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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润滑油添加剂由基础油和添加剂两部分组成，是目前在交通运输业之中用量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润滑材

料。润滑剂添加剂可以在各种应用中满足相关性能要求，其优异特性能够应对高温、高压的工作环境挑战，同时

保护零部件，延长其使用寿命，并帮助用户优化性能、降低成本。润滑油添加剂是宏观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的

“晴雨表”。宏观经济越好，工业发展速度越快，使用润滑油就越多，润滑油添加剂自然水涨船高。（该词条由

头豹数字行研共创作者谢俊于2023年9月撰写完成）

润滑油添加剂行业定义[1]

润滑油由基础油和添加剂两部分组成，是目前用量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润滑材料。基础油（如动植物

油、矿物油、合成油等）是润滑油的主要成分，在成品润滑油的含量占比介乎65%-98%之间，其本身虽具备一

定的润滑特性，但仍未达到直接使用要求，还需加入不同功能的添加剂。润滑油添加剂是加入到润滑材料中的一

种或几种化合物，在成品润滑油中的含量占比介乎2%-30%之间。润滑油添加剂可改变润滑油的物理及化学特

性，提高润滑油在机械系统中的效率并增强其性能，使其可承受极端操作环境，降低燃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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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百顺纳米润滑油

按照应用性质进行分类

润滑油添加剂行业分类[2]

润滑油添加剂的应用范围广泛，根据其应用性质可分为润滑油添加剂单剂和润滑油添加剂复合剂。

润滑油添加
剂分类

润滑油添加剂
单剂

润滑油添加剂单剂是指具有单一特性的添加剂产品，包
括清净剂、分散剂、抗氧剂、粘度指数改进剂、降凝
剂、抗腐剂、抗磨剂、摩擦改进剂和泡沫抑制剂等九个
主要类型和乳化剂、抗乳化剂、密闭剂、染色剂和气味
掩盖剂等其他类型。

润滑油添加剂
复合剂

润滑油添加剂复合剂是指由不同的润滑油添加剂单剂根
据一定比例配置而成，具备更佳的综合性能。常见的润
滑油添加剂复合剂包括内燃机油复合剂、齿轮油复合剂
及液压油复合剂等。

[2] 1：TANI OIL

润滑油添加剂行业特征[3]

目前，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呈现以下行业特征：多功能复合剂发展趋势、环保发展趋势和自给率尚需提

升。（1）发展多功能复合剂成为研发新趋势，多家业内企业持续布局。（2）未来节能环保成为主旋律，润滑油

添加剂行业的绿色发展受到重点关注。（3）中国在新型或特色单剂及高端复合剂产品的自给率尚需提升。

1 多功能复合剂发展趋势

发展多功能复合剂成为研发新趋势，多家业内企业持续布局。

多功能复合剂较单剂而言，其使用效能更好，且对环境较为友好。目前发展多功能复合剂已经成为行业共

识，需在单剂的制备上不断提高生产工艺，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好使用效果的多功能复合剂。未

来在单剂和多功能复合剂产品研发上加码力度大且取得较好成效的润滑油添加剂企业将占据更大市场份

额。以润英联旗下Infineum P5500系列产品为例，其产品性能可靠，可满足日益严格的排放法规和发动机



性能要求。通过调整加剂量可满足多方面规格要求。产品可调制低粘度润滑油，以提高车辆燃油经济性，

同时仍提供卓越的性能，保护发动机和其他部件免受磨损和腐蚀。

2 环保发展趋势

未来节能环保成为主旋律，润滑油添加剂行业的绿色发展受到重点关注。

当前，节能环保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为化工新材料、高品质润滑油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社会氛

围，更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也对润滑油添加剂的生产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润滑材料的环保性能受

到下游润滑油消费市场的广泛关注，促使润滑油添加剂企业开发环境友好型润滑油添加剂。值得一提的

是，传统润滑油添加剂在环保性能上的不足为新型润滑油添加剂在促进汽油发动机油低磷化、柴油发动机

油低灰分化上的发展创造出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 自给率尚需提升

中国在新型或特色单剂及高端复合剂产品的自给率尚需提升。

目前在全球润滑油添加剂行业中，海外前四大头部企业所占据的润滑油添加剂市场份额超过半壁江山，中

国本土厂商已基本具备单剂产品的自给自足能力，但新型或特色单剂及高端复合剂产品主要依赖进口，未

来有较大的进口替代空间。

[3] 1：中国化工报、中润网咨讯

润滑油添加剂发展历程[4]

相较于海外而言，中国本土润滑油添加剂行业起步较晚。1959-1979年：萌芽期，润滑油添加剂的行业概

念在中国市场上萌芽，随着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润滑油添加剂也水涨船高，基本能适应中国本土油品的需要。

1980-2000年：高速发展期，中国本土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持续加码对润滑油添加剂的研发，积极学习海外先

进技术，推动了润滑油添加剂种类的丰富。2001-2023年：成熟期，在中国汽车工业高速发展的带动下，市场

对润滑油添加剂的需求持续攀升，车用润滑油逐渐成为润滑油添加剂最主要的应用领域。

萌芽期 1959~1979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对润滑油添加剂的系统性研发才正式开启。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力发展

用于内燃机油的添加剂，相继建成清净剂和抗氧抗腐剂工业装置。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润滑油

添加剂生产能力已有明显提高。



润滑油添加剂的行业概念在中国市场上萌芽，随着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润滑油添加剂也水涨船高，

基本能适应中国本土油品的需要。

高速发展期 1980~2000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继续组织相关科研机构开展对添加剂新品种的开发，同时通过学习和吸收国外

先进技术，进一步扩大了添加剂生产能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润滑油添加剂已有10大类近

160多个品种，在产品数量上已达到与国际水平，但在质量上仍有一定差距。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

国润滑油添加剂市场几乎被单剂占据，之后经过五年计划的集中攻关，中国展开了对复合剂的开发工

作，逐渐开发出可用于生产汽油机油、柴油机油、齿轮油及压缩机油的润滑油添加剂复合剂。

中国本土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持续加码对润滑油添加剂的研发，积极学习海外先进技术，推动了润滑

油添加剂种类的丰富。

成熟期 2001~2023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抓住中国润滑油市场良好的发展机遇，外资润滑油添加剂企

业陆续进入中国，在中国成立了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引发了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中国汽车、工业

设备、钢铁、电力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润滑油的需求大幅增长。2003年，中国润滑油消费量

达400万吨，销售收入超过300亿元人民币，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润滑油消费市场。

在中国汽车工业高速发展的带动下，市场对润滑油添加剂的需求持续攀升，车用润滑油逐渐成为润滑

油添加剂最主要的应用领域。

[4] 1：上海广沪润滑油 、中国…

润滑油添加剂产业链分析[5]

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产业链由上至下可依次分为上游石油化工行业、中游润滑油添加剂行业、下游润滑油

行业以及终端市场应用。上游代表企业有振华石油化工、卓诚石油化工、齐成石油化工和浙江石油化工等；中游

代表企业有中石油、中石化、路博润、润英联、瑞丰新材、无锡南方和康泰公司等；下游代表企业有中石化润滑

油、信诺润滑油、洛加斯润滑油和野狮润滑油。

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产业链发展主要包含两大趋势：（1）环保型润滑油添加剂：随着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标准日趋严格和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润滑油添加剂的环保性能。“国六”标准相对于

“国五”标准，对污染物排放的限制大幅增加，具体体现在一氧化碳以及总碳化合物和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量限制



产业链上游

石油化工行业

振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卓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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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中游

下降50%，氮氧化物排放量限制加严42%。因此，环保型润滑油添加剂的研发和生产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这

种添加剂可以降低润滑油对环境的污染，同时提高润滑油的性能和寿命。（2）智能化润滑油添加剂：随着纳米

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润滑油添加剂的研发和生产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这种添加剂可以通过纳米技术实现

对润滑油的效能提升与控制，从而提高润滑油的效率和可靠性，减少机器设备的故障率和维修成本。例如，将

0.1%的Al2O3/TiO2杂化纳米粒子加入嘉实多5W-30 合成润滑油后，其摩擦系数降低了47.61%，发动机活塞环

和衬套的表面粗糙度分别降低了64.7%和40%，有效提升了润滑油的应用效能。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的上游主要为石油化工行业，润滑油添加剂作为润滑油的重要成分，一般占到

润滑油总体比例约2%-30%。润滑油添加剂所需的生产原材料为基础油、聚异丁烯、烯烃、重烷基苯

和醇类等化工原料。天然石油含有大量化合物，会对润滑油的颜色、氧化性、抗腐蚀性及热安定性产

生影响，必须进行精制加工，从石油中分离出有害组分，才能得到高性能基础油。基础油的精制方法

主要有传统工艺（溶剂精制、溶剂脱蜡、白土补充精制）以及新式工艺（加氢工艺、异构脱蜡工艺）

两大类。传统工艺采用的是物理方法，效果不佳，生产出的润滑油粘度低、硫含量高、饱和烃含量

低，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普通润滑油的生产。加氢工艺和异构脱蜡工艺等新式工艺在传统工艺上进行了

大幅改进，在加氢处理和催化剂的参与下，油品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已成为生产高性能润滑油的主要

方法。目前通过新式工艺所生产的基础油占比为75%，随着炼制技术的不断创新，未来这一数字有望

上升到90%以上。

原材料成本在润滑油添加剂生产成本中的占比区间为80%-95%，目前来看，化工原料在全球以及中

国的供需处于平衡状态，供应比较稳定，价格变动不大。中国石油化工厂普遍在高端化工产品上生产

能力不强，对进口产品依赖性高，而在基础化工产品上则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产品结构性矛盾突

出。因上游石油化工厂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单剂以及复合剂的最终性能，其在整个产业链中具有最强的

议价能力。

中

品牌端



润滑油添加剂企业

路博润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路博润添加剂（珠海）有限公司

雪佛龙奥伦耐（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产业链下游

润滑油行业及终端市场应用

中游厂商

产业链中游说明

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中游的参与主体为润滑油添加剂企业，可分为全球四大剂企业、中国本土润滑

油添加剂企业以及民营润滑油添加剂企业三大类。润滑油添加剂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添加剂特

有的配方和生产工艺水平决定了润滑油添加剂企业在行业中地位高低。全球四大跨国头部企业（路博

润公司、润英联公司、雪佛龙奥伦耐公司、雅富顿公司）在润滑油添加剂行业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具备大规模、综合性生产能力，能够生产主要类别的单剂，既可为润滑油生产商提供复合剂添加剂的

配方，也可为其提供定制的复合剂。单剂的生产对工艺技术的要求较为苛刻，而复合剂的生产需要更

加苛刻的配制工艺和更大的生产规模，因此形成了极高的准入壁垒。中国本土润滑油添加剂企业如中

石油、中石化及其各自的附属公司在坚持了多年的自主研发和学习、吸收国外生产工艺后，添加剂产

品种类数量得到迅速提升，在高端润滑油添加剂领域已具备较强的竞争实力。民营润滑油添加剂企业

通常只生产几类单剂、不生产复合剂，大多数生产商将单剂销售给具备生产复合剂实力的润滑油添加

剂企业用于配制复合剂，而在其他情况下，直接将添加剂单剂售予润滑油生产商。

整体而言，全球四大跨国头部企业是中国乃至全球润滑油添加剂市场长期的领导者，占据全球85%左

右市场。这些企业凭借着较高的配制技术专长，产品优势明显，在与下游的润滑油产品生产商的议价

中具有优势。与此同时，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民营润滑油添加剂企业近年来一直保持着

快速增长势头，正积极从单剂生产商向复合剂生产商转型，不断提升自身议价能力。值得一提的是，

现如今中国本土润滑油添加剂企业在单剂产品种类上已与全球四大跨国头部企业相当，但是在复合剂

产品上依旧表现不够理想。2022年路博润、润英联和雪佛龙在中国本土的复合剂生产线产能分别为

17.5万吨、10万吨、10万吨，合计37.5万吨，远超过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线产能。这也表明在复合剂

产品种类和质量的创新上，中国本土企业处于任重道远的重要历史阶段。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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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下游说明

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的下游是润滑油行业及终端市场应用，鉴于对润滑油的高性能要求，生产商需

将不同的润滑油添加剂单剂与基础油混合成润滑油添加剂复合剂，最终制成润滑油成品。由于润滑油

添加剂技术规格日益提高，为节省开发成本，润滑油生产商将大多数混合和配置工作外包给润滑油添

加剂生产商，因此越来越多的润滑油添加剂生产商开始供应复合剂。在所有的润滑油单剂中，分散

剂、清净剂、粘度指数改进剂三种单剂的消费量最大，在总消费量中的占比合计已超过65%。从终端

润滑油添加剂消费结构来看，车用润滑油添加剂的消费量最大，在总消费量中的占比稳定在70%左

右，以柴油添加剂和汽油添加剂为主；其次是工业用润滑油添加剂，在总消费量中的占比约为25%，

以液压油添加剂与齿轮油添加剂的消费为主；驱动系统用和金属加工用润滑油添加剂在总消费量中的

合计占比较小，占比约为15%。

中国约有3,000家润滑油产品生产商，生产规模在万吨以上的约为200家，其他多为规模小的润滑油调

和厂。该类企业在2022年生产了接近1,000吨的润滑油产品。大型润滑油产品生产商主要为中石油、

中石化及其附属子公司，为从源头上提高润滑油品质量，此类大型润滑油产品生产商逐步将产业链向

中游润滑油添加剂行业延伸，组建技术中心自主研发单剂和复合剂，缓解全球四大跨国头部企业在单

剂产品方面的供应制约，在市场竞争上已具备一定的议价能力。小型润滑油产品生产商则在单剂和复

合剂的供应上受到较大制约，润滑油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次充好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产业链中处于

弱势地位，议价权不高。

[5] 1：中国化工报

润滑油添加剂行业规模

得益于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工业制造规模的不断扩大，润滑油添加剂的需求量巨大。近年来中

国润滑油添加剂市场规模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从2017年到2022年，中国润滑油添加剂的市场规模从30.54亿元

人民币上升到70.71亿元人民币，期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8.28%。目前该行业正在且长期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预

估未来几年中国润滑油添加剂市场规模会保持持续增长趋势，2027年有望达到195.99亿元人民币。

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市场规模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机动车保有量规模庞大，消费需求旺盛：车用润

滑油添加剂是润滑油添加剂的下游消费中占比最大的细分领域，占比稳定在70%，一般用于生产汽车发动机润滑

油、传动液、齿轮油及刹车油等产品。当前汽车在人们生活、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受燃油效率提高趋势的

影响，汽车发动机及传统系统不断改进，对润滑油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添加剂能有效改善润滑油的抗氧化安定



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规模

润滑油添加剂行业规模

性、粘温性、低温流动性、抗磨性及抗乳化性，起到提高燃油效率、降低故障率、长期保护发动机和传动系统的

作用。根据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由2017年的3.1亿辆上升至2022年的4.17亿辆，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6.11%。在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不断突破的趋势下，车用润滑油产品的需求量呈现快速增长态

势，可为中国润滑油添加剂市场的长期发展提供强大驱动力。（2）高端装备制造业被提升至战略地位，有利于

带动整体添加剂量的增长：工业用润滑油添加剂在润滑油添加剂的下游消费中的占比为20%，一般用于生产润滑

脂、工业齿轮油、液压油及涡轮机和循环机油等产品。润滑油的品质提升对于提高航空航天、高铁、重工机械等

高端装备的运转效率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以高铁为例，目前中国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是“复兴号”动车组，其运

营速度为350公里/小时。高铁在高速运行下，齿轮箱的磨损将会加剧，因此必须配备高品质的润滑油来保护齿轮

箱，减少磨损，并承受超高温负荷。从添加剂量来看，与汽车领域相比，工业机械设备领域对润滑油添加剂的需

求较少，即每公斤润滑油使用的添加剂分量相对较少，大约在3%-5%之间。伴随中国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工

业结构不断调整，高端装备制造业开始兴起。高端装备制造业对润滑油的品质要求较高，在拉动市场对高性能、

高品质润滑油需求增长的同时，也将促进工业用润滑油添加剂整体加剂量的提高，进而推动润滑油添加剂行业规

模扩大。

未来，数据预测到2027年，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规模将扩大到195.99亿元人民币，驱使其持续扩大的原

因有：（1）多功能复合剂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大：发展多功能复合剂已成为研发新趋势，这一细分产品较单剂而

言为企业所带来的收益更多，也将推动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规模的扩大。根据业内企业所披露的数据，每升多

功能复合剂带来的收益要比单剂多10%-25%。（2）政策红利的持续驱动：以工信部等部门最新颁布了《关于

“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印发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等政策，这

些政策的推行能够带动润滑油添加剂行业转型升级，加速石化化工行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从而提

升经济效益，带动行业规模的扩大。



计算规则：每次添加润滑油所用的添加剂=每次添加所需的润滑油剂量*添加剂占润滑油的质量比重,中国车用润滑
油添加剂行业规模=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每次添加润滑油所用的添加剂*每升润滑油添加剂的价格,中国润
滑油添加剂行业规模=中国车用润滑油添加剂行业规模/车用润滑油添加剂占整体的比例

数据来
源：

公安部、新华社、人民网、油田客运、上海曹氏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润滑油情报、瑞丰新材招股书
及企业年报

润滑油添加剂政策梳理[6]

政策名称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5年)》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0-10

影响

8

政策内容

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未来15年的发展设定了一系列目标。在商用车领域，规划指出要加快新能源汽车在城市

公交领域的应用，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城市配送、港口作业等领域的应用，为新能源货车出行提供便利等。

另外，规划还提出要积极推进氢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未来氢能源商用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政策解读
这一政策能够推动新能源车及其附属产品的消费需求。在润滑油需求方面，随着新能源电动车的推广与普

及，专用于新能源汽车的润滑油产品是具有较大发展前景的细分车油市场。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

制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

颁布主体

国家发改委

生效日期

2021-05

影响

8

政策内容 结合国内外能源市场变化和国内体制机制改革进程，研究完善油品及其相关衍生产品的定价机制。

政策解读

这一政策能够加强油品及其相关衍生产品质量监管，提高产品质量标准。可以促进油品及其相关衍生产品

价格市场化、减轻企业负担和提高产品质量标准，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油品市场体系，提高市场竞争力，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颁布主体

工信部等多部门

生效日期

2022-03

影响

9



政策内容
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提高本质安全和清洁生产水平，加速石化化工行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推进中国由石化化工大国向强国迈进。

政策解读
这一政策旨在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润滑油添加剂行业在该政策下能够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和

效能，加快以润滑油添加剂为代表的石化化工工业的产业数字化转型。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印发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

的通知》

颁布主体

工信部

生效日期

2022-06

影响

9

政策内容

深入挖掘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节能潜力，有序推进技术工艺升级，推动能效水平应提

尽提，实现行业能效稳步提升。针对机械、造纸、纺织、电子等行业主要用能环节和设备，推广一批关键

共性节能提效技术装备。

政策解读
这一政策旨在对中国工业体系的绿色环保性进行有效规范，加快提升行业能效。润滑油添加剂作为中国工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推动其转型升级。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

划(2021-2025年)》

颁布主体

商务部等多部门

生效日期

2023-05

影响

9

政策内容
通过建设城乡高效配送体系、促进区域商贸物流一体化、建设国际物流网络，有效促进健全供需适配的市

场机制，释放有效需求潜力，促进新能源商用车行业的发展，扩大其市场规模。

政策解读

这一政策能够推动新能源车发展，新能源车是润滑油添加剂的重要需求端，将推动该行业持续发展。另

外，这一政策能够推动润滑油添加剂的运输环节实现降本增效的经济目的，在适应消费升级需要和扩大消

费方面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6] 1：国务院、国家发改委、…



润滑油添加剂竞争格局

中国润滑油添加剂行业呈现出高、低端产品两极分化的竞争趋势，该行业的梯队可以分为三层：（1）第一

梯队：全球四大跨国头部企业，即路博润、润英联、雪佛龙奥伦耐和雅富顿；（2）第二梯队:锦州康泰、天合化

工、上海海润、无锡南方和瑞丰新材，其中瑞丰新材是中国本土龙头企业；（3）第三梯队：路路达、拓孚、锦

州精联、太仓中石油和统一石油。

形成梯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中国本土龙头企业战略：瑞丰新材牢牢占据着中国润滑油添加剂本

土企业的龙头位置，公司高度重视自主产品研发，技术水平处于中国领先地位，主导产品润滑油添加剂，产品范

围涵盖清净剂、分散剂等40多个种类、100多个品种。目前公司单剂产能8.1万吨，复合剂1.5万吨，IPO募投项

目计划新增单剂6万吨、复合剂1.28万吨，未来随着新乡持续扩产和沧州一二期项目不断落地，公司成长潜力巨

大。（2）中国本土企业起步晚，市场被跨国企业抢先占领。全球跨国头部企业如路博润、雪佛龙奥伦耐和雅富

顿分均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润英联至今也有数十年发展历史，是全球最先进入润滑油添加剂市场的企业

之一，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品牌影响力。这四大润滑油添加剂公司长期占据全球85％的市场份额，其终端产品

以复合剂为主，建设的生产线也主要为复合剂生产线，需要大量单剂作为生产原料。路博润、润英联和雪佛龙在

中国本土复合剂生产线产能分别为17.5万吨、10万吨和10万吨，合计37.5万吨。（3）润滑油添加剂可改善润滑

油性能，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润滑油添加剂属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创新度较高的行业，因此行业下游需求端存

在资质消费倾向，更偏向于选择具有高品牌价值的产品。目前全球四大剂跨国企业、润丰新材、无锡南方和锦州

康泰等企业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后来者难以占据话语权较大的优势竞争地位。

未来中国润滑油添加剂竞争格局将呈现以下变化趋势：（1）中国本土企业继续崛起，推动国产进口替代进

程。中国本土厂商已基本具备生产覆盖所有单剂产品的能力，但高端复合剂产品主要依赖进口，未来有较大的进

口替代空间。目前复合剂需求量缺口约30万吨，未来这一缺口还会继续扩大，中国本土厂商有望抢先占据这一部

分的份额。（2）在中国市场，本土龙头企业占据更大市场份额，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润滑油添加剂产品的

技术壁垒和资金壁垒较高，行业龙头企业凭借着技术、资金和规模等优势高筑壁垒，占据更大市场份额，而规模

较小的小微企业会面临淘汰的风险。根据不完全统计，锦州康泰、天合化工、上海海润、无锡南方和瑞丰新材等

企业已经占据超过70%的市场份额。

[8]



上市公司速览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910)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126.6亿元 13.4亿元 31.09 32.63

[7] 1：企查查

[8] 1：企查查

1 无锡南方石油添加剂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无锡市 行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法人 缪如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6704074681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01-05-28

品牌名称 无锡南方石油添加剂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石油添加剂（不含危险品）的制造、加工；硫氢化钠的生产；重烷基苯磺酸的销售；道路普… 查看更多

竞争优势

研发优势：无锡南方的研发技术来自中国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上炼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同时，无锡南方通过与国外知名

添加剂公司的紧密合作，联合开发出多个新产品，例如与科聚亚公司合作的开发的水杨酸盐系列添加剂，增加了在高端润

润滑油添加剂企业分析



滑油添加剂产品领域的竞争实力。在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之下，无锡南方参与制定的部分产品标准成为了国家行业标准。

竞争优势2

产品优势：无锡南方目前有多个产品填补了中国本土行业空白，部分产品经过评定，产品质量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质量水

平，具备了一定的产品优势。其中，与瑞士汽巴公司合作开发的柴油机油复合剂一次性通过了石科院的试验；与美国康普

顿公司合作开发的新产品顺利通过该公司总部的评定。近年来，无锡南方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出多款需求较大的复合

添加剂产品，获得了市场的良好反应。

2 锦州百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5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锦州市 行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法人 曹东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70057724443XG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1-07-25

品牌名称 锦州百特化工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查看更多

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优势：百特化工所处的辽宁省锦州市是中国著名的润滑油添加剂集散地，拥有多家润滑油添加剂生产企业，产出

的润滑油添加剂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形成了产业集群优势。在产业集群的影响下，百特化工积极开展与

周边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交流，还组建了独立研发中心与设备检测中心，为添加剂产品的研发和检测提供了发展基础。

竞争优势2

技术优势：百特化工拥有一支具有多年研发经验的研发团队，团队带头人具备超过数十年的添加剂研发经验。百特化工建

立了产品实验室，在对原料进行评定和筛选后，百特化工可持续对复合剂配方进行优化。此外，百特化工具备提供定制化

生产要求的能力，可根据客户使用的基础油及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定制适应的复合剂。

3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0910】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28822.8061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新乡市 行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法人 郭春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006149375190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1996-11-11

品牌名称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信息记录材料、油品添加剂材料、聚烯烃抗氧剂、重烷基苯磺酸（不含易燃易爆有毒及化学…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Q1) 2023(Q2)

0.85 0.81 0.82 0.83 0.99 - - - -

22.2642 16.2662 16.7837 8.4226 9.8289 12.204 18.952 13.33 14.391

- 46.4343 13.8851 23.7982 31.0865 25.585 181.772 57.458 31.089

- 33.19 24.9904 73.7726 85.9081 - - - -

57.6 41.2475 42.8929 46.4816 43.1009 45 22 28 27

2.7685 3.3341 3.1705 8.409 8.7512 6.531 4.042 5.652 5.459

0.48 0.1 0.18 0.49 1.4442 0.388 4.388 0.001 0.682

27.8085 25.8151 25.1277 30.7063 34.5666 - - - -

100 100 100 100 100 99.887 98.32 97.261 89.713

1.8311 2.112 1.9313 7.0438 8.105 5.564 3.201 4.488 4.356

11.6574 12.1103 11.5128 13.2498 11.2153 8.445 20.092 2.882 7.531

15.71 13.65 13.79 17.17 17.64 - - - -

0.42 0.51 0.63 1.03 1.58 1.34 3.92 0.65 1.44

10.6894 9.7226 10.6707 14.9782 21.2422 18.5965 19.3006 15.6415 18.7474

1.0906 1.2456 1.0789 0.8846 0.528 0.454 1.041 0.186 0.403

- 2.3264 2.3264 4.6833 10.2081 10.2081 10.9526 11.1192 5.6012

82.3686 69.2921 81.781 78.3648 65.9703 95 70 108 99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
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
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
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
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
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
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箱：
support@leadleo.com。

竞争优势

技术优势：瑞丰新材高度重视质量控制和产品研发，建立了多个实验室和检测化验分析中心。为加强前沿科技交流和合

作，瑞丰新材与石科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重庆工商大学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备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在内的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瑞丰新材拥有多项中国与海外发明专利。

竞争优势2

产品优势：相比同类产品，瑞丰新材的润滑油添加剂产品在质量稳定性、产品收率、沉淀值等方面具备优势。凭借良好的

润滑油添加剂系列产品性能，瑞丰新材成为了中国最大润滑油品牌—中石化旗下的长城润滑油和中石油旗下的昆仑润滑油

的供应商。为保证润滑油添加剂产品质量的稳定性，瑞丰新材积极拓展核心原材料，并通过自主研发生产出十二烷基酚，

在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3.18亿 4.66亿 5.30亿 6.57亿 8.61亿 10.81亿 30.46亿 6.24亿 13.38亿

- 0.8014 1.3642 1.8758 2.3375 2.7451 5.7994 6.445 2.6884

0.42 0.51 0.63 1.03 1.58 1.34 3.86 0.63 1.38

3400.18万 4528.70万 5660.44万 9836.30万 1.83亿 2.01亿 5.88亿 9683.70万 2.50亿

0.45 0.5 0.61 1 1.56 1.31 3.67 0.5878 1.34

0.48 0.1 0.18 0.49 1.4442 0.388 4.388 0.001 0.682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
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
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
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