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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Table_Summary] 近期国内磷肥产业链相关价格（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稳步上涨。 

 

国信化工观点： 

1）成本端：前期磷矿石、硫磺、合成氨等原料上涨，支撑力渐强，磷铵市场行情强势运行。近期硫磺补给船货量或有

限，美金盘价位维持坚挺；未来磷矿石在行业准入门槛提高、环保高压的背景下，其供给端有望持续趋紧；合成氨产业

结构调整成效显著，2020 年末天然气短缺、煤炭价格上涨推动合成氨价格上行。进入 2021 年，成本面支撑下磷铵市场

行情强势运行，截至 2 月 26 日，磷矿石报价为 370 元/吨，硫磺报 1211 元/吨（较年初+27.9%，同比+161.6%），合成

氨报 3073 元/吨（较年初下滑 5.7%，同比+21.4%），带动磷酸一铵报价上涨至 2309 元/吨，30 日涨幅为 12.8%；磷酸

二铵报价为 3000 元/吨，30 日涨幅为 22.5%。我们看好具备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原料自给配套的企业。 

2）需求端：积极开展春耕备肥确保粮食安全生产，春季需求即将全面释放。自 2020 年 8 月份以来，受气候、疫情、季

节性波动、国际市场招标及价格带动、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实施、环保限产等综合因素影响，全国氮、磷、钾三大主要化

肥价格陆续提涨。进入 2021 年 2 月，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到临，在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的背景下，国家层面将

继续高度重视农资保供工作，春耕农业生产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农资供应进入旺季。 

3）供给端：行业洗牌多年全国磷肥产量总体下降，当前社会库存降至较低水平，场内货源延续偏紧态势。据中国磷复

肥工业协会数据，2019 年，我国磷肥规模以上企业 155 家，较 2018 年减少了 34 家；复合肥规模以上企业 864 家，较

2015 年减少了 164 家。我们预计未来几年，部分环保不达标的磷肥企业将继续停产、限产，市场集中度将更加明显，“转

型升级”是未来化肥行业的主题，磷肥产能增长相对有限，而磷肥需求有望持续增长。 

4）海外及出口市场：国际市场需求回暖而供应阶段性受阻，国内向海外出口化肥增加。近期由于东南亚国家的采购期

与国内春季备肥及冬储期重合，国际需求整体增加，然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国外生产企业生产能力下降，叠加海运费

上涨，全球供应紧张。进入 2021 年 2 月，复合肥、单质肥调涨氛围依旧浓郁，磷酸一铵停报企业增多，价格再次调涨，

企业主发订单、出货压力不大，挺价意愿强烈；磷酸二铵货源不多，叠加出口需求良好，厂家挺价信心浓厚，行情向好。 

5）下游农产品：全球作物的上涨周期有望带动农资的需求回暖，并拉动化肥整体景气度上升。需求端畜牧存栏持续上

涨将加快玉米等作物的库存消耗，全球作物开启上涨周期，有望带动农资需求回暖，拉动化肥整体需求景气上升。 

 

投资建议：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磷肥行业龙头公司云天化（70 万吨磷酸一铵、445 万吨磷酸二铵）、兴发集团（20 万吨磷

酸一铵，40 万吨磷酸二铵）、司尔特（75 万吨磷酸一铵）、云图控股（58 万吨磷酸一铵）、三泰控股（40 万吨磷酸一铵）。 

 

风险提示：化肥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农产品价格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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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备耕行情高涨及成本支撑下行业景气上行，磷肥供应紧张库存处于历史低位 

磷酸一铵（MAP）：据百川盈孚数据，截至 2 月 26 日，磷酸一铵报价为 2309 元/吨，30 日涨幅为 12.8%，较年初上涨

13.0%，较 2020 年同期上涨 24.3%。目前中国 FOB 价格 55%颗粒 480 美元/吨，60%颗粒 510 美元/吨，63%颗粒 570

美元/吨，多家中国一铵出口商正在报 5-6 月装船的货物。国内粉状生产企业排单充足，周度开工率上涨 4.7%至 68.5%。 

图 1：磷酸一铵近期价格及价差走势：价格上涨，价差扩大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磷酸二铵（DAP）：据百川盈孚数据，截至 2 月 26 日，磷酸二铵报价为 3000 元/吨，30 日涨幅为 22.5%，较年初上涨

27.7%，较 2020 年同期上涨 32.5%。近期出口订单在谈，FOB 成交价再攀新高至 540-550 美元/吨。国内企业平均开工

率约为 72.6%，周产量约为 30.2 万吨，整体开工呈上行趋势。据百川盈孚数据，西南地区 64%二铵主流出厂报价 3000

元/吨，乌鲁木齐第一到站价 3420 元/吨，黑龙江买断到站价 3430 元/吨，内蒙地区 64%二铵出厂报价上调至 3300 元/

吨后暂停收款，短时缺货。我们看好国际磷酸二铵价格仍存上涨空间，将对国内市场形成利好支撑。 

图 2：近期磷酸二铵价格与价差均大幅拉升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2016/2 2016/8 2017/2 2017/8 2018/2 2018/8 2019/2 2019/8 2020/2 2020/8 2021/2

元/吨
元/吨 一铵价差（右轴） 磷酸一铵:华东 合成氨 硫磺（右轴）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2018/2 2018/8 2019/2 2019/8 2020/2 2020/8 2021/2

元/吨元/吨
二铵价差（右轴） 磷酸二铵:华东 合成氨 硫磺（右轴）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3 

 涨价因素一：磷矿石、硫磺、合成氨等原料上涨，支撑力渐强，磷铵市场行情强势运行 

进入 2021 年，长江港口硫磺涨势较强，合成氨、硫酸供应紧张，磷铵原材料成本强势上涨，成本面支撑下磷铵市

场行情强势运行。据百川盈孚数据，截至 2月 26日，磷矿石报价为 370元/吨，硫磺报 1211元/吨（较年初上涨 27.9%，

较 2020 年同期上涨 161.6%），合成氨报 3073 元/吨（较年初下滑 5.7%，较 2020 年同期上涨 21.4%）。 

硫磺：内外盘继续走高，硫磺挺价及惜售气氛强烈。硫磺的下游消费主要是磷复肥、硫酸、钛白粉、染料中间体及

食品等领域，其中磷复肥和钛白粉占硫磺总消费的 59.0%、11.3%。世界硫资源分布广泛而相对比较集中，而我国

是世界上储量丰富但生产量较小的国家，每年需要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伊朗、韩国、加拿大等国大量

进口硫磺，进口依存度高。近年来，随国内千万吨炼化项目陆续投产，中国硫磺产能继续增加，进口量有所下滑：

据卓创资讯数据，2016 年-2020 年中国硫磺进口依存度已从 71.1%降至 51.6%。然而我们认为未来几年国产硫磺供

应量增长仍然有限，据 MySteel 网预测，2021 年中国硫磺产能增量将约 67 万吨左右（同比+4.7%），增幅较为有限。 

自 2020 年下半年起，国际硫磺供货商普遍反映货源紧张，国际市场价格推动硫磺港口价格持续强势上涨。进入 2020

年年末，国内硫磺市场报价加速上行，国内各地区炼厂库存下降，下游工厂及贸易商按需采购，场内低价难寻。据

百川盈孚数据，截至 2 月 25 日，长江地区进口硫磺（中东主流颗粒）到岸参考价格约在 CFR 220 美元/吨附近，折

算人民币到岸价约 1675 元/吨，进口成本高挂，持货商惜售情绪难消；长江市场硫磺颗粒主要参考价格约在 1620

元/吨附近，较上季度+43.3%，较 2020 年同期+179.4%，达到近八年来的最高水平。此外，补给船货量或有限，美

金盘价位维持坚挺，我们预计短期内国内硫磺价格将强势运行。 

 

图 3：近年来硫磺进口依存度有所下滑但仍保持高位  图 4：磷复肥和钛白粉占硫磺总消费 70.3%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5：2020 年以来，我国硫磺进口量显著下滑  图 6：当前硫磺价格达到近八年来的最高水平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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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矿石：当前磷矿石市场价格稳中看涨，未来在行业准入门槛提高、环保高压的背景下，磷矿石供给端有望持续趋紧。

用硫酸、硝酸或盐酸分解磷矿制得的磷酸统称为湿法磷酸，而“用硫酸分解磷矿石制备磷酸”的方法是湿法磷酸生产中

最基本的方法。我国磷矿资源具备富矿少贫矿多、易选矿少难选矿多、伴生矿多、品位低等特点，且在主产国中我国储

采比最低，过度开采问题显著。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高度重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等工作，各部委、部

门联合出台一系列相关行业保护与发展政策，行业标准提高、环保督察工作常态化运行，落后矿企陆续退出市场，行业

集中度和规范度进一步提高，磷矿供应规模稳中趋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磷矿石产量从 2016 年的 1.26 亿吨降至

2020 年的 8196 万吨，产量的年均复合降幅达 10.2%。 

此外，2019 年年初，生态环境部将长江磷矿、磷肥和含磷农药制造等磷化工企业、磷石膏库（简称“三磷”）的排查整

治作为长江减“磷”的攻坚内容，自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减“磷”工作成效显著。受环保检查因素影响，矿山安全生产整

治和环境保护区内磷矿限采整顿，部分不符合条件的磷矿已永久关闭，磷矿石、黄磷、磷酸产品的生产量出现削减。据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化工地质调查总院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的预测，2021-2025 年间，我国有望迎来磷矿石

的需求高峰，我们看好未来在行业准入门槛提高、环保高压的背景下，磷矿石供给有望稳中趋紧。 

2020 年上半年，受 NCP 卫生事件影响，国内磷矿山开采率有限，而自 2020 年 9 月份起部分大型磷铵企业备矿之后，

磷矿石价格出现提涨意向。2020 年下半年，随上下游陆续恢复复工复产，下游磷铵开工保持高位、黄磷产量正常，磷矿

石产量呈微幅增加状态，然而磷矿石整体库存仍处于较低水平，磷矿石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四川马边地区磷矿陆续停

采，运输情况畅通，预计将于 3 月份左右复产；云南地区省内用户为主，近期市场行情变化不大平稳运行；湖北地区磷

矿石均已停采，矿企订单发运完毕库存大幅下滑，市场供应量收缩；河北地区磷矿粉成交价格稳定，成交情况尚可，主

要以维系老客户为主；贵州地区报价成交偏稳，下游企业多前期备货充足，需求旺盛。据百川盈孚数据，截至 2 月 25

日，贵州地区 30%品位磷矿石车板报价在 300-350 元/吨，猫儿沱船板报价在 360-400 元/吨；25%品位磷矿石船板价 280

元/吨，28%品位磷矿石船板价 350-390 元/吨，30%货场交货价 350 元/吨左右，32%货场交货价 390 元/吨左右。 

图 7：“硫酸分解磷矿石制备磷酸”的方法是湿法磷酸的基本方法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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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近年来国内磷矿石供应规模稳中趋紧  图 9：我国磷矿石月度余量处于近五年来较低水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合成氨：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2020 年末天然气短缺、煤炭价格上涨推动合成氨价格上行。2010 年以来我国合成氨

产能过剩率超过 30%，随着我国资源约束加强及节能环保压力不断加大，我国合成氨行业迎来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

“十三五”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以及过剩产能，其中合成氨行业不得少于 1000 万吨，近 5 年以

来我国合成氨场内逐年减少，加上退城进园等部分政策的影响，我国合成氨行业去产能效果显著。据隆众资讯统计，2020

年全国合成氨产能为 6743 万吨，同比下降 4%。据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统计，截止 2019 年底，全国合成氨产能合计 6619

万吨，同比下降 2.1%，尿素产能合计 6668 万吨，同比降低 4.1%，产能过剩的局面出现较大改观。 

2020 年上半年，随着天然气供应恢复，外加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液氨市场供需两弱，价格震荡下滑。后期春耕用肥，

农业需求增加，价格陆续反弹。再因部分大厂上半年尿素装置停车反复，导致局部供应量大增，同时春耕用肥结束，化

工需求跟进不足，价格再次下探。而 2020 年下半年供需两端发力，受大气治理、河南固定床淘汰以及限气等因素影响

下，市场货源供应收紧，下游磷复肥需求强劲，化工产品迎来传统旺季，冬季电厂脱硫脱硝等需求稳定，导致局部价格

推涨至高位。2021 年 1 月 25 日，山东省化工专项行动办公室发布公示，按照《关于加快七大高耗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方案》（简称《方案》）要求，截至 2020 年年底，全省 9 家企业合计退出合成氨产能 103 万吨。目前该省合成氨产

量居全国第二，尿素产量居全国第四。整体来看，经过多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合成氨行业落后产能持续淘汰，去

产能、调结构成果显著，合成氨价格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 

图 7：近年来合成氨行业以去产能为主基调  图 8：2020 年煤炭价格上涨推动合成氨价格上行 

 

 

 

资料来源：中国氮肥工业协会、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涨价因素二：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春耕备肥确保粮食安全生产，春季需求即将全面释放 

-60

-40

-20

0

20

40

60

8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0/12 12/12 14/12 16/12 18/12 20/12

%万吨
产量:磷矿石:当月值 产量:磷矿石:当月同比（右轴）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2 17/2 18/2 19/2 20/2

万吨 中国磷矿石月度当期余量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万吨

中国合成氨产能 中国合成氨产量

450

550

650

750

850

950

105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16/2 16/8 17/2 17/8 18/2 18/8 19/2 19/8 20/2 20/8 21/2

元/吨元/吨

合成氨价差 合成氨 无烟煤（右轴）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6 

自 2020 年 8 月份以来，受气候、疫情、季节性波动、国际市场招标及价格带动、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实施、环保限

产等综合因素影响，全国氮、磷、钾三大主要化肥价格陆续提涨。进入 2021 年 2 月，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到临，

春耕农业生产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农资供应进入旺季，在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的背景下，国家层面将继

续高度重视农资保供工作。 

表 1：国家层面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春耕备耕 

部门 时间 文件 内容 

发改委等 12 部门 2021 年 2 月 8 日 
《关于做好2021年春耕化肥生产供应

和价格稳定工作的通知》 

1、天然气优先保证化肥生产企业使用，提高化肥企业开工率； 

2、保障原材料供应、价格稳定； 

3、铁路公司保障化肥运输通畅； 

4、确保各承储企业储备期结束、春耕用肥旺季到来后及时投放，

各地海关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进出口化肥质量进行检验，对进口

化肥给予通关便利； 

5、严厉打击掺杂使假、标识欺诈、计量虚标以及化肥市场价格垄

断、哄抬价格、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6、加强对农民选肥、施肥等环节的全程技术指导，推广使用绿色、

高效新型肥料，降低用肥成本。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2020 年 2 月 7 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全力做

好春耕农资供应工作有效防控疫情的

通知》 

1、各地供销合作社要督促承担国家和地方化肥、农药储备任务的

农资企业，认真履行承储责任，按时足量收储到位； 

2、各地供销合作社农资企业带头稳定农资价格，切实做好应对预

案，避免在疫情和春耕期间主要农资品种价格快速上涨、市场供应

大幅波动等情况发生； 

3、强化重要时期农资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的监测、预测和预警； 

4、积极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农

业社会化服务，创新经营服务，促进传统农资流通企业向现代农业

综合服务商转型 

 

 

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 2020 年 2 月 27 日 
《全力做好春季农业生产物资运输服

务保障的紧急通知》 

1、主动对接需求，联合制定春季农业生产物资运输保障方案 

2、落实绿色通道政策，保障春季农业生产物资运输车辆优先便捷

通行 

 

 

发改委  
 《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提前执行淡季天然气价格政策，对化肥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的

行业给予更大价格优惠；2、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电费结算打“九

五折” 

 

 

农业农村部 2020 年 2 月 27 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不误农时切实做好农资保

供工作的通知》 

1、根据疫情防控分区分级精准施策要求，划小管控单元，采取差

别化措施，努力做到疫情防控、春耕备耕“两手抓”“两不误”，

做到春耕未动、农资先行，突出解决农资运销“最后一公里”问题，

保障春耕农资供应。 

2、打通农资运输通道 

3、根据当地实际，积极做好农资经营门店开门营业的协调服务 

4、发挥各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在农资保

供中的品种选择、信息调度、供需对接、组织落实、技术指导等职

能作用 

5、对质量不合格、套牌假冒、制售伪劣、哄抬价格、侵害农民利

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典型案例及时公开曝光 

资料来源：国家各部委部门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涨价因素三：供给端行业洗牌多年全国磷肥、复合肥产量下降，当前库存压力不大，场内货源延续偏紧态势 

我国化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产能过剩问题得到初步缓解。21 世纪以来，化肥行业实际投资、新开工项目

和新增产能迅速增加，我国化肥行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化肥产量增速显著高于施用量增速。在产能过剩的

格局下，2009、2010 年化肥企业亏损比例曾达到 20%。2015 年工信部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化肥行业

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严控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引导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产能过剩问

题，同时农业部印发了《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2018 年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为化肥使用设置了上限；此外，化肥使用量负增长也被写入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据新华社，2020 年三

大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达 40.2%，较 2015 年提高了 5 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 年化肥施用量为 6022

万吨，根据近三年施用量下降速度，假设 2020 年施用量为 5200 万吨，得到 2015~2020 年农作物吸收养分量约为

2100 万吨，若 2025 年平均肥料利用率达到 45%，则 2025 年施用量仅为 4667 万吨。整体来看，据农业农村部报

道，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已顺利实现预期目标，化肥农药使用量显著减少，化肥农药利用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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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提升，促进种植业高质量发展效果明显。据农业农村部测算，2020 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

用率 40.2%，比 2015 年提高 5 个百分点；农药利用率 40.6%，比 2015 年提高 4 个百分点。下一步，农业农村部

将加强举措，力争到 2025 年化肥农药利用率再提高 3 个百分点，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政策鼓励环保、能耗不达标的落后产能以及经营存在困难的企业退出，在紧政策和经营环境不佳的情况下，部分落

后产能关停。近几年，国家倡导生态农业发展，严格把控化肥、农药使用量，加之有机肥、各种生物菌肥和科学施

肥政策的推广，国内单质磷肥需求总量继续同比下行：行业新增产能从 2012 年开始持续降低，同时落后产能陆续

退出，化肥行业的产能过剩情况得到逐步缓解。2015、2016 年我国合成氨、尿素、磷肥退出产能首次超过新增产

能，产能由持续多年的正增长扭转为负增长。据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数据，2019 年，我国磷肥规模以上企业 155

家，较 2018 年减少了 34 家；复合肥规模以上企业 864 家，较 2015 年减少了 164 家。在国家政策以及国际、国内

经济大环境影响下，磷肥行业产能相对趋于稳定。我们预计未来几年，部分环保不达标企业将继续停产、限产，市

场集中度将更加明显，“转型升级”是未来化肥行业的主题，磷肥产能增长相对有限，而磷肥需求有望持续增长。 

 

图 9：磷酸一铵：产能过剩问题得到初步缓解  图 10：磷酸二铵：产量出口量小幅回暖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1：磷酸一铵：当前工厂库存压力不大  图 12：磷酸二铵：行业库存量降至较中等偏低水平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涨价因素四：国际市场需求回暖而供应阶段性受阻，国内向海外出口化肥增加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 年全年，中国累计出口各种肥料 2917 万吨，同比增长了 5.1%；累计出口金额 67.37 亿美

元，同比降低了 8.3%。其中，尿素累计出口 545 万吨，同比增长 10.2％；硫酸铵累计出口 866 万吨，同比增长 23.3％；

磷酸二铵累计出口 573 万吨，同比减少了 11.5％；磷酸一铵累计出口 253 万吨，同比增长 5.8％。近期由于东南亚

国家的采购期与国内春季备肥及冬储期重合，国际需求整体增加，然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国外生产企业生产能力下降，

叠加海运费上涨，全球供应紧张。进入 2021 年 2 月，复合肥、单质肥调涨氛围依旧浓郁，磷酸一铵停报企业增多，

价格再次调涨，企业主发订单、出货压力不大，挺价意愿强烈；磷酸二铵货源不多，叠加出口需求良好，厂家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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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浓厚，行情向好。我们预计短期内磷酸一铵，磷酸二铵行情依旧强势。 

图 13：2020 年我国复合肥出口量显著增加  图 14：中国磷酸一铵出口量同比显著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涨价因素五：全球作物的上涨周期有望带动农资的需求回暖，并拉动化肥整体需求景气上升 

化肥主要运用于下游农作物种植，施肥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而且也是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措施，化肥也是农

业生产最基础而且是最重要的物资投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化肥在对农作物增产的总份额中约占 40%-60%。

在农产品价格更好的时候，农民有望施用更多的肥。2015 年以来，全球价格持续了较长时间的低迷状态，其中大豆、玉

米等国内主要农作物产品库销比有明显的回落。进入 2020 年，需求端畜牧存栏持续上涨加快了玉米的库存消耗，全球

作物的上涨周期有望带动农资的需求回暖，并拉动化肥整体需求景气上升。 

图 15：2020 年，我国大豆现货价大幅上涨  图 16：近期玉米阶段性高位企稳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投资建议：看好磷酸一铵、磷酸二铵行业龙头企业：云天化、兴发集团、司尔特、云图控股、三泰控股 

当前磷酸一铵及磷酸二铵毛利润较前期显著恢复，我们重点推荐云天化、兴发集团、司尔特、云图控股、三泰控股。按

照 2 月 26 日价格计算，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价差分别为 751.6 元/吨，1085.0 元/吨，相较于 2018-2019 的微利或亏损

的状态而言，产品盈利出现了回暖。目前云天化公司具备 70 万吨/年磷酸一铵产能、445 万吨/年磷酸二铵产能；兴发集

团具备 20 万吨/年磷酸一铵产能、40 万吨/年磷酸二铵产能；司尔特具备 75 万吨/年磷酸一铵产能；云图控股具备 58 万

吨/年磷酸一铵产能；三泰控股具备 40 万吨/年磷酸一铵产能，将有望充分受益于此次行业景气，具备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原料自给配套的企业优势将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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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国内磷酸一铵主要生产企业统计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产能 单位 

1 湖北 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20 万吨 

2 湖北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 万吨 

3 四川 四川龙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万吨 

4 贵州 贵州开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5 安徽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75 万吨 

6 云南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70 万吨 

7 湖北 湖北鄂中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 万吨 

8 湖北 襄阳天舜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0 万吨 

9 湖北 襄阳泽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0 万吨 

10 四川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8 万吨 

11 湖北 湖北世龙化工有限公司 55 万吨 

12 四川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50 万吨 

13 湖北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 万吨 

14 湖北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5 万吨 

15 湖北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5 万吨 

16 贵州 贵州西洋肥业有限公司 40 万吨 

17 贵州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 万吨 

18 河南 济源市丰田肥业有限公司 38 万吨 

19 山东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 

20 湖北 湖北东圣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0 万吨 

21 湖北 湖北中原磷化有限公司 30 万吨 

22 湖北 湖北瑞丰磷化有限公司 30 万吨 

23 湖北 宜昌西部化工有限公司 25 万吨 

24 河北 承德黎河肥业有限公司 25 万吨 

25 贵州 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 25 万吨 

26 甘肃 甘肃瓮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4 万吨 

27 云南 云南祥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 万吨 

28 四川 德阳昊华清平磷矿有限公司 20 万吨 

29 四川 四川省珙县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20 万吨 

30 陕西 陕西陕化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 万吨 

31 湖北 湖北丰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 万吨 

32 湖北 钟祥市春祥化工有限公司 20 万吨 

33 河南 灵宝市金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晨光化工分公司 20 万吨 

34 贵州 金正大诺泰尔化学有限公司 20 万吨 

35 湖北 湖北中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8 万吨 

36 云南 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5 万吨 

37 湖北 湖北科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5 万吨 

38 湖北 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20 万吨 

39 湖北 湖北大峪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5 万吨 

40 湖北 湖北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 万吨 

41 湖北 钟祥市大生化工有限公司 15 万吨 

42 河南 济源市万洋肥业有限公司 15 万吨 

43 安徽 安徽辉隆中成科技有限公司 15 万吨 

44 安徽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 万吨 

45 安徽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 15 万吨 

46 云南 云南鸿泰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2 万吨 

47 四川 施可丰四川雷波化工有限公司 10 万吨 

48 四川 四川省高宇化工有限公司 10 万吨 

49 山东 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 万吨 

50 湖北 湖北省黄麦岭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 万吨 

 合计产能  1960 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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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国内磷酸二铵主要生产企业统计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产能 单位 

1 云南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445 万吨 

2 贵州 贵州开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 万吨 

3 贵州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5 万吨 

4 湖北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0 万吨 

5 湖北 湖北大峪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10 万吨 

6 云南 云南祥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万吨 

7 湖北 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40 万吨 

8 安徽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9 湖北 湖北东圣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0 万吨 

10 广东 湛化股份有限公司 60 万吨 

11 甘肃 甘肃金昌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0 万吨 

12 湖北 湖北省黄麦岭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5 万吨 

13 山东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 

14 湖北 湖北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 

15 湖北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 

16 陕西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 万吨 

17  中国其他(磷酸二铵) 414 万吨 

 合计产能  2389 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风险提示 

化肥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农产品价格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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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化工行业周报：化工产品迎来史诗级上涨》 ——2021-02-26 

《氨纶行业研究报告：原料 BDO 支撑强劲，氨纶价格持续上涨》 ——2021-02-26 

《丁辛醇行业点评：PVC 手套-DOTP 大幅拉动需求，丁辛醇价格持续上涨》 ——2021-02-23 

《化工行业周报：EVA、MDI、化纤价格继续趋势性上涨》 ——2021-02-05 

《PVC 糊树脂行业研究报告：PVC 糊树脂价格超预期，需求拉动景气有望持续》 ——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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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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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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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司客户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我公司向

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我公司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发布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我公司可能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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