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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塑料化学循环：
5大底层逻辑锁定，黄金时代已至！

这些年，废塑料化学循环行业一直存在争议。作

为深耕这个领域15年的从业者，我们从技术可行性、

经济合理性、政策导向性，以及资源属性变革和全球

战略趋势等多个维度分析后，清楚地看到这个行业未

来必然会有光明的发展前景。这些支撑行业发展的底

层逻辑，不仅是我们多年实践的感悟，更是推动行业

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

行业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

技术迭代构建核心竞争力

废塑料化学循环技术已从早期探索迈向成熟应

用。相较于传统物理回收，化学循环技术能将废塑料

还原为基础化工原料，打破物理回收在材料性能上的

局限，实现塑料废弃物“原级再生”。

从技术原理看，废塑料中聚烯烃类物质高氢含量

(大于14%)是天然优势，这使得废塑料在裂解过程中

能产出更多高价值轻质化学品，而原油氢含量通常更

低，废塑料在原料属性上具备先天优势。

技术成熟度亦体现在产业链贯通上。当下从废塑

料分类收集、预处理，到核心裂解反应及产品精制应

用的全链条，都分别实现工业化稳定运行。科茂与京

博推出的闭环项目，正是产业链贯通的有力佐证。这

种全链条能力的形成，不仅验证了技术可行性，更构

建起行业技术壁垒，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根基。

经济逻辑重构价值链条

废塑料化学循环行业经济价值正经历根本性重

构。传统固废处理中，废塑料焚烧价值约数百元每

吨，经化学循环转化为化学品后价值将倍增，十倍左

右的价值跃升彻底改变其经济属性。这种重构源于三

个环节的经济优势。

原料成本端，废塑料获取成本显著低于原油。原

油价格长期在3 000~4 000元/吨，而生活垃圾分拣的

废塑料成本仅数百元/吨。随着垃圾分类和回收网络

完善，原料成本还有下降空间。废塑料作为“城市矿

山”，循环利用形成的“资源闭环”，使其供应稳定

性和成本可控性远超原油。

加工过程成本优化潜力大。化学循环与传统石化在

原料开采环节差异显著，但液相及气相产物深加工可协

同整合，整体成本差距不大。化学循环技术进步红利尚未

完全释放，随着规模化生产推进，“学习曲线效应”显

现，产能每提升一倍，单位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

产品端价值优势体现在多重维度。化学循环产出

轻质化学品比例更高，且减碳带来的“碳价值”逐步显

现，碳交易完善下每吨产品可获数百元碳收益；欧洲

“绿色溢价”形成示范效应，再生塑料售价高于原生

料，需求持续增长。

因此，化学循环工厂项目投资回报率在固废处理

领域表现突出，甚至超越部分传统石化项目。当经济

逻辑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企业通过商

业运作实现盈利时，行业发展便具备可持续的内生动

力。

政策体系形成双向驱动

政策层面的双向驱动，即正向鼓励与反向约束，

是废塑料化学循环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全球政策导

向正从“可选”转为“必选”，从“软约束”升级为

“硬指标”，彰显各国对循环经济的战略共识。

欧洲政策演进极具示范价值。自2018年起，欧盟

以法律指令设定2030年废塑料55%回收率目标，将化

学循环纳入关键路径，并强制提升包装材料中再生塑

料比例，从2025年15%增至2030年30%，配套严格监

管与处罚。

中国政策体系也在快速完善。2022年多部门发

布规划与规范，既以环保督察倒逼行业升级，又通过

补贴、优惠等支持项目建设。政策“刚性”不断增强，

从指导性转向约束性表述，推动化学循环成为必选路

径。

政策驱动的核心是“外部性内部化”，通过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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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与效益转化为企业经营要素，引导资源合理配

置。这种驱动不仅作用于国内，还通过全球供应链形

成“政策-品牌-供应链”正向循环，拉动行业加速发展。

资源属性重塑行业定位

废塑料化学循环行业本质变革在于对废塑料资源

属性的重新定义，从“垃圾”变为可开采的“固体石油”

和战略性能源资源。这种属性变革基于资源稀缺性、能

源安全和国家战略深层逻辑，使行业定位从传统固废处

置领域，跃升为国家资源安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从资源稀缺性看，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供

应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全球石油储量分布不均，地缘

政治因素影响油价波动，塑料原料依赖原油进口存在

安全隐患。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相当于在城市中建立

“石油替代资源”，据测算，我国每年产生的废塑料约6 

000万t，若全部转化为高价值化学品，可替代超1亿吨

原油，减少20%原油进口依赖，这种“资源替代”战略

价值重要。

大型国央企加速布局印证这一战略判断。中石

油、中石化等能源巨头成立专门化学循环研发团队，

投入巨资建设示范项目，正是基于国家资源战略考

量。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资环等大型环境集团加

入，废塑料化学循环将逐步纳入国家资源保障体系，

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

全球战略创造长期需求

废塑料化学循环行业长期需求增长源于全球绿

色发展趋势，由气候变化、资源危机和国际竞争共同

驱动。从欧洲“绿色溢价”到全球产业链“低碳转

型”，需求端正从“可选偏好”变为“必守规则”，

为行业提供持续拉力。

欧洲“绿色溢价”是典型例证。在欧盟政策推动

下，再生塑料因政策强制与消费偏好形成价格优势，

如欧洲再生PET比原生料每吨高200-300欧元，用于食

品包装的再生PP、PE比原生料价格高一半以上且供不

应求。随着“碳边境调节机制”推进，使用再生材料的

产品将获得成本优势，进一步扩大需求。

欧洲“绿色标准”正演变为国际贸易壁垒，倒逼

跨国公司采用再生材料，形成全球性需求网络。当行

业巨头将再生塑料纳入采购标准，需求传导效应持续

放大。

需求增长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

各国将“低碳转型”作为国家战略，塑料循环利用是重

要一环。联合国《全球塑料公约》若达成，将以法律

约束推动化学循环需求。这一趋势与光伏、电动汽车

等行业相似，当产业契合全球战略时，市场前景具有

确定性。

当下挑战与长期信心

当前废塑料化学循环行业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如短期项目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原料收集体系尚不健

全、部分地区政策执行力度不足、公众认知度有待提

升等。但从底层逻辑出发，这些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

性问题，而非根本性障碍。

从技术迭代历史看，任何颠覆性技术商业化都

需经历过程。化学循环技术正处于成长期初期，随着

产能提升和工艺优化，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是必然趋

势。

从政策演进规律看，重大政策落地需要时间传

导。当前部分地区政策执行不到位问题，将随着“双

碳”目标深入推进和环保督察常态化逐步改善。政策

“滞后效应”意味着机会，提前布局企业将获得先发优

势。

从市场认知转变看，公众对化学循环这一新兴技

术的环保和经济价值尚未广泛认知，但随着成功案例

增多和科普宣传深入，认知偏差将逐步纠正。

底层逻辑强大之处在于能穿越短期周期，指引长

期方向。当看到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优势、经济规律

决定的价值重构、政策体系形成的双向驱动、资源属

性引发的战略升级以及全球趋势创造的长期需求时，

就会明白废塑料化学循环行业发展不是“能不能”的问

题，而是“多快”的问题。

站在当下，或许会为项目审批进度焦虑、为原

料价格波动担忧，但放眼未来十年，这个行业必将迎

来爆发式增长。正如麦肯锡预测，石化领域到2030年

40%以上的利润增长将来自化学循环；科茂化学回收

研究院预测，固废处置领域未来十年50%以上的利润

有望来自化学循环，这是基于底层逻辑的理性判断。

作为行业参与者和建设者，基于底层逻辑的信

心，是穿越周期、赢得未来的强动力。

摘编自“废塑料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