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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氨纶产业链深化项目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本项目的实施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因相关政府政策调整、

项目实施条件、市场环境等发生变化，项目也可能发生延期、变更、中止或无法

实施甚至终止。 

一、项目概述 

1.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投资建设年产 12 万吨 PTMEG 氨纶产业链深化项目的

议案》，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华峰重庆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材料”）

投资 204,000 万元建设年产 12 万吨 PTMEG 氨纶产业链深化项目（以下简称“项

目”）。 

本项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

披露本项目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背景 

年产 12 万吨 PTMEG 氨纶产业链深化项目的主要产品为 PTMEG，全称四氢

呋喃均聚醚，属于大宗化学产品。它是由单体四氢呋喃（THF）经阳离子开环聚

合得到的均聚物，是一种伯羟端基的线形聚醚二醇，常温下为白色蜡状固体，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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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后为透明、无色液体。PTMEG 主要用于生产氨纶、聚氨酯弹性体和酯醚共聚

弹性体。PTMEG 的下游行业主要为氨纶，其次是聚氨酯弹性体及酯醚共聚弹性

体。 

根据华瑞信息的相关报告，2022 年我国 PTMEG 年产量为 74.3 万吨，表观

消费量为 68.9 万吨，2023 年我国 PTMEG 年产量预计为 84.6 万吨，表观消费量

为 79.5 万吨。PTMEG 的下游应用领域包括氨纶、聚氨酯弹性体及酯醚共聚弹性

体，其中氨纶是我国 PTMEG 最大的消费领域，消化比例基本保持在 90%左右。

中国大陆氨纶产能 2022 年年末为 109.65 万吨，2023 年预计将达到 126.25 万吨，

因此对 PTMEG 的需求也不断增强。根据百川盈孚（国内知名大宗商品资讯提供

商）的预测，到 2025 年 PTMEG 市场总需求量约为 91.7 万吨。 

整体来看，目前我国 PTMEG 市场行业供需相对平衡，产能增速与下游氨纶

产能增速基本保持同步增长，并未出现明显过剩，尤其近年来下游氨纶领域不断

扩张，市场对 PTMEG 需求保持稳步增长。在行业中，公司氨纶产量规模较大，

自身有聚氨酯产业支撑，具有较强的产业链竞争优势。 

公司深耕化工行业多年，一贯重视技术研发投入，坚持创新发展，自主研发

储备了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并培育了一批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

技术人才以及管理团队。此外，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能

够不断吸引高素质、高水平人才，保障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本项目在充分吸收国内外 PTMEG 先进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对工艺路线进行

了调整和优化，实现自主技术转化，生产装置在规模、能耗水平上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 12 万吨 PTMEG 氨纶产业链深化项目 

2.项目投资建设单位：华峰重庆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3.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预计总投资 204,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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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最终投资金额及建设期以项目实施后实际情况为准。 

    4.项目建设期：预计 36 个月（最终以项目建设实际进度为准）。 

项目的实施进度将根据市场的需求、运营情况和董事会综合论证进行适时调

整，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披露。 

5.项目内容及规模：12 万吨/年 PTMEG 装置；配套的工艺装置、公用工程

及辅助设施等。 

6.工艺技术：拟采用 BDO 环化脱水制 PTMEG 

7.项目选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 

8.项目回收期：投资总额 204,000 万元，项目建成达产后静态投资回收期（税

后）为 4.8 年（不包括建设期）。 

由于该项目尚处于前期规划阶段，项目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以及项目效益需

进一步论证，市场变化导致项目效益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公司多年来专注于氨纶、聚氨酯原液及己二酸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谋求产业一体化发展路线，打造产业链优势，秉持创新与做强并重的原则，通

过本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提升行业地位，

巩固及扩大公司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公司“做强主业、适度多元、创新驱动、产融结合”的发展战略，

形成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格局，实现产业链的强链补链延链，抵御行业周期，提

高综合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巩固产业优势及行

业领先地位。 

虽然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可行性论证，但该项目实施过程较长，

若市场环境、产业政策、工程进度、产品市场销售状况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市

场容量增速低于预期或市场开拓不力，需求受到抑制，项目新增产能将不能及时

消化，产品价格下滑，原料采购成本上升，都将会使得项目的实际收益与预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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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差异，从而影响公司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五、存在的风险 

1．环境政策风险：本项目用煤、用气、环境容量及项目要素等指标的取得

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2. 技术储备和生产工艺的风险：本项目的装置对应的生产工艺技术较为复

杂，若公司技术储备和生产工艺无法充分满足项目实施需要或未来行业技术工艺

出现重大变化，则可能出现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或实施后无法达到预期效益的

风险。 

3.市场波动风险：PTMEG 为基础化工品，行业存在周期性波动的风险，此

外其主要原材料为大宗化学品，市场价格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等多因素影响，使

公司新产能投产后的实际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4.管理风险：化工品生产过程中，对于生产经营管理的精细化要求较高，管

理水平和企业盈利水平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由于新项目产能大、工期长，在建设、

投产及后续经营中对人才队伍、管理模式、财务管控均提出更高要求，公司在精

细化管理方面面临挑战。 

5.工程建设风险：尽管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培养了一支精干的

工程建设队伍，但由于本项目工程长、项目大，因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尚不可

预见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工程建设无法根据原定计划完成的风险。 

6.金融政策变动风险：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投资建设周期较长，由于宏观

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等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新项目财务成本造成影响。 

7.其他风险：本项目涉及的销售收入等财务数据是按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进行

估算，化工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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