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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投产时间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效益

聚碳酸酯共混改性（一期）项目-高新材料车

间

2022年1月 10,180.72 12,840.33 -2,659.61

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醇联合装置 2020年11月 234,429.44 210,159.31 24,270.13

12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置 2019年10月 78,689.66 60,401.34 18,288.32

13万吨/年聚碳酸酯装置 2018年5月 185,866.29 180,153.38 5,712.90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2015年9月 79,831.98 61,278.17 18,553.81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 2012年9月 168,497.94 151,770.30 16,727.63

合计 - 757,496.03 676,602.84 80,893.19

（3）2021年度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投产时间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效益

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醇联合装置 2020年11月 209,993.18 182,370.01 27,623.17

12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置 2019年10月 123,836.46 54,007.46 69,829.00

13万吨/年聚碳酸酯装置 2018年5月 300,856.58 192,048.31 108,808.28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2015年9月 128,499.75 56,041.21 72,458.54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 2012年9月 170,501.60 148,183.32 22,318.28

合计 - 933,687.57 632,650.30 301,037.27

以上数据显示，虽然公司产能利用率一直维持在稳定水平，产销率也达100%，但受整体市场环境、供

需关系等波动的影响，公司近三年来效益水平逐年降低。 公司效益水平的降低一方面是由于原料价格的

变动，如纯苯、丙烯、碳酸二甲酯等，这些原料的价格与石油天然气市场和煤炭市场的形势息息相关，是影

响产业链成本的最主要因素，而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作为各种工业的基础原料，必然受到宏观经济周期和

供需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司对于产品销售定价主要取决于市场价格，同时考虑自身产品库存、上游

原材料价格走势和下游客户需求变化等信息作为辅助定价影响。

因此，公司产品效益的波动主要系产品售价和原料成本单价随宏观经济周期和供需关系的波动变化

所致。 尽管公司近三年效益下滑，公司总体毛利仍为正数，产品销售仍给公司带来净利润。

3、同行业对比

（1）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比较

经查阅公开信息，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鲁西化工（000830.SZ）和万华化学（600309.SH）均披露了

聚碳酸酯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2023年 2022年度 2021年

产能利用率 产销率 产能利用率 产销率 产能利用率 产销率

鲁西化工（注） 83.47% 93.31% 48.23% 99.45% 45.92% 102.55%

万华化学 76.00% 96.36% 79.00% 96.94% 75.00% 96.20%

本公司 109.60% 99.97% 95.00% 99.24% 106.89% 101.45%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等公开披露信息。

注：由于公开披露信息有限，鲁西化工2023年度聚碳酸酯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数据系根据其

2023年1-3月数据简单年化得出。

上表中数据显示可比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均低于公司，而产销量基本达到平衡。

（2）项目效益比较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鲁西化工（000830.SZ）和万华化学（600309.SH）的毛利率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2023年毛利率 2022年毛利率 2021年毛利率

鲁西化工 13.44% 20.02% 30.42%

万华化学 16.79% 16.57% 26.26%

公司 3.28% 10.32% 31.01%

由于化工行业周期影响，2021-2023年，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均呈显著下滑，毛利率变化趋

势具备可比性。

（二）结合分产品的市场需求、市场容量及产能供应变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参与者扩产计划、

市场占有率等，说明上市以来公司大额资产支出的必要性，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并充分提示

自2021年9月上市以来，公司大额资产支出主要涉及项目包括：

序

号

项目名称 涉及产品及产能 投资预算

截至2023年末累计投

入（注）

备注

1

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20万

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

60万吨/年丙烯；

20万吨/年聚丙烯

43.77亿元 33.96亿元

首发上市募投

项目

2

10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酯

项目

10万吨/年碳酸二甲酯 5.38亿元 6.98亿元

首发上市募投

项目

3

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

丙烷项目

30万吨/年环氧丙烷 35.30亿元 22.42亿元 -

4

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

剂项目

25万吨/年电解液溶剂，包括

碳酸二甲酯、碳酸二乙酯、碳

酸甲乙酯等

21.60亿元 14.33亿元 -

注：数据为在建工程累计投入金额，不含截至期末的已预付但未转入在建工程的工程、设备等款项。

上市后新建项目与公司上市前已建成项目的产业链协同关系如下：

如上图所示，公司上市后，秉持“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的产业链设计和项目开发原则，以核心业务

聚碳酸酯产业链为锚点，向上游原材端丙烯和碳酸二甲酯延伸，同时在新增的丙烯产能基础上，衍生构建

聚丙烯和环氧丙烷-电解液溶剂等装置，既完善了公司在高分子材料领域的产线门类，同时开辟锂电池电

解液溶剂新链条，最终形成新材料、新能源双链协同互补、齐头并进的发展状态。因此，公司上市后的项目

建设具备符合公司自身产业链布局特点，有助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水平，具备投资建设的必

要性。

关于上述项目的具体分析如下：

1、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

“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为公司首发上市募投项目之一。 该项目原计

划建设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及40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设计年产60万吨丙烯和40万吨聚丙烯； 上市

后，公司结合自身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于2023年3月1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将40

万吨/年聚丙烯产能变更为20万吨/年。

截至2023年末，该项目已累计投入33.96亿元。 公司对该项目投资必要性在于：

（1）按照首发上市招股文件中公开披露的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满足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管规

定；

（2）向前端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原料保障。 公司已建成的酚酮装置和在建的环氧丙烷和聚丙烯装置

均以丙烯为原材料，因此，通过建设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对应60万吨/年丙烯产能），公司可基本满

足自身苯酚、环氧丙烷和聚丙烯装置原料的自主供应商需求，从而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供应稳定性，提

高原料保障。

（3）进入通用塑料领域，进一步拓展产品布局。本项目建设前，公司拥有13万吨/年聚碳酸酯产能，为

国内聚碳酸酯行业主要供货商之一。聚碳酸酯作为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热塑性工程塑料，在电子电器、汽

车、板材、薄膜、光学等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而聚丙烯则属于五大通用性塑料之一，在包装用品、生

活家居、电子电器、汽车工业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因此，随着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的投产，公司将

得以填补在通用塑料领域的产品空白，实现通用塑料和工程塑料齐头并进，充分发挥公司全产业链一体

化发展的协同优势。

关于聚丙烯产品的市场分析如下：

1）市场供需情况

如前文所述，聚丙烯属五大通用性塑料之一，在工农业生产和日常家居消费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常见

的与日常生活中相关的下游场景举例包括：

产品 常见应用场景

聚丙烯

1、包装膜类：主要用于BOPP膜，进一步用在物流包装胶粘带、食品和香烟包装薄膜、捆扎材料等；

2、家居塑料制品：常见的家居塑料生活用品多数均为聚丙烯所制，如盆、桶、家具、过滤器等厨房用

具，调味品容器、点心盒等桌上用品，洗澡盆、水桶、椅子、书架和玩具等；

3、纤维制品：包括衣物、尿布、非织品、编织袋、农用袋、线绳、铺地织物等；

4、家用电器：电冰箱部件、电风扇电动机罩、洗衣机槽桶、理发用吹风机部件、卷发器、电视机后盖、电

唱机及收录机外壳等；

5、汽车零部件：汽车保险杠、轮壳的外罩、仪表盘、方向盘、电池外壳等。

基于广泛的产品应用场景，受益于国内制造业、农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应用领域拓宽，作为通用塑料的

聚丙烯近年来的需求持续增长。根据百川盈孚、WIND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聚丙烯表观消费量3,571万

吨，近六年CAGR达6.29%，具体如下：

2017-2023年度国内聚丙烯表观消费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

供给方面，国内聚丙烯生产厂商数量较多，呈现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伴随着聚丙烯需求量的持续增

长，聚丙烯供应端亦呈现扩张态势。根据百川盈孚、隆众资讯等机构统计，至2023年末，国内聚丙烯产能已

达4,101万吨/年，较2017年基本翻倍；产量约为3,234万吨/年，行业整体开工率近80%。

面对国内产量的不足，近年来国内聚丙烯仍存在进口依赖，至2023年进口量412万吨/年，进口依存度

超过10%，具体如下：

2017-2023年度国内聚丙烯进出口情况及进口依存度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百川盈孚

如上表所示，自2020年起，随着国内聚丙烯产能规模的持续攀升，聚丙烯产品进口量和进口依存度持

续下滑；与此同时，为寻求更有利的竞争环境、开辟国际市场，国内聚丙烯企业积极寻求海外业务机会，努

力打通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制造业中心的产品出海路线，自2021年起国内聚丙烯产品出口量已迈入全新

台阶。

2）行业未来走势分析

在需求方面，聚丙烯作为五大通用塑料之一，在工农业多个领域具有广泛应用，是诸多社会终端消费

品生产过程中的必备材料，包括电子电器、日常家居用品、包装耗材、新能源汽车等，因此聚丙烯下游市场

总体规模和居民消费水平息息相关。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国内自主聚丙烯生产技术进一步

突破，聚丙烯的应用领域将不断拓展，同时新能源汽车等聚丙烯新兴消费场景蓬勃发展，均对聚丙烯消费

量起到带动作用；同时，结合2024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2024以来年国民经济继续恢复，开局总体

平稳，预计家居用品、包装耗材等与宏观经济和居民消费基本面密切相关的聚丙烯传统应用领域将继续

维持平稳增长，为聚丙烯总体下游需求提供了坚实支撑。

同时，为提振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国家多次释放强有力政策信号。202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将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在消费品领域积

极开展汽车、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形成更新换代规模效应，旨在撬动巨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为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奠定

了积极的执政基调，并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列为2024年政府工作的十项任务

之一；2024年3月27日，商务部等14部门关于印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从发挥财税政策引

导作用、鼓励出台惠民举措、完善废旧家电回收网络、加大多元化主体培育力度、强化家电标准引领与支

撑、全面提升售后服务水平、发展二手商品流通等角度积极推动家电以旧换新和家装厨卫“焕新” 。

而在供给方面，面对持续增长的下游市场需求，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诸多企业选择持续进行规

模化的产能布局，以规模效应打造成本优势，巩固市场份额，积极抢占新增市场容量和行业话语权，由此

带来未来国内聚丙烯产能的持续扩张，并将在2024-2025年迎来新增产能投产高峰期，供应侧压力加大，

行业竞争态势将进一步加剧。

2024-2027年预测中国聚丙烯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类别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产能 5,256 5,836 6,254 6,454

产量 3,749 4,126 4,456 4,664

进口量 348 301 252 225

出口量 216 267 312 336

表观消费量 3,880 4,160 4,397 4,554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如上表下所示，根据隆众资讯预测，2024-2027年，国内聚丙烯产量和表观消费量增长趋势相当，其

中，2024-2025年将迎来新增产能的集中投放，2026年起随着市场供需格局的变化， 产能增速将逐渐放

缓，且不排除后入厂商因市场竞争加剧而延迟投产计划或放弃项目建设。

总体而言，未来3-5年内，我国聚丙烯行业预计将持续维持紧平衡的行业竞争格局，出现长期且显著

的产能过剩情形的概率较低。

公司聚丙烯装置设计产能为20万吨/年，相较于市场总体产能规模，公司聚丙烯装置对于行业供给侧

的影响较小，具有需求腾挪空间和业务机会，因此不存在因公司建设该项目而导致行业竞争明显加剧、供

需失衡的情形。

综上所述，“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 建设，既是遵守首发上市招股文件

中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监管要求，亦可完善公司自身产业链条，拓展产品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有机高

分子材料领域的综合竞争实力，且项目具有一定盈利空间，项目建设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2、10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酯项目

“10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酯项目”同样为公司首发上市募投项目之一。 截至2023年末，该项目已累

计投入6.98亿元。 公司对该项目投资必要性在于：

（1）同项目1一致，按照首发上市招股文件中公开披露的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满足关于募集资金

使用的监管规定；

（2）其次，该项目所产碳酸二甲酯（DMC）可作为公司主要产品聚碳酸酯（PC）原材料，实现公司核

心业务之一聚碳酸酯产业链的补链、强链。 公司建有13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所需原材料分别

为双酚A和DMC；首发上市前，公司已建成24万吨/年双酚A生产能力，而随着本项目的投产，公司可满足

聚碳酸酯装置对DMC的需求，从而实现PC原材料的自主供应，解决原材料瓶颈。

（3）此外，在满足PC原料需求的基础上，本项目可富余约5万吨/年DMC产量，可进一步增加公司的

收入和利润厚度。 DMC是一种低毒，安全，环保的绿色有机溶剂和化学中间体，由于其具有优良的导电

性、高电介质常数、较高的电化学稳定性以及低黏度等特性，可以作为电池电解液的主要溶剂，目前已大

量应用于锂电池行业。

关于锂电池电解液溶剂行业分析，请见项目4“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处。

3、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

“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为公司上市后新建的主要投资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35.30

亿元，以丙烯和双氧水为主要原材料，采用直接氧化法工艺生产环氧丙烷，装置设计产能30万吨/年。

截至2023年末，该项目已投资22.42亿元，目前处于投产准备阶段，预计将于2024年下半年建成投产。

公司对该项目投资必要性如下：

基于60万吨/年丙烯产能（即项目1），公司投资建设“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 可进一

步提升原料丙烯附加值，同时为公司在建的“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 提供必要原材料，因此

该项目在公司产业布局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于公司而言项目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环氧丙烷的市场分析如下：

1）市场供需情况

环氧丙烷，又名氧化丙烯，是非常重要的有机化合物原料，是仅次于聚丙烯和丙烯腈的第三大丙烯类

衍生物，下游需求集中在聚氨酯及化工板块，主要消费集中在聚醚、丙二醇和醇醚，此外还有碳酸二甲酯

（DMC）、异丙醇胺、纤维素、非离子多元醇表面活性剂等，终端则延伸到汽车、家具、家电、高铁、建筑保

温以及日化等贴合民生类项目中。

2023年环氧丙烷下游消费占比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环氧丙烷下游行业较多，但从行业下游消费结构来看，聚醚多元醇长期为环氧丙烷的单一最大应用领域。

聚醚多元醇作为化工原料，最主要用途为用来生产聚氨酯（PU）泡沫塑料。 其中，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具

有显著的缓冲功能，且通常具有密度低、透气、吸音、保温、回弹性好等特点，广泛用于软体家居、鞋服生

产、汽车零配件、防水涂料、塑胶跑道等；硬质聚氨酯泡沫材料具有绝热效果好、重量轻、比强度大、施工方

便等优良特性，同时还具有隔音、防震、电绝缘、耐热、耐寒、耐溶剂等特点，广泛用于冷冻冷藏设备的箱体

绝热、工业储罐及管道保温材料等。 因此，结合上述产业链递进关系，居民消费景气度，尤其是在家居、鞋

服、家电领域的整体消费水平将成为推动环氧丙烷市场容量增长的本质动因。

根据百川盈孚统计，2017年以来，国内环氧丙烷消费量持续增长，由251万吨达到2023年的449万吨，

复合增长率达到10%，具体如下：

2017-2023年度国内环氧丙烷表观消费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

供给方面，环氧丙烷生产工艺主要分为氯醇法（CHPO）、共氧化法（PO/SM或PO/TBA-MTBE）

和直接氧化法（HPPO），各工艺的基本情况对比如下：

工艺 原料 优点 缺点

氯醇法 丙烯、氯气

工艺成熟、 转化率高、

投资成本低、生产过程

相对安全

产生含氯 “三废” ，治

理难度大

共氧化法

异丁烷共氧化法 异丁烷、丙烯

环境污染小、副产物经

济价值较高

工艺路线较长、原料品

种多、投资成本较高

乙苯共氧化法 乙苯共、丙烯

直接氧化法

双氧水直接氧化法

丙烯、双氧水、甲醇水

溶液

环境污染较小、工艺流

程简单、回收率高

需配套建设双氧水/异

丙苯等原材料装置

异丙苯直接氧化法 异丙苯、丙烯

其中，氯醇法因其工艺技术相对成熟，生产过程相对安全，所需投资较小等有点，历史上长期为国内

环氧丙烷产能的主要工艺。但氯醇法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氯化物的废水和废渣，极难处理，环境污

染严重。同时，氯醇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次氯酸对生产设备具有较大的腐蚀性。传统的氯醇法生产工艺环

保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不再适应环氧丙烷行业发展的趋势。 早在2011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已经将氯醇法生产环氧丙烷列入限制类，现有装置也正逐步退出。

随着直接氧化法、共氧化法等工艺的日趋成熟，近年来我国环氧丙烷产能和产量均处于快速扩张局

面。根据百川盈孚、中国化工报等机构和媒体统计，至2023年末，国内环氧丙烷产能已达622万吨/年，其中

约1/4为氯醇法；2023年产量约为415万吨，行业整体开工率约67%。

2017-2023年度国内环氧丙烷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百川盈孚

进出口方面，因传统氯醇法工艺背后的环保和能耗问题，我国自2007年12月以来均禁止环氧丙烷的

出口，直至2015年底政策才有所松动，自2015年11月10日起，国家允许直接氧化法（HPPO工艺）生产的

环氧丙烷出口。 但由于国内环氧丙烷长期存在供给缺口，故环氧丙烷产品出海节奏较慢，具体如下：

2017-2023年度国内环氧丙烷进出口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2）行业未来走势分析

近年来，随着直接氧化法技术的日臻成熟以及国家多项政策文件的明确支出，面对着国内环氧丙烷

的产能缺口， 国内多家化工企业积极筹备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建设，2024-2025年国内将迎来

HPPO环氧丙烷装置的密集投产，据不完全统计，除公司30万吨/年装置外，中化国际、烟台万华、中化学

天辰、民祥化工等逾百万吨产能将于2024年建成，而根据中国化工报，截至2025年，我国预计将新增约

380万吨的环氧丙烷清洁工艺产能。

需求端，如前文所述，目前环氧丙烷终端需求以软体家居用品、鞋服为主，该等作为国民传统的日常

消费领域，预计将跟随国民经济总体水平而平稳增长，难以迎来爆发式需求。 而在其他应用领域，环氧丙

烷为锂电池电解液中碳酸酯溶剂的重要原材料，在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方兴未艾、海外出口蓬勃发展的

市场背景下，环氧丙烷产业有望迎来又一需求增长点。

同时，在出口放开的政策环境下，面对国内产能的日趋饱和，包括公司在内的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生

产企业可拥有产品出口的选择，提高产能消纳。

整体而言，基于当前行业能新建装置的建设进度信息和产品的需求分布，预计国内环氧产能的跳跃

式扩张和下游需求的平稳增长将呈现一定程度的供需矛盾，环氧丙烷市场将逐步向宽松方向过渡，产品

利润水平将有所缩窄。 但同时考虑到随着国家“双碳”政策背景下环境保护和能耗管理的日益严格，行业

内现有约160万吨/年氯醇法环氧丙烷产能因自身高污染、高能耗属性将面临加快淘汰局面，为新增的清

洁产能让渡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 建设是公司提升丙烯产品附加值、打造新能源产

业链的关键布局，具有经济性，项目建设具有必要性。

4、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

“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为公司上市后新建的主要投资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21.60亿

元，以环氧丙烷和二氧化碳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电池级碳酸丙烯酯、碳酸二甲酯、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酯

等碳酸酯电解液溶剂，并副产丙二醇、食品级二氧化碳等。

截至2023年末，该项目已投资14.33亿元，目前处于投产准备，预计将于2024年下半年建成投产。

通过该项目建设，公司可在现有10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酯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新能源

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领域的市场份额，实现环氧丙烷的高价值综合利用，及二氧化碳减排与资源化绿色利

用，进一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拉伸增强产业链条，优化高端化工产品结构，培育壮大新动能，实现生产效

益与绿色低碳同步发展。

关于锂电池电解液溶剂的市场分析如下：

1）市场供需情况

锂电池主要由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组成，其中电解液在锂电池正、负极之间起到传导锂离子的作

用，是锂离子电池的“血液” ，对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比容量、工作温度范围、循环寿命和安全性能等起到

重要作用。

电解液作为锂离子电池的关键材料之一，主要由溶剂、溶质和添加剂三部分构成，其中，按质量算，溶

剂占电解液80%-85%，是电解液的主体部分，电解液的性能与溶剂的性能密切相关。 电解液溶剂采用混

合溶剂体系，其中主要成为为碳酸酯类溶剂，包括碳酸乙烯酯（EC）、碳酸二乙酯（DEC）、碳酸二甲酯

（DMC）、碳酸甲乙酯（EMC）、碳酸丙烯酯（PC）等。

锂电池电解液溶剂为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并进一步应用于锂离子电池中。 锂离子电池按照终端应用

场景划分，动力电池、消费电池和储能电池等三大类。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高速发

展，近年来锂电池电解液出货量迅速攀升。根据研究机构EVTank统计显示，2023年全球锂离子电池电解

液出货量达到131.2万吨，同比增长25.8%，其中中国电解液出货量为113.8万吨，同比增长27.7%，中国电

解液出货量的全球占比继续提升至86.7%。

2019-2023年度锂电池电解液出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EVTank

如上图显示，2019-2023年，全球及国内锂电池电解液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而按照80%-85%

的质量占比统计，2023年全球电解液溶剂需求量超过100万吨，而国内则在90万吨左右。

供给方面， 国内锂电池电解液溶剂产能相对集中， 截至2023年底， 国内主要供应商海科新源

（301292.SZ）已建成约54万吨/年溶剂产能，石大胜华（603026.SH）已建成电池级碳酸酯产能约25万吨

/年，二者长期占据国内电解液溶剂市场主要份额。此外，华鲁恒升（600426.SH）于2023年底建成65万吨

/年电解液溶剂产能，一举成为国内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龙头厂商。

在建产能中，根据公开信息统计，截至2023年底，除公司25万吨/年电解液溶剂产能外，国内在建产能

主要包括：

序号 公司名称 产能规模 目前状态 预计投产时间

1 海科新源 50万吨/年 建设中 2024年

2 石大胜华 22万吨/年 试生产 2024年

3 淮南市赛纬电子有限公司 10万吨/年 建设中 2024年

4

东科（广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22万吨/年 建设中 2025年

5

山东利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万吨/年 建设中 2025年

上述产能的建成，意味着未来1-2年，国内电解液溶剂产能将跨入300万吨/年，实现翻倍式增长，远

超当前的市场需求，导致短期内供给溢出。

2）行业未来走势分析

如上文所述，未来1-2年内，国内电解液溶剂产能将实现翻倍式增长，生产厂商将面临巨大的行业竞

争压力。但与此同时，预计需求端亦将持续性快速增长态势。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市场方兴未艾，渗透率不

断提升，成为拉动全球电解液及其溶剂出货量的主导推力；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市场对能源需求的水涨船

高以及商业运营模式的日趋完善，未来储能行业有望迎来更加蓬勃增长的前景，成为锂电池需求的另一

增长点。

随着新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取代旧能源的进程进一步加速， 预计全球范围内电解液的需求将持续上

升。 根据EVTank《中国锂离子电池电解液行业发展白皮书（2022年）》的预测，预计2025年以及2030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需求量将达到216.3万吨以及548.5万吨，其中85%以上的需求量将由国内企业

来满足。 《中国锂离子电池电解液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更新预计2025年全球电解液需求量将达

到215.4万吨，2030年电解液需求量或将超过559.6万吨。

作为锂电池的重要原材料，溶剂质量一般在电解液总质量中占比80%-85%，因此，2025年电解液溶

剂需求量预计将达到218.08万吨-231.71万吨，2030年电解液溶剂需求量预计将达到640万吨-680万吨。

根据上述分析，电解液溶剂市场虽然呈现出阶段性供需失衡状态，但随着全球新能源发展进程的不

断深化，行业需求将持续维持快速增长，为厂商创造了良好的盈利空间。

综上所述，凭借“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 ，公司可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快速切入锂电新能

源行业，在蓬勃迸发的电解液溶剂领域抢占市场份额，谋求增量空间，打造公司盈利增长新极点。因此，项

目建设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补充披露在建项目的主要用途、具体时间规划、设计产能或预期效益、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结合市场需求和业务发展规划，说明在业绩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大额投建项目的合理性，相关投资决

策是否合理、审慎

截至2023年末，公司主要在建项目包括：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用途

时间规划/预计投产使时

间

设计产能

1

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20万吨/

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

1、新增60万吨/年丙烯产能，实现

聚碳酸酯产业链前端原料的原料

自主供应；

2、进入通用塑料领域，进一

步拓展产品布局

丙烷脱氢工段已于2023

年11月投产；聚丙烯工段

计划于2024年内投产

60万吨/年丙烯，

20万吨/年聚丙

烯

2

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

烷项目

延伸丙烯产业链， 提升产品附加

值， 并为锂电池电解液溶剂提供

原材料

计划于2024年内投产

30万吨/年环氧

丙烷

3

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

项目

扩大公司在新能源锂电池电解液

溶剂领域的市场份额， 实现环氧

丙烷的高价值综合利用

计划于2024年内投产

25万吨/年碳酸

酯类溶剂

上述项目的建设与实施，符合公司自身产业链布局特点，有助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水平，

具备投资建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具体请见本题目回复“（二）结合分产品的…” 。

（四）补充披露近三年预付设备款及在建工程主要供应商名称、交易内容、所涉关联关系、交易金额

及往来款余额、支付方式、合同签订时间情况，相关款项是否变相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公司近三年来投资建设了“10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酯项目”（于2023年1月正式建成投产）、“60万

吨/年丙烷脱氢及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2023年11月丙烷脱氢项目建成投产）、“30万吨/年直

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 、“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 等项目，新增了丙烯、碳酸二甲酯等产品

产能，产品进一步丰富，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和完善。

以下表格列示了公司近三年预付设备款及在建工程的主要供应商情况、相关交易、付款情况，以及合

同签订等情况。

1、2023年度

单位：万元

序

号

主要供应商名称 关联关系 本年交易金额 预付款余额 应付款余额

1 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36,775.04 - 2,001.48

2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34,386.52 - 21,025.15

3 利津县鹏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3,843.73 - 3,891.31

4 滨州市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0,519.42 - 2,518.40

5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20,388.64 - 22.46

6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6,902.65 - 1,910.00

7 天津市昊永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9,723.56 11,610.00 -

8 山东欧通阀门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3,225.00 - 1,783.39

9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2,632.38 - 1,795.33

10 中化学天辰绿能新材料技术研发（淄博）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1,389.91 - 643.53

11 江苏中圣压力容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6,821.24 7,185.96 -

12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5,688.08 3,526.82 -

13 常州恒大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59.29 3,164.00 -

14 AsahiKaseiCorporation 非关联方 - 2,063.82 -

15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962.88 1,884.44 -

16 高化学（江苏）化工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 1,197.00 -

17 祥弘晟（山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3,336.83 1,145.26 -

18 BADGERLICENSINGLLC 非关联方 376.54 850.28 -

19 北京广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54.87 950.33 -

公司同上述供应商的合同签署情况如下：

序号 主要供应商名称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交易内容

1

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2021年4月 PDH压缩机

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2021年7月 PDH电机

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热泵压缩机与电机、齿轮箱采购及压缩机改造等

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2022年8月 环氧丙烷-汽轮机

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2022年9月 环氧丙烷-空压机

2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2月

环氧丙烷主装置及双氧水2103装置钢结构、设备管道

施工合同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安装工程施工合同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4月 丙烷脱氢项目装置土建工程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4月

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安

装工程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20万吨/年聚丙烯装置安装合同

3

利津县鹏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PDH-钢筋、钢材框架合同

利津县鹏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2022年框架合同钢材

利津县鹏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钢材、铝卷-2023年框架合同

利津县鹏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项目钢材

利津县鹏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2年9月 PO-钢材

利津县鹏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钢材

利津县鹏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PO-钢材发票

4

滨州市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PDH-管件、钢材框架合同

滨州市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2023年2月 PDH-焊管

滨州市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2022年、2023年框架合同钢材、法兰

滨州市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项目钢材、法兰

滨州市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2022年9月 PO-钢材

滨州市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2021年4月 DMC钢材，管件框架

5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2月 PO-双氧水-钯催化剂

6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 高温管线

7

天津市昊永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溶剂项目工艺包专属催化剂

天津市昊永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溶剂项目专属内件设备

8

山东欧通阀门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2022年框架合同阀门

山东欧通阀门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欧通阀门-23年框架合同

山东欧通阀门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阀门

山东欧通阀门有限公司 2022年9月 PO-阀门

山东欧通阀门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PDH阀门框架合同

山东欧通阀门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PO-阀门

9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PDH止回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5月

PDH-气动双偏心蝶阀、高温三偏心蝶阀、进口切断球

阀等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6月

PDH-伺服液位计

PDH-进口球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8月 PDH-DCS/SIS系统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9月 PDH-变送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

PDH-转子流量计

PDH-温度变送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PDH-超声波液位开关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PDH-电容液位

PDH-监控用品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 PDH-限流孔板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PDH-压力变送器、PDH-增补仪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PDH-磁翻板液位计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2月 PDH-装车仪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PDH-质量流量计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PDH-PLC卸车系统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监控设备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PDH-调节阀

PDH-对讲机扩音系统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PDH-变送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PDH-气动调节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PDH-静电地板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PDH-变送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PDH-云系统终端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1月 仪表及备件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6月 转子流量计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2023鑫坦仪表框架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真空泵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电解液-仪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电解液-DCS/SIS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电解液-调节V型球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电解液-仪表阀、仪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电解液-仪表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6月 电解液-仪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电解液-仪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电解液-仪表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电解液-仪表框架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8月 环氧丙烷-DCS/SIS系统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PO-进口衬塑蝶阀、进口调节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PO-国产调节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PO-进口调节阀、自力式调节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PO-国产球阀、PO-三偏心蝶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

PO涡街流量计、PO质量流量计、PO一体化流量计、PO

转子流量计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PO-减温减压器、进口调节阀、压力变动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2月 PO-压力变送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PO-调节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PO-监控设备、音叉液位计、进口球阀等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PO-端子柜

PO-切断球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PO-闸阀

PO-磁翻板液位计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2月 PO-降压止回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6月 PO-切断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PO-切断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PO-装车仪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PO-雨淋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PO-静电地板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PO-压力变送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PO-流量计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PO-调节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8月 PO-增补流量计、调节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9月 PO-增补调节阀、PO-监控设备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 PP-转子流量计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 PP-国产调节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

PP-进口调节阀

PP-进口切断球阀

PP-釜底阀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PP-涡街流量计、PP-质量流量计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 PP-阀门六化建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PP-压力变送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PP-滑阀

PP-流量计

PP-音叉液位开关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PP-磁翻板液位计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PP-静电消除器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仪表阀增补

10

中化学天辰绿能新材料技术研发（淄

博）有限公司

2022年7月 催化剂-环氧丙烷-天辰

11

江苏中圣压力容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电解液-高效换热器-中圣

江苏中圣压力容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电解液-高效蒸发器-中圣

江苏中圣压力容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022年7月 环氧丙烷-环氧反应器-中圣

12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PDH-丙烷球罐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2月 PDH容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2月 PDH-容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3月 PDH-C4球罐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5月 PDH-容器2批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大直径塔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塔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PP-钢格栅、丝网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5月 DMC容器6台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DMC设备12台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3月 PP项目塔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PDH-氨水储罐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8月 环氧丙烷-一般塔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氮气缓冲罐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电解液-容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9月 环氧丙烷-塔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 环氧丙烷-一般容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 PO-普通容器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PP-钢格栅、丝网

13

常州恒大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2023年1月 导热油锅炉

常州恒大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电解液-余热蒸发器-常州恒大

14 Asahi�Kasei�Corporation 2022年8月 产能增加研究合同书

15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大直径塔器

电解液塔器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8月 电解液-塔内件安装-明光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9月 电解液-丝网除沫器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3月 PP-粉末收集器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5月 PDH-丝网除沫器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 设备备件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6月 约翰逊网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 配件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 双氧水丝网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电解液-容器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8月 环氧丙烷-塔内件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8月 环氧丙烷-塔器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 环氧丙烷-一般容器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PO-钢格栅、丝网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5月 塔内件

淄博明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6月 高纯DMC塔2台

16

高化学（江苏）化工新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

2023年11月 DMC催化剂钯盐加工

17

祥弘晟（山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 PDH火炬

祥弘晟（山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电解液火炬设施

祥弘晟（山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2月 点火枪

祥弘晟（山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5月 点火枪

18 BADGER�LICENSING�LLC 2021年3月 BMTP

19 北京广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电解液-高效换热器

2、2022年度

单位：万元

序

号

主要供应商名称 关联关系 本年交易金额 预付款余额 应付款余额

1 利津县鹏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2,560.38 - 4,055.27

2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9,463.01 - -

3 西安南防电机销售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8,962.03 1,024.58 -

4 科莱恩化工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8,407.08 - -

5 泰量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7,843.46 5,482.32 -

6 滨州市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7,818.23 - 1,533.00

7 山东津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6,846.15 - -

8 东营兴盛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5,283.06 - 228.63

9 深圳鑫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3,710.99 1,843.84 -

10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3,421.49 822.74 -

11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7,594.33 - 7,022.70

12 东营市河口区宏盛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2,896.62 - 1,664.03

13 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 22,650.73 -

14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 20,872.44 -

15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 13,956.51 -

16 中化学天辰绿能新材料技术研发（淄博）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 9,376.50 -

17 上海杰卡顿流体系统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 7,160.00 -

18 上海福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 4,454.06 -

19 江苏中圣压力容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 4,251.60 -

（上接B069版）

（下转B007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