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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遇冬 别被过剩寒流冻住脚步

过去几年，中国建材集团做了两件

大事，一是重组了 4 亿多吨的水泥，使水

泥产业的集中度从 18%提高到现在的

53%。重组的好处是让之前并不赚钱的

水泥产业，在 2010 年到 2014 年赚了钱，

尤 其 是 2011 年 行 业 利 润 超 过 1000 亿

元。这是全国通过结构调整推进供给侧

改革的好案例。第二件大事是自律限

产，其核心是产销平衡。2014年前后，企

业压力增大，有政府和行业协会提出了

为减少冬季雾霾在东北和新疆等地实施

错峰生产的措施。所谓错峰生产，除了

冬季取暖错峰排放外，另一个核心是着

眼于限产。这是通过政府强制限产的供

给侧改革的案例。

面对下滑压力，以水泥为代表的建

材行业该如何应对挑战？

宋志平强调要通过联合重组、停止

新建、淘汰落后、国际产能合作、错峰生

产、行业自律、大企业发挥引领作用打

“组合拳”，其中提高行业集中度和限产

是最核心的工作。

他提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例子，

包括日本，水泥、钢铁等基础原材料产

业，基本上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就兼并重

组，关掉很多工厂，几十家水泥厂变成几

大家，高度集中，同时果断退出，果断产

能出清。

“联合重组的目的是增加集中度，鼓

励大企业按区域形成市场核心利润区，

鼓励大企业之间产能互换，鼓励大企业

托管中小企业，支持企业之间交叉持股，

或者形成联合销售体进行联合销售。”宋

志平认为，重组中有两件事非常关键。

首先重组一定得停止新建市场，不能边

重组边新建。二是重组后价格合理回

归，不能大家依旧打价格乱仗，否则，重

组者就会腹背受敌，劳而无功。

此外，他提出要紧抓国际化机遇，加

强国际产能合作，在“一带一路”国家战

略牵引下，提高海外占比，开辟长期市场

需求。

应对挑战

调结构打出组合拳

就在去年，水泥产业发生了一件大

事 ：被 喻 为 国 际 水 泥 学 术 界“ 奥 林 匹

克”的第 14 届国际水泥大会首次“来”

到我国。

这次盛会来之不易。20 多年来，我

国水泥科技工作者为赢得大会申办权，

付出了巨大努力，却四次铩羽而归。大

会申报成功后，相关人士分析说，这是因

为我国水泥工业发展了，水泥与混凝土

科学技术进步了。

近年来，发达国家基础建设基本完

成，加之金融危机，导致国外对该领域的

科研经费支持越来越少，而我国经济仍

然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对基础研究支持

力度不断加强。

近十年，国家对水泥与混凝土科技

领域的支持经费达数亿元，科研条件也

可与国际先进国家媲美，一大批科学家

活跃在科研一线，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为我国基础设

施建设、节能减排、提高水泥混凝土工程

质量和使用寿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技

术支撑。

水泥混凝土材料应用量大面广，但

科技创新

业务效益逆势飘红

文·本报记者 陈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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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15 年，我国水泥产业遭遇 25 年来最冷的“寒

冬”，产量首次下降，价格持续下滑，半数企业产生亏损，经营压力

巨大。

水泥贡献了建材行业 70%的 GDP，然而不仅是水泥，玻璃等

传统建材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更为突出。

“表面看是‘过剩’与‘不足’，实质是没有把握与处理好需求与

供给之间的矛盾。”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认为，破题的关键

是从建材供给体系特别是市场需求端入手，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全面提高行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治理建

材行业产能过剩的唯一选择。

提起 RPC（活性粉末混凝土），多数

人一头雾水，但要将这个专业名词换种

说法：如今的天安门院内端门广场地砖

使用的材料，相信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

来是它啊。

由于大客流对地砖造成的损耗越来

越明显，天安门院内地砖周围出现破损，

防滑性能有所降低。2013 年，地面实施铺

装改造，工程要求地面铺装材料不仅具有

高性能，还要保持砖材质的传统特色，与

故宫院内地面规格、颜色等协调一致。工

程方经过比选，最终选择具有超高强度、

高耐久性的新型绿色高性能 RPC 材料制

作仿古砖。

由于 RPC 制品对制备技术和生产工

艺等有较高要求，项目建设方几经辗转，找

到有丰富 RPC 工程应用经验的中国建筑

材料科学研究总院（以下简称建材总院），

寻求技术支持与帮助。

建材总院积极响应，迅速组织团队

进行技术攻关，仅用十天时间就研制出

符 合 技 术 指 标 要 求 的 RPC 仿 古 砖 ，并

开 发 出“abs 树 脂 ”模 具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生 产 效 率 和 产 品 质 量 。 工 程 顺 利 通 过

验收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

理委员会特地向建材总院颁发了“贡献

奖”奖牌。

1993年，RPC 材料是由法国布伊格公

司率先研制成功，受到建筑工程领域专家

学者的密切关注。但与国外相比，国内在

RPC 产业化应用与示范方面存在较大差

距，其中自动化制备关键技术与产品装配

成型技术成为制约我国 RPC 材料发展的

瓶颈。

建材总院立足国内现状，经过多年自

主研发，2009 年中标京石高铁订单，2010

年建成 RPC 生产基地进行成果产业化，

2012 年，依托科技部转制科研院所技术开

发项目——“国家重大工程用 RPC 研究与

产品开发”项目，深入开展 RPC 基础研究，

突破高性能 RPC 关键制备技术，为工业化

制备 RPC系列制品奠定理论基础。

如今，建材总院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多种产品，产品应用领域包括高速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市政工程等领域，实

现销售收入超亿元。

这只是建材总院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

业发展的一个例子。

2015 年，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价格

下行的市场环境下，建材总院科研板块利

润增长 38%。坚持不懈的科技创新，让拥

有悠久历史的科研院所在市场低迷的大形

势下依然稳步向前。

未来几年我国建材行业将进入产能过

剩、转型整合的发展时期。建材总院院长

姚燕说，雄厚的科研实力是建材总院几十

年积淀的优势，要抓住新时代的新机遇，与

行业的兄弟单位共同促进建材行业产业结

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技术创新让新型建材
利润逆势增长
文·王巨源 本报记者 陈 瑜

当前，建材行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其中，贡献了行业 70%GDP的水
泥产业问题更加突出。过去一年，水泥产业经历了 25年来最冷的“寒冬”，产量首次下降，
价格持续下滑，半数企业产生亏损，经营压力巨大。

水泥混凝土材料的应用，量大面广，但日益增长的工程建设规模、严酷的施工与服役
环境对其技术指标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技术已难满足要求。

我连续三年的建议都是控制水泥

产业产能过剩，都受到了政府部门的

重视，工信部相关部门还与我当面沟

通过。

目前有些省市的水泥新建项目还在

不断地新增，水泥企业面临着众多问题，

产能过剩导致效益低下、产能利用率低，

一些企业已经出现亏损。在这样的形势

下，控制产能过剩应该采取更加严厉的

措施，应该上升到政府层面，从产业结构

调整、支持大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等

方面严格控制新增新建。

今年我的建议还是把水泥产业错峰

生产常态化。东北地区水泥产能严重过

剩，冬季雾霾天气加剧，错峰生产已经成

为社会的实际需求。但是雾霾不是哪一

个地区和哪一个行业造成的，需要全社

会共同努力，需要扩大错峰面积和行业，

让北方所有采暖地区的过剩产业，在冬

天都实行错峰生产，都做减法，雾霾才能

逐步减轻和减少，因此，水泥产业错峰生

产应常态化。

赵君：让水泥产业错峰生产常态化

我国是建材大国，在过去十多年的

“黄金发展期”里，水泥等大宗建材产能

跃居世界第一。

作为资源能源消耗型产业，建材行

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供给

侧问题，高投资、低效益、产能过剩、低价

无序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已全面显现。

在建材行业中，水泥最有代表性。

我国水泥产能是个天文数字，无论

人均占水泥量、人均累计用量都位居全

球第一，超过工业发达国家峰值很多。

然而，2015年我国水泥产业遭遇“滑

铁卢”。

“如果做不好，2016年可能会全行业

亏损。”宋志平的判断来自一组数据：

2015 年，水泥产业实际总产能 35 亿吨，

产量 23.5 亿吨，产能利用率只有 67%，产

能过剩近 50%。目前还有新建、在建项

目，这些项目建成后，水泥产能将达到 40

亿吨，然而产能利用率也就 50%多。“和

去年相比，2016年需求量可能还会下降，

供给量却还在增加。”

前不久，中国建材工业经济研究会

会长刘长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也预测，

因为没有找到新的市场，未来 15—20年，

我国将有三分之二水泥产能退出市场。

“这是发展惯性导致的结果。”刘长

发回忆，早在 1995年，我国就提出了转变

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实际不但没转，反而

让原有增长方式的势头一直在膨胀，这

种惯性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生产和

市场不相适应。

“从本质上来说，供给侧改革吹响了

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的总攻号，也标志

着我国从现在开始进入了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的实质性阶段。”刘长发总结说。

结构失衡

水泥产业遭“滑铁卢”

日益增长的工程建设规模、严酷的施工

与服役环境对其技术指标提出了更高要

求，传统技术已难满足要求。

2012 年，由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中国

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组织的“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启动，项目聚焦

水电、核电、煤炭、桥隧四大关键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

经过三年，课题取得令人欣喜的成

果，如在核电工程领域，打通了从基础材

料到核废料处理用混凝土材料的技术链

条，形成了核电专用水泥、自密实混凝

土、高气密性混凝土、高整体容器在内的

成套技术，在田湾、阳江核电站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水泥业务效益受影响，但 2015

年中国建材集团的石膏板、玻璃纤维、风

机叶片、碳纤维、工程服务等业务效益良

好，科技创新成为这些业务领域逆势飘

红的关键一招。

尝到“甜头”的宋志平这样总结集团

转型升级的特点：集成创新，在建材产

品、技术和装备方面拥有一批世界顶级

技术；产研结合，拥有 1.3 万名科研设计

工作者，5000多个技术专利，既有产业平

台，又有研发力量，得天独厚，充分融合，

别人很难复制；搭建开放性的创新平台，

与国内外的研究院和大学机构联合建立

研发机构。

“过去靠加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现在‘面’已经

算 出 来 了 ，经 济 增 长 保 持 在 6.5%。 在

需求受限、供给过剩、‘水’太多的情况

下，政府不会再一味的加‘面’，因为加

无 可 加 。” 宋 志 平 认 为 ，只 有 加 快 转

型，转换动力，做好均衡、有序和高质

量的供给才是出路，供给侧改革才能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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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绍兴南方污泥处理水泥生产线被誉为中国建材绍兴南方污泥处理水泥生产线被誉为““水乡明珠水乡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