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 年水泥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中国水泥协会

2023年，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拖累水泥需求，全年水泥

需求总量呈下降趋势，水泥行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受市场竞

争加剧、上游原燃料成本高企、下游房地产下行和环保能耗约

束等多重因素影响，水泥产量下降，价格底部震荡运行，水泥

企业成本上升，库存高企，行业利润微薄。预计2024年全年水

泥需求比2023年仍将有所下降，全国水泥市场价格将会继续维

持震荡调整走势，行业效益难有较大改善。

一、2023 年水泥行业运行情况

（一）需求不足

年初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基础设施投资保

持平稳增长，但房地产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拖累水泥需

求修复，水泥需求总量仍呈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23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1.09 万亿元，比上年下降 9.6%。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38364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7.2%；房屋新开工面积 95376 万平方米，下降 20.4%。全国房

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近

两年均呈下降趋势。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比上年增长 5.9%，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保持较

快增长。全年水泥需求同比下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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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2023 年全国月度累计房地产投资

和基建投资增速(%)

（二）产量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水泥产量 20.2

亿吨，比上年下降 0.7%，水泥产量为 2011 年以来最低水平。

从全国规模以上月度累计水泥产量增长趋势来看，2023 年

初春节假期提前，市场启动较早，需求出现阶段性好转，一季

度水泥产量同比增长 4.1%；4—5 月，旺季市场恢复不及预期，

水泥产量同比增速回落，5 月份水泥产量同比增速由正转负；6

—7 月份受梅雨季节和洪涝灾害影响，需求持续减弱，累计水

泥产量同比增速持续回落；8—10 月份市场恢复较弱，增速继

续下行，前三季度水泥产量同比下降 0.7%；11—12 月份累计水

泥产量同比降幅略有收窄。

分区域看，2023 全国南部区域水泥产量均比上年下降，其

中，中南和华东降幅最大，北部区域均有增长，西北增长最快。

（三）水泥价格前高后低，底部震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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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水泥市场价格总体呈现前高后低、震荡调整走

势。据中国水泥协会信息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

水泥市场平均成交价为 394 元/吨（P.O42.5 散到位价，下同），

比上年大幅回落 15%，价格处于近六年最低水平。

全年水泥价格低位弱势震荡调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市

场需求持续低迷。由于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下降，以及基建项目

受资金短缺制约施工进度缓慢，水泥需求疲软，库存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企业销售策略在竞争与竞合间不断切换。因市场供

需矛盾突出，企业销售压力较大，特别是进入下半年，各地企

业均不希望丢失市场份额，价格竞争激烈，但由于价格过低导

致面临亏损，企业又通过错峰生产等措施，推动价格阶段性小

幅修复上调，在切换过程中竞争大于竞合，促使水泥价格底部

震荡调整成为主旋律。

从月度价格走势中可以看出，1—5 月份，受益于一季度企

业错峰生产执行情况良好，市场维护相对较好，全国水泥价格

中枢基本保持在 400 元/吨以上；但 6 月份开始，随着市场供需

矛盾加剧，水泥价格加速下行，至 9 月份，价格跌入谷底，市

场平均成交价格跌到 355 元/吨，全国大部分地区企业出厂价跌

至 250 元/吨或以下。进入 10—11 月份，各地企业迫于经营压

力，加大错峰生产力度，水泥价格得以小幅恢复，企业亏损面

有所收缩，行业盈利略有好转。据中国水泥协会信息研究中心

监测数据显示，10 月、11 月全国水泥市场平均价格环比连续上

涨 10 元/吨和 8 元/吨。12 月份，尽管市场供需关系依旧维持



4

弱势，且受降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干扰，水泥企业销售压力倍

增，但为了稳定盈利，避免水泥价格大幅下滑，企业继续采取

错峰生产措施，使得市场价格呈现小幅震荡调整走势。

图 2 近年全国水泥市场价格(P.O42.5)走势（元/吨）

从各大区域水泥价格对比显示，2023 年东北、华北地区水

泥价格较上年跌幅最深，下调幅度均超过 100 元/吨，跌幅分别

为 21.8%和 20%。

东北地区水泥市场上半年错峰生产执行乏力，水泥价格跌

到行业亏损，下半年通过错峰生产，水泥价格实现回升，但由

于时间较短，企业经营压力也仅是略有缓解，并未扭转全年亏

损的局面。

华北地区水泥价格一路向下，即使在二季度旺季，也没有

出现丝毫反弹，三季度更是直接跌到底部，四季度企业虽尝试

几次推涨，但均以失败告终。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内蒙两地

水泥企业错峰生产执行到位，两地水泥价格波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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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和中南地区水泥价格分别比上年回落 16%和 12%，作

为全国两大核心市场，价格走势基本一致，前高后低。一季度

末开局价格有小幅提升，二季度价格达到全年最高点；三季度

价格竞争激烈，大多数企业出现亏损或在亏损边缘挣扎，华东、

中南地区水泥价格出现超跌。四季度迫于成本压力，加之主导

企业引领，水泥价格实现小幅反弹，企业盈利略有好转。

图 3 全国六大区水泥市场价格（P.O42.5）走势（元/ 吨）

西南和西北地区水泥价格处于全国相对偏低水平，比上年

分别下滑 8.5%和 13.5%。西南地区水泥价格波动较大。西北地

区水泥价格基本在底部保持平稳，波动幅度不大。

分省市情况看，31 个省市中水泥价格比上年跌幅超过 20%

的有 7 个地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安

徽和重庆，其中跌幅最大的是河北省，下跌近 25%。跌幅小于

10%的地区有 6 个，分别是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新

来源：中国水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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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全年平均价格跌幅最小的是四川，仅下滑 1.75%。其他地

区降幅基本在 10%—20%之间。

（四）水泥出口回升，进口降至近 6 年低点

2023 年国内水泥需求大幅萎缩，水泥和熟料价格持续低

位下行，进口水泥和熟料价格优势不在，国外熟料进口总量持

续大幅下降至近 6 年最低值。2023 年水泥和熟料进口总量比上

年下降88.1%；其中，熟料进口下降94.8%，水泥进口下降64.5%。

熟料进口几乎全部来自越南，占总进口量的 98.6%。从时间点

看，下半年熟料进口几乎停滞。

中国水泥出口持续回升，出口量达到近四年来最高。2023

年我国水泥和熟料总出口量比上年增长 95.7%；其中，水泥出

口增长 93.9%，熟料出口增长 131.9%。

二、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成本上升，库存高企

2022 年以来能源价格逐步走高，能源成本占水泥生产成本

的比重不断攀升，加大水泥企业成本压力。同时，包括“超低

排放”等在内的能耗、安全、环保、碳减排要求不断提高，促

使水泥企业不断加大技改投入，水泥企业成本压力较大。

由于水泥需求整体趋弱，旺季恢复不佳，市场信心缺失，

叠加部分地区产能释放，市场有效产能增加，水泥库存持续高

位运行。根据中国水泥协会信息研究中心监测，2023 年全国平

均水泥库容比为 72%，较上年高出 3 个百分点，较 2021 年高出

15 个百分点，库存水平为近 8 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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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利润微薄

2023 年水泥行业遭遇了最严重的挑战，水泥企业受市场竞

争加剧、上游原燃料成本高企、下游房地产下行和环保能耗约

束增强等多重因素影响，企业的利润大幅度萎缩，行业利润微

薄，水泥行业销售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利润下滑幅度较大的

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西南等主要水泥消费地区。

三、2024 年水泥行业展望

从需求角度看，2024 年水泥需求预计小幅下降。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先立后破。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2024 年全国房地

产市场预计呈现“销售规模仍有下行压力，新开工面积、开发

投资或继续回落”的特点，房地产对水泥需求的下拉作用依旧

存在，但相对 2022 年和 2023 年将会有所减弱。预计全年水泥

需求比 2023 年略有下降，降幅在 2%—3%左右。

从价格和效益角度看，2024 年将依旧是行业困难的一年，

水泥市场供需关系边际明显改善的可能性不大，阶段性的价格

竞争不可避免。但各地水泥企业经历过多轮的价格低谷，为改

善或稳定盈利，企业多将会因地施策，积极开展错峰生产，以

减少亏损现象发生，预计全国水泥市场价格将会继续维持震荡

调整走势，但行业效益难有较大改善。

从投资角度分析，首先是市场整合时机日渐成熟，面对未

来市场的严酷竞争，部分劣势企业主动退出市场意愿增大，大



8

集团和优势企业有望进一步推进产能整合，并同时优化市场布

局，将有利于提升产业集中度。其次是大企业更加注重上下游

产业投资，发挥产业协同效应，推进全产业链建设。主要表现

在矿山资源、骨料加工、商混和制品、数智化、光储新能源、

协同处置、减碳和碳中和，乃至房地产。

面对压力和挑战，水泥企业应坚定发展信心，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化错峰生产和产能置换政策执行力度，

推动运用能耗和排放总量、强度双控的方式，加快行业低效产

能切实有效地加速出清，实现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