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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头条�

部分化工产品近期价格走势简析：�

『PVC』本周 PVC 价格与上周持平，维持在 7300 元/吨上下，河南以南地区电石价格上涨 40 元/

吨，“PVC-电石-盐酸”价差缩窄 60 元/吨至 2140-2540 元/吨，盈利仍然较好。受安全事故不断，

及西南、山东地区环保核查影响（两地分布了逾 20%的产能），行业供给整体偏紧，且随着电石价

格不断走高，后续 PVC 价格有望持续上涨。 

『烧碱』本周山东、内蒙等地液碱（折百）小幅下降 50 元/吨至 3400 元/吨，山东地区主要因为

氧化铝减产导致需求下滑，内蒙地区主要因为有新产能释放。环保同步影响了碱企和下游企业的开

工，目前副产品液氯难出货、倒贴出货影响了碱企开工，在供需双降的情况下，预计烧碱价格整体

维稳为主。�

『有机硅』有机硅本周跳涨至 2.2 万元/吨，产品价差扩大 1200 元/吨。主要原材料快速上涨，金

属硅本周跳涨 500 元/吨，合成氯甲烷一个月内也已上涨 2000 元/吨至 6000 元/吨。目前行业实际

开工率不足 75%，新安新产能并线复产时间不明、兴发半停产技改预计仍需 1-2 个月时间复产，其

他山东、江浙等地产能开工预计还将受环保压制，金属硅和氯甲烷等原料价格有望持续上涨，后续

有机硅价格有望继续上涨。 

『PTA-涤纶』PTA 价差较上周略有下滑，仍处在高位。PTA 现货价 5036 元/吨，PTA-PX 价差 765

元/吨。上周 BP110 万吨重启，周五逸盛 375 万吨因故降负，整体开工负荷在 70%下方。聚酯整体

负荷依然在 88.5%，且周内产销率较好，对 PTA 刚需支撑强劲。PTA-聚酯供需缺口继续存在，预

计 8 月份现货仍然紧缺。涤纶长丝价格、现金流回升。POY、FDY、DTY 价格分别为 8088、8563、

9545 元/吨，较上周上涨 50、162、-45 元/吨。整体现金流较上周上涨 441 元/吨，POY、DTY、

FDY 现金流分别为 292、257、367 元/吨，较上周上涨 212、-95、324 元/吨。聚酯负荷在 88.6%，

长丝整体负荷下降至 79.8%，涤丝工厂出货较好，库存下降，产销平均在 160-170%附近，POY、

FDY、DTY 库存 6.4、8.4、19 天。下游开工整体回升，江浙织机负荷回升至 79%。涤丝短期整体

需求较好，预计短期价格易涨难跌。�

『环氧丙烷』受益上游供给减少，下游聚醚行情带动，本周 PO 跳涨至 13800 元/吨，周均价 13480

元/吨，环比上涨 24.35%。PO 价差 7136 元/吨，环比上涨 31.01%。2、供给方面，山东永大 5 万

吨继续停车，山东蓝星东大 9 万吨停产，天津大沽 15 万吨负荷 4 成，山东三岳 24 万吨负荷 5 成。

由于 PO 价格高位，盈利良好，预计前期降负荷装置将缓慢提升负荷。考虑山东环保督察高压，下

游消费旺季来临，房地产后周期支撑，预计 PO 持续景气。�

『碳酸二甲酯（DMC）』本周碳酸二甲酯再迎涨价潮，其中石大胜华 DMC 出厂价目前已最高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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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000 元/吨，单周涨幅达到 1700 元/吨，月涨幅已达 2300 元/吨，这也是继 7 月下旬以来的第

二波大幅拉涨，目前库存低位，价格有望持续坚挺。本轮涨价时间更短涨幅更大，我们认为涨价叠

加了两方面因素（行业装置运行不佳，原料环丙涨价）：山东环保持续高压加重了市场对 DMC 和

目前主流的氯醇法环氧丙烷监管的担忧，目前山东地区除石大胜华外的 DMC 企业基本处于停车或

者低负荷运行中，而环丙价格周涨幅达 24%。�

『MDI』本周 MDI 价格继续上涨，其中纯 MDI 华东市场价再次大幅上涨 2500 元/吨至 29250 元/

吨，聚合 MDI 市场价上涨 1700 元/吨至 28350 元/吨，价格已经创近年来新高。从行业装置动态

看：万华烟台 60 万吨装置为期 12 天检修即将结束重启，而另一方面行业装置消息偏正面：万华博

苏 MDI 装置原料供应遭遇不可抗力、韩国巴斯夫/韩国锦湖三井原料供应厂家遭遇火灾、日本东曹

20 万吨 MDI 装置检修。�

『TDI』本周 TDI 价格持续高歌猛进，目前 TDI 华东市场价已达 42000 元/吨，单周涨幅接近 10000

元/吨，8 月份以来 TDI 价格已有 12000 元/吨的涨幅，延续了 7 月份的涨价态势（7 月单月提价 8500

元/吨，涨幅达 50%）。短期看，目前厂商库存低位、市场货源偏紧，且有甘肃银光等装置检修预

期，而韩国丽水原料装置问题或将影响巴斯夫（16 万吨）和锦湖三井（20 万吨）TDI 装置的开工

率，预期 TDI 价格仍将维持坚挺，而市场关注度较高的陶氏 Sadara20 万吨/年装置已于本周一（8

月 14 日）投产，但货源实际达到中国市场时间或将在今年底到明年初。 

 

 行业及公司动态�
『化工』�

1.�325家公司上半年增收不增利� 化工行业最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两市共有325家上

市公司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其“增收减利”，营业收入增加的同时净利润却同比下滑，这类公司占已

披露半年报上市公司的比重约两成。原材料价格波动、产成品价格涨价滞后以及拓展新业务前期费

用投入等，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三个普遍性因素。大唐电力、浪潮信息、科大讯飞、网宿科技等细分

领域的龙头也囊括在列。据中国证券报26日消息，分行业来看，“增收减利”的现象在化工行业最

多，共35家；机械设备行业次之，共30家；计算机行业有28家，这三个行业居前。此外，规模超过

10家公司的行业还有电气设备、医药生物、公用事业、电子、农林牧渔和汽车行业。�

2.� 南京今年将关停61家化工企业，已有5家开始关停或搬迁。8月23日，南京市统计局发布南京化

工行业调查报告。今年南京将关停化工企业61家，其中已有5家开始关停或搬迁。而从化工企业的

分布看，全市200多家企业，有100多家分布在六合区。截至2016年12月，南京化工行业企业总数

236家，涉及28个行业小类。累计实现总产值2391.01亿元，利税563.2亿元，利润177.68亿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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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值上看，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原油加工、化学农药制造三类行业产值均超过百亿元，这三类合

计产值占到南京全部化工企业总量的77.7%。从全市化工企业地理分布看，六大主要工业区中，浦

口、栖霞、江宁、六合、溧水、高淳等区均有分布，六合及化工园区是全市化工企业的主要聚集区，

栖霞区、高淳区化工行业也具有一定的规模。南京大、中、小型企业数分别为8、39、189家，从企

业数量看，全市化工企业主要以小型企业为主。但是从规模上看，金陵、扬子石化、扬巴公司、南

化公司、红太阳集团、南京红宝丽公司、金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锦湖轮胎有限公司这8家企

业去年累计完成产值却占到全市总量的65.9%。目前南京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化工园区为核心的

产业聚集地，但也仅占全市企业总数的28.8%，并且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中型企业11家、小型企业55

家)，还有近七成企业在园区外分布。�

攀枝花地区的钛白粉企业陆续复产。2017年7月，在攀枝花环保局督查压力下，攀枝花钒钛工业园

金江园区渣场被要求停止运营，意味着整个园区化工企业全面停产。在该区域内的多家钛白粉生产

企业：攀枝花海峰鑫、力卓钒钛、钛海科技、大互通、钛都、兴中等都受到影响，当时消息是，预

计停产整改1-2个月。园区内部分企业产能为：攀枝花市钛都化工生产能力2.4万吨高钛渣、3万吨

硫酸法锐钛型钛白；大互通集团产能12万吨钛白粉、配套30万吨硫酸厂及9万吨高钛渣；钛海科技

产能金红石型钛白8万吨、催化剂/锐钛型钛白粉4万吨、钛精矿10万吨。日前在渣场得到整改后，

园区内钛白粉企业已经开始陆续复产。作为我国钛矿和钛白粉的重要产业集聚地，攀枝花地区的产

能变化对行业颇具影响力。虽然这次部分攀枝花地区钛白企业再次复产，但四川省7月启动的省内

环保督查已经导致攀枝花地区部分钛矿产能关停。此外，目前市场上生产钛渣所使用的石墨电极价

格已经攀升至45000元/吨以上，与4月份相比，上涨了3倍左右；与7月相比，价格也将近翻了一倍，

因此8月钛渣的生产成本提高近1000元/吨左右。 

两地下达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稀土打黑力度不减。近日广西、福建等地国土资源部门下达2017年稀

土矿钨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第二批)通知。根据通知，对于违法违规采矿行为，相关政府部门也将

进行严厉查处。分析师认为，第二批开采总量指标下达符合市场心理预期，因此影响并不大，但今

年有关部门对于稀土“打黑”的力度的确很大，尤其对于废料回收企业进行了严格督查，而相当一

部分“黑稀土”就隐藏在废料回收型企业中，从中长期来看稀土原料供应仍将存在短缺。 

6.� 欧洲“毒鸡蛋”风波持续发酵。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丹尼尔·罗萨里奥8月11日宣布，受到杀虫剂氟

虫腈污染的“毒鸡蛋”已经流入欧洲16国，分别是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奥地

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丹麦和瑞士。欧洲之外

的中国香港也检测出“毒鸡蛋”，这些鸡蛋是从荷兰进口的。 

全球钢市“涨声一片”。近三月来，全球钢市在中国市场的引领下持续震荡上扬，进入8月份更是

“涨声一片”。月中，111.2点的钢之家全球钢材基准价格指数，月环比上涨6.9%(涨幅扩大)，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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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涨34.1%。亚洲中的中国指数124.6点，月环比上涨8.4%(涨幅扩大)，月同比上涨46.8%；美洲

指数106.5点，月环比上涨1.4%(涨幅扩大)，月同比上涨27.9%；欧洲指数97.4点，月环比上涨

8.6%(涨幅扩大)，月同比上涨27.9%。进入8月份以来，亚洲及其中国市场的走势格外抢眼，几乎暴

涨的走势“直令”全球钢市“涨声一片”。从23年来钢价指数的演绎看，目前的全球指数仅处于历

史中位，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后期应该还有向上动力。但基于中国市场可能的整固蓄势。为此

预测，下半月的国际钢市或表现为震荡上涨的走势。 

湛江钢铁：碳钢精品供不应求环保创“全国之最”。17日下午,湛江钢铁1550冷轧工程产线全线贯

通!这标志着1550冷轧这条具备硅钢、碳钢精品钢种生产能力的智能化产线全部进入生产试运行状

态,也标志着湛江钢铁在建工程全部完成建设并顺利投产,是湛江钢铁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1550

冷轧产线全线贯通,是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飞速发展的缩影。2017年以来,宝钢湛江钢铁基地竞争力逐

步显现,生产的高级碳钢精品板材供不应求。上半年,以宝钢湛江钢铁公司为代表的钢铁产业实现产值

161亿元,对湛江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18%,拉动工业总产值增长8.97个百分点。 

东方希望集团240万吨氧化铝项目落户山西左权。8月15日下午，左权县人民政府与东方希望集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东方希望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为集农业、有色金属、煤化工、石油化工、氯

碱化工、水泥建材等众多产业于一体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此次签约合作项目是由东方希望集团独立

投资建设，规模为240万吨氧化铝(两条线，一期120万吨)配套80万吨石灰的项目。 

『新材料』 

1.� 国风塑业拟投1.79亿建180吨聚酰亚胺薄膜项目。国风塑业8月17日公告，拟自筹资金1.79亿元

投资建设年产180吨高性能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膜材料项目。本项目拟建设2条聚酰亚胺薄膜国产生产

线，年产聚酰亚胺薄膜180吨。项目建设地点在合肥市高新区铭传路公司新基地，使用土地为公司

自有土地。项目建设期为1.5年，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180吨高性能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

主要产品为12.5μ-25μ高端电子基材膜、覆盖膜，高导热型碳基膜。聚酰亚胺(PI)薄膜被业界称为“黄

金薄膜”，可以在-270℃～400℃宽温度范围内长期使用，同时具有高强度、高绝缘、抗辐射、耐

腐蚀等优异的综合性能。聚酰亚胺薄膜按照用途分为一般绝缘和耐热为目的的电工级应用、附有挠

性等要求的电子级应用、航空航天应用和柔性显示光电应用等领域。聚酰亚胺薄膜品种较多，使用

范围广泛，目前在电子领域使用量最大，占聚酰亚胺薄膜总量的60～80%。 

2、高性能合成橡胶产业化关键技术将启动。8月16日，高性能合成橡胶产业化关键技术成功入列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并将于近日正式启动。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我国合成橡胶行业首次提出了

符合中国国情和可操作的发展路线图，拉开了我国轮胎产业由大到强转型升级“大戏”的序幕。该

技术由中国石油石化研究院牵头，联合国内合成橡胶科研院所、高校、生产和加工企业申报。以中

国石油合成橡胶主导的创新团队，在认真分析和研究国内外高性能轮胎原材料及工艺的基础上，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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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在原材料及轮胎制造工艺的突破口，瞄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主要领域的重大、核心、关键

科技问题，在国内率先把合成橡胶工业与轮胎产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从我国参与全球新一

轮产业变革与竞争的重大战略需求和全产业链的跨越升级入手。该项目科研经费总计4545万元，其

中国家财政拨款达1745万元。项目设有溶聚丁苯橡胶链中官能化技术、星型支化丁基/溴化丁基橡

胶技术和关键设备、高活性高顺式稀土顺丁橡胶定向催化技术、双B级轮胎和长寿命胶囊工程化技

术4个子课题，将全面掌握高性能合成橡胶基础材料分子设计与可控合成技术、高性能橡胶产业化

关键装备及工程化技术、高性能轮胎和长寿命胶囊制造配方及工艺技术等高端轮胎生产的核心技术。 

3、投资10亿元化工新材料项目签约落户彭泽。8月13日，彭泽县人民政府与苏州贝特利高分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书，总投资10亿元的化工新材料项目拟定落户县矶山工业园区。据悉，该

项目占地面积210.5亩，主要生产特种涂料、油墨、特种导电材料有机硅树脂等产品，全部达产达

标后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上交税收2.17亿元。 

4、中南大学研发出耐3000℃烧蚀新材料。从中南大学获悉，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实验室黄伯云

院士团队通过大量实验，开发了一种新型的耐3000℃烧蚀的陶瓷涂层及其复合材料，这一发现有可

能为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研制铺平道路。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熊翔教授说，高超声速飞行意味着

其飞行速度等于或大于5倍声速，即至少每小时6120公里。在如此高的速度下，2小时内便可完成从

北京到纽约的飞行旅程，但前提是飞行器的关键结构部件能够承受住剧烈的空气摩擦和高达

2000-3000℃的热气流冲击而不被破坏。中南大学新发现的超高温陶瓷涂层及其复合材料可为上述

部件提供较好的保护。 

5、中石化启动功能性高分子膜材料重大项目。8月18日，中石化2017年重大项目之一——功能性

高分子膜材料关键技术攻关启动会在京召开。北京化工研究院作为项目长单位，将与15家单位共同

促进中国石化功能性高分子膜产业链布局的优化，为中国石化功能性高分子膜材料迈向产业中高端

提供技术支撑。目前中国高分子膜材料产业存在“常规产品供大于求、高端产品高价进口”的情况，

中石化功能性高分子膜的聚乙烯专用料及膜产品已有专有聚合及加工技术，亟需进一步整合成套工

业技术，提升产品性能，扩大中国石化在高端产品市场中的份额。�

6、旭化成塑料着色及改性项目落户常熟。8月17日，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常熟新材料产业

园举行项目签字仪式。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日本旭化成集团在华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

要负责塑料、纤维、化工产品、电子材料、医药产品、医疗器械及其相关业务的投资。此次落户常

熟新材料产业园的旭化成塑料(常熟)有限公司，总投资4400万美元，注册资本2200万美元，规划用

地约60亩，是一家为塑料着色及改性的新工厂，主要应用于汽车、光电、风电、办公用品等等行业。 

7、壳牌新材料项目落子青岛。8月21日，青岛中瑞泰丰与壳牌标准公司合作生产项目在青岛西海岸

出口加工区奠基，这是壳牌标准公司在我国第一个同类产品生产项目，是其全球化生产在我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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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一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将引进壳牌先进的管理理念，采用国际最先进的生产

设备，建设全球领先的新材料生产工厂。项目预计将于2019年3月底建成投产，预计年产值14亿元。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除美国“雪佛龙”之外，全球唯一具有该种新材料生产能力的供应商。其产

品与法国“埃克森”新技术配套，能有效降低油品含硫量，满足国内外油品升级换代要求，为环境

保护做出积极贡献。 

【上市公司动态】�
1.� 马钢股份：受益行业去产能，业绩暴增。2017年中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1.88

亿元，同比增长67.55%；净利润为16.43亿元，同比增长262.98%；每股收益为0.21元。 

2.� 海南橡胶：获得为国防军工提供达标天胶产品资质。海南橡胶8月16日晚间公告，近日，公司通

过了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了由卓越新时代认证(沈阳)有限公司颁发的《国军标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此次获得《国军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标志着公司已具备为国防军工企业提供

达标合规的天然橡胶产品的资质。 

3.� 中国宏桥：子公司已关停涉及年产268万吨的铝产品产能。中国宏桥8月15日晚在港交所发布公

告称，为响应中国政府有关中国铝行业的政策决策及部署方案，公司子公司山东宏桥已关停涉及年

产268万吨的铝产品产能，占公司铝总产能29%。公司目前运营总产能646万吨均已办理备案手续。 

 

 � 专题研究——全球轮胎资产大整合，中国企业实力惊人�
� � 去年以来，全球各大轮胎企业收购、重组、分家的消息不断。在众多资产变动中，多数是因为

企业战略调整，主动出击，对全球轮胎行业形势看好，导致行业格局变化，也昭示着这个行业日新

月异的发展。特别是中企的表现非常抢眼，成为该行业不容忽视的一支生力军。 

� � 1、中企活跃表现抢眼，在这些资本变动中有四起与中国企业关联紧密，对中国轮胎行业

的发展尤其是国际化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一是锦湖轮胎的待售。锦湖轮胎是韩国八大集团之一锦湖韩亚集团的子公司，是韩国排名第二

的轮胎企业。2015 年锦湖轮胎在全球轮胎企业中位列第 13 名，销售收入达到 222.8 亿元。但随后

因集团债务重组与中国市场销量大幅下降等原因，开始出现亏损。2016 年 1 月，锦湖轮胎的债权

人宣布将出售其拥有的 42.01%的股份，在轮胎行业引起很大震动。10 多家企业先后表示出对购买

锦湖轮胎控股权的意向。2017 年 1 月 13 日双星集团成为收购锦湖轮胎 42.01%股份的首选投标人。

债权人将与韩亚集团主席朴灿光在一个月内进行谈判。如果韩亚集团能够给出比首选出价者更高的

购买价格，韩亚集团将重新获得锦湖轮胎。否则的话，锦湖轮胎将落入双星集团手中。 

  二是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倍耐力后橡胶资产的重组。中国化工集团 2015 年 10 月整体收购倍耐力，

其后资产整合未间断。2016 年 6 月，风神并购中车双喜、青岛黄海橡胶，并与倍耐力载重胎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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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2016 年 10 月 26 日，风神股份倍耐力工业胎整合暨轿车胎合资公司成立。风神股份董事长

白忻平表示，风神与倍耐力的携手，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轿车胎、工业胎业务的重组，在国际高

端制造业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国制造业调结构、实现高端制造、利用国际化实现技术创新和品

牌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 三是山东恒丰拿下德瑞宝。2015 年收购了沃森轮胎的山东恒丰橡塑有限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 25 日，经过激烈竞争，以 8.91 亿元的价格又成功拍得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山东昊龙橡胶轮胎

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从而成为中国最大全钢胎制造商，在中国轮胎行业的排名也跃升至第二。 

 � 四是固铂轮胎兼并青岛格锐达。固铂轮胎自 2015 年从成山退出后，其在中国的全钢轮胎出现

空缺。2016 年 12 月 1 日，固铂轮胎橡胶公司宣布，完成对青岛格锐达橡胶有限公司 65%股权的

收购，不仅在中国又增加了一个据点，摆脱原来全钢胎供应来源单一的局面。同时，其全球生产基

地也增加到 8 个轮胎生产厂。 

� � 2、工程胎力量趋于集中，有两起收购是工程胎领域的资产变动。 

� � 一是横滨橡胶买断印度 ATG 轮胎。2016 年 4 月，优科豪马橡胶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横滨橡

胶株式会社以 11.79 亿美元，收购 Alliance 轮胎集团(ATG)的全部股权。通过这次收购，横滨橡胶

的轮胎产品阵营增加了农业和林业机械用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 � 二是特瑞堡接手 CGS 控股公司。2016 年 6 月，瑞典特瑞堡集团以现金 109 亿瑞典克朗(约人

民币 79.7 亿元)，收购 CGS 控股公司。CGS 旗下品牌米塔斯，是全球领先的农业轮胎和特种轮胎制

造商。两家公司加在一起的销售总额，2015 年底达到 300 亿瑞典克朗。通过这次收购，特瑞堡确

立了全球农用轮胎领导者地位，提升了其在轮胎制造领域的影响力。 

� � 3、特种胎领域收购频繁，另三起收购发生在特种轮胎领域。 

  一是米其林购入巴西轮胎制造商。2016 年 8 月，米其林集团收购了一家巴西自行车和摩托车

轮胎制造商，增强了米其林在南美的生产能力，并使其生产线进一步延伸。 

� � 二是大陆集团吞并豪赛轮胎。2016 年 11 月，大陆集团以约 1.26 亿欧元的价格收购豪赛轮胎

与橡胶集团。豪赛轮胎是世界上最大的赛车轮胎制造商，其所有轮胎都在美国本土制造，共生产超

过 1000 款不同类型的轮胎。 

 � 三是横滨橡胶收购爱知轮胎。横滨橡胶株式会社近日宣布，正在收购日本实心工业轮胎制造商

——爱知轮胎工业株式会社，预计今年 3 月完成后，会加强其在该产品领域的地位。据悉，爱知轮

胎总部设在爱知县小牧町，其在小牧町和春日井市的工厂生产工业机械(包括叉车)用实心压配式轮

胎，客户主要是日本工业机械制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