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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山东省化工行业转型升级建议 
 

编者按：

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试验区，作为化工工业偏重的省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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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面临化工工业经济转型之重尤为突出。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化工行业

问题，如何建立化工行业长效机制，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化工行业

新旧动能转换

一、国内化工行业发展的现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化工的大国，而并非化工强国。当前化工

行业发展现状与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 产能过剩与化工新材料很大程度依赖进口的问题并存。 

在部分传统化工产能过剩的同时，又面临化工新材料很大程度依赖

进口的尴尬局面。例如，高端高分子材料、高端专用化学品，部分基础

化工和传统精细化工产品，自给率相对偏低，仍需大量依赖进口。 

（二）高端化发展需求与技术创新不足之间的矛盾并存。 

当前，我国化工行业已从过去单纯追求产值开始向生态、集约、清

洁生产转型。为推动高端产品、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进程、以及技术工

程化创新动力、加强核心工艺包开发、关键工程问题综合解决方案，国

家层面出台了《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三五”发展指南》、《石化和化学工

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石化产业调结构促升级三年行动计

划（2016-2018年）》；地方层面也相继出台了省级发展规划和一系列管

理办法和实施意见，例如，2016年浙江、甘肃相继印发《石油和化学工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江苏省政府 2016年印发《江苏省关于深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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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全省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山东省人民政府相继于 2017和

2018年印发了《山东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山东

省专业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办法》。从政策、行动计划上促进石油和化工行

业产业体系重构。 

（三）环境风险客观存在，不容忽视。 

近年来，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和非法排污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频

发。其中，布局性、结构性的环境隐患和风险、无序发展和突发性的环

境事件并存，遗留隐患型环境风险也不容忽视。从 2013年到 2017年，

环境保护部通报全国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情况虽呈逐步下降趋势，但是按

照每年与化学品相关的环境事件比例占比 50%来计算的话，涉及化学品

占到 150起左右。 

（四）行业存量与增量并存。 

在化工行业存量过剩背景下，如何实现产业增量，成为摆在行业面

前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只有通过高端产品开发、应用技术难题突破，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产品研发，产品高端化、差异化生产

途径来优化存量。例如，我国氟化工产业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和专利，只

能大多研发和生产低附加值的中间体，却无法生产高端新兴产品。尽管

是 HCFCs和 HFCs生产、消费和出口的大国，但是在国际上鲜有政策制定

等的发言权，没有中国企业参与国际 HCFCs和 HFCs淘汰政策制定的环节。

当然，为改变现状，一些氟化工企业先行先试，改造升级现有装置，做

优存量，通过发展氟化工产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延伸和完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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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探索企业新的增长点和产业发展路径。例如，

东岳在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领域寻求突破，开发了燃料电池膜，把

燃料电池膜应用于汽车，开发了太阳能电池膜、储能电池膜等，实现氟

化工产业升级。 

二、山东省化工行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从整个行业和化工园区两个层面来分析山东省化工行业发展的现状

与问题，主要包括： 

（一）目前山东省化工行业面临的现状问题主要是化工行业无序发

展，突破城市总体规划范围违规建设多个化工项目。主要表现有：未批

先建、批建不一、批小建大、以及企业相关合法手续缺失（立项手续、

规划许可手续、土地手续、环评手续、验收手续等）。这也是 2017年 8

月至 9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东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时反映较为突

出的问题。 

（二）当前化工工业园区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包括： 

（1）没有科学规划化工园区。很多地方存在盲目推进化工园区建设，

不顾及地方特点和产业发展具备的条件；同时，化工园区规划时没有按

照工业共生原理充分考虑入园企业副产品、废料的相互利用，因此只停

留在“第一代经济开发区”，缺乏产业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2）专业园区化工监管人员和企业化工技术人才短缺问题较为突出。

2019年 5月应急管理部抽查山东化工园区和化工企业时发现专业人才匮

乏成为制约园区发展和企业落实环境责任的主要瓶颈。 

（3）园区建设标准和规范缺失，大量化工项目准入园区的门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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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认真评估，仅从便于集中管理出发，引进了一些生产规模小、生产

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项目，有着极大的环境风险。 

（4）环保基础设施及公用工程配套建设基础设施滞后。 

（5）园区信息化建设发展不充分，信息网络的基础投入不到位，而

入园企业对“两化融合”发展的投入强度也不足。 

三、推动石油和化工行业转型升级建议 

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试验区，作为化工工业偏重的省份，山东省面

临经济转型之重尤为突出。化工行业转型升级发展思路主要包括： 

（一）促进化工园区向生态化发展。 

（1）园区化发展是化工产业必然选择。通过推进化工企业“进区入

园”，提高化工企业准入门槛，可以有效促进无效产能淘汰和低端和落后

产能改造，同时一批先进产能被引进园区，必将大大提升了化工产业的

绿色化水平。 

（2）针对已建化工园区规划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建设标准规范

缺失等问题。各地政府要积极推动园区补足短板，进行产业静脉和动脉

循环和集约高效的产业链条构建以及可控的环境保护、完善和改进应急

保障体系，应用信息化技术实现 “智慧化”化工园区建设。 

（3）加大监管化工园区。 

危险化学品企业进入专门的化工园区，意味着多个易燃、易爆、有

毒有害的化工企业集聚一个园区内，加大了重大事故风险。因此环境保

护部门要加大监管化工园区污水排放、废气及 VOCs监测，以及固体填埋



- 6 - 
 

场和焚烧厂等基础设施。重点危化品市县要建立专职监管队伍，加强化

工园区环境安全监管力量，提高环境执法专业水平，加快培育危化品化

工安全监管评估专业主体机构，提高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二）建立企业创新机制。 

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来推动。政府主要做的是建立鼓励企业

创新的扶持政策、财政支持和生态，破除各种阻碍创新的机制。企业主

要做是要加大在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层面创新能力建设，以及加

大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建设。 

（三）着力解决专业监管人才和企业化工“人才荒”的问题。 

人才先行，既要做到现有人员能力的提高，又要采取各种引智举措，

加大专业人才的引进，切实解决园区与企业面临的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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