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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7 月 21 日 

建筑材料 

《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订尘埃落定，延续供给总量把控趋严态势  

事件：近日，工信部印发修订后的《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点评：修订后的《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在此前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微调，主

要是将汽车玻璃纳入产能置换范畴，总体趋势仍是严格化、规范化。此次颁

布的正式稿与 2020 年 12 月公开征求意见稿相比变化不大，主要是对产业

反应强烈或者争议较大的内容进行了调整，总体趋势仍然是完善和严格政策

细节、规范流程，体现了政策化解过剩产能、引导行业健康发展的初衷。主

要调整为汽车玻璃项目不再豁免产能置换，有利于防止浮法玻璃产能因汽车

玻璃项目建设变相新增。 

此外，调整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的指标认定细节和操作细节的调

整。与 2020 年 12 月的公开征求意见稿相比，新增“因地方规划调整导致此

情况的除外”的产能认定豁免条件，增加了对产业结构调整目录限制类指标

的更高置换比例要求，调整了磷石膏等资源化应用项目的置换比例要求。（此

次政策变化梳理见正文） 

投资建议：《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修订充分体现了“化解水泥、平板玻璃

过剩产能，推动技术进步，加快联合重组，优化结构布局”的政策总基调，

将推动行业中长期健康发展。“提升置换比例，强化把控和收紧长期供给总

量，严肃置换细则”等调控思路延续并完善，有助于去产能的有效实施和行

业集中度的提升，有利于提升水泥、玻璃行业中长期产能利用率和盈利中枢。 

（1）水泥行业：虽然行业需求承压，但需求悲观情形下剔除错峰后行业产

能利用率仍然高于 90%，维持高位运行，长三角等核心市场旺季供需仍将

延续较为紧张的态势，支撑景气高位震荡，加之碳中和背景下供给侧或持续

超预期，水泥行业本身的供需关系难以显著边际恶化。而且碳中和背景下随

着相关政策的出台落地，产业政策和供给约束或持续趋严，有利于提升行业

盈利中枢和稳定性。基于龙头水泥企业的现金流与高分红价值，以及产业链

延伸、海外布局以及潜在整合的能力，推荐海螺、华新、冀东、塔牌、上峰、

祁连山、万年青等。 

（2）玻璃行业：建筑玻璃产能仍受严格管控，行业供给侧进入新阶段，有

望复制水泥行业 2018 年以后的盈利曲线。而光伏压延玻璃产能限制放开背

景下，龙头玻璃企业中长期外延发展的成长潜力也值得关注，资源是长期超

额利润主要来源，大型企业、优质产能受益。推荐旗滨集团（深加工、电子、

药用、光伏玻璃等产业链延伸颇具亮点，分红率高）、南玻 A（光伏玻璃大

力拓展，电子玻璃迎来突破），关注金晶科技等。 

风险提示：短期置换放量、市场竞争超预期恶化、环保超预期放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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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 

近日，工信部印发修订后的《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

实施。 

 

2、点评 

2.1、修订后的《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在此前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微调，主要

是将汽车玻璃纳入产能置换范畴，总体趋势仍是严格化、规范化 

此次颁布的正式稿与 2020 年 12 月公开征求意见稿相比变化不大，主要是对产业反应强

烈或者争议较大的内容进行了调整，总体趋势仍然是完善和严格政策细节、规范流程，

体现了政策化解过剩产能、引导行业健康发展的初衷。主要调整汽车玻璃项目不再豁免

产能置换，有利于防止浮法玻璃产能因汽车玻璃项目建设变相新增。 

 

 

2.2、此外主要是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的指标认定细节和操作细节的调整 

与 2020 年 12 月的公开征求意见稿相比，新增“因地方规划调整导致此情况的除外”的产

能认定豁免条件，增加了对产业结构调整目录限制类指标的更高置换比例要求，调整了

磷石膏等资源化应用项目的置换比例要求。（此次政策变化梳理见后文表格）。 

 

3、投资建议 

《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修订充分体现了“化解水泥、平板玻璃过剩产能，推动技术进步，

加快联合重组，优化结构布局”的政策总基调，将推动行业中长期健康发展。“提升置换

比例，强化把控和收紧长期供给总量，严肃置换细则”等调控思路延续并完善，有助于去

产能的有效实施和行业集中度的提升，有利于提升水泥、玻璃行业中长期产能利用率和

盈利中枢。 

（1）水泥行业：虽然行业需求承压，但需求悲观情形下剔除错峰后行业产能利用率仍

然高于 90%，维持高位运行，长三角等核心市场旺季供需仍将延续较为紧张的态势，支

撑景气高位震荡，加之碳中和背景下供给侧或持续超预期，水泥行业本身的供需关系难

以显著边际恶化。而且碳中和背景下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落地，产业政策和供给约束或

持续趋严，有利于提升行业盈利中枢和稳定性。基于龙头水泥企业的现金流与高分红价

值，以及产业链延伸、海外布局以及潜在整合的能力，推荐海螺、华新、上峰、冀东、

塔牌、祁连山、万年青等。 

（2）玻璃行业：建筑玻璃产能仍受严格管控，供给侧进入新阶段，有望复制水泥行业

2018 年以后的盈利曲线。而光伏压延玻璃产能限制放开背景下，龙头玻璃企业中长期外

延发展的成长潜力也值得关注，资源是长期超额利润主要来源，大型企业、优质产能受

益。推荐旗滨集团（深加工、电子、药用、光伏玻璃等产业链延伸颇具亮点，分红率高）、

南玻 A（光伏玻璃大力拓展，电子玻璃迎来突破），关注金晶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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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订稿）》较此前相关政策文件的主要变化梳理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2021）》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订

稿）》（2020.12 公开征求意见）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

法（2017） 

产能置

换办法

适用范

围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所有制水泥、玻

璃企业新建水泥熟料、平板玻璃项目，以及《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水泥行业部分项目处理

意见的通知》（工信部联原〔2016〕118 号）明确由地

方视情处理、但尚未开展产能置换的在建项目。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所有制水

泥、玻璃企业新建水泥熟料、平板玻璃项目，

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水泥行业部分项目处理意见的通知》（工信

部联原〔2016〕118 号）明确由地方视情处

理、但尚未开展产能置换的在建项目。严禁

备案和新增扩大产能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

项目。确有必要新建的，必须实施减量或等

量置换，制定产能置换方案。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

类所有制水泥、玻璃企业新建水

泥熟料、平板玻璃项目和已经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联

合明确由地方视情处理、但尚未

公告产能置换方案的在建水泥

熟料、平板玻璃项目 

置换产

能的要

求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所有制水泥、玻

璃企业新建水泥熟料、平板玻璃项目，以及《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水泥行业部分项目处理

意见的通知》（工信部联原〔2016〕118 号）明确由地

方视情处理、但尚未开展产能置换的在建项目。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用于产能置换： 

（1）已超过国家明令淘汰期限的落后产能，已享受产能

退出补贴的生产线，无水泥产品生产许可证或许可证过

期，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许可证过期的水泥熟料产

能。 

（2）违反错峰生产规定被省级及以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或环保部门约谈后拒不改正的水泥企业所涉及的熟

料产能。 

（3）2013 年以来，连续停产两年及以上的水泥熟料、

平板玻璃生产线产能（因省级主管部门制定或同意的错

峰生产方案以及因地方规划调整导致此情况的除外）。 

（4）光伏压延玻璃产能。 

 

较《12 月征求意见稿》删除了“汽车玻璃产能”，与汽车

玻璃项目纳入产能置换范围的调整配套，此外新增“因地

方规划调整导致此情况的除外”的产能认定豁免条件。 

用于置换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生产线产能

必须是合规的有效产能（含经省级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审批已实施窑炉技术改造，并

经省级行业协会等组织鉴定过的 JT 窑），且 

在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每年公告的

本地区合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生产线清单

内（包括企业名称、生产线名称、窑径、备

案或核准产能、实际产能、建成投产日期等）。 

 

以下几种情形的产能不予履行产能置换公示

公告程序： 

（1）已超过国家明令淘汰期限的落后产能，

已享受产能退出补贴的生产线，无水泥产品

生产许可证或许可证过期，未依法取得排污

许可证或许可证过期的水泥熟料产能。 

（2）违反错峰生产规定被省级及以上工信

或环保部门约谈后拒不改正的水泥企业所涉

及的熟料产能； 

（3）2013 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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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错峰生产置换产能导致此情况的除

外）。 

（4）光伏压延玻璃和汽车玻璃产能不能用

于产能置换。 

应当为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在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

下简称省级主管部门）门户网上

公告关停退出的产能。 

已超过国家明令淘汰期限的落

后产能，已享受奖补资金和政策

支持的退出产能，无生产许可的

水泥熟料产能，均不得用于产能

置换。用于置换的产能指标不得

重复使用。 

置换比

例的确

定 

位于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实施产能置换的

水泥熟料和平板玻璃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比例分别不低

于 2:1 和 1.25:1；位于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水泥

熟料和平板玻璃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比例分别不低于

1.5:1 和 1:1。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依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防治污染攻坚

战的意见》以及生态环境部相关文件界定。 

 

使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目录限制类水泥熟料生产线作为

置换指标和跨省置换水泥熟料指标，产能置换比例不低

于 2:1。 

 

较《2017 年办法》提高了水泥熟料项目的置换比例以及

剔除西藏地区特例，较《12 月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对产

业结构调整目录限制类指标的特殊要求。 

位于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实

施产能置换的水泥熟料和平板玻璃建设项

目，产能置换比例分别为 2:1 和 1.25:1；

位于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水泥熟料和

平板玻璃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比例分别为

1.5:1 和 1:1。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坚决打好防治污染攻坚战的意见》以及生

态环境部相关文件界定。 

对现有企业完成实质性兼并重组后实施的

不扩大产能、关小上大、优化布局、提升装

备水平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按 1:1 的比例。 

位于国家规定的环境敏感区的

水泥熟料建设项目，每建设 1 吨

产能须关停退出 1.5 吨产能；位

于其他非环境敏感地区的新建

项目，每建设 1 吨产能须关停退

出 1.25吨产能;西藏地区的水泥

熟料建设项目执行等量置换。 

位于国家规定的环境敏感区的

平板玻璃建设项目，需置换淘汰

的产能数量按不低于建设项目

的 1.25 倍予以核定，其他地区

实施等量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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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比

例的例

外情形 

为支持重点地区水泥企业和磷化工企业联合开展磷石膏

资源化利用，对于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安徽五个

省份，新建水泥窑生产线处置磷（钛、氟）石膏，且替

代石灰石原料 70%以上的，可以在省内水泥熟料产能总

量不增加的条件下，由本省统筹调节全省产能指标，根

据磷（钛、氟）石膏的处置量，科学合理确定新上项目

数量和布局，实施等量置换。未经产能置换的新建磷石

膏生产水泥熟料生产线不得再用于产能置换，通过产能

置换或以产能入股的生产线，可按照置换办法继续用于

产能置换。新建项目建成后，必须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并做好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弄虚作假。 

 

新建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项目，其产能指标可减半，但

新建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项目产能不能再置换为通用水

泥和其他特种水泥熟料。其他特种水泥产能置换比例与

通用水泥相同。 

 

较《2017 年办法》完善政策细节，符合资源节约和环境

友好导向，与《12 月征求意见稿》相比，对磷石膏资源

化应用新上项目的产能指标条件和比例有所调整。 

（1）为支持重点地区水泥企业和磷化工企

业联合开展磷石膏资源化利用，对于湖北、

云南、贵州、四川、安徽五个省份，新建水

泥窑生产线处置磷（钛、氟）石膏，且替代

石灰石原料 70%以上的，可以在省内水泥熟

料产能总量不增加的条件下，由本省统筹调

节全省产能指标，根据磷（钛、氟）石膏的

处置量，科学合理确定新上项目数量和布

局，参照产能置换程序办理公示、公告，其

产能指标可减半。未经产能置换的新建磷石

膏生产水泥熟料生产线不得再用于产能置

换，通过产能置换或以产能入股的生产线，

可按照置换办法继续用于产能置换。 

 

（2）新建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项目，其产

能指标可减半，且新建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

项目产能不能再置换为通用水泥和其他特种

水泥熟料。其他特种水泥产能置换比例与通

用水泥相同。 

无相关规定 

可不制

定产能

置换方

案的情

形 

（1）依托现有水泥窑和玻璃熔窑实施治污减排、节能降

耗、协同处置、提升装备水平等不扩大产能的技术改造

项目。 

（2）确因当地发展规划调整，导致不属于国家明令淘汰

的落后产能的生产装置迁建的（水泥项目严格限制在同

一地市州范围内），企业搬迁又未享受退出产能的资金

奖补（因员工安置、土地回收的补偿和奖励除外）和政

策支持的项目，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案，但应公示、公

告项目迁建情况，主动接受监督。 

（3）熔窑能力不超过 150 吨/天的新建工业用平板玻璃

项目。 

（4）光伏压延玻璃项目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案，但要建

立产能风险预警机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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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项目建成投产

后企业履行承诺不生产建筑玻璃（具体文件另发）。 

 

与《12 月征求意见稿》和《2017 年办法》相比，其一是

光伏玻璃不再要求制定产能置换方案，但汽车玻璃要求

制定产能置换方案；其二是明确了迁建项目的豁免条件。 

（1）依托现有水泥窑和玻璃熔窑实施治污

减排、节能降耗、协同处置和优化布局、提

升装备水平等不扩大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 

（2）确因当地发展规划调整，导致不属于

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的生产装置迁建

的，企业搬迁又未享受退出产能的资金奖补

和政策支持的项目，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案，

但应公示、公告项目迁建情况，主动接受监

督； 

（3）熔窑能力不超过 150 吨/天的新建工业

用平板玻璃项目; 

（4）光伏压延玻璃和汽车玻璃项目可不制

定产能置换方案，但新建项目应委托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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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现有装置实施治污减排、节

能降耗等技术改造项目，在不新

增产能的情况下可不制定产能

置换方案。新建工业用平板玻璃

项目，熔窑能力不超过 150 吨/

天的，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案。 

 

资料来源：工信部、国盛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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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置换放量、市场竞争超预期恶化、环保超预期放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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