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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我国化工园区兴起的背号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战略规划、一体化集约开发及提升 

创新能力等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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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兴起的背景分析 

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战略产业， 

也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引进国外成套技术，我国的石油化工已 

发展到较大的规模，建立了较完整的化学工 

业体系。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 

构的优化，目前正在对现有的大型化工企业 

进行大规模调整、改造，同时各地纷纷设立 

诸多的化工园区，兴起了一股化工园区的开 

发热潮，发展速度很快。 

1．1 市场需求强劲 

国际上，尤其是亚洲范围内化工产品需 

求增长迅猛。据预测，世界乙烯需求量将由 

2000年的9 100万t增加至2012年的16 200万 

t，其中仅亚洲需求就增长2 800万t，约占世 

界总增量7 l00万t的40％。至2005年，中 

国乙烯的需求量约为 1 400万t，而生产能 

力为900万t，缺口达500万t。 

有关研究表明，到2010年，我国合成纤 

维、乙烯、合成树脂等主要石化产品的需求 

量分别是 2000年国内化工生产能力的 1．5 

倍、2倍和4倍。面对国内外市场的巨大需求 

潜力，特别是国内需求的旺盛，需要大力发 

展化工产业，扩大国内自给率和国际市场份 

额，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外需求，同时提高 

我国的经济安全性： 

按产业发展的一股规律，人均GDP达 

到 1 500-10 000美元时是重化工阶段，对经 

济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是以重化工为主的 

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我国化工业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饥遇。 

1．2 产业结构调整 

二次大战后，世界石化工业经历了三次 

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入 20世纪90年代， 

为彻底解决有效配置资源．效益最大化、保 

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问题， 

石化工业开始了以资产重组、突出核心业 

务、从资本集约走向技术集约为主要特征的 

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掀起了兼并联合热 

潮，加速了生产要素住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石油化工 

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表现 

为以下几个方面：原料生产装置规模超大型 

化、炼油化工一体化、炼厂与石化生产装置 

一 体化、石化基地和石化中心相继产生、发 

展深度加工，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效益。 

这是世界化学工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世 

界化学工业园区化发展的立足点。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来看，就是呈现出规 

模发展、集聚发展的趋势：一是化工企业规 

模越来越大．即个体的规模化、集聚化；二是 

在一定区域内集中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即 

地域集聚。 

1．3 外商投资活跃 

在跨国公司的化工生产基地大规模向 

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下，我国的化工行业 

是外商十分看好的投资领域，很多外商把中 

国乃至亚洲作为21世纪世界化工新的增长 

点，纷纷到中国寻求合资、合作。世界排名前 

100家跨国化工公司几乎都在中国设有办事 

处，70％以上在中国有合资、独资企业。如英 

荷壳牌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合作在 

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投资43亿美元 

建设年产80万t的乙烯厂，德国巴斯夫、美 

国亨斯迈与中国石化公司等联合在上海化 

工园区投资约 11．2亿美元生产氰酸酯项目。 

诱人的产业发展前景和良好的招商引资形 

势，使我国许多城市和开发区纷纷规划和建 

设化工园区，以形成具有长期市场竞争优势 

的化工行业产、学、研群体，优化区域与地方 

产业结构，增强区域与地方经济实力。 

1．4 集聚效应显著 

从化学工业的产业特点来看，多属连续 

化生产，上、下游生产联系紧密，产业链条 

长。因此化工生产装置的园区化建设能实现 

化工物质流和能量流综合利用，有效地减少 

产品成本、降低费用：同时，化学工业对水、 

电、汽、气、交通等基础设施要求较高，用量 

较大，集中、廉价的公用工程能有效降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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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程费用，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实现石化 

产业结构调整所要解决的资源有效配置、保 

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效益最大化 

的三大战略目标，实现比较优势、聚集效应： 

1．5 发展模式转变 

传统体制下的我国化工开发存在诸如 

条块分割、分散经营、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与 

我国化工行业的建设、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国有大型石化企业基本上是自成体系，大多 

自建上、中、下游装置，即所谓“吃干榨尽”， 

资源的优化配置仅限于本单位、本系统，鲜 

与地方合作，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随着改 

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办社会逐步改变，交由 

地方管理，地方提供企业发展所需的空间、 

基础设施、优惠政策，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及 

运营市场化，配套服务设施社会化，减少了 

企业的投资及运营成本；企业则发挥规模生 

产的优势、生产装置的优势、技术的优势和 

人才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因此，地方建化 

工园区．既顺应了化工产业发展模式的转 

变，又可加速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2 化工园区建设中的问题 

我国化工园的开发、建设相对较晚，只 

有十多年时间，但由于有国家和地方的许多 

政策扶持等因素，发展还是很快的，对吸引 

外资、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商品化、国际 

化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加速我国经济融入全 

球经济一体化等方面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毋庸置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2．1 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 

从全国来看，化工园区的布局和建设缺 

乏宏观的引导和信息服务，出现了定位不 

明、盲目布点、重复建设现象。化工园区建设 

过多、过密，有的化工园相距太近．几十公里 

距离设立了几个化工园区，这其中有国家级 

的，省、市、区级甚至一些县也自筹兴办，出 

现了“遍地开花”，大有一哄而上之势。有的 

化工园区名字叫得很响，但几年都招不来项 

目，陷入“找政府圈地，找企业圈钱，找市场 

无门”的尴尬境地 ，造成土地荒芜，资源浪 

费。 

2．2 产业结构趋同 

虽然我国的化工园区有300多家，生成 

方式有多种，特别是产业基础、资源环境、经 

济技术起点不同，但各园区仍主要集中于精 

细化工、化工制药、新材料等领域，缺乏产业 

特色和区域分工，不利形成产业特色和核 Ii, 

竞争力 销售对象一旦发生一点变化 ，不仅 

影响企业自身，还会影响原料生产企业，市 

场风险巨大，更不能适应 卜、下游 品一体 

化发展的产业发展趋势，集聚效应、规模效 

应也无从淡起 

2．3 一些园区发展缓慢。降低了招商“门槛” 

不少园区刚刚起步，只 划了一片土地， 

搭了一个班子 ，拨了一笆资金”，基础设施的 

配套条件尚不具备，就忙于招商会、洽谈会： 

有的园区一无产业经济基础．二九人才优 

势，发展缓慢，无竞争优势，便出台一些以牺 

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优惠政策”，以超低的 

地价，甚至零地价作为砝码来吸引投资者一 

有些外商投资者则利用这种条件 、发展 

慢、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把境外无法立足 

的重污染源，乘机转移过来 根据 1995年第 

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外商投资于化学农药、 

有机化学品等严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数为 2 

206家，这说明化工领域污染密集型产业是 

外商投资特别集中的行业 

2．4 创新能力弱，难以持续发展 

化学工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工业，生产技 

术的提高对改进化工产品质量 、新产品开 

发、降低成本和消耗起着决定性 用。而 

2000年我闫化学工业总产值为5 8】2亿元， 

企业数量为12 499家．平均每家企业产值 

只有4 560万元，并散布在全国所肓的省、 

市、自治区 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企业所 

需的资源要素(技术、人才、资金)都 充足， 

风险投资机制又不健全．因此研究与开发的 

能力较低 以至于《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2ooo))认为“产业界对科研与创新投入之少 

且呈下降趋势是我国当前技术创新能力建 

设面临的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企业没有 

成为研究开发投入主体足! 前最突出的矛 

盾”。作为研究与开发主力的大学与科研院 

所虽成果较多，但其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缺 

乏，科研成果转化率极低，凶此我 化工业 

缺乏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即便从 外引进 

先进技术，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加以消化、吸 

收乃至创新 何况随着经济领域竞争加剧， 

各国之问围绕高新技术的竞争和封锁不断 

加强 ，技术贸易壁垒趋严，通过国际技术转 

让鲜有最先进的技术 

3 关于我国化工园区建设的几点建 

议 

3．1 探索化工园区建园的战略规划与合理 

布局 

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不仅着眼于结 

构、效益、技术水平等基本闪 ，而且还十分 

重视从宏观布局上形成具 长期市场竞争 

优势的产业群体。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 

代开始逐步兴建化工园区，如美国休斯顿、 

13本鹿儿岛、荷兰鹿特丹、比利时安特卫普 

等，都是世界级的大型化工园区：这些园区 

都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产业基 

础和经济发展条件也较好 而我国科技、经 

济、文化地域极不平衡，可以说，除少数区域 

外，不少地区教育科技文化落后、经济基础 

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建设化工园区 

所需的各项充足条件 因此，政府不可放弃 

对化工园区的引导责任，特别是国家有关部 

门应委托有关行业组织和研究机构，对全国 

化工产业和园区的发展进行战略规划，提出 

全国化工园区建设的宏观布局规划，供各地 

根据自身优势进行选择和参考：同时采取措 

施促进化工行业管理体制的转型，改变目前 

行政机构与行业组织“双重弱化”，管理与服 

务“双重空白”的局面 有选择地建设一批国 

家级、省级化工园区．制定化工园区发展的 

动态考核体系，根据全国范围的宏观布局和 

化工园区的区位、发展，并考虑西部大开发 

战略，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园区给予重点 

扶持和投资．发挥其在全国和区域的带头、 

示范和辐射作用。对区位条件差、发展不良 

的园区要给予降级甚至关、停、并、转： 

3．2 加强园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协 

调 

从国外化 E园区发展来看，园区普遍是 

由众多的化工企业和为其配套服务的单位 

共同组成，而不是以一家为主独自形成的。 

进园企业是一个相互协作的群体，既集中又 

各自独立经营，既协作又相互竞争：因为化 

工生产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大部分非终端性 

产品互为原料，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和配套性 

比较强，不但一个园区内部可以相互利用和 

阶梯利用，而且园区之间也可以互为补充， 

形成不同特色的产品链：但由于现有园区间 

存在产业、产品结构雷同现象，或在招商引 

资和利用大石化初级原料方面有着某种竞 

争性的关系，使得物流上的潜能没有发挥出 

来，经济上的规模效益 、最佳效益也无法体 

现。因此应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园区特别是 

临近园区的协作，强化园区与园区之间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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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功能 如在美国墨西哥湾的大休斯顿 

地区，组织和建立 了一批跨地区的、为众多 

相互邻近的化工园区服务的各类专业性的 

公共事业服务f』l构，像管网安装维修公司(近 

距离用管道运输取代水陆运输)、具有联合运 

输功能的物流中心 (减少原料和产品的中间 

运输环节、减少库存量和库存周期)、资源综 

合利用服务中心 (提高原料的综合利用率)、 

通用包装材料的配套中心和固体废弃物的 

焚烧中心等。这将极大地有利于各园区及区 

内各企业降低成本。 

我国化工园区要在协作与竞争中保持 

发展。首先，园区要突出特色，根据自己的区 

域位置、市场需求以及与之合作的外商的特 

点，确定园区特色、产业及产品特色，不能盲 

目地跟在别人后面跑，也不能上，中、下游产 

品都搞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有为 

才能有位”。其次，要充分考虑国际上产业、行 

业发展的动态和进程、国内的产业政策、发展 

方向及相关行业的未来趋势，技术含量、产品 

质量、品位和企业管理都要不断提高 

3．3 树立现代化的集约开发理念 

l865年，德国人 Friedrich Engelhorn在 

创立BASF公司时提出一个观点：把染料的 

生产和研究放在一起，将每个生产装置都连 

接起来。这样，一个装置的产品和剩余物料 

可作为另一个装置的原料。目前．位于路德 

维希港的BASF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化工产业集群，它的所有350套装置郜通 

过至少一个产品或一个工艺过程与别的装 

置相互连接起来，这种集中装置网被认为是 

经济和保护环境的。BASF将这种有效网称 

作为Verbund，即“一体化”。一体化是BASF 

合作理念的核心，它作为众多活动的基调， 

无论公司内部，还是公司外部．都通过一体 

化与客户、战略伙伴乃至社会联系，使其客 

户、合作伙伴、公司雇员以及社会和环境都 

从中获益。 

“
一 体化”足 BASF成功的方程式，并在 

全=世界不断推向完善，rjl导化] 园 ．、化工 

企业走向成功 陔理念的主耍内容：一是产 

品项目一体化．就是利川化 I：产品 I 、_F游 

的特点．形成化 j 项『j链；二：是公用辅助一 

体化．就是合理地利用能源，减少消}E，根据 

囝区内部主体项M对水、咀、气等的需求总 

量．统一规划、集中建设．Jf；成供水、供电、供 

热、供气为一一体的公用 I： “岛 ，实现区内 

能源的统一供给；一是物流传输 一体化，通 

过与各个化 I=反嘘装置连成一体的专用输 

送管道及仓库 码头，铁路和道路等，将区域 

内的原料 、能源和中间体安全快速地运送到 

目的地．形成 内一体化的物流运输系统； 

四是环境保护一体化． q-产过程 运用环 

境无害化技术和清沾0一产工艺．并计各化工 

装置排放的 j废集中起来，运f=f{先进的技术 

统一处理．形成一体化的清洁生产环境，使 

化工园医达到，}产与 态的平衡，发展与环 

境的和谐；五是管理服务一体化，为进区的 

业主提供“一一站式”办 公，寓管理于服务之 

中，使来f{不 同家、 H属性、不卜刁规模的 

企业住化 同区都能得到全面、优质的服 

务，有一种互为一体的归属感 同_J寸结合市 

场经济}段向备业主提供后勤 “一·条龙”服 

务．使各， 产单位集叶J全部精力进行其核心 

活动．实现高效运作 

3．4 强化园区创新能力 

美闰J七卡罗来纳卅I的罗利——德 

姆——恰波希尔三角I．业同区，是一个起步 

较晚的园区．由三个县合作共建．开发前那 

里的工业基础很薄弱 但是．由于他们一开 

始便把眼光盯在高新技术的发展_l二，化工和 

医药项目的手召商．除 r无污染、少污染的新 

领域精细化工产品允许进入园区进行小规 

模的生产外．更多是通过引资，建立许多不 

同的研发中心．为 保持创新及高科技的持 

点，甚至具体划定了进入阅区不 类型企业 

的比例，并作出了严格限制，走 一条顿具 

特色的发展

加入WT0后，找囝l 场进一步开放，以 

l 场换技术己不再畅通，而发达国家高技术 

产品的不断涌入．对我 化1 产业将是严峻 

的考验 周区应加大R＆D投资力度，完善风 

险投资机制，吸引和培养创新型人才，建立 

科技创业 中心或孵化器．为科技企业 大 

学 科研院所，投融资和中介服务机构提供 

一 个合怍平台．形成综合的、持续的创新网 

络 

4 结语 

拿球经济⋯体化步伐的加快．使中闰化 

学工业面临着比其他”业更为严峻的挑战 

存环境保护和新～一轮产、 结构凋整的双重 

压力下．中国的化r介业 呈现出向各种化 

j：园区集聚发展的态势．各地争先恐后地建 

设化 ：阔区．是想借助这 一趋势，抢占化 J： 

产业新 一轮结构调整制高点 但由于各地发 

展条件不一、化 [园区无统一的发展摸 可 

循，因此应借鉴国外化 】 堆地和园区发展经 

验．结合困情、区情，探索我国化工园区的发 

展道路，打造特色园区、精品园区，为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艟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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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Chemical Industry Park in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factors and the problem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emical industry park in China．Several constructive advice
， such as intensifying strategy planning，verbund 

development and raising creation ability，are presented． 

Key words：chemical industry park；development problems；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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