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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相聚在美丽的合肥，召开硫酸协会六届四次

理事会暨2015年硫酸行业年会。今年是“十二五”收关之年，

这次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硫酸行业‘十二五“运行情况，

交流经验，共同分析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行

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研究和探讨

行业发展的方向，明确今后的工作重点，把握新时期行业发展

的新趋势，促进硫酸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主 题

 2014年硫酸行业低位运行

 2014年协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今后的工作重点及建议



• 2014年，行业结束了产能高速发展时期，新增产能明显

减少；主要耗酸行业磷复肥、钛白粉等行业均呈现出了

不同程度的复苏迹象，硫酸价格小幅提升，行业经济效

益较2003年有所好转。但由于产能富裕量大，需求增量

放缓，行业进入了低位运行期。



一、2014年硫酸行业低位运行

（Mt） 总量 磺酸 冶炼酸 矿酸 其它

2014年 92.5 40.4 29.4 21.7 1.0

2013年 86.5 39.7 24.7 21.6 0.5

2014/2013同比 6.9 1.9 19.0 0.6 86.0

2014占比 100.0 43.7 31.8 23.5 1.1

1、冶炼酸产量高速增长，拉动硫酸总产量增长



• 随着一批大型铜冶炼制酸项目能力的逐步释放，冶炼酸产量大

幅增长近20%，占总产量的比例也首次超过了30%。受制于国际

硫磺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冶炼酸的替代作用，硫磺制酸产量仅

增长1.9%，为近年来的新低。受矿产资源的限制，硫铁矿制酸产

量与去年基本持平。



2014年前10名企业硫酸产量合计3032万吨，占硫酸总产量的32.8%，同比提升1.7%。

冶炼烟气制酸前十名企业产量同比大幅提升了25.6%，

总产量前10 磺酸 冶炼酸 矿酸

前10 3032 2153 1704 461

占比 32.8 53.3 57.9 21.3

云南云天化 694 云南云天化 694.0 金川集团 345.0 江西铜业 92.0

铜陵有色 422 贵州开磷 403.6 铜陵有色金属 352.0 铜陵有色 70.0

贵州开磷 404 威顿达州、贵州 173.6 江西铜业 225.0 铜陵化工 73.6

金川集团 345 云南祥丰化工 172.5 山东祥光 153.0 宣城司尔特 51.9

江西铜业 299 湖北新洋丰 145.6 紫金铜业 146.5 广东湛化 48.6



2、硫酸消费增长大于产量增长，硫酸价格持续攀升

增长0.6% 增长1.5%



• 2014年我国硫酸表观消费量9387万吨，同比增长7.1%；

• 其中，化肥用酸量占60.9%，下降1.5%，磷肥用酸量占86.3%，占硫酸

总消费量的52.5%。高浓度磷肥用酸量占到92.8%；

• 工业用酸量占39.1%，增长1.5%，其中：钛白粉、氢氟酸、己内酰胺

等化工产品耗酸量约占工业用酸的75%，其余消费在轻工、纺织、钢

铁、有色金属等行业；

• 得益于下游磷肥行业市场略有转好，2014年硫酸价格从底部持续攀升，

98%商品酸全国均价同比上升70元/吨。

4、硫酸消费增长大于产量增长，硫酸价格持续攀升



3、冶炼酸产能增速高于硫磺酸和矿制酸

硫酸总能力 磺酸 冶炼酸 矿酸

2014年 124.5 57.1 36.5 28.6

2013年 117.9 54.7 33.7 27.5

占比 100 45.8 29.3 23.0

同比 5.6 4.3 8.2 3.8

开工率 75.7 72.3 81.1 77.7



• 2014年硫酸产能增速下降，到年底全国硫酸生产能力约1.24亿吨，

同比增长5.6%，其中硫磺制酸占44%，冶炼烟气制酸占29.3%，硫

铁矿制酸占23%。冶炼酸产能增速最快，同比达到8.2%；硫磺制

酸和硫铁矿制酸产能增速明显放缓，增速分别为4.3%和3.8%。



4、行业整体节能减排水平进一步提高

• 硫磺制酸低温位热能回收技术已全面推广，近百套占硫磺制酸产能的

75%以上。

• 冶炼气制酸和矿制酸的低温位热回收示范装置在金川防城和山东明瑞

建成，运行平稳，产汽量在0.4-0.45吨/吨酸

• 部分企业充分回收利用边角余热，提高余热回收量；

• 2014年106家硫磺制酸企业、174家硫铁矿制酸企业回收中低压蒸汽约

8300万吨，相当于节约标煤11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850万吨。



行业余热回收

热回收 磺酸 矿酸 小计

蒸汽 6008 2297 8305

节煤 819 323 1142

减CO2 2047 808 2855

行业尾气排放二氧化硫明显减少

2014年硫酸全行业约60%以上产能尾气做到达标排放，二氧

化硫排放量约7.2万吨，比2011年减排5.6万吨，排放量下降

43.8%。



5、创新驱动力度加大，效益成果初步体现

• 目前硫铁矿装置大多焙烧含硫45%以上的高品位矿入炉，回收含

铁60%以上的铁烧渣，是矿制酸企业重要的盈利点。

• 钛白粉企业利用以硫磺、硫铁矿掺烧硫酸亚铁的技术，部分解决

了钛白粉产业排出的硫酸亚铁废渣，已成为钛白行业推广清洁生

产技术。



6、2015年硫酸行业运行趋势

• 2015年1-4月硫酸产量2945万吨，同比增长6.7%，主要是山西、福建、

安徽、广西、甘肃、山东冶炼酸在发挥产能；

• 进口硫磺361万吨，同比下降2%，各口岸库存到6月份下降到100万吨

以下，从4月份各口岸价格平稳；

• 全国市场硫酸平均价格300元/吨；

• 1-4月全国磷肥产量602万吨，同比增长9%，净出口104.8万吨；

• 2015年如果没有意外，硫酸行业将在小幅波动中平稳运行。



二、2014年协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1、完善行业信息工作，把握市场脉搏，提升协会影响力

• 目前已建立起一支由企业信息统计人员组成的团队，构建了涵盖多

渠道、不同层次的信息网络。

• 由协会主办的《硫酸磷复肥技术经济信息》、《磷复肥与硫酸信息》

等刊物，“信息专报”、“信息周报”“硫酸行业要报”等内部交

流资料，改版后的“中国磷硫网”、“协会微信平台”，各种信息

为政府研究行业运行趋势、企业分析市场走势提供大量及时信息，

同时也提升了协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认真做好产业政策研究，为企业发展争取良好外部环境

• 2014年协会加强了对行业相关政策研究的力度，重点对硫酸上下

游相关产品如硫磺、硫铁矿及硫酸进出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适时向政府相关部门递交专题报告和建议。

• 如财政部提出的提高硫铁矿进口关税的问题，协会多次向财政部

和国土资源部递交报告，反映行业诉求，主动邀请国土资源部到

企业调研，建议保持硫铁矿目前1%的进口关税税率，该建议已被

采纳，为行业争取到了更加宽松的政策。



3、加强行业技术服务，创新技术服务形式

• 协会历来以技术服务作为为会员服务的重点，搭建技术交流平台，

在技术交流会上推广节能减排先进技术；

• 不断开拓新的技术服务形式，邀请行业内知名专家开展专题技术

培训班，围绕企业如何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展开培训和讨论，，

为企业清洁生产技改出谋划策；

• 协会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合作，为硫酸行业先进技术进

行技术鉴定，帮助技术研发企业改进技术和工艺，为技术的推广

奠定了基础。



4、积极承办政府相关部门委托的工作

• 协会积极承办政府相关部门委托的工作，力求各项工作更加符合行业的实

际，使政府部门制定和发布的各项政策、法规、标准更加“接地气”，更利于

促进行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 连续三年配合工信部、中国石化联合会发布年度硫酸行业能效领跑者标杆

企业名单，树立行业节能标杆，促进行业整体节能水平的提高。

• 协会承担了《硫酸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硫酸行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硫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和《硫酸生产取水定额》等国家标准

的编制工作，通过标准的制修订，推动行业清洁生产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5、开展进口硫酸协调工作，维护我国硫酸行业利益

• 2014年进口硫酸呈现量增价跌的态势，对我国硫酸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硫酸协会积极联系日韩冶炼酸企业进行协调，

• 得到了商务部的大力支持，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专门约谈韩国驻华大使

馆商务参赞，提出我协会提出解决方案，敦促韩国政府积极配合硫酸协会

的协调工作。

• 韩国冶炼酸企业作出承诺：一是2015年初退出福建市场；二是逐步减少进

入山东地区的量；三是10月份开始向协会推荐的磷复肥企业供应硫酸。

• 至此，协会进口酸协调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既保护了我国硫酸企业的利

益，又保障了下游磷复肥企业对进口酸的需求。



6、协会自身队伍不断壮大，管理不断规范化

• 协会是非盈利性组织，承担了大量的行业管理、咨询与服务工作，对协会工作人员的

业务水平要求很高。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是许多行业协会共同面临的一大

难题。硫酸协会在会员单位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开源节流，努力创收，适当提高员

工的待遇，为年轻人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发展平台。

• 目前协会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人才的梯队，培养了年轻骨干，为协会长远发展奠定了人

才基础。

• 同时，对照民政部对社会团体评估的要求，协会逐步规范和完善了各种制度，如公章

管理办法、报销办法、带薪休假制度、固定资产及办公用品管理制度、货币资金管理

制度、请借款制度和薪酬管理制度等，为协会规范化运作创造了条件，为协会长远的

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1、充分认识新时期经济发展及相关行业的新常态

• 硫酸行业是典型的基础化工行业，硫酸行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硫酸行业中除冶炼制酸还有一些项目在建设，磺制酸和矿制酸有另星项目还要

建设，硫酸产能进入缓慢增长期。

• 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未来，作为硫酸行业第一大用

户的磷复肥行业随着磷复肥产品结构的改革，化肥对硫酸的需求将呈现微增长。

• 钛白粉、已内酰胺、饲钙等耗酸量大产品一方面面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端

产品在发展，对硫酸的需求尚有上升空间。

• 未来GDP的增速对于对硫酸行业是极大的利好，工业用酸量将随着GDP有一定

的增长。



2、充分认识新常态下行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在新常态下，硫酸行业重点发展方向：

一是严格控制新增产能，优先利用冶炼酸，充分利用有色金属选矿副产硫

精砂，利用高品位硫铁矿，增加高品位铁矿渣的利用。

二是应对工业新产品的需要，开拓硫酸延伸产业链。满足各行业对硫酸的

需求；

三是加大研发力度，发展高端精制硫酸产品，实现精制硫酸自给；

四是严守能耗环保红线，促进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

五是促进硫酸上下游产业结合，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今后的工作重点及建议

1、加强行业运行监测和行业信息服务。

2、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促进行业清洁生产。

3、加强行业研究，编写硫酸行业“十三五”发展思路。

4、继续开展进口酸协调工作。

5、继续承担硫酸行业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树立行业清洁生产标杆。

6、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完善协会内部制度建设，努力建设成“行业离不开、政府靠得

住、企业信得过”的行业协会。积极做好民政部社团评估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今年

通过评估。



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严控新增产能，优先利用冶炼酸、有色金属选矿副产硫精砂；

二是延伸产业链，开拓新的市场和需求。

三是严守能耗环保红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四是充分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提高硫酸行业的工程设计水平

五是研发、创新新材料，改进硫酸行业的新设备，提高我国硫酸

装置的总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