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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地处东南亚，位于中国南部，与中国接壤，

西面与老挝、柬埔寨相邻，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一个

与中国海陆相连的国家 [1]，也是我国联通东南亚地区

的桥梁和纽带。2022 年中越双方签订《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极大的促进了两国政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

廊一圈”框架合作。当前，中越两国在各领域合作持

续加深，中国连续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而伴随着中越经贸往来的快速增长，越南也成为了中

国第六大贸易合作伙伴。作为接近 1 亿人口的东南亚

第三人口大国，越南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的“一带一路”

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条件，也为中国的商品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和稳定的支点，因而越南是中国建设海上丝绸

之路不可缺少的国家 [2]。

1 越南人口、经济、交通等发展情况

越南国土面积 32.9 万 km2，截止 2022 年为 9847 万总

人口和 5400 万的劳动力人口，人口中位数年龄为 30 岁， 

25-54 岁的人口占比高达 45.7%。而且，越南现阶段

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而劳动力生产效率相对较高。

越南官方规定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325-468 万越南盾，

约合人民币 960-1383 元，约为中国月最低工资标准

的一半。在东南亚地区，越南劳动力生产效率相较于

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国家，与中国平均水平比较接 

近。

经济方面，越南自 1986 年开始施行革新开放、

2001 年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之后，国民经济发展迅

速，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

一。2022 年，越南的 GDP 同比增长了 8.02%，经济

复苏形势较为活跃，在东盟国家增速第一，是全球在

COVID-19 疫情影响下为数不多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

国家。伴随着越南政府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全球越

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制造工厂相继登陆越南，越南有

逐步发展成下一个新的世界工厂的趋势 [3]，其中塑料

加工行业及相关产业链也有望在越南形成更大的产业

规模，未来聚烯烃原料需求量将面临快速增长。

交通领域，在港口建设方面，海防市、胡志明市、

巴地 - 头顿省的港口已跻身 2022 年世界货物吞吐量

最大的 50 个港口名单。在公路建设方面，根据广西

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2030 年），计划有 13 条高速

公路与越南边境口岸衔接。截至 2022 年底，已建成 4

条高速公路。2023 年，我国与东盟国际大通道的高速

公路建设力度将持续加大，其中就包括与越南交通互

联互通中国境内段建设以及越南与广西连通的公路越

南境内段建设。在铁路建设方面，双方持续在推进老

街 - 河内 - 海防标准轨铁路规划评审并重点推动就老

街（越南）- 河口（中国）铁路对接方案洽谈。随着

联通两国的国际铁路及公路基础设施的陆续贯通，将

极大的促进两国间的经贸合作。

2 越南国内聚烯烃产业现状

2.1 越南聚烯烃市场容量

受越南政策红利、地缘和劳动力优势，以及塑料

制品生产门槛低、技术壁垒不高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越南国内的塑料制品行业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近十年的年均发展速度约为 17%，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据越南工贸部统计，2021 年该国塑料制品产量约为

1000 万 t，同比增长 24.9%。

聚烯烃树脂作为塑料制品原材料之一，2022 年越

南国内市场总容量 375 万 t，其中聚丙烯（PP）123 万 t，

聚乙烯（PE）252 万 t。受 2022 年俄乌地缘政治冲突

推涨国际原油，2022 年聚烯烃装置开工率仅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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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越南进口聚烯烃（PP+PE）合计 236 万 t，对

国外市场的依赖率达到 63%。

2.2 越南聚烯烃产能

根据越南官方数据，截止 2022 年底，越南国内

聚烯烃总产能 245 万 t，其中聚丙烯（PP）150 万 t，

聚乙烯（PE）95 万 t，其中 LSP 工厂在 2022 年四季

度刚投产。

如表 1 所示。
表 1    越南聚烯烃产能

编号 分类 工厂 产能（万 t）
1

PP

Nghi SoN (NSRP) 30
2 Binh Son (BSR) 15
3 Long Son Petrochemical 45
4 hyosung 60

5
PE

Long Son Petrochemical-
hDPE 45

6 Long Son Petrochemical-
LLDPE 50

合计 245
 数据来源：越南官方网站，整理所得

2.3 越南国内 PP 和 PE 应用细分市场

2.3.1 聚丙烯（PP）应用

越南聚丙烯应用市场主要包括均聚、无规、嵌段

及其他，全年合计总量约 123 万 t。从占比统计，均聚

类消费量达到 73 万 t，占比权重最大，权重 59%；无

规类应用消费量 14 万 t，权重 11%；嵌段类应用消费量 

9 万 t，权重 7%；其他类型消费量 27 万 t，占 22%。

2.3.2 聚乙烯（PE）应用

聚乙烯应用分为线性低密度、低密度、高密度聚

乙烯，合计总量为 252 万 t。从占比统计，线性低密度

消费量 105 万 t，占比权重最大，占 42%；低密度消费 

量 50 万 t，占 20%。高密度消费量 97 万 t，占 38%。

2.4 越南聚丙烯和聚乙烯下游领域分布

2.4.1 聚丙烯（PP）下游领域

在合成树脂领域，聚丙烯主要应用方式包括纤维、

扁丝、BOPP 等，主要加工方式包括注塑、膜、挤出、

涂覆等。在 2022 年，越南国内聚丙烯主要下游领域的

扁丝和均聚注塑年度使用量 69 万 t，权重 56%；薄膜

+BOPP 薄膜年消耗量 12.2 万 t，权重 9.9%；聚丙烯纤

维年消耗量 5.5 万 t，权重 4.5%；三个应用领域共计

86.7 万 t，占聚丙烯总消费量的 70.5%，以上三个应用 

领域原料以通用料拉丝和薄膜为主。无规聚丙烯 2022 年 

消费量 15.5 万 t，权重 12.6%，嵌段聚丙烯 2022 年消

费量 10 万 t，权重 8.1%，总计使用量 25.5 万 t，权重

20.8%，原料以挤出和注塑料为主。

具体见表 2。
表 2   越南聚丙烯（PP）下游应用领域

编号 分类 应用领域 数量（万 t） 权重（%）
1

hoMo

Raffia & iNjEct 69 56
2 BoPP 薄膜 12.2 9.9
3 fiBER  纤维 5.5 4.5
4 其他 0.8 0.7
5

copo

RaNDoM 15.5 12.6
6 BLocK coPo 10 8.1
7 coatiNg 7.2 5.9
8 tERPoLyMER 1.5 1.2
9 PiPE 1.0 0.8

合计 122.7 100
 数据来源：官方数据，整理所得

2.4.2 聚乙烯（PE）下游领域

聚乙烯（PE）下游传统应用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领域，

LLDPE、LDPE、HDPE。在这三个大的分类中，比重

较大的是 LLDPE 薄膜，年使用量 93 万 t，占 36.9%； 

LDPE 薄膜，年使用量 25 万 t，占 9.9%；HDPE 薄膜，

年使用量 48.5 万 t，占 19.2%；HDPE 拉丝和纤维，年

使用量 20.5 万 t，占 8.1%；这四个分领域合计 187 万 t，

占总量的 74.2%。

2.5 越南聚烯烃税率情况

越南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 150 种塑料制品的

关税降为 0，还将 10 个基准税率为 6.5%-14% 的塑料

及其制品的关税均下降至 5%[4]，更是进一步促进了越

南塑料制品的进出口贸易。

3 中国聚烯烃行业情况

3.1 国内聚丙烯和聚乙烯产能及其表观消费量

3.1.1 聚丙烯（PP）产能其表需

自煤制聚烯烃工艺发展成熟以来，加上丙烷脱氢

等其他工艺路线的应用，国内聚丙烯排产能力增长迅

猛。截止到 2022 年底，国内聚丙烯总的排产能力达

3496 万 t，同比增长 280 万 t，涨幅 8.7%。2023 年从建

设规划看，还有 955 万 t 新增产能，截止到 2023 年底

国内聚丙烯总产能将达到历史性的 4451 万 t。近 5 年 

的聚丙烯产能年增长率达到 11%，涨幅大幅度超过

GDP 增速。

2022 年聚丙烯实际生产数量 2965 万 t，同比增长

38 万 t，涨幅 1.3%。而同年聚丙烯表观需求量 3289 万 t， 

同比增长 21 万 t，表观需求量增长率 0.6%。2018-2022 年 

国内聚丙烯表观需求量年复合增长率 8.20%，增长率呈

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其中 2020 年达到 17%，为近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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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点，其次是 2019 年 13%。近五年表观需求量的

年均增速远低于同期产能的年均增幅。

每年我国在聚丙烯方面还存在对一些高端资源依

赖进口的现象，但到 2022 年以后，国内聚丙烯（PP）

的产能已经大于当年国内的聚丙烯需求总量，这一领

域总量上已经出现过剩，行业面临供需平衡向供大于

求转变的态势，从国内市场向国内、国际双重市场发

展刻不容缓 [5]。

3.1.2 聚乙烯（PE）产能其表需

近十年来，国内聚乙烯（PE）生产能力也同样快速 

增长，截止 2022 年底国内聚乙烯总产能达到 2981 万 t， 

同比新增 145 万 t，增幅 5.1%。2023 年从建设规划看，

新增产能还有 500 万 t，到 2023 年底聚乙烯（PE）总

产能将达到历史性的 3481 万 t。近五年的聚乙烯产能

年复合增长率 13%，涨幅同样大幅度超过 GDP 增速。

2022 年聚乙烯（PE）实际排产 2532 万 t，同比

增长 203 万 t，涨幅 8.7%。而同年聚乙烯表观需求量

3806 万 t，同比增长 70 万 t，表需增幅 1.9%。2018-

2022 年近五年聚乙烯（PE）表需增幅分别为 13%、

14%、13%、-3% 和 2%，年均增长 8.0%。表需增长

率呈现先快后慢的特征，其中 2019 年增速 14%，为

近五年最高，其次是 2020 年 13%。近五年聚乙烯表

观需求量的年均增速同样远低于同期聚乙烯产能的年

均增幅。

从进口数据分析，每年国内对高端聚乙烯（PE）

资源还有一定数量比例的进口依赖。但从 2022 年国

内聚乙烯（PE）供应能力看，国内自有产能达到了国

内表需的 78%，较往年也有大幅度升高。就整体而言，

近十年国内聚乙烯（PE）自给率在不断提高是个不争

的事实。

3.2 中国聚烯烃出口情况

随着越来越多国内上游企业产能的迅猛增长，关

注出口也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因而聚烯烃出口数量近

几年在逐年增长 [6]。2022 年中国出口海外聚烯烃总量

199 万 t，同比增长 19 万 t，增幅 11%。其中聚丙烯 

（PP）共 127 万 t，同比接近；PE 共 72 万 t，同比增

加 19 万 t，涨幅 36%。具体见表 3。

2022 年受原料（尤其是国际原油）上涨幅度较大影

响，国内装置生产利润有所下降，部分生产企业降负荷

或停车检修，国内装置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整体平均

开工率 81%。2023 年国内聚烯烃总产能将达到历史性

的 7932 万 t，按去年 81% 同比例开工率计算，2023 年 

预计产量 5835 万 t（其中 2023 年新增 1455 万 t 产能按

50% 产能统计），净进口 1798 万 t 与 2022 年持平，合

计 7633 万 t，比 2022 年国内聚烯烃表需 7095 万 t 多了

538 万 t 需要消化。
表 3   2018-2022 年国内聚烯烃出口量

年份 PP 出口（万 t） PE 出口（万 t）总出口量（万 t）
2018 36 23 59
2019 40 28 68
2020 42 25 67
2021 127 53 180
2022 127 72 199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4 结语

随着 2022 年中越双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发表，中

越两国在各个领域尤其工贸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新契

机。中国聚烯烃产业的快速扩大、产能持续增长，尤

其在聚丙烯（PP）领域，与越南国内聚烯烃产业的高

增长、高需求，形成了有益互补，越南塑料原料市场

较大的发展空间对中国聚烯烃上游企业而言是巨大的

市场机遇。随着中越两国铁路及公路交通领域更多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企业向越南出口塑料原料将

迎来更为便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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