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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编号：2017－033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80 吨高性能微电子级 

聚酰亚胺膜材料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加快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功能膜材料，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经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会六届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 180 吨高性能

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膜材料项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为加快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功能膜材料，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经认真的市场调查和详尽的可行性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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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聚酰亚胺膜项目”）。 

本次项目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不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

次项目投资事项已经获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准。 

二、投资主体 

本项目由公司本部实施。 

三、项目基本情况 



 2 

1、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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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建设周期及产能 

本项目建设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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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目预算 

聚酰亚胺膜项目总投资 17,9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6,900

万元，流动资金 1,000 万元；项目总投资收益率 14.84%，投资回收

期7.67年；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9,000万元，税后利润2,000

万元。 

4、项目资金来源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银行项目贷款及公司自筹。 

四、项目实施的可行性、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符合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 

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公司制定了发展高端功能膜材料，积极引

进新型产业，成为高端功能膜材料领域领跑者的战略目标。公司 2013

年投资建设年产 4000 吨超薄耐候平衡型聚酯电容膜项目，2014 年实

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建设年产 3万吨环保节能预涂膜项目，迈出公

司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为继续贯彻落实公司发展战略，经过充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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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 180 吨高性能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膜材料项

目，为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加码助力。 

聚酰亚胺薄膜属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 年）》中提出的“基础原材料”，属于国家、省市政策鼓励研

发和生产的新材料，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重

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7 年版)》和《中国制造 2025

安徽篇》等产业政策以及国家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符合合肥市关

于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的政策方向，也

符合公司发展新材料产业的战略规划。 

2.产品是引领科技发展的先进基础材料，市场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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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是微电子制造与封装的关键性材料，主要应

用在柔性电路板（FPC）的基板制造领域。随着电子产品向着薄轻、

小型化快速发展，使柔性电路板基材柔性覆铜板（FCCL）的市场迅速

扩大，驱动了聚酰亚胺薄膜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随着 PI 薄膜在

柔性显示领域、太阳能薄膜电池领域以及航空航天领域的用途拓展，

其需求量也在不断增长。 

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相关报告，2015 年全球电子级聚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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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胺薄膜产能约为 10,050 吨。聚酰亚胺薄膜主要供应厂家有杜邦、

日本钟渊化学、日本宇部兴产、韩国 SKC、台湾达迈等五家公司，它

们占据全球 90%以上的市场份额。与全球市场需求相比，产能有较大

的缺口。国内聚酰亚胺薄膜生产厂家以电工领域产品为主，柔性覆铜

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约 85％需要依赖进口。 

2015 年我国聚酰亚胺薄膜消费量约 8,045 吨，销售市场规模约

60.4 亿元，但国内 PI 薄膜厂家产能仅为 3645 吨。细分来看，我国

的低端电工级聚酰亚胺薄膜已经基本满足国内需求，而电子级聚酰亚

胺薄膜超过 80%依赖进口，更高等级的 PI 薄膜则仍处于空白领域。

根据西南证券研究报告《聚酰亚胺材料—产业化和进口替代逐步加

速》，我国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需求约为 5,000 吨，市场容量超过 50

亿元，其中 FCCL 约消耗 3,000 吨，轨交、航空航天和微电子封装等

领域的聚酰亚胺薄膜总需求约为 600-800 吨。国内电子级聚酰亚胺薄

膜厂家产能远低于市场需求，替代进口的市场空间巨大。 

3.强大技术实力为项目提供支持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公司长期注重科技进步和技术开发，具有良好的研发机制。公司

具有强大的薄膜新产品研发能力，自 1986年开始就致力于 BOPP薄膜、

BOPET薄膜的技术研发，有着三十多年的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经验。截

至 2016年末，公司拥有专利 141项，其中发明专利 23 项，近 3 年来

公司共研发国家重点新产品 1 项，省级新产品 10 项，为聚酰亚胺薄

膜的研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公司与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紧密型合作机制，借助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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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研发新品，并力求最迅速地将其研究成果产业化。目前，公司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建立了稳定的

合作关系。通过与科研院所紧密的技术合作，发挥其特有的技术理论

优势，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 

综上所述，聚酰亚胺膜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具有强大的

技术支撑，产品市场空间特别是替代进口的市场空间巨大，具有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可行。 

（二）项目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技术风险 

聚酰亚胺膜项目的技术要求、生产设备的精度要求均较高，且项

目的生产过程均为化学反应，存在较高的技术风险。若工艺、技术不

达标，可能会造成项目投产期延长、成品率降低、产品品质不合格、

项目利润率及回收期不及预期等不利后果。 

对此，公司已对有关工艺、技术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结合公司多

年从事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的技术优势，筹建了聚酰亚胺薄膜实验室，

并开展了大量的合成与成膜实验研究。同时，公司已与中国综合规模

和技术能力最强的聚酰亚胺薄膜专业制造商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利用各自资源优势进行战略合作，致力发

展中国自有技术聚酰亚胺薄膜产业。 

2.市场风险 

目前国内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市场主要由美国、日本、韩国厂商

占领，公司目标市场为替代进口，竞争对手市场策略和市场供需环境

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公司本次投资项目无法获得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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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公司将探索以利润为中心的项目管理体制，打造国际领先

水平的产品品质，积极寻求与下游企业的战略合作，主动贴近、适应

市场，灵活应对市场环境，优化售后服务，逐步拓展国际市场，保证

产销。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聚酰亚胺膜材料项目投产后，公司将进一步拓展电子级高性

能膜材料领域，利用多年在薄膜行业的技术积累，打破电子级 PI 膜

工艺的技术壁垒，力争扭转目前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依赖进口的局

面。项目正式投产后，公司的运营规模及相关的产能、产量均会增加，

营销能力进一步提升，并将有效提升公司经营效益。本次投资项目符

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与目前公司

的管理理念相适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符合本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国风塑业董事会六届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