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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塑料管道行业概述 

1.1 中国管道行业规模概述 

我国塑料管道行业起步较晚，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开始引进外设备和技术，

生产塑料管道。80 年代初，我国开始在建筑排水和供水系统中应用塑料管道。

随后，轻工部和建设部主持制定了建筑排水、供水 U-PVC 管道国家标准，建设

部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塑料管道施工规范，促进了我国塑料管道的生产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又先后颁布了各项政策措施，淘汰能耗高、污染大的传统管

材，大力推进塑料管材在住宅建设、城镇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建设、农业灌溉等

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塑料管材行业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大投入，

国内对塑料管道的需求一直保持着年均 15%以上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在城市供排

水管网建设方面，塑料管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些特殊领域，塑料管

道的应用量非常巨大，比如当前最为抢眼的地面辐射供暖行业，人们采用 PE-Xa

或 PE-RT 管材作为加热管，通过地板辐射加热整个房间，具有舒适安全、环保

节能等优点，已经逐渐成为北方地区冬季取暖方式的首选。同时，塑料管道应用

领域进一步拓宽，除市政及建筑给、排水管道，农用（给水、灌排）管道继续增

长外，农村人畜饮水改造，太阳能输水管道，市政排污、地源热泵输送管道，通

讯、电力、燃气、供暖、医用等行业的应用比例大量增加。现在塑料管道已普及

应用到建筑给、排水，建筑供暖，城市燃气输送，城市自来水，市政排水、排污，

农村人畜饮水改造，农业灌排，电力，通讯，工业等许多领域。 

我国塑料管道发展大致经历了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三个阶段。

1994 年以前为研究开发阶段，这期间主要是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消化与研究开

发，以及工程试点，初步显示了塑料管道的优良性能和发展前景；以 1994 年全

国化学建材推广应用协调工作会议为标志，塑料管道发展进入了推广应用阶段，

这期间主要是对重大技术装备进行自主研究开发，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

创新，同时开始在工程建设中推广应用塑料管道；以 1999 年全国化学建材工作

会议为标志，塑料管道发展进入产业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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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塑料管道行业已经历了近 20 年持续高速发展，1990 年我国塑料管道的

年产量仅 20 万吨，2008 年产量达到 459.30 万吨，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2009

年增长率达到 21.6%，增速位居世界第一，2013 年更是达到 1,210 万吨，持续成

为塑料管道生产和应用的最大国家。我国塑料管道在产量增加的同时，产品质量

也不断提高，行业的技术进步不断加快。目前我国塑料管道行业仍处于快速成长

期。 

塑料管道近两年在我国的发展已是势不可挡，特别是国家化学家居建材产业

制订“十五”计划和 2015 年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在管道行业掀起了一股又一股

的投资热潮，从铝塑管、交联管、PP—R 管、PP—B 管到 PE 燃气管、PE 给水

管、排水排污管等等，给我国塑料管道行业的发展创造了一次又一次腾飞的机遇。 

在塑料管道发展历程中，目前中国的塑料管道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经

济发达地区，前三位地区的生产量之和已超过了全国总量的 40%左右。由于当地

需求的拉动，仍有一些企业在广东、北京、天津、西部等热点地区投资增加规模。

不过随着国内外著名企业对于中西部地区市场的看好，这两年产能投资开始转往

内陆以及北方地区。 

近几年随着国内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的塑料管道已经逐步取代了进口管

材，并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优势产品。许多企业很重视国际前沿技术，重视新产品

的开发和新技术的引进，并在引进先进加工设备的同时，不断加大新产品的研发

力度。一些大型企业拥有自己的研究开发中心，有一定的技术实力，技术水平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正逐步缩小，目前已经从简单的替代进口向产品的对外输出发展。 

1.2 行业发展前景 

（1）塑料管道国内需求 

《国家化学建材产业“十二五”计划和 2015 年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十

二五”达到的目标：到 2015 年，塑料管的推广应用主要以 PE 管为主，并大力

发展新型塑料管。在全国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中，新建住宅室内排水管 85%

采用塑料管，基本淘汰传统铸铁管。建筑电线穿线护套管 90%采用塑料管，建筑

雨水排水管 80%采用塑料管；建筑给水、热水供应和供暖管 85%采用塑料管，

基本淘汰镀锌钢管。城市供水管道（DN400mm 以下）80%采用塑料管，村镇供

水管道 90%采用塑料管，城市燃气塑料管的应用量达到 40%，城市排水管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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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管使用量达到 50%。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网；《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委员会 2014 年年会会刊》 

从上图“2001 年至 2015 年塑料管材产量及增长率”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我

国塑料管材增长率虽已逐步放缓，但我国塑料管道的需求量仍在大幅增长。 

总体上看，我国在塑料管材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上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

的差距，尤其在 PVC-U 管材和 PE 管材应用方面差距特别明显。2005 年，世界

人均塑料消费最多的国家是比利时，高达 200 千克；其次是美国，达 170 千克；

其他的发达国家都在 120 千克以上。 

在塑料制品中，塑料建材和塑料包装是增长最快的两大领域，其中塑料管材

管件年均增速达到 26.29%。根据国家建设部的资料，未来十年国内的塑料管道

将保持高速增长，塑料管道占全国各类管道的市场占有率将提到 60%以上，市场

需求高达 8000 亿元以上。 

中国正在实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大约 30 年内把我国城镇居民的比例提高

到 70%。30 年内总共还有 3.13 亿进入城镇，每年要有一千多万人口进入城镇，

建筑内排水管的需求仍将保持旺盛。农村住宅建筑内给排水管方面，农村住宅投

资保持加速趋势，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后，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投资力度。农村

住宅投资增速保持上扬的趋势，将带动农村住宅建筑内给排水管的需求加速上涨。 

我国人口众多，城镇规模较大，平均城市面积和居住人数远超欧美发达国家，

因此我国市政管网需求巨大。同时，我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阶段，城镇化带动城

市建筑面积随之增长，与之相配合的市政建设如排水、排污、供水、燃气、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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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管道的铺设需求随新增建成区面积的增长而不断增加。 

在上海举办的 2015 国际塑料管道会议上，政府承诺在五年内彻底改造城市

地下管线，并已宣布 10 个试点城市。将投资超过 350 亿人民币，建设管道近 400

公里。国务院已经通过的政府项目，将对塑料管道行业产生积极的影响。总计

8000 亿人民币将投资于 57 个重大水利项目，其中 27 个已开工建设。此外，政

府还在研究中西部水利建设，以及为 6000 万居民建设饮用水工程。16 个试点城

市将利用塑料管道建立雨水储存系统项目。 

（2）塑料管道出口前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管道系统生产国和消费国。塑料管道国内市场需求

旺盛，出口数量巨大，2014 年出口同比增长 7.47%，达到创纪录的 566,900 吨，

和 2010 年相比更是大增 43.10%。与国外同质量产品相比，我国的塑料管材价格

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一些有眼光的国内企业开始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充分利用国内产品质优价廉的优势，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其中一些企业的产品

已销往东南亚、中东、非洲、美洲及欧洲等地区。 

尽管我国已经从进口大国转变为对外输出国家，但当前我国塑料管材出口的

大都为低端产品，产品附加值低，产品工艺、技术含量较同类进口产品均有很大

的差距，出口也仅限于少数的不发达地区，在高端产品上没有创新和突破。形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总体装备水平低、工艺技术相对落后。尽管加快了技术改

造步伐，从国外引进了大量先进设备，国产塑料加工机械的品种和质量都有显著

进步，但就全行业来说，仍然存在装备水平低、工艺技术相对落后的问题。 

要解决塑料管道行业面临的出口困境，必须要求行业企业自身尽快走上以技

术创新、质量为先的实质性改进之路。同时，全行业应当加强配套管件生产技术，

专用树脂生产技术，在助剂、原材料上下功夫，在检测控制技术上做文章，努力

研发高端产品，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工艺革新，设备改进和自主设计，推出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敢于叫板韩国、欧洲技术，这样

我国的快速发展才有根本保障，才能使我国的塑料管材行业步入了健康发展的快

车道。 

2、塑料水管及应用领域 

2.1 塑料水管种类 



1) 硬质聚氯乙烯管(UPVC) 

UPVC 管是国内外使用最为广泛的塑料管道。UPVC 管具有较高的抗冲击性

能和耐化学性能。它可根据使用要求不同，在加工过程中可添加不同添加剂，使

其具有满足不同要求的物理和化学性能。UP-VC 管根据结构形式不同，又分为：

螺旋消声管、芯层发泡管、径向加筋管、螺旋缠绕管、双壁波纹管和单壁波纹管。 

目前主要用于建筑排水、建筑给水、电工穿线管、农业排灌用管、城市供水、

城市排水、通讯工程用管材、化工防腐用管材。应用量：用于排水的占 50%；化

工管 15%，穿线管 15%；通讯用管 5%；给水用管 5%；农业排灌用管 5%；其它

用管 5%。 

2) 氯化聚氯乙烯管(CPVC) 

氯化聚氯乙烯管是由过氯乙烯树脂加工而得一种耐热性好的塑料管。具有较

好的耐热、耐老化、耐化学腐蚀性能优良，国外多用作热水管、废液管和污水管，

国内多用于电力电缆护套管。 

3) 聚乙烯管(PE) 

聚乙烯管按其密度不同分为高密度聚乙烯管 (HDPE)、中密度聚乙烯管

(MDPE)和低密度聚乙烯管(LDPE)。HDPE 管具有较高的强度和刚度；MDPE 管

除了有 HDPE 管的耐压强度外，还具有良好的柔性和抗蠕变性能；LDPE 管的柔

性、伸长率、耐冲击性能较好，尤其是耐化学稳定性和抗高频绝缘性能良好。在

国外 HDPE 和 MDPE 管被广泛用作城市燃气管道、城市供水管道。目前，国内

的 HDPE 管和 MDPE 管主要用作城市燃气管道，少量用作城市供水管道，LDPE

管大量用作农用排灌管道。 

聚乙烯管应用：低密度聚乙烯管主要用于农村改水工程、电力、电缆保护、

邮电通讯线路保护及其它领域。高密度聚乙烯给 

4) 聚丁烯管(PB) 

聚丁烯管具有独特的抗蠕变性能，能长期承受高负荷而不变形，化学稳定性，

可在 20℃ ～95℃之间安全使用。主要应用于自来水、热水和采暖供热管，但由

于 PB 树脂供应量小而价高等原因，国内难以大量生产与应用。 

2.2 主要应用领域 

塑料管道已被国内外广泛应用在城市供水、城市排水、建筑给水、建筑排水、



热水供应、供热采暖、建筑雨水排水、城市燃气、农业排灌、化工流体输送以及

电线、电缆护套管等领域，主要应用领域如下 

 

3、塑料管道行业分析 

3.1 行业的监管体制 

塑料管道行业主管部门有全国化学建材协调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厅和质监局等。 

90 年代初，全国化学建材协调组成立，负责研究制定化学建材发展规划，

协调行业发展，制订完善有关政策和标准规范，推动市场开发与新技术推广应用，

加强信息交流及开展技术培训等。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地方化学建材协调组，

加强行业部门间的协调，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具体推广政策和措施。 

行业自律组织为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简称中国塑协），成立于 1989 年，

是中国塑料加工业的行业组织，由从事塑料加工及其相关产业生产、经营的企业、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科研院所等单位及个人自愿组成的的全国性、非营利性、

具法人地位的社会团体组织。中国塑协是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一级社团法人，在

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指导和监督管

理。中国塑协的基本职能是反映行业愿望，研究行业发展方向，编制行业发展规

划，协调行业内外关系；代表会员权益，向政府反映行业的意见和要求；组织技



术交流和培训，参与质量管理监督，承担技术咨询；实行行业指导，促进产业发

展，维护产业安全。 

3.2 行业的产业扶持政策 

1999 年 11 月 16 日，全国化学建材协调组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化学

建材产业化的若干意见》（建科[1999]271 号）中明确提出，加强化学建材产品

应用质量的管理，逐步建立化学建材产品推广认定制度，重点提出“推广应用

UPVC、PE、玻璃钢夹砂管、塑料金属复合管、无规聚丙烯（PPR）管道等，大

力开发新型复合改性塑料管和配套管件，逐步限制、淘汰镀锌钢管、传统铸铁管。” 

2000 年 8 月，全国化学建材协调组在全国化学工作会议上提出《国家化学

建材产业“十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推广应用 PVC-U、PE、

PP-R（三型聚丙烯）等塑料管道，逐步限制淘汰镀锌钢管和传统的铸铁管。 

2001 年 7 月 4 日，建设部发布第 27 号公告《关于发布化学建材技术与产品

的公告》，优选和推荐使用包括高密度聚乙烯管和塑料缠绕管在内的塑料管道。 

2004 年 3 月 18 日，建设部发布第 218 号公告《建设部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

使用技术》，推广应用包括高密度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在内的城镇排水塑料管道

系统；同时，将冷镀锌钢管、砂模铸造铸铁排水管、平口企口混凝土排水管 

(≤500mm) 、灰口铸铁管材管件等列为限制使用技术。 

2005 年 12 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颁发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

年本）》中，新型管材（含管件）技术开发制造以及大口径塑料管材等新型塑料

产品开发制造均被列入鼓励类产业。 

2007 年 6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第 659 号公告，《建设事业

“十一五”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第一批)》，推广应用包括高密度聚乙

烯缠绕结构壁管在内的城镇排水塑料管道系统等；同时，再次将冷镀锌钢管、砂

模铸造铸铁排水管、平口企口混凝土排水管(≤500mm)、灰口铸铁管材管件等列

为限制使用技术。 

2008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颁发第 530 号国务院令，发布《民用建筑节能条

例》，再次提出推广使用民用建筑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限

制使用或者禁止使用能源消耗高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2009 年 5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的《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要求“加快



造纸、家电、塑料、照明电器等行业技术改造步伐，淘汰高耗能、高耗水、污染

大、效率低的落后工艺和设备”。 

2012 年 1 月 1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发布《轻工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规划中指出，在耐用消费品区域重点发展农用薄膜产品和节水器材，提高

具有流滴耐老化、流滴消雾等特性的功能性农膜产品比重，积极发展绿色塑料包

装产品、环保生态型人造革合成革制品等，推广铝塑、钢塑、多层共挤等塑料复

合管材的应用。新材料领域重点发展熔体静电纺丝纳米过滤材料、纳米抗菌塑料、

阻燃塑料等特种功能塑料和高性能复合材料、可降解塑料及其产品。开发改性与

复合类塑料管道、环境友好型塑料管道、新型塑料管道系统，提升国内医用塑料

产品科技含量，在世界医用塑料市场占有一定份额。对泡沫塑料生产进行无氟技

术改造，加强废弃塑料回收利用。 

2013 年修订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中，“新型塑料建材

（高气密性节能塑料窗、大口径排水排污管道、抗冲击改性聚氯乙烯管、地源热

泵系统用聚乙烯管、非开挖用塑料管材、复合塑料管材、塑料检查井）”“农用

塑料节水器材”“城市供水、排水、燃气塑料管道应用工程”等被列为国家鼓励

类产业。 

3.3 塑料管道行业发展趋势 

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委员会预测，在今后较长时间里，中

国塑料管道行业将在提高质量和扩大应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国家高度重视建设节约型社会问题，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的“四节”工

作将促进塑料管道有更大的应用市场。中国正在实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每年城

市和农村新建建筑的面积分别大约为 10 亿平方米，城市化、小城镇建设的高速

发展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给塑料管道带来新的机遇。农村安全饮水项目

和灌排工程也需要大量的塑料管道。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以及近年来投资建

设的南水北调等一大批举世瞩目的特大型建设项目和能源、交通、通信、水利、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造、城市商业中心、住宅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也将会

带动塑料管道行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总体看，塑料管道行业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市场竞争激烈。未来随

着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以及大型建设项目的推动，塑料管

道行业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4、市场规模分析 

目前，国内从事塑料管道生产的企业逾 3,000 家，主要集中在沿海和经济发

达区域；年生产能力达到或超过 10 万吨的企业接近 20 家，主要集中在广东、浙

江和山东三省。一些企业在天津、东北、中部、西部等地区投资新建或扩建生产

基地，增加产能以适应当地需求的逐步扩大。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目前销量前

20 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40%以上。 

近年来行业的科技进步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国际交流的增加带动了科技水

平的提高，许多企业重视国外先进技术，而在引进先进加工设备的同时，更注重

新产品的研发和新技术的引进，目前国内塑料管道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的

差距正逐步缩小。塑料管道的新品种、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及专利

项目越来越多，除 PE、PE-X、PB、复合管、波纹管等品种有长足的进步外，耐

高温聚乙烯管道（PE-RT）、塑料复合管道（如 HLDPE、静音排水管等）、塑

料金属复合管道及各种材料和复合材料的波纹管、环形肋管、缠绕管等新型管道

也快速发展。   

随着国内管材企业自主创新意识不断增强，新型 PVC 管道开发十分活跃，

技术进步为 PVC 管道带来了创新价值。目前国内突出的技术创新成果是压力管

道用改性 PVC（PVC-M）管和取向 PVC（PVC-O）管。这两个品种通过物理化

学改性，在保持管材原有强度优势的同时，很好地提高了管材的抗冲性能，集

PE 管的韧性和 PVC-U 的强度于一身，既可改善性能，又可节约材料，从而扩展

了应用领域。   

在其他塑料管道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方面，也都成绩斐然，比如 PE-RT 管材

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塑铝、阻氧、毛细等多个品种，而 PP-R 管材也有稳态、玻纤、

塑铝等近 10 个种类。这些新产品的不断出现，既完善了该类管材的使用性能，

又扩大了产品的应用范围。 

管道未来的推广以 PE 为主。国内 PVC 管道比例逐年下降，PE 管道取而代

之。欧美发达国家 PVC 与 PE 管道占比已经相当，分别为 46%、43%.PE 管道替



代 PVC 大势所趋。国家“十二五”目标明确表示，到 2015 年塑料管道的推广应

用主要以 PE 管为主，并大力发展新型塑料管材。 

5、投资建议 

5.1 投资思路 

5.1.1 产业政策支持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导致房屋及建材需求也随之增长。根据《国家化

学建材产业“十二五”计划和 2015 年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到 2015 年城市供水

管道（DN400mm 以下）80%采用塑料管，村镇供水管道 90%采用塑料管，城市

燃气塑料管的应用量达到 40%，城市排水管道的塑料管使用量达到 50%。 

城市管网建设中，存量管道的维修和更新换代也构成对管道需求的一大部分。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

二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中对“十二五”城镇管网建设提出的发展规划，

新建城镇供水管网 18.53 万公里，对使用年限超过 50 年和灰口铸铁管、石棉水

泥管等落后管材的供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共计 9.23 万公里；建设污水管网 15.9

万公里。 

2014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在今明

年和“十三五”期间分步建设纳入规划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工程建成后，

将实现新增年供水能力 800 亿立方米和农业节水能力 260 亿立方米、增加灌溉

面积 7800 多万亩。由于塑料管道尤其是钢增强塑料复合管道在水利管网的支线

上有广泛的应用，新增的水利建设需要大量该类产品。我国农业高度依赖于灌溉，

“三农”问题与水利工程投资关系十分密切。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自然条件恶

劣，再加上农村水利管网不健全，我国农村每年因旱情受灾的面积约 4 亿亩。

而塑料管道对农业的贡献非常突出，塑料管道的出现，避免了农业灌溉中宝贵水

资源的大量流失和浪费。此外，许多低涝地区也需要用塑料管道进行排涝。近年

来农用塑料管道市场用量逐年攀升，农用塑料管道在今后很长的时期中都将是塑

料管道行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

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我国规划到 2020 年基本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农村

安全饮水项目和灌排工程也需要大量的塑料管道。 



5.1.2 应用领域不断拓宽 

在国家节能、环保等政策的引导下，塑料管道以其优良的技术特性，将更广

泛的拓展应用领域，如非开挖施工、网箱养殖、地板采暖、太阳能利用等。 

近年塑料管道被大力推广应用于煤矿中的瓦斯管网，瓦斯管直径比较大，一

般都在 400mm 以上，目前这个领域应用的塑料管道主要是 HDPE 实壁管。我国

埋深 2000m 以上的煤层气资源量达到 31.46×1012m3，是世界第三大煤层气储藏

国，但我国的瓦斯抽出率只有 23%，相比澳大利亚等主要产煤国的 50%抽出率

还有很大差距。随着我国煤层气产业的蓬勃发展，加之我国瓦斯管道的生产标准

将逐渐得到规范，这部分市场也非常巨大。 

5.2 投资风险 

5.2.1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行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聚乙烯（PE）、PVC 树脂等。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8 月原材料占公司同期生产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84.70%、83.15%、

71.62%，原材料价格波动是影响公司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 PE 原料主

要产自石油化工行业，受原料主要产自石油化工行业，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煤炭、石油价格波动较大，PE 价格也随之波动。 

5.2.2 竞争市场加剧风险 

行业拥有了一定的技术和市场，业务发展较为迅速，但公司面临现有竞争者

和即将进入者在产品技术先进性、质量稳定性、市场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多方

面的竞争，存在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此外，受国家节能环保产业政策推动，

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资本进入本行业；同时，大型跨国企业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

技术积累，对于具有较好前景的公司进行战略收购，使得行业集中度增加，市场

竞争进一步加剧。 

5.2.3 市场不规范 

我国塑料管道生产企业数千家，其中部分小企业以“低质、低价”的产品冲

击市场，甚至少数企业采用不合格原料以及填充料降低成本，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