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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点评 
新版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落地，水泥玻璃新增产能管控趋严 
工信部 7 月 20 日晚发布修订后的《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相比于 2020 年 12 月征求意见稿，整体对水泥玻
璃新增产能的管控进一步趋严，修订内容包括对置换比例和置换范围做出调
整，提高了水泥跨省置换比例，且对汽车玻璃不再放开，虽然对于光伏玻璃
仍延续之前的放开政策，但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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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项目进行论证，同时产能指标的认定和产能置换的操作程序也将更加严格规
范。 
 
光伏压延玻璃延续放开，平板玻璃边际收紧 
此次置换办法与 12 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延续了对光伏压延玻璃放开
政策，但要求建立产能风险预警机制，提升了听证会的要求（之前仅要求行
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召开听证会），同时限制了汽车玻璃新建。我们认为此次
对汽车玻璃加以限制更加阻断了部分企业名义新建汽车玻璃而实际生产建
筑玻璃的行为，建筑平板玻璃供给端未来将继续保持趋紧局面；另一方面，
政策放开后，光伏压延玻璃扩产计划庞大，但在当前价格低位及各地趋紧的
能耗指标约束下，政府或在听证会环节提升行业进入门槛，实际新增产能可
能慢于预期。长期来看，有利于提升行业市场化运作水平，降低价格周期性
波动，预计 2025 年压延玻璃仍存在较大缺口，具备技术及成本优势的企业
有望通过市场化竞争继续提升份额。 
 
新版产能置换办法加强水泥产能异地置换限制，或带来供给端实质性改善  
2017 年置换办法对水泥行业置换比例的要求为位于国家规定的环境敏感区
/非敏感区的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比例分别为 1.5:1 和 1.25:1，西藏地区的水
泥熟料建设项目执行等量置换，在 2020 年 10 月份的征求意见稿中，首次
将该比例提升至 2：1 和 1.5：1，同时取消西藏等量置换情况，而新版实施
办法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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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各区域水泥
产能利用率差别较大，南方普遍高于北方，而之前水泥企业较多通过异地置
换的方式处理过剩产能，新增产能使得部分地区供需平衡被打破，对区域水
泥价格造成扰动，而新的置换办法对异地置换加大限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
水泥行业供给格局，压减过剩产能，且目前部分省份已明确提出严禁新增产
能，未来水泥行业供给端有望迎来实质性改善。 
 
继续推荐玻璃行业，水泥景气度有望触底回升 
整体而言，新版水泥玻璃产能置换政策相比 2020 年 12 月的征求意见稿进
一步趋严，对于置换产能限定更为严格，有利于加强对水泥及玻璃行业新增
产能的约束。长期来看，我们认为水泥行业供给格局有望持续优化，且在煤
价快速上涨及节能环保要求提升下，产能运行成本进一步增加，有利于过剩
产能加快退出，行业景气度有望触底反弹；平板玻璃置换政策边际趋严，预
计建筑玻璃继续维持高景气，未来价格仍有提张预期，而光伏压延玻璃短期
价格或仍将维持低位，未来新增产能或慢于预期，而龙头公司当前单位利润
已处于相对底部为主，其较快的扩展进度或抢得市场先机，量增带来的成长
性将更加显著。 
 
风险提示：光伏压延玻璃新增供给超预期，建筑玻璃需求景气度下降，水泥
跨省置换实际执行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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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21 年 7 月《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与前次修订稿对比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

订稿）》 （2020.10 ）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

订稿）》 （2020.12）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2021.7） 
 

产能置换

办法适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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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光伏玻璃、汽车玻璃等工业玻璃原片）项

目,以及明确由地方视情处理、但尚未开展

产能罝换的在建项目。严禁备案和新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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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产能罝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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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除“（含光伏玻璃、汽车玻璃等工业玻璃原

片）”）项目，以及明确由地方视情处理、

但尚未开展产能罝换的在建项目。严禁备

案和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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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产能罝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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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新建扩大产能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项

目。确有必要新建的，必须制定产能置换

方案，实施产能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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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以及协同处置危险废物、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其他产业废弃物等

不扩大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 

（2）熔窑能力不超过 150 吨/天的新建工

业用平板玻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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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搬迁又未享受推出产能的资金奖

补和政策支持的项目，可不制定产能置换

方案，但应公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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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建成后企业履行承诺不生产建筑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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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换产能

的要求 

（1）在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每年公

告的本地区合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生产

线清单（附指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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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产品生产许可证

过期的水泥熟料能，违反错峰生产规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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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得

用于产能罝换；  

（3）2013 年以来连续停产两年及以上的

生产线不能用于产能置换； 

（4）用于罝换的水泥和玻璃产能原则上不

能拆分，如有必要，拆分转让不能超过两

个，且指标不得重复； 

（1）用于置换的水泥、玻璃生产线产能必

须是有效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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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升

级行业协会等组织鉴定过的 JT 炉）且在各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每年公告的本地

区合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生产线清单内

（附指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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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产品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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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违反错峰生产规则被省级及以上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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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得用于产能罝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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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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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能不能用于产能置换； 

（3）违反错峰生产规定被省级及以上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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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新型干法工艺的特种水泥产能指标

只能罝换为特种水泥项目。 

（4）2013 年以来连续停产两年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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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光伏延压玻璃和汽车玻璃产能不能用

于产能置换； 

（6）用于置换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生产

线产能拆分转让不能超过两个项目； 

（7）非新型干法工艺的特种水泥产能指标

只能罝换为特种水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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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

于产能置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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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用于产能置换； 

（5）光伏压延玻璃产能不能用于产能置换

（删除“汽车玻璃产能”） 

（6）用于置换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生产

线产能拆分转让不能超过两个 

（7）非新型干法工艺的特种水泥产能指标

只能置换为特种水泥项目。 

置换比例

的确定 

位于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或

跨省级辖区实施产能置换的水泥熟料和平

板玻璃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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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熟料和平板坡璃项目，置换比例分别为 

1.5:1 和 1:1  

（1）位于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

域或跨省级辖区实施产能置换的水泥熟料

和平板玻璃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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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泥熟料和平板坡璃项目，置换比例分

别为 1.5:1 和 1:1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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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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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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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原（2）中相关表述 

 

置换比例

的例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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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

所川、安徽五个省份，新建水泥密生产线

处置磷（钛、氟）石膏，且替代石灰石原

科 70% 以上的，可以实施等量置换；                                                                                                                                               

（2 )新建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项目，其产

能指标可减半,但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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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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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密生产线处置磷（钛、氟）石膏，且

替代石灰石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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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入股的新生产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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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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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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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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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工信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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