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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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长江证券化工行业分析师  施航 

时间 2021 年 3月 11 日 

地点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副总经理  李丰奎 

证券事务代表  杨应林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公司于 2016 年开始 PI 材料相关的研发工作，请问当时从传统

领域切入新材料领域的契机？ 

答：“十二五”期间，我国薄膜行业发展迅速，其中 BOPP 和

BOPET 产品产量已经占全球总产量的四成以上，公司所在的包装膜

材料行业整体年增速范围为 4%-6%，但生产设备较为成熟，国内产

能无序扩张造成行业总体供求关系失衡，薄膜行业总体开工率维持

在 70%左右，传统薄膜材料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公司在对行业发展

趋势进行充分调研分析后，制定了从传统包装膜材料逐步向高端功

能性膜材料升级的发展战略。在前期项目调研的基础上，公司重点

在高端功能膜材料、战略性新材料等方向中选取未来公司发展方

向。 

聚酰亚胺薄膜材料作为一种有机高分子材料，由于其优异的物



理性能与稳定的化学性质，在电子行业带动下迅速发展。由于聚酰

亚胺薄膜技术壁垒较高，国内聚酰亚胺薄膜生产能力相对滞后，使

得高端的聚酰亚胺薄膜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化替代空间巨大。公司

董事会和管理层审时度势积极谋划，在深入市场调研后，根据公司

战略规划，依托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单独建立聚酰亚胺薄膜研发中心

及中心实验室并展开相关研发工作，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聚酰亚胺

薄膜配方及生产工艺核心技术。2017 年，公司自筹资金建设 2条聚

酰亚胺薄膜生产线，正式切入聚酰亚胺材料领域。 

2、公司 PI 材料的技术积淀、专利申请情况？PI 材料的应用领域

较多，公司目前的技术储备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答：公司自 2016 年建立聚酰亚胺实验室从事聚酰亚胺材料相

关研发工作以来，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聚酰亚胺薄膜配方及生产工

艺核心技术。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技术研发团队，

建设聚酰亚胺薄膜试验线 1条，配备整套国际先进的分析和检测仪

器，已申请聚酰亚胺薄膜相关专利共 33项，其中发明专利 24 项，

实用新型专利 9项。截至目前共获得相关发明专利授权 2 项，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 6 项，另有 19 项发明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段；三项

产品获省级新产品认定，承担合肥市“三重一创”重大新兴产业工

程项目 1项和合肥市“借转补”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1 项。 

目前，公司的 FCCL 用聚酰亚胺黄色基膜和遮蔽用聚酰亚胺黑

膜两款产品已经批量供货，聚酰亚胺碳基膜产品已进入产品送样验

证阶段。此外，公司积极进行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工作，对聚酰亚

胺材料做更深更广的技术研发与技术攻关。 

3、公司目前在聚酰亚胺行业竞争中的优势与未来规划？  

答：公司经过数年研发，已掌握聚酰亚胺薄膜配方及生产工艺

核心技术，借助公司 20 余年专注于双向拉伸薄膜生产而积累的配

方工艺、技术开发，以及设备驾驭与技术升级的能力和优势，短期

内实现了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成功实现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批量

化生产。公司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产品成膜情况良好，产品厚薄均



匀性、机械性能、电气性能等指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目前已通过

多家客户批量使用和试用验证，并已有部分客户从国外进口产品切

换到公司产品。此外公司未来将发展聚酰亚胺材料多板块业务，并

已规划聚酰亚胺浆料相关项目。 

4、瑞华泰 IPO 后，与公司在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存在合作的机会？ 

答：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持着开拓进取、合作共赢的原则，对

行业内企业合作一直持开放态度。公司与深圳瑞华泰的前期合作主

要是公司已投产的 2条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采购于深圳瑞华泰，目

前已实现批量生产。对公司与瑞华泰 IPO 后的合作，公司亦持开放

态度。聚酰亚胺材料市场应用空间大，国产替代前景广阔，国内聚

酰亚胺企业也应会响应国家战略布局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维护产业链安全的号

召，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国内聚酰亚胺行业发展。 

5、公司目前的主要聚酰亚胺产品以及自主研发的碳基膜产品的客

户及下游认证情况？是否感受到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影响下，国产替

代正在加速？ 

答：目前，公司先行建设的两条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顺利实现

批量生产和批量供货。2020 年 12 月，公司碳基膜产品进入送样验

证阶段，因产品需要在下游产业链逐级验证且要求较高，最终取得

验证尚需一定时间，就目前情况来看进展较为顺利。 

经过近两年国际形势变化，各行业均开始注重产业链安全问

题，因各种“卡脖子”技术短板问题凸显，国内厂商相比以前对于

产业链国产化倾向更加明显，产品试用积极性较之前提升显著，就

目前来看，结合国内产业发展趋势，国产替代速度正在呈加速态势。 

6、公司于 2020 年 10月签订 2 条 PI膜生产线的设备采购及安装合

同，请问目前的进度情况？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的推进进展如何？ 

答：目前，高性能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膜材料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自 2020 年 10月与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 2条国产生产



线的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后，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前投料

试车。除两条国产生产线的设备采购与项目建设全面开展外，剩余

生产线也在按计划推进中。 

7、公司对 PI 材料未来发展空间的判断？具体看好哪些领域的发

展？ 

答：根据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的《“十三五”

新材料发展报告》，2017 年全球聚酰亚胺薄膜市场规模为 15.2 亿

美元，预计到 2022 年将达到 24.5 亿美元。面对不断增长的国内及

全球市场需求，从 2017 年开始，聚酰亚胺薄膜广阔的市场前景及

国内产业现状引起众多企业及资本的关注。未来几年，随着国内新

建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量产，国内聚酰亚胺薄膜产能及技术水平与

国际聚酰亚胺薄膜巨头差距有望进一步减小，产业有进一步向中国

积聚的趋势。 

未来几年，在 FCCL、柔性 AMOLED、5G技术、动力电池、智能

手机等行业带动下，FPC、柔性显示和导热材料的应用将成为全球

聚酰亚胺薄膜市场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应用领域。目前，美国、

欧洲、日本是世界上聚酰亚胺最主要的消费市场，而未来亚太地区

将会是最主要的增长市场，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是这一地区的

聚酰亚胺薄膜市场的主力。  

8、公司与合肥新站高新区管委会签署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请问

具体项目的进度规划，以及资金来源？ 

答：新站高新区电子级局限亚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已经按计划

开展土地购置、项目备案等各项工作。公司将通过科学规划、分期

建设，采取切实措施做好资金的筹措和调度工作，保证项目投资需

要，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将通过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贷款，资本市场

融资等方式解决。 

9、BOPET 行业近年来竞争较为激烈，公司目前具有 2.4 万吨的产

能，并计划自筹资金 2.9 亿元投资建设年产 3.2 万吨功能性聚酯薄

膜项目，请问在 BOPET 以及 BOPP 等业务板块的长期规划？ 



答：公司 3.2 万吨功能性聚酯薄膜项目目前正稳步推进，进展

顺利。2020 年 6月项目已签订主设备供货合同，项目设计、配套设

备和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按照计划全面展开。 

    公司近年来加速推进战略转型升级，着力深化产品结构调整与

技术改造升级，实施环保型功能膜材料与电子信息用膜材料双轮驱

动战略，紧跟市场节奏，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利用差异化产品与高

附加值产品推进公司 BOPET、BOPP 产业发展，适时增加部分设备投

资，满足产品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的要求，巩固、提升品牌与市场。

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行业细分领域产品研发工作，

为公司产业发展做好相关技术储备工作。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3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