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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甲苯，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有机化工原料，主要
用于生产 PTA（精对苯二甲酸）、DMT（对苯二甲酸
甲酯）等芳烃类化工产品。受制于公众对 PX 认知不
足及相关教育的缺失，中国 PX 新增产能投放受阻，
导致其产量增长较为缓慢。另一方面，仅依靠国资
背景的“三桶油”下属子公司在此行业的扩张，缺乏民
营资本介入的市场增长动力不足，限制了中国 PX 行
业的发展。按照产量计，过去五年，中国 PTA 行业
市场规模从 2014 年的 860 万吨增长到 2018 年的
1,010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 4.1%。 

热点一：下游市场供不应求 

热点二：环保与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热点三：遵循“五化”协同发展 

下游 PTA 及其应用场景消费需求旺盛，为 PX 原材料供
应的持续增长提供充足的市场空间。近 20 年来，得益于
化工工艺水平的快速提升与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 PTA
等化工原料生产行业发展迅速，逐渐打破进口依赖局面。

PX 行业作为化工子行业，在整个产销过程中，存在环保
和公共安全问题发生的风险。同时，PX 作为生活中鲜见
的基础有机化工产品，居民对其熟悉程度较低，普遍存
在知识盲区与认知误区。现阶段，在中国 PX 需求缺口逐
渐扩大的情况下，其产能增长滞后甚至与需求发展趋势
相背离。 

中国 PX 行业将注重炼化一体化、装置大型化、生产清洁
化、产品高端化和产业园区化“五个化”的基本发展方针，
统筹调配市场优势资源，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减少中间
环节，在帮助中国本土企业留存利润的同时，推动行业
快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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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方法论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

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化工、材料、环保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

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

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

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

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

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

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

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

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8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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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PX：Para-Xylene，中文名为对二甲苯，系统命名为 1,4-二甲苯，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有

机化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 PTA（精对苯二甲酸）、DMT（对苯二甲酸甲酯）等芳烃类

化工产品。 

 PTA： Purified Tetrephthalic Acid，中文名为精对苯二甲酸，是重要的大宗有机原料

之一。现阶段，PTA 主要由 PX 制得，可与乙二醇（MEG）聚合生产 PET（聚对苯二甲

酸乙二醇酯，通常简称为聚酯）。  

 系统命名法：PX 等有机化合物种类繁多且数目庞大，在同一分子式下存在多种同分异

构体，需用一个完整的命名方法区分各化合物。系统命名法是现在书籍、期刊中经常使

用区分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命名法。 

 Cn：n 可取 1 及以上的任意整数。Cn 是指含有 n 个碳原子的有机化合物。 

 芳烃：又名芳香烃，指含有苯环结构的碳氢化合物，因早期发现的芳香烃化合物有芳香

味道而得名。 

 副反应：反应物在一定条件下同时进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化学反应，其中，整个化

学反应生成实验设计期望的产物，以及意料之外的产物。此意料之外的产物通常被称为

副产物，其化学反应被称之为副反应。 

 催化重整：在催化剂的作用下，汽油馏分中的烃类分子结构进行重新排列成新的分子结

构的过程。 

 精馏分离：利用混合物中各组分挥发度不同而将各组分加以分离的一种分离过程。 

 CR：Concentration Ratio，行业集中度，指行业内前 N 家企业（如前 5 家，n=5）

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和总体市场规模之比。 

 SO2：二氧化硫是大气主要污染之一，常在火山喷发和大多数工业生产中产生，是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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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成分。 

 NOx：氮氧化物，是氮和氧两种元素由任意比例组成的多种化合物，其中包括 N2O（一

氧化二氮）、NO（一氧化氮）、NO2（二氧化氮）、N2O3（三氧化二氮）、N3O4(四氧化

三氮)和 N2O5（五氧化二氮）等，各自存在不同程度的毒性。 

 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化学需氧量，是以化学方法测量水样中可被氧化

的还原性物质的量，通常为有机化合物。本文指有机化合物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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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市场综述 

2.1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定义与分类 

PX，Para-Xylene，中文名称对二甲苯，系统命名为 1,4-二甲苯，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有

机化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 PTA（精对苯二甲酸）、DMT（对苯二甲酸甲酯）等芳烃类化工

产品。PTA 和 DMT 可与 MEG（乙二醇）发生聚合反应，用于生产 PET（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通常简称为聚酯）。PET 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可涉及化学纤维、轻工、电子、建

筑等国民经济的各方面。此外，PX 可作为溶剂和原材料参与医药、香料等化工产品的生产。 

PX 主要来自于原油炼制过程，经石脑油催化重整或乙烯裂解芳构化产物的循环反应进

行制取，主要涉及芳烃抽提、歧化及烷基转移、甲苯甲醇烷基化、C8 芳烃异构化和 PX 分离

五个工艺装置（见图 2-1）： 

图 2-1PX 生产工艺流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9   报告编码[19RI0636] 

（1）芳烃抽提：经催化重整和烃类裂解的汽油和催化裂化的柴油利用萃取剂从中提取

轻质芳烃（BTX），即苯（Benzene）、甲苯（Toluene）和二甲苯（Xylene）。 

（2）歧化及烷基转移：甲苯在硅铝分子筛（Zeolite）催化剂的作用下，将甲苯分子中

的甲基转移到另一个甲苯分子上，从而生成一个苯分子和一个二甲苯分子。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 UOP（美国环球油品公司）的 Tatoray 工艺，核心技术是应用 MOR（丝光沸石分子

筛）作为催化剂。目前 UOP 开发的 TA-5 和 TA-20 催化剂可处理含 10%C10 芳烃的原料，

进一步提升了对原材料的包容性。 

（3）甲苯甲醇烷基化：Mobil 公司以 ZSM-5 为催化剂，将甲苯和甲醇转化为 BTX，

并可进一步分离纯化制得 PX。此方法对原材料的要求较高，受制于甲醇及甲苯价格和纯度

影响，此法应用场景受到限制。然而，继续向产品链上游进一步延伸，甲醇和甲苯可由煤炭

气化，并经过一系列的工艺流程制取，从另一角度看，实际上是拓宽了 PX 碳氢元素的来源。

中国长期以来在能源方面呈现“富煤、少油、贫气”的基本状况，随着煤制甲醇、制芳烃技

术的成熟，该生产工艺将成为中国 PX 生产技术的中流砥柱。 

（4）C8 芳烃异构化：含有少量 PX 的 C8 芳烃混合物中的 4 种同分异构体，即 PX、MX

（间二甲苯）、OX（邻二甲苯）和 EB（乙苯），在催化剂的参与下重新平衡，可显著提升 PX

占比。现行的主流专利技术包括 UOP 的 Isomar，其核心科技应用（MgAPSO/ZSM-5）催

化剂，可将乙苯临氢异构成二甲苯，具有高活性、高选择性和低环损等特点。此外，Axens

的 Octafining 工艺和 Mobil 的 XyMax 工艺，在此领域亦有所涉猎。 

（5）PX 分离：石油、煤焦油中均含有 C8 的四种异构体，可通过将其中的 PX 组分单

独分离制得（见图 2-2）。由于 PX 和 MX 沸点差异较小，仅有 0.6℃，因而化工生产中常用

的精馏分离法在此条件下不适用。现阶段，用于生产 PX 常见的分离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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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PX 原料来源及各组分组成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①吸附分离法：C8 混合物经特定的分子筛特异性吸附 PX，再利用解吸剂将 PX 脱附，

从而达到产物分离的效果。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UOP 的 Parex 工艺一直最为主流技术

被广泛应用，在 PX 产物纯度和回收率方面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②低温结晶分离法：相比于差异较小的沸点，二甲苯异构体之间的熔点差异较大，因而

可利用这一特点，通过深冷分步结晶的方式进行分离（见图 2-3）。现阶段，低温结晶分离

法技术发展较为成熟，然而在建设成本和经济价值方面略逊色于吸附分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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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C8 四种同分异构体熔沸点差异 

 

来源：MSDS（化学品安全说明书），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2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 PX 行业起步较晚，主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见图 2-4）。 

图 2-4 中国 PX 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 启蒙阶段（1977-2002 年） 

1977 年，上海石化开始生产 PX，年产量约为 1.7 万吨，并进一步使用 DMT 作为中间

产物的生产技术制备聚酯纤维，拉开了中国 PX 行业的序幕。直至 2002 年，中国 PX 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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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66.4 万吨，主要分布在中石化和中石油下属子公司，其中包括上海石化（共 2 套）、天

津石化、燕山石化、齐鲁石化、扬子石化、乌鲁木齐石化、吉林石化和辽阳石化等。启蒙阶

段，受下游主要应用 PTA-涤纶需求低迷影响，中国 PX 行业发展动力略显不足，市场规模

成长缓慢，市场参与者以国有资产背景的中石化和中石油下属子公司为主，以满足自身化纤

生产的原材料需求。 

（2） 探索阶段（2003-2014 年） 

自 2003 年以来，得益于民营资本的进入和相关技术发展趋于成熟，中国 PTA-涤纶行

业发展迅速，而 PX 行业发展相对较为滞后，导致其市场供给缺口日益增加。2006 年，中

国 PX 进口依赖度达 40.6%。2006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对二甲苯（PX）“十一五”建设项

目布局规划》，其中包括总计 843 万吨的 PX 新增项目规划。然而，2007~2014 年间， 在

厦门海沧、台州、大连、宁波、昆明、茂名等地频繁爆发反对 PX 项目建设的群体性事件，

导致新建项目停滞或者被迫转移，产能增速大幅降低。在技术方面，2011 年，中石化攻克

了 PX 全流程工艺难关，成为 PX 技术专利商之一。在探索阶段，受制于民众认知不足和部

分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全意识疏忽等方面的因素，中国 PX 新增项目进程缓慢，导致产能长期

处于较低水平，PX 商品在市场上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3） 快速发展阶段（2015 年至今） 

2015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贯彻落实的通知》，其

中具体提及 PX 的发展规范与要求。自 2017 年以来，得益于民营资本的积极参与及长远布

局，中国涌现出一批像浙石化、恒力股份等大型民营石化企业涉足 PX 项目，积极推动行业

本土化快速发展。在快速发展阶段，经过长达 10 年的宣传教育，民众对 PX 的认知逐步提

升，超过 2,000 万吨的新建 PX 项目陆续进入建设和试产阶段，中国 PX 行业将迎来爆发式

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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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市场现状 

原油作为 PX 生产环节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其价格波动对下游 PX 的价格影响尤为明显。

自 2014 年以来，受国际主要原油出口国局势动荡影响，油价波动剧烈导致 PX 价格逐渐走

低并趋于稳定。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民众对 PX 认知度逐渐增加，各大国资和民营企业陆

续启动 PX 新增项目，导致 PX 市场价格先行于产能增长而出现回落。 

在下游应用方面，PTA 是 PX 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其价格随原材料 PX 的波动而变化，

相关性约为 0.91，PX 价格变动 1 美元/吨，PTA 成本变动约为 5 元/吨。随着生产技术的持

续革新，PX 使用量得到良好控制，平均每生产 1 吨 PTA 通常需使用 655 千克的 PX，呈现

清晰的线性关系（见图 2-5）。2014 年以前，受 PX 市场供不应求的影响，PX-PTA 价格呈

现较大差异，导致“PX-PTA-涤纶”产业链利润长期处于原材料 PX 端。近五年来，随着 PX

新建项目信息的披露，预计未来产能急速增加，PX 价格趋于稳定，产业链重心逐渐回归下

游化纤行业。 

图 2-5 中国 PX*0.655、PTA 与原油价格关系，2014-2019 年 8 月 

 
来源：Wind，郑州商品交易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4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产业链 

中国 PX 行业产业链上游参与主体为原材料、技术和化工机械供应商；产业链中游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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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主要是 PX 生产企业；产业链下游需求端主要涉及 PTA 生产企业（见图 2-6）。 

图 2-6 中国 PX 行业产业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4.1 上游分析 

PX 的上游参与主体主要涉及原材料供应商以及生产工艺设计和化工机械提供方： 

（1） 原材料原油、燃料油、石脑油及混二甲苯： 

根据产业园区的整体布局和技术水平差异，PX 的生产原料可由混二甲苯产品链向上依

次延伸至石脑油、燃料油（即煤油、柴油和汽油）、原油等。随着产品链的延伸，PX 生产流

程逐步增加，中间环节的费用却逐步减小，从而决定 PX 最主要原材料及其成本差异（见图 

2-7）。原油、燃料油、石脑油及混二甲苯提供了组成 PX 的主要元素，部分提供芳烃结构（如

混二甲苯），在 PX 的生产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占总成本的绝大部分，普遍在

85%~90%之间浮动。然而，受制于能源结构失衡，中国长期以来呈现“富煤、贫油、少气”

的尴尬局面，因而在原油消费方面主要以进口为主。2017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高达 41,957

万吨，对外呈现较高的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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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PX 生产流程长短与盈利关系示意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 生产工艺与化工机械： 

中国 PX 生产企业主要以引进美国 UOP 成套专利技术为主，少数企业应用法国 IFP 专

利技术。2011 年，中石化攻克了 PX 全流程工艺难关，成为 PX 技术专利商之一，并随后在

其子公司的新增项目中予以应用。近 2 年来，中国新增 PX 项目以民营企业为主，其技术仍

以美国 UOP 为主，因而在专利转让环节具有较低的议价能力。在成本方面，相比于近 10

年来耗资上百亿的产业园区建设，数亿元的专利费用在整体支出占比中逐渐被稀释，从而导

致专利技术的重要性被逐步动摇。在化工机械方面，PX 生产流程普遍以高温高压等极端条

件为主，而且流程长且复杂，对反应器材料和力学强度方面要求较高，以进口为主。由于 PX

等化工原料普遍存在生产量大、产值高等特点，导致其仪器折旧费用和专利技术无形资产的

摊销费用被摊薄，通常仅占据生产成本的 3%以下。 

（3） 其他原材料及能耗： 

生产 PX 的其他原材料包括硅铝盐分子筛催化剂、溶剂等。其中，溶剂的生产工艺较为

简单，且易从原油产品中获得，中国生产企业基本实现完全自给。在催化剂方面，中国企业

仍面临较高的技术壁垒，主要依赖从海外生产厂商进口，以进口 UOP 系列催化剂产品为主，

此类企业具有较低的议价能力。随着 PX 成套生产工艺的持续革新与新增项目的规模化布局，

此类原材料及能耗需求逐渐维持在较低水平，约占整体成本的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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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下游分析 

中国 PX 下游需求较为单一，以 PTA 生产企业为主，主要包括两类：（1）大型民营 PTA

生产企业：中国 PTA 产能主要集中在头部民营企业，其中前五大 PTA 生产企业逸盛石化、

恒力股份、福化集团、桐昆和珠海 BP，占据中国整体市场份额的 66%。长期以来，受制于

PTA 与原材料 PX 发展不均衡影响，PTA 头部民营企业从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国家进口 PX

为主，具备较低的议价能力。未来，随着恒力股份、荣盛石化和桐昆参股的浙江石化新增 PX

项目的正式投产，该类 PTA 生产企业对 PX 需求逐渐被从内部消化。得益于企业间内部原料

消费对中间销售环节的减少以及靠近下游消费企业的空间布局，中国 PTA 生产企业自产 PX

在销售费用和运输成本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将减少对进口 PX 的依赖，议价能力将逐步提

升；（2）中石化及中石油下属子公司，其中包括上海石化、扬子石化等：得益于中石化和中

石油深厚的国资背景，此类企业普遍在石油原材料来源方面具备天然优势，在国家整体规划

下于行业发展初期已布局 PX 生产项目，可满足自身的 PX 原材料需求。受母公司和国家整

体调控影响，PX 原料价格主要由中石化或中石油内部体系决定。 

2.5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市场规模 

受制于公众对 PX 认知不足及相关教育的缺失，中国 PX 新增产能投放受阻，导致其产

量增长较为缓慢。同时，仅依靠国资背景的“三桶油”下属子公司在此行业的扩张，缺乏民

营资本介入的市场增长动力不足，限制了中国 PX 行业的发展。按照产量计，过去五年，中

国 PX 行业市场规模从 2014 年的 860 万吨增长到 2018 年的 1,010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

4.1%（见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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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市场规模（按产量计），2014-2023 年预测 

 
来源：WIND，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未来五年，研究院预计中国 PX 行业市场规模将快速增长，并于 2023 年达到 2,856 万

吨。行业得以持续发展主要受到以下三点因素驱动： 

（1） 政府出台一系列的利好政策，鼓励大型 PX 等高端石化产品生产项目的新建与落地，

市场规模将显著提升；   

（2） 受下游需求持续增长及市场短缺影响，大型民营石化企业近 2 年来针对此领域积极

布局，兴建大量包含 PX 生产的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预计在 3 年建设期完成

后推动产能及 PX 产量的爆发式增长；  

（3） 以中石化为首的本土化技术未来普及与应用将行业整体利润留存，推动行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 

随着大量 PX 项目的建设完工与顺利投产，中国 PX 产能急剧增加，产量明显提升，市

场供应充足。然而，韩国、日本等中国 PX 主要进口国由于本国产品长期处于外销状态，导

致国内无法迅速消化中国崛起带来的多余产能，存在东北亚地区产能过剩的风险。PX 供过

于求将对 PX 价格造成影响，抑制 PX 新建项目的进一步扩张，因此预计市场规模于 2022

年后增长将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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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驱动因素 

3.1 下游市场供不应求 

下游 PTA 及其应用场景消费需求旺盛，为 PX 原材料供应的持续增长提供充足的市场

空间。近 20 年来，得益于化工工艺水平的快速提升与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 PTA 等化工原

料生产行业发展迅速，逐渐打破进口依赖的局面。1999-2006 年间，中国 PTA 进口依赖度

一度维持在 50%左右，而近 3 年来，此数值一直维持在 2%以下，基本已实现 PTA 产品的

自产自销。在需求方面，中国对 PTA 化工原料消费长期保持旺盛态势。忽略生产园区 3 年

的建设投产周期及市场调节滞后性带来的行业增长率波动性的增加，中国 PTA 表观消费量

增长稳定，尤其是自 2016 年以来的 3 年平均表观消费量增速略显回升，从 2016 年的 3.0%

增长至 2018 年的 9.7%（见图 3-1）。这有利于推动上游 PX 原料消费的持续增长，其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纺织工业崛起：中国纺织业发展迅速，其行业新增固定资产由 2013 年的 3,643.0

亿元上升至 2017 年的 5,385.5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10.3%。“PX-PTA-聚酯-涤纶”产业链

是中国化纤行业重要的一环，为下游纺织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2018 年中国涤纶产量达

4,014.9 万吨，占化纤总产量的 80.1%。涤纶等化纤材料价格便宜、性能优异，可满足不同

场景需求（如速干衣、百褶裙等），逐渐显现出对棉花、羊毛等传统纤维材料替代品作用。

此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将传统衣装服饰等纺织的零售渠道进一步拓展，刺激相

关产品消费的进一步扩容。 

（2）PTA 市场集中度攀升：得益于民营资本的进入，自 2000 年以来，中国 PTA 行业

产能呈现爆发式增长，从 2000 年的 221 万吨稳步增长至 2018 年的 5,129 万吨，年复合

增长率 19.1%，逐步解决旺盛的市场需求和供应量不足间的矛盾。随着 PTA 市场的长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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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环保和去产能相关政策影响，中国 PTA 行业市场集中度逐步提升，按产能计算，CR5

达 66%。逸盛石化、恒力股份、福化集团、桐昆和珠海 BP 行业龙头地位日趋稳定，展现出

市场的调控能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①产能增速减缓。经由少数头部企业控制，PTA 的

增加得到控制，有效防止无需增加引发的资源浪费。2016 年以来，中国 PTA 行业产能增速

趋于缓和，3 年平均产能增速由 2016 年的 14.8%下降至 3.0%；②产能利用率回升。得益

于产能增速的放缓，中国 PTA 生产企业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由 2016 年的 63.8%提升至

2018 年的 69.3%，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考虑到 PTA 每年例行的设备检修期，10 天至 2

个月不等的设备空置停产导致当今产能利用率水平回归至合理范围内。  

图 3-1 中国 PTA 行业发展概览，1997-2018 年 

 
来源：WIND，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2 本土化水平较低，存在巨大上升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 PX 原料自给率低下，一直依赖进口维持下游 PTA 及涤纶化纤行业的

正常运转。得益于下游 PTA 行业快速发展的 20 年，中国对上游 PX 原料需求呈现爆发式增

长，超过全球总需求的 50%。1992-2018 年间，PX 表观消费量由 53.0 万吨迅速增长至

2,600.5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 16.2%（见图 3-2）。然而，受技术水平和行业整体布局等方

面的限制，中国 PX 产量增加远低于需求端的爆发式增长，大规模依赖从韩国、日本等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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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018 年中国 PX 进口依赖度高达 61.2%。PX 原料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导致“原油-PX“段

产业链利润流失严重，刺激中国企业针对此领域的布局。 

图 3-2 中国 PX 进口依赖度，1992-2018 年 

 

 
来源：WIND，海关总署，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4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制约因素 

4.1 技术难题短期内难以突破 

缺乏本土化专利生产技术的应用是制约 PX 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中国 PX 行业诞生

之初，其生产工艺以美国的 UOP 与法国 IFP 生产工艺为主，本土化程度较低。当时，受限

于技术、资金和下游产品消化能力影响，PX 生产设备的建设规模较小，其数亿元的专利转

让费用对行业造成沉重的负担，行业内大量利润流失。2011 年，中石化攻克了 PX 全流程

工艺难关，成为 PX 技术专利商之一。然而，从近 2 年新增 PX 产能专利技术应用来看，中

国本土专利生产技术认可度偏低，仍以 UOP 为主流。 

PX 生产技术的开发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问题，涉及大量化学基础理论和工程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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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其研发、实践乃至得到社会认可需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在基础理论方面，PX 的生

产主要涉及一系列的烷烃转化反应，包括芳香烃的异构化、裂化、烷基化、烷基转移等多种

复杂的反应类型。此外，PX 本身的分子性质对相应基础理论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受

热力学因素影响，PX 较难成为主要产物，并出现大量 OX、MX 等副产物，大幅降低了生产

效率，难以被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业化应用。以当今最为广泛应用的 ZSM-5 沸石分子筛

为例，除了基础的酸催化理论，该催化剂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需对催化剂原料的堆积达到纳

米级别的控制，以达成择形催化的目的（见图 4-1）。这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基础理论研究

问题，而中国在此方面的积累较为薄弱，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在工程经验方面，除了催化

剂研发与制造水平差异，反应物的选择性可能因填料量过大等多方面影响而降低（产物的堆

积将导致后续反应物的烷烃转化反应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催化剂配套的化工生产流程设

计对 PX 产量影响同样重要，而中国在此方面由于缺少关键部分的专利布局，进而在研发、

生产等多个环节中受到专利缺失带来的一系列的发展限制。 

图 4-1 工业用歧化与烷基化催化剂及所用分子筛的种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4.2 环保与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PX 行业作为化工子行业，在整个产销过程中，存在发生环保和公共安全问题的风险。

其主要影响体现在以下三点：（1）废弃物污染：PX 等化工产品的生产、仓储和运输过程中，

常伴有废气、废水、固废、噪声的产生，其中最主要包括 SO2、NOx、烟尘、COD 等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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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和化学物质。因此，PX 等化工项目的建设与改造普遍受到国家监管部门及相关政策法

规在排放方式、排放浓度、排放总量等方面的严格限制，需经由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行

政许可方可实施。（2）高能耗：PX 生产过程中常伴有热力能源和水资源的大量消耗，受到

相关政策限制。2015 年 5 月，国家质检总局和国标委共同发布《GB 31534-2015 对二甲

苯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其中强制要求现有、新建和改建 PX 生产装置单位产品能耗作出严

格的限定。（3）安全生产风险：PX 的生产过程中存在高温、高压、真空等极端条件的应用，

对仪器设计和安全管理方面提出较高的要求。若在某环节中出现疏忽，PX 生产装置存在化

学品泄漏、燃烧甚至爆炸等事故发生的隐患。2015 年 4 月 6 日，古雷石化基地腾龙（漳州）

有限公司 PX 装置发生爆炸燃烧事故，在造成人民健康和财产损失的同时，引发巨大的社会

反响。PX 项目在环保和安全生产问题的频繁发生，将对行业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造成了负

面影响。 

PX 作为生活中鲜见的基础有机化工产品，居民对其熟悉程度较低，普遍存在知识盲区

与认知误区。在毒性方面，PX 并没有民众间流传致癌等严重的危害性。根据 2015 年 8 月，

安监总局发布《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其中 PX（《目录》中名为：对二甲苯，1,4-

二甲苯）并未特别标注为剧毒化学品，其毒性相对较低。在项目选址方面，由于 PX 产品毒

性与大多数化学品相差无几，其建设选址方面理应遵循相关法律规定。2011 年 12 月，卫

生部和国标委共同发布《GB/T 8195-2011 石油加工卫生防护距离》，提出石油加工企业的

生产车间或作业场所与居民区、学校和医院间的最小距离均未超过 1,200 米。PX 的生产是

资源导向型，多数需依水而建，易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存在较大交集。然而，随着居

民环保安全与维权意识的增加，自 2007 年以来， PX 新建项目在厦门海沧、台州、大连、

宁波、昆明、茂名等地频繁爆发群体性抗议事件。当地民众激烈的反应导致 PX 项目推进较

为缓慢，行业整体产能增长遭遇巨大阻力。自 2010 年以来，中国 PX 产能投放趋于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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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增速出现巨幅下滑，以 3 年平均增长率计（PX 项目同样存在 3 年建设投产期，呈现相应

的周期性波动影响），由 2010 年的 31.1%下降至 2018 年的 0.2%（见图 4-2）。现阶段，

中国 PX 供给缺口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其产能增长滞后甚至与需求相背离（图 4-2 中 PX 产

能增长率 2 次从 PTA 产量增长率下端穿过），违反了供求关系的客观规律，进一步限制了

PX 行业及全产业链的长久发展。 

图 4-2 中国 PX 产能和 PTA 产量比较 

 

来源：Wind，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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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政策分析 

中国政府发布并实施系列政策促进 PX 行业发展（见图 5-1）。 

产业布局：2015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贯彻

落实的通知》，要求新建 PX 项目的需布局在地域空间相对独立、安全防护纵深广阔的孤岛、

半岛、废弃盐田等区域。2016 年 7 月，全国人大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要求

推进能源资源优化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推进有利于节能的行业结构调整，优化用能结构和

企业布局，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行业平均竞争水平。 

环境保护：政府出台系列法律法规，针对立项环评、推广清洁能源，治理各类污染物等

诸多环节进行详细的规定。2014 年 4 月，国务院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求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污染物

排放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

和支持。2015 年 8 月，全国人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提出调整能源结

构，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进一步优化煤炭使用方式，推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逐步

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减少煤炭生产、使用、转化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2016 年 7 月，全国人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根据建设项目对环

境影响的程度实施分类管理，开工建设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需依法经审批部门查及批准。 

项目投资：2004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环境保护部门

应根据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环境影响大、环境风险高的项目严格环

评审批，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

目目录（2016 年本）》，要求原油、天然气（含煤层气）开发项目由具有开采权的企业自行

决定，并报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备案。针对项目投资的综合环境考评有利于从资本端促进行



26   报告编码[19RI0636] 

业绿色发展。 

生产经营：政府出台系列法律法规主要针对危险物品处理和安全生产环节作出明确规定。

2014 年 7 月，国务院修订《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将非煤矿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权责回收。2014 年 8 月，全国人大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2015 年 5 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要求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PX 等基础有

机化工企业安全平稳的运行，可有效避免不必要的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损失，有利于行业

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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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相关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 

6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发展趋势 

6.1 遵循“五化”协同发展 

根据在 PX 行业拥有超过 20 年项目投建经验的专家表示，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中国

PX 行业将注重炼化一体化、装置大型化、生产清洁化、产品高端化和产业园区化“五化”

的基本发展方针。“五化”发展方针有望统筹调配市场优势资源，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减少

中间环节，在帮助中国本土企业留存利润的同时，推动行业快速、可持续发展。 



28   报告编码[19RI0636] 

2015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贯彻落实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首次提出炼化一体化、装置大型化、生产清洁化、产品高端化和产

业园区化未来石化产业五大发展方向，其主要内容包括（见图 6-1）： 

（1） 炼化一体化：原油制备 PX 的过程包括“原油-石脑油-BTX（苯、甲苯、二甲

苯）-混二甲苯-PX”，具备较长的生产流程，尤其在过去呈现较长的产业链分布。“炼化

一体化”将产业链前端油气资源开采及炼制环节与中游石化生产相结合，石化产值比重

将明显提升，占据整体炼化企业收入约 60%。炼化一体化的优点主要体现于长流程、

高一体化程度的产业园区。这些园区经统一设计与生产，将中间环节费用省略，提升企

业的留存利润。在财税方面，政府早已为“炼化一体化”的推出提供税收政策支持。2011

年 9 月，财政部、人民银行和税务总局共同发布《关于延续执行部分石脑油燃料油消费

税政策的通知》，提出对生产企业自产石脑油、燃料油用于生产芳烃类化工产品的实际

耗用数量暂免征消费税。“炼化一体化”的顺利达成将完成炼、化产业资源的重新调度，

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2） 装置大型化：新建 PX 项目要求其周边产业园区原油加工能力可达到 4,000 万

吨以上，其中 PX 装置年产能达 60 万吨及以上。2019 年 5 月，荣盛石化发布公告称

其旗下子公司浙石化年产量 4,000 万吨“炼化一体化”一期建设已完成，其中包括 400

万吨 PX 项目。受环保和去产能等政策综合影响，新建 PX 生产装置的大型化要求是对

整个石化产业的一次大升级。随着落后技术、产能的逐步被淘汰，PX 等石化行业将逐

渐进入技术与生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3） 生产清洁化：PX 生产过程中常伴有 COD、NOx、SO2 和细颗粒物等有害物质

的排放。新建 PX 项目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要求针对上述有害物质实现达标排放或近

零排放。此外，在节能方面，芳烃联合装置的吨 PX 燃动能耗需低于 500 千克标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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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配套先进的原料油处理装置。新建 PX 项目的“生产清洁化”要求，有利于减少传统

化工行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错误观念，推动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 

（4） 产品高端化：传统的炼油企业通常以原油炼制生产成品油等低值化工产品为主，

其中石化产品总值占比较低。中国乙烯、PX 和 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等中高

端石化产品严重短缺，对进口依赖度要求极高，2018 年，中国对 PX 产品进口依赖度

高达 61.2%，限制了下游产业的整体利润增长。 

（5） 产业园区化：新增石化产业园区要求不小于 40 平方公里。经由产业园区整体

规划，炼化园区内通过 EPR 系统、CIMS 系统及电子商务系统，实现园区内信息一体

化，大幅提升园区内物料、人员和产能的使用效率。“十三五”期间，中国有序推进大

连长兴岛、河北曹妃甸、江苏连云港、上海漕泾、浙江宁波舟山、福建古雷和广东惠州

七大产业基地建设，在东部沿海形成连续的石化产业的合理布局。 

图 6-1 大型 PX 项目产业园区示意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 全球化扩张与布局 

“一带一路”是中国 PX 行业对外发展扩张的重要契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30   报告编码[19RI0636] 

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日益增加（见图 6-2）。2018 年中国 GDP 达 13.6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值的 15.9%，较 1960 年增长 11.5 个百分点。国际间贸易往来愈发频繁，推动了中

国 PX 等基础有机化工行业向海外扩张的进程。PX 生产企业全球化布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

方向： 

（1）吸纳境外优势资本与先进技术：“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总人口共 44 亿，

经济总量达 21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 63%和 29%，具有丰富的资本与技术资源。2018

年10月，全球最大原油生产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签约入股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9%

股权，计划投资 1,700 亿元用以新建年产量 4,000 万吨的“炼化一体化”项目，其中包括

450 万吨 PX 产能。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国家

和地区加强区域性合作，促进优势资本与技术交流和融合，共同打造合作共赢的良好平台。 

（2）整合境外优势资源：“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其中油气剩余探

明储量分别为 1,338 亿吨、155 万亿立方米，分别占全球剩余探明总储量的 57%和 78%，

为 PX 的生产提供丰富的原材料。2017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共同发布《推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提出加强能源投资与产能

等多方面合作，推动全球能源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PX 作为石油行业产业链下游应用，

对石油资源需求较大。随着“炼化一体化”等行业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 PX 生产企业向海

外重要油气资源国扩张意愿将进一步提升。2019 年 7 月，恒逸集团于文莱大摩拉岛建立的

恒逸文莱 PMB 项目正式投产，规划产能 800 万吨，包括 150 万吨 PX、50 万吨苯及 600

万吨汽柴煤油品。得益于丰富的基础建设经验和国家对外发展与交流的大力支持，中国 PX

生产企业将以技术优势为核心，与当地优势资源相结合，推动行业全球化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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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中国对全球 GDP 增长贡献 

 
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7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竞争格局 

7.1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中国 PX 市场长期呈现供不应求的基本状况，对外依存较高，主要从韩国、日本等邻近

国家进口。2018 年，中国 PX 进口量高达 1,590.5 万吨，进口依赖度高达 61.2%。受历史

发展影响，中国 PX 行业发展较为缓慢，生产企业以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具有国资背景

的下属子公司为主，超过整体市场份额的 60%。近 2 年来，随着民营资本的陆续进入，中

国 PX 行业迸发出新一轮生机。受历史发展、国家政策和技术壁垒综合因素影响，中国 PX

生产企业主要呈现以下二元格局： 

（1）第一梯队：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下属子公司，如扬子石化、上海石化等。得

益于国资背景，“三桶油”下属子公司在原材料和技术引进方面具备天然优势，进入市场较

早、发展历程较长，占据 PX 市场主要份额。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此类企业在 PX 生产规

模方面较小，主要满足自身化纤生产需求，其商品化程度较低，发展较为缓慢。 

（2）第二梯队：大型民营石化企业，主要包括恒力、恒逸、桐昆、荣盛、翔鹭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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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龙芳烃等。此类企业大多从 PTA 行业向上游原材料 PX 延伸而来。随着近 20 年来，PTA

行业的高速发展，上述企业积累了大量资本和渠道优势。近 2 年来，该类大型民营石化企业

利用资本、渠道等规模化优势，积极布局中国七大石化产业园区乃至全球市场，有望成为未

来中国 PX 行业的中坚力量。 

7.2 中国 PX（对二甲苯）行业典型企业分析 

7.2.1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2.1.1 公司简介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石化”），成立于 1983 年，其前身为

30 万吨/年乙烯扩建工程，该工程是中国“六五”、“七五”期间的重点项目，1984 年开

工，1989 年全面建成，1990 年全面投产，1991 年通过国家竣工验收。2016 年扬子有限

公司收购金浦集团持有的原扬金橡胶公司 40%股权，设立南京扬子石化橡胶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形成本部与子公司、合资企业、实业总公司、改制企业“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格

局。截至 2017 年底，扬子石化累计向社会提供高品质产品超过 1.76 亿吨，实现利税达 1,200

亿元。 

图 7-1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介 

 
来源：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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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服务简介 

扬子石化现有 1,250 万吨/年炼油、80 万吨/年乙烯、140 万吨/年芳烃等 58 套大型石

油化工装置，以及 36 万千瓦发电、2170 吨/小时发汽、66 万吨/日供水、2,800 立方米/小

时污水处理、708 万吨/年吞吐能力等配套公用工程和物流设施。公司可生产成品油、基本

有机化工原料、合成树脂、合纤原料、合成橡胶等 5 大类 50 多种产品，是中国石化重要的

炼化一体化基地。 

7.2.1.3 竞争优势 

 强大的国企背景 

母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是是 1998 年 7 月国家在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基础上重组

成立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注册资本 2,749 亿元人民币，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总部

设在北京。公司对其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的有关国有资产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

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的权力，对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并相应承担保值

增值责任。 

 勇于创新与广泛合作 

扬子石化从 1993 年开始先后实施了三轮大规模技术改造。1994 年开始陆续与巴斯夫、

伊士曼、BP 等国外知名公司合资成立 6 家合资企业。1998 年实施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

创立了扬子股份有限公司和扬子有限责任公司。2001 年开始陆续完成 20 家下属单位改制

分流。2006 年平稳实现扬子有限公司对扬子股份有限公司、扬子有限责任公司转制为扬子

分公司的吸收合并。2007 年底扬子有限公司全资收购清江石化和泰州石化。2012 年以扬

子有限公司塑料厂资产在南京化学工业园注册设立南京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16

年扬子有限公司收购金浦集团持有的原扬金橡胶公司 40%股权，设立南京扬子石化橡胶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形成本部与子公司、合资企业、实业总公司、改制企业“五位一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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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的格局。 

7.2.2 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2.2.1 公司简介 

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福海创”）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位于福

建省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 90 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约 290 公顷。公司系由福

建福化古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腾龙翔鹭集团（富能控股有限公司、华利财务有限公司、翔

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腾龙特种树脂（厦门）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共同投资设立，其中福

建福化古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0%。福海创为专门从事化工产品经营、石油化工

项目投资开发、石油化工设备维修维护的大型石化企业。 

图 7-2 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介 

 
来源：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5   报告编码[19RI0636] 

7.2.2.2 服务简介 

目前福海创总投资约 290 亿元人民币，拥有年产 450 万吨精对苯二甲酸（PTA）、年产

160 万吨对二甲苯（PX）生产装置及自备热电厂、液体化工码头、散杂货码头等公用配套

设施，合计年生产商品量 1,050 万吨，年销售收入超 400 亿元，年利税总额超 40 亿元。公

司 PX、PTA 及配套装置是福建石化集团打造古雷石化产业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互为依

托，实现生产成本最优化，具有较强的行业竞争力，同时带动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相关产业的

发展。 

7.2.2.3 竞争优势 

福海创产品依托福建石化集团权属企业统一销售，以优质的产品、卓越的服务和良好的

客户关系（CRM）管理，打造了福海创产品的优质品牌形象，产品畅销福建、浙江、江苏、

广东等中国聚酯工业发达的地区。公司着力于石化产业链上游延伸，开展炼油产业纵深发展

及产学研深度合作，提高炼化一体化水平，全面推动海西经济圈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7.2.3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2.3.1 公司简介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石化）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是一家由省

属国企浙江巨化投资有限公司（占股 20%），民营企业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占股 51%）、

浙江桐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占股 20%）及舟山海洋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占股 9%）共

同组建的民营控股、国企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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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介 

 
来源：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7.2.3.2 产品简介 

浙石化采用世界先进工艺路线和技术装备，生产出国Ⅵ汽柴油、航空煤油、PX、PTA、

高端聚烯烃、聚碳酸酯等 20 多种石化产品。浙石化投资 1,730 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年产量

4,000 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受到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该项目总共分为两期，每期年产量

2,000 万吨，其中包括 520 万吨芳烃和 140 万吨烯烃。 

7.2.3.3 竞争优势 

浙石化是国内首个按 4,000 万吨/年一次性统筹规划的炼化一体化项目。由于一次性统

筹规划，炼油、芳烃、乙烯部分充分体现“分子炼油”的理念，能源利用率大幅提升。浙石

化因地制宜地根据下游客户需求，合理分配产能，将烯烃全部深加工成进口依存度高的化工

品，迎合华东地区的主流消费需求，具有较强的区域优势。浙石化投资方之一的浙能集团在

省内能源产业占有主导地位。浙石化与浙能的深度绑定，有助于有效弥补民营企业在政策所

限领域的不足，并在解决成品油出路和分享零售环节利润方面具备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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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研究院简介 

 头豹研究院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家 B2B 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商业咨询平台，

已形成集行业研究、政企咨询、产业规划、会展会议行业服务等业务为一体的一

站式行业服务体系，整合多方资源，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专业、最完整、最省时

的行业和企业数据库服务，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共建，产权共享 

 公司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合作的研究

平台，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四大核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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