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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是《Cement Weekly Update -- Cement 

price rebound on track》的中文译本，英文原稿已
于2016年9月12日出版 

 

 

水泥行业周报 
水泥价格稳步回升 
9 月 11 日为止的一周内，全国水平均价格连续第七周回升，环比上涨 0.74%

至 272 人民币/吨。同比上涨 8.15%，而前一周同比上涨 7.53%。江西、湖北、
湖南和浙江水泥价格增长 20-30 人民币/吨，主要原因是需求向好以及行业整
合。长三角地区水泥和熟料库存水平较低，将带动该地区价格第三轮上涨。 

 

华北：价格稳定 

 北京和天津：价格稳定，需求略有回升。 

 河北：由于需求回升且出于环保考虑执行限产计划，广东省东部库存水
平良好。在河北省中部和南部，需求回升且出货量占产量的 70-80%，因
此价格稳定。 

 内蒙古：内蒙古中部地区平均销售价格稳定。其他地区需求前景暗淡，
原因是现有大部分重点项目接近完工，而新项目预计将在明年开工。 

 

东北：价格微降 

 辽宁：价格稳定。尽管停产 15 天后库存较低，但价格承压，预计竞争导
致近期价格不会出现回升。 

 吉林：价格稳定。雨水天气给需求造成负面影响，部分企业价格下调 10
人民币/吨。 

 黑龙江：价格稳定。库存较高。 

 

华东：价格继续上涨 

 江苏：G20 峰会和需求回升的影响下，库存水平较低，因此预计江苏省
中部下周迎来第三轮价格上涨，每吨上调 20-30 人民币，带动价格累计
上涨 50-60 人民币/吨。江苏省南部正在进行第二轮价格调整。预计江苏
省南部价格也将上涨。 

 浙江：16 年下半年价格第二轮上涨。在浙江南部，水泥和熟料价格上调
20-30 人民币/吨，而浙江东部，低标水泥平均售价上涨 20 人民币/吨。进
入 9 月后所有熟料窑和粉磨站均已恢复生产。预计浙江北部需求将会下
滑，而中部和南部地区将在旺季里出现季节性回升。 

 安徽：安徽省北部水泥价格继续上涨 10-15 人民币/吨，为近期第二轮价
格上涨，原因是：(1) 需求回升，出货量占产量 80-90%；(2) 库存良好；(3) 
熟料价格上涨后生产成本增加。由于库存已空，继浙江之后，安徽将在
下周上调水泥价格。储存过程将持续 2-3 周。 

 江西：在江西省北部，水泥价格上涨 20 人民币/吨，原因是 (1) 需求快速
回升；(2) 产销平衡；(3) 50-60%的库存水平。在江西省东部已执行新价格。 

 福建：价格稳定。福建省北部，袋装水泥价格上涨 15 人民币/吨，原因
是 (1) 天气好转后需求回升；(2) 从安徽省购买的水泥和熟料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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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及华中：价格继续上涨 

 广东：珠三角地区价格稳定，已达到产销平衡。部分地区在一段时间后将
全面执行新价格。 

 广西：由于需求回升，出货量占产量 90%且库存保持在 60%的健康水平，
广西省中部和南部全面执行新价格。在广西省北部和东部，在周边地区价
格上涨的带动下，水泥和熟料价格上涨 10-20 人民币/吨。 

 湖南：价格上调 30 人民币/吨。在湖南省南部和东部，由于需求回升且进
口水泥和熟料减少，价格上调 30-35 人民币/吨。在湖南省北部，在 8 月底
大幅提价后，水泥价格上涨 30 人民币/吨，由此可见供需状况转好。 

 湖北：湖北省东部，由于需求回升，出货量占产量 80-90%且限产后库存水
平健康，水泥价格上调 30 人民币/吨。在湖北省西部和北部已全面执行新
价格。 

 

西南地区：价格稳定，变动不大 

 四川：四川省中部，企业宣布将高标水泥价格上调 30-50 人民币/吨，但尚
未成功执行。 

 重庆：水泥价格稳定，出货量占产量 80%。此外，限产之后库存压力缓解。 

 贵州：价格稳定。出货量占产量 80%，库存保持在 50%。但是，预计近期
不会再次涨价，理由是省内价格出现分化。贵州东南部，虽然 (1)需求环
比增加 10%；(2) 出货量占产量 80-90%；(3) 库存在 70%，但是由于竞争激
烈导致第二轮涨价失败。 

 云南：雨水天气导致需求低迷，出货量占产量 50%，受此影响价格依然在
底部。随着雨水结束，需求有望在 9 月底回升。 

 

西北：价格上涨 

 陕西：陕西省中部价格稳定，原因是 (1) 需求略有回升，出货量占产量
70%；(2) 限产。 

 青海：水泥价格上涨 20 人民币/吨。 

 甘肃：甘肃省中部，水泥价格上涨，原因是：(1) 重点项目开工，下半年
需求环比增加 30%；(2) 达成产销平衡；(3) 库存水平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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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领先水泥企业模拟区域加权均价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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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 
上周           

今年以来均价的同比变动 (3.1) (7.1) (3.3) (5.4) (12.1) (5.8) (11.5) (7.2) (4.7) (7.0) 

今年以来的变动  19.5  15.4  20.6  3.4  7.9  12.9  20.5  13.3  20.0  25.4  

去年年初至今的变动 (20.1) (22.3) (23.0) (24.7) (14.7) (22.7) (27.8) (11.0) (22.3) (5.4) 

           

前一周           

今年以来均价的同比变动 (3.7) (7.8) (3.9) (5.7) (12.5) (6.4) (12.2) (7.5) (5.3) (7.4) 

今年以来的变动  18.1  11.7  20.6  3.4  7.9  11.7  20.5  12.6  20.0  25.4  

去年年初至今的变动 (22.0) (22.9) (23.2) (24.7) (14.7) (22.9) (27.8) (11.3) (22.3) (5.4) 

           

均价周环比变动 1.3  3.6  0.0  0.0  0.0  1.3  0.0  0.7  0.0  0.0  

           

价格趋势对比 (百分点)           

今年以来均价的同比变动 (上上周) 0.6  0.7  0.6  0.4  0.4  0.5  0.6  0.3  0.6  0.4  

今年以来的变动  (上上周) 1.4  3.7  0.0  0.0  0.0  1.3  0.0  0.7  0.0  0.0  

今年以来的同比变动 (上周) 39.7  37.7  43.7  28.1  22.6  35.6  48.3  24.3  42.3  30.7  

今年以来的同比变动 (前一周) 40.2  34.6  43.9  28.1  22.6  34.6  48.3  23.9  42.3  30.7  

资料来源:中国水泥协会, 中银国际研究预测 

 

续图表 1. 领先水泥企业模拟区域加权均价变动 

(%) 台泥国际 亚洲水泥 冀东水泥 华新水泥 红狮水泥 天瑞水泥 金隅水泥 拉法基 亚泰水泥 
上周          
今年以来均价的同比变动 (7.0) (7.8) (9.4) (6.9) (8.6) (7.7) (8.7) (6.9) (10.6) 

今年以来的变动  14.3  7.5  29.1  8.9  9.5  8.8  38.1  2.2  12.3  

去年年初至今的变动 (26.7) (20.6) (18.5) (15.5) (21.6) (18.6) (19.7) (27.3) (17.9) 

           

前一周           

今年以来均价的同比变动 (7.5) (8.3) (10.1) (7.4) (9.1) (8.3) (9.5) (7.3) (11.1) 

今年以来的变动  13.8  0.9  28.9  1.6  8.1  8.8  38.1  2.2  12.3  

去年年初至今的变动 (26.7) (20.6) (18.5) (15.5) (21.6) (18.9) (19.7) (27.3) (17.9) 

           

均价周环比变动 0.5  6.7  0.2  6.5  1.4  0.0  0.0  0.0  0.0  

           

价格趋势对比 (百分点)           

今年以来均价的同比变动 (上上周) 0.5  0.6  0.7  0.5  0.5  0.6  0.8  0.4  0.4  

今年以来的变动  (上上周) 0.5  6.7  0.2  7.3  1.4  0.0  0.0  0.0  0.0  

今年以来的同比变动 (上周) 40.9  28.1  47.6  24.5  31.1  27.4  57.8  29.5  30.2  

今年以来的同比变动 (前一周) 40.4  21.4  47.4  17.2  29.7  27.6  57.8  29.5  30.2  

资料来源:中国水泥协会, 中银国际研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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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各省 P.O 42.5 水泥价格 

地区 省 

16 年 9 月 9
日  

(人民币/
吨) 

周均价
同比变
动 (%) 

2015 年年初
至今的均价 
(人民币/吨) 

2016 年以
来的均价 

(人民币/吨) 

今年以
来均价
的同比

变动 (%) 

今年以
来的变
动 (%) 

月环比 
(%) 

周环比 
(%) 

上周今
年以来
均价的
同比变
动(%) 

上周今
年以来
的变动 

(%) 

去年年
初至今
的变动 

(%) 
北京 320  14.3  300  292  (2.7) 14.3  0.0  0.0  (3.2) 14.3  (12.5) 
天津 310  19.2  281  283  1.0  19.2  (3.1) 0.0  0.5  19.2  (18.8) 
河北 270  22.7  248  226  (8.9) 50.0  (6.9) 0.0  (9.8) 50.0  (20.0) 
山西 235  23.7  240  200  (16.6) 23.7  14.6  0.0  (17.6) 23.7  (26.9) 

华北 

内蒙古 240  9.1  241  220  (9.0) 9.1  0.0  0.0  (9.5) 9.1  (12.0) 
辽宁 260  8.3  264  253  (3.9) 8.3  0.0  0.0  (4.3) 8.3  (14.3) 
吉林 350  6.1  374  324  (13.2) 16.7  0.0  0.0  (13.7) 16.7  (21.4) 

东北 

黑龙江 370  (5.1) 419  355  (15.1) 2.8  0.0  0.0  (15.4) 2.8  (11.4) 
上海 300  20.0  278  263  (5.2) 25.0  25.0  0.0  (5.9) 25.0  (16.7) 
江苏 270  22.7  229  238  4.4  22.7  28.6  0.0  3.8  22.7  (21.4) 
浙江 285  9.6  287  250  (13.0) 9.6  26.7  0.0  (13.6) 9.6  (21.2) 
安徽 285  29.5  237  245  3.7  21.3  26.7  0.0  3.0  21.3  (20.0) 
福建 265  (5.4) 306  263  (14.2) (8.6) 6.0  0.0  (14.4) (8.6) (17.6) 
江西 330  26.9  293  274  (6.5) 17.9  17.9  6.5  (7.4) 10.7  (26.8) 

华东 

山东 290  20.8  269  268  (0.6) 26.1  0.0  0.0  (1.2) 26.1  (27.3) 
河南 270  17.4  272  244  (10.5) 8.0  8.0  0.0  (11.3) 8.0  (20.7) 
湖北 300  7.1  291  263  (9.4) 7.1  20.0  11.1  (9.9) (3.6) (12.5) 

华中 

湖南 310  10.7  291  272  (6.4) 12.7  19.2  10.7  (6.9) 1.8  (17.6) 
广东 305  7.0  309  272  (11.9) 22.0  7.0  0.0  (12.5) 22.0  (28.8) 
广西 290  26.1  293  261  (10.9) 31.8  7.4  0.0  (11.8) 31.8  (32.4) 

华南  

海南 295  (7.8) 335  291  (13.2) 5.4  0.0  0.0  (13.3) 5.4  (15.8) 
重庆 245  16.7  258  229  (11.4) 2.1  14.0  0.0  (12.1) 2.1  (33.3) 
四川 250  0.0  281  261  (7.1) (5.7) 0.0  0.0  (7.3) (5.7) (24.2) 
贵州 285  23.9  247  252  2.0  23.9  11.8  0.0  1.4  23.9  (17.9) 
云南 245  2.1  264  248  (5.9) 2.1  0.0  0.0  (6.1) 2.1  (28.4) 

西南 

西藏 760  26.7  600  664  10.7  26.7  0.0  0.0  10.2  26.7  0.0  
陕西  285  7.5  276  257  (6.9) 26.7  7.5  0.0  (7.3) 26.7  (5.4) 
甘肃 265  1.9  264  246  (6.7) 10.4  8.2  0.0  (7.0) 10.4  (13.3) 
青海 280  0.0  327  270  (17.4) 0.0  7.7  0.0  (17.8) 0.0  (24.3) 
宁夏 240  0.0  240  240  0.0  0.0  0.0  0.0  0.0  0.0  0.0  

西北 

新疆 300  (6.3) 320  282  (11.9) 15.4  0.0  0.0  (12.1) 15.4  0.0  
全国 平均 283  8.3  289  257  (10.8) 12.6  7.1  1.0  (11.2) 11.4  (18.5) 

资料来源: 中国水泥协会, 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 3. 各地区 P.O 42.5 水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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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水泥协会, 中银国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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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各地区水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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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水泥协会, 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 5. 各省库存与产能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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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水泥协会, 中银国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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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各地区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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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水泥协会, 中银国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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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库存水平出现环比下降的地区：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
北、广东、广西和甘肃。 

 库存水平环比上升的地区：内蒙古。 

 

图表 7. 公司的水泥产能分部 

  
海螺水

泥 
南方水

泥 
联合水

泥 西南水泥 
北方水

泥 
中国建

材 华润水泥 
中材股

份 
山水水

泥 
西部水

泥 
台泥国

际 
亚洲水

泥 
北京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天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河北 0% 0% 3% 0% 0% 1% 0% 0% 0% 0% 0% 0% 
山西 0% 0% 2% 0% 0% 0% 8% 0% 12% 0% 0% 0% 

华北 

内蒙古 0% 0% 10% 0% 6% 3% 0% 5% 12% 0% 0% 0% 
辽宁 0% 0% 0% 0% 19% 1% 0% 0% 16% 0% 3% 0% 
吉林 0% 0% 0% 0% 27% 2% 0% 0% 0% 0% 0% 0% 

东北 

黑龙江 0% 0% 0% 0% 48% 3% 0% 0% 0% 0% 0% 0% 
上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江苏 2% 7% 13% 0% 0% 6% 0% 6% 0% 0% 7% 0% 
浙江 2% 32% 0% 0% 0% 11% 0% 0% 0% 0% 0% 0% 
安徽 34% 11% 3% 0% 0% 5% 0% 5% 0% 0% 0% 0% 
福建 0% 1% 0% 0% 0% 0% 12% 0% 0% 0% 0% 0% 
江西 4% 22% 0% 0% 0% 8% 0% 2% 0% 0% 0% 35% 

华东 

山东 1% 0% 47% 0% 0% 14% 0% 0% 54% 0% 0% 0% 
河南 0% 0% 21% 0% 0% 6% 0% 0% 4% 0% 0% 0% 
湖北 0% 0% 0% 0% 0% 0% 0% 0% 0% 0% 0% 39% 
湖南 10% 20% 0% 0% 0% 7% 0% 4% 0% 0% 5% 0% 
广东 7% 2% 0% 0% 0% 1% 24% 8% 0% 0% 23% 0% 
广西 7% 5% 0% 0% 0% 2% 42% 0% 0% 0% 14% 0% 

华南 

海南 0% 0% 0% 0% 0% 0% 6% 0% 0% 0% 0% 0% 
重庆 3% 0% 0% 13% 0% 4% 0% 0% 0% 0% 7% 0% 
四川 4% 0% 0% 46% 0% 13% 0% 0% 0% 0% 9% 26% 
贵州 8% 0% 0% 23% 0% 7% 2% 0% 0% 5% 9% 0% 
云南 3% 0% 0% 18% 0% 5% 5% 0% 0% 0% 24% 0% 

西南 

西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陕西  13% 0% 0% 0% 0% 0% 0% 2% 0% 85% 0% 0% 
甘肃 2% 0% 0% 0% 0% 0% 0% 25% 0% 0% 0% 0% 
青海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宁夏 0% 0% 0% 0% 0% 0% 0% 9% 0% 0% 0% 0% 

西北 

新疆 0% 0% 0% 0% 0% 0% 0% 29% 3% 10% 0% 0% 
总计(百万 
吨/年) 

  
309 154 130 128 31 443 81 128 73 29 77 3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中国水泥协会, 中银国际研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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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表 7. 各公司水泥产能分部 (接上) 

  
冀东水

泥 
华新水

泥 
红狮水

泥 
天瑞水

泥 
金隅水

泥 拉法基 
亚泰水

泥 
江西水

泥 
同力水

泥 
福建水

泥 
青松水

泥 
北京 0% 0% 0% 0% 14% 0% 0% 0% 0% 0% 0% 
天津 0% 0% 0% 0% 4% 0% 0% 0% 0% 0% 0% 
河北 36% 0% 0% 0% 64% 0% 0% 0% 0% 0% 0% 
山西 10% 0% 0% 0% 11% 0% 0% 0% 0% 0% 0% 

华北 

内蒙古 10% 0% 0% 0% 0% 0% 0% 0% 0% 0% 0% 
辽宁 3% 0% 0% 32% 0% 0% 30% 0% 0% 0% 0% 
吉林 7% 0% 0% 0% 2% 0% 56% 0% 0% 0% 0% 

东北 

黑龙江 0% 0% 0% 0% 0% 0% 14% 0% 0% 0% 0% 
上海 0% 0% 0% 0% 0% 0% 0% 0% 0% 0% 0% 
江苏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浙江 0% 0% 23% 0% 0% 0% 0% 0% 0% 0% 0% 
安徽 0% 0% 0% 5% 0% 0% 0% 0% 0% 0% 0% 
福建 0% 0% 12% 0% 0% 0% 0% 0% 0% 100% 0% 
江西 0% 0% 13% 0% 0% 0% 0% 100% 0% 0% 0% 

华东 

山东 3% 0% 0% 0% 0% 0% 0% 0% 0% 0% 0% 
河南 0% 3% 0% 63% 5% 0% 0% 0% 100% 0% 0% 
湖北 0% 53% 0% 0% 0% 0% 0% 0% 0% 0% 0% 
湖南 2% 15% 4% 0% 0% 0% 0% 0% 0% 0% 0% 
广东 0% 3% 0% 0% 0% 0% 0% 0% 0% 0% 0% 
广西 0% 0% 8% 0% 0% 0% 0% 0% 0% 0% 0% 

华南 

海南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庆 9% 3% 0% 0% 0% 28% 0% 0% 0% 0% 0% 
四川 0% 6% 15% 0% 0% 30% 0% 0% 0% 0% 0% 
贵州 0% 0% 11% 0% 0% 11% 0% 0% 0% 0% 0% 
云南 0% 8% 7% 0% 0% 30% 0% 0% 0% 0% 0% 

西南 

西藏 0% 9% 0% 0% 0% 0% 0% 0% 0% 0% 0% 
陕西  18% 0% 0% 0% 0% 0% 0% 0% 0% 0% 0% 
甘肃 1% 0% 4% 0% 0% 0% 0% 0% 0% 0% 0% 
青海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宁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西北 

新疆 0% 0% 4% 0% 0% 0% 0% 0% 0% 0% 100% 
总计(百万 
吨/年) 

  
101 59 53 45 48 34 28 19 18 11 24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中国水泥协会, 中银国际研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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