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材料行业点评：总量严格

控制下 水泥望企稳回升、浮法

光伏继续向上 

  



 

 - 2 - 

事件：2021 年 7 月 21 日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发布《水泥玻璃行业产

能置换实施办法》 

工信部原〔2021〕80 号，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办法》按照

市场主导、有保有压、规范操作的原则，在三个方面进行了修订：1）置换

比例和置换范围；2）产能指标的认定；3）产能置换操作程序。我们认为，

总体而言新实施办法更加适应水泥、玻璃行业技术进步和碳达峰要求，具

体操作程序更加清晰，对进一步严格控制水泥和玻璃产能总量，巩固能源

结构调整成果，以及优化落实政府差别化监管等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针对当前水泥、玻璃行业的判断，我们认为目前水泥价格基本处于筑底阶

段，预计后续随着需求恢复，整体价格有望企稳回升。当前市值已隐含较

多悲观预期，看好低估值水泥板块的修复机会。重点推荐海螺水泥、天山

股份、有自身 alpha 的华新水泥（海外水泥+骨料、混凝土等）、塔牌集团，

建议关注上峰水泥、中国建材等。玻璃整体景气度延续，光伏玻璃、节能

玻璃长期受益于碳中和下的能源结构升级，长期逻辑优于水泥，持续重点

推荐旗滨集团，建议关注南玻 A、信义玻璃、洛阳玻璃等。 

水泥产能置换比例提高，鼓励固废综合利用，平板玻璃置换比例不变。

在产能置换比例方面，一是提高了水泥项目产能置换比例，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水泥项目由 1.5:1 调整至 2:1，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由 1.25:1

调整至 1.5:1。二是加大低效产能压减力度，对产业结构调整目录限制类的

水泥产能以及跨省置换水泥项目，产能置换比例一律不低于 2:1。鼓励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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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湖北、贵州等五省磷（钛、氟）石膏生产水泥项目产能可实施

等量置换。三是平板玻璃置换比例不变，主要由于原材料工业司考虑到建

筑领域玻璃需求增长较为明显，特别是今年以来，受国内市场需求恢复、

阶段性供应偏紧、发达经济体货币宽松等多重因素影响，平板玻璃价格涨

幅较大。 

光伏压延玻璃不实行产能置换，且不能转产建筑玻璃。汽车玻璃项目

仍需制定置换方案。 

原材料工业司对光伏玻璃需求进行了预测，预计到 2025 年，光伏压

延玻璃缺口较大，光伏玻璃产能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已经显现。因此，为有

利于保障光伏新能源发展，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办法》对光伏玻璃产

能置换实行差别化政策，新上光伏玻璃项目不再要求产能置换，但要建立

产能风险预警机制，新建项目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委托全国性的

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召开听证会，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技术先进性、

能耗水平、环保水平等，并公告项目信息，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履行承诺

不生产建筑玻璃。另外，《办法》在公开征求意见后，删除 2020 年 12 月

16 日修改稿中的“汽车玻璃项目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案”。 

产能指标认定更加严格。一是强调了产能指标必须在各省按年度更新

并公告的本地区生产线清单内。二是为避免“僵尸产能”复活，规定连续

停产两年及以上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生产线不能用于产能置换。三是明

确跨省置换应召开听证会，接受公众和媒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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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置换操作程序更加规范。一是明确了产能置换方案的公告内容和

格式，增加了产能出让方案表、产能置换方案表等。二是明确了产能置换

发生变更的处理程序。三是明确年产能按 300 天核算。 

风险提示事件：需求不及预期；价格大幅波动；政策执行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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