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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环保风暴升级，政策加速度 

2016 年冬季雾霾比历史上都要严重，引发了社会各界和政府高度关注，从钢铁

严查地条钢到严惩河北违规批建钢厂等可见一斑，近期政策出台较为密集，剑

指钢铁水泥等落后产能。归根到底引发雾霾在于区域自身燃煤排放所致。就水

泥而言，目前生产环节可总结为“两磨一烧”：生料制备、熟料煅烧、水泥粉磨。

对于大气的主要污染主要是粉尘（更多在生料制备和水泥粉磨环节），占比全部

排放 15%-20%左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主要发生在熟料煅烧环节），

占比全国仅 3%和 9%；因此从环保角度来讲水泥不是政府最痛点。 

 现状如何？去产量确可短期减排，但去产量≠去产能 

2016 年行业供给端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去产能，而是协同去产量。去产量的确可

在短期内减少排放改善区域环境治理水平，但更多的是环保问题达标的大企业

牺牲，而一些环保不达标的小企业往往会选择搭便车或并没有成为环保治理的

焦点。另外，去产量使得企业在产能过剩+需求稳定的背景下获取了较高的收益，

从而掩盖了产能过剩这一核心矛盾阶段性得到掩饰而非化解。错峰限产执行情

况看，大企业的配合力度更高，民营企业逐利性更强，监管来讲难度也较大。 

 未来怎样？去产能+整合重塑水泥新格局 

落后产能目前处于搭便车状态，唯有通过去产能方能抬升龙头企业市场竞争力。

我们认为有 3 条理论路径：1、市场化去产能，通过优胜劣汰手段倒逼成本较高

的落后产能退出，水泥行业更高的民企占比、更充分的市场化竞争理论上具备

此路径的展开空间，但最大障碍在于当前盈利修复极大抬高了小企业的退出门

槛。2、行政去产能：通过行政手段将落后产能也是当前预期最高路径，但是问

题在于水泥不是行政监管最痛点，因此政策力度有限，且更多映射在国资龙头

企业，对于小企业及粉磨站很难奏效。3、主动去产能：目前部分省份在尝试搭

建区域统一平台，主动选择性削减落后产能并给资金补偿，但效果待观察。 

 去产能后，哪些区域及企业会受益？ 

如果产能得到实质性退出，建议更多关注区域小线产占比高而区域龙头企业小

线占比低，届此在产能出清的背景下（实质性去产能必定是高能耗的小线率先

退出），格局改善释放的弹性更多向区域龙头大企业倾斜；沿着这个角度推荐关

注华北和华东市场，对应标的冀东水泥，海螺水泥。据此，我们重点推荐华新

水泥、冀东水泥、海螺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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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 盈利修复下，小企业退出门槛增加制约供给侧改革进度； 

2. 行政政策聚焦点不在水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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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风暴至，政策加速度 

到底谁是病魔之源？——燃煤 

雾霾问题其实 10 年前在我国就已经引发了较为广泛关注，近来来，随着 PM2.5 数据的

发布，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认识；2016 年冬季我国再次爆发大规模雾霾，再次点

燃了公众及政府对于雾霾背后的思考。 

图 1：雾霾下的上海东方明珠  图 2：雾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雾霾产生原因，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粉尘等。2014 年，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局

公布了空气颗粒物（PM10、PM2.5）来源解析的最新研究结果，如下图。 

图 3：雾霾的主要污染来自燃煤和扬尘 

 

资料来源：人民网, 长江证券研究所 

可以看出，主要的污染源仍然来自于燃煤、扬尘、工业生产等。其中燃煤占比在 30%

左右，扬尘占比也较大。从来源上讲，区域污染传输占 10%至 15%，余下 85%至 90%

来自本地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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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污染主要是粉尘，非雾霾核心之痛 

为了更好地理解水泥工业污染的问题，首先必须对水泥生产的工艺有所了解。典型的水

泥生产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习惯把水泥生产过程简称为“两磨一烧”：生料制备、熟

料煅烧、水泥粉磨。 

图 4：“两磨一烧”水泥生产工艺流程及污染物产生情况 

 
资料来源：水泥行业环境监察技术指南，长江证券研究所 

水泥行业对于环境的污染主要有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三废）及噪声污染： 

——废气污染 

众所周知，水泥厂在将石灰石制成水泥的过程中必将经历碎石、生料粉磨、生料烧制等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气污染物如粉尘、SO2、NOx 等等。 

粉尘是在各个环节都会产生，如原料、燃料及成品的储运环节，还有物料的破碎、煅烧、

烘干等环节产生的固体颗粒物。产生的粉尘类型大致可分为：原料粉尘、煤粉尘、水泥

窑粉尘、熟料粉尘以及水泥粉尘。 

SO2、NOX、CO2 等主要产生于熟料煅烧过程，由窑尾烟囱排入大气。其中 SO2 是煤

炭燃烧产生的，CO2 是由水泥生产中 CaCO3 分解和煤炭燃烧而产生的，NOX 是空气

中的 N2 在高温有氧燃烧条件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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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污染 

水泥工业生产用水量大而对水质要求不高，主要用于旋转窑冷却、地面冲洗、冲洗磨机

等，其生产废水一般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地面水体，严重时造成河道淤塞，影响了人们正

常的生活生产用水。水泥生产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SS（悬浮物）。 

图 5：河南安丘某水泥厂废气排放图  图 6：水泥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污染水源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水泥窑颗粒物排放统计情况不容乐观 

窑型 样本数 平均浓度 mg／m3 最小值 mg／m3 最大值 mg／m3 

新型干法 40.0 85.1 12.6 169.0 

预热器窑 14.0 95.5 30.2 150.0 

余热发电窑 8.0 90.0 35.0 144.6 

湿法窑 13.0 114.3 17.8 200.0 

立波尔窑 5.0 209.2 54.0 371.5 

先进机立窑 10.0 108.4 43.3 240.0 

合计 90.0 100.9 12.6 371.5 

资料来源：《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说明，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2：水泥企业水污染排放标准 

污染物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pH 6～9 6～9 6～9 

悬浮物(SS) 70 200 400 

化学需氧量(COD) 100 150 500 

资料来源：《水泥行业环境监察技术指南》,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固体废弃物污染 

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渣滓以及水泥厂的生活垃圾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泥厂

的一些粉尘在沉淀之后落在城市当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 水泥厂处理的一些废弃

的渣滓胡乱堆积在道路旁，给行人带来不便; 水泥厂中的一些生活垃圾，随意乱扔，影

响了整个城市的形象，并且很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噪音污染 

水泥厂在制作水泥的过程中破碎机、原料磨、煤磨、水泥磨、风机、空压机等等都会产

生强大的噪声，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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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雾霾，水泥行业主要在于废气污染，其中粉尘污染是水泥行业面临较为严重的问题。 

有资料显示，2014 年水泥产量 24.8 亿吨，排尘约为 258 万吨（中国环保在线）。据有

数据测算，水泥工业颗粒物排放占全国颗粒物排放量的 15%~20%。 

图 7：水泥污染占比全行业情况 

 

 
资料来源：环保部网站，长江证券研究所 

环保引发的供给侧改革是当期核心关注点 

我们认为当前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受到雾霾等天气影响，触发了相应行政监管红线。我们

认为：就环保本身而言，水泥行业注定不是最严重的，因此难以成为环保监管的聚焦点，

但是随着钢铁煤炭的从严监管后，有可能会进入监管层的视野中心。因此我们判断 2017

年行政干预的角度或有望发力，给行业供给侧改革带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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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如何？去产量确可短期减排，但去产量≠去

产能  

2016 年行业供给端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去产能，而是协同去产量。去产量的确可在短期

内减少排放改善区域环境治理水平，但更多的是环保问题达标的大企业牺牲，而一些环

保不达标的小企业往往会选择搭便车或并没有成为环保治理的焦点。另外，去产量使得

企业在产能过剩+需求稳定的背景下获取了较高的收益，从而掩盖了产能过剩这一核心

矛盾阶段性得到掩饰而非化解。错峰限产执行情况看，大企业的配合力度更高，民营企

业逐利性更强，监管来讲难度也较大。 

当前水泥工业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平台期，需求每年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我们预计在 20-25 亿吨，预计能延续 3-5 年左右。基于这样一个产能的产能利用率在

70%或更低，部分区域产能利用率更低，整体来看水泥行业处于绝对过剩状态。基于此

背景，通过需求拉动景气弹性则有限，毕竟需求周期的恢复不可能爆超预期，而供给的

阶段性收缩则有望带来更强的阶段性弹性。 

图 8：行业供需格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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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长江证券研究所 

当前供给收缩更多是主动去产量，有治标作用 

错峰生产升级，自律演变为行政路径 

水泥行业错峰生产在近 3 年推广较为迅速，也受到了充分肯定，就执行情况看，错峰本

起初是协会主导下的自律行为，现在受到政府部门的充分肯定，因此得到行政力量作为

坚实后盾，执行情况得到了较大维护。具体来看，2016Q4~2017Q1 北部市场基本是从

11 月中旬开始停产，至 3 月中下旬开始，累计计划停产天数在 120 天以上；而南方市

场则是基本在春节前后，停产时间相对短一些，在 25-45 天左右。 

表 3：全国各个区域省份 2016Q4~2017Q1 停产情况汇总 

全国各个区域省份2016Q4~2017Q1停产情况汇总 

华北地区 
 

北京市 2016年11月15日到2017年3月15日停产 

天津市 2016年11月15日到2017年3月15日停产 

河北省 2016年11月15日到2017年3月15日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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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2016年11月15日到2017年3月15日停产 

内蒙古 2016年11月15日到2017年3月15日停产 

东北地区 
 

辽宁省 2016年11月1日到2017年3月31日停产 

吉林省 2016年11月1日到2017年3月31日停产 

黑龙江 2016年11月1日到2017年3月31日停产 

华东地区 
 

上海市 
 

江苏省 一季度停产45天，梅雨和高温期间停产30天 

浙江省 1月10日至2月15日停产 

安徽省 巢湖地区计划一季度40-45天 

福建省 2016年12月27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不低于40天 

江西省 一季度停产40天，全年70天（企业商定） 

山东省 2016年11月15日到2017年3月15日停产 

中南地区 
 

河南省 2016年11月9日到2017年3月15日停产 

湖北省 一季度不少于50天；三季度8-9月不少于20天；四季度不少于20天。  

湖南省 全年停窑错峰生产及检修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00天。 

广东省 一季度停产20天，全年40-45天 

广西区 一季度停产20天，全年40-45天 

海南省 
 

西南地区 
 

重庆市 
 

四川省 2017年1月1日-2月28日期间，四川停窑不少于25天。全年不少于120天。 

贵州省 黔北地区2017年1季度停窑检修30-45天，全年限产90-120天 

云南省 1-2月份停窑限产25-35天 

西藏区 
 

西北地区 
 

陕西省 2016年12月1日到2017年3月10日 

甘肃省 2016年12月1日到2017年3月10日 

青海省 2016年12月1日到2017年3月10日 

宁夏区 2016年12月1日到2017年3月10日 

新疆区 2016年11月1日到2017年3月31日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同时，我们也将本轮停产和往年做了比较分析，跟踪反馈来看： 

1、从停产范畴来看，本轮停产范畴更大，主要是增加了华南和西南市场，而去年冬季

这两块市场是没有冬季停产的；2、从停产时间来看，在部分区域停产时间变长，如东

三省去年冬季停产时间为 135 天，今年增加至 150 天；不过在北部市场，其实执行的

都较好，而南部市场执行可能存在一定折扣。 

表 4：2012-2017 年错峰执行情况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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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北京市   60 120 120 

天津市   60 120 120 

河北省   55 120 120 

山西省   55 120 120 

内蒙古     120 120 

东北地区         

辽宁省 90 125 135 150 

吉林省   150 135 150 

黑龙江   150 135 150 

华东地区         

上海市         

江苏省 30 25 45 45 

浙江省 30 30 45 35 

安徽省 10 30 45 40 

福建省       40 

江西省 30   40 40 

山东省 35 40 60 120 

中南地区         

河南省 35 50 75 125 

湖北省   20   70 

湖南省 20 35 40 80 

广东省       20 

广西区       20 

海南省         

西南地区         

重庆市   35 35   

四川省   10 35 25 

贵州省     30 40 

云南省       30 

西藏区         

西北地区         

陕西省   75 120 100 

甘肃省     120 100 

青海省     120 100 

宁夏区     120 100 

新疆区   120 120 15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ps：部分省份没有在全省范围内停产，我们采取了一定的折算处理； 



 

请阅读最后评级说明和重要声明 11 / 19 

 

行业研究┃深度报告 

价格表现来看，我们认为错峰提供了很好维护，也给企业盈利带来了很强的撑。以石家

庄为例，石家庄水泥价格从 2016 年 10 月份的 260 元增加至年底的 400 元/吨（涨价仍

然来自龙头协同），但是在 Q4 需求步入淡季价格仍能维持高位则有错峰很大支撑作用。 

图 9：石家庄水泥价格在 16Q4 上涨十分明显，Q4 高位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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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 长江证券研究所 

行政监管发力，更多是钢铁等行业示范效应 

1、开展对水泥等行业落后产能的专项督查和清理整顿 

2016 年，我们认为行政监管力度明显加大，这一点可以从江苏华达钢铁和河北安丰钢

铁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我们认为，随着雾霾引发的政策监管力度加强，水泥行业去产能

尤其是小企业的落后产能将成为重点专项督查和清理对象。 

2、试点排污许可 

同时，环境保护部落实《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要求，印发《关于开展火电、

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为首批启动火电、造纸行

业排污许可证管理明确了工作任务和具体安排。《通知》明确了火电、造纸行业的具体

发证范围，要求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全国火电和造纸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试点北京市、保定市、廊坊市的钢铁、水泥高架源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上述行业企业应持证排污，建立自行监测、信息公开、记录台

账及定期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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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怎样？去产能：心向往之，万难不辞 

2016 年行业供给端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去产能，而是协同去产量，使得企业在产能过剩+

需求稳定的背景下获取了较高的收益，从而掩盖了产能过剩这一核心矛盾阶段性得到掩

饰而非化解。错峰限产执行情况看，大企业的配合力度更高（同时也意味着牺牲更多），

民营企业逐利性更强，监管来讲难度也较大。从中长期看，行业亟待真正去产能。去产

量在市场皆大欢喜的背后是落后产能的搭便车，如果行业没有在未来 2-3 年的需求平稳

期真正实现去产能，那么随着需求进入趋势下行，具备产能规模优势但不具备显著成本

优势的国资大企业将再次面临窘境。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的水泥行业要想实现新的格

局平衡格局，同时也为国家环保推进添砖加瓦，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 

行政去产能：监管有加强，但毕竟非最痛点，难超预期 

水泥非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环节，行政力量难超预期：1、目前，水泥企业整体经营尚可，

传统优势区域如华东、中南等仍有利润且现金流较好，更何况水泥企业底子雄厚，因此

短期市场手段出清至少不是一个很好时点，且 2016 年盈利改善进一步延缓了小企业的

退出进展。2、我们对水泥、玻璃、钢铁、煤炭做了个简单对比，从全行业看，行业的

产值、利润、员工数量等都要明显弱于钢铁煤炭，因此从行政监管的角度看不是最痛点。 

图 10：2015 年行业营业收入对比  图 11：2015 年行业利润总额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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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12：2015 年就业人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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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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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去产能：当前盈利改善进一步加大了去产能门槛 

我们认为，水泥行业鉴于小企业相对较多，因此市场化更为充分。因此如果能够通过市

场化去产能肯定是最优的路线，毕竟政府承担的包袱会更小；但是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小企业监管较难，一旦需求复苏，小企业的逐利性会迅速释放，制约了产能的实质

性退出，而 2016 年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图 13：全国水泥价格历年走势情况  图 14：全国水泥煤炭价格差历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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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 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 长江证券研究所 

 

主动去产能：预期在升温，效果待观察 

在行政监管力度不够，市场去产能遇到盈利修复抗力，我们只能更多寻求主动去产能，

为行业提供了另外一条思路。有别于 2016 年的错峰等主动（去的是产量），主动去产

能从各个方面来讲或面临更大的压力比如产能拆迁补助资金来源等，目前在山东和部分

北部市场在进行尝试，具体进展和效果待观察。 

表 5：去产能的三种路径探讨 

 
解读 之于水泥 

行政关停 

1、需要政府甄别和筛选哪些为需要关停产能，主观性较强 有一定适用性但不强： 

1、国企占比较低，2、企业的配合度

不够 
2、一旦市场复苏，如煤炭，那么政府面临压力较大，政策不得不放松 

市场出清 

1、需求前景不明，企业不愿意主动拱手让出市场，宁愿僵持观望 应用性强但是被动行为 

1、行业本身市场化； 

2、区域性明显，区域去产能不用担

心外部市场流入冲击 

3、一旦需求起来产能也会跟上 

2、本身需要去的就是小企业产能，但是正是小企业更灵活随时可复产 

3、宁愿都选择观望，等别的企业去产能，自己好做大份额 

主动去产能 

1、一个区域内形成一个整合平台，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平台可给予一

定补贴等； 

2、错峰等自律行为，阶段性去供给 

适用性较好：  

1、山东目前尝试这么做； 

2、北部错峰生产效果较好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虽然有国外案例提供参考，但是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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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监管层面需要有专业的力量，如果只是部分龙头作为参与者同时也扮演着平台

的监管者，那么有可能引发对于公平性的争议，同时资金的征求与监管的可发性也存疑。

且对于主动削减产能的企业来讲，如何评估补贴资金的合理性需要第三方机构介入。 

2、参与的企业覆盖面是否足够广，如何避免小企业存在的搭便车的情况，想趁着其他

企业削减产能而自己扮演剩者为王的角色。 

 

因此整体来看，水泥行业供给侧改革任重道远，解铃还须系铃人，自身的问题需要自己

解决，依靠行政或者环保手段都不能解决行业产能的核心矛盾，更多的是需要行业自律

下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及部分规模较小的先进产能，叠加政策及协会的配合，行业才能达

到新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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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产能后，哪些区域及企业会受益？  

小线占比高+区域上市公司小线占比低，弹性最大 

通过产线结构来看，华北、西北、东北、西南市场的小产线相对较多，东南市场小产线

占比较低。我们认为，小产线越多的地方，在当前盈利修复及错峰生产的背景下，搭便

车现象也更为普遍，也是未来去产能的重地。 

如果这些小产线较多的地区能够实现去产能，那么在区域上市龙头小产线占比较低的情

况下，会使得这些区域格局改善较为明显，这些区域龙头的业绩弹性将会更大。从这个

角度看优选冀东（华北市场 2500TPD 以下产线占比 10%，而冀东在华北市场无 2500tpd

以下产线），其次海螺水泥（华东市场行业看 2500TPD 以下产线占比为 4.6%，而海螺

在华东 2500TPD 以下产线占比仅为 1.4%）。 

表 6：不同区域产线结构对比 

绝对值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总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华东 37 47150 12 24300 136 344200 18 71000 207 1075100 410 1561750 

华北 35 43900 14 28900 94 241800 26 102900 66 328300 235 745800 

华中 13 15900 14 28000 62 160200 31 123100 93 470000 213 797200 

华南 5 5500 3 6000 33 86600 11 428500 84 442000 136 968600 

西北 32 36400 19 38000 116 305400 9 36000 60 292000 236 707800 

东北 19 21200 5 10200 32 80500 15 59500 32 158500 103 329900 

西南 46 52200 44 88000 177 466100 28 112200 81 386600 376 110510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7：不同区域的产能产线熟料和结构占比 

占比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华东 9.0% 3.0% 2.9% 1.6% 33.2% 22.0% 4.4% 4.5% 50.5% 68.8% 

华北 14.9% 5.9% 6.0% 3.9% 40.0% 32.4% 11.1% 13.8% 28.1% 44.0% 

华中 6.1% 2.0% 6.6% 3.5% 29.1% 20.1% 14.6% 15.4% 43.7% 59.0% 

华南 3.7% 0.6% 2.2% 0.6% 24.3% 8.9% 8.1% 44.2% 61.8% 45.6% 

西北 13.6% 5.1% 8.1% 5.4% 49.2% 43.1% 3.8% 5.1% 25.4% 41.3% 

东北 18.4% 6.4% 4.9% 3.1% 31.1% 24.4% 14.6% 18.0% 31.1% 48.0% 

西南 12.2% 4.7% 11.7% 8.0% 47.1% 42.2% 7.4% 10.2% 21.5% 35.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8：海螺水泥产线结构情况绝对值 

海螺水泥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总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0  0  3  6000  19  49200  6  24000  102  533300  130  612500  

华东 0  0  2  4000  7  17500  3  12000  43  247500  55  2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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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 0  0  0  0  1  2500  0  0  13  64000  14  66500  

华南 0  0  0  0  1  2500  3  12000  15  82000  19  96500  

西北 0  0  0  0  3  8500  0  0  9  40500  12  49000  

西南 0  0  1  2000  7  18200  0  0  22  99300  30  11950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9：海螺水泥产线结构占比 

占比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0.0% 0.0% 2.3% 1.0% 14.6% 8.0% 4.6% 3.9% 78.5% 87.1% 

华东 0.0% 0.0% 3.6% 1.4% 12.7% 6.2% 5.5% 4.3% 78.2% 88.1% 

华中 0.0% 0.0% 0.0% 0.0% 7.1% 3.8% 0.0% 0.0% 92.9% 96.2% 

华南 0.0% 0.0% 0.0% 0.0% 5.3% 2.6% 15.8% 12.4% 78.9% 85.0% 

西北 0.0% 0.0% 0.0% 0.0% 25.0% 17.3% 0.0% 0.0% 75.0% 82.7% 

西南 0.0% 0.0% 3.3% 1.7% 23.3% 15.2% 0.0% 0.0% 73.3% 83.1%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0：冀东水泥产线结构情况绝对值 

冀东水泥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总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1  1000  0  0  14  36200  12  45900  27  133800  54  216900  

华北 0  0  0  0  6  15500  7  28000  12  60900  25  104400  

东北 1  1000  0  0  5  13200  3  11500  4  19000  13  44700  

山东 0  0  0  0  0  0  0  0  1  7200  1  7200  

陕西 0  0  0  0  3  7500  0  0  7  33000  10  40500  

重庆 0  0  0  0  0  0  2  6400  3  13700  5  2010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1：冀东水泥产线结构占比 

占比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1.9% 0.5% 0.0% 0.0% 25.9% 16.7% 22.2% 21.2% 50.0% 61.7% 

华北 0.0% 0.0% 0.0% 0.0% 24.0% 14.8% 28.0% 26.8% 48.0% 58.3% 

东北 7.7% 2.2% 0.0% 0.0% 38.5% 29.5% 23.1% 25.7% 30.8% 42.5% 

山东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100.0% 

陕西 0.0% 0.0% 0.0% 0.0% 30.0% 18.5% 0.0% 0.0% 70.0% 81.5% 

重庆 0.0% 0.0% 0.0% 0.0% 0.0% 0.0% 40.0% 31.8% 60.0% 68.2%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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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华新水泥产线结构情况绝对值 

华新水泥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总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4  4800  5  10000  7  17500  11  43500  10  49700  37  125500  

华中 2  2800  1  2000  5  12500  8  31500  9  45100  25  93900  

西南 2  2000  4  8000  2  5000  2  8000  1  4600  11  27600  

广东 0  0  0  0  0  0  1  4000  0  0  1  400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3：华新水泥产线结构占比 

占比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10.8% 3.8% 13.5% 8.0% 18.9% 13.9% 29.7% 34.7% 27.0% 39.6% 

华中 8.0% 3.0% 4.0% 2.1% 20.0% 13.3% 32.0% 33.5% 36.0% 48.0% 

西南 18.2% 7.2% 36.4% 29.0% 18.2% 18.1% 18.2% 29.0% 9.1% 16.7% 

广东 0.0% 0.0% 0.0% 0.0% 0.0% 0.0% 100.0% 100.0% 0.0% 0.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4：天山股份产线结构情况绝对值 

天山股份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总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5  6100  6  12500  9  24700  4  16000  12  59500  36  118800  

新疆 5  6100  5  10000  9  24700  4  16000  5  24500  28  81300  

华南 0  0  1  2500  0  0  0  0  6  30000  7  32500  

广东 0  0  0  0  0  0  0  0  1  5000  1  500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5：天山股份产线结构占比 

占比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13.9% 5.1% 16.7% 10.5% 25.0% 20.8% 11.1% 13.5% 33.3% 50.1% 

新疆 17.9% 7.5% 17.9% 12.3% 32.1% 30.4% 14.3% 19.7% 17.9% 30.1% 

华南 0.0% 0.0% 14.3% 7.7% 0.0% 0.0% 0.0% 0.0% 85.7% 92.3% 

广东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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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祁连山产线结构情况绝对值 

祁连山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总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甘肃、青海 6  6800  3  6000  12  31000  0  0  6  28000  27  7180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7：祁连山产线结构占比 

占比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甘肃、青海 22.2% 9.5% 11.1% 8.4% 44.4% 43.2% 0.0% 0.0% 22.2% 39.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8：南方水泥产线结构情况绝对值 

南方水泥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总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8  11000  8  16000  47  117500  7  28050  37  182100  107  354650  

华东 8  11000  4  8000  36  90000  4  16200  27  134100  79  259300  

华中 0  0  4  8000  10  25000  2  8000  6  28500  22  69500  

华南 0  0  0  0  1  2500  1  3850  4  19500  6  25850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9：南方水泥产线结构占比 

占比 
2000tpd以下 2000-2500tpd 2500-3500tpd 3500-4500tpd 4500tpd以上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产线条数 总规模 

总计 7.5% 3.1% 7.5% 4.5% 43.9% 33.1% 6.5% 7.9% 34.6% 51.3% 

华东 10.1% 4.2% 5.1% 3.1% 45.6% 34.7% 5.1% 6.2% 34.2% 51.7% 

华中 0.0% 0.0% 18.2% 11.5% 45.5% 36.0% 9.1% 11.5% 27.3% 41.0% 

华南 0.0% 0.0% 0.0% 0.0% 16.7% 9.7% 16.7% 14.9% 66.7% 75.4%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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