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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完成换届

本报讯 （记者 陈传武 通

讯员 陈义中）

湖北省化学化工
学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近
日在武汉召开。 大会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等。

武汉工程大学校长王存文当
选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第十一
届理事会理事长， 刘良炎增补为
荣誉理事长，柳华珍继续聘任为
荣誉理事长。

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湖北

省化学化工学会章程》（修订草
案）和《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会费
标准》（修订草案）。

会上， 王存文对学会今后工
作提出了具体思路和建议。 他表
示，学会将与全体会员一道，开拓
创新，主动适应新经济，创造新业
态，开创新局面，助力湖北经济发
展， 努力把湖北化学化工学会建
设成为湖北省的品牌学会，建设
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学会。

湖北省科协学会部副部长梅
林指出， 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要
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按照
新时代对学会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听
党话、跟党走，逐步把学会建设成
为适应国家、 社会以及科技工作
者需要，符合社会团体活动规律，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科技社
团，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
进湖北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与

未

来

共

轨

︱

︱

︱

二

○

一

八

开

年

之

际

寄

语

行

业

︵

四

︶

□

本

报

评

论

员

明日之实、今日之谋。 我们眼界

所及、心力所达的未来图景，决定着

眼下的行持方位。 与未来对标、与未

来接轨，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窥探中国石化业的未来图

景，不能脱离两个大的前提，一为国

家发展，二为世界石化产业演进。

党的十九大对“三步走”“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进行了更精细地标

定， 到 2035 年前后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发展的关键已不

是目标能不能达成，而是速度和节奏

的问题。

至于全球石化业的发展，产业中

心由西向东转移的趋势相当明显。亚

洲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和油气

煤资源，拥有中国、印度两大最具潜

力、最富活力的经济体。 对中国石化

业而言，只要紧紧跟上国家现代化的

进程，稳中求进，就能水到渠成，完成

由石化大国向石化强国的历史性跨

越；如果能勇立潮头，领趋势之先，就

能冲破自身和环境的客观所限，开创

更加光明灿烂的前景。

厘清了前提，我们对中国石化业

的未来就更抱有信心、充满期待。 具

体分析，中国石化业的未来究竟会呈

现什么方向、重点和热点呢？ 对这个

问题，业界人士见仁见智。 于本

报而言，长期观察、研究和思考

行业发展使我们深谙风起于青

萍之末的道理。 我们认为，中国

石化业在 2010 年前后完成基础

积累，开始了由大向强的转型跨

越， 一些趋势性苗头已露端倪。

2012年， 浙江省率先推出化工等

行业整治提升方案；2016年，江苏

大张旗鼓实施“263”专项行动，山

东开展化工企业“打非治违”专项

整治；2017年，一场环保安全风暴

席卷全国。 在政府和政策的有形

之手推动下，行业发展趋势变化

大大提前了、加速了。

趋势之一，传统化工加速集

中和定型。当前，全国各地“去低

端化工”行动坚决，传统化工的

落后产能加速淘汰出局。 同时，

传统化工产业总量控制的政策

天花板，产业集聚和企业马太效

应的市场规律，都推动传统化工

产业加速向优势地区、优势企业

集中。 展望未来，全国将最终出

现 10 个左右石化强省、30 个左

右大型产业聚集区（园区）；每一

个细分领域，依产业规模最终剩

存少则数家、多则数十家的优势

企业，群雄并立，互为制衡又联

袂发展。这个大演变的过程有望

在 10 年之内完成， 届时传统化

工产业将基本定型， 归于平静。

当前的磷肥、纯碱行业，有如未

来的雏形，已经让我们清晰地看

到了这一趋势之演化。

趋势之二，新材料产业将异

军突起。早在上世纪末，比尔·盖

茨就曾预言，先进材料科技将成

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坚力量。现在

回头看，何其有前瞻性。 无论是

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还是节能环

保、高端装备、生物技术等几乎

所有的新兴产业，其实都是以先

进材料科技为支撑的。正因为如

此， 上至国家整体战略规划、下

至相关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都

对新材料产业情有独钟。从世界

范围看，围绕新材料产业的高端

竞技其实早就开场。作为新材料

产业的一大基石，化工新材料产

业能否引领突破，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中国化工产业的未来

和成色， 值得业界为之呕心沥

血。

趋势之三，现代煤化工将大

放异彩。 真正成规模、成体系的

现代煤化工， 放眼当前世界，乃

中国独有。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

现代煤化工已历经超高油价和

超低油价的轮番洗礼， 愈挫弥

坚，更加凸显了产业的旺盛生命

力。 当前，中国现代煤化工发展

正处于升级示范的第二阶段，未

来以能源化工“金三角”为中心，

形成更加完整成熟的产业和配

套体系，宜油则油、宜化则化，前

景璀璨。 现代煤化工，必将成为

继高铁、核电、大飞机等之后中

国又一张高端制造的国家名

片———我们站在这样一个高度

来寄语产业的未来。

把握住大势，积极与未来对

标接轨，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

说：“未来已来。 ”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平时装置闲 雪天就爆单

融雪剂企业呼唤储备机制

本报讯（记者 叶金菊 通讯

员 张勤业）1

月
4

日，全国
23

省
份降雪， 面积超过

400

万平方千
米， 其中鄂豫皖苏等地遭遇大到
暴雪，

12

省份
98

条高速公路分
段封闭或限行。 大雪天气造成融
雪剂需求猛增，因“爆单”而应接
不暇的生产厂家呼吁国家： 尽快
建立储备机制。

目前， 我国融雪剂年产量约
120

万吨，

70%

以上出口； 生产企
业主要集中在山东潍坊莱州湾一
带，产量约占全国

60%

。山东海化
股份公司氯化钙厂、 潍坊创业工
贸有限公司、 潍坊聚瑞化学有限
公司（原潍坊昌大化工有限公司）

等骨干企业的年产量就达
70

多
万吨。

1

月
4

日， 海化氯化钙厂机
器轰鸣，满负荷生产。据该厂副厂
长冯敬之介绍， 氯化钙是融雪剂
的主要原料。 目前融雪剂市场需
求旺盛，企业日产量

500

多吨，订
单已经排到了

2

月份。本来没有为
国内市场预备太多库存，现在突然
来了大量订单，只得加紧生产。

“这场大雪使国内融雪剂订

单一窝蜂地来了， 与国外的订单
交集在一起，忙得不可开交。 ”潍
坊聚瑞化学总经理李国金说。

创业工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司有

3

条生产线，日生产能
力

1500

吨， 平时只开
1

条生产
线， 现在开

3

条仍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一方面是因为融雪剂生产
企业各自为战，摸不清市场需求、

主要用户， 不能有计划地均衡生
产，也不知道库存多少合理。另一
方面是有些地方不提前采购，雪
天临时‘抱佛脚’，造成供需双方
不衔接。 ”这位负责人说。

除了生产，李国金介绍，雪天
的融雪剂运输也是大问题， 加上
订单又多又急， 严重影响及时供
货。

“我们企业融雪剂产品大部
分用于出口，每年出口量近

10

万
吨，订单计划性都非常强，可以有
计划有组织地生产， 并安排专门
的车队运输到港口及时装船。 每
年

8

月份，日本、韩国、俄罗斯以
及北欧等国家和地区就开始招标
采购融雪剂，

8~9

月份是整个国
际市场的高峰期。 但国内融雪剂

订单生产供货基本在
11

月中旬
以后， 许多地方政府是在看到天
气预报之后才开始询价购买，即
便企业能生产出来， 下了雪也运
不出去。”山东海化销售分公司总
经理助理袁彦宏表示， 由于季节
性强， 国内融雪剂没有固定的物
流运输车辆，只能临时雇用车辆。

运输车辆不及时、不够用，有时候
甚至找不到车辆， 无法及时将货

物送出。

为解决上述问题， 多家融雪
剂生产企业呼吁， 国家应建立统
一的政府储备机制， 相关单位提
前采购下单， 给生产和运输环节
留出周转余地。他们说，融雪剂可
以像消防灭火器、 防水沙袋一样
有备无患，且融雪剂便于储存、很
少失效。此外，融雪剂行业也需要
一个统一的行业组织， 摸清市场

规律，帮助行业统筹协调发展。

记者采访了解到， 目前天津
碱厂等部分传统生产企业已不再
生产融雪剂。他们表示，融雪剂属
季节性需求产品，市场不可预知，

同时国家的储备机制也欠缺，生
产量太大有一定风险。

下图为1 月 4 日， 山东海化

氯化钙正在装车发运。

（张勤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