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化工行业重大事项点评：

碳中和顶层设计出台 石化化

工行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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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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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出台。我们认为碳达峰、碳中

和对于石化化工行业既是挑战亦是机遇，中长期来看，建议把握以下主线

及相关标的：（1）长期清洁能源大发展，中期天然气需求持续增长，清洁

能源相关材料供应商如天赐材料、新宙邦、东岳集团、奥克股份、合盛硅

业、回天新材、万华化学等，天然气产业链新奥股份、广汇能源等；（2）

各细分子行业的高碳排放效率龙头有望强者恒强，如聚氨酯万华化学，民

营炼化恒力石化、荣盛石化，煤化工宝丰能源，钛白粉龙佰集团，纯碱三

友化工、山东海化，氯碱湖北宜化、三维股份等；（3）工业节能前景广阔，

如节能设备相关标的，节能材料相关万华化学、鲁阳节能，生物合成相关

凯赛生物，化工产品回收利用产业链等。 

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出台，石化化工部分行业被列入首批节能降碳

重点领域。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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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指

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和具体措施。10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等出台

《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及《石化化工重点行业严格能效约束推动节能降碳行动方案（2021-2025

年）》（以下简称《石化化工行动方案》），将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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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等列为首批节能降碳重点行业，下发具体

行动方案。10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标志碳达峰顶层设计出台。 

能源清洁化转型为长期趋势，关注中期化石能源结构调整和长期清洁

能源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我国一次能源供应的 83.6%来自化石

能源，贡献超 80%的碳排放，《方案》指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为“碳

达峰十大行动”，要求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我们认为能源清洁化转型是长期

必然趋势，锂电、光伏、风电、氢能、储能等相关的化工新材料需求必将

长期增长，同时，考虑到能源转型伴生的调峰、储能需求，我们认为天然

气作为最清洁的化石能源，有望成为中期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碳中和对石化化工行业类似一场“供给侧改革”：高耗能子行业后续

扩产将显著受限，长期看高碳排放效率的行业龙头将持续收益。近期密集

出台的三项政策并未对 2025、2030 年石化化工行业总规模做出太多限制，

而是通过对碳排放强度目标的设置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方案》要求石化化

工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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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此次顶层设计政策文件对石化化工行业更类似一场“供

给侧改革”，行业落后产能将被逐步清退，碳排放效率有望整体提升，高

效率的行业龙头竞争力有望加强，尤其是碳排放强度较高的部分重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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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意见》及《石化化工行动方案》详细规定了炼油、乙烯、合成氨、

电石等 4 个细分子行业的单位能耗基准水平和标杆水平，目标为到 2025

年 4 个行业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 30%，并将引导闲置产能、僵尸

产能和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政策要求后续炼油新项目实施产能减量置换，

电石及合成氨产能实施等量或减量置换。 

工业节能重要性不可忽视，我们认为节能设备及材料、低排放及零排

放革命性工艺技术、产品回收利用将成为工业节能的三大主题。《方案》提

出建设能源节约型社会，鼓励企业节能升级改造。工业部门是能源消费的

重点领域，同时工业过程也是除能源活动以外的第二大碳排放来源，推进

工业领域节能化发展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我们认为未来工业领域节能包括

三大主题：（1）节能设备如能源转换设备、余热锅炉等，节能保温材料如

聚氨酯、陶瓷纤维材料等；（2）减排工艺如电解水制氢在工艺中的应用，

零排放革命性技术如生物质能源、生物合成技术等；（3）可回收的石化、

化工产品及回收利用产业链，《方案》明确发展循环经济，健全资源循环利

用体系。 

CCUS 有望成为碳中和终极图景重要的组成部分。《方案》要求推动聚

焦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重点深化应用基础研究，推动低碳零碳负碳

技术装备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生态环境部研究报告，预计 2060 年

中国 CCUS 体量将达 10-18.2 亿吨，约为 2020 年国内碳排放总量水平的

10.1%~18.4%，有望成为碳中和终极图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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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双碳战略，二氧化碳捕集、运输、利用、封存四个环节中各种技术具备

广阔前景，尤其是以二氧化碳为原料的化工工艺有望快速发展，如二氧化

碳制甲醇、DMC 等。 

风险因素：政策力度低于预期；经济增速下行风险；相关技术发展不

及预期。 

投资策略：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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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出台。我们认为碳

达峰、碳中和对于石化化工行业既是挑战亦是机遇，中长期来看，建议把

握以下主线及相关标的：（1）长期清洁能源大发展，中期天然气需求持续

增长，清洁能源相关材料供应商如天赐材料、新宙邦、东岳集团、奥克股

份、合盛硅业、回天新材、万华化学等，天然气产业链新奥股份、广汇能

源等；（2）各细分子行业的高碳排放效率龙头有望强者恒强，如聚氨酯万

华化学，民营炼化恒力石化、荣盛石化，煤化工宝丰能源，钛白粉龙佰集

团，纯碱三友化工、山东海化，氯碱湖北宜化、三维股份等；（3）工业节

能产业链前景广阔，如节能设备相关陕鼓动力、杭锅股份、宏华数科，节

能材料相关万华化学、鲁阳节能，生物合成技术相关凯赛生物，石化化工

产品回收利用产业链英科再生、森松国际、三联虹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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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