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力集团 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运营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宋维东

从白手起家到如今年产值将突破5000亿元，恒力集团用25年时间打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传奇，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缩影。 起家于苏南的恒力集团，如今的商业版图扩展至

多个省市。 特别是今年投产的2000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更是让恒力集团实现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运营，助推恒力集团跻身中国企业前50强位置，名列第46位。 同时位

列中国制造业企业第13位。

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全产业链运营模式让恒力集团实现整体产能结构与业务模式升级的质变，并打破了我国芳烃进口依存度高的不利局

面，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化工行业的国际话语权。 未来，公司将聚焦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2000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核心作用，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把恒力集团建成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要做行业最好”

出生于苏州的陈建华14岁便进入丝绸行业，并于1994年接手濒临破产的吴江化纤织造厂，开启了创业征程，并成为改革开放后苏州第一批民营企业家。

彼时，104台丝织机、8台络丝机、35台捻丝机、4台拼丝机是摆在眼前的全部家当。 此后，经过一系列设备升级改造，公司上马了1200锭网络车、喷水织机等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

大幅度提高产能的同时，为日后恒力集团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建华表示，公司的发展原则之一就是“要做就做到行业做好” 。 即便当时公司业务主要是纺织化纤，结构比较单一，但也要将规模做到最大、质量做到最好。

此后，恒力集团持续发力，在纺织领域成立江苏博雅达纺织公司，投资兴建江苏省南北产业转移最大项目恒力（宿迁）工业园，设立江苏德华纺织公司。 恒力集团的喷水、喷气织机

数量达12000台。

随着织造产能扩大，恒力集团没有止步于眼前的辉煌。 公司意识到纺织业迟早要面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挑战，尽可能向利润更加丰厚的上游产业进发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 于是，恒力集团开始进军涤纶聚酯业务领域。

在聚酯新材料领域，恒力集团2002年成立恒力化纤，进入化纤行业。40万吨 /年熔体直纺民用丝生产线项目、20万吨/年超亮光丝项目、20万吨/年涤纶工业丝项目、恒力化纤年产65万

吨纺丝瓶片项目、20万吨/年差别化纤维生产线项目、营口康辉石化两条PBT聚酯工程塑料生产线、年产40万吨差别化涤纶长丝项目、营口康辉石化BOPET生产线等一系列项目先后投

产。 2018年，恒力集团快速推进恒科新材料二期年产135万吨高品质差别化纺织新材料项目。 目前，恒力集团聚酯年产能达到281万吨。

在“要做就做到行业最好”的理念下，恒力的涤纶聚酯业务走差异化、高端化发展路径，同时兼具规模化成本和技术研发领先优势，产品具有“高壁垒、高规格、高溢价”的特点。

一位化工行业人士表示，恒力目前聚酯产能中以FDY为主，产能规模大，且都是以细旦、超细旦的高端产品为主。 同时，恒力是业内少有同时拥有民用丝和工业丝产能的公司，在高

技术研发含量的聚酯领域有深度布局，业务结构更为完善，在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同时，有效平衡了民用丝的盈利周期风险。

打通全产业链

聚酯的主要原材料来自于石油炼化工业。 为了不被上游原材料掣肘，恒力集团开始进军石化产业。

2010年，恒力石化（大连长兴岛）产业园开建，恒力集团正式进军PTA产业。 2012年，该产业园一期PTA项目投产。 2015年，二期PTA生产线一次性投料成功。 至此，恒力石化PTA年产

能达到660万吨，是全球单体最大的PTA工厂之一。

“在什么时代就要做什么事。 ”陈建华说，“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在化纤及聚酯新材料领域领先地位的确立，恒力必须要向上游炼化环节拓展，解决原料卡脖子的问题。 ”

聚酯产业链中，PX-PTA-聚酯是主轴核心。受环保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国内PX产能严重不足，行业供需严重失衡。 2018年上半年，我国PX对外依存度触及60%以上的历史高位，成

为我国聚酯产业链最后缺失的竞争环节。

受此影响，多年来产业链利润大部分流向了日韩、新加坡PX生产商。“国内中下游企业主要给国外PX厂商打工，PX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要改变了。 ”一位行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2014年底，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编制的《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发布，提升乙烯、PX等关键石化基础原材料自给率是本次该方案出台的背景之一。上述方案规划了大连长兴

岛等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同时将部分项目审批权下放至省一级。 巨大的机遇摆在了恒力集团面前。

2015年起，恒力集团向石油炼化领域拓展，打造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当年12月，恒力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开工。 这一项目是恒力集团有史以来建设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的

重大工程。 此外，与炼化项目相关的150万吨/年乙烯项目全面开建，并将于今年四季度投产。

陈建华表示，企业的经营发展要看到宏观市场环境的变化，辩证看待市场的波段变化。 寒冬时，更应该抓住时机修炼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新一轮时机的到来。

如今，成立第25年的恒力集团打造了“原油—芳烃—PTA和乙烯—乙二醇到聚酯（PET）—民用丝及工业丝—纺织”的完整产业链条，成为全球第一家全面打通完整产业链的石化纺

织企业。

资本市场助力

石化行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强度大。而聚酯产业链存在景气轮动周期，率先投产的企业有利于独享产业链红利，并有效抵御来自下游聚酯的周期波动风险。同时，融资能

力关乎项目生死。

恒力石化是恒力集团最重要的子公司，也是恒力集团最重要的资本运作平台。2015年底，恒力石化以108亿元的价格注入大橡塑，实现借壳上市。上市后，恒力石化通过一系列重组，

相关产业链资产逐步注入上市公司，相关资产价格重估，同时显著降低了融资成本。

2017年，恒力石化推出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115亿元购买恒力投资100%股权和恒力炼化100%股权，PTA资产将注入上市公司，其中包括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660万吨 /年PTA生产

装置。 同时，募集不超过115亿元配套资金，用于恒力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

本次重组实施，意味着集团“原油—芳烃—PTA—聚酯—民用丝及工业丝”完整产业链注入上市公司，为恒力石化全面进军上游炼化环节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恒力集团整体架构

重置及恒力石化跨越式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重组实施后，完整的产业链将大大提升恒力石化抵抗市场风险波动的能力及行业引导能力。 ”陈建华说。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恒力2000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是全球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技术工艺最复杂、加工流程最长、业务一体化程度最高、产业配套最齐全的重大石油炼化项

目，也是我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最快建成、最早达产的大型炼化项目。 资本市场成为项目快速实施的助推力量之一。

借助这一项目，恒力石化实现了用2000万吨的原油加工量生产出1400多万吨的化工品，化工品率高达70%，开创了炼化企业生产油品率最低、化工品率最高、高附加值产量最大的先

河。 450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可提高国内芳烃总产量30%，补齐芳烃供应短板，扭转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陈建华表示，该项目是恒力石化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的关键所在，能有效锁定各环节利润。同时，可以保障原料供给，带动下游产业集群式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和盈利

能力。

据悉， 该项目的重要配套项目——— 150万吨/年乙烯项目和250万吨/年PTA-4项目计划10月投料开车。 此外，250万吨/年PTA-5项目、135万吨 /年多功能高品质纺织新材料项目和20

万吨/年高性能车用工业丝技改项目将于明年陆续投产。 到2020年，在建项目全部达产后，恒力石化（大连长兴岛）产业园预计将实现产值3000亿元、利税650亿元。

随着2000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投产及上下游产业链的全面打通，恒力石化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今年上半年，恒力石化实现营收423.33亿元，同比增长60.04%；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21亿元，同比增长113.62%。 仅上半年业绩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盈利水平，同时半年度营收规模与盈利水平均创历史新高。

恒力石化的发展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公司市值于近期突破1100亿元，成为东北地区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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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融资成本持续攀升

四季度料维持高位

□本报记者 王舒嫄

根据研究机构数据，在调控从严的态势下，房企融资成

本呈上升趋势。 四季度房企融资环境依然较紧，融资成本料

保持相对高位。

境外融资规模大增

今年以来，房企境外融资规模激增。 克而瑞研究中心报

告显示，9月，95家典型房企的融资总额为1124.48亿元，环比

上升45.3%，同比上升17.2%。 融资上升主要源于境外债权融

资、永续债以及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上升。其中，境外债权融资

方面，9月融资额为399亿元，环比上升49.1%。

克而瑞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总监房玲表示，三季度房企

融资额环比略有增加， 融资结构维持二季度以来的态势。

三季度房企境内债权融资1653亿元，同比下降6.9% ，环比

下降5.6%；境外债权融资占比较第二季度上升7.2个百分点

至40 .5%，境外债权融资额达1291亿元，同比增长55.1%，环

比增长22.7%。 值得注意的是，三季度房企境外债权融资仍

居高位，相比去年同期和二季度均出现了较大增长。 房玲

表示，在严防资金流向房地产的背景下，四季度房企融资

环境将保持从紧态势。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夏丹表示，9月境外债发行相对活跃，房企四季度融资压力

仍较大。

融资成本继续上行

今年以来房企融资成本持续上行。克而瑞报告显示，9月

房企融资整体成本为6.47%，环比上升0.76个百分点。 其中，

境外债券单月融资成本6.85%，环比下降0.10个百分点。主要

原因是碧桂园发行了一笔78.3亿港元的有抵押可换股债券，

利率为4.5%，拉低了单月整体融资成本。

同时，房企间融资成本分化明显。 同策研究院指出，9月

融资成本最低的为万科，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 （第二期），发

行规模25亿元，融资成本为3.55%。 最高的是泰禾集团子公司

发行2亿美元境外债券，票面利率为11.25%。从同策研究院发

布的三季度融资利率排行看，泰禾集团分别于7月和9月发行

两笔金额分别为4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美元债，融资利率分别

为15%和11.25%，占据三季度排行榜的第一位和第二位。

同策研究院表示，三季度房企融资成本分化依然明

显，利率之间的阶差高达11 . 86% 。 其中，公司债融资利

率最高且发行笔数最多，有三笔美元债融资利率在10%

以上。相比之下，国内发债利率相对较低，部分企业融资

利率可达5%以下，以国企、央企、大型房企为主。 此外，

银行间流通的中期票据融资成本相对稳定，但发行笔数

较少。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最近市场部分房企

的融资难度增大，但大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平稳。 对于中

小房企和高负债率房企而言，预计未来融资难度将加大。

瀚蓝环境

坚定执行“大固废战略”

□本报记者 吴科任

以“沪市公司质量行” 为主题的“我是股东———中小

投资者走进上市公司” 系列活动近日走进瀚蓝环境。 瀚蓝

环境总裁金铎与瀚蓝环境董事会秘书黄春然详细解答了投

资者们关于公司经营现状、规划及业务开展等方面的问题。

金铎表示，公司将深耕南海（公司总部所在地），打造

环境服务和生态建设标杆；到2030年，服务100座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建设。 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定执行“大固废战

略” 的同时，继续寻找合适的并购机会。

四大业务协同发展

作为国内领先的生态环境服务商， 借助并购整合瀚蓝

环境业务领域涵盖固废处理、燃气服务、供水、污水处理四

个板块。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26.67亿元，四个板块占

比分别为41.12%、34.72%、15.79%和5.32%。

瀚蓝环境上市将近19年， 作为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业务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区域走向全国，逐渐成长为攻

守兼备的环保事业大平台。 2000年-2005年，为地方的水

务企业；2006年收购南海环保电厂，切入固废领域；2012年

进入燃气领域；2014年收购创冠中国100%股权，实现固废

业务全国布局。

瀚蓝环境具备提供固废处理全产业链综合服务能力。

目前已在广东、福建、湖北、河北、辽宁、贵州、江西、黑龙江、

山东、安徽、内蒙古、浙江及江苏13个省市共31个城市提供

了固废处理服务。

公司已在佛山南海区及江西省樟树市开展燃气相关业

务。瀚蓝环境表示，将抓住村级工业园升级及陶瓷企业清洁

能源改造的机遇，开拓新用户。 同时，推进南海区加氢站建

设，松岗站和桃园站将在年内建成投产。

公司覆盖供水服务全产业链，包括取水、制水、输水到

终端客户服务。 目前供水设计能力125万立方米/日。 下属

广东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南海监测站检测能力达到七类

共计221个项目，可充分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公司拥有包括污水收集管网维护、 污水处理厂运营管

理全产业链， 拥有约20多个污水处理项目的特许经营权。

瀚蓝环境表示，基于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开发的“厂网一

体化大中控” 管理系统，可大幅提升城镇污水管网和处理

厂的运营水平。供水和燃气供应两项业务业已成熟，业绩增

长平稳，可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有力地支持了固废处理业务

的发展。

拓展大固废成看点

多家券商表示，瀚蓝环境在“大固废” 板块的潜力是公

司未来业绩的最大看点。财报显示，公司固废处理板块的业

绩贡献能力逐年提高，2011年收入只有1.07亿元，收入占比

为14.25%，2018年收入增至17.65亿元，占比增至36.41%。

瀚蓝环境形成了环卫清扫、垃圾分类、垃圾收转运、焚

烧发电、卫生填埋、渗滤液处理、飞灰处理完整的生活垃圾

纵向一体化处理优势，横向布局生活垃圾处理、餐厨垃圾处

理、污泥处理在内的市政垃圾处理、工业垃圾处理、农业垃

圾处理等业务。

公司介绍， 固废处理业务的规模和建设运营水平均位

居全国前列。 具体看，瀚蓝环境拥有4个固废处理环保产业

园、22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3个垃圾填埋场项目、2个

垃圾压缩转运项目、7个餐厨垃圾处理项目、4个污泥处理

项目、3个危废处理项目、4个农业垃圾处理项目等，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处理总规模31500吨/日，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总

库容量1105万立方米，垃圾压缩转运6650吨/日，餐厨垃圾

处理1450吨/日，污泥处理1550吨/日，危废处理19.6万吨/

年，农业垃圾处理125吨/日。

瀚蓝环境6月7日发布公告，与盛运环保签订《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拟承接盛运环保部分垃

圾焚烧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 目前，瀚蓝环境初步确定

承接盛运环保多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特许经营权，

并与各相关地方政府、 盛运环保等多方签署了投资建设协

议，着手推进各项目的建设工作。

国盛证券表示，随着无废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垃圾焚烧

产能投放提速，运营效果主导下低价竞争策略退出，行业盈

利水平提质，固废板块景气度高。 东兴证券测算，2020年，

我国生活垃圾焚烧、 危废行业的运营市场体量分别为400

亿元/年、3000亿元/年。

瀚蓝模式受关注

瀚蓝环境于2006年进入固废行业， 经过10逾年的发

展，成功树立范本———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打造了特

有的瀚蓝模式。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了解到， 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

园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能源核心，配置生活垃圾转运、污

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渗滤液处理、飞灰处理等完整的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各处理环节实现资源共享、资源互换，以

高效协同的方式，实现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循环

利用。 产能方面，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为4500吨/日（含在建

的三厂， 预计近期投入运营）， 餐厨垃圾处理厂为300吨/

日，污泥处理厂为450吨/日，垃圾渗滤液处理车间为1000

吨/日，飞灰处理车间为200吨/日，在建的佛山绿色工业服

务中心（危废处理）为93000吨/年。

据工作人员介绍，垃圾焚烧的热能除了发电，可将余热

通过封闭式管道导入污泥干化处理厂，为污泥脱水，干化后

的污泥残渣则送入垃圾焚烧炉与生活垃圾进行掺烧； 餐厨

垃圾处理厂中，餐馆里收来的潲水，提炼出的生物柴油为转

运车辆提供能量，发酵产生的沼气提纯后发电并网，沼渣则

在处理后导入垃圾焚烧厂和垃圾一起焚烧；垃圾焚烧、餐厨

垃圾处理产生的污水进入垃圾渗滤液处理厂， 通过一系列

处理工艺后作为工业冷却水循环再利用， 处理后的净水还

可以养金鱼和灌溉植物。

工作人员称， 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具备四个特

点：一是追求卓越、打造行业标杆。 该产业园被住建部、生

态环境部等四部委联合发文认定为国际同类设施先进水

平。 二是园区内实现了全信息化运营管理。 如与西门子合

作建设国内首个全数字化垃圾焚烧发电厂，与阿里云合作

开发垃圾焚烧发电厂优化算法项目，首创餐厨垃圾智能收

运管理系统等。 三是国内唯一正在运营的固体废弃物

100%协同化处理产业园。 四是打通了城市固废处理的全

产业链。

瀚蓝模式在节省土地资源、降低处理成本、减少污染物

排放、便利监管等方面的特点突出，具有社会成本最小化的

显著优势。 目前，瀚蓝模式已在顺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

开平市固废综合处置中心和孝感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得到

推广应用。

从“一滴油”到“一匹布”

恒力集团全产业链运营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宋维东

“要做行业最好”

出生于苏州的陈建华14岁便进入丝绸行业， 并于

1994年接手濒临破产的吴江化纤织造厂， 开启了创业征

程，并成为改革开放后苏州第一批民营企业家。

彼时，104台丝织机、8台络丝机、35台捻丝机、4台拼

丝机是摆在眼前的全部家当。 此后，经过一系列设备升级

改造，公司上马了1200锭网络车、喷水织机等具备国际先

进水平的设备，大幅度提高产能的同时，为日后恒力集团

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建华表示，公司的发展原则之一就是“要做就做到

行业最好” 。 即便当时公司业务主要是纺织化纤，结构比

较单一，但也要将规模做到最大、质量做到最好。

此后，恒力集团持续发力，在纺织领域成立江苏博雅

达纺织公司， 投资兴建江苏省南北产业转移最大项目恒

力（宿迁）工业园，设立江苏德华纺织公司。 恒力集团的

喷水、喷气织机数量达12000台。

随着织造产能扩大， 恒力集团没有止步于眼前的辉

煌。 公司意识到纺织业迟早要面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

的挑战， 尽可能向利润更加丰厚的上游产业进发是企业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于是，恒力集团开始进军涤纶聚酯

业务领域。

在聚酯新材料领域， 恒力集团2002年成立恒力化纤，

进入化纤行业。 40万吨/年熔体直纺民用丝生产线项目、20

万吨/年超亮光丝项目、20万吨/年涤纶工业丝项目、 恒力

化纤年产65万吨纺丝瓶片项目、20万吨/年差别化纤维生

产线项目、 营口康辉石化两条PBT聚酯工程塑料生产线、

年产40万吨差别化涤纶长丝项目、 营口康辉石化BOPET

生产线等一系列项目先后投产。 2018年，恒力集团快速推

进恒科新材料二期年产135万吨高品质差别化纺织新材料

项目。 目前，恒力集团聚酯年产能达到281万吨。

在“要做就做到行业最好” 的理念下，恒力的涤纶聚

酯业务走差异化、高端化发展路径，同时兼具规模化成本

和技术研发领先优势，产品具有“高壁垒、高规格、高溢

价” 的特点。

一位化工行业人士表示， 恒力目前聚酯产能中以

FDY为主，产能规模大，且都是以细旦、超细旦的高端产

品为主。 同时，恒力是业内少有同时拥有民用丝和工业丝

产能的公司，在高技术研发含量的聚酯领域有深度布局，

业务结构更为完善，在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的同时，有

效平衡了民用丝的盈利周期风险。

打通全产业链

聚酯的主要原材料来自于石油炼化工业。 为了不被

上游原材料掣肘，恒力集团开始进军石化产业。

2010年，恒力石化（大连长兴岛）产业园开建，恒力集团

正式进军PTA产业。 2012年， 该产业园一期PTA项目投产。

2015年，二期PTA生产线一次性投料成功。 至此，恒力石化

PTA年产能达到660万吨，是全球单体最大的PTA工厂之一。

“在什么时代就要做什么时代的事。” 陈建华说，“随

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壮大， 以及在化纤及聚酯新材料领域

领先地位的确立，恒力必须要向上游炼化环节拓展，解决

原料卡脖子的问题。 ”

聚酯产业链中，PX-PTA-聚酯是主轴核心。 受环保

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国内PX产能严重不足，行业供需

严重失衡。 2018年上半年，我国PX对外依存度触及60%

以上的历史高位， 成为我国聚酯产业链最后缺失的竞争

环节。

受此影响，多年来产业链利润大部分流向了日韩、新

加坡PX生产商。“国内中下游企业主要给国外PX厂商打

工，PX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要改变了。 ” 一位行业人士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2014年底，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编制的《石化

产业规划布局方案》发布，提升乙烯、PX等关键石化基础

原材料自给率是本次该方案出台的背景之一。上述方案规

划了大连长兴岛等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同时将部分项目审

批权下放至省一级。 巨大的机遇摆在了恒力集团面前。

2015年起，恒力集团向石油炼化领域拓展，打造全产

业链运营模式。 当年12月，恒力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

项目开工。 这一项目是恒力集团有史以来建设规模最大、

系统最复杂的重大工程。 此外，与炼化项目相关的150万

吨/年乙烯项目全面开建，并将于今年四季度投产。

陈建华表示， 企业的经营发展要看到宏观市场环境

的变化，辩证看待市场的波段变化。 寒冬时，更应该抓住

时机修炼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新一轮时机的到来。

如今， 成立25年的恒力集团打造了 “原油—芳烃—

PTA和乙烯—乙二醇到聚酯 （PET）—民用丝及工业

丝—纺织” 的完整产业链条，成为全球第一家全面打通完

整产业链的石化纺织企业。

资本市场助力

石化行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强度大。 而聚

酯产业链存在景气轮动周期， 率先投产的企业有利于独

享产业链红利， 并有效抵御来自下游聚酯的周期波动风

险。 同时，融资能力关乎项目生死。

恒力石化是恒力集团最重要的子公司， 也是恒力集

团最重要的资本运作平台。 2015年底，恒力石化以108亿

元的价格注入大橡塑，实现借壳上市。 上市后，恒力石化

通过一系列重组，相关产业链资产逐步注入上市公司，相

关资产价格重估，同时显著降低了融资成本。

2017年，恒力石化推出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115亿

元购买恒力投资100%股权和恒力炼化100%股权，PTA

资产将注入上市公司，其中包括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660

万吨/年PTA生产装置。 同时，募集不超过115亿元配套资

金，用于恒力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

本次重组实施，意味着集团“原油—芳烃—PTA—聚

酯—民用丝及工业丝” 完整产业链注入上市公司，为恒力

石化全面进军上游炼化环节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恒力集

团整体架构重置及恒力石化跨越式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重组实施后，完整的产业链将大大提升恒力石化抵

抗市场风险波动的能力及行业引导能力。 ” 陈建华说。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恒力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

化项目是全球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技术工艺最复杂、加

工流程最长、业务一体化程度最高、产业配套最齐全的重

大石油炼化项目，也是我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最快建成、

最早达产的大型炼化项目。 资本市场成为项目快速实施

的助推力量之一。

借助这一项目， 恒力石化实现了用2000万吨的原油

加工量生产出1400多万吨的化工品，化工品率高达70%，

开创了炼化企业生产油品率最低、化工品率最高、高附加

值产量最大的先河。 450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可提高国

内芳烃总产量30%，补齐芳烃供应短板，扭转长期依赖进

口的局面。

陈建华表示， 该项目是恒力石化打通上下游产业链

的关键所在，能有效锁定各环节利润。 同时，可以保障原

料供给，带动下游产业集群式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抵御

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据悉， 该项目的重要配套项目———150万吨/年乙烯

项目和250万吨/年PTA-4项目计划10月投料开车。 此

外，250万吨/年PTA-5项目、135万吨/年多功能高品质纺

织新材料项目和20万吨/年高性能车用工业丝技改项目

将于明年陆续投产。 到2020年，在建项目全部达产后，恒

力石化（大连长兴岛）产业园预计将实现产值3000亿元、

利税650亿元。

随着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投产及上下游

产业链的全面打通，恒力石化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今年上

半年，恒力石化实现营收423.33亿元，同比增长60.0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21亿元，同比增长

113.62%。 仅上半年业绩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盈利水平，同

时半年度营收规模与盈利水平均创历史新高。

恒力石化的发展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公司市值于

近期突破1100亿元，成为东北地区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从白手起家到如今年产值将突破5000亿元，恒力集团用25年时间打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传奇，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缩

影。起家于苏南的恒力集团，如今的商业版图扩展至多个省市。特别是今年投产的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更是让恒力集团实现

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运营，助推恒力集团跻身中国企业前50强位置，名列第46位。 同时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第13位。

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全产业链运营模式让恒力集团实现整体产能结构与业务模式升级

的质变，并打破了我国芳烃进口依存度高的不利局面，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化工行业的国际话语权。 未来，公司将聚焦高质量发展，充分

发挥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核心作用，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把恒力集团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 高端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