵义地区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已是无

可争议的事实。产能过剩的后果不仅是停产，

还带来员工失业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实际上很

多地方水泥企业都期待停止所有生产线的审

批。只有停止审批，停止新建项目，等待水泥

市场需求的增长，我们才能渡过难关。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

汤汤 礼礼
做水泥我觉得很苦，我们在重庆感觉有

越做越往下走的趋势，这个行业没有价值可

体现。同等的资金要素投入，产出的利润还

不如养猪。

云南瑞安建材投资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云南瑞安建材投资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冯冯 涛涛

目 前 云 南 所 有 的 区 域 都 是 水 泥 产 能 过

剩，大量的厂家不能满负荷生产，价格下跌严

重。但是新建的项目，手里面拿到批文的至

少还有 20 条以上；没拿到批文，准备谋划再

继续新建的项目就更多了。如果按照这个趋

势发展下去，云南将来的水泥产能过剩局面

将非常严重。

黔桂西南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黔桂西南建材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副总经理

饶饶 明明

我们需要呼吁：停止审批。我要反映一个

问题，国家早就提出要淘汰小水泥，按照国家

的规定，我们那里 13 个立窑厂到今年必须全部

淘汰，但是到今天为止，13 家立窑厂没有一家

淘汰。

华蓥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华蓥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杨天科杨天科

目前产能过剩这么严重，仍存在审批不合

规的情况，大家都在审批，导致整个广安市过剩

严重。我们希望政府不要再批新线了，对于已

经批的还没有建的，要责令地方政府不能再建

了，新增产能必须得到控制。

中国水泥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水泥协会副秘书长、、水泥行业资深分水泥行业资深分

析师析师 刘作毅刘作毅

从数据可以看出，西南地区水泥产能已经

全面过剩。根据季节分布的走势，旺季的 11

月、12 月开工率也达不到 100%，旺季也要限

产。由于 2009 年—2011 年连续三年产能高位

释放，供需关系失衡，导致 2011 年—2013 年供

需已经失衡。同样推测，2013 年—2015 年产能

也是过剩的，即便旺季也会过剩，这是我对西南

地区水泥供求形势的判断。

数据来源： 数字水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