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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盐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盐是 NaCl（氯化钠）的俗称。中国古代最早发现

和利用自然盐是在洪荒时代，古代称自然盐为“卤”，

把经人力加工过的盐才称之为“盐”。盐是现代化学

工业的重要原料，被誉为“化学工业之母”，可制成

金属钠、纯碱、氯气、盐酸和烧碱等产品。盐的消耗

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

盐业历史悠久、盐文化内涵丰富，以盐为原料的盐化

工产业迅猛发展，是全球第一产盐大国和用盐大国，

海盐生产量居世界第一。

我国的原盐资源具有种类多，分布范围广的特点，

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盐资源的分布，在三大盐资源——

海盐、井矿盐、湖盐中，中国的盐产量中一直是以海

盐为大宗。

国内重点企业纷纷加快以原盐资源为基础的盐化

工一体化进程，大力发展盐化工产业初深加工，拓展

盐卤产品的深加工和中副产品的综合开发利用，不仅

向全球提供“三酸两碱”中的盐酸、纯碱和烧碱。

以市场为导向，依托丰富的岩盐资源，以烧碱为

盐化工业的主导性产业，下游延伸环氧丙烷、生产

PVC、TDI/MDI、甲烷氯化物等多种重要的基础化工

原料，拉长盐业和化工业产业链，现阶段我国已形成

以原盐、氯碱及下游氯、碱、氢深加工的精细化工产

业链，是全球重要的盐化工生产大国。

盐化工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大、技术密集、

产品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等特点，国内外以盐化工

产品为原材料的需求量猛增，根据原盐消费去向显示，

我国生产的原盐 70% 左右的用于盐化工工业制造纯碱

和氯碱，其余则用于食用及其他用途。2022 年中国盐

化工市场规模将达到约 4600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约

47%，我国已形成以纯碱和氯碱为龙头，下游产品开

发并存的盐化工产业格局。

2 盐化工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主要包含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布

局和产业技术四大方面的政策，中国盐业协会编制发

布了《盐行业“十四五”发展指导意见（2021-2025）》，

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

通过科学制定盐化工产业发展规划，对标国际先

进的盐化工企业，加大卤盐、盐穴、盐田等资源的综

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淘汰落后工艺技术装备，我

国的盐化工循环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进

一步提升，节能减排取得新进展，卤水化工、盐田生 

物、风光发电、水产养殖及其他多种经营产业在海盐

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增加。积极鼓励更多有条件的企

业延伸产业链，深化盐资源的充分利用，发展纯碱、

氯碱及其下游产品，构建新的经济价值链，形成以盐、

元明粉、硫酸钙等为主的多种无机矿物质产品经济结

构。

发展盐化工产业应在国家化学工业总体发展战略

和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实施“以延长盐产业链为核心

路径、以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主要特色，重点发展

精细化工，在生产氯碱、纯碱、氯气、盐酸等一系

列传统盐化工基础产品，构建盐化工产业链条，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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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 纯碱 - 玻璃 - 玻璃深加工产业链、原盐 - 烧碱 - 

PVC-PVC 管材产业链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品

链、技术链、市场链，形成精细化工新优势。我国盐

工业增加值能耗较“十三五”末降低 20%，用水量降

低 15%，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政府规定的指标，实现

盐产品综合能耗较“十三五”降低 10% 以上。

工信部为我国盐行业的最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盐行业的行政管理职能，主管全国盐业工作，制定盐

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保证行业发展稳定。

2016 年国家发布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

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结合循环经济理念合理利用国

内盐碱地的地域优势，以现有企业为依托，走盐业和

化工业一体化开发的路子。在供给侧改革、节能减排、

国际化经营的推动下，未来盐化工绿色循环、精细化

工、集群发展的趋势将越来越显现。循环经济企业发

展政策是在国家推动下，符合当前盐化工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通过把盐化工企业及其相关产业向生态盐化

工区集中，延长盐化工产业链，建设盐化工相结合的

循环经济工业园，提高产品附加值，做优品牌、名牌

产品，做强企业集群、做新特色园区。

2017 年《关于进一步落实盐改有关工作的通知》

正式发布实施，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

盐化工行业所产的化工基础原料，深化原盐和化工相

结合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体系建设，利用沿江、沿海开

发契机，将海水淡化、制盐与盐化工、土地资源节约

利用和废弃物处理等项目融为一体。以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绿色无污染为方向，对盐化工行业进行技

术改造，建立循环生产模式，形成若干个循环经济产

业链条，实现盐业资源的高效循环化，把盐化工的循

环经济做大、做强、做优。

3 盐化工行业循环经济发展

在我国盐化工产业发展速度提高和产业规模扩大

的同时，产业的能源资源消耗在不断提高，出现各种

废弃物的排放，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

符合国家的绿色节能要求原盐产业才能持续发展。

“十四五”期间是化工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时期，盐化工产业链正步入一个新的调整和发

展期，在国家产业经济指导下，以循环经济和绿色发

展为路径，已成盐化工行业高度重视的新课题。

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通过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以盐的终端产品为目

标，延长产业链、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提升行业的整体效益。

引进国外盐化工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技术，

将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盐化工新建、改扩建项目列入

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优先安排，提高工业副产盐、钾

钠混合盐、芒硝、二氧化碳、废盐、废芒硝等产品的

资源化利用，支持循环经济带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开

发，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纯碱和氯碱为龙头，在纯

碱、烧碱、氯气、氢气等化学品的基础上，延长现有

产业链，发展精细化工、无机碱制造、深加工和综合

利用等，“两碱”的发展拉动下游产品开发并存的盐

化工产业格局盐业的发展。

顺应新经济形式下制盐与盐化工行业的发展，引

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向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方向

寻求突破，建立“卤→盐→两碱→精细化工”完整的

产业链条，实现盐业资源的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促

进盐、盐化工、卤水养殖的共同发展，增强行业综合

实力，提高行业经济的运行质量，实现盐化工企业经

济和社会效益双赢。

依托国内丰富的岩盐资源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

术，发展精细化工产品，精细化工模式产业链的延伸

以氯碱装置为基础，延伸盐 - 基础化工 - 有机化工 -

高分子化工 - 后加工产品的产业链，配套建设规模化

的氯产品，该产业链模式的核心点连接氢气、氯气、

烧碱及其下游产品的产业环节。利用沿江、沿海开发

契机，在发展做好原盐、氯酸纳、液卤、金属钠、烧 

碱、联碱、聚氯乙稀、电石等主要产品的同时，以相

应氯产品为基础向下衍生生产消耗氢、烧碱的下游产

品，大力发展与盐相关的日化产品，以氯碱为基础的

精细化工产品，重点开发有机硅、有机氟系列产品及

后加工产品，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废弃物零排放的

循环发展。

我国盐化工产业链正在步入一个新的调整和发展

期，“两碱”联合是有效发展模式之一，以山东海化

为例，使用电石法聚氯乙烯产生的难以治理的电石渣

全部用于氨碱的生产，可以解决 PVC 树脂行业的电石

渣废料利用的难题，同时减少了纯碱石灰石的消耗和

相关能耗及三废。

在国家化学工业总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指导

下，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锁定循环经济和绿色

发展的路线，不断完善延伸我国盐化工产业链，使国

内盐化工产业发展成为优势明显、产品种类齐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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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力强的优势产业。

4 盐化工行业发展前景及市场规模状况分析

海水晒盐与国家的海岸线长度、滩涂面积及气候

条件等有关，盐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原料之一，

而盐化工产业主要是利用盐或盐卤资源，经过一系列

提纯和加工，生产氯化钠、氯酸钠、盐酸、氯化铵、

纯碱、烧碱、氢气、氯气、金属钠产品。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盐化工的需求将大幅度

的提高，我国盐化工产业不断创新发展，盐化工行业

主要包括制盐业、无机碱（两碱）工业和以氯、溴为

原料的精细化工，以及这些产品的进一步深加工和综

合利用的过程。

中国是盐化工生产大国，产量在全世界前列，制

盐业是盐化工的基础，氯碱工业和纯碱工业是盐化工

的主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

纯碱、氯碱产能始终保持在大于 10% 的增长速度，盐

化工产业已步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形成以盐为基础产品、盐化工并举、多角化经营的战

略定位，以纯碱和氯碱的发展及其上下游相关产品开

发并存的盐化工产业结构。2022 年我国原盐产能达

11585 万 t，产量达 8390 万 t；全国原盐表观消费量达

到 5830 万 t，消费结构烧碱 51.86%，纯碱 36.85%，

其他 11.29%。出口原盐 71.3 万 t，进口 942.5 万 t。

我国是全球重要的盐化工生产大国，这主要得益

于中国丰富的原盐资源。我国的原盐资源具有种类多，

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分布范围覆盖我国西北部、西南

部、中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盐作为化学工业的基

础原料，近年来随着氧化铝、纸浆、化纤等行业景气

度的上升，两碱用盐占中国工业盐行业需求的 85% 左

右，产业链下游以两碱化工企业为主，烧碱的需求量

也在逐年增加，推动烧碱行业稳步发展。

盐化工行业市场规模较大，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

要地位。产业政策、环保政策从宏观层面鼓励并引导

盐行业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和绿色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我国盐化工产业链正在步入一个新的调整和发展期，

国家想通过积极发展精细化工，调整盐化工的产业结

构、扩大经济效益和提升盐化工产业绩效。

目前我国氯碱工业的发展以结构调整为主，采取

多种形式的联合，将氯碱及有机氯产品等行业健康持

续发展，有利于平衡生产和降低综合成本，氯碱与石

化工业的联合使得我国氯碱产业得以迅速发展。精细

化工行业全球供应链重建给国内企业带来历史机遇，

吸引了国内一批盐化工企业在主要产品的基础上加大

技术研发与创新，发展盐化工产业的精细化工，增加

产品种类、提高附加值、产销一体等具有差异化竞争

优势的盐企将有更多机会引领行业发展，初步形成了

从资源到产品加工，精细化工、医药化工、高分子化

工等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精细化工的发展程度已经成

为当地化工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从工业总产值增长

变化来看，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供应链韧性持续增

强，精细化工行业工业总产值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2021 年中国精细化学品市场规模超过 5.5 万亿元，年

复合增长率 8%。精细化工行业未来将蓬勃发展，板

块估值存较大上行空间，预计 2027 年将超过 11 万亿

元。

5 结束语

世界盐资源分布极其广泛，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全

球盐储量约为 6.4×108 亿 t，其中江湖和地下水中储

量约为 3.1×103 亿 t、海盐 4.3×108 亿 t、矿盐 2.1× 

108 亿 t，主要分布于加拿大、美国、中国、前苏联等 

地，全球盐资源含量丰富，目前人类开采盐总量不到

全球盐量的百万分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盐化工产业链正在步入一个新的调整和发展期，

盐化工产业从资源开发到终端产品，通过对盐化工行

业环境、盐化工产业链、盐化工市场供需等环节的改

革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盐化工生产大国，每

年生产的原盐总量可达 1 亿 t 左右，在供给侧改革、

节能减排、国际化经营的推动下，未来盐化工还将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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