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形势展望与对策建议

赛迪智库材料工业研究所

2021年3月18日赛
迪
研
究
院



01

“十四五”形势预判01

“十四五”发展思路02

“十四五”发展重点03

“十四五”发展形势01

“十四五”发展趋势02

“十四五”发展重点03

赛
迪
研
究
院



“十四五”发展形势1

赛
迪
研
究
院



         “十四五”国内外形势对原材料工业提出的新要求

§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增加；

§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

§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霸权主义盛行。

§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

§ 市场空间广阔；

§ 生态环保压力较大：习总书记在第75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峰。

加强资源保
障能力建设

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

坚持材料科
技自立自强

坚持绿色智
能安全发展

国际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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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总体保持平稳发展

主要产品产量有增有减，原材料工业增速趋缓

l 我国是原材料大国，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

 原材料大国

实力不断提升

主要产品产量 

世界第一大化学
品生产国和第二
大石化产品生产
国，约20种大
宗化工产品产量
居世界第一

粗钢产量占世界
钢产量的53.3%，
22大类钢材产
品中，有17类
钢材产品自给率
达100%

常用有色金属
到稀有稀土金
属的64种有色
金属品种均能
生产

水泥、平板玻璃、
建筑卫生陶瓷等
大宗建材产品产
量全球占比接近
60%

“十四五”预测一：主要产品产量有增有减

Ø“十四五”，在国际经济缓慢恢复和国

内经济稳定增长带动下，部分短缺产

品产量会继续扩大，例如乙烯、丙烯

等；

Ø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节点，坚决

压缩粗钢产量，粗钢产量将同比下降。

“十四五”预测二：原材料工业增速趋缓

Ø原材料工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不再单纯追求规模增长；

Ø部分产品市场需求有可能达到拐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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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占比相对稳定

原材料工业作为工业稳定器作用更加突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原材料支撑作用显著：原材料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包

括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支撑国计民生、重大工程等发展。

自身发展阶段决定：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原材料大国，原材料工业已经进入提

质增效、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原材料工业营业收入占工业比重相对稳定：2019年，我国原材料工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

工业的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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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

“十三五”期间 “十四五”预计

——传统化工产品、钢铁、电解铝等产

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化解；

——化工、钢铁、有色、建材等产业集

中度进一步提升。

——化工新材料、绿色建材、高性能钢

铁材料等保障能力将上升，新材料产业

产值占原材料工业比重将提高；

——基础石化产品等自给率将提升。

§1.5亿吨钢铁去产能目标提前两年完成

§超1亿吨“地条钢”产能全面出清

§ 尿素、烧碱等传统化工产品产能过剩矛盾得
到缓解

§ 电解铝等新增产能得到有效控制

§ 建材产业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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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布局渐趋合理

兼并重组取得进展：中国宝武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企业集团；

中信泰富重组青钢、锡钢等，沙钢重组东北特钢，进一步提高了特钢产业集中度。

l 钢铁：

园区化、基地化、集约化发展态势明显：根据石化规划院数据，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约60%的石化化工

产业产值来自于化工园区或基地；

危化品搬迁取得积极进展：千余家位于城镇人口密集区和沿江地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完成搬迁改造。

l 石化化工：

预计“十四五”

Ø石化化工行业继续推动园区化发

展，集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Ø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进一步

兼并重组。

部分电解铝产能转移置换至水电、风电资源丰富的内蒙古地区。

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前10家水泥和平板玻璃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达到64%和60%。

l 有色：

l 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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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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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我

国原材料工业总体投

资增速趋缓。

     预计“十四五”，

我国原材料工业投资

增速会进一步放缓。

•国际经济缓慢复苏

•国内经济稳步发展

•巩固去产能成果仍然

是重点赛
迪
研
究
院



 进出口有望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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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十四五”，

我国主要原材料产品

进出口表现出不同的

态势。

•国际经济缓慢复苏，

一带一路战略、RCEP、

中欧投资协定等带动

下，出口会有所增加；

•国内经济稳步增长，

进口有增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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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完善创新基础设施

l关键核心技术

l共性基础技术

l前沿技术

推动已有创新设施建设：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等

加快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建设

推进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院建设，加快
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云
计算等与材料技术的交叉融合

继续推动国家新材料生产应
用示范平台建设

支持材料生产企业与下游应用企
业联合开展

 加快推广新工艺、新流程：智能制
造、绿色制造等

完善创
新设施
，提升
产业基
础能力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推动下上游协同创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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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巩固去产能成果

细化去产能政策，做到精准施策：

实施产能置换实施办法，2021年1

月工信部发布了新版钢铁、电解铝、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完善产能信息预警发布机制：

加强对市场化过剩产能、产

品、价格等信息的预警

加强产能和需求研究：研究钢

铁、有色、化工、建材等主要

原材料产品市场需求拐点，做

好产能达峰研究

逐渐用市场化手段调节：质

量、环保、安全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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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传统材料行业高端化发展：

化工、钢铁、有色、建材等提升

产品品质，优化产品结构

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加大

创新力度，增强关键战略材料保

障能力，加快前沿材料研发

完善企业生态：培育世界一流

企业集团、专业骨干企业、单项

冠军企业

产业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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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

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

 推动产业布局优化

促进企业协同发展加快产品结构调整l与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相协调：京津冀、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等，推动原材料工业布局调整优化

l依托原有原材料工业领域产业集群或基地，打

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材料制造业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

中部地区

钢铁、有色、
建材、化工等

京津冀地区

电子信息材料、新
能源材料、生物医

用材料等

稀有金属材料、
稀土功能材料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长三角地区

金属材料、先进
高分子材料

钢铁、有色金属、
高分子材料、复合

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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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绿色转型发展

• 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

加有力的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

• 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宣布了具体目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

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

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减

排、碳达峰的重要宣示

研究制定碳达峰方

案：时间表、任务

开展碳减排和碳中和技术研

究：需要哪些技术和手段？

探索氢冶金、新能源利用等

技术

推动现有有关节能减排政策实施：
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符合《再
生钢铁原料》（GB/T 39733-

2020）标准的再生钢铁原料，可
自由进口等

推广绿色产品、技术和装备：
推广应用绿色建材、绿色建
筑，提高磷石膏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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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数字化发展和安全发展

ü 有色行业：2020年出台《有色金属行业智能矿山建设指南（试行）》

《有色金属行业智能冶炼工厂建设指南（试行）》《有色金属行业智能

加工工厂建设指南（试行）；

ü 建材行业：2020年2月28日，工信部发布《建材工业智能制造数字转型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征求意见稿）》

完善政策和
支撑体系

ü 加快数字矿山建设

ü 加快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智慧园区建设等

ü 推动互联网+物流等综合性电商平台建设：鼓励易派客、中铝、五矿电商、

华菱电商等发展

加快数字化
实践

落实已有政策

ü 制修订原材料行业智能制造标

准；

ü 培育原材料行业信息化供应商；

ü 突破一批智能制造关键技；

ü 打造若干公共服务平台。

完善支撑体系

提高安全生
产水平

ü 梳理安全生产可能存在的风险点、环节、流程等：落实企业责任，加强事
前、事中、事后监管

ü 推广安全生产技术：重大危险源在线检测与预警技术，提高设备运行和产
品使用安全水平

ü 园区安全生产应急能力建设：园区管理规范化、标准化、长效化；区域联
防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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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建设

钢铁产业链示
意图

梳理关键材料的供应链

和产业链：明确供应渠

道、重点企业、上下游

关系等

明确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长短

板：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市场

需求，分析我国原材料工业

供应链产业链长短板

锻长板、补短板建设：增强资源保障

能力，加强材料生产所需专用装备、

关键零部件、仪器仪表等研发，加强

核心原辅料研发、专用软件开发等

加强供应链重点环

节监测：对短板环

节加强风险监控，

做好储备保障工作

回转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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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 加强国际合作：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等，加强原材料领域

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经验等全方位合作

• 推动原材料、装备、相关标准“走出去”

• 鼓励原材料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销售中心

•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引进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创新机构、高新技术等，吸引优势原材料企业集团，

开展海外融资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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