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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氯碱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氯碱行业由高速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

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企业平均规模稳步提升，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

高，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成为行业重要发展方向。 

一、我国氯碱行业发展现状 



产能经高速增长后进入理性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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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氯碱行业发展现状 



产量平稳增长，装置开工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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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氯碱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市场需求有所增长（烧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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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氯碱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市场需求有所增长（聚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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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氯碱行业发展现状 



企业平均规模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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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底，我国烧碱生产企业158家，平均生产规模为28万吨/年；聚氯乙烯生产企业70家，平均生产规模为38万

吨/年，企业平均规模进一步提高。 

一、我国氯碱行业发展现状 



开拓海外市场，市场布局更全面 

 年份 2010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烧 碱 
进口量 2 1 1 1 1 1 1 4 7 4 

出口量 154 208 207 201 177 191 152 148 114 115 

聚氯乙烯 
进口量 120 94 76 68 71 65 77 74 67 95 

出口量 22 39 66 111 77 104 96 59 51 63 

单位:万吨 

一、我国氯碱行业发展现状 



空间布局日趋清晰 

  华东、华北等东部地区氯碱发展历史悠久，也是主要消费市场，企业配套耗氯产品品种较多，地理位置条件使得出口

外销具有优势；西北地区依托资源优势，配套PVC发展，“煤电盐化”一体化优势突出，形成了几个大的氯碱产业集群。 

一、我国氯碱行业发展现状 



产品供应增长 

    截至2021年11月，我国烧碱新增产能98万吨，退出产能47.5

万吨，总产能4521万吨。新增4家烧碱生产企业，退出3家生产企

业，总计159家企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0月我国烧碱产

量3157.6万吨，同比增长5.2%，开工率83%。 

  

    截至2021年11月，国内PVC企业72家，总产能为2713万吨，

产能增长49万吨。据估算，1-11月份我国PVC产量约2015万吨，

同比增长约10%，开工率约81%。     

二、2021年我国氯碱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2021年国内新增烧碱和PVC产能分布 



下游需求提升 

二、2021年我国氯碱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1-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产量 同比% 

PVC下游 塑料制品 1126.9 723.0 706.9 694.5 721.3 677.5 680.8 690.1 683.6 6521.5 8.9% 

烧碱下游 

布(亿米) 49.9 34.3 33.8 34.1 36.0 34.4 33.5 33.7 34.1 318.8 9.0% 

氧化铝 1264.3 653.7 649.0 659.6 680.4 650.3 646.6 654.8 629.1 6515.3 6.6% 

机制纸 
及纸板 

2069.8 1196.9 1135.5 1161.4 1190.2 1135.0 1148.2 1073.6 1101.2 11164.1 8.4% 

2021年1-10月氯碱部分下游行业产量统计（单位：万吨） 

2021年我国氯碱行业主要下游行业生产基本正常，产量同比出现不同幅度的增长。 
 



进出口分析 

二、2021年我国氯碱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2021年1-10月氯碱产品进出口量统计（单位：万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累计 同比 

固碱出口 2.9 2.4 4.3 4.5 4.0 4.6 3.1 2.4 2.9 2.1 33.1 -32.3% 

液碱出口 7.6 2.4 5.3 7.4 5.9 13.6 15.2 7.9 11.9 9.7 87.1 65.6% 

烧碱合计 10.6 4.8 9.6 11.9 9.9 18.3 18.3 10.3 14.8 11.8 108.5 18.8% 

PVC进口 4.8 2.0 3.6 2.2 2.1 2.4 3.6 4.8 4.8 3.1 33.3 -61.6% 

PVC出口 13.5 14.5 22.9 24.7 21.6 13.0 6.2 6.9 10.2 11.2 144.8 225.4% 

2021年1-10月，我国液碱出口前三位的地区分别是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印度尼西亚，上述三个地区的出口量占比分别为45%，
17%和9%。我国固碱出口前三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尼日利亚，出口量占比分别为13%、12%和11%。 

印度仍是中国PVC纯粉出口的主要目的地，1-10月份，中国出口至印度的PVC纯粉26.4万吨，占出口总量18%；出口至越南的PVC纯
粉17.7万吨，占出口总量12.2%；出口至孟加拉的PVC纯粉13.6万吨，占出口总量9.4%。  

 



烧碱市场明显波动 

二、2021年我国氯碱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国内32%离子膜烧碱市场走势图 

今年上半年国内烧碱市场保持在供需平衡状态，价格波动

小。自下半年开始，部分省份发布能耗“双控”措施，国内烧

碱企业出现降负生产甚至停车现象，烧碱产量明显下降，市场

货源供应紧张，大多企业无明显库存。下游氧化铝行业受“双

控”影响相对较小，企业生产基本正常，随着海外船运紧张及

船运费上涨，国内氧化铝企业逐渐加大国内铝土矿采购力度，

带来氧化铝对烧碱单耗有所提升，下游氧化铝行业消化烧碱能

力不断增加。并且下半年氧化铝市场上涨，为烧碱价格上行形

成了支撑。 

11月份初，随着部分省份限电的好转，烧碱生产负荷提

升，产量有所增加，下游对市场高端价格存在一定抵触心态，

烧碱市场开始进入下滑通道，12月份价格下行幅度收窄。 

2
00
7年

1月
 

2
00
7年

3月
 

2
00
7年

5月
 

2
00
7年

7月
 

2
00
7年

9月
 

2
00
7年

1
1月

 
2
00
8年

1月
 

2
00
8年

3月
 

2
00
8年

5月
 

2
00
8年

7月
 

2
00
8年

9月
 

2
00
8年

1
1月

 
2
00
9年

1月
 

2
00
9年

3月
 

2
00
9年

5月
 

2
00
9年

7月
 

2
00
9年

9月
 

2
00
9年

1
1月

 
2
01
0年

1月
 

2
01
0年

3月
 

2
01
0年

5月
 

2
01
0年

7月
 

2
01
0年

9月
 

2
01
0年

1
1月

 
2
01
1年

1月
 

2
01
1年

3月
 

2
01
1年

5月
 

2
01
1年

7月
 

2
01
1年

9月
 

2
01
1年

1
1月

 
2
01
2年

1月
 

2
01
2年

3月
 

2
01
2年

5月
 

2
01
2年

7月
 

2
01
2年

9月
 

2
01
2年

1
1月

 
2
01
3年

1月
 

2
01
3年

3月
 

2
01
3年

5月
 

2
01
3年

7月
 

2
01
3年

9月
 

2
01
3年

1
1月

 
2
01
4年

1月
 

2
01
4年

3月
 

2
01
4年

5月
 

2
01
4年

7月
 

2
01
4年

9月
 

2
01
4年

1
1月

 
2
01
5年

1月
 

2
01
5年

3月
 

2
01
5年

5月
 

2
01
5年

7月
 

2
01
5年

9月
 

2
01
5年

1
1月

 
2
01
6年

1月
 

2
01
6年

3月
 

2
01
6年

5月
 

2
01
6年

7月
 

2
01
6年

9月
 

2
01
6年

1
1月

 
2
01
7年

1月
 

2
01
7年

3月
 

2
01
7年

5月
 

2
01
7年

7月
 

2
01
7年

9月
 

2
01
7年

1
1月

 
2
01
8年

1月
 

2
01
8年

3月
 

2
01
8年

5月
 

2
01
8年

7月
 

2
01
8年

9月
 

2
01
8年

1
1月

 
2
01
9年

1月
 

2
01
9年

3月
 

2
01
9年

5月
 

2
01
9年

7月
 

2
01
9年

9月
 

2
01
9年

1
1月

 
2
02
0年

1月
 

2
02
0年

3月
 

2
02
0年

5月
 

2
02
0年

7月
 

2
02
0年

9月
 

2
02
0年

1
1月

 
2
02
1年

1月
 

2
02
1年

3月
 

2
02
1年

5月
 

2
02
1年

7月
 

2
02
1年

9月
 

2
02
1年

1
1月

 



乙烯法 电石法 

PVC市场先涨后降 

二、2021年我国氯碱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2021年，国内PVC市场走势波动大，行情重心创近年新

高。一方面，受能耗双控政策的影响，国内电石供应量紧

张，特别是三季度西北限产严重，导致电石行情大幅走高，

PVC成本支撑力强劲；另一方面，氯碱装置本身同样受限产

政策的影响，PVC货源供应量减少，而国内、国际需求旺

盛，导致PVC市场同样处于紧平衡的状态，行情上行的空间

充足。11月开始，由于国家对煤炭市场调控，国内电力供应

紧张的矛盾逐步缓解，电石、PVC市场供需关系逆转，行情

由高位快速回落。 
国内PVC市场走势图 



2022年市场影响因素 

二、2021年我国氯碱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1、氯碱行业存在部分新增产能 

2022年，国内烧碱和PVC均有计划新增产能，新增产能的释放将会增加局部地区氯碱市场的供应，改变市场供需格局。 

2、能耗“双控”政策将持续影响氯碱行业生产成本 

随着能耗“双控”常态化，氯碱行业原料电石市场供应将处于相对短缺状态，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PVC装置稳定生产。 

电力供应紧张特别时电价大幅上调，对氯碱行业生产以及成本影响较大。 

3、外贸格局的变化将影响国内氯碱市场 

由于国外疫情影响，船运紧张的局面短期不会明显缓解，我国固碱产品出口将继续受到影响。 

PVC外贸则随着美国PVC装置复产，国际PVC供应放大，我国PVC出口量将有所减少。此外美国乙烯原料价格远低于国内，海

外低价PVC货源冲击国内市场的风险后续预计将增大。 



       国内产业政策对行业发展的调控和限制措施日益严格，去年9月份

以来，“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及能效约束、节能降碳、电价调整等重点

政策对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双碳”政策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生态环境部：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2020年底，生态环境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市场参
与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全国碳市场运行的关键环节和工作要求。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又陆续发
布了多个技术规范，印发了市场管理规则，并组织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配额核定等工作。 
 

“碳中和”主要路径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我国氯碱行业无明显直接碳排放，是以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发的二氧化碳排放，整个产业链间接碳排放的主

要节点位于聚氯乙烯原料电石/乙烯、烧碱生产和下游氧化铝生产等几个环节。 

氯碱产业链碳排放主要节点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氯碱行业工艺碳排放主要节点 

电和蒸汽为氯碱行业主要碳排放源 

 氯碱行业碳排放量约占石化行业排放总量的3%。不考虑原料原盐、电石和乙烯等原料的情况下，我国以烧碱和电石法

聚氯乙烯为主要产品的传统氯碱行业间接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电和蒸汽等能源方面消耗。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聚焦“十四五”和“十五五”两个碳达峰关键期，

提出了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等方面主要目标。到2025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推动石化化工行业碳达峰。优化产能规模和布局，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有效化解结构性过剩矛盾。

严格项目准入，合理安排建设时序，严控新增炼油和传统煤化工生产能力，稳妥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引

导企业转变用能方式，鼓励以电力、天然气等替代煤炭。调整原料结构，控制新增原料用煤，拓展富氢原

料进口来源，推动石化化工原料轻质化。优化产品结构，促进石化化工与煤炭开采、冶金、建材、化纤等

产业协同发展，加强炼厂干气、液化气等副产气体高效利用。鼓励企业节能升级改造，推动能量梯级利用、

物料循环利用。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提升至80%以上。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 

    10月18日，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推动重点工业领域节能降碳

和绿色转型，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主要目标： 

             到2025年，通过实施节能降碳行动，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等重点行业和数据中心达

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30%，行业整体能效水平明显提升，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绿色低碳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到2030年，重点行业能效基准水平和标杆水平进一步提高，达到标杆水平企业比例大幅提升，行业整体能效水平和碳排放强

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主要任务： 

    （一）突出抓好重点行业。 

    （二）科学确定能效水平。 

    （三）严格实施分类管理。 

    （四）稳妥推进改造升级。 

   （五）加强技术攻关应用。 

   （六）强化支撑体系建设。 

    （七）加强数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 

11月15日，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的通知，指导各地科学有序

做好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有效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对煤制甲醇、煤制烯烃（乙烯和丙烯）、烧碱、纯碱、电石、

乙烯（石脑烃类）、合成氨等14个化工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通知》要求分类推动项目提效达标： 

 对拟建、在建项目，应对照能效标杆水平建设实施，推动能效水平应提尽提，力争全面达到标杆水平。 

 对能效低于本行业基准水平的存量项目，合理设置政策实施过渡期，引导企业有序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提高生产运行能效，坚

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落后工艺、落后产品。 

 加强绿色低碳工艺技术装备推广应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后续行业相关工作： 
 
1、凝聚行业共识 
2、梳理技术目录 
3、摸底示范项目 
4、宣传典型经验 
5、配合监督检查 
6、健全支撑体系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2021年10月11日，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

1439号，自2021年10月15日起实施。 

 一是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基准价+上下浮动”； 

  二是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 

 三是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 

 四是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 

近期，协会对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60家氯碱生产企业的电价调整情况进行了跟踪调研。已经有23个省

市的氯碱企业用电价格出现上涨，剩余省市的氯碱企业电价虽暂未调整，但预期均会上涨。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伴随氯碱企业规模和技术实力整体提升，耗氯产

品种类日趋丰富，我国耗氯产品形成20多个系

列，包括衍生产品及下游深加工等共约1000多种

产品。 

我国氯碱企业对氢气价值转化关注度不断提高，并向新兴

领域进行探索实践。氯碱企业投入运营加氢站，开始尝试

与新能源的结合发展，围绕氢能产业链布局逐渐展开。 

我国氯碱行业深入探索信息化和智能化，OA系统、

ERP系统、MES系统在行业内广泛应用，氯碱企业不

断开发和完善系统功能，实现系统集成与融合，有

力促进氯碱行业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水平提升。 

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氯碱企业在清洁生

产、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上深入探索。围绕

“吃干榨尽”废物实现最大化资源化利用，开

展大量技术攻关与实践。 

企业加大环保设施升级改造，特征污染物排放量显著下降。

企业通过产业链设计和技术工艺创新，实现氯、钙和钠资源

多次利用，通过实施资源、能源闭路循环，使资源整合利用

更优化，产品结构更合理，环境更友好，效益更明显。 

我国氯碱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兼并重组、拓宽下

游应用等途径实现转型升级，产品结构逐渐向精

细化、高端化、差异化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能耗 

下降 

产品种类增多 

产品结构升级 

探索开发氢能 

智能化水平提升 

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 

环保水平迈上新台阶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双碳背景下氯碱行业发展路径 

1、严控新增产能支撑行业碳达峰 

  在双碳背景下国内产业政策对氯碱行业发展的调控和限制措施日益严格，包括落后产能淘汰、

清洁生产、安全、环保等一系列政策调整，对我国氯碱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2、寻找和使用清洁能源 

    在国家能源结构调整背景下，氯碱企业除优化自备火电厂降低碳排放外，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寻找和使

用清洁能源，从根本上减少间接碳排放。 

    紧跟氢能发展时势，主动参与区域氢能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集氢能科研、制取、储运、交易、应

用一体化的氢能产业体系；立足氢能产业发展各主要环节，建设区域产业联盟，实现“气-车-站-用”同步

发展；关注电解制氢技术，在氢能装备、加氢网络、氢能储运等领域完成关键企业布局，使氯碱氢能产业

成为新的具成长性战略新兴产业，实现氯碱由“耗能”向“造能”方向转变。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3、深度开发高附加值耗碱、耗氯产品 

深度开发高附加值耗碱、耗氯产品，重视聚氯乙烯新品种和专用料研发，将医用

专用料、多牌号高聚合树脂、TPU-g-VC 接枝共聚树脂、ACR-g-VC 接枝共聚树

脂、离子交联PVC 树脂等特种树脂纳入科技创新体系，拓展聚氯乙烯应用领域； 

加强对加工助剂、加工技术、加工装备适配性研究； 

加强与下游加工企业合作，建立系列化、专业化、针对化的聚氯乙烯专用料牌

号，促进我国聚氯乙烯树脂由通用型向专用型跨越； 

提升聚氯乙烯塑料制品质量，巩固在型材、管材等传统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开拓

PVC-O管和PVC地板等新兴消费领域。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依托现有氯碱产业基础，采取产业
园区化、装置大型化、产品多元化
的方式，与上下游产业融合发展，
开拓形成更多低碳产业集群。 

4、形成一体化产业链，建设循环低碳经济体系 

开拓产业集群 

深耕细作 

多产业结合发展 

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 

利用各种资源优势深耕细作，践行
循环经济的理念，延伸产业链。 

推动氯碱化工与盐化工、现代煤化
工、精细化工、磷化工、氟化工、
有机原料、建筑材料等各产业结合
发展模式，优化原料与产业链结
构，完善产业链。 

完善以废弃物资源化为核心的资
源再利用产业链，将氯碱生产中
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渣处理后
综合利用，进一步增强主导产品
链的市场竞争力。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5、加强生态环保建设，实现低碳绿色发展 
 

    加强对废水和废气污染防治，降低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力推进废物资源化利

用，提高废水和废气减排的经济环境效益。加强对氯碱行业大气及水污染物排放的管理、加

大对主要氯产品传统工艺清洁生产工艺研发与改造，提升氯碱行业生态环保综合竞争力，实

现氯碱行业低碳绿色发展。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6、智能化管理 
 

  氯碱企业以信息化为基础，在数据采集、过程控制、生产执行、资源计划、综

合信息管理中实现设备智能化、管理现代化、信息高度集成，有效提高企业运行效

率，从不同环节降低综合能耗，高水平智能化建设为企业节能低碳形成有力支撑。 

 通过电解槽智能优化系统对整个制碱系统进行建模和实时优化，同时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对整个生产系统进行精准控制，提高电能生产的经济性，节约能源，实现

绿色生产的目的。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7、先进技术推动行业碳减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一方面是节能减碳的技术；另一方面是二

氧化碳的再利用技术，较理想的是在化工方面的再利用。我国氯碱行业将来通过采用节能新

工艺、新技术，实现各生产装置的每个环节的节能减排，从而达到各生产装置在行业中能耗

较低，各项指标先进。 

三、氯碱行业重点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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