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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从全球看，煤化工几乎都集中于我国，那么我国煤化工相比主流的油气化工是否

具备成本优势无疑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我们的分析，我国煤化工在 C1-C3 产

业链上并不弱于气化工，和油化工相比则成本优势明显。仅就赛道而言，煤化工

很可能是未来我国大化工中最具成长性的子行业，具体如下： 

 

投资要点 

 我国煤化工具有成本竞争力：煤炭因碳氢比低，相比油气在碳原子转化率上

有天然劣势。但同样因碳氢比低，其作为燃料在能量密度上也只有油气的 1/3，

因此折价明显。综合考虑性价比后，煤化工在 C1-C3 领域相比油化工有成本

优势，和气头化工等价。海外之所以不发展煤化工除环保因素外，最为关键

的是其初始投资大，导致投资回报率低。但我国的优势在于建设成本低，对

项目回报率要求也低，所以大力煤化工有其合理性。而且从油煤价格比和技

术进步看，我国煤化工未来成本优势还有望进一步强化。 

 传统煤化工将成为现金牛：我国氨醇产业链等传统煤化工在全球极具竞争力，

且整体供需格局已趋于稳定，未来景气中枢有望持续。例如煤头尿素经历洗

牌，在新增供给的政策限制下，供需维持紧平衡；DMF 需求增长缓慢且基本

没有新增产能，寡头垄断格局也非常稳定。从投资逻辑看，这类行业虽缺乏

成长性，但因为已完成洗牌且新增供给受限，现有盈利很可能会长期维持，

有望成为现金牛型产品。 

 新型煤化工将具备成长性：未来我国煤化工行业有较强成长性的主要为己内

酰胺和乙二醇。我国己内酰胺兼具苯、合成氨和氢气等原料优势，且在下游

锦纶具备产业链优势；煤制乙二醇从反应原理看碳转化率其实很高，且流程

也短于油化工。从投资逻辑看，我国己内酰胺和乙二醇产能都在全球具备明

显成本优势，属于成长性行业。虽然产能扩张期往往导致景气下行，但成本

优势突出的龙头企业将赢得更大市占率，未来行业格局一旦稳定将成为新的

现金牛产品。此外，煤制烯烃成本端和油化工等价，而西北煤制烯烃具有资

源优势且现金成本极低，生存能力很强，在未来景气下行的洗牌中，市占率

也有望提升。 

 

投资建议 

 我们最为看好已完成洗牌的传统煤化工和具备成长性的新型煤化工子行业，

重点推荐在两大板块成本优势明显，技术和管理领先，且静态估值很低的华

鲁恒升(600426，买入)。 

 

风险提示 

 油价大幅下跌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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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煤化工竞争力何在？ 

过去几十年，有机化学工业基本都是以石油为原料，因此也往往被等同于石油化工。近两年随着美

国页岩油气革命的爆发，以 NGL 中伴生的乙烷和丙烷为原料的气头化工也在北美地区兴起，并逐

步扩散到全球。而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则一直处于非主流状态，历史上主要集中于二战期间的德国和

曾因种族隔离而被全球制裁的南非。貌似在油气资源可以自由获取的背景下，煤化工并没有太大的

生存空间。但有意思的是，最近几年我国以 MTO、煤制乙二醇为代表的新型煤化工却呈现了爆发

性增长，即使在 15 年油价暴跌后，也没有停止产能扩张的步伐。以最新上市的煤制烯烃代表企业

宝丰能源为例，过去两年无论是净利率还是 ROE 都在 20%以上，体现出在低油价时代极强的成本

竞争力。那么我国煤化工，尤其是以烯烃和乙二醇为代表的的新型煤化工在全球石化行业中是否有

成本竞争力？未来各下游产品还有多大成长空间？无疑就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我们的判断，

我国煤化工在 C1-C3 产业链上有很强的成本优势，尤其是乙二醇和己内酰胺产能都有望迎来爆发

性增长。仅就赛道而言，煤化工应该算是未来大化工中最具成长性的子行业，在其中我们最为看好

兼具技术和管理优势的龙头企业华鲁恒升。 

图 1：煤制烯烃产能(万吨)及增速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百川资讯，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煤制乙二醇产能(万吨)及增速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百川资讯，东方证券研究所 

1.1 从碳氢比看煤化工 

煤炭作为化工原料最大的缺陷就是几乎全部由碳元素构成。相比之下，天然气为 CH4，石油组分

则近似为 CH2，煤炭在碳氢比上有天然的劣势。如果以煤炭为原料通过最主流的煤气化反应生产

各类下游含氢化工品，就要用一个 C 元素来置换两个 H 元素，并生成无用的 CO2，相当于要浪费

一个 C 元素，因此碳转化率效率上要低于石油和天然气。但同样是因为碳氢比低，煤炭能量密度

也只有石油和天然气的 30%左右，作为燃料只能集中使用，无法小型化，不像油气简单加工后就

可用于汽车等移动应用场景，而且燃煤污染还很大，因此煤炭作为燃料在能量密度基础上相比油气

还有进一步的折价。可见煤炭虽不适合用作化工原料，但更不适合作为燃料。从能量密度角度看，

油气价格应是煤价的 3 倍以上。那么作为化工原料，只要油气碳转化效率不高于煤炭的 3 倍，则

煤化工就具备性价比优势，具体各产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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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焦化：通过煤炼制焦炭过程中副产的煤焦油和焦炉煤气，生产下游化工产品。从化工角度看，

基本利用了煤炭中全部碳元素，经济性很强，也是现代煤化工的起源。其中煤焦油主要用来生

产苯系产品以及炭黑等，目前我国焦化苯占比达到 50%，炭黑则更是几乎全部以煤焦油为原

料。焦炉气化工原先主要生产氨醇，近两年随着技术突破，部分开始转产乙二醇。煤焦化路线

以副产品为原料，成本很低，尤其是焦炉气化工还不需要再上马造气装置，成本优势就更明显。

但其问题在于原料受主产品焦炭的制约，增产空间有限。而且从投资角度看，煤焦化企业盈利

最终还是取决于焦炭，对化工的弹性非常有限，探讨价值不大。 

2. 电石法 PVC：该路线本质上类似于煤焦化，通过焦炭与石灰石生产电石，再与水反应生成乙

炔，进而制备 PVC。其碳转化效率也很高，并且联产的烧碱又是高耗能产业，天然适合我国

西部的资源禀赋。因此过去十几年产能快速扩张，全球占比也从不足 10%提高至 35%。而且

这还是在顶着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同样低成本气头产能扩张压力下取得的，其成本竞争力可

见一斑。只不过目前全球市占率已很高，国家也开始严控新增产能，未来继续扩张的空间有限，

并且还受到乙烯价格体系塌陷带来的利润压缩，行业很难有太大投资机会。 

3. 氨醇联产：通过煤制合成气再生产甲醇和合成氨，因为反应过程中要浪费一个碳原子，所以其

碳元素转化率相当于 1/2 的石油或 1/3 的天然气。但按照能量密度折算后，煤炭基本与天然气

等价，相当于石油的 1.5 倍。这也造成全球范围内一碳化工都是以天然气和煤炭为原料，而绝

少采用油头路线。另外羰基化也是合成气独有的反应路线，可在原有碳链上低成本的延伸一个

碳原子，其典型下游产品为醋酸、丁辛醇。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煤头成本要高于具备低成本气

源的中东和北美，但好于其他地区。以合成氨最大下游尿素为例，我国产量占到全球约 1/3，

顶峰期曾大量出口。但氨醇的问题在于单价太低，远距离运输成本很高，我国产能市占率预计

未来将以维持为主。但合成氨下游的己内酰胺，随着大量煤化工企业新建低成本产能的投产，

我国有望成为全球成本洼地，在产能上还有很大的成长潜力且被严重低估。 

图 3：反应方程式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4. 煤制乙二醇：该路线可以认为是广义的羰基化反应，也是以合成气为原料制备乙二醇。如果以

吨耗甲醇衡量，大约在 1.2 吨左右，其碳转化效率也与甲醇类似，算是比较适合煤化工的产品，

另外其反应流程相比油头与煤制烯烃路线都要短很多，设备投资和综合运行成本也更低。所以

全球范围看，我国煤制乙二醇成本与氨醇联产类似，应该是仅高于中东和北美的气头产能，但

低于其他各类产能。而且乙二醇下游主体都是配套 PTA 生产聚酯，全球 70%的聚酯产能又都

集中我国，所以上述低成本出口型产能最终都是要流向我国，相应我国煤制乙二醇因靠近市场，

在运输成本和时间上有很大的优势，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扩产空间。 

C + 2O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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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乙二醇工艺流程图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5. 煤制烯烃：该路线以甲醇为中介，通过脱水反应来生产烯烃，相当于又多浪费了一个碳元素，

碳转化效率也降为石油的 1/3。考虑到能量密度折价后，煤制烯烃基本与油化工等价，因此沿

海高煤价区域建设煤制烯烃意义不大。但由于 1 吨烯烃要消耗 6 吨煤炭或 3 吨甲醇，从西北

运上述吨位的产品至东部分别要约 400 元（聚烯烃）、1200 元（煤炭）和 1500 元（甲醇），

煤制烯烃建在西部可以节省大量运费，还是具备很好的经济性。相应沿海外购甲醇制烯烃产能

如采购西北甲醇则在运费上劣势明显；如果依靠海外气头甲醇，虽近期盈利尚可，但从化工路

线看浪费了天然气极好的碳氢比，并不合理。相比同为气头的乙烷裂解制乙烯和丙烷脱氢制丙

烯，在成本上也毫无优势。所以我国沿海 MTO 路线在产业逻辑上还是有严重瑕疵，只有高油

价阶段才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并不具备长周期太好的盈利能力。 

6. 高耗能行业：煤化工行业中，西部除了高煤耗的新型煤化工之外，还有一部分是高电耗的企业。

如氯碱、工业硅、甚至还包括电解铝和多晶硅等，其单吨电耗普遍在万度以上。西北自备电约

在 0.25 元/度，新疆甚至可以低至 0.2 元/度以内，相比东部 0.65 元/度，无疑成本优势明显。

但其超额利润的本质还是来自于对电网端的套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未来可复制性不强，

只是存量产能的成本优势也会相对固化。 

从纯化学角度看，煤焦化工艺以及由此衍生的电石法 PVC 路线成本竞争力极强，不但对油化工是

绝对碾压，相比气源地的低成本气头产能也不遑多让。而源于煤制气工艺的以甲醇、合成氨为代表

的一碳化工和气化工等价，但优于油化工，我国煤化工成本也仅高于中东和北美的低成本气化工。

相应其下游新兴的煤制乙二醇和己内酰胺从工艺路线看也很适合发展煤化工，全球范围成本看也是

极具成本竞争力，预计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煤制烯烃则基本与油化工等价，可以认为是煤化

工在工艺路线适应性上的分水岭。西北地区上马这类项目尚有一定成本优势，东部沿海外购甲醇制

烯烃项目长期看就比较鸡肋了。整体而言煤制烯烃和油头产能在完全成本端并无本质区别，赚取的

都是景气波动带来的利润，在目前的景气下行期难有大的投资机会。只是因为煤化工现金成本很低，

生存能力比较强，所以市占率预计还会有所提升。而 C4 以上的更高碳链化工品以煤气化方式生产，

碳转化率上的损失太大，缺乏经济合理性。煤制油、煤制气和煤制乙醇等类油项目，本质上都是一

次能源内部转化，如果不考虑技术储备的战略价值，经济性并不强，相应也没有什么投资价值。 

1.2 从油煤价格比看煤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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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煤

石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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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源禀赋缺油少气，煤炭资源却很丰富，因此煤价相比油气折价很大。以东部秦皇岛煤价测算，

过去 10 年平均仅为油价的 1/6 和气价的 1/4，西北还要更低，发展煤化工有很强的原料成本优势。

近两年由于油价暴跌和国内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煤价上涨，我国油煤价格比已经到了历史较低水平。

这在短期虽不利于煤化工，但从长期看也意味着煤化工在成本端潜在优势很大。从上游历史盈利看，

煤炭接近峰值水平，石油处于中值水平，天然气则在谷底，所以煤化工利润被上游侵占最为严重。

如果煤炭盈利回到历史均值水平，煤化工成本竞争力也会大幅提升。而且近两年煤价如此之高，根

本原因还是在于政策层面对于供给的严格限制。例如西北企业销售煤炭普遍存在配额制，今年执行

尤为严格，当地空有高煤价，但实则产能无法释放。因此本轮煤化工投资主体都来自于资源型企业，

如神华、中煤、陕煤等，本质上还是通过煤化工来变现其上游产能。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其赚取的

是从煤到化工品的全产业链利润。如果以坑口煤成本 200 元测算，则煤制烯烃和乙二醇的完全成

本只有 5063 和 3705，即使以当前已大幅下跌后的产品价格测算（聚乙烯 8300 元/吨，乙二醇 4400

元/吨），其盈利能力也非常之强，依然具备扩产能力。而且哪怕我国烯烃和乙二醇完全来自煤化

工，对煤炭的增量消耗也只有 2.4 亿吨，只占国内产量的 6%，很难对煤价构成冲击并破坏成本端

的逻辑。 

图 5：长周期油煤吨价格比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1：不同煤价下煤制烯烃和乙二醇的完全成本和现金成本中枢（元/吨） 

煤炭价格 MTO完全成本 MTO现金成本 MEG 完全成本 MEG现金成本 

200 5063 3346 3705 2905 

300 5461 3745 4017 3217 

400 5860 4143 4328 3528 

500 6258 4541 4640 384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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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从技术进步看煤化工 

凡事用进废退，海外长期不发展煤化工，造成该领域技术进步很慢，在工艺成熟度上远不及油化工

与气化工。我国虽大力发展煤化工，但毕竟起步较晚，技术成熟有一个过程。对于氨醇联产、PVC

等传统煤化工，我国技术已很成熟，相应全球产能占比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体现出极强的成本竞

争力。对于新型煤化工来说，第一套神华煤制烯烃距今也不过 10 年，煤制乙二醇则更是近两年才

有成熟装置投产，优化空间还很大。例如随着国产设备的技术进步，煤制烯烃标准投资规模已从原

先的 240 亿降为目前的 180 亿，煤制乙二醇单套规模不断放大，单位加工成本也持续大幅下降。

从历史经验看，由于海外对煤化工长期缺乏投入，导致潜在技术进步空间很大。以历史悠久的氨醇

联产工艺为例，随着我国近几十年大面积推广，工艺上也出现了几次跃升。先是于上世纪 90 年代，

通过水煤浆工艺实现了用低成本烟煤对高成本无烟煤的替代；再是通过多喷嘴和水冷壁实现了水煤

浆技术的升级；三是气化炉日投煤量不断放大，从 08 年的 750 吨到 14 年的 3000 吨，最大单套

造气规模已经近百万吨，这些技术进步都带来了成本的大幅下降。而新型煤化工成本如果以此对标，

无论是在煤种适应性、催化剂活性和寿命、装置大型化、能耗电耗和设备长周期运行等方面都还有

巨大的提升空间，成本优化远未到极致。 

 

2. 我国煤化工成本优势分析 

如上文分析，我们最具竞争力的煤化工产业无疑是煤焦化、氨醇联产等一碳化工和电石法 PVC 等。

但这些产品全球占比已经很高，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但好处是经历了多年洗牌和景气持续低迷，

行业格局都趋于稳定。不但新企业不再进入，老企业也没有很强的动力再挑起价格战来扩张产能，

因此新增供给比较有序，尿素和 PVC 等产品更是在国家政策层面都开始严格控制新建产能。所以

上述传统行业虽无成长性，但也免受更低成本新增产能的冲击，存量产能现有优势将有望长期固化，

未来也将逐步转型为能长期赚取稳定利润的现金牛型企业。相比之下，我国煤化工中凭借成本优势，

还具备大幅扩张全球市场份额能力的主要就是己内酰胺和煤制乙二醇。而煤制烯烃虽完全成本优势

不大，在未来烯烃大周期向下中过程预计扩张节奏也会放慢。但由于其折旧占比太高，现金成本优

势却很明显，应该可以熬过洗牌最惨烈的阶段。随着高成本产品被迫出局，其市占率也会提升。 

2.1 己内酰胺行业 

己内酰胺原料 50%为苯，50%为煤制气产生的合成氨、氢气和双氧水等，是典型的油煤结合产品。

其生产过程为一吨苯+一吨合成氨等煤气化产品和硫酸，合成出一吨己内酰胺+一吨硫酸铵（化肥）。

从合成氨看，虽然中东和北美成本更低，但其化工主体走气头路线，苯产量极低。美国是全球最大

的苯进口国，中东不但缺苯，本地农业也很难就地消化副产的低价硫酸铵。而欧洲和日韩等油头化

工为主的国家虽苯产量尚可，但合成氨产能有限，且成本很高。我国则兼具苯与煤化工两大优势，

尤其是苯的来源不但有油头苯，还有我国独有的焦化苯路线，可谓极其丰富。更为关键的是，己内

酰胺下游主要用来做锦纶，我国又是纺织的全产业链大国，可比的涤纶和上游 PTA 都占到了全球

70%以上的市场份额。综合原料端和市场端，我国己内酰胺的全球竞争力还要远胜纯油头下游的

PTA，占比理应更高，但现实却是我国己内酰胺有效产能仅占全球的约 50%。 

对于己内酰胺来说，由于我国苯资源极为丰富，且运输成本占比也不高，并不构成产业瓶颈。而煤

气化下游产品由于单价低，所以储运成本占比很高，如果缺乏煤化工配套，依靠外购的话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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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己内酰胺在我国本质上与煤化工联系更为紧密。但过去因中石化的技术垄断，甚少煤化工企业

介入该行业，高度垄断也造成行业长期享有暴利。从上游原料看，己内酰胺为纯苯，PTA 为 PX。

PX 由于审批原因供给受限，价格还一直高于纯苯。但过去 10 年前者吨价差接近 8000 元，而后者

则很少超过 600 元，即使剔除生产成本的差异，己内酰胺盈利也是 PTA 的 10 倍以上。随着技术

扩散，近两年大量煤头企业上马己内酰胺项目，新建产能规模接近 200 万吨。这虽会拖累景气下

滑，但新产能无论是装置规模、配套程度还是费用控制能力，相比现有国内中石化系和海外老产能

都优势明显，吨成本预计要低千元以上，足以支撑新产能不断扩张。届时如果我国己内酰胺也能像

涤纶占据全球 70%的市场份额，则我国总产量将增长至约 500 万吨。 

表 2：己内酰胺未来三年新增产能情况（万吨） 

厂家 新增 投产时间 

江苏海力 30 2019 

鲁南化工 20 2019 

鲁西化工 10 2019 

内蒙古庆华 20 2019 

河南神马 20 2020年 H1 

沧州旭阳 20 2020 

鲁西化工 20 2020 

华鲁恒升 30 2022 

合计 18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卓创资讯，东方证券研究所 

另外从涤纶经验看，过去 10 年受益于低成本民营 PTA 产能扩张和溶体直纺技术的推广，其价格

中枢下降超过 50%，消费量也从 300 万吨一路飙升至近 4000 万吨，增长了超过 10 倍。我国过去

锦纶之所以推广乏力，核心还是价格太高。未来如果随着低成本己内酰胺产能大量投放，锦纶价格

中枢大幅下跌，锦纶行业也有望迎来涤纶曾经出现的需求爆发，对应己内酰胺成长空间还会更高，

并涌现出类似 PTA 行业中恒逸和荣盛这类借助产能爆发期快速成长的企业。目前看新进入企业中，

华鲁恒升在己内酰胺三大核心技术中的低成本造气技术、加氢技术上居于国内绝对领先水平，相比

其他煤化工企业无疑享有很大成本优势。但其行事风格比较稳健，目前扩能规划也只有 30 万吨，

更多还是考虑充分利用其现有富裕合成气，进一步强化其造气平台的成本优势，而非单纯博弈周期，

扩张速度恐怕不会太快。单从企业气质看，鲁西化工倒是更为接近几大聚酯巨头的行事风格，远期

规划的己内酰胺总产能接近百万吨，手笔着实惊人。但无论是成本领先战略还是产量最大化战略，

东部两大煤化工巨头同时布局该产品，也侧面印证了其潜在的巨大成长空间，我们判断己内酰胺远

期全球规模将有望翻倍至 1300 万吨，我国己内酰胺则将超千万吨。 

2.2 煤制乙二醇行业 

我国每年乙二醇需求约为 1700 万吨，自产 700 万吨，进口 1000 万吨。其中来自中东的进口量约

为 700 万吨，成本预计在 2500 元，远低于我国各类产能，极难被替代。美国未来配套乙烷裂解还

计划上马 100 万吨乙二醇，成本预计为 3770 元，不考虑关税干扰也将最终出口到我国。另外本轮

大炼化扩产也有约 400 万吨乙二醇，其都是给自身 PTA 配套，除非长期处于现金亏损，否则市场

份额很难被抢夺。剔除上述产能，剩余市场规模约 500 万吨，主要为油头和煤头的竞争。目前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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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主流成本约 4800 元，现金成本更是只有 3800，因此即使今年乙二醇跌至 4000 元/吨左右，除

了早期部分高成本煤制乙二醇产能以外，大多数产能还是可以维持生产。而油头中外购和自有乙烯

产能的完全成本分别为 5670 元和 5200 元，已经严重亏损。只是介于油头都是一体化装置，乙二

醇短期很难单独停车，还在勉力维持。但长期看我国油头和中东乙二醇产能都可以转产盈利更好的

乙烯产品，如聚乙烯和 EO。另外随着 PX、乙烯、丙烯等主要石化产品盈利都大幅下滑，石脑油

裂解综合盈利很可能会出现多年未见的全面亏损，最终倒逼高成本且缺乏下游配套的产能退出。因

此我们预计远期我国乙二醇需求将达到 2000 万吨，届时煤化工产能占比约为 40%，即 800 万吨，

相比目前还有翻倍空间。从煤头内部竞争力看，华鲁拥有煤制合成气和草酸酯加氢这两个关键环节

的技术优势，以及单套规模和自产催化剂上的优势。从运输费用看，乙二醇吨耗煤量只有 2 吨左

右，对应西北运费优势约 400 元/吨，而将西北乙二醇运至华东需要约 800 元/吨的运费，所以华鲁

整体而言在该领域还是最具成本优势和远期成长性。 

图 1：乙二醇各工艺路线完全成本比较(元/吨) 从低到高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卓创资讯、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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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我国现有煤制乙二醇产能成本曲线（含至华东运费）及华鲁所处位置（红色方块）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纵轴为完全成本（元/吨），横轴为产能（万吨） 

2.3 煤制烯烃行业 

这两年受益于高油价和其后的烯烃大周期，我国新建了大量煤制乙烯和丙烯产能。目前能源价格下，

从包含运费的完全成本看，中东和北美的气头化工成本最低，优势明显。我国西北煤化工则和油头

成本接近，沿海外购甲醇制烯烃即使以目前已经处于历史低位的甲醇测算，仍然属于最高成本产能，

未来在产能过剩背景下生存堪忧。烯烃作为高度同质的大宗商品本质上就是拼成本，煤制烯烃最黄

金的时代无疑是 15 年以前的高油价+低煤价阶段，其成本相对主流的油头产能有明显优势，所以

产能增速很高。其后油价暴跌+煤价暴涨，煤头与油头成本基本接轨，过去几年虽然盈利尚可，但

利润主要还是来自烯烃高景气带来的周期性利润，所以整体扩张速度也降至每年 200 万吨左右。

未来西北在建产能还有乙烯和丙烯各约 250 万吨，规划中的烯烃产能 560 万吨。以正常投产速度

测算也还是在每年 200 万吨左右。如果假设我国聚烯烃每年需求增速为 7%，对应年增量为 350

万吨，则煤头产能全部释放在新增供给中的占比要达到 60%，高于其在存量产能中 14%的占比，

相应市占率也会逐年提升。而我们判断这种局面很可能会发生，原因就在于煤制烯烃反应流程长，

原料处理量大，单位投资远大于油化工和气化工。例如 60 万吨煤制烯烃投资要 180 亿元，石脑油

裂解、丙烷脱氢和乙烷裂解可比投资分别只为 40 亿、47.8 亿和 78 亿元。这也导致其总成本中折

旧占比极高，现金成本很低，只有 4095 元。即使未来价格战再惨烈，但凭借现金成本低的优势，

还是足以熬死除中东和北美气头产能以外的其他各类竞争对手。因此远期我们预计煤制聚烯烃规模

将达到 2000 万吨以上，体量上还是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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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不同烯烃路线的完全成本（元/吨，含至华东运费）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7：不同烯烃路线的成本结构 

 

资料来源：宝丰能源招股说明书，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烯烃原料轻质化分析》，东方证券研究所 

从煤化工内部的竞争格局看，我国煤制烯烃产能高度同质，缺乏技术优势带来的成本领先型企业。

在目前高煤价背景下，主要竞争优势都取决于是否拥有上游煤炭资源，与资源的联系远大于化工。

而且煤制烯烃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存在的商业逻辑基础在于东西部运煤与运化工品之间的运费套利，

所以产品结构都是以最方便运输的固体聚乙烯和聚丙烯为主，缺乏液体化工品。过于单一的产品线，

就很难建立起产业链协同效应，并向下游高端化工发展，也不利于企业在化工技术上的积累。所以

虽然短期部分企业能够凭借资源优势获得快速成长，但高度同质且缺乏技术壁垒的周期性企业，其

长期投资价值并不是很大。由于煤制烯烃很难赚到相对油化工的成本路线利润，所以核心投资逻辑

还是取决于周期，大的投资机会都来自于烯烃或油价的向上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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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化工投资价值在哪里？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煤化工整体上具备很强的成本竞争力，甚至不少产品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但煤化工作为重资产行业，快速发展期必然伴随着大量资本开支，此时企业根本无力分红，只能依

靠业绩增长来推动股价上涨。但产能大量投放往往也会导致景气低迷，量增叠加价跌并不一定带来

盈利增长。所以这个阶段的投资要对短周期景气波动有极强的判断能力，挣钱会很辛苦。其实过去

20 年，尿素和 PVC 等传统煤化工行业都有过高速增长，但 10 年平均 ROE 却接近于 0，并没有给

股东创造任何投资价值，市值增长主要都来自于融资。反而这些行业进入稳定期后，新增产能很少，

甚至在政策层面就被严格限制。这也导致产能重置成本大幅提升，存量企业优势很难再被动摇，可

以稳定获取盈利，自由现金流也大幅好转。即使短期估值不便宜，但考虑到产能存续期一般远长于

折旧期，一旦折旧计提完毕，远期利润就会大幅提升，如以永续自由现金流贴现来衡量，其估值水

平很多并不高。因此对于煤化工这种极度重资产行业，只要能确保长期生存，也自有其投资价值。

当然最好还是选择已完成洗牌行业中的技术领先型龙头企业，如华鲁恒升。 

3.1 从 PVC 看新型煤化工的未来 

PVC 作为千万吨级的化工产品，国内以电石法煤化工路线为主，海外则主要是乙烯法路线，美国

页岩气革命后，以廉价乙烷制乙烯并生产 PVC 的气头路线也成为北美主流，可以说 PVC 与目前

烯烃行业油煤气三大主流路线并存的格局非常类似，有很强的参考性。我国煤法 PVC 发展大体可

分为三个阶段：1. 华东大量上马煤制 PVC，逐步挤占乙烯法 PVC 份额；2. 技术向西北地区扩散，

西北 PVC 凭借成本优势开始快速抢占市场；3. 西北 PVC 继续大幅扩产，又恰逢美国页岩气革命

带来的北美低成本产能崛起，行业陷入惨烈价格战，各类高成本企业纷纷被逼退出市场。欧洲三大

企业只剩下了一家，美国五大企业被整合为三家，我国东部除了万华、三友等极个别具备全产业链

配套优势的企业外，几乎被淘汰殆尽。最终随着中美低成本产能都停止扩张，行业才进入稳态均衡。

回首本轮 PVC 行业洗牌历程可以看出，凭借着原料和现金成本的优势，我国西北产能即使和全球

最低成本的北美气头产能对抗，也做到了不落下风。只不过作为重资产行业，退出成本太高，任何

产能扩张都要通过惨烈的价格战来倒逼原有玩家退出，即使成本低短期也很难获得太好的利润，相

关个股在行业扩张期的表现也并不理想。低成本产只有能赢得了足够的市场份额，开始停止扩张，

行业利润率最终回归常态，才能真正享受胜利果实，股价也有了表现的基础。 

与 PVC 行业类似，在本轮油煤气烯烃产能同步扩产的大背景下，预计未来烯烃的洗牌过程也会非

常惨烈，大体应可分为三个阶段：1. 西北煤头产能凭借成本优势不断扩张，并赚取和边际产能的

成本差；2. 煤头产能大量投放导致成本曲线不断下移，行业出现严重供过于求，以至于需要以大

面积现金亏损的方式来倒逼边际产能退出，此时即使低成本煤头产能也不会有太好的利润；3. 经

历了惨烈洗牌后，煤头产能也试错出了扩张的极限，行业格局再次趋于稳定。但此时成本中枢已大

幅下移，价格也将在更低水平上波动。乙二醇和己内酰胺洗牌过程也会比较类似，只是煤头在工艺

路线上相比油头更具成本优势，因此市占率提升速度还要快于煤制烯烃。 

3.2 从投资逻辑看煤化工 

从商业模式看，煤化工这种扩张方式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效率不高，还付出巨大的环保代价。

但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现有的技术积累还无法支持我们能以高 ROE 持续做大规模资本支出，

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目前这种依托于血腥价格战的扩张模式。但好在煤化工投资成本占比太高，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HeaderTable_TypeTitle 基础化工深度报告 ——  我国煤化工竞争力在哪里？重点推荐华鲁恒升！ 

 

13 

从博弈角度看，只要我们肯于在前期付出巨大的沉没成本，就能凭借极低的现金成本对存量产能构

成可置信的威胁，逼迫竞争对手让步并退出市场，最终实现远期收益最大化。但本轮扩产的西北煤

化工产能同质性很强，本质上都是赚取能源套利的行业性利润，很难建立起真正源自技术的成本护

城河，其长期稳态利润中枢自然也不会太高，否则会引发产能持续扩张，直至消灭套利空间。因此

煤化工企业虽抱着逐利目的不断扩产，但创造的主要还是社会价值，最终压低了全社会的成本中枢。

相应从企业角度看，长期最优选择无疑还是具备技术优势，建立起稳定护城河的优秀企业，如华鲁

恒升；次优选择是产能处于快速上升期能尽量对抗景气下滑的西北资源型企业。最不应投资的则是

在行业巨变中大概率会被洗牌出局的企业，其无论估值多低都有归零可能。而从行业角度看，相比

快速增长的子行业，我们其实更为偏好已完成洗牌，格局稳定的如尿素、DMF 等行业。另外就是

虽处扩张期但景气已经见底的行业，此时具备成本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不断扩产来提升盈利水平。

只不过以化工目前整体景气所处的阶段，谈见底还为时尚早。 

 

4. 煤化工企业分析 

我国煤炭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煤炭因单价低，运费占比高，所以煤价自西向东逐级升高。相应西

北企业的优势在于原料成本低，在高煤耗的煤制烯烃有天然的优势。东部企业则胜在靠近终端市场，

在煤耗不高，或液态及危险化工品等不适合远距离运输的产品上具备优势。且能支撑起更为丰富的

产品结构，具备产业链协同效应和向下游精细化工发展的能力。从发展模式看我国煤化工企业大体

可分为以下两类：1. 东部地区以单位煤耗较低的合成气为根基，构建起下游复杂化工产业链体系，

华鲁的多产品柔性联产大型化工园就是其中的典范；2. 西北地区生产高煤耗的聚烯烃，或者生产

高电耗的氯碱、工业硅等产品。简言之，未来东部以氨为主，西部以醇为主，东部胜在技术，西部

则资源禀赋更佳。从周期角度看，氨强于醇预计会是长期趋势，而从时间维度看，技术积累相比资

源套利也更为持续。因此长期我们还是最为看好东部的优质企业，并重点推荐华鲁恒升。 

4.1 华鲁恒升 

华鲁恒升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化工行业中公认的好企业，但目前市场对其投资逻辑还是有很多担忧。

未来两年公司都没有新增产能投产，价格端大概率也没有见底，近两年盈利难有增长。而且我国东

部煤化工受燃煤指标限制短期无法扩产，公司过去依托低成本造气能力不断复制产能的成长路径也

被打断。本轮己内酰胺等新项目投产后，现有造气能力就已被充分利用，后续成长空间何在也不清

晰，所以市场也将公司估值水平压至 10 倍 PE 左右的历史低位，体现出对未来极为悲观的预期。

但我们却认为即使未来真的没有增长，从自由现金流看公司目前价值也被严重低估。而且我们判断

未来公司如果能实现异地扩张，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公司技术水平和管理实力而言，目前仅

200 多亿的市值应该是非常低估的，原因如下： 

4.1.1 华鲁保守价值测算 

公司现有产能以氨醇为根基，而氨醇的单位煤耗和单价都很低，很难能源套利，西北产能相比东部

在逻辑上就没有任何优势，华鲁历史盈利也证明其氨醇是全国最具成本竞争力的产能，即使与海外

低成本气头产能，如 CF 和梅恩斯相比，公司氨醇毛利率也并不处于下风，公司在存量产能中的优

势是非常稳固的。未来如果因为用煤指标受限，东部企业都无法再扩张产能，则华鲁现有产能的优

势就会被相对固化，成本优势带来的超额利润也会长期存在。因此即使假设公司己内酰胺项目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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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新增产能，主营产品景气也一直维持在目前约 20%的历史低分位，那么 3 年后的每年盈利接

近 30 亿，折旧为 16 亿，仅仅是维持现有产能正常运行每年的费用应该在 5 个亿以内，对应自由

现金流将超过 40 亿元。如全部用于分红，以公司当前市值看分红率达到 16%，仍然极富投资价值。 

图 3：华鲁与海外龙头相关产品毛利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东方证券研究所 

4.1.2 华鲁发展方向探究 

从华鲁煤化工产业的根基尿素和甲醇看，由于产能过剩严重，几乎是历史盈利最差的化工子行业，

上市企业 10 年平均 ROE 接近为 0。可以说公司从开局伊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完全不占天时，

很少能挣到周期性的利润。公司所在的德州市又地处山东和河北交界，其化工园更是濒临河北省，

山东省内可用土地并不多。另外作为几乎是距离北京最近的煤化工基地，在用煤指标和环保标准上

也严格受限。而且德州还不临海，没有港口码头的优势，出口上也很吃亏。但自古多难兴邦、玉汝

于成，先天的各种不利因素也倒逼公司在技术和管理上不断精益求精，在业内把成本控制做到了极

致，形成了深入骨髓的成本文化。长期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才是企业发展最为决

定性的因素。而且周期都是否极泰来，其主要产品尿素、DMF 等经历了长期洗牌，格局已趋稳定，

未来景气预计反而会好于多数大宗化工品。其新进入的己内酰胺和乙二醇，如我们前文分析也是煤

化工下游最具成长性的子行业，产能释放还有很大的空间。而德州本部扩产空间受限的问题长期看

反而会倒逼公司异地扩张。这不但会化解公司的区位劣势，还打开了公司新的发展空间。 

如果说周期因素对所有化工企业还都是公平的话，那么区位就是这么多年困扰华鲁发展最大的问题。

德州本地既没有煤矿，又不临海，离资源和港口太远，而且离北京还很近，天然就不适合做煤化工。

所以过去几十年公司一直是在 hard 模式下发展，相当于背着几十斤重的沙包在和同行赛跑，即使

如此经营绩效还遥遥领先。那么随着未来继续扩产，德州本部土地被用光只是时间问题，届时异地

发展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就公司产品结构而言，无论是现有业务还是己内酰胺、乙二醇等新布局

产业都更适合放在东部，而且公司禀赋又在于技术而非单纯的套利资源，所以去沿海要好于去西部。

未来无论是在山东省内与规划中的地方大炼化结合，还是在其他区域例如华南建设第二基地，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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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华鲁的技术禀赋看，天然匹配大炼化。首先炼油是高耗氢行业，而华鲁制氢

成本全国领先。其次华鲁很多擅长的技术都可以向烯烃领域延伸，只是在德州本地缺乏烯烃配套，

所以只能从苯这个单一路线做油煤结合。未来如果能依托炼化解决原料问题，华鲁在 C2、C3 产

业链上还有很多可做的文章。另外华南地区本身煤化工非常匮乏，从印尼海运煤炭成本也不高，也

很适合华鲁这样的企业去发展。 

4.1.3 华鲁成长空间展望 

从历史看，华鲁的扩张节奏非常稳健，以至于经常让人忽略了其持续成长的能力。但公司自 02 年

上市以来收入和净利润的复合增速达到 13.6%和 21.7%，发展速度并不慢。凡事不怕慢就怕停，

只要沿着正确的路线不断前进，不犯原则性的错误，长期复利的力量就非常惊人。华鲁的特点是将

源头煤气化的成本优势先做到极致，再围绕这个强点不断延伸，加筑其成本护城河，这样即使行业

再差也能获得不错的盈利，尽可能以自身利润留存来支撑下一轮扩产。当然这种成本极致优化战略

客观上也使得其产业链设计过于精密复杂，环环相扣，任何一次调整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每次

扩产都要谋定而后动，节奏不可能太快。这种风格就类似于古罗马兵团的结阵前行，虽然不以速度

见长，但胜在步步为营，绝不回撤。回看华鲁在每个产品上基本都不是最先介入的企业，但最后都

做到了业内成本最低，所有产能也都完全释放，市场率不断提升，真正做到后中争先，后发至人。

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公司的产业链规划非常合理，难于运输的产品基本都做到内部消化，节

省了大量物流成本，而且还通过蒸汽的梯次利用实现了能源成本的节省，另外就是公司生产管理水

平很高，产能一直可以保持高负荷，这对于降低成本也非常重要。从华鲁各个产品的竞争力和行业

格局看，我们感觉整体上还远未到发展的极限，很多产品都还有很大成长空间，具体如下： 

图 4：公司煤气化平台“一头多尾”柔性联产模式（白色方块为规划中项目）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1. DMF 需求增速很慢，且公司市占率也达到了 25%，扩产空间不大。但也正因为需求增速慢，

企业都没有扩产空间，竞争格局也就趋于稳定，基本形成了事实上的寡头垄断，过去几年盈利

很好。未来只要不出现意外停车等因素导致的暴涨，预计目前格局很难被打破，还将继续维持

现金牛型产品。尿素供给上与 DMF 有类似之处，受制于国家严控用煤指标同样很难增长。但

不同之处在于尿素行业非常分散，很难形成寡头垄断。当前高景气是建立在供给管制基础之上，

可以认为是牌照带来的垄断，能持续的时间也取决于政策而非市场，并非研究层面可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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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禁止净新增产能的政策能维持，那么行业最大风险就是用低成本水煤浆替换高成本固定床

带来的成本中枢下行。但我们测算这种替代的预期回报率只有约 10%，并不是太有吸引力。

而且大部分固定床企业在目前价格下也很难盈利，水煤浆标准 60万吨产能的投资额要 40亿，

高成本产能显然无力改造。华鲁这样的低成本产能又不被允许扩产，行业未来几年的盈利应该

还是比较稳定，可以认为是准现金牛型产品。另外公司在以尿素为原料的三聚氰胺上成本优势

也很明显，只是尿素利润很好的情况下，扩产对总利润的影响不大，简单起见我们也不假设其

未来产能会有明显扩张了。 

2. 华鲁由于煤制气和羰基化技术都全国领先，所以完全以煤制气为原料的醋酸成本优势非常明显。

而丁辛醇虽然也是基于羰基化技术，但其重要原料丙烯公司并无配套，且储运成本较高，因此

其也成为公司极少数成本优势不明显的产品。己二酸虽起步晚于醋酸，但近两年随着公司掌握

了最低成本的环己烯加氢技术，再依托其低成本造气技术，成本同样做到了业内最低。从醋酸

和己二酸公司成本竞争力与现有市占率看，无疑很不配套，未来都还有很大的扩产空间。只是

因为醋酸去年暴涨，短期供给增长较快，当下并非好的扩产时点。己二酸最新已经规划了 16

万吨新增产能，市占率会进一步提升。未来公司如能解决用煤指标问题并在沿海建设新基地，

更方便于出口或向南方运输，则基于我们的判断，远期醋酸和己二酸有潜力分别再新增 50 万

吨和 30 万吨以上的产能。丁辛醇如能解决丙烯原料配套的短板，未来也具备很大扩张空间。 

3. 如前文分析，己内酰胺和乙二醇都天然适合于我国煤化工。华鲁基于煤制气和关键催化剂上的

技术领先，乙二醇在煤头产能中成本优势明显。只是未来国内产能投放量太大，行业景气也阶

段性下滑至不正常的低位，公司短期又受用煤指标的限制无法扩张其上游原料合成气，近两年

应该不会扩产。但是未来行业盈利回归常态后，公司完全有能力凭借成本优势再上 2-3 套装置，

将产能扩张到 150 万吨以上。己内酰胺从技术看，煤制气、苯加氢公司都是国内领先，但在

关键的氨肟化技术上却还没有证明过自己。而且与乙二醇建设 50 万吨大装置前曾用几年时间

运行 5 万吨小装置来积累经验不同，这次直接上马 30 万吨国内最大己内酰胺单套装置，恐怕

完全吃透技术并将成本降至国内领先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近期应该也不太会再大幅扩产。但依

照醋酸、己二酸、乙二醇等产品经验看，氨肟化技术被完全消化吸收，甚至做到业内领先应该

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己内酰胺远期产能规模也有能力达到 200 万吨以上。 

综上，我们假设在现有产能和规划的基础上，华鲁若在未来可能的新基地再造一个 300 万吨氨醇

规模以上的煤气化平台，结合公司自身在各产品上的优势，我们测算可配套再建醋酸、乙二醇和己

内酰胺分别 50、100 和 180 万吨，加上现有基地还能再新增 30 万吨己二酸，具体潜在产能的假

设规模如下表。以合理价格测算其收入体量为 472 亿元，如果假设净利率为近 7 年均值 12%（基

本覆盖了一个完整化工周期），则公司远期利润体量为 57 亿元，相比目前盈利中枢还有 2.2 倍以

上的空间。当然这只是我们对公司未来项目规划的模拟和假设，实际产品方案以公司的规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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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华鲁各产品（现有和已规划）市占率及华鲁产能空间远期展望（万吨） 

产品 华鲁产能 中国产能 全球产能 华鲁/中国 中国/全球 华鲁展望 

尿素 180 6800 22300 3% 30% 180 

DMF 25 97 190 26% 51% 25 

三聚氰胺 10 218.2 310 5% 70% 10 

丁辛醇 20 514 1000 4% 51% 20 

醋酸 50 880 1550 6% 57% 100 

己二酸 2022E 32 300 500 11% 60% 64 

乙二醇 55 1007（煤制） 4000 5% 25% 155 

己内酰胺 2022E 30 600 1000 5% 60% 21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4.2 其他东部煤化工企业 

我国东部煤化工企业因为一直以来都缺乏原料端的成本优势，所以能留存下来的企业基本都很优秀。

例如同在山东省内的鲁西化工，虽成本控制不及华鲁，但在产业布局上却更具延展性，很早就跳出

煤化工，进入了盈利更好的高端化工领域，如 PC、己内酰胺等。其风格比较类似于蒙古铁骑，机

动性很强，能在多个产业链上纵横驰骋，景气上升期时的进攻性要强于华鲁。但也正是因为涉足的

领域太多，且彼此之间关联性不强，很难同时都做到行业内最顶尖的存在。在目前景气下行周期中，

业绩的波动性就会比较显著，体现出典型的草原民族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特征。而从具体业绩看，

过去两年贡献了很多周期性利润的PC、甲酸等将面临均值回归，另外氯碱板块盈利也会显著下滑。

过去两年受益于山东氯碱不平衡造成的液氯贴钱销售，公司依靠外购液氯每年就可以获利近亿元，

烧碱高价也带来每年约 5 亿元的利润，这种暴利未来将很难持续。而公司超额利润将主要来自于

水煤浆技术优势，大型化工园的一体化优势，以及自给热电的能源成本优势，后者占比尤高。所以

仅就护城河属性而言，公司其实更偏向于公用事业而非化工。只是原先周期性利润占比太高，在景

气下行期受到的周期反噬会比较严重，阶段性会业绩也低于内生α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东部另一家比较有特色的煤化工企业就是金禾实业。公司与华鲁和鲁西沿着氨醇向大化工延伸不同，

另辟蹊径进入了包括甜味剂、香精料等食品添加剂的精细化工领域，和竞争对手形成了错位竞争。

相比下游精细化工企业，其具备上游氨醇配套和自备热电的优势。而和仅生产上游氨醇的传统煤化

工企业相比，金禾将产业链延伸至精细化工，不但更容易形成技术壁垒，而且这些细分市场规模有

限也导致玩家不多，更容易形成寡头垄断格局，产品也能获得相比尿素、甲醇等大宗品更好的利润。

但展望未来，公司在发展上还是面临了诸多风险。首先，其所从事的精细化工虽然单位附加值高，

但限于体量不大，选产品的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金禾最初是以引进当时国外需求旺盛而国内空白

的香精料乙基麦芽酚为转型契机赚取精细化工的第一桶金，随后延伸至甜味剂领域。事后看公司这

些选择无疑都很成功。但上述行业公司市占率已经较高，继续增长空间比较有限。这也就考验公司

下一轮选择赛道的能力，需要通过不断拓展新的产品来持续证明自己。其次，近几年其主要产品因

竞争对手退出，导致短期产品价格暴涨，也面临了很多新进入者的加入。例如另一精细化工龙头新

和成正在建设的麦芽酚和规划中的三氯蔗糖项目，甚至大化工龙头万华化学也有通过柠檬醛项目切

入的计划，未来对公司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HeaderTable_TypeTitle 基础化工深度报告 ——  我国煤化工竞争力在哪里？重点推荐华鲁恒升！ 

 

18 

4.3 西北煤化工企业 

华鲁之外还能在成本端建立起足够护城河的煤化工企业，普遍都集中于西北，核心是依托于当地的

煤炭和热电资源优势。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由于普遍缺乏技术根基，所以下游产品比较单一，很

难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协同优势，彼此之间不易形成独有的成本竞争优势，因此多采取不断复制现有

产能的横向“摊大饼”式发展策略。对于聚烯烃来说，我们判断未来煤化工盈利中枢会大幅下滑，

很可能会接近腰斩，那么企业产能只能翻倍增长才能维持盈利，低于这个增速的西北煤制烯烃企业

就难有太大投资价值了。乙二醇未来预计很久都不会有行业性利润，所以企业增产不增利将是常态。

氯碱行业最大的问题则是受乙烯大周期向下和烧碱盈利均值回归的影响，单位盈利会大幅下滑，而

行业供给又受到严格限制，即使个别企业还能扩张，也属一次性的范畴，除非很便宜，否则机会也

不大。本质上我国企业逐利性太强，任何没有太高进入壁垒，单纯是资源套利的商业模式都很容易

被复制，企业也很难获得长期高利润，西北煤化工自然也不例外。因此长期看，我们还是最为看好

有明显技术和管理优势的华鲁恒升。 

 

5. 风险提示 

1. 油价大幅下跌风险：若油价大幅下跌，将导致石化产业链成本和价格中枢大幅下行，使得煤

制路径成本优势丧失甚至面临亏损。 

2. 产能过剩风险：未来煤制乙二醇、煤制烯烃等行业新增产能体量较大，若需求增长不及预期

将带来产能严重过剩风险。 

3. 本文对公司未来产品规划进行的展望仅仅基于我们对其优势和发展方向的理解和判断，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实际情况以公司披露的信息为准。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HeaderTable_TypeTitle 基础化工深度报告 ——  我国煤化工竞争力在哪里？重点推荐华鲁恒升！ 

 

19 

信息披露 

依据《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以下条款： 

发布对具体股票作出明确估值和投资评级的证券研究报告时，公司持有该股票达到相关上市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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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价格等信息不再有效。 

行业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看淡：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行业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行业的

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等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由于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行业的投资价值分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缺乏足够的研究

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行业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行业给予投资评级信

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行业的投资评级信息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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