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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下行压力仍较大

二季度，两大指数

走 势 基 本 与 一 季 度 一

致，反映出上半年化工

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但

持 续 面 临 较 大 下 行 压

力。在行业总体效益增

速下滑的情况下，今年

以来化工行业内部效益

继续呈现出分化态势

二季度，中经化工产业景气指
数 99.1，与上季度基本持平，产业
预警指数 83.3，下降 3.3 点。两大
指数走势基本与一季度一致，都为
一“平”一“降”，反映出上半年
化工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但持续面
临较大下行压力。

二季度，化工产品价格总水平
呈现出探底回升趋势，跌幅有所收
窄，但这种趋势能否持续，尚需观
察。从对应指标看，销售收入增速
不升反降，企业库存上升进一步加
快，表明行业价格回升并非由销售
拉动，市场需求尚未出现实质性的
好转。原油价格反弹、企业减产限
产等成本和供应因素，是推动价格
短期触底反弹的主要原因。

目前来看，下半年仍有大量的
化工新装置投入运行，供应调节仍
然是影响市场趋势的重要因素。经
过了上半年的集中调整，预计下半
年产业状况向好，但供应增产压力
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但下半年，行
业价格能否持续回升，要看市场需
求能否真正好转。

二季度，化工行业总体利润增
长继续下降，企业效益持续下滑的
状况令人堪忧。需求不足、成本上

升，对企业经营造成双重压力。从
成本来看，一是融资成本上升，贷
款难度加大，利率上升。二是经营
成本上涨，尽管原煤价格下降，但
物流成本上升、电力价格上涨，以
及部分化工园区蒸汽价格上涨等，
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压力。三是工
资上涨，人工成本增加。四是安全
环保成本上升。此外，企业税费负
担较重，人民币双向波动加大等，
也对企业经营和成本管控带来很大
压力。

在行业总体效益增速下滑的情
况下，今年以来化工行业内部效益
继续呈现出分化态势。上半年，行
业内效益下降最明显的是化肥和合
成材料行业，而涂 （颜） 料和专用
化学品制造的效益相对较好。数据
显示，化肥行业前 5 个月利润降幅
达 40%，合成材料制造业和化学
矿采选分别下降 13.5%和 9.7%。其
中，氮肥行业净亏损 23.6 亿元，
合成纤维单 （聚合） 体行业净亏
17.4亿元。氮肥业前两个季度亏损
呈持续增加趋势，合成材料在价格
回升拉动下，二季度利润降幅有所
收窄，但仍未摆脱同比下降的状
况。前 5 月，涂 （颜） 料制造业利

润同比增长 34.6%，专用化学品制
造业增长 18.2%，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业增长 15.1%，都较大程度快于
行业总体增速。

二季度化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持续下降，已经低于历史平均
水平，表明在当前产能过剩、效益
下滑的形势下，行业总体的投资冲
动出现了明显回落，结构调整的动
力在增强。但是，从行业投资的分
布来看，仍存在一定问题，一些效
益不好的子行业投资增速仍很高，
效益好的子行业投资增速反而低。
如 1 至 5 月份，化学矿采选业投资
增幅达 39.8%，合成材料制造业投
资增幅 22.5%，都明显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这两大行业上半年效益都
同比下降。而效益良好的专用化学
品 ， 1 至 5 月 份 的 投 资 增 幅 仅 有
4.6%，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面对行业当前的困境，一方
面需要政府完善宏观调控，加快
在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切
实缓解企业成本压力，另一方面
更需要企业自身苦练内功，增强
应对风险能力，尤其是要加快提
升科研和技术水平，切实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

统计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4
年三季度景气指数为 99.1，与本季
度持平，预警指数为 83.3，与本季度
持平，四季度景气指数为 99.3，比三
季度上升 0.2 点，预警指数为 86.7，
比三季度上升 3.3 点，景气状况稳
中有升。

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二季
度 ，化 工 产 业 企 业 景 气 指 数 为
123.8，比上季度下降 2.8 点，其中：
即期指数为 122.9，比上季度上升

1.2点，预期指数为 124.4，比上季度
下降 5.6点。

统计模型测算与企业景气调查
的结果基本一致，三季度化工产业
景气度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波动
幅度不大。具体来看，本季度订货量
增加的企业比减少的企业少 11.4
个百分点；用工计划下季度比本季
度增加的企业比减少的企业多 1.8
个百分点，从业人数继续保持增长
态势；投资计划下季度增加的企业

比减少的企业少 8.3 个百分点，投
资增长将继续放缓。

短 期 内 对 于 化 工 行 业 而 言 ，
虽然没有明显的刺激经济增长的
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则有利于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
的优化。

预计下半年，在没有明显刺激
性政策出台的背景下，化工行业市
场需求将继续缓慢增长，各项经济
指标出现明显波动的可能性不大。

景气状况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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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国外石化产品

的涌入，提高国内石化产业

的竞争力，石化产业规划布

局方案已经基本完成。新基

地的建设将和国内一些新的

石化装置将为下游产业提供

更丰富的原料

产业观察

2014 年二季度，中经化工产业景气
指数为 99.1，与上季度基本持平，仍然保
持了平稳的态势，不过这种平稳是一种
低水平的平稳，不能将其视为行业发展
的健康状态。我们注意到，二季度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增速下降，而税金
总额同比上升，而且前两项指标的同比
增速也慢于税金总额的增速。实际上，这
种情况在一季度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意
味着2014年上半年化工行业在收入和利
润下滑的情况下纳税额出现增长，在目
前这种较差的经营环境中，税负的增加
将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

从国际化工业整体形势来看，由于
原料成本较低，美国生产的基础化学品
在全球市场上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将
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较大影响。这无疑
会加剧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的竞
争，对中国国内企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为了应对国外石化产品的涌入，提
高国内石化产业的竞争力，今年 6 月初，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石化产业科学布局
和安全环保集约发展，继续推动国内石
化产能的增长、产品结构的优化、排放标
准的提高。据悉，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
已经基本完成。新基地的建设将和国内
一些新的石化装置将为下游产业提供更
丰富的原料。

由于石油、化工企业的环保情况已
经被全社会所关注，未来这些相关产业
的建设将更趋集约化。

2014 年二季度，国内化工产品市场
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 PTA 价格的大
幅波动。由于产能过剩加上下游需求不
振，国内 PTA 行业已经出现了全面亏
损，在这种情况下大型 PTA 生产企业联
合减产报价，成功地将 PTA 价格由 5 月
初最低点的不到 6000 元/吨提高到 6 月
末的 7400 元/吨。在 PTA 价格上涨的带
动下，同为聚酯原料的乙二醇价格也出
现了上涨，聚酯价格则由于成本上升同
期大幅上行。不过由于下游需求并未出
现明显好转，生产企业的推涨行动无法
与其采购商达成一致，PTA 价格也难以
在高位维持。这种以减产换来的价格上
涨最终是否能为 PTA 企业带来利润还
需要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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