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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英国化工业是其主要的制造业部门，本

文介绍了英国化工业发展现状、发展趋向及行业监管情

况;综述了英国化工业对欧盟有关化工政策的反应;分

析了中英化工业合作及前景;并对进一步扩大中英化工

业合作提出了若干建议。

-、化工业-般

化工业包括以石化基础原材料为加工对象的延伸化

工、煤化工、盐化工、生物化工及精细化工等领域。主

要产品包括有机原料、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纤单体

和聚合物、合成橡胶;合成氨、尿素、磷肥、饵肥;三

酸两碱;橡胶加工及农药、染料、涂料油漆、医药、中

间体、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表面活性剂、水处理

剂及各种助剂、催化剂、无机氧化物和盐类等精细化学

品及化学矿物、化工装备等。

化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与国民经济各

领域及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化工业为工农业生产提供重

要的原料保障，其质量、数量以及价格上的相对稳定，

对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极大地促进和支持

其他工业持续发展;化工业同时肩负着为一国国防工业

生产配套高技术材料的任务，并提供常规战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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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化工业提属现粮、趋向与行业监管

英国化工业发展历史久远，行业自律与政府管理并

重，至今仍在英国经济和制造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英国化工业发展现状

英国贸工部和外交部的资料显示，英国化工业是最

大的制造业部门。在世界范围内，英国是继美国、日

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的世界第六化工生产大

国。目前，英国化工业有4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40多

万，但是英国80%以上的化工企业就业人数不足50人。

英国化工业年总产值达420亿英镑，占英国国内生产总

值的2%以上，占英国制造业增加值的11% 。

世界主要跨国化工公司在英国运营和生产化工产

品，而英国的不少化工企业已经达到跨国公司规模，在

欧洲名列前茅。英国化工产品竞争力很强，在英国化工

业年总产值中有230亿英镑化工品直接出口，占55% 。

(二)英国化工业发展趋向

过去10多年，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竞争日趋

激烈，英国化工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

化工行业进行战略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向专业化和特色化方向发展。英国化工企业通

过兼并、合作、收购等手段调整产品结构。化工业从多

元化发展转向专业化发展，收缩经营范围，放弃弱项，

加强核心产业，使其在某一领域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

强，并开始逐步退出低附加值、污染严重的传统化工领

域。如英国捷利康公司与诺华公司合并成立先正达公

司，成为世界农药工业的巨头。英国化工企业的这种调

整，使其在一些领域垄断性更强。

2、发展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英国通过法拉

第项目( FaradayPartnership )不断加大化工领域的研
究开发投入，以技术创新和领先作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

首要手段，使英国化工技术更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为

适应市场需要和追求高利润，英国-部分化工企业将精

细化工作为发展重点，并将其核心产业向精细化工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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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方向转移。如英国ICI公司将精细化工发展作为重

点。英国在石油化工进入成熟期的同时，大力推进生物

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之进入快速成长

期。

3、大宗化工产品生产逐渐向原料和市场所在地转

移。由于环保压力、运输和劳动力价格等因素，英国的

初级化工产品、大宗石化产品及传统化工产品正在向拥

有广|清市场、原料丰富和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转移。

4、重视可持续发展。化工业不仅是能源消耗大、

废弃物量大的产业，也是技术创新快、发展潜力大的产

业。因此，英国非常重视化工业的节能、环保和安全技

术的开发与应用，向可持续化工业转型，加强研究机构

与生产厂商的联系，逐渐从"末端处理"转变为"生产

全过程控制"。

当然，由于化工业自身的特点，英国化工业发展也

不是一帆风顺，目前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英国公众对化工业与化工产品的不满。这包括

社会与政策两个层面，就社会面而言，化工业在英国的

形象每况愈下，公众除了担心环保和劳动场所安全，更

害怕化工产品无孔不入，造成人身健康的长期危害。政

策面则以欧洲议会所提出的 "REACH" 法案为代表。

如果" REACH"法案贸然实施，将迫使英国化工企业

投资海外，并连带影响使用工业化学品的下游制造业，

这对英国经济特别是英国制造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二是英国化工政策制定者对再生能源过度乐观的期

待。由于2005年英国是G8的主办方，气候变化是英国

政府力推的主要议题，因此英国政府积极制定以再生能

源替代传统能源的政策目标，但对于英国化工业来说，

传统能源是化工企业盈利的主要来源之一，更是化工业

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上游原料来源。

三是英国迫切需要重建化工业形象。当前，英国化

工业遭遇了前所未遇的窘境，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日渐失

去自己的主导地位，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都在显著削弱。

另一方面，英国年轻人很少再把成为化学家作为自己的

理想，使得未来的英国化工业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

(三)英国化工业的监管与扶持

英国化工业的监管与扶持大致分为三个层面，即政

府与行业组织的联合机构、政府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现

分述如下:

1.英国化工革新与发展小组( Chemicals Innovation

andGrovvthTeam , CIGT)

英国化工革新与发展小组由英国化工业和英国贸工

部联合发起，其目的是保持英国化工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和相应的竞争力，并倾听英国化工企业的声音。目前英

国石油公司 (BP) 的拜伦·高( ByronGrote )和巴斯

夫公司 (BASF) 的百瑞·斯提克( BarryStickings )分

别是化工革新与发展小组的主席和副主席。

英国化工革新与发展小组下属四个战略发展工作组

( Strategy DevelopmentGroup) ，即监管与行业信誉

工作组( theRegulation and ReputationGroup )、技巧

与竞争工作组( the Skills and CompetencesGroup )、

创新与技术促进工作组( thel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Pull-ThroughGroup) 和客户与市场工作组

( theCustomers and Markets Group) 。

2、英国贸工部化工业处(the Chemicals Unit, pa内

of Business Relationswithinthe DTI )

英国贸工部化工业处是管理英国化工业的主要政府

部门，其主要职责是维护和确保英国化工业的持续竞争

力。具体有5个方面:

第一，协助寻求英国化工业安全监管与环境保护之

间的恰当平衡点，

第二，协助英国化工企业改善生产质量和市场营销

活动;

第三，协助英国化工企业达到世界级的科技水平，

以及通过实施项目促进化工科技成果的转化;

第四，协助英国化工业扩大积聚效应;

第五，协助英国化工企业寻找国内外商机。

英国贸工部化工业处下属5个科室。分别是:日用

化学品与塑胶加工( Consumer Chemicals andPlastics&

Rubber Processing Sectors) 、创新项目与特定化学品

( InnovationProgrammes& Speciality Chemicals) 、商

用化学品、海内外投资及地区积聚事务

(CommodityChemicals , lnward and Outward

Investment, RegionalClusterissues )、化学品分析与监

管 (Analysis &Reguiation )、化工革新与发展小组

( Chemicalslnnovation & Growth Team) 。

此外，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the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RuralAffairs ,
Defra) 分管英国化工业环境保护方面的事务，如评价

英国化工品对人体和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负责与欧盟

化工品评估政策协调等。

3、英国化工行业协会

英国化工行业协会分工明确，通过介绍会、行业新

闻通讯、政策报道等不同形式为广大会员企业和所在行

业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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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化工业对欧盟 "REACH" 法嚣曲且应

英国是欧盟成员国，欧盟制定的化工业政策对英国

化工业的影响较为直接。由于化工业是典型的资金和技

术密集型行业，化工业的行业政策变动更是牵动了英国

化工业的神经。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咱EACH" 法案。

(一)欧盟 "REACH" 法案的基本内容

2003年5月以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初拟的新化学

品管理体系，简称 "REACH" 法案( Registration.

Evaluation.and Authorization ofChemicals,REACH )一一

即〈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及〈欧盟化

学品政策咨询文件> ，这部法规由欧盟委员会企业总司

和环境总司联合起草，将对约 3万种化学品及其下游产

品进行注册、评估、许可、限制等方面的管理。欧盟将

建立统一的化学品监控管理体系，并于 2012年前完成

所有化学品的管理。该体系对欧盟市场的约 3万种化学

品分别纳入注册(约占 80% )、评估(约占 15% )、

许可(约占 5% )三个管理监控系统。它覆盖面广，检

测严格且费用高。据估计，每一种化学物质的基本单元

试验需花费 8.5万欧元，每吨产品都要有相关的置记和

评测。对目前正在广泛使用和新发明的化学品，只事其

产量或一次进口量超过 1 吨，其生产商或进口商均需向

REACH 中央数据库提交相关信息，否则可能导致生产

商的产品无法在欧盟市场上销售。

(二)英国化工业的反应

欧盟的 "REACH" 法案在征求评议和修改上报欧

洲议会的过程中遇到了英国政府和化工业的不同反响。

1 、英国政府的反应。英国政府对 "REACH" 法案

做出了及时的反应。英国政府表示支持法案的立法精

神，但法案应集中关注于三个方面，即创建一个快速、

有效和可行的化工品监测体系，首先检测对人体健康和

环境最有害的化工产品;为了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把

动物实验维持在最低的必要程度;保护和支持化工业和

下游用户的竞争力。英国政府认为，对 "REACH" 法

案做出必要的修改才能有效实施。英国政府特别关注

"检测手段的复杂性将限制化工业的潜在利益"， "缺

乏早期阶段的监测化工品分类"，以及"大量不需检测

的化工品被纳入检测范围"等内容。

2、英国化工业的反应。英国化工业通过不同途径

表达对 "REACH" 法案的看法，其中英国化工物流分

销协会( BCDTA) 的观点比较集中，主要有·

第一，这个关系到英国化学品未来的战略政策的关

键在于"预防原贝 IJ'\ 必须有可靠的科学依据表明某种

物质是否"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明某种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则要在可能的

情况下"鼓励使用危险性较小的物质来代替"。英国化

工企业、化工服务业和下游化工业对 "REACH" 法案

、主要条款表示欢迎。

第二，化学品管理趋势由加强对化学物质危害的管

理走向加强对环境和人类风险的管理。事实上，随着环

境污染不断加大，对化工企业及化学品的环保要求不断

提高是一种发展趋势。

第二， "REACH" 法案假定大多数化工品对人类

健康和环境有害的立场是错误的。在制造、运输和使用

的诸多环节，绝大多数化工品是安全的。

第四， "REACH" 法案假定化工业没有有效监管

以及化工品没有有效检验其对人类和环境影响的立场也

是错误的。事实上，有关化工业和化工品的大量立法和

规则都巴在执行中。

第五，原有化工检测机构不再证实某种化工品是否

具有危害性，证实化工品无害的经济负担转移到了化工

行业。这将严重损害英国化工业的竞争力，侵蚀创新能

力，并把中小化工企业置于死地。

四、我国化工业嚣属基本植况

化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50多

年的发展，我国巴经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品种大体配

套并基本可以满足国内需要的化学工业体系。包括化学

矿山、化肥、无机化学品、纯碱、氧碱、基本有机原

料、农药、染料、涂料、新领域精细化工、橡胶加工、

新材料等 12个主要行业。 2003年我国化工市场总量达

9702亿元，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为国内第一大

产业。 2004年我国化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增长 18.2% 。主要化工产品中，研酸产量 3994.24 万

吨，增长 1 8.5%; 纯碱产量 1302 .46万吨，增长 14.9%;

烧碱产量 1060.26万吨，增长 12.2%; Z烯产量626.58

万吨，增长 2.4% ;化肥(折 100% )产量4469 .47万

吨，增长 15.2% 。近年来，我国化工业建成了一批具有

先进水平的大型生产装置，一批大型有机原料和精细化

工装置也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建立起了门类比较

完整的科研开发和工程设计队伍，还先后对引进的大型

合成氨、尿素、磷锤、离子膜烧碱等生产中关键技术和

装备进行了消化、吸收与世 IJ新。但是，在国内化工产品

长期供求失衡的状态下，我国化学工业发展以外延扩张

为主，忽视了结构升级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企业规模

小而散、集中度低、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石化产品、有

机化工产品和高档新产品的比重过低，而高消耗、相加

工、低附加值产品的比重高，相当一部分化工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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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仍采用高能耗、高消耗、高污染的原料技术路线;

国有经济比例偏高，国有资产配置分散，影响了整体

素质的提高，科研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不能满足生产

发展的要求，与国际化工科技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

环境保护任务还相当繁重等。

五、中英化工业合作及前'

中英化工业互补性强，英国化工业对华投资力度

较大，中国化工品对英出口保持顺差。中英化工业合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我国海关统计， 2004年我国化工产品出口欧盟

50多亿美元，出口产品为塑料、橡胶、有机或无机化

学原材料、化学中间体等，出口超过1000吨的化学品

有230材料、化学中间体等，出口超过1000吨的化学品

有230多种，超过100吨的有500多种。据英国国家统

计局统计， 2002至2004年英国化工品出口分别达到28.

8亿英镑、 31.5亿英镑和31.9亿英镑。其中， 2003年英

国对华出口 2.89亿英镑，自华进口3.01 亿英镑。英国化

工业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4个方面。一是以炼油和乙烯

为龙头的石油化工、基础原料和合成材料(包括合成

树脂和合成纤维等)大型项目;二是传统优势产品，

如轮胎、染料、涂料和农药的合资项目;三是以中国

市场为目标的新领域精细化工产品和专用化学品;四

是利用中国庞大市场空间和廉价劳动力市场，将部分

产品转移到中国目标市场生产。

英国化工业在华投资对区域和地点的选择主要是:

产品在区域市场的容量或发展潜力大，交通便利，适

于生产和生活，如包括公路、铁路和海运，邻近中心

城市，较好的生活条件;较为合理、完善的基础和配

套设施;较好的人文环境和易于吸引技术、经营管理

人才;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土地， 7,)(, Et!、气价格格每

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等。

关于中英化工业合作前景，我们认为主要受到欧

盟 "REACH" 法案的影响，因为这部法案表面上是一

部规范欧里成员国内部化学品管理的法律，但是在经

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部法律的出台和实施，将直接

影响中英化工业的经济贸易和投资。

首先，对中英化工业合作构成潜在威胁。欧盟

"REACH" 法案-8 实施，我国出口英国及欧盟的化

学品将面临注册、评估、许可等考验，据国内学者估

计，出口成本将增加 5% ，这将大大削弱我国化工企业

的竞争力，减少我国生产企业的利润;英国化学品生

产商或出口企业无疑将昂贵的注册评估费转嫁给消费

者，我国化工企业的进口成本将增加 4% ，同时还将引

起化学品下游企业产品价格上涨。

其次，威胁挑战中蕴藏着中英化工业合作的良机。

事实上，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化工业已经在萎缩，化

工厂外迁亚洲地区的情况无法逆转。欧盟 "REACH"

法案则是使众多英国化工企业在本土生存艰难，转投

中国的关键因素之一。不少英国化工企业认为外迁已

是当务之急，其中尤以中国为外迁主要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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