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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 2014 年，预拌混凝土行业受到了较大的挑战，行业整体产量增速大幅下滑，行

业经济效益增速也出现大幅下滑，下游建设项目资金压力较大，因此，混凝土生产企业回款

压力加剧。2015 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的改革及调控力度将继续增强，

然而，在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首要任务的指导下，各类规划的批复、货币政策的适度宽

松及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放宽都为 2015 年埋下了了貌似乐观的伏笔。2015 年初“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规划、长江经济带等大力拉动投资的概念不断热炒，作为受投资拉动的预拌混凝

土行业，2015 年又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一、需求想象空间被各大战略提升，实质利好仍显悲观 

1、多个国家规划为行业带来巨大想象空间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文称《愿景与行动》）；4 月 16 日上午发改委

就《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举行发布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顶层设计方案已

经完成，有望近期发布。这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成为 2015 年最炙手可热的概念，从相关板块

在资本市场上的反应可以看出其受追捧程度，这些规划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启了巨大的想

象空间。 

“一带一路” 系统工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先建设 

《愿景与行动》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多家新闻媒体将

“一带一路”与 2009 年的“4 万亿”相提并论，并称这是继“4 万亿”之后的第四次投资热

潮，同时有媒体表示各地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 1.04 万亿元，

跨国投资规模约 524 亿美元。考虑到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一般为 2-4 年，2015 年国内

“一带一路”投资金额或在 3000-4000 亿元左右；而海外项目（合计 524 亿美元，每年约

170 亿美元）基建投资中，假设 1/3 在国内，2015 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 4000

亿元左右。 

国家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对“一带一路”设计的区域进行了发展定位，新疆、福建

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西北、东北、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对外市场的开发开放，以及国

内沿海城市、内陆地区“一带一路”的对接等等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节点和高地。 

表 1：“一带一路”各地发展定位 

新疆 
发挥新疆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

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陕、甘、宁、

青 

发挥陕、甘综合经济文化和宁、青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

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



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 

内蒙古 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 

黑、吉、辽 
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饿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

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 

广西 
发挥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

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 

云南 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 

西藏 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广东 
深圳、广州、湛江、汕头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开

放合作区作用，强化广州国际枢纽机场功能 

福建 
支持福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平潭开放合作区作用，推进福建海峡蓝色

经济试验区建设，加强福州、厦门、泉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 

浙江 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强宁波-舟山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 

上海 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强化上海国际枢纽机场功能 

海南 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 

资料来源：《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水泥研

究院整理 

“一带一路”是长期规划，2015 年带动 4000 亿的基建投资规模只占 2014 年实际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不到 4%，因此，如果与拉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相关基础建设材料、混凝土

需求的作用相比，深化对外改革开放、深入融入欧亚一体化、寻找国内经济改革发展新亮点

的意义更大一些。 

京津冀规划交通先行 

自 2014 年 2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之后，京

津冀概念被不断“翻炒”，3 月中旬两会结束后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称《规划纲要》将于 3

月底之前发布，而 3 月过去后又表示或于 4 月底下发，一些媒体并公布了部分《规划纲要》

内容，表示《规划纲要》确定了 2015 年的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有很多一年来难以突破的

行政壁垒和重大项目在高层协调下“将会超过很多人意料，加大推进和落地”。 

从拉动混凝土需求的一体化内容来看，交通一体化备受关注，同时一体化带来的房地产

建设也是混凝土行业关注的重点之一。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之前，交通运输部

部长杨传堂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京津冀系统第一批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启动

了 99 个大项，而在一体化推动进程中河北省局部地区房地产市场被热炒，价格一路高涨，

但没多久概念热度退去房市再次遇冷。 



 

从京津冀三地两会的政府报告中可以看出，2015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三地工作重点，

率先实现三个领域的突破：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共建共享及产业对接。2014 年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了北京新机场开工建设、京昆高速涞水至北京段建成通车、京沈客专、张承高

速项目实施进展加快等，2015 年北京市的工作任务包括加快新机场外围设施建设、抓好京

沈客专、京张铁路、京台高速等跨省市铁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打通一批断头

路，推动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全区建设等；河北省重点工作除上

述与京津合作或交接的项目以外，还有力促廊涿城际开工建设以及北京与河北省部分城市、

天津与河北省部分城市之间互联互通铁路、高速公路等项目进程加快。 

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亮点以及规划实施过程中带来的房地产市场投资似乎为混凝土

行业点燃了新的希望，成为在市场需求普遍疲软的背景下大家纷纷争抢的一块大蛋糕。 

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城镇化升级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

型城市群，规划范围包括：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等 13 市，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

市等 8 市，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等 9 市及吉安市的部分县（区），2014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6 万亿元，年末总人口 1.21 亿人。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战略定位是：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

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经济

实力明显增强„„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全面对接联网，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分工

合作的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城镇体系更加完善„„。据中国水泥研究院估计，长江经济

带基建投资未来四年将持续保持 22%以上的年复合增速，2015~2018 年，长江经济带的基建

投资累计总额将超过 30 万亿。 

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规划企图打造新的增长极，交通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开启水泥、混

凝土需求新的制高点。 

2、各地 2015 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较 2014 年下降，混凝土需求增速恐继续下滑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同样出现一些方向性

变化。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三大支柱型产业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已经

出现下降，2014 年三者占比为 74.5%，较 2007 年下降了近 4 个百分点；2014 年房地产、基

础设施建设两个混凝土需求的主要带动点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例为 41.28%，近 10 年来保持

下滑态势，较 2003 年下降 10.68 个百分点。 

尽管有上述战略点燃投资及混凝土需求新的亮点，但从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

2015 年经济发展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和目标来看，全年混凝土需求增长仍不甚乐观。 

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下滑 

2014 年全国经济增速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样出现下行走势，除天津市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较 2013 年有 0.2 个百分点的微幅上涨，其他各省市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出现同

比下滑，其中东北三省、西南及西北部分省份下滑幅度较大。2015 年在各省市区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对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设定了目标，除北京、黑龙江、上海、浙江未给出明确

增长率目标以外，其他省份只有山西、辽宁、云南、陕西增速目标上涨，其他省市目标增速



延续 2014 年的下滑走势。 

图 1：2014 年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百分点 

      及 2015 年固投增速目标下滑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水泥研究院 

2015 年全国经济增速目标下调至 7%，预示着今年中国经济将遭遇大于 2014 年的下行

压力，国内需求或许难以达到 2014 年水平，整体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增速下滑以及经济结构

调整的不断深入使得 2015 年水泥、混凝土需求量增长空间不容乐观。 

2015 年混凝土产销量增速预计略有下滑 

2015 年第一季度，全国预拌混凝土产量为 3.0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0.5%，增速较去

年下滑近 5 个百分点。分省市看，除福建、河北、天津、上海、甘肃、新疆出现产量增速同

比上涨以外，其余省市产量增速较 2014 年同期回落。一季度，无论是 GDP 增速还是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均出现下滑，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更是下滑至个位数，行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行

业去库存将是 2015 年上半年主旋律，以量换价或将贯穿全年，因此房地产行业将成为影响

混凝土需求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图 2：预拌混凝土产量与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强相关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水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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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固定资产投资与混凝土需求量的线性关系来看，两者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

到 0.99。按照各省 2015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来预估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及按照上述相关

性预估全国预拌混凝土消耗量，2015 年预拌混凝土消耗量增速在 4.35%-12.47%之间，靠近

低值的概率较大，预计增速较 2014 年略有下滑。 

表 2：2015 年预拌混凝土产量预增 4.35%-12.4% 

 固定资产投资 预拌混凝土产量 

 累计（亿元） 累计同比 累计（亿立方米） 累计同比 

2014 年 502004.9 15.70% 15.54 11.39% 

2015 年（E） 569022.55 13.35% 16.2~17.48 4.35%-12.4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水泥研究院 

二、2015 年行业发展热点 

2014 年混凝土行业的热点与焦点有一些创新点，也有一些是延续了多年的热点，整体

来看，技术性话题仍将延续，而管理问题随着行业的发展总会不断推陈出新，2015 年行业

发展热点仍将围绕技术与管理，技术创新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关注点，管理创新在营销方式、

生产方式等方面也将不断改善和变革。 

1、技术创新是永恒话题 

混凝土产品升级、多样化需要产品技术也能即时创新升级，然而一些新产品的开发却由

于一些工艺、技术甚至制造环节未能更新换代而显得开发过程履步维艰。例如，当前节能减

排利废环保材料的发展面临一些挑战，即：清洁环保的再处理工艺 、节能减排的再生产制

造、安全的高品质材料产品（不是高性能）、可循环利用资源化再生、低成本制造性价比较

高等。因此，在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的发展道路上，技术研发及创新、发明/专利成果的

快速落地、快速产业化是促使整个产业快速升级的最强有力支撑。在 2014 年混凝土与水泥

制品行业大会上，徐永模会长提出行业需要关注的三大技术创新领域及五大新技术，全面总

结了今后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发展的趋势。 

技术创新领域包括：1、高性能高性价比低碳材料；高 2、节能减排利废环保材料；3、

建筑景观艺术创造材料。 

五大新技术包括：1、3D 打印技术；2、超高性能纤维增强细集料混凝土；3、非金属纤

维增强筋技术；4、高性能骨料与高性能轻质水泥基材料；5、低水化热高性能水泥。 

2、打破传统思维，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企业成功转型 

传统行业在产能过剩、需求全面放缓的背景下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

方面可以创新发展的空间很大。水泥企业已经开始实践互联网概念，传统依赖代理商、中间

商的销售渠道引入互联网思维，通过网上订购、网络现货交易实现中间费用的节省，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及时掌握市场需求和客户信息。混凝土行业研发设计和试制中心与生产、销售网

络系统的建立将滋生出整个行业链条的崭新商业模式，符合国家鼓励的投资转变，也将产生



更多新商业模式投资机会。企业在寻找突破的同时对于传统的商业模式也可以巩固和延伸，

例如进行产能扩张取得区域市场话语权、产业链延伸发展、产品高端化和差异化发展。 

3、绿色混凝土不仅是产品本身，“绿色”贯穿至产品生产、销售的整个生命周期 

自 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 1 号文《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发布以来，绿色建筑行动

迅速在全国展开，推进绿色建筑行动，大力发展绿色建材是重点任务之一，在 2014 年首届

绿色混凝土高峰论坛上，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会长徐永模指出绿色建材是满足绿色建

筑设计要求的使用性能和功能，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在全生命周期内化石能源和天然资源消

耗少、环境负荷低、性能质量高，使用安全、可重复利用、可资源化再生的建筑材料。2014

年住建部发布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从厂址选择、设备设施、原材料、

废弃物处置、到监测控制整个混凝土生产流程提出绿色生产和管理要求，并提出绿色生产评

价星级评价系统。 

绿色混凝土不仅是混凝土产品本身要实现低耗、节能等绿色特性，而是再原材料进场、

生产过程、销售过程等整个混凝土制造生命周期中都实现“绿色”。随着建筑领域绿色行动

方案全面展开，由下游需求推动的混凝土绿色生产和管理将更有力度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