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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主办： 广东建设报社
协办： 广州市混凝土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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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巩固和拓展疫
情防控与产业进步发展成果，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回顾刚刚过去的 2021 年，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
有“十大”看点，令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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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同舟
共济、 齐心协力， 实现行业 “十
四五” 良好开局

2021 年前 9 个月， 混凝土与水泥制
品行业主要产品虽然增速放缓， 但依然
保持增长。 全行业稳步发展， 建材行业
第一大产业特征愈发明显 。 该时段内 ，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规模： 商品混凝
土 238247 万立方米 ， 同比增 13.4%； 混
凝土排水管 60334 千米， 同比增 10.6%；
混凝土压力管 5536 千米， 同比增 4.5%；
混 凝 土 预 制 桩 36990 万 米 ， 同 比 增
12.0%。 同样在这一时段， 规模以上混凝
土与水泥制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累
计 14824.24 亿元， 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
比上年同期增长 13.7%， 增速较上半年
放缓 9.4 个百分点 ； 利润总额累计 547
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5.17%。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预制混凝
土与预拌混凝土的销售额占建材工业的
20%左右 ，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
中的管桩、 水泥管道、 混凝土预制构件、
预拌混凝土、 装饰混凝土、 电杆、 硅酸
钙板等产业规模与产能规模均列全球第
一。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
业 “十四五” 发展指南》 发布

2021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混凝土与
水泥制品协会围绕 “双碳” 战略、 行业
发展方向、 发展目标、 重要创新举措及
重点突破领域， 组织制定完成了 《混凝
土与水泥制品行业 “十四五 ” 发展指
南》 （以下简称 《发展指南》）， 为我国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 “十四五” 期间
迈向低碳绿色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提供指
导意见。

《发展指南》 总结了 “十三五” 以
来行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
题。 行业总体上产能严重过剩、 产业结
构不合理、 企业发展理念相对落后、 创
新能力较低、 产品同质化竞争、 市场无
序竞争、 信息化和智能制造水平不高等
突出问题普遍存在， 严重制约着行业的
转型升级和向产业链高端发展。 “十四
五” 期间，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迎来
巨大的市场需求， 面临更高要求。

“低碳混凝土” 写入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混凝土在
“双碳” 战略中肩负新使命

2021 年 10 月 26 日， 国务院发布了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 （以下简
称 《行动方案 》）。 在 《行动方案 》 的
“推动建材行业碳达峰” 章节中， 醒目地
出现了 “加强新型胶凝材料、 低碳混凝
土、 木竹建材等低碳建材产品研发应用”
的发展目标 。 这意味着 “低碳混凝土 ”
将在国家 “双碳 ” 推动的历史进程中 ，
成为建材产业的一个重要引擎和推手。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中， 基础
设施建设处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建设

时期， 作为建材行业重要组成部分， 混
凝土行业寻求合理有效的降碳、 减碳措
施已迫在眉睫。 培育并积极推进 “低碳
混凝土” 的发展， 为混凝土乃至建材推
进脱碳、 零碳开辟崭新的大赛道， 对实
现我国 “双碳” 目标意义重大。

混凝土行业在资本市场风生
水起， 发生了两起影响中国混凝
土产业格局的事件

一是新天山股份成为全球最大的预
拌混凝土生产企业。 新天山股份拥有商
品混凝土产能约 4 亿立方米、 骨料产能
约 1.5 亿吨。

二是海螺水泥 2021 年 12 月 21 日晚
间公告， 拟以自有资金约 17.6 亿元参与
认购西部建设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份 ，
认购数量为 2.51 亿股。 本次认购股份完
成后 ， 海螺水泥将持有西部建设 16.3%
的股份， 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西部建设
是国内领先的建材产业综合服务商， 海
螺水泥主要从事水泥及商品熟料的生产
和销售， 系中国水泥行业首家 A+H 股上
市公司， 是中国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之
一。 双方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 将充分
发挥中建西部建设市场端、 技术管理端
和海螺水泥产品成本端 、 资金端优势 ，
助推混凝土行业健康发展。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助力
大型基本建设重点工程

混凝土及水泥制品在我国高铁建设、
大型水利、 超高层建筑等国家重点中的
表现尤其引人注目。 我国目前已有 3.79
万公里的高速铁路， 远眺遍布中国大地
上的黄金通道， 可以这样说， 高铁路基
的每一寸工程都是高性能混凝土的结晶。

据不完全统计， 2021 年混凝土与水
泥制品在国内大型重点工程中创造的纪
录如下： 举世瞩目的金沙江乌德东水电
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杨房沟水电站大
坝混凝土取芯刷新世界纪录； 中国首座
运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可伸缩景观人
行桥亮相上海 ； 西藏最大航站楼竣工 ，
高强度自密实混凝土首次成功应用； 广
西首条地铁工程中亚洲最大跨度纯混凝
土连续梁合龙等。

“吃” 废 “呑” 渣的混凝土
持续消纳工业固废与建筑垃圾

混凝土产业是我国 “吃 ” 废 “呑 ”
渣的扛鼎产业， 即混凝土是我国工业固
废与建筑垃圾资源化的最大承接产业之
一。 此外， 经过长期的科研开发和工程
应用实践， 根据各种固废的不同特性制
备的粉体材料， 可在混凝土中作为性能
调节型材料 （改善胶凝性、 提高密实性、
改善工作性、 提高耐久性等）， 一些工业
固体废物已经成为实现混凝土某些性能
不可或缺的功能和结构组分。

据相关统计， 2021 年仅预拌混凝土
生产就综合利用各类工业固体废弃物 6
亿多吨， 总产值近 5000 亿元。 众多混凝

土企业从掺和料和机制砂骨料等多个维
度， 依照法规与各类标准将粉煤灰、 矿
渣、 钢渣、 建筑垃圾等工业或建筑废弃
物再生成合格的建筑部品或产品， 为生
态环境保护和发展再生经济作出了重要
贡献。

我国轻骨料和轻骨料混凝土
异军突起

2021 年， 人们从新闻上看到一座浮
体石油平台———65700 立方米的壳体全
部采用最大密度为 2000 千克/立方米的
高强轻骨料混凝土； 人们看到宜昌滨江
国际商住楼 （高 101.1 米 ） ———全国第
一个率先在结构主体中全部采用高强轻
骨料混凝土建造的 100 米高大楼竣工 。
可以预测， 将有越来越多的工程应用品
性优异的轻骨料和轻骨料混凝土。

骨料占水泥混凝土中体积的 70%左
右， 对混凝土的性能有着重要影响。 在
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为主导的
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 各地政府禁采限
采天然高品质矿石骨料政策， 对固废的
大宗利用 、 大规模生产 、 高值化创新 ，
为利废轻骨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机遇。

我国管涵产业制管工艺与技
术居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管涵产业已清晰地呈现出三大
发展趋势与方向， 这意味着管涵产业已
经进入绿色环保发展时代。 第一， 产品
向大口径、 柔性接口、 绿色环保、 耐腐
蚀方向发展。 第二， 装备向自动化、 智
能化 、 节能 、 安全的方向发展 。 第三 ，
应用领域向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 城
镇化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 城市综合管
廊建设等领域发展。

水泥混凝土管涵是城乡建设事业不
可缺少的重要水泥制品， 大量应用于城
市排水管道和农田水利工程。 渐行渐强
的中国管涵产业呈现出 3 个显著特点 ：
一是生产与应用规模世界最大； 二是扛
鼎国内多项重点工程； 三是制管工艺与
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

以长沙 “拓宇事件” 为代表
的混凝土质量事故引发广泛深思，
混凝土高质量发展必须从敬畏法
律敬畏规则开始

近年来，“问题混凝土”所引发的建筑
质量事故接连爆雷。 2021 年 4 月以来，网
络上“混凝土强度不达标，山东、安徽、浙
江等地出现楼房炸毁重建”的消息接连出
现，尤其是长沙拓宇的“问题混凝土”成为
2021 年第一个冲上热搜的质量事件。 一
件混凝土产品质量事件被诉诸于法律，最
终主要涉嫌人均遭牢狱之灾，这对整个行
业的心理影响绝不亚于一场地震。

通过多项大数据分析，目前我国混凝
土的质量乱象是个例的、局部的，而全局
性的产品高质量发展已经起步。混凝土质
量须警钟长鸣。 全行业都应凝聚一个共
识，就是混凝土产业高质量建设的起点应
该是从敬畏法律、敬畏质量、敬畏规则开
始。

混凝土原材料水泥与砂石价
格全年先扬后抑，给产业带来较大
影响，价格博弈中，企业话语权处
在弱势

2021 年入夏以来， 国内混凝土行业
最关心的就是混凝土上游原材料价格上
涨的消息。全国各地水泥企业涨价声此起
彼伏。 2021 年 3 月以来，全国砂石价格普
遍出现上涨现象。 入秋以来，长三角范围
内砂石骨料价格飞涨，有企业 4 日内连发
三张涨价函，产品供不应求。

在这种形势下， 混凝土企业形成两
个共识。 一是水泥企业之所以可以协同
涨价，除了共同的利益基础，主要是水泥
企业数量少、集中度高。 混凝土企业最终
难以赢得博弈， 根本上还是企业数量太
多、门槛太低、集中度不够。 混凝土行业
必须从根本上提升集中度， 最终还要靠
优胜劣汰+并购整合。 二是水泥与商混本
一家， 通力合作促进大建材行业价格基
本合理才是维持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硬
道理。 （据混凝土网）

中国首座 3D 打印桥亮相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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