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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趋势·对策： 

江苏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姜国刚 陈思文 左鹏
1
 

【摘 要】：石化产业是江苏的支柱产业，产值占比较高，目前已历经多次专项整治，对行业结构调整、节能减

排起到了较好的推进作用，但仍未能达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文章对江苏石化产业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并挖掘

制约江苏石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江苏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路和关键举措。行业主管部门应正确认

识石化产业的重要地位，持续关注石化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要通过政策支持和舆论引导实现由“主导”向“引

导”的角色转变；企业要通过强化主体责任、重视安全管理、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绿色升级；社会组织要建立规

范协调和监测预警机制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关键词】：江苏 石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 绿色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一、选题依据 

（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发展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改变现有产品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现状，实现从数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从《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精神可以看出，国家

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执法力度也越来越大，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产业演进的必然选择。 

江苏是我国石化产业大省。石化行业生产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1]，是众所周知的重污染行业，其生产过程还存在一定的危

险性，对区域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2]
。在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战略指引下，江苏石化产业必须改变现有的发展

模式，积极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型，走绿色发展之路[3]。 

（二）江苏石化产业发展的安全环保约束 

江苏石化产业具有总量大、企业多、规模小、分布散的特点[4]。规模小源于先天不足，这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乡镇工业大发

展时期，当时的苏南小化工厂举目皆是，推动了苏南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小化工厂存在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设备

老化、环保不达标、安全管理不到位、资源消耗大、污染排放大等一系列问题[5]，导致苏南地区环境问题凸显。 

为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石化行业转型，2006—2014 年江苏连续开展了三轮“石化行业专项整治”，累计关停生产规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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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安全保障能力弱的化工生产企业 7237家，江苏石化行业安全生产质量和环境保护水平都有了明显

的提高。2016 年 10 月，江苏发布了《江苏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全省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2016 年 12 月，“两减六

治三提升”专项行动（简称“263”专项行动）有序推进，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减少落后化工产能”。2017年 2月，江苏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的通知》，坚定了整治石化行业的决心，加

大了淘汰低端落后石化企业的力度。 

近年来，全国石化企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社会影响巨大。近期江苏的几起石化安全事故均对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响水

“3·21”重大爆炸事故之后，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9年 4月 1日印发了《江苏省化工行业整治提升方案（征求意见稿）》，

对石化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严格规范石化企业生产行为。2019年 5月 23日，江苏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工作会议

召开，进一步强调要彻底整治低端落后石化产能。2019 年 7 月，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江苏虽然不在

此列，但严控石化风险的趋势已然形成。石化产业绿色发展、安全发展，是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 

（三）本文的贡献 

在此背景下，课题组分别于 2018年 8—9月、2019年 8—9月对南京、南通、常州、盐城、淮安、连云港的应急管理局、工

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环保局、“263”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进行了调研，汇总数据并有针对性地分析，挖掘了当

前江苏石化产业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江苏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路和关键举措：通过完善发展机制和政策引导，提

升江苏石化产业绿色竞争力，推进江苏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江苏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一）江苏石化产业发展现状 

江苏石化产业起步较早，曾经形成了沿江布点的区域发展格局[6]。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的背景下，江苏石

化产业仍然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7]：资源技术密集，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产业规模大、发展速度快，产值、主营

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攀升[8]，主要指标均居全国前列（如图 1-3）。 

2017 年全省石化行业生产总值突破 8 万亿元，占全国石化行业生产总值的 15%；其中，石化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 万亿

元，占全省工业收入的比重为 13.3%；利润 1395亿元，占全省工业利润的比重为 13.5%。 

（二）制约江苏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1．政府监管持续强化与企业安全意识缺位的矛盾 

当前正在进行的“263”专项行动以及前三轮江苏石化专项整治，提高了江苏石化行业安全生产与环保水平。在这一进程中，

江苏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石化安全事故仍未杜绝。可见，政府监管持续强化与企业安全意识缺位

之间的矛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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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显示，事故的具体原因虽各不相同，但企业员工的过失是导致事故的最主要原因，这从侧面证实了石化企业安全

生产存在一定的隐患，具体包括：石化企业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生产和营业收入，对安全意识和潜在风险关注甚少；员工未能

主动关注作业流程安全问题，存在推诿心理；石化企业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对高素质员工缺乏吸引力，增大了安全事故的风

险概率
[9]
。 

2．行业发展体量增大与发展条件制约的矛盾 

2000年，我国石化产能全球占比不足 9%，之后一路飙升，到 2016年为 36%，其中江苏石化产业功不可没。快速发展必然要

付出代价，石化产能也不例外[10]。环保压力是石化产能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应激反应。随着体量不断增大，江苏石化企业发展空

间严重不足。第一，内部创新驱动不足。江苏石化企业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取市场竞争力。部分石化企业为中小型企业，

产品多为同质化的中低端产品，创新驱动能力不足，这一情况抑制了石化企业的发展潜力[11]。第二，园区接纳能力有限。目前

江苏石化园区数量少、接纳能力不足，仍有 2300余家企业不在石化园区，面临“关停并转”的压力。这些企业既没有合适的搬

迁地点，又难以在园区外继续生存发展。在环保压力持续增大的趋势下，有意愿接受石化企业转移的省份也提高了接纳条件，

出现观望的态度。第三，危废处理能力不足。有资质的危废专业处理机构数量不足，处理能力跟不上处理需求，这就导致石化

企业危废库存量增大，直接影响了石化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3．企业高端发展与政策审批瓶颈的矛盾 

目前，国内外环保标准相继提高，公民环保意识也逐渐增强。外部环境变化给企业、产业带来新的竞争压力。为了实现绿

色、环保、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近年来江苏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石化行业监管的力度，提高了石化项目准入门槛，实行更为严格

的审批制度，新建、改建、扩建石化项目审批极为困难。大部分被调研的企业认为：目前的监管力度并不合理，部分政策科学

依据不足，未能充分考虑石化行业的特殊性；地方政府对政策的解读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部分企业发展方向不明确。这些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石化企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 

三、江苏石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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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体系逐步完善，产品结构逐步优化 

江苏石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不仅需要资源与产出的支撑，更需要科技、人才的驱动。目前，江苏石化行业逐渐实现了由资

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的转变，全行业总体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结构调整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知

名度高、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供需关系和销售量都相对稳定的品牌产品。其中，专利申请量突破百万，石化新产品产值

和占比均不断提高（如图 4），传统石化企业所占比重已经大幅度减小，创新驱动体系初步建立，在国内优势明显。结构变化表

明，传统石化产品大幅度减少，新兴石化产品正逐渐取代传统石化产品，成长为市场需求的主力军[12]。尽管如此，石化新产品

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仍不高。 

 

（二）空间布局日趋合理，企业集聚发展已渐成态势 

近年来，江苏石化产业由“沿江”向“沿海”转移，在转移的同时实现改造升级[13]。推进江苏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后，石化产业加快了向沿海石化园区转移集聚的步伐。通过引进和培育大型石化企业，石化企业整体入园率和产业集聚水平

大大提高，产业逐步向高端化、精细化发展。 

目前，江苏石化产业已基本形成了以石化园区（集中区）为载体的集聚态势，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逐步完善；能源、

环保、安全、交通等公用配套保障设施，污水处理、固废处置、集中供热、在线监测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防护距离、

封闭管理、园区消防等安全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园区整体环境明显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上升，行业布局日益成熟。 

（三）企业安全环保水平不断提高 

在严格的环境政策约束下，通过专项整治，石化企业布局逐步调整，结构不断优化[14]。2018 年，江苏共计关停低端落后石

化企业 1200余家。规模较小、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技术含量低、环保安全不达标的企业被关停或外迁。资金实力雄厚、技术

工艺先进、市场前景广阔的企业得到规模化发展[15]，江苏主要排污指标逐年下降（如图 5），工业环境明显改善，江苏石化产业

环保水平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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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江苏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措施 

虽然石化产业面临诸多问题，但是石化产业仍是国家的重要产业。政府主管部门应正确认识石化产业的重要地位，持续关

注石化产业发展，将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定位为“集聚发展、整体提升、本质安全、绿色转型”，进行科学规划，完善政策引

导，加强行业监管，排除安全隐患。 

（一）政府层面：完善发展机制，实现有序引导 

弱化各级政府对石化产业的指令性影响，强化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和协调，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整合规划和实施方案，

从政策层面给予石化行业支持与保障，推进高质量发展。 

第一，实现政府由“主导”向“引导”的角色转变。科学决策、细化分工，制定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措施，科学安排指标

进度，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提升执法监管能力；通过政策创新，引导和规范企业行为，减少市场自行调节的时间成

本，减少对企业下达行政指令的做法，实现政府由“主导”向“引导”的角色转变。 

第二，与企业有效沟通，提升政策适用性。在政策出台前，政府可以与相关企业、行业协会协商沟通，并结合沟通形成的

意见，制定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政策。在政策出台后，政府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对政策进行解读，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政策，减

少误解。 

第三，支持石化行业技术创新。“江苏省生态环保发展基金”是具有创新特色的产业基金。应充分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

拓宽企业环保投融资渠道；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特色石化产品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对技术创新示范基地、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等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平台项目的支持力度[16]。 

第四，注重舆论引导，宣传绿色理念。如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树立积极形象，是石化行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各级政府

宣传部门应高度重视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作用，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积极传播石化产业绿色发展理念，引导民众增强对石

化产业的正确认识。 



 

 7 

（二）企业层面：重视安全生产，强化主体责任 

一是要引入并落实风险管理理念。通过专家指导、专项督查、现场考评、召开推进会等形式，督促企业在生产工艺、设备

设施、操作行为、职业健康、环境条件、工作场所、安全管理等领域开展危险因素辨识与管控教育。 

二是要强化作业安全管理，重视员工培训。江苏石化企业要真正实现安全生产，最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进行员工安全教育

培训。培训可以提高企业负责人和管理层的安全意识，提高员工的安全理念和业务素质，实现安全生产的目标。 

三是要重视技术研发，延伸石化产业链。加速发展精细化工业是当前世界各发达国家提高技术研发水平、调整石化产业结

构的战略重点。精细化工产品附加值高，不仅能大大降低成本，而且能牵制进口产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制衡关系，对于江苏

石化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组织：为企业服务，推进协同发展 

江苏现有省石化行业协会、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省能源行业协会等多个省级行业协会，以及省工程咨询中心、省石化发

展战略研究基地等多个行业智库。这些社会组织要为维护石化产业的应有地位、促进石化产业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一是联系政企双方，建立多向沟通机制。作为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应建立与政府的有效沟通机制，及时响应政府的监管

要求，就常见问题和困难与政府进行沟通，以确保政策解读的一致性；应向利益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树立石化产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正面形象。 

二是协助制定标准，完善行业发展规范。政府可以充分发挥石化行业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的专业知识优势，让其参与制定

行业发展政策；社会组织也可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牵头组织或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应加强对石化产业

经济运行与发展的监测，建立安全环保预警信息发布平台，为石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参与项目决策，切实有效为企业服务。石化行业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应积极汇聚专家、专业机构、公益组织等第三方

力量为公众参与石化行业决策提供咨询指导。在石化企业搬迁、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以及银行放贷等环节，政府应充分听取

石化行业社会组织的意见，提高决策精准性。 

参考文献： 

[1]HANSEN ,RODRIGUES M A S,DE AQUIM P M.Characterization of aqueous streams in a petrochemical industry:a study 

for the reuse of industrial effluents [J].Journal of water process engineering,2019,27:99-109. 

[2]储成君，张南南，李新．石化产业发展特征与污染治理思考[J]．环境保护，2018,46(20):60-62． 

[3]朱亮峰，朱学义，张伟．石化企业经济下行压力指数的测定[J]．统计与决策，2016(14):185-188． 

[4]姜国刚，朱俊伟，阮婉妮．江苏石化产业绿色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基于企业、行业、社会的多重视角[J]．石油石

化绿色低碳，2018,3(1):1-5． 

[5]王研．浅析石化产业集约发展路径[J]．现代经济信息，2017(17):350． 



 

 8 

[6]张坚．长三角石化产业碳排放绩效区域分异的动态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2016(6):54-62． 

[7]赵亚萍，马庚宇．石化产业空间格局与演进机制研究[J]．石油化工设计，2017,34(1):63-66． 

[8]朱学义．石化企业经济效益影响因素研究[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4):46-55． 

[9]刘倩倩．生态保护视域下石化工业的发展研究[J]．节能与环保，2019(1):32-33． 

[10]郝丽莎，赵媛．石化产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效应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6):56-62． 

[11]胡秀娟，彭卫星．关于加速石化技术创新的途径思考[J]．石化技术，2018,25(8):91． 

[12]HASSANI H,SILVA E S,AL KAABI A M.The rol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 sustaining the petroleum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y [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7,119:1-17. 

[13]祝勇，朱佳翔，林徐勋．石化“双转”背景下扬子江城市群“港产城”协同发展研究[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0(5):36-46． 

[14]MENG L,SAGER J.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related CO2emissions from China’s petrochemical industry based 

on an environmental input-output life cycle assessment[J].Energies,2017,10 (10):1585. 

[15]YANG X,XI X,GUO S,et al.Carbon mitigation pathway evaluation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 analysis of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in China’s petrochemical and chemical industry [J].Energies,2018,11 (12):3331. 

[16]李天娇，刘婷．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助力石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辽宁省石化产业为例[J]．国际税收，

2018(2):6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