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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前三季度，氨纶持续

处于供不应求局面，行业价格、负

荷、利润等多项指标明显好转，均

处于近几年的高位。但是，2021

年四季度随着新增产能释放、下

游消费增长乏力等影响，氨纶价

格出现调整。

记者注意到，2021 年 12 月 22

日，晓星氨纶（宁夏）有限公司年产

36 万吨氨纶及其原料配套项目正

式投产。中研普华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氨纶产量39.5万吨，较上

年同期增长14.16%。华峰化学、泰

和新材（宁夏）、泰和新材（烟台）、

新乡白鹭四家公司在2021年下半

年分别投产4万吨、3万吨、1.5万吨

和3万吨。

不过，2022 年春节过后，氨纶

行情下行。今年 1 月，40D 氨纶的

月均价为 5.73 万元/吨。较去年 8

月的8万元/吨月均价的高点，下降

幅度较大。

不仅如此，生意社价格监测显

示，截至2022年4月14日规格40D

市场均价在55300元/吨，较上一日

持平，同比下跌18.20%。氨纶行业

开工 83%，货源供应充足，下游终

端领域需求欠佳。

一家氨纶上市公司的高管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氨纶价格有所

下滑，主要是新增产能不断增加，

同时叠加市场疲软，导致市场供需

关系发生变化。

目前来看，氨纶市场价格下行

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利润。

4月14日，新乡化纤发布业绩

预告称，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900

万元~4200万元，同比下降86.47%~

87.44%。华峰化学发布 2022 年一

季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2022年第

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80 亿元~13.80 亿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15.86%~21.95%。

对于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新乡化纤方面表示，本报告期相较

上年同期，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基本

持平，售价小幅上涨，单位成本增

加。氨纶纤维由于原材料价格大

幅上涨，单位成本大幅增加，毛利

润大幅减少。

生意社分析师认为，近期氨纶

市场行情保持弱稳运行，氨纶厂家

适当调整价格，薄利多销。原料成

本支撑维持，下游终端客户谨慎采

购，多数存有“买涨不买跌”心理，

在供需均无利好情况下，预计短期

内氨纶价格仍将走软。

然而，现阶段多个氨纶企业正

在不断扩大产能，行业开启新一轮

产能扩张周期，市场供需平衡或将

被打破。

据了解，截至 2021 年末，泰和

新材氨纶名义产能 75000 吨/年，

为配合搬迁工作，部分老旧产能

永 久 性 关 停 ，年 均 有 效 产 能 约

50000 吨/年。4.5 万吨/年在建产

能 预 计 2022 年 4 月投产。早在

2021年8月28日，华峰化学发布公

告称，拟在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

园区投资43.6亿元建设年产30万

吨差别化氨纶扩建项目。2022 年

1 月 4 日，厦门力隆年产 13000 吨

的氨纶项目开工。恒申氨纶扩产

5万吨。

另外，中研普华数据显示，华

海氨纶则预计在 2021～2023 年间

投产 2 万～5 万吨，而华峰化学预

计在 2023 年和 2025 年分别投产 5

万吨和15万吨。

本报记者 陈家运 北京报道

受医疗、服装等产品

需求增长影响，氨纶市场

上行，多家企业的利润呈

现大幅增长态势。

4 月 11 日，泰和新材

（002254.SZ）发 布 2021 年

年度业绩报告称，2021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44.04

亿元，同比增加80.4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 9.66 亿元，同比增加

270.45%。此外，在氨纶板

块 中 华 峰 化 学（002064.

SZ）、新 乡 化 纤（000949.

SZ）等多家上市公司 2021

年利润均出现较大涨幅。

其中，涨幅最大的为新乡

化纤，其在 2021 年实现扣

非净利润 14.13 亿元，同比

增长2366.64%。

对此，中研普华研究

员王文丹在接受《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1 年氨纶行业供需紧

张，氨纶市场延续价格高

位的坚挺格局。同时，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下

游市场中的口罩耳带、防

护服等医护用品需求提

升，进一步带动了氨纶市

场需求的快速增长。

下游市场拉动业绩增长

氨纶纤维是一种高弹性纤维，

与其它纤维一起可制成包覆纱、包芯

纱、合捻纱等产品，再在经编、纬编、

机织等设备上进行加工织造。其主

要原料为PTMEG。氨纶的面料特

征为弹性优异、耐酸碱、耐汗、耐海

水、耐磨，应用广泛，主要应用于满足

舒适性要求的各类纺织产品，如休闲

服、专业运动服、游泳衣等。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氨纶生产

和消费国。目前，产能较大的厂家

包括华峰化学、泰和新材、新乡化

纤等企业。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生产水平提高、消费升级等因素影

响，氨纶下游需求增长，渗透率进

一步提高。目前来看，我国氨纶消

费量整体处于增长状态。

化纤信息网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年底，国内氨纶总产能约97

万吨，同比增长约 11%；国内氨纶

需求量约 74.5 万吨，同比增长约

11%，连续两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受需求拉动影响，2021年氨纶行业

常规品种价格出现 50%~70%左右

的增长，带动部分氨纶老旧装置重

启，2021年氨纶行业负荷均值达到

94%，处于2015年以来的高点。

氨纶行业火爆的行情也给企

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3月21日，华峰化学发布的业

绩快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 入 为 283.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2.69%；归母净利润79.65亿元，同

比增长249.46%；近期，新乡化纤发

布的2021年年度报告显示，当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4亿元，同比

增长95.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65 亿元，同比增长

1533.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13

亿元，同比增长2366.64%。

多家上市公司在财报中表示，

2021年，由于氨纶产品上下游市场

需求提振，量价齐升，营业收入及

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事实上，2021 年度，氨纶纤维

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行业竞争环

境及行业格局大幅改善。近年来，

多种需求因素叠加带动了氨纶价格

的上涨趋势，行业市场行情较好。

生意社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 1 日，40D 氨纶报价 38040

元/吨；截至 3 月 7 日，40D 氨纶较

年初涨幅近70%，随后小幅回落调

整；5月中旬，40D氨纶再度开启上

涨行情，攀升至近10年来新高；截

至6月28日其价格为75000元/吨，

涨幅为 9.65%，同比涨幅 138.10%；

截至 7 月 21 日，40D 氨纶价格为

78200元/吨，较三个月前的价格上

涨15.68%，较月初上涨2800元/吨，

涨幅为 3.71%；再上涨至 8 月初的

80000 元/吨，之后虽稍有回落，但

整体仍保持在75000元/吨左右。

对此，王文丹表示，2021 年氨

纶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主要原因是

其产能增长速度低于终端突然上

涨的需求速度，导致氨纶货源紧

缺，拉低工厂库存，进一步驱动其

价格上涨。

产能扩张打破供需平衡？

氨纶市场变局：产能扩张后或回归理性

风电设备退役潮来临：如何走好绿色退出“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宋琪 吴可仲 北京报道

30 年 前 ，风 电 在 挣 扎 如

何“ 从 零 起 步 ”，30 年 后 ，

它 更 须 解 决 绿 色 闭 环 上 最

后 一 问 —— 在 设 备 退 役 潮

到 来 之 前 ，如 何 实 现“ 绿 色

退 出 ”？

行 业 公 开 数 据 显 示 ，到

2025 年，全国约有 1800 台风电

机 组 服 役 期 满 ，到 2030 年 ，

这 一 数 据 将 激 增 至 34000

台。同时，机组退役叶片产生

的复合材料固体废物逐年增

加 。 到 2025 年 ，退 役 叶 片 产

生的固废规模预计接近 5800

吨，到 2028 年将进一步增长至

7.4 万吨。

更重要的是，叶片的复合

材料固化之后自然降解难度

大 、周 期 长 、占 地 广 ，随 着 退

役 机 组 规 模 的 不 断 增 加 ，简

单 堆 放 、填 埋 的 方 式 显 然 难

以满足废弃材料的处置需求，

叶片回收再利用的问题被提

上日程。

鉴 衡 认 证 中 心 副 总 裁 张

宇 告 诉《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

“行业必须在机组退役潮来临

之前形成基本完备的叶片循

环利用机制。而在解决问题

的基础之上，寻求高效、高附

加值的产业合作和技术方案

的 过 程 ，有 机 会 使 设 备 回 收

发展成一个新的细分的蓝海

产业。”

即将到来的设备退役潮

1986年，从山东荣成市马兰风

电场发出第一度电起，中国风电已

经走过30余载。

30年前，在从零起步的初始阶

段，风电行业还在被如何实现规模

化发展，如何进行自主市场探索之

类的问题绊住脚步。行业公开数

据显示，2000 年，全国风电累计装

机容量仍未突破GW量级，风机累

计装机数量也仅为638台。

30年后，风电不仅成为国内第

三大主力电源，其新增装机更是连

续多年全球居首，成为全球最大的

风电市场。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1年末，风电累计并网规模

已突破3亿千瓦大关，达到3.29亿千

瓦 ，当 年 风 电 新 增 并 网 规 模

47.57GW，其中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规模达到16.9GW，同比增长452%。

毫无疑问，如今，中国风电已经

完成了从0到1的跨越，然而，伴随

着连年创新高的新增装机，处置退

役风机设备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鉴衡认证中心副总裁张宇告

诉记者，“风电机组的寿命期通常

在20年左右，由于早期风电项目规

模较小，退役机组的处置压力还不

算大，但按照20年的机组生命周期

推算，从 2025 年开始，退役风机的

规模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自2006年起，中国风电进入规

模化发展阶段，行业公开数据显

示，到2025年，全国约有1800台风

电机组服役期满，到 2030 年，这一

数据将激增至34000台。

“目前，退役的风电机组中，有大

概85%的部件易于循环再利用，比如

塔筒、基座等材料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回收和循环体系，而剩余的难以回收

的部分则是风电机组的主要零部件

——叶片材料。”张宇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初期，对于难以回

收的叶片材料，其最终的容身之所往

往是垃圾场，处置的方式或堆放，或

掩埋。然而，由于叶片属于复合材

料，固化之后自然降解难度大、周期

长、占地广，随着退役机组规模的不

断增加，简单堆放、填埋的方式显然

难以满足废弃材料的处置需求，叶

片回收再利用的问题被提上日程。

行业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退

役叶片产生约900吨复合材料固体

废物，而到2025年，这一规模预计接

近5800吨，到2028年将进一步增长

至7.4万吨，在不到十年间，退役叶

片产生的固废规模增长超80倍。

张宇向记者强调，“行业必须

在机组退役潮来临之前形成基本

完备的叶片循环利用机制，但目前

来看，留给机制建立的时间越来越

紧迫了。因为除正常退役之外，现

在行业出现了‘以大代小’升级改

造风电场的新出路，一些符合条件

的风场技改之后，部分机组退役需

求将被提前置换出来。”

2021年12月，国家能源局开始

征求对《风电场改造升级和退役管

理办法》的意见，相关公告明确指

出，鼓励并网运行超过15年的风电

场开展改造升级和退役。同时，某

从事风电场开发的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对于开发方而言，相比风电

场退役，大家更倾向于选择‘以大

代小’的风场升级改造。”

健全回收再利用体系

“在我看来，考虑到风电机

组固废处理的规模逐年增加，加

上技术及市场进一步成熟后，到

2030 年，它将有机会发展成一

个专门的、细分的、独立的产

业。”张宇称，“但在目前的起步

阶段，我们还有难点和痛点需要

突破。在设备退役潮来临之前，

行业至少还需要解决技术攻关、

跨行业合作、标准建立、政策法

规完善四大难题。”

其中，建立跨行业和跨地区

的合作机制尤为重要，然而，这

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却与其他三

个亟待厘清和解决的难题息息

相关。

张宇表示，要建立设备回收

再利用的体系，仅靠风电行业远

远不够，因为回收再利用产品的

应用场景决定了产品消纳的行

业跨度不小，所以必须建立跨行

业合作机制，而跨行业合作的基

础在于技术攻坚，这决定了产品

的应用方向；另外，跨地区合作

机制的建立则有赖于政策法规

的进一步细化。

基于此，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

岩曾发文呼吁，我们必须未雨绸

缪，企业自下而上攻坚、政策自

上而下贯通，形成合力，加快健

全风电叶片回收再利用体系。

秦海岩指出，在“十四五”规

划时期，有必要着重开展以下几

项工作：其一，加快政策与标准制

定。尽快完善行业标准、技术规

范、认证体系等，确立合理的商业

模式，向产业化生产线建设提供

国家预算内资金支持，逐步推出

综合利用产品绿色认证，并给予

税收政策优惠。尤为重要的一点

是明确责任主体，落实牵头单位，

这将有助于确定叶片回收的商业

模式，为产业布局、产线投资、综

合利用开发奠定基础。

其二，完善退役叶片回收处

置办法。首先国家主管部门针

对退役叶片回收再利用，征求生

产企业、科研院所、循环利用环

保机构的意见建议，制定叶片复

合材料固废处理标准、复合材料

固废处置企业主体评价准则、跨

区域处置办法，有针对性地开展

项目示范。其次建立跨行业的

合作交流机制，促使其他行业参

与叶片回收技术的应用示范和

产品试用中，对使用再回收产品

的项目和企业给予政策倾斜。

同时对于回收再利用产品制定

要求，放宽产品标准指标，限定

适当的使用条件和场景供市场

选择。

其三，开展退役叶片回收

再利用技术研究。通盘考虑经

济、社会、环保效益，优化资源

化回收再利用技术，重点解决

回收再利用方法的技术路线、

设备产业化以及后物料的规模

化应用等难题。引导科研机

构、高校、固废回收企业研发更

高效、更环保的回收处置工艺，

拓展应用场景。鼓励设备制造

企业完善回收再利用体系，培

育叶片制造、使用、回收再利用

的完整产业链。

其四，强化叶片新材料研

发，实施技术改造延长风电机组

使用寿命。科研单位、高校、企

业加强可重复利用叶片材料的

研发应用，如使用热塑性复合材

料，从源头上推动叶片循环利

用。同时通过老旧风电机组改

造，延长叶片使用寿命，减少退

役叶片产生量。

探索“最后一公里”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风光设备循

环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程刚齐告诉

记者，“风电设备的回收再利用环节

主要是解决绿色能源闭环发展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即绿色能源的绿色

退役。”

尽管时间越来越紧迫，但目前

国内叶片的循环利用仍处于小规模

的、探索型的起步阶段。

不过，即使起步较晚，叶片回收

的商业化也尚有距离。但好在国内

始终有企业坚持在“最后一公里”攻

坚。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202.SZ）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风

慧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

慧能”）就是其中代表。

2021年，鉴衡认证中心与金风

科技、中材叶片等公司联合建立了

风电叶片绿色回收与应用联合体，

作为金风科技旗下深耕风电后市场

的主要平台，金风慧能已经开始尝

试提供退役机组的一体化综合解决

方案。

金风慧能产品中心副总经理岳

健告诉记者，通过价值评估、拆卸运

输、回收利用和生态恢复四类基础

服务，金风慧能已探索出整机再应

用、再制造及报废处理三大方向。

对于叶片的回收处理，岳健称，

鉴于叶片的复合材料特性，目前行

业仍以物理回收法为主，其他方式

（化学回收、能量回收等路线）仍处

于实验室阶段。

据了解，风机叶片之所以采用

复合材料，是因为其具备重量轻、

强度高的关键特性，然而，将玻璃

纤维与环氧树脂牢固结合，使其获

得了关键优点，热固性材料的过程

不可逆也成为材料难以回收的主

要原因。

岳健表示，物理回收以物理粉

碎法为主。叶片经粉碎筛选后，可

对获得的纤维和粉末进行再生利

用，其应用场景包括加强石膏建材、

再生砖、再生底托、防裂水泥，再生

路障、再生人孔盖等；同时，物理回

收也适用二次利用场景，主要应用

在海上牧场、园区景观、公共设施、

市政下水井，公园座椅、绿地护栏、

包装、礼品等。

“未来，叶片回收还将朝着绿

色环保、低能耗、产业化的方向探

索，一是对目前叶片回收再利用的

方法做进一步研究，二是开发出可

完全回收的新叶片材料。”岳健补

充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趋势也

与国际风电整机制造商巨头应对风

机叶片退役挑战的步调一致。

据了解，2020年1月，维斯塔斯

宣称，其将在 2040 年前生产销售

“零废风机”（即通过回收、再利用和

复原等方式来回收材料，不再需要

将风机叶片打碎进行焚化或填埋）；

2021年，另一巨头西门子歌美飒也

宣布，其销售风机到2030年实现叶

片可完全回收，到2040年实现风机

100%可回收。

基于此，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曾发文呼吁，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企业自下而上攻坚、政策自

上而下贯通，形成合力，加快健全风电叶片回收再利用体系。

如今，中国风电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跨越，然而，伴随着连年创新

高的新增装机，处置退役风机设备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这样的趋势也与国际风电整机制造商巨头应对风机叶片退役挑战的步调一致。

图为国内某地风电场。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