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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碱——产业链分析

主旨导读

今年以来，纯碱无论是期货还是现货价格在波动中上涨，期货价格从年初不到 1700

点到直逼 3600 点，翻倍的涨幅直接能晋级能源化工涨幅榜中的佼佼者，创造了纯碱的

史诗级行情。然而后来的行情暴跌，资金流出一地鸡毛，又引得市场一片唏嘘。

其这么“肆无忌惮”的起伏波动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投机情绪的带动更多资金参与

纯碱交易，产业链各方面的玩家以及金融资本的参与博弈。

但纯碱这个品种上下游涉及到了哪些行业？又有怎样地故事？一篇产业分析带你

了解纯碱的前世今生。

来源：博易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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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

纯碱，又称苏打、碱灰、碱面，主要成分是碳酸钠。纯碱作为基础的化工原料被

广泛应用于建材、石油化工、冶金、食品、纺织、国防等众多领域。

生产纯碱有三种方法，而这三种方法背后涉及的原料的组成了纯碱产业链的上游。

在没有工业生产方法之前，人们采用天然碱法从天然碱湖或者含碱的植物灰中提取出

碱。随着工业进步，有更多的技术参与合成碱的制作，氨碱法和联碱法是比较流行的

两种方法，前后涉及到原盐、石灰石、合成氨这三种原料。

3 种制碱生产工艺对比

天然碱法 氨碱法 联碱法

涉及原料 天然碱矿 原盐、石灰石 原盐、合成氨

优点 低成本、低耗能、

环保、质量好

原料易得、纯度高、

适合大规模生产

原盐利用率高、副产品产

成；较氨碱法环保

缺点 天然资源地理限制 原盐利用率低；环

境污染严重；工厂

选址受限

品质不受控制；检修复杂

来源：网络公开资料整理

制碱需要用到动力煤、天然气等燃料，制成的碱根据密度的不同，分为轻碱和重

碱，重碱是在轻碱生产出后再次加工制成的，两者呈现不同的物理状态。前者密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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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呈白色结晶粉末状；后者密度更高，呈白色细小颗粒状，两者作用于不同的下游

产业。

来源：郑商所

纯碱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之一，主要用于建材、化工生产、印染冶金、食品加工

四大领域，其中轻碱主要用于日用玻璃、洗涤剂和食品行业，而重碱主要用于平板玻

璃的生产。

通过联碱法制碱的过程中，会提炼出副产品氯化铵，是一种化学肥料，也可用于

电池制造、电镀、印染等。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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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合成碱的技术在很早时期就已经被发现了，但那时候纯碱工业化生产技术还没有

很成熟，因此“得天然碱矿者得天下”。美国作为天然碱矿的生产地，在 20世纪 30

年代迅速发展起来，其国内纯碱几乎都采用天然碱法生产。

目前全世界已探明的天然碱矿只分布于美国、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和非洲南部等少

数国家和地区，装置产能占比 24%。

由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20世纪中期至初期，美国是全球纯碱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

国。直到上个世纪 90年代初，我国生产工艺不断成熟，从以联碱法为主，过渡到三种

碱法生产，结束了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逐步成为纯碱净出口国。

自 2003 年起，我国纯碱产能和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并且连年上升。截至 2020 年，我

国纯碱产能为 3327 万吨，产量为 2759 万吨。2021 产能估计值为 3406 吨，再破新高，

截止到 7 月的产量为 1474.35 万吨，不及产能的一半。

通过历年数据我们也能发现每一年纯碱的产量都处于产能未完全释放的状态，产能利

用率不断下调，这背后主要是受到政策调控、产能扩张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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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我国主要采用氨碱法和联碱法进行纯碱生产，目前这两种生产工艺的产能和产量位列

世界第一，随着机器的不断进步和资源的限制，目前我国采用天然碱法生产的纯碱越

来越少。

目前全国有 48家纯碱生产企业，大部分分布于从华东到西南的地区。这些企业最主要

分布于江苏省，有 8 家企业；其次是青海省、河南省、山东省，共计 10家企业。

相关中游企业：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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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纯碱不是一般的化学品，他的消耗水平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因为他

与 GDP 中的两大行业——玻璃制造业、洗涤剂制造业息息相关。

我国有４％的纯碱应用于食品行业，如小苏打等；其余纯碱都应用与工业生产部分。

2021 年，光伏玻璃、日用玻璃、平板玻璃三大玻璃生产需求占我国纯碱需求的 70.05%，

构成了纯碱需求的主要部分。

纯碱在下游使用方面很少出现轻、重碱混合使用的情况，具体来说，平板玻璃行业以

及大部分无机盐领域属于重碱的主要消费者，而在日用玻璃、洗涤剂、氧化铝等行业

主要用于消费轻碱。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纯碱消费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整体也是逐步增长的趋势。

2019 年我国纯碱消费量为 2602.7 万吨，2020 年受疫情影响消费量有所下降，为 2452.8

万吨。今年上半年我国纯碱消费量为 1425 万吨左右，实际消费量较比产量多了 25万

左右，属于供需紧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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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纯碱的检修一般安排在夏季或是下游停工较多以及需求不旺的春节期间因此通过月度

实际消费量也能看出明显的季节波动性，在每年的年初、七八月时候消费量有明显的

缺口。

进出口

进口

我国纯碱的进口依存度不高，因此历年进口量大多维持在 20 万吨左右，进口价格维持

在平均 190 美元/吨左右。自 2017 年开始，纯碱进口量有所增长，到 2020 年迎来最高

点 35.6 万吨左右，同比去年增长了近一倍的量，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受到 19 年以来的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导致 2019 年的订单拖到 2020 年才执行。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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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美国为中国纯碱进口的最主要的两大国家，2020 年美国纯碱进口量在 24万吨

左右，占总进口量的近 70％。土耳其纯碱进口量在 11万吨左右，总体占比 31.4%，较

2019 年同比增加 191 个百分点。自今年年初以来，我国也在肯尼亚、波兰两地有所少

量进口纯碱，６月起没有继续进口。

来源：Wind

从进口的月度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纯碱进口总体数量波动不大，对美国和土耳其的进口

替代性较强，当月美国高额进口时，土耳其的进口量微乎其微，反之依然。从历史数

据来看，我国每年在第四季度会加大土耳其的进口量，这与各地天然碱矿的开采时间

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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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美国和土耳其是全球主要的纯碱出口国，纯碱生产工艺以天然碱法和氨碱法为主。就

我国而言，由于我国国内需求旺盛，在国际出口量上远远低于美国和土耳其，并且随

着国内需求的增加，出口量也连年下跌。

2019 年我国的出口量为 143 万吨左右，2020 年出口量为 137 万吨左右，同比下降超过

17％，到今年 7 月为止，我国纯碱出口量累计仅为 50万吨，预期全年出口量会继续下

跌。

来源：Wind

目前我国主要针对亚洲国家进行纯碱出口贸易，越南、韩国、菲律宾和日本为我国主

要出口的四大对象，近几年来出口价格一直维持在 200 美元左右，今年以来的出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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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 216.69 美元/吨,对于出口价格的高低主要和企业利润有关，当出口价差越高的时

候，纯碱企业的出口利润空间越小，更不易出口。

影响因素

１. 上游原材料和燃料价格影响

纯碱的生产有三种办法，不同的办法涉及到不同的原材料，主要包括原盐、石灰石和

合成氨，而生产纯碱需要用到燃料，因此煤炭、天然气的价格也会影响到纯碱的成本。

原盐在纯碱成本中占比达到 20%-25%。由于我国原盐供给相对充裕，市场价格长期保持

低位，因此原盐价格变动对于纯碱生产供应造成的影响很小。

石灰石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矿产资源，在纯碱成本中占比达到 10%-15%，如果未来石灰石

价格上升，会增加纯碱的生产成本。

煤炭作为纯碱生产的燃料，在生产成本中占到了１/３的比例，而无论哪种生产方法都

会用到燃料，因此煤炭价格的波动会明显到纯碱价格上。

２.下游玻璃行业的需求影响

从历年的消费结构数据，可以发现玻璃行业为纯碱主要消费者，因此玻璃行业的需求

会直接影响到纯碱的价格。

其中，平板玻璃主要用于建筑物的门窗等修建，主要消耗重碱，纯碱成本占其中的２

５％以上，因此该类企业对纯碱价格非常敏感；而日用玻璃主要用于瓦罐器皿等生产，

主要消耗轻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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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玻璃行业需求旺盛，对纯碱需求增加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时，纯碱价格会上升，

反之则下降。

３.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建设需要运用到大量的平板玻璃等原材料，因此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与纯碱需求也间接受到影响。

2015 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降温明显，对平板玻璃的需求下降导致平板玻璃价格跌破生产

成本，因此纯碱市场的价格也有所下跌。等到 2016 年房地产市场回暖并不断创新高的

时候，平板玻璃价格快速上涨，对上游纯碱的需求快速增加，最终反应到纯碱价格上。

4.季节性因素

纯碱消费通常前三个季度波动较大，其中 2、5、8 月平均消费最低，夏季结束之后在

产能多呈稳步上升趋势，产能主要受到装置设备维修和安全环保政策影响，因此在消

费淡季期间纯碱的价格会有所下降。

5.宏观政策影响

国家政策对纯碱价格息息相关，具体来说，电价政策、运输政策、税收政策会对纯碱

价格产生影响。

如 2015 年国家全面推行工商业用电同价，致使国内纯碱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2016

年 9月 21 日起《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施行后，增加了纯碱的汽运成本等

等，随着政策的落地会影响国内纯碱供需格局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市场价格的变化。

6.进出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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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涉及进出口的品种都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纯碱进口量极少，出口量稍大，

但在总体产量中占比不大，因此对于纯碱价格影响有限。但是国际纯碱价格的涨跌，

也会影响到进出口企业的净利润以及预期，因此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纯碱上下游行业的

价格。

7.环保因素

通过氨碱法、联碱法生产的纯碱都有环境污染的弊端，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随

着我国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对纯碱行业供求两端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方面，纯碱生产由于环保政策的影响，停车检修、改造升级等情况不断增加，影响

产能利用率；严重的环境污染极有可能被叫停。

另一方面，下游的玻璃、洗涤剂行业也会受到严格的监管间接影响纯碱的需求。

但随着今年“双碳”背景下，清洁能源如光伏产业有较大的发展预期，而光伏产业的

利好会增加纯碱的需求。

交割细则

1. 交割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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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郑商所

2. 交割仓库

来源：郑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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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割厂库

来源：郑商所

总结

纯碱这个品种一直以来是化工的热门交易品种，资金沉淀和市场规模方面表现突出，

在“双碳”背景下，纯碱的产能是可能受到制约的，这样就让该品种的行情具备了极

大的想象空间，一度也让纯碱成为了明星交易品种。关注该品种先看供给端产能以及

相关产业政策；再聚焦下游行业的需求，重点关注玻璃行业的利润及需求情况。另外，

还应该关注两大行业，一个是建筑地产，另一各是清洁能源如光伏产业带来的潜在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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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揭示及免责声明

本文由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制作，未获得公司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本

文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复制和发布。本文部分图片、音频、视频来源于网络，版权

归版权所有者，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予以删除。本文基于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

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文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不构

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同时提醒期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入

市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