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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业着力化解供需矛盾

二季度，化工行业

总需求有所回升、价格

有所上涨，投资逐步企

稳，但外需依然低迷，产

能 结 构 性 过 剩 依 然 存

在。化解市场供需失衡

矛盾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2015 年二季度，化工行业景气
指数与上季度基本持平，在连续多
个季度下降后呈现企稳迹象，但预
警指数比上季度回落 3.3个百分点，
行业弱势格局进一步加深。综合来
看，上半年国内化工行业运行总体
呈现出低开趋稳、稳中有压态势。

二季度，国家一系列稳增长政
策措施逐步发挥效应，国内宏观经
济缓中趋稳，国际油价触底回升，原
料成本压力反转。在这些因素的推
动下，化工行业总需求有所回升、价
格有所上涨、投资逐步企稳，特别是
行业效益大幅回升。

但同时，行业生产合成指数继
续下降，显示行业开工水平仍受控
运行，装置能力随时有反弹的风
险。二季度行业的产成品资金增速
仍快于收入增速，行业去库存压力
仍相当大。特别是行业出口，二季
度大幅回落，同比由上季度增长
15% 转 为 下 降 3.5% ，外 需 依 然 不
稳，呈低迷萎缩态势。

目前，行业面临的主要压力仍
来自产能结构性过剩矛盾，市场供

需失衡依然比较突出。这个问题不
解决，行业趋稳势头将很难保持。
统计数据显示，1-5 月份，国内主要
化 学 品 表 观 消 费 量 同 比 增 长 约
3.7%，增速慢于同期产量增速约 1
个百分点；产成品库存周转天数有
所增加，化工产成品前 5 月平均周
转天数 15.9天，同比增加近 1天。

后期来看，国内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期望经济增速再次明显回
升的可能性不大，化工行业整体需
求仍将维持在低位增长水平。随着
中韩自贸区、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国
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将对整体尚
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我国石化产品
造成一定冲击。因此，化解化工产
品市场供需矛盾，应从多方面入手。

一是要千方百计挖掘市场潜
力。一方面，针对基础化学原料、
农用化学品、合成橡胶及制品等传
统市场，最大限度挖掘成熟市场潜
力。另一方面，把握需求变化趋
势，加强对纺织、轻工、房地产、交
通运输等下游行业重大基本项目
的有效供给，特别是差异化和功能

性、绿色环保低碳产品的市场推广
力度。努力顺应“互联网+”时代
要求，加快尝试传统销售方式与电
商销售手段相结合，多渠道开发新
的客户资源。

二是要积极扩大出口，加快走
出去步伐。要加强国际贸易发展特
点趋势的研究，积极主动做好“双
反”等应诉工作，努力把争端化解于
无形。积极做好出口产品升级换
代，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自
贸区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橡胶制品、
化肥、农药、无机盐等企业走出国
门，参与境外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国
际资源和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是要提高创新能力，提升产
品结构。目前，北美页岩气革命、中
东廉价油气资源均对我国造成冲
击，日、韩等国都在加速抢占技术创
新制高点，而我国高端制造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严重不足，行业结构
矛盾非常突出，因此，必须加大自主
创新力度，加快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提升产品档次和质量，大力发展高
端和专用产品。

统 计 模 型 测 算 结 果 显 示 ，
2015 年三、四季度中经化工产业
景 气 指 数 预 计 分 别 为 97.6、
97.7， 预 警 指 数 分 别 为 66.7、
70，保持基本平稳。

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二
季度，化工产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19， 比 上 季 度 下 降 3.8 点 ， 其
中：即期指数为 118.5，比上季度
上升 1 点，预期指数为 119.4，比
上 季 度 下 降 7 点 。 调 查 结 果 表

明，化工行业景气保持基本平稳。
具体来看，本季度订货量增加

的企业比减少的企业少 14.3 个百
分点，表明市场需求有所放缓；用
工计划下季度比本季度增加的企业
比减少的企业低 1.5 个百分点，预
计三季度从业人数增速稳中略降；
投资计划下季度增加的企业比减少
的企业少 12.6 个百分点，三季度
投资增长将继续放缓。

二季度，从景气指数的走势

来看，化工行业景气状况基本平
稳，经济运行正在步入增长放缓
但趋于稳定发展的阶段。因部分
子行业产能过剩、开工率低等原
因影响，整体经济运行表现平淡。

预计三季度，受世界市场疲软
影响，化工产品出口形势依然严
峻；国内工业经济延续缓中趋稳态
势，化工产品需求持续回升的基础
仍需巩固。综合来看，化工行业经
济总体仍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景气运行持续平稳
前 瞻

新 材 料 引 领
行 业 创 新

工行投资银行部研究中心 杨 林

新材料是未来高端装备制

造业的基础，新材料的生产也

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利

用新材料、新技术带动行业创

新、实现环保生产，是化工行

业发展的新机遇

产业观察

2015 年二季度，中经化工产业景气
指数为 97.5，较上季度基本持平。景气指
数各个指标中，利润增速创近两年来的
新高，原油价格下跌带来的成本降低已
经显现；出口额出现罕见的同比下跌，显
示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及中国产品竞争
力偏弱。在产能过剩、需求疲弱的市场条
件下，降低的成本很快就会被产品价格
的下降抵消，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并不会
出现本质上的改善。

生产方面，石化行业龙头产品乙烯
的二季度产量同比下降 5%，是 2013年以
来首次季度产量同比下降，在乙烯产能
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产量下降格外引人
关注。国内产量增速下滑，初级形态塑料
的进口量增速也低于往年水平，说明国
内下游需求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
乏力。我们认为，在通用级聚烯烃产品过
剩的市场条件下，如何提高产品质量、灵
活地根据市场需求生产高性能专用产
品，是企业未来必须考虑的问题。

2015年二季度，政府接连发布了《中
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
其中《中国制造 2025》提出，要提高专用
材料自给保障能力和制备技术水平。新
型材料是未来高端装备制造的基础之
一，高性能材料的应用将给电子元器件、
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门类的产品升级提供
可能；新材料的生产本身也是制造业的
一部分，利用新工艺、新技术使资源能更
有效地被利用，使生产环节更节能、环
保，都是提升新材料生产水平的目标。

在互联网时代，化工行业的互联网
化不仅仅是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的电子
商务，更重要的是用物联网使外部的采
购销售同内部的生产相连接，实现企业
的平稳运行，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
变化，由大规模生产向小批量定制延伸，
使企业经营更加贴近客户需求。

投资方面，受益于西部地区煤化工
项目（特别是煤制气）投资的回升，化工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触底反弹。不过
由于行业整体投资意愿仍然不强，未来
几个季度的投资增速还将保持在 10%左
右的历史较低水平。资本对技术创新的
理解和认知度是未来创业者能否获得资
本支持的关键。产业资本在识别此类创
新的风险与价值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未
来产业投资基金将成为化工行业创新的
重要资金融入机构。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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