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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了2001--2009年我国耐火材料制品制造业经营状况，对耐火材料制品制造业与主要上

下游行业的盈利能力进行了比较，对其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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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量变化情况

2001--2009年，在钢铁、水泥、玻璃、有色等下游行

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依托丰富的原燃料资源，我国耐火

材料制品制造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耐火材料

制品制造业代码为316，属于代码为3l的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包括石棉制品制造、云母制品制造和耐火陶瓷制品

及其他耐火材料制造3个子行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2001--2009年，耐火材料制品产量由1 095万t增长到6 843

万t，年均增长率为29．92％。2008年。受下游需求下降影

响，增长率同比有较大下滑，但仍高达14．30％。2009年，在

钢铁等行业快速回暖等因素带动下，耐火材料制品产量达

91]6 843万t，同比增长35．40％。见图l。2010年l叫月，耐
火材料制品产量达到2 240万t，同比增长24％，比上年同期

增速高出3个百分点。

一22一

荟 誉 善 蓍 善 善 § 营 §8 8 8 鲁 g 軎 昌 8 窨

数据均来源：Wind资讯，下同。

图1 2001---2009年耐火材料制品产量及增长率

二、企业数量及规模变化情况

2001--2009年，耐火材料制品企业数量(指按规模

以上工业独立核算法人企业的历年年末统计数据，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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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统计时点变更，2007--2009年的实际统计时

间为当年11月末，下文总资产、资产负债率等相关指标

亦同)由848家增加到3 301家，年均增长率为13．29％；总

资产由282亿元增加到1 10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8．56％。见图2。总资产增长率明显快于企业数增长

率，说明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在逐渐扩大。同时，资产负债

率也逐年下降，2009年11月末为50．94％，比2001年末降

低了10．63个百分点。

圈2 2001m2009年耐火材料制品企业数量、
总资产及增长率

从企业平均产量看(见图3)，虽然总体上逐年增加，

但2008年仅为2．30万t，2009年为2．97万t，远没有达到

实现规模经济的产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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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1m2009年耐火材料制品产量

及企业平均产量

三、耐火材料制品行业与上下游行业盈利能

力比较

2001--2009年，耐火材料制品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由

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时点变更，2007--2009年的实际统计

区间均为当年的1～11月份，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毛

利率和销售利润率等相关指标亦同，本文未作年度调整)

由223亿元增长到l 772亿元，年均增长率为31．86％；主营

业务成本由178亿元增长到1 45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33．04％；最高主营业务毛利率为2003年的22．35％，最低

为2006年的17．53％。进一步将耐火材料制品行业主营业

务毛利率与上游的耐火土石开采业和下游的炼铁、炼钢行

业对比(见图4)，可以看到：从平均走势看，耐火土石开采

业最高、耐火材料制品行业其次、炼铁再次、炼钢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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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1m2009年耐火材料制品及

上下游行业主营业务毛利率

同时，如果比较耐火材料制品及炼铁、炼钢行业销售

利润率(见图5)，也可以看到耐火材料制品行业同样高

于炼铁、炼钢行业。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决定我

国耐火材料制品及其上下游行业成本控制能力的主要因

素之一是资源。我国耐火材料制品的三大原料——铝矾

土、菱镁矿和石墨的储量和出口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得天

独厚的资源储备成为耐火土石开采业和耐火材料制品业

的巨大成本优势，与下游行业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四、企业进入分析

将2001--2009年耐火材料制品行业企业数量增量

与销售利润率对比(见图6)，可以看到，耐火材料制品行

业并没有因为企业数量的大量增长而引起盈利能力的下

降，反而销售利润率总体上呈现出小幅增长态势。这说

明新世纪以来，下游相关行业，主要是钢铁、水泥等行业

的快速发展为耐火材料制品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增长空

间，也为该行业的新进入者提供了获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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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1—2009年耐火材料制品及

炼铁、炼钢行业销售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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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1—2009年企业数增量与销售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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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伴随着耐火材料制品行业中企业数量的增加，

亏损企业比例呈下降趋势(见图7)。这表明，新进入者

对耐火材料制品市场的竞争状况有着比较“理性”的认

识，也对自身的进入充满了“自信”。但值得指出的是，个

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如在2008年虽然受到金融

危机的冲击，企业数量增长率仍高达14．37％，2001年以

来首次高于同期产量增长率(14．30％)，加剧了企业的分

散程度，成为导致2008年企业平均产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之一。而在2009年，在困家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等因素

的带动下，企业数量增长率高达19．97％，创下新世纪以

来的新高，虽然同期企业亏损比例仅为10．30％，为新世

纪以来的新低，但企业大量的进入势必使今后行业的竞

争更加激烈。上述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体行

业扩张的无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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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01--2009年企业数增长率与亏损企业比例

五、相关建议和结论

第一，新世纪以来耐火材料制品行业的主营业务毛

利率与主要下游行业相比，虽然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但

总体上看处于下降的趋势，如2009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17．81％，已经比2001年下降了2．99个百分点。从耐火材

料制品行业的成本构成看，原燃料往往占到80％以上，因

此上述情况是与耐火材料制品的主要原燃料大幅波动直

接相关的。这说明今后耐火材料制品企业应积极加强成

本控制，改进生产工艺。

第二，耐火材料制品中的70％以上用于钢铁行业，因

此耐火材料制品行业的发展始终受到钢铁行业的较大影

响。新世纪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

快速增长。但受各种因素影响，钢铁行业内部对耐火材

料的投资不升反降。根据历年《中国钢铁统计》提供的数

据，2001--2005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耐火材料投

资在2．5亿元左右，2006年仅为0．99亿元，2007年仅为

1．97亿元。上述情况，为大多数独立耐火材料企业提供

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从目前的

发展趋势看，钢铁行业整合力度的不断加强必然要求耐

火材料制品行业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大型钢铁企业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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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推广以集团化采购和整体承包的方式进行供货商的选

择，这样对供货商而言，其产能是否能满足钢铁企业的需

求将是获得订单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而目前在耐火材

料制品行业内，能够为数千万吨级钢铁企业全面提供耐

火材料制品的企业几乎不存在。今后为获得更好的生存

和发展机会，耐火材料制品企业必须转变原有的、以平行

发展为主的模式，转而通过强强联合的模式整合行业内

的资源，以较短的时间扩张产能、扩大企业规模，满足下

游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近年来随着钢铁、水泥、玻璃、有色等耐火材料

主要行业用户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在质量和品种方面对

耐火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钢铁行业为例，一方面

吨钢耐火材料的消耗在降低，另一方面吨钢耐火材料的

成本却在增加。因此，耐火材料企业需不断加大研发投

入，不断开发新品种，主动满足下游行业的需求。在这个

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实施“绿色”循环经济战略。

第四，丰富的耐火材料制品原料资源基础条件是我

国的相对优势，但不能“养尊处优”，“滥用”这种优势，同

样需要树立资源“忧患”意识。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是，山

东的焦宝石将被采光，河北、山东等省的高铝矾土已经

“告罄”，辽宁的镁矿严重采剥失调。因此，今后应进一步

加强矿山管理，限制开采总量，珍惜保护矿产资源，对乱

采滥挖行为绝不姑息养奸，给予必要的惩处并进行整

顿。此外，耐火材料制品行业相对较高的“超额利润”获

取能力，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下游行业的运营

成本，不利于整体产业链的均衡，需要在市场竞争中不断

地进行调整。

第五，近年来，我国耐火材料制品行业产品产量和企

业数量始终快速增长、主营业务毛利率和销售利润率居

高不下，说明从宏观视角可以判定我国耐火材料制品行

业仍处于“成长”阶段。今后，需要不断确保产业升级和

可持续发展，将《耐火材料产业发展政策》贯彻落实到实

处，加快行业整体“成长”的步伐，早日步人“成熟”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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