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需格局向好 144家化工上市公司前三季净利翻倍

●本报记者 刘杨 见习记者 张科维

Wind数据显示，在434家化工上市公司中，296家公司前三季度盈利，占比68.2%。 其中，144家公司净利翻倍，只有28家公司净利亏损。 业内人士表

示，部分省市加强能耗双控工作，导致高能耗化工品供应减量，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四季度化工品价格指数整体有望继续呈上涨趋势。中长

期来看，随着“双碳”政策落实，化工行业供需格局向好，同时部分化工企业切入新能源领域，有望实现转型升级。

九成公司业绩增长

Wind数据显示，在上述434家公司中，406家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正，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854.90亿元；去年同期为392家，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251.03亿元。 中国石化、万华化学、恒力石化、荣盛石化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规模居前。

其中，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国石化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598.92亿元，同比增长154.9%。 其中，第三季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7417.47亿元，同比增长42.79%；归母净利润为207.39亿元，同比下降55.39%。

万华化学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73.18亿元，同比增长117.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5.42亿元，同比增长265.32%；基本每股收益6.22

元。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期产品价格增长及销量增加所致。

在上述434家公司中，144家公司净利翻倍。其中，多氟多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3.07亿元，同比增长85.36%；实现归母净利润7.37亿元，同比增长5316% 。

多氟多在近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表中透露，公司六氟磷酸锂产品目前年产能已达1.5万吨，2021年底预计出货1.3万吨左右。 2022年底计划新增产能4万

吨，届时总产能将达每年5.5万吨，全年产销量计划超过3万吨。 2023年以后的产销量将根据市场及扩产情况逐步提升。 未来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新增产能有

限，而需求增长依旧强劲，公司认为产品市场价格仍会维持高位运行。

细分子领域表现突出

从化工行业的细分领域看，黄磷、草甘膦、钛白粉等领域的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亮眼。

光大证券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中国化工产品价格指数（CCPI）为5917点，较2021年9月初上涨约13.1%。 在所追踪的136种化工品中，

金属硅（昆明）、液氯（江苏）、黄磷（云南）、烧碱（江苏）4个品种的价格9月涨幅超过100%，氟制冷剂R134a、有机硅DMC、醋酐、动力煤、醋酸的价格涨幅超

过50%。

以磷肥龙头企业云天化为例，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6.32亿元，同比增长19.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40亿元，同比增长2583%。

10月25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0月中旬，草甘膦价格为77937.5元/吨，与2021年1月上旬28470元/吨相比，涨幅已接近200%。 受此影响，相关上

市公司三季报业绩亮眼。

主营草甘膦销售业务的和邦生物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0.68亿元，同比增长81.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129.21%。 其中，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9亿元。

东吴证券研报指出，能耗双控政策加速推进，原材料黄磷大幅限产或出现缺货。 预计2021年四季度黄磷产量可能出现大幅限产，成本推动草甘膦价格

持续上行。

今年以来，钛白粉价格一直处于上涨状态。 受此影响，多家钛白粉公司三季报业绩也大超预期。 中核钛白三季报显示，受钛白粉量价齐升所致，公司前

三季度实现营收39.85亿元，同比增长46.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2亿元，同比增长181.37%。 其中，第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3.75亿元，同比增

长27.63%；归母净利润为3.45亿元，同比增长211.16%。

高景气度有望延续

今年以来，多家化工公司进入新能源领域。多氟多最新调研纪要显示，公司在广西南宁开始布局锂电池。公司表示，未来锂电板块将按照有序发展的策

略，扩展产品种类，降低单体成本，提高质量，创造更好的效益。

磷化工企业也开始布局新能源、新材料领域。 10月12日湖北宜化公告称，公司与宁波邦普在湖北省武汉市签署了《关于一体化电池材料配套化工原料

项目合作意向协议》，就建设一体化电池材料配套化工原料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协议，拟与宁波邦普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配套化工原料领域开展合作。

展望后市，华安证券化工首席分析师刘万鹏表示，四季度化工板块依然将是结构性行情。中金公司研报显示，部分省市加强能耗双控工作，将导致高能

耗化工品供应减量，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预计四季度化工品价格指数整体将继续呈现上涨趋势。

在化肥及农药方面，华泰证券研报指出，2021年以来由于全球农产品高价，给予了农资品提价空间，叠加供给不足及成本端推动，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

化肥价格已至近8年高位，农药价格也逐步抬头。第三季度在煤炭、海外天然气的成本推动下，叠加限电、夏季检修导致的开工不振，化肥及农药价格持续走

高，黄磷产业链及下游草甘膦价格创出历史新高，第三季度末化肥价格也上涨至近12年新高。但行业增量有限，且产品盈利高位，华泰证券认为，长期来看，

伴随全球农产品价格回落，行业后续缺乏向上动力。

在钛白粉方面，华安证券研报指出，在钛白粉景气度向上，需求不断提升而新增供给有限的背景下，钛白粉价格不断上涨。 同时，部分钛白粉公司开始

进军新能源领域，生产磷酸铁或磷酸铁锂，实现钛产业链与新能源产业链的耦合。钛白粉公司有望利用副产的废酸、硫酸亚铁等作为磷酸铁的生产原料，大

幅降低生产成本。 随着钛白粉公司加速布局新能源正极材料领域，钛白粉产业链有望迎来价值重估。

工业硅方面，华泰证券研报指出，受到云南限电影响，供应量大幅下滑，导致工业硅、有机硅价格创历史新高，硅铝合金、有机硅下游采购减量。 氟化工

方面，受成本端硫酸、萤石价格推动，叠加江苏、浙江、内蒙古等地能耗双控下的限产影响，氟化工价格将持续回暖。

申万宏源研报指出，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与储能领域需求高速增长，正极材料磷酸铁锂的前驱体磷酸铁的需求随之上升，磷肥及磷化工板块快速兴起；

随着油价和天然气持续上行，氮肥及煤化工行业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碳中和背景下，电石供给长期紧张，氯碱行业景气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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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公司并购潮起

行业集中度料持续提升

●本报记者 王舒嫄

今年以来， 物业公司并购案例

增多。 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截

至11月1日，今年以来物业管理行业

发生并购交易63宗， 并购方涉及33

家物业企业。 专家表示，物业行业并

购热潮将持续， 行业集中度将进一

步提升。

并购交易额已超300亿元

近日， 当代置业旗下物业上市公

司第一服务控股发布公告， 融创服务

拟收购其3.22亿股股份， 占第一服务

全部已发行股本约32.22%。 中指研究

院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 物业管理

行业内发生的并购交易金额约315亿

元，相比2020年全年交易总额大幅增

长约198%。

“房地产行业融资收紧的背景，其

影响也传导至下游物业管理行业。 ”中

指研究院物业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牛

晓娟分析，“一方面，部分房企为缓解流

动性压力选择出售旗下优质物业资产，

引发了物业管理行业的收并购潮；另一

方面，公司账面净现金弹药充足的中小

型上市物业企业也在配合自身发展战

略， 通过收并购快速实现规模扩张，寻

求弯道超车的机会。 ”

业内人士认为， 当前物业并购市

场已进入买方市场， 头部物管公司不

缺好的洽谈项目。

国金证券的一份研报分析，虽然

近期地产政策已边际改善，但经营层

面现金流的好转仍需要一定时间，而

债务偿还具有刚性，部分遭遇现金流

困境的地产公司或仍将出售旗下物

业公司换取现金。四季度将有更多拟

上市和已上市物业公司将成为被并

购标的。 报告预计，物业行业整合已

然加速，今年四季度或是自2018年以

来最好的并购窗口期。

四季度行业整合料加速

业内专家认为， 本轮物业企业收

并购热潮或将持续， 并带动行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升。

中指研究院物业事业部高级分析

师王友煊分析，首先，大型物业企业资

金充沛，足以开展大规模的收并购。其

次， 头部物业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远没

有达到行业天花板。再次，出于战略发

展的需要， 企业扩张不会止步于此，

“今年以来， 物业企业争先提出未来

三五年的规模实现5-10倍的增长目

标， 收并购依旧是企业直接快速获得

交付面积的有效途径。 ”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 截至2021

年6月，47家在港上市物业企业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合计约1330 . 71亿元，

平均值为28. 31亿元。 其中， 近三成

企业的现金储备在平均值以上。 头

部物业企业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依

旧充足， 足以继续支撑高强度的收

并购行动。

经过一系列的收并购活动，行业

集中度将有所提升。 王友煊预计，

2021年行业排名前十的物业企业的

市场份额将由2020年的10%左右提

升至16%左右。 百强企业的市场份额

预计会由2020年的不足50%提升至

50%以上，实现占比过半，行业“马

太效应” 开始显现。

近百家上市公司参与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本报记者 杨洁

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北京举行，共评选出264个项目、10名科技专家

和1个国际组织。这264个获奖项目涵盖基础研究

和技术开发应用全链条， 既对标世界科技前沿，

又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

现，约有93家上市公司（或旗下公司）参与在这

些获奖项目中， 部分公司还包揽了多个获奖项

目，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推广作出贡献。

持续奖励基础研究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64个

项目、10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 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奖46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44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6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8项；国家

科技进步奖157项，特等奖2项，一等奖18项，二等

奖137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介绍，“持续激励基础研究， 成为2020年度国家

科技奖获奖项目的一大亮点。”他表示，国家自然

科学奖评选出一批原创性成果，有些聚焦基础研

究，如数学在现代数论的前沿研究领域取得了重

要突破，“具有界面效应的复合材料细观力学研

究”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也有些瞄准应用基础研

究或民生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如“麻风危害发

生的免疫遗传学机制”研究成果加速了我国消除

麻风危害的进程。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项全部由化学领域

研究成果收入囊中。 平均年龄47.3岁的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包信和团队，原创性地提

出“纳米限域催化” 新概念并成功实践，为催化

过程和催化剂设计走向 “精准” 建立了理论基

础，引领和推动了催化学科的发展。 更为年轻的

复旦大学赵东元团队（平均年龄44.3岁），研究

成果“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的创制和应用”

在国际上率先提出有机-有机自组装软模板合成

介孔材料思想，首次将功能介孔材料从无机骨架

扩展到有机高分子材料，引领了国际介孔材料领

域的发展。

除了基础研究多点开花外，强调成果应用积

淀也是2020年度获奖项目的特点之一。“国家科

学技术奖坚持要求提名成果应用需满三年以上。

一项研究成果的取得， 背后往往是科研工作者

‘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勤奋。” 前述奖励办负责

人表示。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数据显示，

2020年度获奖项目平均研究时间是11.9年。 其

中， 研究时间10-15年的项目数量最多， 占比

38.9%。 比如， 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从

1979年建立以来，深入研究“呼吸疾病发生发展

的流行病学特征、分子机制以及早期干预” 这一

科学问题，对我国呼吸疾病的防控和诊疗做出了

重要贡献，并推动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机制的建设与发展。

解决产业应用需求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2020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264个获奖项目中，有不少项目都处于当

下市场关心的热点技术领域，例如，在炙手可热

的新能源领域就有，上市公司比亚迪股份和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联合完成的 “高性能电动汽车动

力系统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珠海冠宇和哈

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完成的 “高可靠长寿面锂

离子电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国电南自和

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完成的“含高比例新

能源的电力系统需求侧负荷调控关键技术及工

程应用” 项目，均荣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

两个类别的很多获奖项目都侧重技术应用和产

业化，解决了现实产业发展中的技术瓶颈和迫切

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高文研究团

队的 “超高清视频多态基元编解码关键技术项

目” 荣获202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这也

是202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类别中唯

一的一等奖项目。 高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

道：“我们做的超高清视频多态基元编解码关键

技术，是超高清视频产业链的基础核心，贯穿内

容生产、网络传输和终端显示三大环节。 ”

在引领编解码标准技术的同时，该项目发明

技术也成功落地芯片产品。 2019年，海思全球首

发基于AVS3标准的8K-120帧率超高清解码芯

片，引领了新一轮编解码芯片产业升级，推动大

规模系统应用，开创了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全球

领先发展的新局面。 数据显示，该成果已应用到

创维、海信、腾讯等公司产品中，近三年芯片销售

1.9亿片，直接经济效益达71.09亿元，拉动产业规

模近千亿元。

上市公司积极参与

中国证券报记者对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公开名单进行初步统计发现，93家上市公司

（或旗下子公司、研究院）参与了获奖项目的研

发过程， 此外还有天谷生物等新三板挂牌公司。

11月3日晚多家上市公司也通过公告宣布了获奖

喜讯。

东南网架11月3日晚发布公告， 由浙江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院长罗尧治教授领衔、公司为主要

完成单位之一的“现代空间结构体系创新、关键

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该项目研发了刚性、柔性、刚柔性等系列

新型空间结构体系，建立并形成了现代空间结构

分析理论和设计方法，提出了先进制造工艺与施

工工法，研发了试验装备、专业软件与技术标准。

项目成果引领了我国现代空间结构的跨越发展，

促进了现代空间结构建造技术的创新发展，为我

国现代空间结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

了强力的支撑，使我国现代空间结构研究和应用

迈入世界强国行列。

雷科防务11月3日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西安奇维参与完成的“固态存储控制器芯片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该项获奖技术是新一代电脑硬盘、

大数据存储系统的芯片级硬科技， 进一步实现

了系列固态存储产品的国产化， 为我国的信息

安全提供了保障， 目前已经得到了国产化推广

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同行业上市公司联合

进行技术攻关，例如乳业公司蒙牛乳业、光明乳

业、伊利股份联合完成的“奶及奶制品安全控制

与质量提升关键技术” 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纸业三巨头晨鸣纸业、太阳

纸业、华泰纸业则共同研究了“高性能木材化学

浆绿色制备与高值利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

目， 也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体现出龙头公司引领行业进一步高质量转型

发展的责任担当。

Wind数据显示， 在434家化工上

市公司中，296家公司前三季度盈利，

占比68.2%。 其中，144家公司净利翻

倍，只有28家公司净利亏损。业内人士

表示，部分省市加强能耗双控工作，导

致高能耗化工品供应减量， 以及原材

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四季度化

工品价格指数整体有望继续呈上涨趋

势。 中长期来看，随着“双碳” 政策落

实，化工行业供需格局向好，同时部分

化工企业切入新能源领域， 有望实现

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刘杨 见习记者 张科维

九成公司业绩增长

Wind数据显示， 在上述434家公司中，

406家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正， 合计实

现归母净利润2854.90亿元； 去年同期为392

家，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251.03亿元。 中国石

化、万华化学、恒力石化、荣盛石化前三季度归

母净利润规模居前。

其中，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国石化

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598.92亿

元，同比增长154.9%。 其中，第三季度，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为7417.47亿元，同比增长42.79%；

归母净利润为207.39亿元，同比下降55.39%。

万华化学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73.18

亿元，同比增长117.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95.42亿元，同比增长265.32%；

基本每股收益6.22元。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

司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期产品价格增长及

销量增加所致。

在上述434家公司中，144家公司净利翻

倍。 其中，多氟多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3.07

亿元，同比增长85.36%；实现归母净利润7.37

亿元，同比增长5316%。 多氟多在近日披露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表中透露，公司六氟磷酸锂产

品目前年产能已达1.5万吨，2021年底预计出

货1.3万吨左右。 2022年底计划新增产能4万

吨，届时总产能将达每年5.5万吨，全年产销量

计划超过3万吨。未来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新增

产能有限，而需求增长依旧强劲，公司认为产

品市场价格仍会维持高位运行。

细分子领域表现突出

从化工行业的细分领域看， 黄磷、草

甘膦、钛白粉等领域的上市公司业绩表现

亮眼。

光大证券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

季度末， 中国化工产品价格指数 （CCPI）为

5917点，较2021年9月初上涨约13.1%。 在所追

踪的136种化工品中， 金属硅 （昆明）、 液氯

（江苏）、黄磷（云南）、烧碱（江苏）4个品种

的价格9月涨幅超过100%， 氟制冷剂R134a、

有机硅DMC、醋酐、动力煤、醋酸的价格涨幅

超过50%。

以磷肥龙头企业云天化为例，前三季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476.32亿元， 同比增长

19.3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40亿元，同比增长2583%。

10月25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

10月中旬， 草甘膦价格为77937.5元/吨，与

2021年1月上旬28470元/吨相比，涨幅已接近

200%。 受此影响，相关上市公司三季报业绩

亮眼。

主营草甘膦销售业务的和邦生物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 70.68 亿元 ， 同比增长

81.5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129.21%。其中，

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9亿元。

东吴证券研报指出，能耗双控政策加速推

进， 原材料黄磷大幅限产或出现缺货。 预计

2021年四季度黄磷产量可能出现大幅限产，成

本推动草甘膦价格持续上行。

今年以来， 钛白粉价格一直处于上涨状

态。 受此影响，多家钛白粉公司三季报业绩也

大超预期。 中核钛白三季报显示，受钛白粉量

价齐升所致，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39.85亿

元，同比增长46.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02亿元，同比增长181.37%。 其

中，第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3.75亿元，同比增长

27.63%； 归母净利润为3.45亿元， 同比增长

211.16%。

高景气度有望延续

今年以来， 多家化工公司进入新能源领

域。 多氟多最新调研纪要显示，公司在广西南

宁开始布局锂电池。 公司表示，未来锂电板块

将按照有序发展的策略，扩展产品种类，降低

单体成本，提高质量，创造更好的效益。

磷化工企业也开始布局新能源、新材料领

域。 10月12日湖北宜化公告称，公司与宁波邦

普在湖北省武汉市签署了《关于一体化电池材

料配套化工原料项目合作意向协议》， 就建设

一体化电池材料配套化工原料项目达成合作

意向协议，拟与宁波邦普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配

套化工原料领域开展合作。

展望后市，华安证券化工首席分析师刘万

鹏表示， 四季度化工板块依然将是结构性行

情。 中金公司研报显示，部分省市加强能耗双

控工作，将导致高能耗化工品供应减量，以及

原材料价格上涨，预计四季度化工品价格指数

整体将继续呈现上涨趋势。

在化肥及农药方面，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

2021年以来由于全球农产品高价，给予了农资

品提价空间， 叠加供给不足及成本端推动，

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化肥价格已至近8年高

位，农药价格也逐步抬头。 第三季度在煤炭、海

外天然气的成本推动下，叠加限电、夏季检修

导致的开工不振， 化肥及农药价格持续走高，

黄磷产业链及下游草甘膦价格创出历史新高，

第三季度末化肥价格也上涨至近12年新高。但

行业增量有限，且产品盈利高位，华泰证券认

为，长期来看，伴随全球农产品价格回落，行业

后续缺乏向上动力。

在钛白粉方面，华安证券研报指出，在钛

白粉景气度向上，需求不断提升而新增供给有

限的背景下，钛白粉价格不断上涨。同时，部分

钛白粉公司开始进军新能源领域，生产磷酸铁

或磷酸铁锂，实现钛产业链与新能源产业链的

耦合。 钛白粉公司有望利用副产的废酸、硫酸

亚铁等作为磷酸铁的生产原料，大幅降低生产

成本。随着钛白粉公司加速布局新能源正极材

料领域，钛白粉产业链有望迎来价值重估。

工业硅方面，华泰证券研报指出，受到云

南限电影响，供应量大幅下滑，导致工业硅、有

机硅价格创历史新高，硅铝合金、有机硅下游

采购减量。氟化工方面，受成本端硫酸、萤石价

格推动，叠加江苏、浙江、内蒙古等地能耗双控

下的限产影响，氟化工价格将持续回暖。

申万宏源研报指出，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

与储能领域需求高速增长， 正极材料磷酸铁

锂的前驱体磷酸铁的需求随之上升， 磷肥及

磷化工板块快速兴起； 随着油价和天然气持

续上行， 氮肥及煤化工行业盈利能力持续提

升；碳中和背景下，电石供给长期紧张，氯碱

行业景气向好。

供需格局向好 144家化工上市公司前三季净利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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