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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俯瞰山东济宁新材料产业

园区。 史家民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陕西商洛市商州区一家建

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搬运以尾矿渣为

原料生产出来的砌块砖。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图图③③ 海螺集团白马山水泥厂

内，世界首条水泥窑二氧化碳捕集纯

化项目。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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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业绿色低碳水平全面提升
本报记者 祝君壁

中国水泥协会执行会长孔祥忠：

水泥行业转型硕果累累

①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材行业已发展成为门

类比较齐全、产品基本配套、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的完整工业体系，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30 个

行业小类，298 类、1013 种产品。当前，我国建材企业

约 22 万家，从业人员 860 万人，全行业总产值超过

7 万亿元。建材行业紧紧把握世界建材发展大势和

科技进步方向，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创新夯实核心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材行业坚持自主创新，

科技进步成就显著。一系列核心技术装备已实现国

产化，扭转了部分技术装备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把

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0 年砥砺奋进，我国建材主要产业技术装备水

平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新型干法水泥窑外

分解技术、浮法玻璃、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等先进生产

工艺已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

党委书记阎晓峰介绍，建材产品的性能、功能显著提

升，应用领域不断扩展。航空航天用复合材料构件

已应用于我国首个空间站；特种石英玻璃、红外玻璃

成功应用于天宫、探月、北斗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

大尺寸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在空间遥感卫星领域

实现应用突破；低热水泥成功应用于世界上最薄的

300 米级特高拱坝乌东德水电站；高性能 TPO 防水

卷材应用于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工程之中。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新技

术竞争的关键领域，发展新材料是我国从制造大国

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然要求，更是新形势下建材行业

转型的主要方向。

阎晓峰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建材领域新材料

在产业规模、体系建设、集群效应、技术创新等方面

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培育出碳纤维、风电叶片、汽

车用复合材料、电子信息玻璃、石墨烯等多个数百亿

元产值的产业，以及特高压陶瓷绝缘子、蓝宝石衬

底、闪烁晶体、气凝胶等数十亿元产值的产业；一系

列自主研发的国产高端新材料为我国航空航天、新

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保障。

10 年间，建材行业科技创新突飞猛进，聚焦颠覆

性、迭代性、紧迫性的科技攻关项目及成果层出不

穷，有力支撑了建材行业绿色低碳安全高质量发

展。行业评选出科学技术奖 310 项，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奖 41 项。其中，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牵

头完成的“千吨级干喷湿纺高强/中模碳纤维产业化

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90 余项行业成果荣获建筑材料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同时，建材行业专利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多项专利

技术获得中国专利奖。

探索低碳排放新途径

随着绿色低碳发展在建材全行业形成共识，在

新发展理念驱动下，政策、技术、标准等形成合力，建

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10 年来，建材全行业年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

物量超 15 亿吨，160 余条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建设了

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污泥、危险废弃物等装备。建材

工业余热余压年利用量已超过 4 亿百万千焦，年余热

发电量超过 400 亿千瓦时，按各年火力发电标准煤耗

计算，相当于每年为全社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000

万吨以上。其中，水泥熟料生产线余热发电达到可

装生产线的 95%，平板玻璃在产生产线已全面配套余

热利用设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动绿色建材创新

发展，鼓励绿色建材在农房改造、绿色建筑、装配式

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等工程建设项目中优先应用，并

认证绿色建材 58 个大类产品，绿色建材产品体系不

断完善，培育形成了 8 个绿色建材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较完善的

绿色建材产品体系，绿色建材走进了千家万户。目

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指导下，中国建筑材

料联合会牵头推进的绿色建材下乡活动正在各地如

火如荼进行中。

新形势、新格局、新任务，对建材行业提出了新

要求。建材行业在 2020 年明确了“宜业尚品、造福人

类”的发展目标，并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我国“双碳”目

标。2021 年年初，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率先向全行

业发出《推进建筑材料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倡议

书》，明确提出“我国建材行业要在 2025 年前全面实

现碳达峰，水泥等重点行业要在 2023 年前率先实现

碳达峰”；率先发布《中国建筑材料工业碳排放报告

（2020 年度）》和《建筑材料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

法》，是我国工业领域首个提出碳达峰目标并发布碳

排放报告和碳排放核算办法的行业，为指导建材行

业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有效决策依据和工作支撑；

2021 年年末，提出建材行业零外购电、零化石能源、

零一次资源、零碳排放、零废弃物排放、零员工的“六

零”示范工厂概念，积极推动建材企业转型升级，得

到行业企业广泛响应。

当前，广大建材企业正大力推进以碳减排为主

线的全面转型。在优化能源结构方面，逐步提高使

用清洁能源的比重；积极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

非化石能源替代技术、生物质能技术、储能技术等；

开发和挖掘技术性减排路径和空间，探索建材行业

低碳排放新途径，优化工艺技术，研发新技术，完善

并推广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碳汇技术，同时利用信

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加强能耗控制和监管；发

挥建筑材料行业消纳废弃物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工

业副产品在建筑材料领域的循环利用率和利废技术

水平；着力推广窑炉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污泥、危险

废物等技术，大幅提高燃料替代率。

持续优化产业结构

10 年间，我国建材行业结构优化升级成效明显，

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

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产业组

织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水泥、玻璃

等传统建材行业告别粗放式发展的老路，逐步走上

创新驱动、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的新路。

数字水泥网统计数据显示，10 多年来，我国水泥

行业产业规模和行业利润发生了巨大变化。水泥产

量从 2010 年的 18.8 亿吨增长至 2021 年的 23.8 亿吨；

2012 年行业利润总额 657.41 亿元，2021 年达到 1694

亿元，实现了阶梯式增长，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

“‘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水泥年产量一直维持

在 22 亿吨至 24 亿吨，占世界水泥总产量的 55%左

右。在产业政策支持下，维护供需动态平衡的能力

不断增强，以国企为主的大企业市场竞争实力得到

提升，绿色低碳转型的高质量发展形成行业共识，行

业盈利水平也处于制造业前列。”中国水泥协会副秘

书长陈柏林表示。

水泥行业围绕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改革发

展主线，积极推进水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提高

能效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广数字化、智能化；执

行产能减量置换政策，遏制新增产能；推行常态化错

峰生产政策，减少污染物排放，有效化解产能严重过

剩；强化行业自律，保障有效供给，优化市场竞争环

境，创造良好的行业生态。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理念持续转变，促使建

材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产业链价值大幅提

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建材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2%，实现平稳较快增长。2018 年，建材加工制品业

产业规模首次超过基础材料产业，且比重持续扩大；

2020 年 ，规 模 以 上 建 材 行 业 中 加 工 制 品 业 占 比

52.0%，比 2012 年提高 13.7 个百分点。

同时，建材行业国际化进程方兴未艾。目前，

我国建材对外贸易基本形成了进口资源类产品为

主，主要出口初级制成品、深加工制品互有流通的

模式，与国际产业链进一步融合发展。2016 年以

来 ， 建 材 深 加 工 制 品 出 口 额 占 比 持 续 超 过 23%；

2021 年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出口金额达到 468.9 亿

美元，再创新高。国外工程和技术服务已成为建

材行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重要标志和体现国

际竞争力的重要品牌，建材企业已在 80 多个国家

承建 300 多个大型水泥工程，并提供了工程设

计、施工、安装、调试服务，乃至投产后的企

业生产运行管理。水泥工程建设总承包约占全

球 70%的市场份额，平板玻璃工程项目占全球

90%以上的市场份额。建材行业积极践行“走

出去”战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对外

投资总额已接近 200 亿美元。

这 10 年，是建材行业取得历史性突破和

辉煌成就的 10 年。建材行业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

围绕“宜业尚品、造福人类”的发展目标，大

力推进以“双碳”为主线的全面转型发展，

全面开启建材行业绿色低碳安全高质量发

展之路。

水泥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

业，党的十八大以来，行业始终坚持以稳增

长、调结构、促创新、增效益为主线，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在水泥行业蓬勃发展的 10 年里，中国水

泥协会始终致力于为行业发展服务，承担着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纽带作用，协助政府共同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推动水泥行业高质

量发展。据统计，10 年来，水泥行业累计向

社会提供水泥达 235.6 亿吨，实现行业营业收

入 94796 亿元，行业利润 10867 亿元。新型干

法水泥熟料产能占总产能比例达到 100%，拥

有 17 条万吨级水泥熟料生产线，年产量连续

37 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水泥产业集中度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

强。年熟料产能过千万吨水泥企业有 20 家，

占全国总产能比例的 66%。2021 年全球水泥

企业前 50 名排行榜中，中国企业有 19 家，中

国建材、海螺水泥、金隅冀东分别位列第一、

二、四名。

10 年间，行业年利润总额从 2012 年的

657.41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694 亿元，实现

飞跃式增长。从 2018 年开始，行业利润总额

已经连续 4 年超过千亿元。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中，在抗击自然灾害中，水泥企业作出

积极贡献，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增强，行业社会

美誉度得到提升。

水泥行业科技创新同样取得显著成果，

数字赋能效应逐渐显现。10 年来，水泥行业

在特新品种研发、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水

泥窑协同处置、绿色矿山建设、污染物深度治

理等领域取得重大科技进展。据统计，2019

年至 2020 年开工的 200 多个水泥重大技改项

目，总投资额约 590 亿元，超过 2016 年全行业

利润。

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上，水泥行业也

处于前列。“十三五”期间，规模以上企业

吨水泥熟料综合能耗下降 3.6%，水泥企业

可 比 熟 料 综 合 能 耗 最 低 为 91.75 千 克 标 准

煤/吨。截至目前，180 家企业入选工业和

信息化部绿色工厂名单。海螺集团投资建成

世界首条水泥窑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纯化环保

示范项目。

这 10 年，中国水泥企业境外投资步伐不

断加快，累计在 15 个国家投资建设了 31 条水

泥熟料生产线，合计熟料产能 3538 万吨，水

泥产能 5050 万吨。“十三五”期间，企业在境

外投资建设 23 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合

计 熟 料 产 能 2688 万 吨 ，水 泥 产 能

3965 万吨。

10 年 来 ，水 泥 行 业 务 实 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上了

绿 色 低 碳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道路。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