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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混凝土行业作为基本建设相关产业，担负着重要的

历史使命。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

年来，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新政，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高度，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不断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着力治理环境污

染、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环保要求的不断严格，给传统混凝土行业

带来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一形势，上海混凝土行业在 2018 年度中，一方面坚持科技进

步，加强研发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确保上海城市建设需要；一方面努力治

理混凝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废水和噪声对环境的污染，实现清洁生

产、环保生产、绿色生产，体现出了新时代条件下混凝土企业应尽的社会

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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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上海市混凝土行业总体情况 

一、行业的基本现状 

1、混凝土企业 

2018 年，上海市共有 147 家混凝土搅拌站持有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备

案证，与上年度相比减少了 23 家。全年共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 4676.8 万

m3，与上年度 5173.8 万 m3 相比，减产 497 万 m3，下降幅度为 9.6%。 

其中，国有混凝土企业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 2681.1 万 m³ ，市场占有

率 57.3%，较上年增长 4.3 个百分点；合资企业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 21.2

万 m3，市场占有率 0.45%，较上年减少 0.6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生产销售

商品混凝土 1974.5 万 m3，市场占有率 42.2%，较上年减少 3.8 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近年来上海混凝土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占有率正在逐步上升，民

营企业、合资企业市场占有率继续下滑。  

1） 按企业分类 

企业 拌站数 2018 年产量（万 m3） 占全年总量百分比 

国有 46 2681.1 57.3% 

民营 98 1974.5 42.2% 

合资 3 21.2 0.5% 

合计 147 4676.8 100.0% 

2） 按行政区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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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地所属区域 2018 年产量（万 m³） 占全年总量百分比 

宝山 475.1 10.2% 

金山 224.7 4.8% 

松江 314.1 6.7% 

崇明 150.3 3.2% 

杨浦 243.8 5.2% 

徐汇 62.9 1.3% 

青浦 527.1 11.3% 

浦东 1260.6 27.0% 

奉贤 266.8 5.7% 

闵行 674.5 14.4% 

嘉定 476.9 10.2% 

合计 4676.8 100.0% 

3） 各行政区 2018 年与 2017 年同期对比 



 

 

 
4 

 

生产地所属区域 
18 年产量 
（万 m³） 

17 年产量 
（万 m³） 

同期相比 
±% 

宝山 475.1 459.1 3.5% 

金山 224.7 221.2 1.6% 

松江 314.1 315.1 -0.3% 

崇明 150.3 156.1 -3.7% 

杨浦 243.8 260.2 -6.3% 

徐汇 62.9 68.7 -8.5% 

青浦 527.1 579.8 -9.1% 

浦东 1260.6 1391.2 -9.4% 

奉贤 266.8 295.7 -9.8% 

闵行 674.5 833.5 -19.1% 

嘉定 476.9 593.3 -19.6% 

合计 4676.8 5173.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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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9 年—2018 年上海地区混凝土产量及环比 

6056

5675
5360

5598
5830 5867

5479
5268 5174

4677

9.4%

-6.3%
-5.6%

4.4% 4.1%

0.6%

-6.6%

-3.9%

-1.8%

-9.6%

-15.0%

-10.0%

-5.0%

0.0%

5.0%

10.0%

15.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产量 环比



 

 

 
6 

 

5) 按资本性质 

年份 

国有 合资 民营 

个数 
产量 

（万 m3） 

占总

量% 

个

数 

产量 

（万 m3） 

占总

量% 
个数 

产量 

（万 m3） 

占总

量% 

2014 57 2598.26 44.29 6 98.05 1.67 134 3170.62 54.04 

2015 54 2588.42 47.24 5 64.74 1.18 129 2825.73 51.58 

2016 52 2424.61 46.02 4 60.24 1.14 129 2783.40 52.84 

2017 50 2740.57 52.97 3 51.45 0.99 117 2381.77 46.04 

2018 46 2681.11 57.33 3 21.20 0.45 98 1974.51 42.22 

近 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混凝土市场国有资本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合资企业正在趋向退出上海地区市场。当前的环境整治对民营企业冲击很

大，民企个数从 2014 年的 134 家，下降到 2018 年的 98 家，下降了 27%，

市场份额也从 54.04%下降到 42.22%，下降了将近 12 个百分点，而且目前

来看这种趋势还在延续。 

    从近 5 年拌站的平均年产量上分析也能看出这一趋势： 

年份 
国有 民营 

拌站个数 平均年产量（万 m³） 拌站个数 平均年产量（万 m³） 

2014 57 45.58 134 23.66 

2015 54 47.93 129 21.90 

2016 52 46.63 129 21.58 

2017 50 54.81 117 20.36 

2018 46 58.29 98 20.15 

国有拌站逐年呈拌站个数下降而平均年产量递增、民营拌站出现了拌

站个数逐年下降平均年产量同步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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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市 2018 年度商品混凝土 30 强企业 

序号 单位 年产量（万 m³） 

1 材料一分 146.39 

2 嘉罗 133.92 

3 浦阳 117.51 

4 东南 110.11 

5 申昆 93.16 

6 浦升 90.60 

7 龙吴路站 89.05 

8 环港 87.32 

9 宏成 85.59 

10 构一厂 80.06 

11 构四厂 78.44 

12 浦东 77.14 

13 谊建 75.61 

14 浦东分 75.30 

15 解放岛分 73.62 

16 浦通 73.51 

17 军工路 73.10 

18 建工南桥 71.25 

19 闵行站 71.13 

20 建松 68.48 

21 瑞丰 68.18 

22 南航 68.05 

23 构三厂 67.19 

24 构五厂 65.67 

25 瑞东 63.70 

26 同玖 63.63 

27 新龙华 62.85 

28 物浦东 62.02 

29 虹翔 59.48 

30 昊城 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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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区混凝土企业装机容量（m3） 

区域 18 年装机容量 17 年装机容量 装机容量增加 

浦东 173.5 222 -48.5 

奉贤 107.5 124 -16.5 

宝山 102.5 129 -26.5 

嘉定 93.5 109 -15.5 

崇明 82 92 -10 

青浦 79 97 -18 

闵行 79 91 -12 

金山 62 61 1 

松江 55 64 -9 

杨浦 26 38 -12 

徐汇 6 6 0 

总计 866 1033 -167 

 

8）各区混凝土产能利用情况 

区域 
 18 年 

产能利用率 

17 年 

产能利用率 
产能利用率增减 

浦东 72.7% 62.7% 10.0% 

奉贤 24.8% 28.9% -4.1% 

宝山 46.4% 39.9% 6.4% 

嘉定 51.0% 44.4% 6.6% 

崇明 18.3% 17.0% 1.4% 

青浦 66.7% 64.7% 2.0% 

闵行 85.4% 85.3% 0.1% 

金山 36.2% 36.3% 0.0% 

松江 57.1% 49.2% 7.9% 

杨浦 93.8% 68.5% 25.3% 

徐汇 104.8% 114.5% -9.8% 

总计 54.0% 50.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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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混凝土行业每 1 m3 装机容量年产商品混凝土 10 万 m3 的设计产能

测算，2018 年上海全市混凝土企业年产能为 8660 万 m3，实际产量为 4676.8

万 m3，产能利用率为 54%。与上年相比，全市混凝土减少产能 1670 万 m3，

产能利用率提高了 3.9 个百分点。 

9）生产混凝土强度等级 

强度 2018 年 占比 2017 年 占比 

C25 及以下 785.00  16.8% 945.65 17.9% 

C30 1433.20  30.6% 1808.59 34.3% 

C35 1703.13 36.4% 1685.84 32.0% 

C40 526.49 11.3% 576.87 10.9% 

C45 72.38 1.5% 60.59 1.2% 

C50 85.93 1.8% 113.79 2.2% 

C55 17.17 0.4% 17.91 0.3% 

C60 及以上 53.52 1.1% 59.01 1.1% 

合计 4676.82  100.0% 5268.25 100.0% 

    施工所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正在逐步提高，以往使用量最大的 C30 混

凝土已经被 C35 所取代，2018 年中 C35 混凝土产量占比已经超过混凝土总

产量三成，达到了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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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凝土外加剂企业 

2018 年持有上海混凝土外加剂备案证企业共 97 家，较上年减少了 15

家。其中上海地区外加剂企业 51 家，较上年减少了 10 家。截止 2018 年末，

在这 51 家上海外加剂企业中，有 17 家因各种原因已经拆迁或关停，实际

仍在正常经营的为 34 家。 

2018 年上海地区各类混凝土外加剂产品销售总量为 43.64 万吨，较上

年 48.16 万吨减少了 4.52 万吨，降幅达 9.4%。 

1） 上海市外加剂企业 2009-2018 年销量情况（单位：万吨） 

 

2） 2018 年混凝土外加剂各品种销量同比情况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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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干混砂浆企业 

由于近年来上海建筑市场上干混砂浆的需求逐年上升，而干混砂浆的

生产技术含量不高、行业门槛较低，因此 2016 年全市干混砂浆企业出现大

幅度上升，持有备案证的企业达 40 家，产能严重过剩，由此导致 2017 年

起上海干混砂浆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随着商品住宅建设的降温以及装配式建筑的逐步兴起，干混砂浆市场

需求出现了进一步的萎缩，2018 年上海地区干混砂浆销售总量跌至 205.07

万吨，较上年 253.45 万吨减少 48.38 万吨，降幅达 19%，持备案证企业也

从上年的 38 家降至 29 家。 

上海地区 2009-2018 年干混砂浆销量情况（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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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的科技发展 

2018 年以国有企业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

司为代表的混凝土企业进一步加大了在科技进步方面的研发力度和资金投

入，使行业科技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为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结合公司自身

预拌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专业技术特色以及市场发展需求，进行顶层设计，

明确思路，全面启动了公司工程研究院研发机构建设，努力提升公司自主

创新能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问题，为实现公司转型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2018 年，建工材料公司科技研发经费投入达 3 亿元，取得了一系列

的成果：《上海中心大厦》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上海

中心工程关键技术》和《既有公共建筑节能与加固绿色改造技术》分别获

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二等奖。2018 年还完成了《再生骨料混凝

土技术要求》（主编）、《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标准号：DG/TJ 

08-2262-2018）、《高强泵送混凝土生产和施工规程（修订）》等 3 项上海

市地方标准以及《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临时场所建设与技术标准》

（T/SHS000001-018）1 项团体标准。同时，建工材料公司 2018 年申请专利

23 项，其中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2018 年新授权专利 15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申请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

化项目 2 项；成功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和地方标准类和集团

课题 11 项。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的《高精度 UHPC 组合模板与快硬混凝土成套

技术应用》获 2018 年度上海市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一等奖、全国建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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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奖三等奖；《大宗固体废弃物用于绿色建材的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

示范》获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基于改善孔结构提高强

度的复合轻质混凝土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获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 

民营企业在科技进步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上海台界化工有限公

司《氨基酸改性的缓凝型聚羧酸减水剂 TJ-R-05》获得 2018 年度上海市建

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一等奖、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三等奖；上海三瑞高

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第五届“华新奖”新三

板技术创新潜力奖，并获批组建院士专家工作站，《混凝土预制构件用纳

米尺度有机/无机杂化早强剂开发》项目获得上海市建材行业技术革新一等

奖，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二等奖。上海漕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继 2017

年获得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振兴攻关成果奖之后，2018 年《利用脱硫石膏

制备无机保温砂浆》项目通过金山区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验收，获得

了证书。申昆集团《自动化薄膜摊铺设备的研制和应用》获上海市建材行

业技术革新奖二等奖、《一种用于搅拌机减速箱油箱的液位监测系统》等 7

项专利获得了国家实用专利证书、同时还参编了《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技术

标准》（标准号：DG/TJ08-2276-2018）。此外，申昆集团还自主研发了生

产管理软件，实现了标准化管理、一键化生产，提升了企业的管理能级。 

科技的不断进步，促进了行业的不断发展，从而使混凝土行业在上海

城市建设中不断发挥出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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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的社会贡献 

混凝土以其良好的抗压强度、优越的可塑性、优异的耐火性及最具竞

争力的经济性而成为目前世界上用量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建筑材料。不

仅在过去百年世界建筑工程史上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混凝土仍将是各

类建筑工程不可或缺的需求量最大、最为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 

在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混凝土行业作为基本建设最主要的相关产业之一，

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在事关国计民生的上海市重大工程建设中，我们的混凝土企业急工程

所急、想工程所想，克服了原材料供应紧张等多种困难，坚持保质保量保

供应，确保了 2018 年上海市 133 项重大工程的建设。尤其是上海建工材料

工程有限公司为徐家汇中心、上海光源二期、泰和污水处理厂、上海天文

馆、北横通道、轨道交通等 67 项市重大工程供应混凝土 543.7 万方，占公

司上海地区混凝土供应总量 25%；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为轨道交通、竹

园污水处理厂、虹桥商务核心区、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项目、苏州

河段深层排水调蓄管道系统工程、浦江地区保障房等市重大工程项目保证

混凝土供应；申昆集团也承担了虹桥污水厂、吴淞游轮码头以及轨道交通

等市重大工程项目的混凝土供应。无论国有还是民营混凝土企业，在确保

上海重大工程建设供应方面都做到了尽心尽力，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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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业管理和诚信建设 

2018 年协会对受委托的商品混凝土、混凝土外加剂、预拌砂浆三个建

材类产品继续开展企业的备案工作，进展有序，此外，协会还在备案企业

的诚信考核、企业的基础资料完善、干粉砂浆行业管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的工作。 

一、备案情况 

截止到 2018 年末，协会累计完成了 485 次企业的申请（包括首次备案、

到期换证、信息变更、产品注销），其中：首次备案企业 13 家，到期换证

企业 223 家，信息变更 247 次，产品注销 2 家企业。 

到 2018 年末，已发放有效备案证 275 张，其中商品混凝土 148 家，混

凝土外加剂 97 家，预拌砂浆 30 家。备案工作总体开展得顺利、有序，较

好地完成了市住建委和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委托给我协会的备案审核、登

记工作。 

二、行业诚信检查及存档情况 

遵照市住建委对建材企业备案管理的要求，各行业协会应当组织开展

对备案企业的诚信检查。一个备案周期，诚信检查的覆盖面应当达到备案

企业总数 80%，诚信检查结果记入企业诚信档案。2018 年中，协会组织力

量用了将近半年时间，先后对 148 家混凝土企业、30 家干粉砂浆企业、93

家外加剂企业共计 271 家备案企业进行了诚信检查，覆盖面达到备案企业

总数的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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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诚信检查过程中，协会还通过理事会、会刊等途径及时对诚信检查

中发现的备案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好的做法以及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讲

评， 不断促进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检查结束后，协会在建立检查资料纸质档案的同时，还将检查资料全

部保存为电子文档，建立了电脑检索目录，方便了档案材料的查阅，做到

“一企一档”，为备案产品有效期到期换证的审核打好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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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业自律和规范 

行业自律和规范管理是行业协会最重要的治理功能之一。行业自律管

理就是通过行业协会规范行业内企业的竞争行为，促进行业内企业之间信

任关系的建立，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一、及时处理投诉，做到客观公正 

2018 年 5 月，市混凝土行业协会接到社会投诉，反映六家干混砂浆企

业存在不诚信行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协会接到社会投诉后，非常重视，

立即开会讨论，研究处理方案，及时组织专业人员用了二天时间到六家干

混砂浆企业进行现场调查。调查结果是社会投诉有误，所投诉的四家违法

燃煤生产企业都已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完成了清洁能源改造，不存在不

诚信行为；二家没有生产场地的企业，已经租用本市干混砂浆企业富裕场

地进行生产，也不存在不诚信行为。协会及时向六家企业反馈了调查结果。 

二、规范企业行为，促进有序竞争 

针对干混砂浆市场低价竞争、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探讨如何使

干混砂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协会在上年自律公约的基础上，吸收了江浙

地区成功经验，2018 年进一步开展新的探索，努力提高干混砂浆企业生产

和管理水平，规范市场行为，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营造良好氛围，做好备案服务 

为了给网上操作申报感到困难的企业提供帮助，协会开通了专门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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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让这些企业的操作人员带上必要的资料到协会，现场手把手指导操作，

一次性完成申报工作。此外，协会还采用网上远程操作的方法，帮助企业

解决在网上申报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保证了协会的备案工作顺利展开。 

为了让备案企业来协会办理有关手续，享受到家的感觉，协会积极探

索优化工作环境，提出了“三个一”的工作要求：一句你好，让人感到热

情；一杯热茶，让人感到温暖；一声请坐，让人体会到家的感受。 

四、关注市场动态，维护合理价格 

近年来，水泥、砂石等混凝土原材料不仅波动频繁，而且时而幅度还

很大，对混凝土价格影响很大。为了提供合理公允的上海混凝土市场价格，

协会除了根据水泥网上挂牌价外，还确定了一批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上海混

凝土企业，定期采集各类原材料实际采购价格信息和各品种强度等级混凝

土实际销售价，提供给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造价管理部门作为定价

依据，以防止由于原材料价格变动可能带来的恶性价格竞争，维护混凝土

企业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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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业内事件影响分析 

2018 年中，对混凝土行业影响最大的是二件大事：一是全市不断加强

力度的环保整治，二是各地集中禁采河砂引起的砂资源紧缺。在政府有关

部门的帮助和指导下，在全市混凝土行业各单位的重视和努力下， 全行业

妥善应对，保证了全市基本建设的顺利进展。 

一、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努力加强环保建设 

近年来力度不断加强的全市环保整治对混凝土行业的影响十分深切，

2018 年混凝土行业因此减少了 23 家混凝土企业、1 家干混砂浆企业、15

家混凝土外加剂企业。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之一，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目标。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顶层设计

和制度体系建设。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

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这一形势下，混凝土行业各企

业的环保意识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全市混凝土行业的国有领军企业，在

推进预拌混凝土绿色、环保、智能生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表率作用。他们

基于环境友好型理念新建的谊建搅拌站获“2018 年全国预拌混凝土绿色示

范工厂”称号，并为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所认可，形成了混凝土绿色发展的

品牌影响力，起到了引领产业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们还教育员

工从社会责任担当和企业生存角度重视清洁环保，建立日常管理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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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企业环保整体意识和工作水平，将清洁生产融入日常管理的全过程中，

制定了检查标准和考核办法，定期进行评比，积极推进了清洁生产和环保

拌站建设。在 2018 年中，他们还实施环保改造项目 95 项，投入金额达 6300

余万元，为环保建设与清洁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在环保建设方面也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他们通

过增添固定或移动的环保设施，有效控制了粉尘、噪声和污水对环境的影

响。 

上海申昆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林建材有限公司和上海漕源建

材贸易公司、苏州白鲨建材有限公司等混凝土及干粉砂浆企业，以及上海

台界化工有限公司、上海麦斯特建工高科技建筑化工有限公司、浙江五龙

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等外加剂企业在环保建设方面都能够结合企业自身实

际，真抓实干，为行业环保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措施到位防控海砂，质量第一坚守底线 

2017 年下半年起，随着各传统河砂产地环保整治力度的不断加强，出

现了河砂资源普遍紧缺、价格连番上涨，违规海砂乘机流入上海市场的严

峻局面。对此，协会在 2017 年 11 月专门下发严禁使用海砂紧急通知基础

上，进一步将防控海砂内容纳入到 2018 年度诚信检查中，并且在 2018 年 7

月再次下发了《关于加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用砂检测的通知》，还专

门召开了全市一百多家混凝土和干粉砂浆企业参加的治理违规海砂专项工

作会议，要求各相关企业必须配备检测砂氯离子专用设备和专业操作人员、

加强检验批次做到每批用砂检测氯离子含量、建立检测台账做到每批用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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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追溯氯离子检测指标。通过协会的努力和相关企业的重视、配合和支

持，在 2018 年度市安质监部门多次组织对全市混凝土企业建筑用砂专项检

查中，结果全部符合国家标准，未发现使用不合格建筑用砂情况。 

加强质量管控、守住质量底线、确保产品质量，已经成为我们行业的

普遍共识。各企业不仅在专项治理违规使用海砂这一突发事件中经受住了

考验，交出了合格答卷，在日常生产过程中也高度重视把好质量关，质量

意识普遍增强，产品质量普遍得到提升。上海市住建委有关部门掌握的检

测数据显示，2018 年度全市商品混凝土不合格组数逐季减少，绝对数明显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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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〇一九年重点工作 

一、做好本市建材备案工作 

要在市市场管理总站有关部门的积极扶持、指导和帮助下，进一步完

善备案工作的基础管理，加强制度建设，探索动态管理。 

二、组织开展诚信杯评比活动 

通过组织开展诚信杯评比活动，进一步帮助会员单位加强内部管理，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促进行业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三、完善混凝土定价机制 

进一步做好原材料采购价格和混凝土销售价格定点采样工作，加强与

水泥协会、砂石协会的联系与沟通，及时准确掌握各类相关信息，为市造

价管理部门确定预拌混凝土发布价格提供可靠依据。 

四、落实绿色建材评价标识工作 

积极参与绿色建材的标准审定、评价推广、技术交流和认证推荐等工

作，加强推广应用的宣传培训，积极起到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间的协调配

合、技术交流和信息交流等作用。 

上海市混凝土行业协会 

2019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