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955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3年年度
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远股份”或“公司”）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送
的《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811号，以下简称“《工作
函》”），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会同年审会计师、保荐机构就《工作函》关注的问题逐项
进行认真分析与核查，现就函件相关内容及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关于经营业绩
公司于2021年9月上市，上市后业绩先大幅增长后大幅持续下滑。2021年至2023年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96.35亿元、77.89亿元、70.50亿元，同比变化120%、-19%、-10%；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21.50亿
元、6.08亿元、0.99亿元，同比变化201%、-72%、-84%。毛利率方面，2021年至2023年度毛利率分别
为31.01%、10.32%、3.28%，波动较大且持续下滑。报告期主要产品苯酚、丙酮、双酚A、异丙醇、新能源
新材料毛利率分别减少4.7、5.16、21、6、0.99个百分点；产销量方面，苯酚、丙酮同比下降；产品价格方
面，苯酚、双酚A、聚碳酸酯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原材料价格方面，纯苯、丙烯同比小幅下降。2024年一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0亿元，同比增加26.40%，归母净利润0.19亿元，同比下滑27%，下滑势头
持续。

请公司：（1）分产品补充披露2021年至2023年收入、产品单价、销量的变化情况及原因；原材料价
格、单位成本、期间费用的变动情况及原因；结合原材料相关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情况，说明公司产品
销售价格和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的合理性，分析差异幅度及原因；（2）结合前述情况及行业环境、上下
游供需变化、在手订单等，分析上市后公司业绩及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结合公司酚酮业务和新能
源新材料业务具体产品构成、下游应用领域，说明相关毛利率是否和同行业存在较大差异及原因；（3）
结合2024年一季度业绩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营收和毛利率持续下滑的风险，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一、公司说明
（一）分产品补充披露2021年至2023年收入、产品单价、销量的变化情况及原因；原材料价格、单

位成本、期间费用的变动情况及原因；结合原材料相关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情况，说明公司产品销售
价格和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的合理性，分析差异幅度及原因；1、分产品补充披露2021年至2023年收入、产品单价、销量的变化情况及原因2021年至2023年，公司各主要细分产品收入、产品单价、销量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吨、元/吨
产品

苯酚

丙酮

双酚A

异丙醇

聚碳酸酯

PC/ABS 合
金

碳酸二甲酯

其 他（包 括
丙烯、气体、
产业链副产

品等）

项目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销量
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销量
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销量
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销量
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销量
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销量
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销量
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销量
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

2023年

数据

192,406.40
182,505.69

27.82
6,916.33
6,560.44
79,180.44
75,505.86
14.17

5,586.78
5,327.51

107,800.39
105,393.55

12.46
8,650.31
8,457.18
67,356.49
63,582.96
10.61

6,350.82
5,995.02

163,544.62
160,143.98

13.58
12,042.06
11,791.67
13,106.29
14,383.28

0.97
13,509.48
14,825.76
18,022.19
18,384.10

4.92
3,660.94
3,734.46
62,299.75
61,501.63

-
-
-

较上一年变
动情况
-27.16%
-23.36%
-5.88%
-22.60%
-18.57%
4.08%
10.04%
-6.07%
10.81%
17.16%
-31.99%
-13.38%
-0.17%
-31.87%
-13.24%
12.21%
19.83%
4.95%
6.92%
14.17%
-7.24%
-5.87%
15.24%
-19.51%
-18.32%
28.74%
12.02%
39.43%
-7.67%
-19.66%

-
-
-
-
-

84.58%
79.07%

-
-
-

2022年

数据

264,138.46
238,125.68

29.56
8,936.39
8,056.32
76,075.04
68,615.89
15.09

5,041.62
4,547.29

158,503.33
121,679.51

12.48
12,697.19
9,747.36
60,025.48
53,063.12
10.11

5,939.98
5,251.01

176,314.30
170,130.38

11.79
14,960.63
14,435.91
10,180.72
12,840.33

0.70
14,631.48
18,453.81

-
-
-
-
-

33,751.52
34,345.58

-
-
-

较上一年变
动情况
15.92%
19.86%
0.56%
15.28%
19.19%
-31.46%
-28.54%
-22.02%
-12.11%
-8.36%
-37.19%
10.57%
-3.47%
-34.93%
14.54%
52.23%
55.43%
65.70%
-8.13%
-6.20%
-39.37%
-8.11%
-16.40%
-27.48%
9.91%

-
-
-
-
-
-
-
-
-
-

-14.92%
-12.74%

-
-
-

2021年

数据

227,855.28
198,674.01

29.39
7,751.85
6,759.08

110,998.32
96,023.85
19.35

5,736.08
4,962.24

252,336.21
110,048.67

12.93
19,512.86
8,509.93
39,431.10
34,139.35

6.10
6,465.56
5,597.87

290,810.63
185,149.39

14.10
20,629.82
13,134.32

-
-
-
-
-
-
-
-
-
-

39,670.56
39,361.49

-
-
-

较上一年变
动情况
453.19%
546.36%
301.91%
37.64%
60.78%
71.38%
102.06%
83.81%
-6.76%
10.09%
117.08%
55.37%
8.53%

100.02%
43.43%

1,450.28%
1,367.26%
1,591.68%
-8.36%
-13.27%
75.84%
31.28%
2.14%
72.15%
28.69%

-
-
-
-
-
-
-
-
-
-

-11.74%
22.56%

-
-
-

2020年

数据

41,189.07
30,745.89

7.31
5,631.97
4,204.03
64,765.96
47,529.11
10.53

6,151.88
4,507.38

116,238.69
70,839.64
11.92

9,755.38
5,933.23
2,543.49
2,326.74
0.36

7,055.28
6,454.06

165,382.78
141,024.06

13.80
11,983.43
10,206.38

-
-
-
-
-
-
-
-
-
-

44,948.14
32,106.09

-
-
-

2021年至2023年，公司各产品销售收入的变化是销售单价和销量变动的结果，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销售单价变动原因
公司对于产品销售定价主要参考市场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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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整体而言，各主要产品销售单价的变化主要受产品市
场价格变化影响所致。

公司主要产品同市场价格比较如下：1）苯酚2021年至2023年，公司苯酚产品月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2021年至2023年，公司苯酚月度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苯酚产品平均销售
价格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整体保持一致。2）丙酮2021年至2023年，公司丙酮产品月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2021年至2023年，公司丙酮月度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丙酮产品平均销售
价格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整体保持一致。3）双酚A2021年至2023年，公司双酚A产品月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2021年至 2023年，公司双酚A月度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双酚A产品平均
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整体保持一致。4）异丙醇2021年至2023年，公司异丙醇产品月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2021年至2023年，公司异丙醇月度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异丙醇产品平均
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整体保持一致。5）聚碳酸酯2021年至2023年，公司聚碳酸酯产品月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卓创资讯2021年至2023年，公司聚碳酸酯月度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聚碳酸酯产品
平均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整体保持一致。

（2）产品销量变动原因2021年至2023年，公司苯酚和双酚A的销量较为稳定，丙酮、异丙醇和聚碳酸酯的销量存在一定
变化，具体情况如下：1）丙酮2021年，公司丙酮的销量增加83.81%，主要系2020年11月份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醇联合
装置投产，丙酮产量增加，可供外销数量增加；2022年和2023年，公司丙酮的销量分别下降22.02%和6.07%，主要系：2022年和2023年随着公司异丙醇装置负荷提高，丙酮消耗量增长所致。2）异丙醇2021年，公司异丙醇的销量增加1,591.68%，主要系2020年11月份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醇
联合装置投产，异丙醇产量增加。2022年和2023年，公司异丙醇的销量分别上升65.70%和4.95%，主
要系：公司异丙醇装置负荷提高，异丙醇产量增长所致。3）聚碳酸酯2021年，公司聚碳酸酯的销量增加 2.14%，销量较为稳定。2022年，公司聚碳酸酯的销量下降16.40%，主要系：2022年1月聚碳酸酯共混改性（一期）项目投产，聚碳酸酯有一部分作为高新材料的
原料供其消耗，并且2022年3-4月份聚碳车间停工检修，导致2022年产量下降。2023年，公司聚碳酸
酯的销量上升15.24%，主要系2023年，上述影响因素消除，聚碳产量相对于2022年上升，可供外销数
量增加，公司聚碳酸酯的销量得以改善。2、原材料价格、单位成本的变动情况及原因2021年-2023年，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纯苯
丙烯

碳酸二甲酯
丙烷
甲醇

2023年
单价

6,396.41
6,212.55
3,973.86
5,017.42
2,146.29

变动比例
-9.92%
-9.81%
-28.83%

-
-

2022年
单价

7,100.75
6,888.60
5,583.39

-
-

变动比例
15.48%
-2.14%
-19.77%

-
-

2021年
单价

6,148.80
7,039.44
6,959.36

-
-

变动比例
83.03%
14.51%
11.58%

-
-

2020年
单价

3,359.38
6,147.30
6,236.95

-
-

原材料是公司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单位成本的变动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保持一致。
公司原材料价格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1）纯苯2021年至2023年，公司纯苯月平均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2021年至2023年，公司纯苯月度平均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纯苯平均采购价格
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整体保持一致。

（2）丙烯2021年至2023年，公司丙烯月平均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2021年至2023年，公司丙烯月度平均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丙烯平均采购价格
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整体保持一致。

（3）碳酸二甲酯2021年至2023年2月，公司碳酸二甲酯月平均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2021年至2023年2月，公司碳酸二甲酯月度平均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碳酸二甲
酯平均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整体保持一致。3、公司期间费用的变化情况及原因2021年-2023年，公司期间费用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合计

2023年
金额
270.44

10,890.52
3,110.83
-1,887.42
12,384.37

变动比例
-8.35%
25.14%
10.84%
不适用
32.93%

2022年
金额
295.07
8,702.67
2,806.49
-2,487.57
9,316.67

变动比例
10.23%
18.33%
81.39%

-654.19%
-3.14%

2021年
金额
267.69
7,354.57
1,547.22
448.86
9,618.34

变动比例
10.52%
37.26%
67.65%
-94.40%
-33.87%

2020年
金额
242.22
5,358.08
922.89
8,020.40
14,543.59

（1）销售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职工薪酬
办公费
差旅费
仓储费
宣传费
合计

2023年度
215.81
20.12
33.03
-

1.47
270.44

2022年度
248.67
28.93
17.48
-
-

295.07

2021年度
226.24
22.93
18.53
-
-

267.69

2020年度
196.24
11.35
21.85
12.78
-

242.22
2021-2023年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267.69万元、295.07万元和270.44万元，销售费用保持相对平

稳，主要系公司销售人员的薪酬会随着市场经营环境进行动态调整。
（2）管理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职工薪酬
排污费

折旧摊销费
办公费
保险费

中介机构服务费
绿化费

宣传费及其他
差旅费

余压发电三项基金
合计

2023年度
7,548.23
1,105.08
885.47
398.13
269.02
237.75
218.14
189.50
39.20
-

10,890.52

2022年度
3,917.09
2,695.67
908.63
365.85
146.73
246.87
258.18
140.14
23.54
-

8,702.67

2021年度
3,508.75
1,052.24
507.88
192.16
176.73
640.34
220.53
926.45
129.51

-
7,354.57

2020年度
2,933.50
1,109.93
448.91
164.14
118.65
233.37
98.11
99.41
108.47
43.57

5,358.08
2021年，管理费用增加1,996.49万元，主要系本期人员薪酬增加，与高校合作技术咨询费增加和

公开发行并上市相关服务费用增加。2022年，管理费用增加1,348.10万元，主要系公司排污费增加1,643.43万元。根据2022年相关部
门对利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例行督导检查，认为利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2020年与2021年污水处
理费收取存在政策理解差异情况，要求其进行整改。因此利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相关要求重新
测算了公司2020年与2021年污水处理费用，并要求公司补缴差额。

利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22年9月8日出具了专项说明，说明强调了2020年及2021年公司不
存在故意隐瞒或刻意少缴污水处理费的情形。2023年，公司管理费用增加 2,187.85万元，主要系公司在建工程“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 20万吨/
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以及“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
目”新招聘员工进行建设管理进而薪酬增加所致。

（3）研发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人工成本

折旧费与摊销费
直接投入

技术服务费及其他
合计

2023年度
1,628.38
1,324.02
140.97
17.45

3,110.83

2022年度
1,091.90
1,070.37
468.85
175.36
2,806.49

2021年度
789.19
362.09
191.12
204.82
1,547.22

2020年度
703.09
114.09
86.45
19.27
922.89

2021年，研发费用增加624.32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期加大研发投入。2022年，研发费用增加1,259.27万元，主要系新增研发项目进而人工成本增加、直接投入增加以
及设备折旧费增加所致。2023年，研发费用增加304.34万元，主要系公司为紧跟行业及技术变革趋势，进一步增加研发项
目。

（4）财务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利息费用

减：利息收入
加：汇兑损失
加：其他支出

合计

2023年度
896.80
2,764.26
-84.73
64.76

-1,887.43

2022年度
637.60
3,320.30
134.76
60.37

-2,487.57

2021年度
2,155.91
1,781.43
-5.89
80.27
448.86

2020年度
8,130.22
132.73
-5.46
28.37

8,020.40
2021年，财务费用减少7,571.54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期有息负债规模下降，利息支出减少。2022年，财务费用减少2,936.44万元，主要系公司于2021年9月主板上市后募集资金到账净额约38.80亿元，公司资金充沛进而利息收入增加。2023年，财务费用增加600.15万元，主要系伴随着公司在建工程“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20万吨/

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以及“25万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
目”的资金投入，公司2023年利息收入有所下降。4、结合原材料相关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情况，说明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和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的
合理性，分析差异幅度及原因2021年-2023年，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类别

产品

原材料

项目

苯酚
丙酮

双酚A
异丙醇

聚碳酸酯
纯苯
丙烯

碳酸二甲
酯

2023年
价格

6,916.33
5,586.78
8,650.31
6,350.82
12,042.06
6,396.41
6,212.55
3,973.86

变动比例
-22.60%
10.81%
-31.87%
6.92%

-19.51%
-9.92%
-9.81%
-28.83%

2022年
价格

8,936.39
5,041.62
12,697.19
5,939.98
14,960.63
7,100.75
6,888.60
5,583.39

变动比例
15.28%
-12.11%
-34.93%
-8.13%
-27.48%
15.48%
-2.14%
-19.77%

2021年
价格

7,751.85
5,736.08
19,512.86
6,465.56
20,629.82
6,148.80
7,039.44
6,959.36

变动比例
37.64%
60.78%
71.38%
102.03%
83.81%
83.03%
14.51%
11.58%

2020年
价格

5,631.97
6,151.88
9,755.38
7,055.28
11,983.43
3,359.38
6,147.30
6,236.95

苯酚、丙酮与原材料价格波动：苯酚、丙酮的原材料主要由纯苯、丙烯构成，2021年至2023年，公
司苯酚的价格波动基本符合原材料纯苯、丙烯的价格波动趋势，丙酮的价格与纯苯、丙烯的价格波动
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2022年国内丙酮总产能增幅达24.2%，但下游汽车、建材等终端消费增幅下降，
因此价格同比有所下降；2023年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复苏，丙酮的市场需求也逐步恢复，价格同比有
所上升。

双酚A与原材料价格波动：双酚A的原材料主要由苯酚、丙酮构成，其价格波动与苯酚、丙酮的价
格波动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2022-2023年国内双酚A行业存在大量新产能释放，加剧了市场的供需
矛盾，导致双酚A市场价格的宽幅回落。

异丙醇与原材料价格波动：公司采用丙酮法制备异丙醇的原材料主要来自上游自有苯酚丙酮装
置中的丙酮，其价格波动基本符合原材料丙酮的价格波动趋势。

聚碳酸酯与原材料价格波动：聚碳酸酯的原材料主要由双酚A构成，其价格波动基本符合原材料
双酚A的价格波动趋势。

（二）结合前述情况及行业环境、上下游供需变化、在手订单等，分析上市后公司业绩及毛利率大
幅波动的原因；结合公司酚酮业务和新能源新材料业务具体产品构成、下游应用领域，说明相关毛利
率是否和同行业存在较大差异及原因；1、结合前述情况及行业环境、上下游供需变化、在手订单等，分析上市后公司业绩及毛利率大幅
波动的原因

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2021年-2023年的业绩及毛利率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业绩指标

营业收入
毛利

毛利率

期间费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023年
金额

705,016.94
23,151.01
3.28%

12,384.37
9,861.54

变化
-9.59%
-71.24%

降 低 7.04
个百分点
32.93%
-83.77%

2022年
金额

779,811.32
80,484.55
10.32%
9,316.67
60,777.35

变化
-19.06%
-73.06%

降 低 20.69
个百分点
-3.14%
-71.73%

2021年
金额

963,461.60
298,759.06
31.01%
9,618.34

214,971.29

变化
119.65%
167.04%

升高 5.50个
百分点
-33.87%
200.61%

2020年
金额

438,639.92
111,877.82
25.51%

14,543.59
71,510.65

2021年，公司业绩同比大幅提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143,460.64万元；2022-2023
年，公司业绩持续下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减少154,193.94万元和50,915.81万元，主
要原因系毛利及毛利率降低所致。2021-2023年，公司毛利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酚酮业务

新 能 源 新 材
料业务

其他产品（包括丙烯、气体、
产业链副产品等）
主营业务毛利合计

其他业务毛利
毛利合计

产品

苯酚
丙酮

双酚A
异丙醇

聚碳酸酯
PC/ABS合金
碳酸二甲酯

2023年
毛利

9,900.71
3,674.58
2,406.84
3,773.53
3,400.64
-1,276.99
-361.91
798.12

22,315.51
835.50

23,151.01

变化幅度
-61.94%
-50.74%
-93.46%
-45.80%
-45.01%
-51.99%

-
-

-72.17%
182.07%
-71.24%

2022年
毛利

26,012.78
7,459.15
36,823.82
6,962.36
6,183.92
-2,659.61

-
-594.06
80,188.36
296.20

80,484.55

变化幅度
-10.86%
-50.19%
-74.12%
31.57%
-94.15%

-
-

-292.21%
-73.06%
-71.89%
-73.06%

2021年
毛利

29,181.27
14,974.47
142,287.54
5,291.75

105,661.24
-
-

309.07
297,705.34
1,053.71

298,759.06

变化幅度
179.43%
-13.13%
213.42%
2341.41%
333.77%

-
-

-97.59%
169.42%
-23.71%
167.04%

2020年
毛利

10,443.18
17,236.85
45,399.05
216.75

24,358.72
-
-

12,842.06
110,496.61
1,381.21

111,877.82
2021-2023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的情况如下：

业务板块

酚酮业务

新能源新材料业务

产品

苯酚
丙酮

双酚A
异丙醇

聚碳酸酯
PC/ABS合金

DMC

2023年度
毛利率
5.15%
4.64%
2.23%
5.60%
2.08%
-9.74%
-2.01%

2022年度
毛利率
9.85%
9.80%
23.23%
11.60%
3.51%

-26.12%
-

2021年度
毛利率
12.81%
13.49%
56.39%
13.42%
36.33%

-
-

2020年度
毛利率
25.35%
26.61%
39.06%
8.52%
14.73%

-
-

（1）行业环境、上下游供需变化对公司毛利率的影响
苯酚：国内苯酚下游主要应用于双酚A、酚醛树脂、环己酮、医药中间体等领域。2021-2023年期

间，中国苯酚行业经历了显著的需求增长，特别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对杀菌剂及阿司匹林等消炎
药物的需求增加，以及风电行业建设对环氧树脂等原材料需求的增长，推动了苯酚的表观需求量，一
定程度上推高了苯酚价格。与此同时，国内部分苯酚产能开始建设，并于2023年落地。产能的爆发
式增长导致了市场供应量的显著增加，从而使得苯酚行业的整体利润空间受到显著压缩。虽然公司
苯酚产能位列行业第三，周边市场用户需求稳定，具有一定的综合优势，但毛利率仍受市场行情影响，
有所下滑。

丙酮：丙酮的主要下游行业为双酚A、MMA、异丙醇、MIBK、溶剂等。近年来MMA、双酚A、异丙醇
持续扩能，丙酮需求量稳健增长。同时，2022年，国内丙酮总产能上升至 256.5万吨，同比增幅达24.2%，增幅居近五年来的较高水平，但2022年宏观经济增长显著趋缓，汽车、建材等终端消费增幅下
降，总需求量增幅低于总供应量。此外，2023年石油、煤炭等上游大宗原材料价格在地缘政治等因素
扰动下居高不下，推动纯苯等初级化工原材料的价格上升，最终导致公司2022年丙酮毛利率受到一
定影响。丙酮和苯酚属于同一个生产环节生产的产品，采用经济价值法分摊生产成本，2023年，丙酮
价格略有回升而苯酚价格大幅下滑，使得丙酮和苯酚虽然受到同样的原材料成本小幅下降的影响，但

因为丙酮分摊的成本比例显著增加，使得其单位成本波动与原材料成本波动不一致，导致毛利率继续
下滑。

双酚A：近年，中国双酚A消费量逐年增加。下游两大产品环氧树脂和PC特性优良，终端消费量
领域较为广泛。近年来部分终端行业，例如风力发电、新能源汽车受国家政策扶持实现较快发展，从
而推动双酚A消费稳步增长。2022-2023年国内双酚A行业存在大量新产能释放。根据公开信息，包
括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公司、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山东鲁西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华盛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及山东万华化学集团公司
等已计划或已落地双酚A生产装置；根据隆众资讯数据，2023年中国双酚A产能大幅扩张，国内双酚A总产能达到487.5万吨/年，同比增长46.3%。新增产能的投产，加剧了市场的供需矛盾，导致双酚A
市场价格的宽幅回落。

异丙醇：国内异丙醇下游行业主要集中在油墨、除草剂、电子清洗、涂料、医药中间体等。2023全
年异丙醇进口量为13.07万吨，仍有一定进口替代潜力。公司异丙醇产品主要原料来自上游自有苯酚
丙酮装置和自产氢气，成本优势显著,在国内异丙醇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毛利下滑主要系因石
油、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在地缘政治等因素扰动下居高不下，推动丙烯等初级化工原材料的价格上升。

聚碳酸酯：PC主要应用在电子电器、板材、汽车、医疗、包装等领域。2022年，聚碳酸酯集中扩产
落地，全球聚碳酸酯产能约744.5万吨，同比增长13.4%，产品价格回落；与此同时，纯苯、丙烯等基础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推升产业链成本，行业毛利率迅速下滑。2023年，聚碳酸酯行业进入相对稳定的
发展周期，集中扩能基本结束，存量产能逐步消化、进口数量不断下降，聚碳酸酯利润情况已逐步改
善。

碳酸二甲酯：碳酸二甲酯是一种低毒、环保性能优异、用途广泛的化工原料，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合
成中间体，下游主要包括电池电解液、聚碳酸酯等。截至2023年末，国内共有DMC产能260万吨，整
体来看市场供应相对平衡，年内DMC价格趋于稳定。公司DMC投产时间较短，且在行业周期底部，毛
利率相对较低。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未来DMC市场前景广阔，需求量会持续增长，后续
毛利率有望回升。

（2）在手订单的相关影响
作为大宗化工品生产商，采用以产定销的经营模式和预收款为主的销售结算政策，并非根据在手

订单情况组织生产和备货。
公司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均保持高位，不存在产品积压或滞销情形。2、结合公司酚酮业务和新能源新材料业务具体产品构成、下游应用领域，说明相关毛利率是否和

同行业存在较大差异及原因
公司酚酮业务主要产品包括苯酚、丙酮、双酚A、异丙醇；公司新能源新材料业务主要产品包括聚

碳酸酯、碳酸二甲酯等。公司下游应用领域及毛利率的相关分析参见本题回复之“1、结合前述情况及
行业环境、上下游供需变化、在手订单等，分析上市后公司业绩及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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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
万华化学

公司

2023年毛利率
13.44%
16.79%
3.28%

2022年毛利率
20.02%
16.57%
10.32%

2021年毛利率
30.42%
26.26%
31.01%

注：可比公司均未单独披露具体产品毛利率或聚碳酸酯产业链毛利率，上图中为公司整体毛利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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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毛利率下滑幅度较大，主要原因系公司产品结构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差异。公司上市初
期，已投产产能主要覆盖“苯酚、丙酮—双酚A—聚碳酸酯”产业链，较为集中的产品结构在聚碳酸酯
产业链的景气周期内，为公司带来更高的毛利率，而面对聚碳酸酯产业链的下滑周期，则可能受到较
大的冲击。聚碳酸酯产业链占鲁西化工和万华化学可比板块的收入占比较低，聚碳酸酯产业链对其
板块毛利率变动的影响较为有限，也导致了公司毛利率变化与其的差异。

万华化学系国内化工行业绝对龙头，在产化工产品丰富、覆盖产业链条线较多、覆盖产业链纵深
较长，其主要产品覆盖聚氨酯系列、石化系列、精细化学品及新材料系列等，可有效对冲化工行业的周
期波动风险，因此毛利率最为稳定。鲁西化工资产及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高于公司，其主要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聚碳酸酯、尼龙6、多元醇、有机硅、氟材料、甲烷氯化物、二甲基甲酰胺、氯碱等，相关风险也得
到一定分散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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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合2024年一季度业绩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营收和毛利率持续下滑的风险，以及公司的应
对措施。1、2024年一季度业绩环比下滑趋缓2023年初至今，各季度公司业绩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报告期

营业收入
毛利

毛利率
期间费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024年第一季度
213,980.91
4,293.64
2.01%

3,834.90
1,908.91

2023年第四季度
212,246.84
4,941.00
2.33%

3,498.93
1,098.10

2023年第三季度
173,793.89
10,906.46
6.28%

4,122.41
5,575.46

2023年第二季度
149,689.14
2,738.02
1.83%

2,861.85
579.25

2023年第一季度
169,287.07
4,565.53
2.70%

1,901.19
2,608.73

如上表所示，相较2023年四季度，公司2024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略有下滑，一季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已有回暖。2、公司部分在建项目将于年内投产，业绩增量有所保障2024年内，公司主要在建项目预计投产，具体包括：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60万吨/年丙烷脱氢
及 20 万 吨/年 高 性

能聚丙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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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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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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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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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规划/预计投产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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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于2024年内投产

计划于2024年内投产

设计产能
60万吨/年丙烯，20 万 吨/年 聚 丙

烯
30 万 吨/年 环 氧

丙烷

25 万 吨/年 碳 酸
酯类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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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项目均具有较好的盈利空间，各项目市场情况的分析可参见
本回复之“问题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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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内，上述重点项目的陆续建成，将有助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水平，预计对2024
年及后续业绩保障有所助益。3、公司其他应对措施

公司将紧紧围绕“压低库存、快速周转，倒推成本、有效经营”的工作策略，保持良好运营节奏，实
现市场化运行、动态化平衡。具体措施包括：1）加强品牌建设，树立行业标杆；2）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不断完善现有产业链；3）不断提升产业链上游原料供应能力和下游市场渠道建设，优化供应链管理，
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4）贯彻执行“引进来，走出去”的营销策略；5）不断优化生产经营策略，持续
高效运营。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人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获取了公司主要产品、原材料相关研究报告和行业数据，对比公司各期产品、原材料变动是否

与行业发展相匹配；2、查阅了公司2021-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一季度报告，复核公司主要业务数据披露情况；3、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销售结算政策等；4、现场核查公司主要在建项目进展，了解投产计划，结合行业信息，分析在建项目投产对公司业
绩的影响。5、获取了利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22年9月8日出具与排污费相关的专项说明文件。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1、公司销售价格和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与行业整体变动趋势保持一致且不存在显著差异，期间

费用的变动存在合理性。2、上市后公司业绩及毛利率大幅波动主要原因系化工行业周期性影响，公司主要产品在 2022-2023年下游需求均有所新增，但供给增速更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阶段性产能过剩，叠加大宗原材料
价格上涨影响，行业毛利率受到冲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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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因此下滑幅度略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3、2024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环比跌幅趋缓，部分在建项目将于2024年内投产，将有助于提升公司
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水平，预计对2024年及后续业绩保障有所助益。

问题二：关于项目投建和资金情况
公司上市以来项目投建规模较大且增速较快，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合计占

总资产比例高达 81%，其中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余额分别为 61.58亿元、42.32亿元，同比增加 108%、107%。报告期内，在建项目“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25
万吨/年电解液溶剂项目”分别增加投入约22亿元，21亿元，14亿元，累计投入和工程进度均已过半。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设备款近两年期末余额分别为14.6亿元、4.40亿元，金额较大。同时，报告期
末公司非受限货币资金余额6.02亿元，有息负债合计25.60亿元，其中长期借款由0大幅增加至21.51
亿元，且2024年一季度继续增至24.30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近三年分别为26.75亿元、10.84亿
元、6.14亿元，持续大幅下滑；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9.65亿元、30.41亿元、43.83亿元，持续大额流出。

请公司：（1）分业务板块列示近三年主要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类型、用途、区位、取得时间、
产能及实际利用情况等，结合经营模式说明固定资产投入产出效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
及原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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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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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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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补充披露公司在前述项目建设中，资金来源、未来资金需求、未来筹措安排，对公司财务报
表可能带来的影响；（6）补充披露公司本期新增长期借款所对应的用途、期限、利率区间、归还时间，结
合公司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经营现金流状况、市场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中长期流动性风险，并进
行充分风险提示。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4）发表意见，并说明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确认及计量
准确性执行的审计程序。

一、公司说明
（一）分业务板块列示近三年主要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类型、用途、区位、取得时间、产能及

实际利用情况等，结合经营模式说明固定资产投入产出效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1、公司近三年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1）主要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苯酚、丙酮—双酚A—聚碳酸酯”产业链有机化学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近年来随着“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醇联合项目”、“10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酯项目”和“60万
吨/年丙烷脱氢及 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等项目的建设投产，主要业务产品逐步囊括包含苯
酚、丙酮、双酚A、聚碳酸酯、异丙醇、碳酸二甲酯、PC/ABS树脂、丙烯等在内的产业链上下游产品。公
司近三年固定资产按照产品生产装置进行分类的具体情况列示如下表：1）2023年末

业务板块

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

10 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
酯装置

聚碳酸酯共混改性（一期）
项目-高新材料车间

35 万吨/年苯酚、丙酮、异
丙醇联合装置

12 万吨/年熔融态双酚 A
装置

13万吨/年聚碳酸酯装置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

合计

类型
房 屋 及 构 筑
物、机器设备

等
房 屋 及 构 筑
物、机器设备

等
房 屋 及 构 筑
物、机器设备

等
房 屋 及 构 筑
物、机器设备

等
房 屋 及 构 筑
物、机器设备

等
房 屋 及 构 筑
物、机器设备

等
房 屋 及 构 筑
物、机器设备

等
房 屋 及 构 筑
物、机器设备

等

资产原值（万元）

284,290.03

70,272.69

13,753.67

67,654.42

34,326.51

151,153.76

56,479.24

63,097.84
741,028.15

用途

生产丙烯等化工原
料产品

生产碳酸二甲酯等
化工产品

生产PC/ABS树脂等
化工产品

生产苯酚、丙酮、异
丙醇等化工原料

生产双酚 A 等化工
原料

生产聚碳酸酯等化
工产品

生产双酚 A 等化工
原料

生产苯酚、丙酮等
化工原料

区位

丙烷脱氢车间

碳酸二甲酯车间

高新材料车间

苯酚丙酮二期车间、异
丙醇车间、异丙苯二期

车间

双酚A二期车间

聚 碳 PC 单 元 、聚 碳DPC单元

双酚A一期车间

苯酚丙酮一期车间

取得时间（注）

2023年11月

2023年1月

2022年1月

2020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8年5月

2015年9月

2012年9月

注：上表中的资产取得时间为各生产装置转固或购入日期，转固或购入后各装置每年均有部分机
器设备购入用于生产装置的正常运行，下同。2）2022年末

业务板块
聚碳酸酯共混改性（一
期）项目-高新材料车

间

35 万吨/年苯酚、丙酮、
异丙醇联合装置

12 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置
13 万吨/年聚碳酸酯装

置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
置

合计

类型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资产原值（万元）

13,750.81

66,649.13

34,344.21
150,948.81
55,243.98
62,407.90
383,344.84

用途

生产 PC/ABS 树脂等化
工产品

生产苯酚、丙酮、异丙醇
等化工原料

生产双酚A等化工原料

生产聚碳酸酯等化工产
品

生产双酚A等化工原料

生产苯酚、丙酮等化工
原料

区位

高新材料车间

苯酚丙酮二期车间、
异丙醇车间、异丙苯

二期车间

双酚A二期车间

聚碳 PC 单元、聚碳DPC单元

双酚A一期车间

苯酚丙酮一期

取得时间

2022年1月

2020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8年5月

2015年9月

2012年9月

3）2021年末
业务板块

35 万吨/年苯酚、丙酮、
异丙醇联合装置

12 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置
13 万吨/年聚碳酸酯装

置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
置

合计

类型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房屋及构筑物、
机器设备等

资产原值（万元）

66,691.18

34,309.03
151,260.80
54,980.27
58,416.09
365,657.37

用途

生产苯酚、丙酮、异丙
醇等化工原料

生产双酚A等化工原
料

生产聚碳酸酯等化工
产品

生产双酚A等化工原
料

生产苯酚、丙酮等化
工原料

区位
苯酚丙酮二期车间、
异丙醇车间、异丙苯

二期车间

双酚A二期车间

聚碳 PC 单元、聚碳DPC单元

双酚A一期车间

苯酚丙酮一期

取得时间

2020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8年5月

2015年9月

2012年9月

（2）各生产装置产能及实际利用情况
公司近三年各生产装置产能及相关利用情况列示如下表：1）2023年
单位：万吨

业务板块

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

10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酯
装置

聚碳酸酯共混改性（一期）
项目-高新材料车间

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
醇联合装置

12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
置

13万吨/年聚碳酸酯装置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

主要产品

丙烯

碳酸二甲酯

PC/ABS树脂

苯酚

丙酮

异丙醇

双酚A
聚碳酸酯

双酚A
苯酚

丙酮

设 计 产
能

60.00
10.00
1.00
22.00
13.00
10.00
12.00
13.00
12.00
22.00
13.00

实际产量

9.17
11.19
1.01
24.91
15.42
10.57
12.37
14.25
12.99
25.41
15.63

产能利用率

15.28%（注）

111.93%
101.13%
113.21%
118.61%
105.73%
103.08%
109.60%
108.27%
115.52%
120.26%

实 际 利
用情况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自 用 数
量

4.23
6.12
-

11.21
8.46
-

6.27
0.66
6.58
11.43
8.58

销 售 数
量

4.26
4.92
0.97
13.77
7.04
10.61
6.08
13.58
6.38
14.05
7.14

产销率
（含自用）

92.60%
98.66%
95.93%
100.29%
100.49%
100.31%
99.81%
99.97%
99.81%
100.29%
100.49%

注：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 2023年 11月由“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 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
目”转固而来，2023年投产运行时间仅1个月左右，故产能利用率偏低。2）2022年

单位：万吨

业务板块

聚碳酸酯共混改性（一期）
项目-高新材料车间

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
醇联合装置

主要产品

PC/ABS树脂

苯酚

丙酮

异丙醇

设 计 产
能

1.00
22.00
13.00
10.00

实际产量

0.71
25.71
15.89
10.17

产能利用率

70.71%
116.87%
122.20%
101.68%

实 际 利
用情况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自 用 数
量

-
10.61
8.26
-

销 售 数
量

0.70
15.04
7.67
10.11

产销率
（含自用）

98.40%
99.76%
100.30%
99.39%

12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
置

13万吨/年聚碳酸酯装置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

双酚A
聚碳酸酯

双酚A
苯酚

丙酮

12.00
13.00
12.00
22.00
13.00

11.79
12.35
11.96
24.83
15.35

98.24%
95.00%
99.67%
112.87%
118.12%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5.58
0.47
5.67
10.25
7.98

6.20
11.79
6.29
14.52
7.42

99.92%
99.24%
99.92%
99.76%
100.30%

3）2021年
单位：万吨

业务板块

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
醇联合装置

12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
置

13万吨/年聚碳酸酯装置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

主要产品

苯酚

丙酮

异丙醇

双酚A
聚碳酸酯

双酚A
苯酚

丙酮

设计产能

22.00
13.00
10.00
12.00
13.00
12.00
22.00
13.00

实际产量

25.77
15.90
6.07
12.50
13.90
12.97
25.80
15.85

产能利用率

117.13%
122.30%
60.65%
104.16%
106.89%
108.08%
117.29%
121.90%

实 际 利
用情况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正 常 使
用

自 用 数
量

11.17
6.33

6.19

6.42
11.19
6.31

销 售 数
量

14.69
9.69
6.10
6.35
14.10
6.58
14.70
9.66

产销率
（含自用）

100.34%
100.77%
100.55%
100.30%
101.45%
100.30%
100.34%
100.77%

公司主要产品一部分自用消耗，一部分对外销售，故计算时以产销率（含自用）=（销量+自用量）/
产量*100%进行产销率的核算。从上表可知，公司近年来主要生产装置产能利用率稳定，各生产装置
均正常使用，不存在大量闲置状态的资产，同时，公司近三年主要产品的产销率均达到100%左右，各
期基本实现产销平衡，不存在库存积压。2、经营模式说明固定资产投入产出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各产品均处于连续生产状态，各生产装置之间具有生产连续性，上游生产车间的
产品既可以对外销售，也能够自用投入下游生产车间进行后续产品的生产。生产的产品自用部分按
成本价结转下游，无法按最终产品计算效益，基于此，公司以对外销售的产品进行各生产装置效益情
况的计算，主要固定资产的投入产出效益情况列示如下表：

（1）2023年度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

10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酯装置
聚碳酸酯共混改性（一期）项目-高新材料车

间
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醇联合装置

12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置
13万吨/年聚碳酸酯装置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
合计

投产时间
2023年11月
2023年1月

2022年1月

2020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8年5月
2015年9月
2012年9月

-

销售收入
26,673.80
18,211.57
13,106.29
203,328.72
52,581.37
169,140.65
55,231.80
138,446.78
676,720.98

销售成本
29,591.88
18,564.07
14,383.28
192,714.47
51,401.30
165,773.41
53,992.25
131,482.51
657,903.17

效益
-2,918.09
-352.50
-1,276.99
10,614.26
1,180.07
3,367.24
1,239.55
6,964.28
18,817.81

（2）2022年度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聚碳酸酯共混改性（一期）项目-高新材料车

间
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醇联合装置

12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置
13万吨/年聚碳酸酯装置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
合计

投产时间

2022年1月

2020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8年5月
2015年9月
2012年9月

-

销售收入

10,180.72
234,429.44
78,689.66
185,866.29
79,831.98
168,497.94
757,496.03

销售成本

12,840.33
210,159.31
60,401.34
180,153.38
61,278.17
151,770.30
676,602.84

效益

-2,659.61
24,270.13
18,288.32
5,712.90
18,553.81
16,727.63
80,893.19

（3）2021年度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35万吨/年苯酚、丙酮、异丙醇联合装置

12万吨/年熔融态双酚A装置
13万吨/年聚碳酸酯装置
12万吨/年双酚A装置

3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
合计

投产时间
2020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8年5月
2015年9月
2012年9月

-

销售收入
209,993.18
123,836.46
300,856.58
128,499.75
170,501.60
933,687.57

销售成本
182,370.01
54,007.46
192,048.31
56,041.21
148,183.32
632,650.30

效益
27,623.17
69,829.00
108,808.28
72,458.54
22,3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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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注）
万华化学
本公司

2023年
产能利用率

83.47%
76.00%
109.60%

产销率
93.31%
96.36%
99.97%

2022年度
产能利用率

48.23%
79.00%
95.00%

产销率
99.45%
96.94%
99.24%

2021年
产能利用率

45.92%
75.00%
106.89%

产销率
102.55%
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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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
万华化学

公司

2023年毛利率
13.44%
16.79%
3.28%

2022年毛利率
20.02%
16.57%
10.32%

2021年毛利率
30.42%
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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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项目名称

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 20万
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

10万吨/年高纯碳酸二甲酯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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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产品及产能

60万吨/年丙烯；20万吨/年聚丙烯

10万吨/年碳酸二甲酯

30万吨/年环氧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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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预算

43.77亿元

5.38亿元

35.30亿元

21.60亿元

截至 2023年末累计投
入（注）

33.96亿元

6.98亿元

22.42亿元

14.33亿元

备注

首发上市募投
项目

首发上市募投
项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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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丙烯

常见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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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C4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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