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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政策梳理：中央、地方长江大保护政策陆续出台 

习总书记 2018 年 4 月底指出“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的位置”。中央层面， 

2018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审议通过长江大保护未来 3 年的纲领性文件《长江保护

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后续预计出台。地方层面：湖北省目标 2020 年底和

2025 年底前分别完成长江沿江 1 公里和 1-15 公里内的化工企业关改搬转；江

西省目标2018年底前取缔各类保护区和环境敏感区内的化工企业和园区；2020

年底前清除江西境内长江流域沿岸 1 公里内未入园化工企业和“小化工”企业。 

 危废大数据：13%产能位于河流 3 公里以内 

我们以全国 3 级河流及湖泊作为生态红线敏感区域，利用大数据及 GPS 建模分

析具体产能分布。距离分布：全国 7,544 万吨/年的处置产能中位于 3 级河网 1

公里以内的有 252 万吨/年（3.3%），1~3 公里内的 423 万吨/年（9.7%）。省份

分布：全国河流 3 公里内为危废产能前十大省份中位于长江流域内的有 6 个省

份，项目数量合计 174 个（占全国 3 公里内企业数量 59.6%），产能合计 566

万吨/年（占全国 3 公里内产能 57.7%），长江流域为沿江危废分布的集中区域。

资质分布：全国河流沿岸 3 公里内产能占比较大的资质种类有 HW42 废有机溶

剂（87%）、HW38 有机氰化物废物（83.3%）、HW34 废酸（22.6%）、HW21

含铬废物（21.5%）、HW22 含铜废物（18.4%）HW18 焚烧处置残渣（15.1%）。 

 农药大数据：全国河网沿岸 1 公里内产能约 17.8%，长江比例较高 

从全国农药产能大数据建模结果来看，农药品种在全国河流 1 公里范围内的产

能比例约为 17.8%。从具体品种在全国沿江 1 公里以内的产能对总产能占比来

看，除草剂中的百草枯为 37.7%、烯草酮为 26.3%；杀虫剂中的毒死蜱为 46.2%、

吡虫啉为 23.5%、氯氰菊酯为 46.1%；杀菌剂中的丙环唑为 45.7%、苯醚甲环

唑为 27.9%、氟环唑为 19.4%。其中主要品种在长江流域 1 公里内产能比例为

2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8%）,具体长江沿岸品种分布参见正文。 

 投资策略：重视生态红线，大数据+政策双重判断 

长江沿岸大保护是全国划定生态红线背景下的重要案例和体现，重视生态红线

区域内对供给侧边际变化。1）危废：13%的处置产能在全国河网 3 公里以内，

关注东江环保、金圆股份及港股水泥窑协同处理危废龙头，近期江苏汇鸿集团

（江苏国资委企业）溢价 19%入股东江环保，体现产业资本对于危废行业资产

价值认可，治理结构有待改善，空间短期波段不改行业景气及资产长期价值，

持续跟踪。2）农药：超四成产能在距全国河网 3 公里内，管理完善、污染治理

投入较多、定位明确的大中型龙头化工企业将享有行业产能出清带来的高景气

红利；关注利尔化学、先达股份（烯草酮），海利尔（吡虫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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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在 5 月 5 日发布的《生态红线系列报告之一：长江大保护，排污许可到生态红线》

（长江环保&化工联合）中通过大数据建模分析全国 17 万家化工企业分布，半定量分

析得出结论：湖北、四川磷化工行业及江苏农药行业在长江沿岸 3 公里分布较多。全国

共有 2,519 家化工企业位于长江沿江 3 公里范围内，江苏（31%）、湖北（23%）沿江

化工企业占比靠前；分产品，磷化工、农药生产企业沿江占比较高。6 月底以来磷矿石

较多供给收缩涨价，相关磷化工股票上涨验证了我们逻辑。 

近期湖北等省份先后出台长江沿岸一公里化工企业治理政策（生态红线），本文我们梳

理长江大保护中央及地方近期出台政策，同时结合大数据和 GPS 建模，来量化分析长

江及全国河流旁危废品种及农药品种的产能分布，评估未来 3 年具体品种的环境风险和

停产可能性，领先于库存和价格变化，提前发掘投资机会。 

 

政策梳理：中央、地方长江大保护政策陆续出台 

习总书记 2018 年 4 月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

的位置”。中央层面，2018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行动计划》，预计后续会公开发布，这将是长江大保护领域未来 3 年纲领性文。

同时工信部 2018 年 7 月也出台文件，实施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到

2020 年，中小型企业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企业搬迁改造工作基本完成，重点区

域和重点流域力争率先完成。地方层面：江苏、湖北、江西等省份相继出台沿江化工企

业整治方案。 

 湖北省：2018 年 6 月印发文件，2020 年底和 2025 年底前分别完成长江沿江 1 公

里和沿江 1-15 公里内的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江西省：2018 年 5 月印发文件，2018 年底前取缔各类保护区和环境敏感区内的

化工园区和化工企业；2020 年底前清除江西境内长江流域沿岸 1 公里范围内未入

园化工企业和“小化工”企业； 

 江苏省：目标 2018 年底前完成太湖一级保护区内化工企业的关停并转迁工作并大

幅度削减宜兴/武进两地化工、印染、电镀三个行业的产能。 

表 1：国家及长江沿岸省份化工企业整治政策 

出台部门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时间截点 要求 

湖北省 

湖北省沿江化

工企业关改搬

转工作方案 

2018年6月 

2020年底前 

完成沿江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①已在合规化工园区内，未达安全、环保要求的，就地改造达标； 

②不在合规化工园区内，不符合规划区划要求的，搬迁进入合规化工园区； 

③不在合规化工园区内，安全、环保均达标的大中型化工企业，可暂不搬迁，但要制定

更高的改造要求； 

④不符合规划要求，安全、环保风险较大，改造难度大的，关闭退出或转产 

2025年底前 

完成沿江1-15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①已在合规化工园区内，未达安全、环保要求的，就地改造达标； 

②不在合规化工园区内，安全环保风险较低，就地改造或者搬迁进入合规化工园区； 

③不符合规划要求，环保风险较大，改造难度大的，关闭退出或转产 

江西省 

鄱阳湖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2018-2020

2018年5月 

- 
除在建项目外，长江江西段及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岸线及鄱阳湖周边1公里

范围内禁止新建重化工项目，周边5公里范围内不再新布局有重化工业定位的工业园区。 

2018年底前 
依法取缔位于各类保护区及其他环境敏感区域内的化工园区、化工企业，限期整改有排

污问题的化工企业，推动化工企业搬迁进入合规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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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20年底前 

依法依规清除距离长江江西段和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岸线及鄱阳湖周边1公

里范围内未入园的化工企业，依法关闭“小化工”企业 

江苏省 

江苏省“两减

六治三提升”

专项行动 

2016 年 12

月 

2018年底前 

原则上2018年底前完成关停一批化工企业。 

完成太湖一级保护区化工企业的关停并转迁工作 

对规模小、产业关联度低、安全环保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且持续整改仍不达标的化工

园区，取消化工园区定位，园区内企业由地方政府限期搬迁或关停并转。 

2020年6月前 原则上完成搬迁一批、升级一批、重组一批化工企业 

2020年底前 
大幅削减宜兴、武进两地化工、印染、电镀三个行业的产能、企业数量和污染物排放总

量 

-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顿，2018年停产整顿1000家化工企业、关闭400家；2019年停产整

顿1300家、关闭450家；2020年停产整顿1500家、关闭500家。 

工信部 

坚决打好工业

和通信业污染

防治攻坚战三

年行动计划 

2018年7月 2020年底前 

实施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和限制发展的行业、生产工艺、

产品目录，到2020年，中小型企业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企业搬迁改造工作基本完

成，重点区域和重点流域力争率先完成。 

资料来源：工信部，各省政府官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危废大数据建模：13%产能在河流 3 公里以内 

危险废物处置利用涉及众多的化学过程，属于国家及省级重点污染源监控企业，也有部

分危废企业处于河流、湖泊等生态敏感区域旁边，面临搬迁关闭转移风险。截至 2018

年 5 月全国危废处置企业共计 2,069 家，处置产能合计 7,544 万吨/年，我们以全国 3

级河流及主要湖泊作为生态红线敏感区域，用危废企业跟河流及湖泊距离作为风险评估

标准，具体关闭搬迁等情况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大数据及 GPS 建模图像如下。 

图 1：全国河流及危废处置企业大数据建模图像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各省环保厅, 长江证券研究所（注：蓝色点为河流，红色点为危废处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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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分布：全国河流 1 公里内产能 3.3%，3 公里内 13% 

整体上，大部分危废项目距离河流较远，这与危废项目环评建设本身在选址上就有很高

的要求有关，集中处置焚烧厂不允许建设在地表水环境质量Ⅰ 类、Ⅱ类功能区与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地区；安全填埋场建设需要考虑渗滤液和渗漏

可能产生的风险，不应选在农业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特殊区域。 

从企业数量来看，4%在河流 1 公里之内，14%在 3 公里以内。全国 2,069 家危废项目

中位于 3 级河网 1 公里以内的有 82 个，占比 4%；位于 1~3 公里内的有 210 家，占比

10.1%；位于 15 公里以外的企业有 1,264 家，占比 61.1%。其中，位于长江流域内沿

江 1 公里以内、1~3 公里的危废项目数量在全国总项目中占比分别为 2.9%和 6.1%。 

从处置能力来看，3.3%在 1 公里以内，13%在 3 公里以内。全国 7,544 万吨/年的处置

产能中位于 3 级河网 1 公里以内的有 252 万吨/年，占比 3.3%；位于 1~3 公里内的 423

万吨/年，占比 9.7%；位于 15 公里以外的 4,664 万吨/年，占比 61.8%。其中，位于长

江流域内沿江 1 公里以内、1~3 公里的危废项目处置产能在全国总产能中占比分别为

2.1%和 5.6%。 

图 2：大数据全国危废项目江河距离数量分布  图 3：大数据全国危废项目江河距离产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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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省环保厅,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省环保厅,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4：大数据长江流域危废项目江河距离数量分布  图 5：大数据长江流域危废项目江河距离产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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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分布：沿河 3 公里内长江流域省份产能占比 58% 

江河沿岸 3 公里范围内的 292 个危废项目省份分布：江苏省危废处置产能最高，达到

211 万吨/年，占全国 3 公里内危废项目总产能的 21.5%；其次为吉林省，产能约 145

万吨/年，占全国 3 公里内危废项目总产能的 14.7%。全国河流沿岸 3 公里内产能前十

大省份中位于长江流域内的有 6 个省份，项目数量合计 174 个（占全国 3 公里内企业数

量 59.6%），产能合计 566 万吨/年（占全国 3 公里内产能 57.7%），长江流域为沿江危

废分布的集中区域。 

图 6：全国 3 级河网沿岸 3 公里以内危废项目省份数量分布  图 7：全国 3 级河网沿岸 3 公里以内危废项目省份产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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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省环保厅,长江证券研究所（注：仅选取产能前 10 的省份）  资料来源：各省环保厅,长江证券研究所（注：仅选取产能前 10 的省份） 

 

资质分布：HW42/38/34/21/22 沿江三公里内占比高 

全国河流 3 公里以内产能占比较大的资质种类有 HW42 废有机溶剂（87%）、HW38 有

机氰化物废物（83.3%）、HW34 废酸（22.6%）、HW21 含铬废物（21.5%）、HW22 含

铜废物（18.4%）HW18 焚烧处置残渣（15.1%）。若沿江化工企业关停并转政策严格执

行，对应部分危废企业将面临整治，加剧当前已经紧缺的处置供需缺口，存量危废项目

议价能力抬升，危废处置价格可能继续上涨。 

表 2：全国危废资质分距离河流大数据建模分布 

种类代码 种类名称 产能总计（吨/年） 1 公里以内 1~3 公里 3~5 公里 5~10 公里 10~15 公里 15 公里以外 

HW01 医疗废物 299,194  2.3% 10.8% 10.1% 17.2% 4.8% 54.9% 

HW02 医药废物 1,510,718  1.4% 5.9% 4.7% 30.8% 29.7% 27.5% 

HW03 废药物、药品 264,703  1.2% 7.7% 7.3% 17.2% 18.3% 48.3% 

HW04 农药废物 395,324  4.9% 6.3% 7.0% 20.1% 12.7% 49.0% 

HW05 木材防腐剂废物 211,223  1.0% 5.2% 9.4% 16.5% 14.3% 53.6% 

HW06 废有机溶剂 1,926,913  1.5% 11.1% 8.1% 11.2% 3.7% 64.4% 

HW07 热处理含氰废物 119,369  0.0% 5.0% 10.3% 32.2% 12.3% 40.3% 

HW08 废矿物油 11,720,764  5.4% 7.3% 5.4% 12.2% 6.6% 63.2% 

HW09 油/水、烃/水混合物 3,060,759  1.0% 5.4% 2.7% 11.3% 4.3% 75.4% 

HW10 多氯（溴）联苯类废物 9,353  0.0% 0.0% 0.0% 34.6% 15.9% 49.6% 

HW11 精（蒸）馏残渣 4,052,445  5.1% 3.3% 2.9% 12.8% 4.6% 71.3% 

HW12 染料、涂料废物 766,472  3.9% 6.1% 8.2% 12.9% 9.4% 59.5% 

HW13 有机树脂类废物 1,032,132  2.3% 8.1% 7.1% 13.1% 7.4% 62.0% 

HW14 新化学物质废物 86,480  1.8% 5.8% 11.8% 19.9% 7.3%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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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15 爆炸类废物 8,690  0.0% 0.0% 0.0% 12.1% 7.9% 80.0% 

HW16 感光材料废物 360,101  0.4% 8.6% 10.3% 21.2% 7.5% 51.9% 

HW17 表面处理废物 3,655,778  2.3% 6.0% 7.4% 11.7% 7.6% 65.0% 

HW18 焚烧处置残渣 638,419  3.0% 12.1% 2.4% 16.2% 20.5% 45.9% 

HW19 含金属羰基化合物废物 88,697  1.6% 10.9% 11.3% 13.3% 10.3% 52.6% 

HW20 含铍废物 69,585  1.4% 3.7% 8.3% 21.7% 9.0% 56.0% 

HW21 含铬废物 639,878  4.3% 17.2% 3.8% 11.4% 2.9% 60.4% 

HW22 含铜废物 2,724,294  4.6% 13.8% 13.3% 9.2% 3.7% 55.5% 

HW23 含锌废物 1,218,504  2.6% 6.5% 2.9% 7.5% 19.1% 61.5% 

HW24 含砷废物 121,534  0.8% 1.9% 6.2% 10.3% 4.5% 76.4% 

HW25 含硒废物 104,070  0.9% 2.1% 6.1% 11.1% 20.4% 59.4% 

HW26 含镉废物 135,711  0.7% 5.5% 6.4% 13.1% 13.4% 60.9% 

HW27 含锑废物 218,740  0.4% 3.4% 4.0% 10.7% 7.1% 74.4% 

HW28 含碲废物 103,202  0.9% 1.6% 5.3% 12.2% 20.5% 59.4% 

HW29 含汞废物 309,832  0.3% 1.0% 1.3% 11.4% 5.0% 81.0% 

HW30 含铊废物 42,540  2.2% 1.2% 12.9% 34.3% 12.7% 36.6% 

HW31 含铅废物 3,709,002  1.2% 3.3% 4.1% 7.2% 14.0% 70.1% 

HW32 无机氟化物废物 301,823  3.2% 4.4% 17.4% 16.1% 8.4% 50.6% 

HW33 无机氰化物废物 3,693,828  0.0% 1.1% 0.7% 2.1% 4.7% 91.4% 

HW34 废酸 7,470,518  4.3% 18.2% 8.7% 10.0% 5.4% 53.4% 

HW35 废碱 1,691,916  0.6% 6.0% 9.2% 12.8% 5.8% 65.6% 

HW36 石棉废物 139,305  0.7% 3.1% 6.0% 10.5% 13.9% 65.8% 

HW37 有机磷化合物废物 201,588  7.4% 5.8% 9.3% 19.5% 4.8% 53.2% 

HW38 有机氰化物废物 999,179  0.6% 82.6% 2.0% 3.8% 0.7% 10.2% 

HW39 含酚废物 278,588  2.3% 8.3% 8.6% 19.5% 8.5% 52.8% 

HW40 含醚废物 264,902  2.4% 7.0% 12.6% 21.3% 4.8% 51.9% 

HW41 废卤化有机溶剂 19,838  0.0% 0.0% 3.9% 7.4% 7.5% 81.3% 

HW42 废有机溶剂 666,619  0.4% 86.6% 0.1% 0.2% 1.4% 11.3% 

HW43 含多氯苯并呋喃类废物 6,942  0.0% 0.0% 11.2% 0.0% 21.4% 67.5% 

HW44 
含多氯苯并二恶英类废

物 
7,711  0.0% 0.0% 10.0% 0.0% 19.2% 70.7% 

HW45 含有机卤化物废物 340,035  3.5% 5.1% 4.8% 13.0% 3.3% 70.3% 

HW46 含镍废物 1,002,406  5.9% 7.5% 9.0% 11.5% 4.2% 61.9% 

HW47 含钡废物 150,504  0.6% 2.1% 7.5% 10.0% 31.0% 48.7% 

HW48 有色金属冶炼废物 6,814,434  5.5% 5.5% 10.0% 10.2% 3.1% 65.6% 

HW49 其他废物 10,865,731  2.5% 9.8% 13.1% 9.6% 6.3% 58.7% 

HW50 废催化剂 933,517  3.0% 5.0% 4.7% 15.0% 3.0% 69.4% 

合计（吨/年）  75,453,818  3.3% 9.7% 7.3% 11.0% 6.8% 61.9% 

资料来源：各省环保厅，长江证券研究所（注：HW41、42、43、44 危废代码在新的名录中已合并到其他代码中或被取消） 

若仅以距离河流距离为判断标准，我们选取重庆及吉林某危废企业均距离当地河流较近，存在一定环境风险，

具体需结合当地政策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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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危废布局案例一（重庆某实业公司）  图 9：危废布局案例二（吉林某化工企业） 

 

 

 

资料来源：重庆市环保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吉林省环保厅,长江证券研究所 

 

农药大数据建模：全国河网沿岸产能超四成，长
江比例较高  

江苏山东农药企业集中，沿长江企业比例高 

我们选取截至 2018 年 6 月初从生态环境部获得的全国 820 家农药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分

析（样本基本是涵盖了大部分合法产能）。从省份分布来看，江苏（196 家）/山东（164

家）/河南（73 家）/安徽（44 家）/河北（43 家）省份农药企业较多，其中长江流域内

省份共计 369 家农药企业，数量占比 45%，大数据及 GPS 建模图像如下。 

图 10：全国河流及农药企业大数据建模图像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各省环保厅, 长江证券研究所（注：图中蓝色点为河流，红色点为样本农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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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距离区间来看，全国约 65%的农药企业距离江河较远，不受此次沿江化工企业整治

直接影响。全国范围内距离江河 1 公里以内、1~3 公里的企业数量占比 5.2%、8.5%，

而长江流域内这一比例分别为 12.7%、1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江流域内的农药

企业布局偏向河流更明显。 

图 11：农药企业主要省份数量分布（单位：家）  图 12：全国及长江流域各距离区间内农药企业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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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省环保厅,生态环境部,工信部,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省环保厅,长江证券研究所 

 

全国河网：1 公里内产能约 17.8%，除草剂及杀虫剂较

高 

整体来说，江河附近农药产能比例较高。位于 1 公里以内和 1~3 公里内的产能占比分别

为 17.8%、26.5%；其中，除草剂分别为 15.2%、32.2%；杀虫剂分别为 40.3%、6.7%；

杀菌剂分别为 10.4%、13.5%。靠近河流比例最高的农药大类为除草剂，杀虫剂次之。 

表 3：大数据建模主要农药产品全国 3 级河网产能分布情况（吨/年） 

产品类型 主要产品 1公里以内 1~3公里 3~5公里 5~10公里 10~15公里 15公里以外 总计 

除草剂 

草甘膦 100,000  255,000  15,000  
 

30,600  291,820  692,420  

乙草胺 10,000  18,100  100  4,000  3,000  31,770  66,970  

百草枯 20,000  8,000  5,000  3,000  3,000  14,000  53,000  

麦草畏 
  

500  
  

29,100  29,600  

草铵膦 1,000  
  

3,500  2,600  15,000  22,100  

烯草酮 1,500  
 

200  
  

4,010  5,710  

烟嘧磺隆 300  
 

200  
  

3,700  4,200  

合计 132,800  281,100  21,000  10,500  39,200  389,400  874,000  

杀虫剂 

毒死蜱 53,000  10,000  13,000  
 

300  38,518  114,818  

吡虫啉 5,000  
 

1,800  
 

200  14,310  21,310  

联苯菊酯 100  100  1,400  
  

3,235  4,835  

高效氯氟氰菊酯 2,000  50  1,900  
  

502  4,452  

噻虫嗪 300  
 

2,000  
  

800  3,100  

阿维菌素 
  

1,000  
 

300  100  1,400  

氯氰菊酯 500  
   

100  485  1,085  

合计 60,900  10,150  21,100    900  57,950  1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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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剂 

多菌灵 2,500  17,000  9,755  10,000  
 

602  39,857  

百菌清 5,000  
 

2,755  
  

30,401  38,156  

代森锰锌 2,000  
 

2,755  
  

16,835  21,590  

戊唑醇 1,950  100  2,700  
  

15,251  20,001  

嘧菌酯 400  2,500  200  
 

100  13,316  16,516  

丙环唑 2,100  
 

400  
 

100  2,000  4,600  

苯醚甲环唑 1,200  200  
 

350  
 

2,550  4,300  

吡唑醚菌酯 
 

200  
   

1,900  2,100  

氟环唑 300  
    

1,250  1,550  

合计 15,450  20,000  18,565  10,350  200  84,105  148,670  

总计 209,150  311,250  60,665  20,850  40,300  531,455  1,173,670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工信部，中国农药产业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注：基于样本数据） 

 

表 4：大数据建模主要农药产品全国 3 级河网分距离区间产能占比 

产品类型 主要产品 1 公里以内 1~3 公里 3~5 公里 5~10 公里 10~15 公里 15 公里以外 

除草剂 

草甘膦 14.4% 36.8% 2.2% 

 

4.4% 42.1% 

乙草胺 14.9% 27.0% 0.1% 6.0% 4.5% 47.4% 

百草枯 37.7% 15.1% 9.4% 5.7% 5.7% 26.4% 

麦草畏 

  

1.7% 

  

98.3% 

草铵膦 4.5% 

  

15.8% 11.8% 67.9% 

烯草酮 26.3% 

 

3.5% 

  

70.2% 

烟嘧磺隆 7.1% 

 

4.8% 

  

88.1% 

合计 15.2% 32.2% 2.4% 1.2% 4.5% 44.6% 

杀虫剂 

毒死蜱 46.2% 8.7% 11.3% 

 

0.3% 33.5% 

吡虫啉 23.5% 

 

8.4% 

 

0.9% 67.2% 

联苯菊酯 2.1% 2.1% 29.0% 

  

66.9% 

高效氯氟氰菊酯 44.9% 1.1% 42.7% 

  

11.3% 

噻虫嗪 9.7% 

 

64.5% 

  

25.8% 

阿维菌素 

  

71.4% 

 

21.4% 7.1% 

氯氰菊酯 46.1% 

   

9.2% 44.7% 

合计 40.3% 6.7% 14.0% 

 

0.6% 38.4% 

杀菌剂 

多菌灵 6.3% 42.7% 24.5% 25.1% 

 

1.5% 

百菌清 13.1% 

 

7.2% 

  

79.7% 

代森锰锌 9.3% 

 

12.8% 

  

78.0% 

戊唑醇 9.7% 0.5% 13.5% 

  

76.3% 

嘧菌酯 2.4% 15.1% 1.2% 

 

0.6% 80.6% 

丙环唑 45.7% 

 

8.7% 

 

2.2% 43.5% 

苯醚甲环唑 27.9% 4.7% 

 

8.1% 

 

59.3% 

吡唑醚菌酯 

 

9.5%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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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环唑 19.4% 

    

80.6% 

合计 10.4% 13.5% 12.5% 7.0% 0.1% 56.6% 

总计 17.8% 26.5% 5.2% 1.8% 3.4% 45.3%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工信部，中国农药产业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注：基于样本数据） 

从全国产能数据来看，主要农药品种在 1 公里范围内的产能比例约为 17.8%。具体来说

占比较高的产品种类有： 

1）除草剂中的百草枯（37.7%）、烯草酮（26.3%）产能在全国 3 级河网 1 公里以内。 

2）杀虫剂中的毒死蜱（46.2%）、吡虫啉（23.5%）、氯氰菊酯（46.1%）产能在全国 3

级河网 1 公里以内。 

3）杀菌剂中的丙环唑（45.7%）、苯醚甲环唑（27.9%）、氟环唑（19.4%）产能在全国

3 级河网 1 公里以内。 

 

从全国产能数据来看，主要农药品种在 1~3 公里范围内的产能比例约为 26.5%。具体

来说占比较高的产品种类有： 

1） 除草剂中的草甘膦（36.8%）、乙草胺（27%）在全国 3 级河网 1-3 公里以内。 

2） 杀虫剂的主要产品在此区间内分布的产能较小。 

3） 杀菌剂中的多菌灵（42.7%）。 

总结来看，虽然部分农药产品产能在沿江 3 公里范围内占比较高，但是这些产能大多属

于管理较为规范的大中型农药企业，且位于循环经济示范区/省级重点化工园区等风险可

能较小的园区内，具体整改措施需要参考各地具体实施方案，例如，湖北省《沿江化工

企业关改搬转工作方案》中提出“沿江 1 公里内不在化工园区内的极少数大中型化工企

业，安全、环保均已达标的可以暂不搬迁，但必须制定更高要求的改造计划”。 

2018 年苏北化工园区停产整治、环保督察“回头看”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长江大保护等行动的开展表明自 2016 年以来环保高压的趋势继续延续，合规安全生产

需要企业在环保治理上有更高的投入，小散乱污化工企业环保“偷工减料”的做法不可

持续，污染治理完善的大中型企业预计将享受行业产能出清带来的高景气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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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草甘膦/吡虫啉/拟除虫菊酯全国产能分布气泡图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各省环保厅, 长江证券研究所 

 

长江流域：沿江 1 公里内产能约 23.5%，高于全国平均 

从长江流域产能数据来看，位于 1 公里范围内的产能比例较高的产品种类有，除草剂中

的百草枯（55.6%）、乙草胺（36.8%）、烯草酮（48.2%），杀虫剂中的毒死蜱（48.7%）、

吡虫啉（33.7%)、氯氰菊酯（76.3%），杀菌剂中的丙环唑（58.3%)、苯醚甲环唑（42.9%）、

氟环唑（20%），主要品种在长江流域 1 公里内产能比例为 2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7.8%）。 

表 5：大数据建模长江流域农药产品产能分布情况（吨/年） 

产品类型 主要产品 1公里以内 1~3公里 3~5公里 5~10公里 10~15公里 15公里以外 总计 

除草剂 

草甘膦 100,000  175,000  15,000  
 

30,000  205,120  525,120  

百草枯 20,000  8,000  5,000  
 

3,000  
 

36,000  

麦草畏 
  

500  
  

28,600  29,100  

乙草胺 10,000  
 

100  4,000  3,000  10,100  27,200  

草铵膦 1,000  
  

2,200  
 

12,600  15,800  

烯草酮 1,500  
 

200  
  

1,410  3,110  

烟嘧磺隆 300  
 

200  
  

1,700  2,200  

合计 132,800  183,000  21,000  6,200  36,000  259,530  638,530  

杀虫剂 

毒死蜱 52,000  10,000  13,000  
 

300  31,368  106,668  

吡虫啉 5,000  
 

1,300  
  

8,527  14,827  

联苯菊酯 100  100  800  
  

2,900  3,900  

高效氯氟氰菊酯 2,000  50  1,100  
  

452  3,602  

噻虫嗪 300  
 

2,000  
  

600  2,900  

氯氰菊酯 500  
   

100  55  655  

阿维菌素 
    

300  100  400  

合计 59,900  10,150  18,200    700  44,002  132,952  

杀菌剂 百菌清 5,000  
 

2,755  
  

30,401  38,156  



 

请阅读最后评级说明和重要声明 13 / 15 

 

跨小组报告┃行业深度 

戊唑醇 1,950  100  1,500  
  

15,151  18,701  

多菌灵 2,500  12,000  2,755  
  

502  17,757  

嘧菌酯 400  2,500  200  
  

12,716  15,816  

代森锰锌 
  

2,755  
  

4,055  6,810  

丙环唑 2,100  
 

400  
 

100  1,000  3,600  

苯醚甲环唑 1,200  200  
   

1,400  2,800  

氟环唑 300  
    

1,200  1,500  

吡唑醚菌酯 
 

200  
   

500  700  

合计 13,450  15,000  10,365    100  66,925  105,840  

总计 206,150  208,150  49,565  6,200  36,800  370,457  877,322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工信部，中国农药产业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注：基于样本数据） 

表 6：大数据建模长江流域农药产品产能占比 

产品类型 主要产品 1公里以内 1~3公里 3~5公里 5~10公里 10~15公里 15公里以外 

除草剂 

草甘膦 19.0% 33.3% 2.9% 

 

5.7% 39.1% 

百草枯 55.6% 22.2% 13.9% 

 

8.3% 

 麦草畏 

  

1.7% 

  

98.3% 

乙草胺 36.8% 

 

0.4% 14.7% 11.0% 37.1% 

草铵膦 6.3% 

  

13.9% 

 

79.7% 

烯草酮 48.2% 

 

6.4% 

  

45.3% 

烟嘧磺隆 13.6% 

 

9.1% 

  

77.3% 

合计 20.8% 28.7% 3.3% 1.0% 5.6% 40.6% 

杀虫剂 

毒死蜱 48.7% 9.4% 12.2% 

 

0.3% 29.4% 

吡虫啉 33.7% 

 

8.8% 

  

57.5% 

联苯菊酯 2.6% 2.6% 20.5% 

  

74.4% 

高效氯氟氰菊酯 55.5% 1.4% 30.5% 

  

12.5% 

噻虫嗪 10.3% 

 

69.0% 

  

20.7% 

氯氰菊酯 76.3% 

   

15.3% 8.4% 

阿维菌素 

    

75.0% 25.0% 

合计 45.1% 7.6% 13.7% 

 

0.5% 33.1% 

杀菌剂 

百菌清 13.1% 

 

7.2% 

  

79.7% 

戊唑醇 10.4% 0.5% 8.0% 

  

81.0% 

多菌灵 14.1% 67.6% 15.5% 

  

2.8% 

嘧菌酯 2.5% 15.8% 1.3% 

  

80.4% 

代森锰锌 

  

40.5% 

  

59.5% 

丙环唑 58.3% 

 

11.1% 

 

2.8% 27.8% 

苯醚甲环唑 42.9% 7.1% 

   

50.0% 

氟环唑 20.0% 

    

80.0% 

吡唑醚菌酯 

 

28.6% 

   

71.4% 

合计 12.7% 14.2% 9.8% 

 

0.1% 63.2% 

总计 23.5% 23.7% 5.6% 0.7% 4.2% 42.2%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工信部，中国农药产业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注：基于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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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重视生态红线,大数据+政策双重判断 

根据 2017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2018 年底

前，京津冀及长江沿线以外的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20 年

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长

江沿岸大保护是全国划定生态红线背景下的重要案例和体现，重视生态红线区域内供给

侧边际变化。 

就长江大保护而言，中央层面，2018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长

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预计后续会公开发布，这将是长江大保护领域未来 3 年

纲领性文，重点关注。 

就我们大数据和 GPS 建模，来量化分析长江及全国河流旁边危废品种及农药品种的产

能分布，结论来看： 

 危废行业： 14%的危废企业数量在全国河网 3 公里以内； 13%的处置产能在全

国河网 3 公里以内；3 公里以内处置产能占比较大的资质种类有 HW42 废有机溶

剂（87%）、HW38 有机氰化物废物（83.3%）、HW34 废酸（22.6%）、HW21 含

铬废物（21.5%）、HW22 含铜废物（18.4%）HW18 焚烧处置残渣（15.1%），关

注东江环保、金圆股份及港股水泥窑协同处理危废龙头，近期汇鸿集团溢价入股

东江环保，体现产业资本对于危废行业资产价值认可，治理结构有待改善，空间

短期波段不改行业景气及资产长期价值，持续跟踪。 

 农药行业：全国河网 3 公里内农药产能较多，其中位于 1 公里以内和 1~3 公里内

的产能占比分别为 17.8%、26.5%。产品种类上，全国河网 1 公里以内产能占比

较高的有除草剂中的百草枯（37.7%）、烯草酮（26.3%），杀虫剂中的毒死蜱

（46.2%）、吡虫啉（23.5%）、氯氰菊酯（46.1%），杀菌剂中的丙环唑（45.7%）、

苯醚甲环唑（27.9%）、氟环唑（19.4%）。 

从湖北、江西和江苏的化工企业整治方案中可以看出，退城入园为大势所趋，政策执行

并非一刀切，而是参考企业定位与规划区划是否匹配以及企业安全环保执行力度，管理

完善、污染治理投入较多、定位明确的大中型龙头化工企业将享有行业产能出清带来的

高景气红利。关注利尔化学、先达股份（烯草酮），海利尔（吡虫啉）。 

表 7：盈利预测表 

公司名称 市值（亿元） 
EPS PE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东江环保（A） 108 0.55 0.64 0.8 1.00 22 19 15 12 

东江环保（H） 
 

0.55 0.64 0.8 1.00 16 14 11 9 

金圆股份 79 0.49 0.82 1.15 1.41 22 13 10 8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注：股价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30 日，金圆股份盈利预测为 Wind 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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