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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十月多省水泥继续限产，价格保持快速

增长>> 2021-10-10 

<<多省启动新一轮限电措施，避免一刀切、

简单化>> 2021-09-25 

<<8 月水泥产量降幅略有收窄，竣工面积同

比增加 28%>> 2021-09-19 
  

高耗能企业交易电价上浮不受限，水泥

吨盈利上行趋势延续 

——建材周报 

 

本周关注：高耗能企业交易电价上浮不受限，水泥吨盈利上行趋势延续 

国家发改委通知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工业企业用电

价格或将明显上涨。电能是水泥生产过程中主要能源之一。根据水泥网 APP

统计，当前国内吨水泥综合电耗约在 90 度电左右（含熟料电耗和水泥粉磨电

耗）。按照 2020 年全国水泥产量 23.77 亿吨算，仅 2020 年水泥行业就消耗电

能 2000 多亿度。作为用电大户的水泥企业，一旦电价出现较大幅度上调，对

水泥生产成本的影响将极为明显。若按照电力采购成本 0.5 元/度计算，则每吨

水泥电力成本 45 元，电价每提升 10%，则每吨水泥电力成本上升 4.5 元。10

月 14 日全国 P.O42.5 水泥均价同比上升 179 元/吨达到 609 元/吨，即使电力成

本有所上升，水泥吨盈利上行趋势不变。 

在发改委通知文件之前，因能耗双控“限电潮”影响，部分省市地区就已率

先提出“上网电价”上浮。“限电潮”已波及全国 20 个省市，其中东北三省

的居民用电也受到影响。电力供求失衡是限、停电的主要原因之一。“限电潮”

之后紧跟着“涨价潮”。据不完全统计，14 个省市自治区涉及水泥企业数量近

1700 多家，除上海市外多是水泥大省，山东水泥企业数量达到 300 家以上，

广西、湖南等区域又为近两年新建产能竞相投资的重点区域。 

在限电及煤价高位运行的状态下，加之即将到来的电价成本提升，水泥价格

或将进一步上涨。能耗双控在多地持续加码，继广西、广东、云南、江苏之后，

浙江、山东、河南等多地也开始对辖区内重点用能企业实行用电降负荷措施。

加上电力供应出现紧张，多地下达限电停电通知，水泥企业生产受到影响，致

使多地水泥供应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市场供需频现失衡。外加近期煤炭价格

的飙升，水泥生产成本也在不断提升，在多重因素夹击下，多地水泥价格应声

上涨，上涨幅度创历史新高。倒逼水泥企业节能降耗改造，海螺水泥、中联水

泥、冀东水泥、塔牌水泥等布局新能源。 

板块涨跌幅：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0.6%、创业板指上涨 1.0%、万得全 A 下跌

0.4%、建筑材料（申万）上涨 0.6%。建材行业细分领域中，玻璃、水泥、耐

火材料、管材、其他建材指数分别变动+5.6%、-0.9%、-5.0%、-1.6%、+0.5% 

个股涨幅前五：亚泰集团(+31.8%)、万里石(+24.6%)、华立股份(+19.6%)、悦

心健康(+13.3%)、四方达(+11.0%) 

个股跌幅前五：京蓝科技(-11.7%)、国统股份(-10.7%)、顾地科技(-9.2%)、双

良节能(-9.1%)、宝利国际(-8.2%) 

核心观点 

分析师 

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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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版块估值情况：1）水泥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7.58 倍，2015 年年初

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6.24 倍~32.91 倍；水泥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1.18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03 倍~2.73 倍。2）玻璃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

为 20.29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3.77 倍~120.81 倍；玻璃申万指

数最新市净率为 4.15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25 倍~5.66 倍。3）

管材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20.44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9.68 倍~87.81 倍；管材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2.51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

率区间为 1.99 倍~5.87 倍。4）耐火材料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18.69 倍，

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3.61 倍~218.07 倍；耐火材料申万指数最新市

净率为 2.08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42 倍~6.11 倍。5）其他建材

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24.72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7.02

倍~94.69 倍；其他建材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3.61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

率区间为 2.07 倍~7.72 倍。 

重点数据跟踪：水泥：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周环比上升 4.5%，月环比上升 37.0%。

玻璃：玻璃期货价格周环比上升 2.0%，浮法平板玻璃（4.8/5mm）市场价周环

比下降 7.3%。原材料：动力煤价周环比上升 25.1%，金红石型钛白粉现货价

周环比上升 0.3%，环氧乙烷现货价周环比上升 3.5%。地产基建：2021 年前 8

个月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长 15.9%，新开工面积同比减少 3.2%。 

行业动态：1）经济日报：再评"拉闸限电"：运动式"减碳"不可持续；2）水泥

网 APP：发改委通知！水泥厂电价上浮不受限！成本上升在即，水泥价格还要

涨；3）国务院：纠正“一刀切”停产限产、“运动式”减碳；4）百年建筑网：

供需双弱，有序用电措施升级！混凝土产能利用率持续下行。 

下周大事提醒：1）10 月 18 日：洛阳玻璃股东大会召开；上峰水泥股东大会

召开；2）10 月 20 日：中材科技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3）10 月 21 日：福莱

特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4）10 月 22 日：塔牌集团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西

部建设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5）10 月 23 日：北京利尔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

万年青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 

投资建议：1）限电、错峰压缩供给，需求进入旺季，水泥价格涨势明确，关

注上峰水泥、华新水泥、海螺水泥、塔牌集团、华润水泥控股等。2）各细分

领域龙头具备核心竞争力，中长期成长性优异，关注东方雨虹、旗滨集团、坚

朗五金、中国巨石（未覆盖）等。3）BIPV行业未来空间打开，关注东南网架、

江河集团等。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上涨或超预期；下游需求或低于预期；环保政策或出现

反复；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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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关注：高耗能企业交易电价上浮不

受限，水泥吨盈利上行趋势延续 

国家发改委通知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工业企业用电价格或将明

显上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

通知》，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工作。通知明确，将燃煤发电市场

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 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扩大为上下浮动

原则上均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鉴于当前煤炭成本

高企，《通知》实施之后，工业企业用电价格可能出现上涨。 

电能是水泥生产过程中主要能源之一。根据水泥网 APP 统计，当前国内吨水泥综合电耗

约在 90 度电左右（含熟料电耗和水泥粉磨电耗）。按照 2020 年全国水泥产量 23.77 亿吨

算，仅 2020 年水泥行业就消耗电能 2000 多亿度。作为用电大户的水泥企业，一旦电价

出现较大幅度上调，对水泥生产成本的影响将极为明显。此外，通知中显示，居民（含

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电由电

网企业保障供应，保持现行销售电价水平不变。若按照电力采购成本 0.5 元/度计算，则

每吨水泥电力成本 45 元，电价每提升 10%，则每吨水泥电力成本上升 4.5 元。10 月 14

日全国 P.O42.5 水泥均价同比上升 179 元/吨达到 609 元/吨，即使电力成本有所上升，水

泥吨盈利上行趋势不变。 

图 1：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长城证券研究院 

在发改委通知文件之前，因能耗双控“限电潮”影响，部分省市地区就已率先提出“上

网电价”上浮。“限电潮”已波及全国 20 个省市，其中东北三省的居民用电也受到影响。

电力供求失衡是限、停电的主要原因之一。“限电潮”之后紧跟着“涨价潮”。据不完全

统计，自 7 月底以来，已有至少 8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允许“上网电价”上浮，

浮动范围均不超过此前国务院要求的 10%上限。6 个省份（自治区）通过拉大峰谷电差，

引导用户错峰用电。目前各地的电价调整政策暂不涉及居民用电。上述 14 个省市自治区

涉及水泥企业数量近 1700 多家，除上海市外多是水泥大省，山东水泥企业数量达到 300

家以上，广西、湖南等区域又为近两年新建产能竞相投资的重点区域。 

图 2：各省涨电价开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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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水泥人网，长城证券研究院 

在限电及煤价高位运行的状态下，加之即将到来的电价成本提升，水泥价格或将进一步

上涨。能耗双控在多地持续加码，继广西、广东、云南、江苏之后，浙江、山东、河南

等多地也开始对辖区内重点用能企业实行用电降负荷措施。加上电力供应出现紧张，多

地下达限电停电通知，水泥企业生产受到影响，致使多地水泥供应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

市场供需频现失衡。外加近期煤炭价格的飙升，水泥生产成本也在不断提升，在多重因

素夹击下，多地水泥价格应声上涨，上涨幅度创历史新高。 

图 3：全国水泥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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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倒逼水泥企业节能降耗改造，海螺水泥、中联水泥、冀东水泥、塔牌水泥等布局新能源。

根据水泥人网统计了解，海螺水泥称，满足水泥熟料生产的电力负荷较高，从安全、环

保、成本及技术等方面综合考虑，公司全面推广使用余热发电以及加大光伏发电和风力

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项目投入，提升新能源使用占比。2020 年 11 月，海螺水泥就已经建成

了新能源光储一体化项目。此外，临沂中联水泥与山东滕州中联水泥也建设了分布式光

伏并网电站。目前塔牌集团的蕉岭区域项目在规模上均超过了上述企业。中国联合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成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光伏领域，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4 年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中国联合水泥积极响应，在“十

三五”期间建设了 4 个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 12.23MWp。2020 年度 3 个光伏项目

加起来的发电量为 1451.4 万度，节约标准煤 0.46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1 万吨。

冀东水泥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了淳化中略 80MW 风电项目、

神木顺利 40MWp光伏项目、河北井陉 16MWp光伏电站项目等多个风力和光伏发电项目，

承接多个光伏项目的设计和总包业务。后续公司也会持续关注与新能源电力相关业务和

投资机会。公司全资子公司长高新能源和华网电力具备光伏和风电的 EPC 资质和能力，

已完成过多个风电和光伏项目的建设。华网电力具备承接储能电站的设计及 EPC 总包能

力。塔牌集团将投资约 13.39 亿元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储能一体化项目。 

2. 市场回顾 

板块涨跌幅：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0.6%、创业板指上涨 1.0%、万得全 A 下跌 0.4%、建筑

材料（申万）上涨 0.6%。建材行业细分领域中，玻璃、水泥、耐火材料、管材、其他建

材指数分别变动+5.6%、-0.9%、-5.0%、-1.6%、+0.5%。 

图 4：大盘、创业板指、建材指数本周涨跌幅  图 5：建材细分领域本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个股涨幅前五：亚泰集团(+31.8%)、万里石(+24.6%)、华立股份(+19.6%)、悦心健康(+13.3%)、

四方达(+11.0%) 

个股跌幅前五：京蓝科技(-11.7%)、国统股份(-10.7%)、顾地科技(-9.2%)、双良节能(-9.1%)、

宝利国际(-8.2%) 

各版块估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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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7.58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6.24 倍~32.91

倍；水泥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1.18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03 倍~2.73 倍。 

玻璃申万指数最新TTM市盈率为20.29倍，2015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13.77倍~120.81

倍；玻璃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4.15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25 倍~5.66 倍。 

管材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20.44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9.68 倍~87.81

倍；管材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2.51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99 倍~5.87 倍。 

耐火材料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18.69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3.61 倍

~218.07 倍；耐火材料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2.08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1.42

倍~6.11 倍。 

其他建材申万指数最新 TTM 市盈率为 24.72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盈率区间为 17.02 倍

~94.69 倍；其他建材申万指数最新市净率为 3.61 倍，2015 年年初至今市净率区间为 2.07

倍~7.72 倍。 

 

 

 

图 6：板块市盈率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图 7：板块市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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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3. 重点数据跟踪 

水泥：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周环比上升 4.5%，月环比上升 37.0% 

截止 10 月 15 日，全国水泥价格指数 213.2 点，周环比上升 4.5%，月环比上升 37.0%，

同比上升 43.3%。 

各区域水泥价格指数周环比排序：东北（+18.0%）、西北（+9.9%）、华北（+9.8%）、京

津冀（+9.2%）、西南（+5.2%）、华东（+2.5%）、长江（+2.5%）、中南（+1.4%）、中原（+1.3%）、

珠江-西江（-0.1%）。 

各区域水泥价格指数月环比排序：东北（+57.0%）、珠江-西江（+47.9%）、中南（+45.4%）、

西南（+44.2%）、长江（+34.9%）、华东（+34.2%）、西北（+30.3%）、中原（+29.4%）、

华北（+24.0%）、京津冀（+22.1%）。 

各区域水泥价格指数同比排序：珠江-西江（+82.1%）、东北（+78.0%）、西南（+62.4%）、

中南（+60.6%）、长江（+40.1%）、华东（+37.2%）、西北（+25.3%）、华北（+24.6%）、

中原（+22.1%）、京津冀（+19.1%）。 

图 8：全国水泥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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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图 9：各区域水泥价格指数月环比（截至上周末）  图 10：各区域水泥价格指数同比（截至上周末）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水泥平均价月环比增速居前的省份包括：辽宁（+72.5%）、湖南（+69.1%）、云南（+61.3%）、

吉林（+54.3%）、广东（+50.6%）；增速居后的省份包括：新疆（+0.7%）、西藏（+5.9%）、

青海（+10.5%）、海南（+13.6%）、天津（+19.3%）。 

水泥平均价同比增速居前的省份包括：吉林（+96.9%）、贵州（+88.9%）、辽宁（+84.8%）、

广东（+81.7%）、广西（+74.7%）；增速居后的省份包括：西藏（-20.3%）、新疆（-2.2%）、

青海（+16.1%）、天津（+20.6%）、河北（+24.6%）。 

图 11：各省水泥平均价月环比（截至上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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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图 12：各省水泥平均价同比（截至上周末）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2021 年前 8 个月全国水泥产量累计同比 8.3%；2021 年前 7 个月全国水泥产量累计同比

10.4%；2020 年前 8 个月全国水泥产量累计同比-2.1%。 

2021 年 8 月全国水泥产量当月同比-5.2%；2021 年 7 月全国水泥产量当月同比-6.5%；2020

年 8 月全国水泥产量当月同比 6.6%。 

图 13：水泥产量累计同比和库存增长  图 14：水泥产量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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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玻璃：玻璃期货价格周环比上升 2.0%，浮法平板玻璃（4.8/5mm）

市场价周环比下降 7.3% 

截止 10 月 15 日，玻璃期货活跃合约收盘价 2367.0 元/吨，周环比上升 2.0%，月环比上升

0.7%，同比上升 37.9%。 

截止 10 月 10 日，浮法平板玻璃市场价 2850.2 元/吨，周环比下降 7.3%，月环比下降 9.6%，

同比上升 43.7%。 

图 15：玻璃期货收盘价  图 16：浮法平板玻璃（4.8/5mm）市场价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2021 年前 8 个月全国平板玻璃产量累计同比 11.0%；2021 年前 7 个月全国平板玻璃产量

累计同比 11.1%；2020 年前 8 个月全国平板玻璃产量累计同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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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全国平板玻璃产量当月同比 9.4%；2021 年 7 月全国平板玻璃产量当月同比

12.3%；2020 年 8 月全国平板玻璃产量当月同比 3.1%。 

图 17：平板玻璃产量累计同比  图 18：平板玻璃产量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原材料：动力煤价周环比上升 25.1%，金红石型钛白粉现货价周环

比上升 0.3%，环氧乙烷现货价周环比上升 3.5% 

截止 10 月 15 日，秦皇岛动力末煤(Q5500)平仓价 2292.5 元/吨，周环比上升 25.1%，月环

比上升 91.4%，同比上升 269.5%。而截止 10 月 15 日，全国水泥价格指数 213.2 点，周

环比上升 4.5%，月环比上升 37.0%，同比上升 43.3%。 

图 19：秦皇岛动力煤价格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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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10月 15日，全国重质纯碱市场价3693.0元/吨，周环比上升5.5%，月环比上升41.7%，

同比上升 82.0%。而截止10月10日，浮法平板玻璃市场价2850.2元/吨，周环比下降7.3%，

月环比下降 9.6%，同比上升 43.7%。 

图 20：重质纯碱市场价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截止 10 月 15 日，英国布伦特 Dtd 原油现货价 85.2 美元/桶，周环比上升 2.3%，月环比

上升 12.8%，同比上升 106.7%。 

截止 10 月 15 日，山东沥青(200#)市场成交价 4180.0 元/吨，周环比上升 2.0%，月环比

上升 16.1%，同比上升 70.6%。 

 

图 21：布伦特原油和国内沥青价格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截止 10 月 15 日，金红石型钛白粉现货价 19850.0 元/吨，周环比上升 0.3%，月环比上升

1.4%，同比上升 46.0%。 

图 22：钛白粉现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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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截止 10 月 15 日，环氧乙烷现货价 8900.0 元/吨，周环比上升 3.5%，月环比上升 18.7%，

同比上升 23.6%。 

图 23：环氧乙烷现货价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地产基建：2021 年前 8 个月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长 15.9%，新开工

面积同比减少 3.2% 

2021 年前 8 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 15.9%；2021 年前 7 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

面积累计同比 21.5%；2020 年前 8 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3.3%。 

2021 年前 8 个月全国商品房施工面积累计同比 8.4%；2021 年前 7 个月全国商品房施工面

积累计同比 9.0%；2020 年前 8 个月全国商品房施工面积累计同比 3.3%。 

2021 年前 8 个月全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3.2%；2021 年前 7 个月全国商品房新

开工面积累计同比-0.9%；2020 年前 8 个月全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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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前 8 个月全国商品房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26.0%；2021 年前 7 个月全国商品房竣工

面积累计同比 25.7%；2020 年前 8 个月全国商品房竣工面积累计同比-10.8%。 

图 24：商品房销售、施工、新开工、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2021 年 8 月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 3.5%；2021 年 7 月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 3.8%；2020

年 8 月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 3.3%。 

2021 年 8 月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 3.7%；2021 年 7 月 70 个大中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 4.1%；2020 年 8 月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

比 4.7%。 

2021 年 8 月广义库存去化周期 3.13 年；2021 年 7 月广义库存去化周期 3.08 年；2020 年

8 月广义库存去化周期 3.47 年。 

2021 年 8 月狭义库存去化周期 0.26 年；2021 年 7 月狭义库存去化周期 0.26 年；2020 年

8 月狭义库存去化周期 0.30 年。 

 

图 25：百城住宅价格指数  图 26：房地产库存去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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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2021 年前 8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8.9%；2021 年前 7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累计同比 10.3%；2020 年前 8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0.3%。 

2021 年前 8 个月基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2.6%；2021 年前 7 个月基建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4.2%；2020 年前 8 个月基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2.0%。 

2021 年前 8 个月基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含电力）累计同比 2.9%；2021 年前 7 个月

基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含电力）累计同比 4.6%；2020 年前 8 个月基建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不含电力）累计同比-0.3%。 

2021 年前 8 个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15.7%；2021 年前 7 个月制造业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17.3%；2020 年前 8 个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

比-8.1%。 

2021 年前 8 个月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10.9%；2021 年前 7 个月房地产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12.7%；2020 年前 8 个月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

比 4.6%。 

图 2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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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4. 行业动态 

【经济日报：再评"拉闸限电"：运动式"减碳"不可持续】 

截至目前，已经有江苏、湖南、浙江、广东、云南等 10 余个省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电

措施。受此影响，一些能耗大户出现停工停产的现象，涉及化纤、水泥、纺织、印刷、

冶金、石化、光伏等多个高能耗行业，个别省份甚至还将限电范围扩大到居民和非实施

有序用电措施企业。 

“十四五”时期是碳达峰窗口期，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中长

期绿色转型与短期经济平稳增长之间的关系。应当按照“双碳”目标要求，遵循绿色转

型和市场规律，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分阶段、有步骤地稳步推进，不搞盲目跃进。同

时，绿色转型着眼点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在形成强大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之

前，对于传统化石能源不可搞“一刀切”。要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保证优质电力输出。 

总之，依靠限制能源消费和压缩产能实现的“减碳”不可持续，如何在碳中和进程中，

同时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水泥网 APP：发改委通知！水泥厂电价上浮不受限！成本上升在即，水泥价格还要涨...】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部

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工作。通知明确，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

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 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

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鉴于当前煤炭成本高企，《通知》实施之后，工业企业用电价格有望

上涨。同时，电能是水泥生产过程中主要能源之一。资料显示，当前国内吨水泥综合电

耗约在 90 度电左右（含熟料电耗和水泥粉磨电耗）。水泥是传统高能耗行业，依照《通

知》中“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水泥企业用电成本将出现较大幅

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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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能耗双控在多地持续加码，继广西、广东、云南、江苏之后，浙江、山东、河南

等多地也开始对辖区内重点用能企业实行用电降负荷措施。加上电力供应出现紧张，多

地下达限电停电通知，水泥企业生产受到影响，致使多地水泥供应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

市场供需频现失衡。外加近期煤炭价格的飙升，水泥生产成本也在不断提升，在多重因

素夹击下，多地水泥价格应声上涨，上涨幅度创历史新高。 

【玻纤情报网：国务院：纠正“一刀切”停产限产、“运动式”减碳】 

10 月 8 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旨在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多种因素导致近期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给正常经济

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影响。有关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能

源供应保障。 

一要坚持民生优先，保障好群众生活和冬季取暖用能。二要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煤矿尽快释放产能，加快已核准且基本建成的露天煤矿投产达产，

促进停产整改的煤矿依法依规整改、尽早恢复生产。三要支持煤电企业增加电力供应。

四要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五要加快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建设，加快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建设。六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会议要求，要压实各方能源保供和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实事求是，加强统筹兼顾。各地

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做好有序用电管理，纠正有的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

动式”减碳，反对不作为、乱作为。 

【百年建筑网：供需双弱，有序用电措施升级！混凝土产能利用率持续下行！】 

本周(10 月 7 日-10 月 13 日)国内 500 余家混凝土出货量略有下降，统计期内，混凝土平

均产能利用率为 19.35%，较上一周期（9 月 22 日-9 月 29 日）小幅下降 0.01%，不及预

期，较去年同期低 8.41 个百分点。混凝土企业反馈的主要问题在于原料价格上涨、市场

需求不佳，两者因素对混凝土出货量影响程度持续扩大。 

调研数据显示原料大幅涨价和市场需求疲软是影响混凝土出货量两大主要因素，分别占

48%和 28%。原料大幅涨价主要由全国范围的限电限产导致，国庆前后，华东地区用电

缺口进一步扩大，浙江省已全面启用 C 级有序用电措施，水泥企业已开始夜间错峰生产，

即使如此，部分区域仍存在水泥“有价无市”的情况，价格涨势不减；西南地区随着有

序用电措施的实施，水泥已连续一个月限量发货，供不应求的形势支撑着水泥价格持续

走高，自 7 月以来累计涨幅已达 290-360 元/吨。同时，在用电限制和原材料价格高位的

双重影响下，国内多地施工速度放缓，混凝土市场需求随之下滑。 

多地反馈有序用电措施至少会实施到 12 月底，原料供应紧缺的情况短期内难以缓解。10

月 12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要求有序

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各企业生产成本进

一步增加，短期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建筑材料价格涨势难以消减，预计下期混凝土产能利

用率将小幅下滑至 19.06%左右。 

5. 下周大事提醒 

10 月 18 日：洛阳玻璃股东大会召开；上峰水泥股东大会召开。 

10 月 20 日：中材科技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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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福莱特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 

10 月 22 日：塔牌集团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西部建设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 

10 月 23 日：北京利尔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万年青三季报预计披露日期。 

6. 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投资建议：1）限电、错峰压缩供给，需求进入旺季，水泥价格涨势明确，关注上峰水泥、

华新水泥、海螺水泥、塔牌集团、华润水泥控股等。2）各细分领域龙头具备核心竞争力，

中长期成长性优异，关注东方雨虹、旗滨集团、坚朗五金、中国巨石（未覆盖）等。3）

BIPV行业未来空间打开，关注东南网架、江河集团等。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上涨或超预期；下游需求或低于预期；环保政策或出现反复；行

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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