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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起因 

随着去年化工整体景气下行，从价差看目前大多数品种已经回到了 16 年供给侧

改革前的水平，只有涤纶等少部分产品景气仍然维持，我们判断其背后核心原因

就在于格局改善，而未来这一趋势仍将延续，涤纶龙头正迎来属于其最好的时代。 

 

核心观点 

 涤纶格局有望持续改善：目前涤纶行业已经从百舸争流进入到三足鼎立阶

段，且资金壁垒和设备垄断决定了新增产能集中于龙头，未来集中度有望不

断提升。另外行业特征上来说，涤纶属于兼具大宗和差异化的商品，企业间

竞争除生产端成本外还包括销售端的产品结构和库存管理，经营层面的优势

不经过长期日积月累难以复制，这也会巩固龙头的竞争地位，受益于格局改

善，涤纶长期盈利中枢有望迎来持续提升。 

 贸易战影响分析：对于市场普遍关心的贸易摩擦深化的问题，就我们分析，

短期内确实会对需求造成一定影响，但长期看却未必是坏事。因为我国涤纶

核心竞争力在于产业集群，协同优势相当长期内将难被撼动。而贸易战也并

非消灭需求，反而随着织造转移还有望带动后发国家的涤纶消费增量。从格

局看，贸易战客观上也将会加速我国涤纶巨头走出国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

工的步伐，这也有助于其全球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提升。 

 新格局下供需展望：格局改善决定了行业供给端扩张将趋于温和有序，预计

未来年均产能增速约 5-6%。需求端将维持稳定增长，考虑到 17-18 年的高

增速和贸易战影响，未来大概率有所放缓，预计在 6-7%左右。因此未来涤

纶景气大方向是供给支撑了下限，需求则决定了上限，供需整体维持平衡，

随着需求波动可能会阶段性的微利甚至亏损，但这也会倒逼竞争力弱小的企

业退出，加速行业向龙头集中的趋势。 

 

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目前时点我们最为看好兼具强竞争优势和高市值弹性的涤纶龙头企业，具体

为桐昆股份(601233，买入)、恒逸石化(000703，买入)和新凤鸣(603225，

买入)，近期回调后估值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且未来随着产能释放其盈利中

枢还有望不断提升，长期配置的风险收益比很高。 

 

风险提示 

 油价波动风险；需求下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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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涤纶格局有望持续改善 

就聚酯产业链三大环节来说，涤纶一直是我们从格局维度长期最为看好的环节。其一方面是因为过

去几年行业集中度提升很快，中小企业与龙头间的差距日益明显，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小企业想要逆

袭几乎毫无胜算，且随着炼化窗口打开多家龙头重心转向上游，未来行业整体竞争也将趋于温和有

序。另一方面就行业特征来说，涤纶属于兼具大宗和差异化的商品，企业间竞争除生产端成本外还

包括销售端的产品结构和库存管理，而经营层面的优势不经过长期日积月累很难复制，这也会巩固

龙头的竞争地位。因此涤纶虽然不像 MDI 这类技术垄断型的高毛利行业，但也属于较高壁垒，长

期有积累，龙头能赚钱的好行业，随着格局改善预计其长期盈利中枢有望迎来持续提升。另外对于

市场普遍关心的贸易战问题，就我们分析，短期内确实会对需求造成一定影响，但长期看却未必是

坏事。由于我国涤纶的产业集群优势相当长期内难以撼动，因此贸易战只能是需求转移而非消灭，

织造产业转移还有望带动后发国家的涤纶消费增量。从格局看，贸易战客观上也将会加速我国涤纶

巨头走出国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步伐，这也有助于其全球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提升。 

具体到投资上，按照竞争优势和市值弹性标准，我们最为看好桐昆股份、恒逸石化和新凤鸣，近期

股价回调后目前估值均处于历史偏低水平，且未来随着产能释放其盈利中枢还有望不断提升，长期

配置的风险收益比很高。另外就我们判断，PTA 高景气还可持续一年，从周期角度桐昆和恒逸这

类高弹性、产业链完全配套的公司短期也有很大的博弈价值。 

1.1 从百舸争流到三足鼎立 

涤纶作为我国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发展至今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尤其是经过

12-16 年惨烈洗牌小企业出清后，龙头主导的行业格局初具雏形，我们在前期报告《大炼化行业格

局正迎来历史性巨变！》也详细阐述了我们对几大民营巨头战略布局的看法和观点。简单来说，在

炼化审批对民营企业放开后，荣盛、恒力和盛虹的重心都转向上游，从 PTA-涤纶跨越至更为重资

产大规模的炼化行业，打开了巨大的成长空间，但这也意味着其短期内将没有余力再进行涤纶的扩

张。因此未来几年真正聚焦于涤纶行业的仅有桐昆、新凤鸣和恒逸三家，其中桐昆和新凤鸣本身就

是行业的第一和第二，这两家企业的风格是很少对景气做判断，而是坚守主业做精做强，凭借成本

优势在过去几年行业低谷期也实现了逆势扩张，逐步拉开了与竞争对手的规模差距，未来在继续扩

建涤纶的同时还将向上游延伸实现原料配套。恒逸本身是 PTA 行业的龙头，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最

为均衡。一方面在文莱投建炼厂，保证了原料供应，另一方面抓住行业机遇，在周期低点通过兼并

收购快速扩充了涤纶体量，一跃成为行业前三。综合来看，本轮炼化窗口打开后，未来三五年内涤

纶六大巨头已步入了两条不同的赛道，炼化企业如果远期再回头继续做涤纶一来必要性不强，二来

难度也会比较高。涤纶行业桐昆、恒逸、新凤鸣鼎足而立的局面已愈发清晰，受益于格局改善，未

来其周期波动性有望减弱，龙头也有望真正享受到长期稳定的高盈利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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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0 年（左图）和 2020E 年（右图）涤纶行业集中度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1.2 龙头优势将不断巩固 

虽然处于产业链上下游，但涤纶行业和 PTA 行业恰恰相反，属于有积累、先发优势很强的行业，

而且随着能耗、环保、安全等指标要求的全方位提升，进入壁垒也越来越高。这也意味着只要龙头

不犯战略性错误，后发者想要逆袭几乎不存可能，未来龙头与其他企业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其竞争

优势也将不断巩固。具体分析如下： 

1）资金壁垒和设备垄断决定强者恒强：涤纶属于成熟期行业，世纪初大容量熔体直纺突破后技术

进步就逐渐放缓，成本端优势主要还是依赖规模和设备。规模方面单套规模过低成本有劣势，过高

则工艺不稳定，另外涤纶并非标准品，投建任何一套装置都必须考虑市场容量和下游的接受程度，

规模过高容易导致产品调整缺乏灵活性，也是弊大于利。综合来看按照行业实际经验，单套规模

30-40 万吨最为经济。而如果按照目前桐昆、新凤鸣等大型产业基地的标准，为实现公用工程配套，

园区内一般建设 3-4 套装置，合计规模百万吨左右，对应投资额超过 50 亿，非龙头企业不仅资金

上难以负担，审批难度也会很高。设备端来说，目前涤纶聚合设备已完全国产化，纺丝所用的卷绕

头国内也有供货，但国产和进口设备相比转速较低，由此而带来的生产效率差距仍然比较明显。而

海外唯二两家卷绕头供应商德国巴马格和日本 TMT 的订单已经全部被桐昆、新凤鸣和恒逸等龙头

垄断，这也意味着后发企业即使跨过了审批和资金关，设备上也必须接受更高的生产成本和更低的

竞争力，长期看也会埋下隐患。 

2）龙头经营管理优势难以复制：除生产成本外，涤纶企业的盈利能力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经营管

理的水平，这也是龙头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相对大部分化工行业来说，涤纶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龙头员工过万，小企业也动辄上千人，对人员的管理能力要求很高。其次涤纶和上游石化最大

不同在于涤纶属于差异化的产品，规格超过上千种，而下游市场需求又在时时变动，经营层面对下

游需求的把握、产品品类的选择、客户的开拓维护和产品规格的调整都非常关键，生产端和销售端

的协调也是龙头超额利润的重要来源。另外从销售模式上来说，涤纶只有少量合约货，绝大多数属

于仓储销售，价格对库存很敏感，尤其是在大幅波动行情下，库存管理能力往往成为盈利水平的决

定性因素。员工管理、产品结构管理和库存管理体现在财务上，就是更低的费用率、更高的毛利率

和更高的流动资产周转率，以桐昆和新凤鸣为例，可以看出管理做到极致的企业确实享有很强的优

势（图 2-图 4）。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经营端的诀窍不经过长期日积月累很难掌握，本质上壁垒是

时间，其他竞争对手想要比肩或超越难度非常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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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涤纶企业费用率对比（剔除贸易收入和研发费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涤纶长丝毛利率对比（恒力和盛虹以高端品类为主，毛利率较高）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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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涤纶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对比（剔除贸易收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3）区位优势阻止了后进入者：涤纶下游织造行业壁垒低，很多都是小企业甚至个体户，这也决定

了涤纶运输只能小批量多次数，长途运费很高，因此涤纶有一定运输半径的限制，企业一般均紧贴

下游建设。而我国化纤下游织造主要集中于江苏浙江，占比超过 40%（棉纺集中于山东、河南等

地），且江浙市场已经基本被龙头企业瓜分完毕，后进入者再获取土地、审批和市场的难度会非常

高，如果没有契机，想要通过快速放量实现赶超几乎不可能实现，市场卡位优势也巩固了龙头的竞

争地位。 

图 5：我国涤纶（左图）和坯布（右图）产区分布 

  

资料来源：wind，中纤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1.3 贸易战不改全球格局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重启，出口形式不明朗的情况下，短期织造拿货需求受到了明显抑制，另外市场

也担心贸易战会导致下游纺织服装向海外转移，削弱我国涤纶产业的竞争力。但就我们分析，从历

史经验看，纺服属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先导型产业，对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质量要求低但成本敏

感度高，在一国工业化后期劳动力成本提升后往往会发生产业转移，全球共出现过四次，每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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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 10-20 年，也基本遵循从发达地区到发展中国家的规律。因此纺织产业转移自有其经济规

律，中美贸易战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对于更上游的涤纶乃至石化化工行业，由于资金、技术和

产业配套要求极高，后发国家尚不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即使织造纺服逐渐转移，预计未来相

当长时间内，中国涤纶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仍难以撼动，未来格局仍将是全球涤纶看中国，中国涤

纶看龙头。 

表 1：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的四次转移 

阶段 时间 转出地 承接地 

第一次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英国 欧洲大陆和美国 

第二次 20 世纪 50-60年代 美国 日本、德国 

第三次 20 世纪 70-80年代 日本、德国 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 

第四次 20 世纪 80-90年代 美国、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 中国大陆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1）涤纶产业转移难度很高：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涤纶最大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并在东

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极具规模的芳烃-化纤-面料-服装产业集群。从市场份额看，我国 PX、PTA、涤

纶几大环节占全球比例分别高达 45%、56%和 70%，全产业链配套协同难以复制。另外涤纶目前

规模经济所需投资额在 50 亿左右，如果考虑原料 PTA 和乙二醇配套将超过百亿，而上游炼化行

业投资额更是在数百亿，远非后发国家可以承受。中游印染及染料产业链属于技术密集型，壁垒也

比较高，转移难度同样很大。综合来说，我国涤纶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产业集群，这也决定了我国的

全球竞争力在相当长期内难以动摇。 

表 2：涤纶产业链产能主要集中于我国且投资壁垒较高 

 产业环节 国内产能（万吨） 全球占比 单吨投资额（元/吨） 规模投资额（亿元） 

PX* 3253 45% - - 

PTA 5119 56% 1800 40 

涤纶长丝 3917 70% 4000 50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考虑未来新投产能 

2）涤纶产业转移时间很长：以涤纶为代表的合成纤维大多诞生与 20 世纪 50 年代，并在 70 年代

随着石油工业的普及迎来了快速放量。80 年代我国化纤产业刚刚起步，彼时美国和日本是全球第

一和第二大产出国，但由于基数小我国与其差距并不明显。到 90 年代中期，我国已追赶至全球第

二并逐步实现反超。因此涤纶行业由于诞生时间短，严格意义上来说只经历过一次产业转移，目前

东南亚等后发国家化纤产业正处于萌芽阶段，但和我国的差距要远远大于 80 年代的中美，而我国

涤纶的迅猛发展是建立在众多的人口基数、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完备的产业基础设施配套之上的，全

球来看具备相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并不多，复制难度极高。且参考我国经验，至少需要 30-40 年，

时间上也会非常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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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96 年（左图）和 2016 年（右图）全球化纤产量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3）我国涤纶出口量或将快速增长：如前所述，虽然纺织企业在逐步外迁，但我国涤纶及上游产业

短期内很难转移，预计未来我国涤纶将以丝或面料的形式输出，出口量有望迎来快速增长。另外长

期看由于涤纶对原料和市场的依赖程度都很高，如果后发国家下游配套逐步完善，掌握全产业链优

势的涤纶龙头走出国门，直接在海外投资设厂也将是选择之一。 

图 7：我国涤纶出口量（万吨，左轴）及增速（右轴） 

 

资料来源：中纤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1.4 小结 

从格局上看，我国涤纶龙头正迎来其最好的时代，强者恒强决定了龙头和小企业间差距越来越大，

新增需求将几乎全部被龙头消化，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既巩固了龙头的竞争地位，也增强了其对价

格的控制力。预计行业长周期波动性会减弱，其投资回报率 ROIC 中枢也将比较接近化工平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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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限，对应单吨盈利约 300 元/吨，具有盈利优势的龙头则有望达到 10%甚至更高，对应单吨盈

利约 400 元/吨。 

图 8：涤纶龙头长周期 ROIC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2. 新格局下景气展望 

从格局维度，我们对涤纶行业的未来非常乐观，格局改善也决定了供给端扩张将趋于有序，预计未

来行业每年新增产能 200-240 万吨左右，对应增速约 5-6%。需求端将维持稳定增长，但考虑到

17-18 年的高增速和贸易战影响，未来大概率有所放缓，预计在 6-7%左右。因此未来涤纶景气的

大方向是供给支撑了下限，需求则决定了上限，供需整体仍将维持平衡状态，行业盈利不会很差，

但也很难出现暴利，且随着需求波动可能会阶段性的微利甚至亏损，这也会倒逼竞争力弱小的企业

退出，加速行业向龙头集中的趋势。 

2.1 供给扩张趋于有序 

随着规模化和基地化趋势日益明显，进入涤纶行业的资金、审批、设备和市场等壁垒均越来越高，

中小厂商既无能力又无意愿进行扩产，未来新增产能将集中于龙头企业。从目前规划看，桐昆、恒

逸和新凤鸣三家未来每年新增产能约 200-240 万吨，占全行业比例约 90-100%。除此之外，另外

几家炼化巨头和中型企业还有小幅扩产，未来两年大约 20 万吨。预计 19-20 年涤纶新增产能分别

为 216 和 240 万吨，对应增速 5.4%和 5.7%，受益于格局改善未来供给端增长将非常温和。 

表 3：涤纶长丝未来扩产规划（万吨） 

企业名称 产能 投产时间 

福建百宏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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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昆恒邦四期 30 2019 

桐昆恒优化纤 60 2019 

新凤鸣中跃 56 2019 

嘉兴逸鹏 50 2019 

新凤鸣中益 60 2020 

桐昆恒腾四期 30 2020 

桐昆恒超 50 2020 

恒逸海宁 100 2020 

恒力股份 135 2021 及以后 

华祥高纤二期 60 规划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2.2 需求维持稳定增长 

涤纶产业链非常长，直接下游为织造板块，再下游为印染和成衣制造，终端应用领域包括服装、家

纺和产业用，占比分别约 50%、30%和 20%。因此涤纶的短期需求由织造行业产能和开工率决定，

但长期看还是受到终端需求的影响。以年为单位来看，涤纶需求增速可拆解为终端需求增速+产业

链各环节库存波动+替代性需求增长。预计未来以上三部分需求增速分别为 6%、-1%~0%和 1%左

右，综合来看涤纶需求有望保持约 6-7%的稳定增长。 

图 9：涤纶-纺服产业链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2.2.1 从终端增速看需求 

终端的纺服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两部分，近几年内外需销售额占比分别约 60%和 40%。假设以限

额以上纺服企业社会零售额代表内需，以纺织品及服装合计出口金额代表外需，从过往二十年历史

数据来看，涤纶表观消费增速和内外需增速基本同向变化，近几年中唯一出现大幅背离的是 2017

年，主要是受到产业链库存周期的影响（详见下一小节），绝大多数年份一致性还是很强，因此纺

服零售额和纺服出口数据对需求判断还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中内需一般较为稳定在 6-8%，而

外需今年受贸易战影响增速或将小幅下滑，综合来看今年终端需求有望保持 6%左右的增长，具体

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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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纺服内外需增速和涤纶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纤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1）纺服零售额增速基本稳定：纺织品和服装大多都属于刚需型的消费品，和宏观经济相关度较低，

从历史数据看其增速也较为稳定，近几年基本高于 GDP 增速 1-2 个百分点。19 年至今纺服零售增

速出现了明显下滑，主要是由于去年 Q1 基数过高，同时 4 月份节假日少于往年影响，预计未来有

望实现反弹，全年有望保持在 6-8%左右。 

图 11：纺服零售额增速与 GDP 增速基本同步（%）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2：近五年纺服零售额（左轴，亿元）及增速（右轴，%）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2）贸易战对出口影响分析：03 年加入 WTO 后，我国纺织原料及制品出口迎来了长期超过 20%

的高速增长，但近几年随着经济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向投资消费驱动，纺服出口增速也有所回落，

14-17 年基本在零附近上下波动。而去年受中美贸易战加征关税的预期影响，出现了部分抢出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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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全年纺服出口金额大幅增长，以美元计价增速约 4%，以人民币计价则增速在 8%，这也是去

年涤纶需求超预期的重要原因。 

图 13：纺服出口金额（左轴，亿元）及增速（右轴）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具体到今年，外需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贸易战对出口的影响。从最新情况来看，5 月 10 日美国

贸易办公室（USTR）宣布对中国去年已经加征关税的 2000 亿美元商品（清单 3）加征税率由 10%

提高到 25%，同时提出拟对剩余的 3000 亿美元商品（清单 4）加征 25%关税，具体实施情况将

视 6 月下旬公开听证会和届时中美贸易谈判结果而定。我国输美纺织品中纺织原料占比并不高，

如果考虑目前已经加征关税的清单 1-3 中的商品，合计占我国纺服出口额的 1.8%，对终端需求影

响不到 1%。但需要注意的是，清单 4 首次把 HS 分类 61-63 章的服装及衣着附件类商品纳入了加

税范围，其合计金额占我国纺服出口总金额的 15%左右，因此未来如果贸易谈判进展不顺，一旦

清单 4 实施落地，短期内或将对需求造成较大的冲击。 

但长期来看，我们对需求却并不悲观，因为贸易战本质上是需求的转移而非消灭，虽然会加速纺服

向后发国家转移，但涤纶产业仍在中国，将直接促进我国以丝或布的形式向海外输出涤纶，涤纶或

布匹的出口增长和服装的出口下滑将有所对冲，对需求影响不大。更为关键的是，产业转移配合一

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大幅拉动后发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居民收入水平，并刺激其国内的服装

消费，带来新增的涤纶需求。以东南亚为例，东盟十国人口超过 5 亿，而其人均年纤维消费量不

到 10kg，仅是我国的 1/3，如果提升一倍将带来 500 万吨左右的新增需求。中东、南亚等地区也

比较类似，这也意味未来涤纶在海外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增量空间。 

表 4：美国加征关税对纺服行业影响梳理 

HS 编号 产品名称 条目数量 18 年出口额 占出口比例 

清单 1：340亿，2018年 7 月 6日起加征 25%   

无纺服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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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2：160亿，2018年 8 月 23 日起加征 25%   

含聚酯切片和瓶片，但无纺服相关产品       

清单 3：2000 亿，2018 年 9月 24日起加征 10%，2019年 5 月 10 日起加征 25% 

50 蚕丝 13 0.34 0.01% 

51 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等 101 0.35 0.01% 

52 棉花 230 3.21 0.12% 

53 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等 30 0.31 0.01% 

54 化学纤维长丝 129 7.88 0.30% 

55 化学纤维短纤 130 5.25 0.20% 

56 絮胎、毡呢及无纺织物等 55 7.53 0.28% 

57 地毯及其他铺地制品等 48 7.03 0.26% 

58 特种机织物等 68 3.77 0.14% 

59 浸渍、涂布等 58 6.55 0.25% 

60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55 6.43 0.24% 

清单 4：3000 亿，是否实施及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52-60 蚕丝等 18 - - 

61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250 176.18 6.62% 

62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394 145.36 5.46% 

63 其他纺织制成品等  98 87.91 3.30%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美国贸易办公室（USTR），东方证券研究所 

2.2.2 从产业链库存看需求 

涤纶产业链较长，可以分为长丝、坯布、面料、成品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库存变化都会对需求有一

定扰动，如果出现趋势性大面积补库，则会显著影响需求。以 17 年为例，由于 G20 影响，16 年

开工率较低，年底全产业链各环节库存都处于历史低位，17 年全年涤纶库存增长 8.5 天，坯布库

存增长 3 天，面料库存增长 9 天（以上市织造企业代表），品牌服饰及家纺企业库存增长 9 天，

合计带来的涤纶需求增速约 8.1%。而从 18 年底库存水平看，涤纶和坯布库存处于均值水平附近，

但面料和成品环节库存较高，预计 19 年继续累库空间不大，或将步入主动去库存阶段，如假设 19

年底全产业链库存回到均值水平，则对需求影响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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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涤纶生产企业 POY 库存（天） 

 

资料来源：中纤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5：坯布环节 POY 原料及布库存（天）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6：织造上市公司库存天数（天，库存天数=存货/营业成本*36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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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品牌服饰上市公司库存天数（天，库存天数=存货/营业成本*36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8：家纺上市公司库存天数（天，库存天数=存货/营业成本*36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2.2.3 从替代趋势看需求 

除库存扰动外，涤纶高增长的另一重要原因就在于替代其他纤维品种。毕竟纺织用纤维原料种类有

很多，而过去几年加总后的合计增速却低于涤纶增速，反映出涤纶确实抢占了其他纤维的部分增量。

其背后原因一方面是涤纶具有更高的性价比，尤其是 16-17 年，高比价效应下替代最为明显。另

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最近几年涤纶在改性和仿制方面进展很快，仿皮、仿真丝、仿棉麻等产品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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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观感而言确实几可乱真。而展望未来，随着上游原料跌价，涤纶的成本中枢还在不断下降，其

比价优势会越来越强，预计未来替代有望贡献每年 1%左右的需求增长。 

图 19：涤纶/棉花比价趋势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0：涤纶/粘胶比价趋势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2.2.4 小结 

如前所述，按照“涤纶需求增速=终端需求增速+产业链库存波动+替代需求增速”的假设，我们对

过去五年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回溯验证，测算结果与涤纶需求的实际增长较为符合。按照此框架，我

们预测了未来两年的涤纶增速，假设终端需求增速稳定在 5.8%，产业链库存扰动影响分别为-1.3%

和 0%，替代性需求每年约 1%，则 19-20 年涤纶需求增长分别约 5.5%和 6.8%。 

表 5：涤纶需求测算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1.终端增速 9.1% 6.8% 4.7% 4.3% 8.1% 5.8% 5.8% 

内需增速 10.9% 9.8% 7.0% 7.8% 8.0% 7.0% 7.0% 

占比 68% 69% 69% 68% 59% 60% 60% 

外需增速 5.2% 0.1% -0.6% -3.2% 8.2% 4.0% 4.0% 

占比 32% 31% 31% 32% 41% 40% 40% 

2.产业链库存波动 -7.2% 2.0% -3.1% 8.1% 5.0% -1.3% 0.0% 

涤纶 -5.2% -0.5% -3.0% 2.3% 2.9% 1.5% 0.0% 

坯布 -0.8% -0.3% -1.4% 0.8% 0.1% 0.3% 0.0% 

面料 -3.2% 1.7% -0.5% 2.3% 0.3% -1.0% 0.0% 

成衣及家纺 1.9% 1.2% 1.7% 2.6% 1.7% -2.1% 0.0% 

3.替代性需求增速 0.0% 0.5% 2.0% 3.0% 0.5% 1.0% 1.0% 

合计 1.8% 9.3% 3.5% 15.4% 13.6% 5.5% 6.8% 

表观消费增速 3.0% 7.9% 2.9% 16.6% 12.3% 

  误差 1.1% -1.4% -0.7% 1.2% -1.3% 

  
资料来源：wind，中纤网，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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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涤纶开工率有望维持高位 

基于上文对供需的判断，我们测算了未来涤纶行业的开工率，整体看未来两年供需仍将维持紧平衡，

19 和 20 年开工率约 82%和 83%，基本与 17-18 年持平。但由于涤纶需求季节性波动明显，分季

度看开工率和盈利波动性仍将存在，甚至不排除会阶段性跌至盈亏平衡线附近，但这也会推动落后

小产能的出清，并加速行业向寡头格局迈进的步伐。 

图 21：涤纶产能产量（左轴，万吨）及开工率（右轴） 

 

资料来源：中纤网，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3. 投资建议 

综上，目前时点我们最为看好兼具强竞争优势和高市值弹性的涤纶龙头企业，具体为桐昆股份

(601233，买入)、恒逸石化(000703，买入)和新凤鸣(603225，买入)，近期回调后估值均处于历史

较低水平。且未来新增市场份额基本集中于此三家龙头，随着产能投放其盈利中枢有望不断提升，

长期配置的风险收益比很高。另外桐昆和恒逸 PTA 已完全配套，且市值弹性很大，PTA 高景气下

今明两年盈利有望大幅改善，周期角度也有很大的参与价值。 

表 6：涤纶龙头业绩弹性（截止 2019/05/23） 

  产能/万吨 
市值/亿元 

市值弹性（吨/万元） 

  炼化 PTA 聚酯 炼化 PTA 聚酯 

恒力股份 2000 450 155 822 2.43 0.80 0.19 

荣盛石化 1020 364 110 720 1.42 0.84 0.15 

恒逸石化 560 150 386 362 1.55 1.72 1.07 

桐昆股份 400 80 520 246 1.63 1.50 2.11 

东方盛虹 - - 190 211 7.59 0.71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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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鸣 - - 367 145 - - 2.53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1）油价大幅波动风险：如油价短期大幅上涨或暴跌，将对全产业链盈利产生较大影响； 

2）需求大幅下滑风险：随着贸易摩擦深化，未来终端外需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尤其是如美国对我

国服饰及衣着附件类商品加征关税（清单 4），短期内或将对需求造成较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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