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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普遍下滑

出口政策优化调整

石墨出口政策优化调整 产业链影响几何？
管制聚焦关键领域

需求改善幅度有限

对企业影响几何？

市场长期供大于求，导致销售产品价格大幅下滑，进而造成企业利润下滑。

从地产相关的表现来看，四季度国内PVC粉需求难有明显起色。

“产能过剩往往伴随着价格

战。近年来，随着PVC新增产能

的持续投放，尤其是龙头企业一

体化项目占比较大，使得在供应

宽松和需求疲软的背景下，企业

降价以抢占市场或成为常态。”朱

梦说。

记者注意到，2022年7月，新

疆天业成功发行 30 亿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其募集资金已全部到

账，将投资于新型绿色高效树脂

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和补充流动

资金。具体包括：子公司天业汇

祥年产 25 万吨超净高纯醇基精

细化学品项目和天业汇祥年产

22.5万吨高性能树脂原料项目。

中泰化学也在募资加码布

局。2022 年 2 月，中泰化学调整

了定增预案，拟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39.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用于高性能树脂产业园及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托克逊电石二

期项目。

在龙头企业不断加码一体化

新增产能的同时，中小企业正在

逐渐退出这个行业。

于江中表示，从2022年下半

年开始，已经有很多规模较小的

企业开始停产或转产，大约有

200万吨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

新疆天业高管人士告诉记

者，从多家上市公司来看，行业扩

张产能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整体

来看，只有在市场低迷时，行业才

会出现竞争加剧的情况，后期会

不断淘汰落后的中小产能，这符

合市场竞争规律。当落后产能逐

渐淘汰后，也是行业利润恢复的

转折点，同时也要看市场需求恢

复的情况。

事实上，在未来的竞争市场

中，多家机构对龙头企业表示

看好。

光大证券研报分析称，中泰

化学新增产能建设强化一体化产

业链的协同效应，并持续扩充产

业版图，看好其作为氯碱行业龙

头的未来发展，且认为该公司新

增产能一体化协同效应显著。

中泰化学方面认为，国内

PVC 行业有供给和需求市场不

对称、产品单一化、低值化的特

点，未来PVC行业发展将会朝着

产业园区一体化、生产工艺多样

化和产品应用多样化的方向发

展。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拥有

完整的煤炭-热电-氯碱化工-粘

胶纤维-粘胶纱上下游一体化的

循环经济产业链，打造了产品结

构差异化、高端化、智能化、集群

化、园区化、国际化的氯碱化工、

纺织工业生产基地。

另外，安信证券研报指出，新

疆天业在氯碱化工行业深耕多

年，其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突出。

新疆天业方面表示，公司是

国内氯碱化工行业少数拥有完

整产业链的企业，拥有“煤炭-热

电-氯碱化工-粘胶纤维-粘胶

纱”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公

司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打造绿色

化工产业，促进企业与资源、环

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节能

降耗、低碳减排、减量化和回收利

用等循环经济技术改造，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

效益。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国家

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兼并合规产

能。”某氯碱上市公司人士向记者

表示，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在于供

给端。预计未来烧碱行业新增产

能有限，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

提升。像新疆天业和中泰化学等

上市企业，未来如果能不断增加

规模和实力，可提高抗风险能

力。规模扩大、产业链齐全、缩减

成本使其形成规模效应。在与国

际品牌竞争时，这些企业将占据

更多优势。

目前，我国在石墨生产领域

占据主导地位，已形成了完善的

生产体系。不过，从企业经营层

面来看，今年前三季度，部分石墨

企业却陷入到“增收不增利”的困

境之中。

其中，方大炭素（600516.SH）

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8.77亿元，同比下滑1.21%，净利

润为3.84亿元，同比下滑17.66%。

据了解，方大炭素是目前国

内最大的石墨电极供应商，其客

户主要聚焦在钢铁企业领域。

对于此次石墨出口禁令的调

整，方大炭素方面表示，公司主营

的炭素产品主要应用在钢铁企

业，只有小部分应用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此次石墨产品出口禁令

调整后，冶金领域的石墨产品出

口禁令随之取消。

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提

高出口市场的空间和进一步拓展

海外业务。

星球石墨（688633.SH）的业

务主要聚焦在石墨生产设备。

在今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实现营

业 收 入 5.5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61%，净利润为1.14亿元，同比

增长6.46%。

星球石墨方面表示，公司目

前在海外的项目并不多，今年下

半年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包括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地区，特

别是聚焦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开拓市场。对于欧美高端市场公

司目前没有计划涉足。“公司主要

从事石墨设备制造的相关产业，

石墨出口禁令对公司目前没有影

响。如果未来海外的石墨产能增

加，这将有利于公司拓展海外市

场。不过，在海外开展业务需要

考量的因素比较多，所以效率方

面与国内还有一些差异”。

此外，专注于新能源电池的

正负极电池材料领域的璞泰来

（603659.SH），今年前三季度实现

营收116.88亿元，同比增长2.4%，

净 利 润 16.29 亿 元 ，同 比 下 滑

28.35%。

璞泰来在财报中解释称，负

极材料行业因产能供给充足、下

游电池客户进入去库存阶段，供

求环境阶段性失衡，行业普遍面

临产能消纳和价格下行的压力。

另外，公司前期高成本负极库存

在第三季度消纳，使公司部分负

极材料产品毛利率空间收窄，叠

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等因

素，公司负极材料产品单位盈利

大幅下行。

本报记者 陈家运 北京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受供需失衡等

多重不利因素影响，氯碱上市公司

的业绩普遍下滑。

据氯碱化工(600618.SH)于 10

月28 日披露的2023 年第三季度报

告，其在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2.73 亿元，同比增长 5.98%；不过，

归母净利润却下滑至4.46亿元，同

比下降60.89%。此外，其他两家氯

碱龙头——中泰化学（002092.SZ）

和新疆天业（600075.SH）的业绩也

出现了大幅亏损。

中研普华研究员朱梦在接受《中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

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及下游市场需求

减弱等因素影响，PVC（聚氯乙烯）出

现了量价齐跌的局面，导致PVC产

品价格跌幅超过大宗原料价格的跌

幅，产品毛利润同比减少，对氯碱上

市公司的业绩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记者从多家氯碱上市公司了解

到，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PVC

和二氯乙烷等产品的销量及售价较

2022 年同期下降。在当前宏观经

济背景下，PVC 走势持续萎靡，行

业呈现下滑趋势。供需面始终维持

供大于求的状态，使得氯碱上市公

司面临严峻挑战。

10月27日，中泰化学发布2023

年三季报。财报显示，2023年前三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2.88 亿

元，同比下降 26.36%；归母净利润

亏损 11.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盈利

11.55亿元形成鲜明对比。

次日，新疆天业发布的2023年

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前三季度公司

净亏损7.81亿元，止盈转亏。

新疆天业方面表示，2023 年

1—9 月，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影响，

氯碱化工行业下游需求偏弱，供应

过剩，竞争加剧，使得公司聚氯乙

烯树脂(包括糊树脂和特种树脂)、

烧碱等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

同期大幅下降，导致公司经营业绩

亏损。

一位氯碱行业高管向记者透

露，市场长期供大于求，导致销售

产品价格大幅下滑，进而造成企业

利润下滑。

今年以来，由于下游市场需求

不振，行业供需失衡的问题一直存

在，导致PVC价格持续下滑。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2023年前

三季度（截至2023年9月30日），国

内 PVCSG-5 均价为 6034 元/吨,较

2022年前三季度均价7828元/吨下

跌22.92%。

卓创资讯分析师于江中告诉

记者，2023 年上半年，受到供大于

求程度扩大和宏观支撑不及预期

的影响，国内PVC粉市场价格整体

呈现下行趋势。然而，到了第三季

度，随着宏观预期好转及基本面的

边际改善，价格开始先上涨后回

落，价格重心也在逐步上移。

进入第三季度，市场一改上半

年的下跌趋势，国内PVC价格走势

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折，开始低位

反弹上行。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

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PVCSG-5 全

国自提均价为 6084 元/吨，较二季

度末上涨357元/吨，涨幅为6.23%；

三季度PVCSG-5全国自提均价季

度均值在 6118 元/吨，较二季度均

值 5857 元/吨上涨 261 元/吨，涨幅

为4.46%。

不过，于江中指出，虽然行业

在三季度有所回暖，但仍然没有摆

脱亏损状态。以电石法PVC为例，

行业从 2022 年下半年开始就处于

亏损状态，至今仍未摆脱这一困

境，只是每月亏损幅度略有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四季度随

着新增产能的投放，供应压力或进

一步加大。

据于江中透露，四季度陕西金

泰一期30万吨PVC粉装置有投产

计划，浙江镇洋化工30万吨乙烯法

PVC粉装置也有投产计划，新产能

的投产将给供应端带来一定压力。

此外，于江中表示，前三季度已

经有超过75%的产能完成了一轮检

修，部分企业甚至进行了 2~3 次的

检修。从检修变化情况来看，4—8

月检修最为集中。导致检修集中的

主要因素在于：一方面二季度是行

业例行检修的集中期；另一方面是

行业亏损较为严重，部分企业被迫

减产或者停产。而随着行业利润恢

复以及集中检修进入尾声，9 月

PVC粉开工负荷率有了明显提升。

对于未来的检修计划，于江中表

示，10月陕西北元、山东信发、新疆中

泰、乐金渤海等企业将安排检修。但

从检修损失量来看预计低于9月份，

11—12月的检修损失量也有略降预

期。因此，预计四季度PVC粉行业

开工负荷率将在77%~78%，与一季度

开工负荷率相差不大。但由于产能

基数的增加，四季度PVC粉产量或

将成为年内最高的一个季度。

同时，于江中也提到，虽然供应

在增加，但行业需求改善幅度并不大。

于江中分析称，自 2022 年以

来，房地产市场明显转弱，尽管在

2023年保交楼等政策的推动下，竣

工数据有所好转，但对PVC粉需求

提振有限。新开工数据依然较差，

导致与房地产相关产品需求表现一

直不佳。从新开工传导到 PVC 粉

相关需求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所

以从地产相关的表现来看，四季度

国内 PVC 粉需求难有明显起色。

在出口方面，自从 9 月出口转弱以

来，目前仍未有改善迹象。印度市

场仍然是全球主要的需求增长点，

随着前期货源的逐步消化，四季度

或有出口好转预期，但出口接单增

加幅度可能会小于7—8月份。

此外，据卓创资讯预测，预计四

季度PVC粉市场将延续区间震荡，

华东 SG-5 价格可能在 5850~6400

元/吨之间。

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

在龙头企业不断加码一体化新增产能的同时，中小企业正在逐渐退出这个行业。

本报记者 李哲 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商务部对石墨类相

关制品的临时出口管制措施进行了

优化调整，进一步规范了石墨材料

及其制品的出口。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获悉，

此次石墨出口政策调整，除了对涉

及航天、军工、核能等领域的“三

高”石墨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外，还

取消了对炉用碳电极等5种主要用

于钢铁、冶金、化工等国民经济基

础工业的低敏感石墨物项的临时

管制。

中国炭素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孙

庆表示，这次商务部对以前的措施

进行调整，有必要地纳入了正式管

制，而用于国民经济用途的就从管

制清单中剔除了。这种调整有利于

行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10月20日，商务部网站信息显

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有关规

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经国务

院批准，决定对商务部、国家国防科

工委、海关总署公告2006年第50号

（《决定对石墨类相关制品实施临时

出口管制措施》）中所列的物项范围

进行优化调整，对部分物项实施出

口管制。

其中，高纯度（纯度>99.9%）、

高强度（抗折强度>30Mpa）、高密度

（密度>1.73克/立方厘米）的人造石

墨材料及其制品，天然鳞片石墨及

其制品（包含球化石墨、膨胀石墨

等）未经许可，不得出口。同时，取

消对炉用碳电极等5种主要用于钢

铁、冶金、化工等国民经济基础工业

的低敏感石墨物项的临时管制。上

述政策将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正

式施行。

记者注意到，天然石墨（鳞片石

墨等）和绝大多数人造石墨制品（如

碳刷、电极、坩埚、热交换器石墨板、

固体润滑材料等）都是热与电的良

导体，高纯度石墨在半导体工业中

（即制造半导体材料）有多种用途，

同时石墨也是电动汽车用锂电池负

极的关键材料。

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

墨生产国和出口国。根据美国地质

局（USGS）数据统计，2022 年全球

天然石墨产量共计 130 万吨左右，

其中中国长期占据全球天然石墨产

量排行榜第一名。2022 年中国的

天然石墨产量为85万吨，占全球总

产量的65.38%。同时，中国还控制

着几乎所有的石墨加工环节，主导

着供应链的每个阶段。

近年来，随着半导体、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快速增长，全球对石墨的

需求量剧增。据英国电池原材料咨

询公司基准矿业情报机构 (Bench-

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

“Benchmark”）预计，到2030年，石墨

需求可能会比2020年的水平增长8

倍，到2040年将增长25倍。这意味

着石墨的预计供应缺口为30%，而锂

为11%，镍为26%，钴为6%。

我国对石墨类产品实施出

口管制始于 2006 年。彼时，商

务部等国家部委采取了临时出

口管制措施，将石墨类产品，包

括用于钢铁行业的石墨电极和

工业硅的碳电极等都纳入了管

制范围。

孙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根据出口管制规定，国内企业

出口被管制产品时，必须取得主

管部门的审批。这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

效率，客观上影响了行业的发

展。因此，我们与相关部门进行

沟通，认为有关国家安全与利益

以及履行防扩散国际义务的必

须进行管制，除此之外的产品可

以考虑解除。

石墨产品因其具备耐高温

特性，除了用于民用化生产外，

在军事、航天领域的用途也较为

广泛。特别是高纯度的石墨产

品在核能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场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

国政府依据出口管制法规定，对

石墨物项临时管制措施进行全

面评估，并作出有进有出优化

调整的决定，体现了统筹发展

和安全的管制理念，有利于更

好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有利

于保障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安

全稳定，以及更好地维护国家安

全和利益。

孙庆提到，商务部此次调整

管制措施是基于行业发展的原

因，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考虑。

这次商务部对以前的措施进行了

调整，有必要地纳入了正式管制，

而用于国民经济用途的就从管制

清单中剔除了。这种调整有利于

行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记者注意到，此次政策调整

取消了对炉用碳电极等5种主要

用于钢铁、冶金、化工等国民经济

基础工业的低敏感石墨物项的临

时管制。

业内人士表示，从调整后的

政策来看，真正加强出口管制的

主要是天然石墨，特别是天然石

墨中的鳞片石墨，因为这可能会

涉及军工领域的应用。对于人工

石墨来说，非但没有更严格，反而

放松了对一些领域的石墨产品的

出口管制；而对于天然石墨的管

制力度确实有所增加。

由于天然石墨是通过开采天

然存在的矿床进行生产，因此对

天然石墨矿的品质要求较高。而

人工石墨的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从

碳排放还是从绿色生产的角度

讲，都无法与天然石墨的生产过

程相比。因此，在全球追求绿色

制造的大趋势下，行业更加青睐

天然石墨。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天然

鳞片石墨储量最大，品质最好。

由于天然鳞片石墨是在特殊的地

质条件下，经过长时间才形成的，

非常珍贵且不可再生。因此，粗

放式的开发方式并不适用于天然

鳞片石墨的生产开发。

今年前三季度，受供需失衡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氯碱上市公司的业绩普遍下滑。图为新疆天业参展中国品牌日展会。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