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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行业研究：2021年上半年化工行业景气上行

SWOT法分析化工就业前景



化工行业的发展

这时人类的制陶、染色等工艺，

主要是在实践经验的直接启发

下经过多少万年摸索而来的。

化学的萌芽时期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炼丹和医药化学时期

现代化工还处于发

展的初期，仍属于

朝阳产业，现代技

术的发展对化工发

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现代化工发展时期

第三步第三步

主要包括军火工业、硫酸工业、

纯碱工业、电化学工业、化肥

工业、医药工业等。

近代化工发展时期

第三步

精细化工是当今世界化学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最具活力的新兴领域之一，也是一个国家综合技术水平的

重要标志。未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和化工精细化率的不断提高，化工企业会更加注重研发生产环
保且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电子级、食品级、医药级化工产品的需求亦会逐步增加。

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

1650年，炼丹术士为求

得长生不老的仙丹，开

始了最早的化学实验。



我国化工行业的现状

2019年化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89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978.40亿元。随着行

业提质增效不断加快，化工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完善，行业亏损情况持续改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化工行业的精细化工率一直不高，据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的统计，2018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精细化

工率都高达68%-69%，而我国精细化工率只有45%左右，所以化工产品结构一直处于中低端，整体

技术水平也有着不小的差距。

1、化工行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精细化率水平不高

2、需求不断复苏，化工供需矛盾突出

从化工行业的主要下游如房地产、纺织服装、汽车等行业来看，整体均处于处于缓慢复苏的态势。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化工行业产量保持低速增长，化工产品供需矛盾尤其是结构

性过剩进一步凸显。环保方面，随着国家环保整治的力度不断加强，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中小型化工

企业环保成本加大。

3、产业链遭遇冲击，未来行业发展仍向好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油价自65美元/桶一度跌至负值水平，国际环境复杂的局势等，国内化

工企业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复工受阻、原料短缺、下游不振、库存高企等困境，全球下游订单减少，

出口导向型企业亦受到冲击。随着疫情、油价等短期冲击因素影响的消退，从长远发展来看，未来

行业发展仍向好。

4、高端产品短缺，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

高端产品短缺一直是化工创新发展的一大短板，行业“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缺乏”的结构性
矛盾一直比较突出。如新能源用高端膜、高端显示屏用膜、医疗用膜，目前也都是由于核心技术不
掌握，主要依靠进口满足市场需求，医疗透析用膜、国内透析膜及组件的70%都是从德国和日本进
口，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



化工行业发展特点

化工是资本密集型重资产行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尤其在2008年我国“4万亿”的推动下形成

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从而造成大部分的化工子行业都是供大于求，尽管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环保限

产，产能开工率有一定的提升，但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仍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竞

争不止局限于资金和规模，更上升到了技术和人才比拼，这种情况天然加深化工行业的进入门槛。

1、重资产行业，进入门槛相对较高

2、行业的周期性特征

化工行业面向的下游行业主要包括环保增塑剂、粉末涂料、绝缘材料、高温固化剂等多个行业，

终端产品应用于各类塑料制品、建材、包装材料、家用电器、汽车机械等，覆盖国民经济的众多领

域，其行业本身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但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会随着整体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呈现

一定的波动，行业周期和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基本一致。

3、化工行业朝着园区化、一体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国家和地方推动化工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正在加快，势必带动行

业新一轮发展，特别是新技术、新应用的突破。总体来看，化工行业正朝着园区化、上下游一体化

和高端化的方向发展，并将继续保持高景气度的态势。

4、化工行业属于高排放工业污染物的行业

化工行业是原材料产业，是以资源为基本原材料的，其耗能大约占全国能源消耗的10％，每年电
耗约占全国用电的17％。化工行业同时是三大工业用水大户之一。因此长期依靠高消耗、低产出来
支撑经济发展是行不通的必须走资源节约型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化工行业发展趋势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各产业带来剧烈冲击。由于部分化工品类具有生产与生活的刚需属

性，加之酒精、表面活性剂、部分聚烯烃等抗疫化工品需求逆势增长，化工产业受疫情影响程度相

对可控。随着中国及全球经济回暖，化工产业在越过衰退拐点后，加速复苏进程，经营规模与资本

市场表现逐步形成“U 型”反转。

1、化工产业全球复苏，资本市场渐入佳境

2、绿色中国蓬勃发展，生物化工逐步兴起

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禁塑令”，决心以更大力度、从全生命周期限制塑料制品的

使用。同时，消费者的绿色健康意识日益增强，纯天然、可降解、可持续的生物基材料已成为传统

化工品的替代性选择，其部分工艺已逐步凸显成本优势，正迅速受到各界关注及布局。2021年二十

碳五烯酸、戊二胺等新兴生物化工产品的消费规模或将快速增长。同时，不同于欧美以大型化工集

团布局生物产业的格局，国内科研院及初创企业所对生物化工的发展起到技术引领的关键作用。未

来，中国市场将涌现一批技术驱动型的新兴玩家以及成功上市的行业领军企业。

3、化工新材料迎来新发展

“十四五”期间，一是围绕高端聚烯烃塑料、工程塑料、聚氨酯材料、氟硅材料、特种橡胶、高

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功能性膜材料、电子化学品八大系列化工新材料，在高端化上再有新突破；

二是围绕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优化一批产业化项目、突破一批关键配套原料、抢占一批高科

技制高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培育一批领军企业和特色产业集聚区六大重点任务再上新台

阶；三是围绕汽车及轨道交通轻量化、高性能膜、电子化学品等提升五项重点工程再现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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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化工行业景气上行

◆ 2021年上半年化工行业景气整体上行，营收及利润较去年同比大幅增长。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化学纤维、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增速大幅上升，一方面是去年业绩同期基数低，另一方面是上半年

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 原油价格回升，化工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上半年伴随全球新冠肺炎疫苗接种速度加快以及各国陆续解除封

锁措施，原油下游需求回暖，OPEC+成员国之间达成减产协议共同导致原油供需向好，油价不断上涨，化

工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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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板块大幅跑赢大盘，子行业表现分化

◆ 2021年化工板块表现大幅跑赢大盘。

年初至今申万化工涨幅为27.22%，

跑赢沪深300指数32.9pct。

◆ 子行业的涨跌幅表现分化明显。磷

肥、磷化工、粘胶涨幅分别为

103.85%、93.92%、83.83%；其他

纤维、石油贸易、纺织化学用品、

跌幅分别为9.84%、4.1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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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板块估值持平于近五年均值

◆ 估值方面，申万化工板块市盈率为27倍，

持平于近五年估值均值27.11倍。

◆ 从细分子行业来看，氟化工及制冷剂、

钾肥等行业市盈率估值较高，石油加工、

改性塑料等行业市盈率估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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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 生意社数据显示，据生意社价格监测，2021Q1大宗商品价格涨跌榜中环比上升的商品共189种，集中在化工

板块(共83种)和农副板块(共19种)，涨幅在5%以上的商品主要集中在化工板块。

资料来源：生意社，山西证券研究所

商品 2021-01-04价格 2021-08-03价格 单位 相较年初涨跌

1,4-丁二醇 12800 28500 元/吨 122.66%

粗苯 2951.25 6251 元/吨 111.81%

硫酸铵 560 1175 元/吨 109.82%

双酚A 13225 27300 元/吨 106.43%

多晶硅 63500 130000 元/吨 104.72%

加氢苯 4137.5 8062.5 元/吨 94.86%

氢氧化锂 52000 100666.7 元/吨 93.59%

纯苯 4224 7980 元/吨 88.92%

氯化铵 582.5 1087.5 元/吨 86.70%

三聚氰胺 7266.67 13333.33 元/吨 83.49%

碳酸锂 50000 88200 元/吨 76.40%

硫酸 432.5 740 元/吨 71.10%
DMF 7833.33 13225 元/吨 68.83%

正丁醇(工业级) 9266.67 15600 元/吨 68.35%

硫酸钾 2725 4500 元/吨 65.14%

黄磷 16200 26666.67 元/吨 64.61%

硫磺 1013.33 1666.67 元/吨 64.47%

轻质纯碱 1340 2137.5 元/吨 59.51%

异辛醇 11833.33 18700 元/吨 58.03%

甲苯 3730.2 5850 元/吨 56.83%

磷酸一铵 2116.67 3300 元/吨 55.91%
PX 4700 7300 元/吨 55.32%



需求好转，供给有所收缩

◆ 年初以来化工产品涨价的原因我们认为可以总结为需求好转、供给有所收缩、成本支撑、宽

松货币政策推动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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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价格支撑及未来油价走势

◆ 化工产品的价格受到原材料价格的支撑，整体来看，原油价格的上涨会将成本逐渐向下游传导，这也是此

轮化工产品涨价的核心逻辑之一。

◆ 2021年下半年油价将继续上行。下半年考虑到疫苗研发方面的进展，全球经济恢复和石油需求复苏成为大

概率事件，油价上涨的趋势得以延续，预计油价在60-75美元/桶范围波动，国际油价有望季节性小幅上涨，

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处于震荡前行的格局。

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产量:原油:欧佩克 产量:原油:沙特阿拉伯 产量:原油:伊拉克

0.000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90.0000

期货结算价(连续):布伦特原油 现货价:原油:英国布伦特D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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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品价格后续走势

◆ 化工品价格后续走势研判：

一、目前原油价格在60-70美元/桶之间运行，长周期看处于历史的中油价水平。考虑到全球的经济并未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国际航空运输等石油的重点下游行业仍然比较低迷，因此我们认为油价虽然有OPEC+增产等短

期因素扰动，长期来看仍有较大的上行空间。

二、炼化、聚酯等子行业景气度有望提升，炼化产品、PTA等价格仍存上涨空间。当前离原油端较近的子行业，

炼油产品和PTA的价格仍处于中低位置，存在上行空间，从下游涤纶长丝和纺织行业的景气度来看，未来炼化、

聚酯等子行业景气度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三、关注部分产品价格后续可能出现大幅回调。对于前期上涨幅度较大的化工品种，考虑到该类产品前期价格

的上涨主要是供需错配导致，由于竞争者的停产减产而竞争者当前的产量正在逐渐恢复，关注价格可能出现的

较大幅度的回调。



钛白粉行业：市场价格持续上涨

◆ 2021年上半年钛白粉市场呈阶梯状上涨。一月份钛白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到了月末有个别厂家再度上调1000

元。二月涵盖了整个春节，月内钛白价格稳中上行，节前钛白价格以上调为主，节后各厂家则以执行价格为

主，到了月末个别厂家价格再度上调。三月内钛白价格稳中上行，钛白价格以上调为主。四月内钛白市场高

位震荡，钛白价格稳价为主。临近五一小长假，各别厂家因供应不足封单，五一过后，钛白粉行业延续以往

好的态势又迎来了新一轮涨价潮，六月份传统淡季到来，市场气氛略显疲软。价格维持高位持稳。

资料来源：中宇资讯，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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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陆续投产，产量有望进一步增加

◆ 供给端：海外钛白粉装置在疫情反复下开工不畅，全球新增产能主要集中在国内氯化法，而氯化法工艺难度

较高，产能投放或将有限，行业库存处于相对低位。2021年1-6月钛白粉产量为190.71万吨，同比2020年164.26

万吨增加16.1%。中核钛白10万吨产能，今年下半年山东金海，贵州胜威、中信钛业的新装置将陆续投产，产

量将进一步增加。上半年开工率维持在76.83%左右，厂家订单较多，国内外需求旺盛，厂家全力生产钛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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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全球近几年缺少资本开支，加之下游钛白粉需求旺盛，钛精矿处于大周期向上的行情，产品价格持续高

涨。多重因素共同催化，钛白粉价格有望持续上行。

资料来源：中宇资讯，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内外需共振，景气持续上行

◆ 需求端：从2018-2019年以来新开工面积持续保持较好增长，新房从开工到竣工的周期大约在3年时间，部分三

四线城市交房周期更长。前期积累一部分开工未竣工项目。房地产对下游企业有一定的滞后性。2021年房地

产竣工数据会进一步修复，对涂料的用量会明显增加，同时近几年精装房的日益普及，也带动对钛白粉的需

求。海外方面，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印度等新兴市场也成为全球快速发展的钛白粉市场。随着疫情恢复，

海外经济恢复稳步增长以及主要消费国住房市场的回暖将拉动全球钛白粉需求。
2018-2021新开工面积走势图

◆ 下半年展望：下半年钛白粉新增23万吨产能，供应增多，加上上半年企业订单较多满负荷生产，预计下半年

检修增多，可能会出现轮流检修的情况；成本方面，上半年钛矿，硫酸价格上行成本较高，全球钛原料持续

紧张，钛白供应问题后期也将有所偏紧；需求方面，海外出口订单支撑，市场博弈持续。综上，预计下半年

钛白粉市场价格略有松动，关注“金九银十”的到来带给钛白粉行业投资机遇。

资料来源：中宇资讯，山西证券研究所



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行业研究：2021年上半年化工行业景气上行

SWOT法分析化工就业前景



化工行业就业前景

化工覆盖面广，研究领城涉及精细化工、日用化工、材料化工、能源化工、生物化

工等诸多领城，服务对象遍及石油、医药、能源、轻工、材料、生工、食品、环保等。

近几年，中石化、中石油、中化、中海油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还有像万华化学、

浙江新和成、鲁西集团、华鲁恒升等一批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行业引领作用和主导产

品的全球竞争力愈益增强；近两年恒力石化、荣盛石化、东方盛虹等一批市场竞争力

强劲的企业，正带着全新的机制和多年市场打拼积累的丰富经验，阔步挺进石化领域，

并将为中国石化产业的规模效应、产业链延伸以及整体竞争力提升都会起重要作用。

1、优势分析

2、劣势分析

我国化工生产技术较落后、生产规模小而分散、集中度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严

重制约行业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化工行业中存在一大批小规模分散企业。虽然单一企

业规模较小，但是却占据国内众多行业的相当部分的产能。以江苏为例，有5000多家

化工企业，存在着众多小规模企业。国内化工品中低端产品居多、精细化率低、附加

值不高、高端化工产品生产技术还未能掌握。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近十几年以来基本已

完成由传统化工向化工新材料领域的转型。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对化工新材料的市

场需求大，而我国化工新材料的产量和种类都难以满足高端制造业的实际需求，化工

新材料一直是我国化工领域的一个短板和弱项。



化工行业就业前景

化工的就业机会很广阔，就业方向有分析检测、生物制药、金融投行、食品、销售

代理、冶金、专利、环境保护等相关领域，潜在用人市场也很多。

近年来化工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呈急剧上升态势。一方面，化工产业由侧重以

化工原料开采与粗加工、初级化工产品生产、化工器械生产的大化工产业分离出产业

分工进一步细化、技术含量上升的精细化工，乃至以高精尖技术攻关为主的高精尖化

工，迫使传统的大化工产业体系进行重组升级，使原本在岗的化工人才逐渐难以适应

新的化工产业发展，必须实现化工人才的大换血。在此情境下，化工行业亟需大量新

型化工人才填补岗位空缺。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细分和化工产业整体横向扩展，出现

了大量中小型化工企业，也是化工行业对化工专业人才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的原因。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研制开发力度发展精细化工，为了尽快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

差距，我国化学工业将精细化工作为重点，积极开拓精细化工新领域，这就加大了化

工行业对精化人才的需求。精细化工是效益良好的朝阳工业，化学工业将精细化工作

为重点，国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发展潜力很大，对专业人才的数量将不断增加。

3、机会分析



化工行业就业前景

化工是污染大户，其门类繁多、工艺复杂、产品多样，生产中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多、

数量大、毒性高。同时，化工产品在加工、储存、使用和废弃物处理等各个环节都有

可能产生大量有毒物质而影响生态环境，危及身体健康。

我国化学工业中的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已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已造成了发

展的代价。2021年9月16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

案》。能耗双控方案提出，对新增能耗5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两高”项目，国家发

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对照能效水平、环保要求、产业政策、相关规划等要求加强窗

口指导；对新增能耗5万吨标准煤以下的“两高”项目，各地区根据能耗双控目标任

务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化工行业作为传统的能耗大户，能耗双控对其产量的影响非

常明显。随着部分地区限制化工产能，环保力度不断增强，化工行业开工率将会受到

一定影响。

4、威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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