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4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招商证券：吴洋 周华 朱纯阳 杨献宇 翟齐瑞            

（具体与会单位名单详见附件一） 

时间 2021 年 12月 22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线上调研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周娟萍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主讲人：中泰股份董事会秘书 周娟萍                        活动主持人：招商证券 吴洋           

公司基本业务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 

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深冷技术装备的设计研发以及制造，

产品主要应用于能源化工行业，如石油化工、煤化工以及天然气行业，这些都是

公司传统的业务领域，经过公司十多年的耕耘，已经在各个行业的细分市场取得

了不俗业绩。同时，随着公司研发的深入以及市场的开拓，公司核心产品已突破

能源领域，在交通、电子制造、军工、医疗、科研领域已有相应的订单或者技术

储备。 

受益于下游景气度的回升，2016 年起公司营收稳步增长。2021年三季度实现

营业收入 16.43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1.84 亿，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27.46%、

25.88%，同时公司设备销售实现归母净利润 7,348.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8.60%。 

公司近三年来深冷设备在手订单始终处于高位，截至 2021年 7月，在手订单

17.90 亿，扩产项目投产后产能将被快速消纳。 

公司的定位是国内领先的清洁能源装备及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主要致力于各

种工业气体包括合成气、天然气、氢气、高纯度氮气、一氧化碳以及各类稀有气

体的制取以及提纯，并且已在多个细分的气体领域取得值得骄傲的成绩。 

天然气领域，公司在液化制备环节占据龙头地位，国内第二大 LNG 液化装置

（300 万方/天）由公司总包，未来将凭借技术实力及项目业绩承接更多天然气领

域订单。 

煤化工领域，公司的液氮洗冷箱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在煤气化提纯

氢与一氧化碳的深冷技术段实现完全国产替代。国内运行规模最大的两套项目均

为公司业绩，产能可开至 99%，能耗亦较其他竞争对手有显著降低。近年来煤化工

领域技术路线持续突破，深冷设备应用范围不断拓宽，传统合成氨、焦炉气利用



 

在碳中和背景下带来新的增长点。 

石油化工领域，公司是国内有成功运行业绩的两家企业之一，有多套乙烯装

置深冷分离冷箱系统业绩，同时拥有 PDH 项目通用的 UOP/LUMUS 两大技术认证两

条技术线路，经过对工艺的持续优化，可降低设备投资额 15%以上。。国内大炼化

项目快速推进，深冷设备相关订单稳步增长。 

同时，公司主要产品板翅式换热器是深冷技术的核心设备，目前已处于国内

绝对的领先地位，国际气体巨头法液空、AP 都是公司主要的客户，同时美国平台

已开始独立运营，其生产的换热器以及冷箱开始进入欧美高端市场。 

公司深冷技术设备销售已在产品门类、应用领域、地域抢占等多个环节，有

着良好的布局，同时借鉴同行业优秀公司的经营模式，开始从单纯的设备销售转

型为“设备销售+投资运营”双引擎发展模式。2019年，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并

购山东中邑燃气公司，正式进入燃气运营环节，目前每年燃气销售已达 6 亿方，

利润 1.6 亿元。同时，公司借助深冷设备销售的技术以及客户积累，逐渐进入气

投投资运营环节，不单单只销售设备，而借助设备作为投资，向客户销售各种定

制化工业气体，如此在扩大设备销售的基础上，增加了客户黏性，为公司共吸纳

稳定的利润以及现金流。目前公司已在山东设立第一家气体投资公司，相信随着

公司战略重点的转移，公司也将成为国内优秀的气体供应商之一。 

（二）公司关于氢能源领域布局 

对于氢能源领域，将氢从合成气体中提纯出来，进入下一道物质的合成是公

司的熟练技术，公司传统业务中有多个项目完成，如乙二醇、合成氨以及 PDH 项

目等。但现阶段氢的能源属性并未得到市场规模化的应用，只是作为化工重要成

分进入下一阶段合成。公司作为行业内较早涉及到氢能源的公司，目前具有多套

氢提纯业绩。 

为了解决氢的储运问题，液化氢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代表了深冷分离行业的

最高技术。公司已经具备了氢液化的核心装置，也就是核心产品板翅式换热器的

技术储备，成功运用于国家大型低温制氢的实验装置。 

随着国家能源结构的调整，氢的能源属性可能逐渐得到重视。目前市场可能

比较关注的是燃料电池车。燃料电池车行业最大的瓶颈不在于车，如何给它们提

供稳定的氢源和低成本、便利性加氢，也就是低成本高纯度制氢是环节最重要的。

氢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储氢，公司在氢的储运和液化有相应业绩较好基础。

等所有环节都打通后，燃料电池车发展会有比较坚实的后盾。 

（三）碳中和对公司影响 

未来炼钢、水泥、储能等行业的用氢量将大大增加。化石能源中的氢源将有

一部分来自绿氢。考虑到整个经济体系巨量的绿氢需求和我国能源顶部的天然条

件，未来化石能源制氢和绿氢将平分秋色，副产氢作为补充。公司在化石能源制

氢和副产氢提纯已经有了相应优势，正积极布局绿氢储运环节。 

今年 6 月公司和内蒙赤峰政府、中船风电、浙江润丰能源签订了风、光伏制

氢及氢液化产业化项目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利用赤峰优质的风光资源，完成风光

伏电解水制氢及储运消纳项目，实现公司在绿氢的布局。 

   （四）新产能 

除天然气外，各种工业气体包括氧、氮、氢、一氧化碳都是公司将来气体运

营的方向。19 年以来公司产能压力大，去年公司扩产，目前已经有一个厂房开始



 

结顶，计划 2022 年开始试生产。届时公司产能将打开，并开始进行新品研发，比

如氢液化和电子气更高端的设备，这对未来的业绩、产品质量和交货期的提升都

有支持作用。 

 

问答环节： 

1、问：公司核心产品是否有助于氢液化成本下降？是否存在技术壁垒？ 

 答：氢液化的成本高不在于设备成本，而是氢本身难液化的特性，保持液化

状态需要持续低温过程，存在 30%-40%的本身能量损失。目前国内没有氢液化国产

运行装置，有几套关于卫星发射的，运用了较多外资技术。在整个设备投资方面，

国产的设备在一些关键领域也已逐渐实现突破，若设备国产化以后成本不会很高。 

 

2、问：国内提供氢液化设备厂商报价的企业多吗？国内竞争情况如何？ 

答：国内很少。因为这个过程要先用深冷技术预冷，再用氦膨胀进行进一步

加压冷却到零下 253°C。国内目前是 101 所牵头，把国内厂商联系起来，101 所

进行整体流程设计，设备都采购国产化。氦膨胀机是一个比较大的瓶颈，中科院

在着手研发。氢液化是为了解决储运氢的问题，公司氢液化的研发基本已经成型，

将来走上液氢路线，公司不但有核心设备的供应能力，也有成套的能力，但现在

尚未有项目落地。 

 

3、问：公司面对燃气价格上涨影响有什么措施？未来在燃气运营有没有进一

步的规划？ 

答：今年三季度的时候，天然气在大宗中领涨，公司两头受困：上游气价被

动接受，没有议价空间，增量价格是甚至达到存量价格的 1.5-1.7 倍左右；下游

分销受价格管制，三季度物价局没有及时上调价格，公司利润受到影响。目前公

司积极和物价局协调，整个业务结构也有调整，价差和利润都恢复到正常水平。

公司也一直在努力多开发一些下游高品质的客户把量做大，再就是从气价成本端

来想办法，开辟很多采购渠道，找一些低成本气源来做，降低成本价。目前对四

季度有信心。 

 

4、问：公司是否具备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目前有没有实际应用？将来这一方

面的规划布局是什么？  

答：目前没有应用到化工合成，但技术研发有。这个发展不太好，一个是技

术难度高，二是没有经济性，花在设备的投资成本高但后端利用非常少。而且二

氧化碳最大的问题在于需求量太少而供应量太大。目前公司有能力，后续看市场

的需求。 

 

5、问：公司子公司有多个加气站，有没有依靠这方面的资源布局加氢站的规

划？能不能粗略估计一下未来加氢站的数量？ 

答：公司在 2019年想布局并且已经选好了两个站点，山东不支持单独建加氢

站，利用山东当地的副产氢提出，用燃料公司管气车来运输，如果政府能添加一

些燃料电池车完全能做成。但最后和政府沟通后没有做，原因是加氢站没有统一

标准、技术参数、审批依据，甚至不知道哪个政府部门来牵头；而且政府认为燃



 

料电池车成本很高。 

数量方面国家的规划是 300 多个，目前在建、在运行的有 100 多个，还是要

看行业整体的发展。燃料电池车有一个发展瓶颈：经济性，燃料电池相较于普通

燃油车、LNG 车、电动车购车成本高出很多；运营成本也很高，广州某地经常出现

车没有地方加氢，且价格高达 70-80/公斤以上（30-40 是有竞争性的价格），整

运营体成本高出传统动力车的两到三倍。车辆本身在不断研发下和国产化加持下

可能有所降本，但氢源目前仍然很贵。目前只能由地方政策来推进，小规模发展；

如果后续技术攻克会有比较广阔的应用空间。 

 

6、问：公司在储运和液化方面都有布局，未来的规划是错位竞争吗？ 

答：氢的储运是最大瓶颈，国际有很多路线，液氢只是其中之一，日本公司

有机溶液储存路线研发，据说效率更高，但国内没有研发积累，液氢的技术研发

反而相对较多。固体储氢中吸氢放氢的温度较高，不太适合大规模场景。 

还有用氨直接代替氢（零下 30度就能运），或者作为氢的储运方式，也是一

个可行路径。由于所有合成氨需要净化氢，这种路径对于公司更有利，市场上 95%

甚至更多的液氮洗净化氢装置都是公司做的，不单有技术储备，客户口碑和市场

积累都已经比较丰富。 

液氢公司目前是有换热器或者冷箱，但运输中有特殊材料，公司做不了，将

来会由专业公司来做。液化作为高端技术市场，竞争不充分，国内能做的很少，

是公司的目标。氢将来能从哪条路线成熟没有人能下定论，尚在摸索中，液氢和

氨的技术路径公司都会布局。 

 

7、问：公司在气体运营领域的布局是怎样的，是否有融资打算？ 

答：公司现在的战略中心就是气体运营，并且在山东子公司已有一套空分的

设备。目前中泰刚进入气体运营的市场，循序渐进慢慢做，规划是今年先做一套，

争取每年保二争三。 

公司目前资金还可以的，是充足的。随着后期项目多起来，肯定会有融资的

打算。 

 

8、问：中泰设备的业务拆分大体是怎样的，市场规模有多大？ 

答：中泰成套设备大约占 40%-50%，换热器占到 20%-30%，还有冷箱大约是占

20%-30%。深冷设备的市场涉及石化、煤化工、天然气及电子气等多个相关行业，

无法估计市场的容量。 

   

 

 

 

 

 

 

 

 

 



 

附件一： 

 
中泰股份 2021年 12 月 22日机构调研单位名单 

公司 姓名 

中欧瑞博 孙清华 

中欧基金 许崇晟 

招商证券 吴洋 周华 朱纯阳 杨献宇 翟齐瑞 

招商基金 宋歌 

长江养老 李泽 

云天志基金 李政文 聂石桥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刘东渐 

汐泰投资 范桂锋 

万方资产 黄淦 田文俊 

生命保险 贾殿春 

慎知资产 刘静远 

社保 李新凯 孙舒妍 

前海联合 孟晓婧 

千榕资产 张亨鑫 

鹏华 杨发鑫 

民生理财 张宇 

江信基金 谢爱红 

嘉实基金 吴剑樑 

基石资产 乐梦琪 

汇杰达理 解睿 

华夏未来 薛浩洲 

华泰资管 朱荣华 

华商基金 马良旭 

红华资本 贺武正 

国新投资 张亚滨 周甘霖 

国泰基金 谢泓材 

国寿养老 刘崇武 

高毅资产 庞韬 姜思辰 

东北证券自营 吴雁 

道合投资 余湛 

诚旸投资 张硕 

博普资产 何瑞琳 

北京衍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毅 

宝盈基金 谢超茹 

鹏华基金 杨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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