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
业
报
告│

行
业
专
题
研
究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建筑材料及新材料  

 
玻纤基本面更新及近期涨价蕴含的投资机会  

 

➢ 近期玻纤价格密集调涨，有一定周期景气反转特征 

3 月中旬，板材纱、制毡纱出现价格上涨。3月下旬，涨价涉及玻纤品种进

一步增加，直接纱、合股纱价格进一步上涨。中国巨石、泰山玻纤、长海股

份等主要企业相继发布调价函。目前玻纤价格已下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叠

加燃料价格高位运行，预计大部分玻纤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库存角度，3月

末库存 79.4万吨，环比-11.2 万吨，维持在历史高位但环比已有改善。近

期涨价具备起点低、同时伴随着库存明显下降，有一定周期景气反转特征。 

➢ 供给：23H2 以来供给增幅放缓，电子纱暂无新增产能安排 

24Q1 末行业在产产能 697 万吨/年,年同比+20.8 万吨/+3.1%，较 23 年末

+16.3万吨/+2.4%。24Q1新点火产能 27万吨。据卓创资讯，24Q2-4潜在新

增产能合计为 94万吨。目前冷修产能 82万吨（预计部分不再投产）。23H2

以来行业新增产能明显放缓，综合考虑当前盈利水平、部分企业资金压力

等因素，我们预计 24年有效产能增幅或低于两位数。其中，电子纱则暂无

24 年新增产线点火安排，预计企业新增资本开支动力及意愿偏弱。 

➢ 需求：看好短期需求环比改善，中长期需求保持成长 

国内净需求同比持续改善，出口销量小幅改善。24M1-2 国内玻纤净需求

96.0万吨，同比+18.4%。短期视角，受益建筑/风电等需求权重部门季节性

驱动，预计 Q2 需求环比持续改善。同时我们认为中期需求前景应保持乐

观，基于 1）风电装机高增，需求预计保持强度；2）新能源汽车需求高景

气驱动需求增长；3）光伏边框新应用或迈入产业化，我们测算 25 年玻纤

需求近 50万吨；3）覆铜板去库、涨价等或带动电子布/纱需求改善。 

➢ 投资建议：关注景气反转交易机会，关注中国巨石等 

玻纤企业整体处于盈利、估值相对底部区间，建议重视基本面改善前景及

中长期配置性价比。建议重点关注：中国巨石（龙头地位稳固，估值历史

底部区域，PB_lf处于近 5年 6.9%分位）；中材科技（隔膜业务收入延续高

增效益持续改善、叶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玻纤景气持续筑底，估值有优

势，PB_lf与中国巨石相若）；长海股份（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产能扩张降

低成本，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山东玻纤（国内二梯队玻纤供应商，产能扩

张驱动公司成本下降）。 

   
风险提示：玻纤新增产能投放超预期，新产能规划超预期，下游需求低于

预期（风电、光伏汽车、电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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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期玻纤价格密集调涨，有一定周期景气反转特征 

3月部分玻璃纤维纱价格调涨。3月中旬，板材纱、制毡纱出现价格上涨，板材

纱价格拉涨近 200 元回调至 3,400 元/吨及以上，部分企业提高制毡纱产品价格。3

月下旬，涨价涉及玻纤纱品种进一步增加，玻璃纤维直接纱、合股纱价格进一步上涨。

3 月 25 日前后主要玻纤制造企业发布主要玻纤纱产品调价函，代表企业包括中国巨

石（拟对直接纱提价 200-400 元/吨，丝饼纱提价 300-600元/吨）、山东玻纤（拟对

直接纱上调 300 元/吨－400 元/吨，合股纱上调 300 元/吨－500 元/吨）、长海股份

（拟对旗下不同品种的玻纤产品价格则上调 300元/吨－500元/吨）等。 

价格与盈利处于底部、库存处于历史高位且有积极变化，近期涨价具备周期景

气反转特征。截止 2024/04/19，国内主流产品 2400tex 缠绕直接纱价格 3,425 元/

吨，周环比+7.3%，月环比+11.7%，年同比-19.0%。2400tex 缠绕直接纱价格自 2022

年开始持续下跌，目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另一方面，近年来燃料等关键成本要素高

位运行，现阶段玻璃纤维生产企业利润微薄，甚至部分亏损幅度较大。据卓创资讯，

2400tex 无碱缠绕直接纱综合成本约在 4,000 元/吨上下，其中，生产成本多数厂在

3,200 元/吨左右。当前成交价格低于部分主流企业生产成本线，处于现金流亏损局

面。以平均综合成本来看，行业直接纱平均净亏损近 600元/吨。我们预计合股纱产

品亦有类似特征。库存角度看，3 月末玻纤行业库存 79.4 万吨，库存水平仍然处于

历史高水平位置，但环比已有较好改善，月环比-11.2 万吨，年同比-0.6万吨。出口

自 2023/10 以来呈现边际改善趋势，2 月玻纤粗纱净出口 5.6 万吨，月环比-13.0%，

年同比-7.1%。在行业整体亏损面较大、生产企业库存处于历史高水平位置，近期涨

价具备起点低、同时伴随着库存明显下降，有一定周期景气反转特征。 

 

图表1：近年 2400tex 缠绕直接纱价格 

 
图表2：近年电子布价格 

  
注：数据截止 2024/04/19；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止 2024/04/18；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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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给：23H2 以来供给增幅放缓，电子纱暂无新增产能安排 

预计 24年玻纤产能增长幅度或在个位数水平。经历 20h2至 21年玻璃纤维超级

景气周期后，22年行业新增产能较多（22年及 23h1分别净新增 42.2、34.0万吨）。

23h2以来在产产能净新增节奏有明显放缓。24Q1末行业在产产能 696.8万吨/年,年

同比+20.8万吨/+3.1%，较 23年末+16.3万吨/+2.4%。24M1-3行业新点火产能 27万

吨（山东玻纤 15万吨、内蒙古天皓 12万吨），冷修 11 万吨（山东玻纤 6万吨、泰山

玻纤 5 万吨）。根据卓创资讯数据，预计 24M4-12 潜在新增产能合计约 94 万吨，包

括邢台金牛 15万吨、长海股份 15万吨、山东玻纤 15 万吨、中国巨石 10万吨、泰山

玻纤 15万吨、内蒙古天皓 24万吨。此外，目前正在进行冷修的产能规模约为 82万

吨（其中部分预计不再投产）。综合考虑当前盈利水平、部分主体资金压力等因素，

我们预计 24 年实际新点火产线或明显少于统计归总数据。若考虑点火时间影响等，

预计 24年有效产能增幅或低于两位数。 

 

图表3：近年行业在产产能变化 

 
图表4：近年玻纤净新增产能变化 

  
注：数据截止 2024/03 末；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止 2024/03 末；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5：24 年以来新点火/冷修/复产玻纤产线情况 

动态 企业名称 基地 生产线 时间 产品 年产能（万吨） 

新点火 山东玻纤 沂水 6 线 2024 年 1 月 16 日点火 超高模 3 

      7 线 2024 年 1 月 16 日点火 高模量 12 

 内蒙古天皓 呼市 1 线 2024 年 3 月 26 日点火 无碱粗纱 12 

冷修 山东玻纤 沂水 4 线 2024 年 1 月底 无碱粗纱 6 

 泰山玻纤 邹城 5 线 2024 年 1 月底 电子纱 5 

新增产能         16 
 

注：数据截止 2024/03 末；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6：在建/拟建及存冷修复产预期的产线梳理 

状态 企业名称 基地 生产线 
年产能

（万吨） 
产品结构 最新动态 

在建及拟建 邢台金牛 邢台 5 线 15 无碱玻纤粗纱 已在建设，计划 24 年 7 月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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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海股份 常州 4 线 15 合股类 
在建，工期比较长，预计 24Q1 点火，

截止统计日未点火 

 山东玻纤 沂水 8 线 15 ECER 玻纤 
新线点火后再技改，计划 24 年点火，

截止统计日未点火 

 中国巨石 淮安 1 线 10 
高性能无碱粗

纱 

初步动工，预计 24 年 3 月点火，截止

统计日未点火 
 泰山玻纤 山西 1 线 15 无碱粗纱 一期 15 万吨已动工，预计 24H1 投产 

 内蒙古天皓 呼和浩特 二期 12*2 无碱粗纱 
2023 年 10 月 11 日开工建设，预计 24

年 8 月建成投产 

合计产能    94   

冷修复产 邢台金牛 邢台 2 线 3 无碱粗纱 2023 年 8 月底冷修 

 山东九鼎新材

料 
莘县  1 线  7 无碱粗纱 2023 年 6 月 9 日冷修 

 中材庞贝捷金

晶玻纤 
淄博 2 线 4 无碱粗纱 2016 年 4 月 10 日冷修 

 中国巨石 桐乡 1 线 6 无碱粗纱 
2021 年 9 月 20 日冷修，计划技改成

12 万吨 
 中国巨石 桐乡 2 线 12 无碱粗纱 2022 年 9 月下旬冷修 

 巨石攀登电子

基材 
桐乡 1 线 1.5 电子纱 - 

 巨石攀登电子

基材 
桐乡 2 线 3 电子纱 2022 年 7 月底冷修 

 必成玻纤（昆

山） 
昆山 3 线 3.8 电子纱 2022 年 4 月 30 日冷修 

 江西大华玻纤 奉新 1 线 3 中碱织布纱 
2016 年 11 月冷修，计划技改为 6 万吨

无碱池窑 
 重庆国际复材 长寿 F10 12 无碱粗纱 2023 年 8 月底冷修 

 重庆国际复材 庹家坳 F09 4.5 无碱粗纱 
2019 年冷修，据了解，该线地皮已出

售 
 山东玻纤 沂水 4 线 6 无碱粗纱 2024 年 1 月 31 日冷修 
 泰山玻纤 邹城 5 线 5 电子纱 2024 年 1 月底冷修 
 内江华原 威远 7 线 5 无碱粗纱 2023 年 11 月 7 日冷修 
 重庆国际复材 大渡口 F03 6.5 无碱粗纱 2023 年 11 月 15 日冷修 

合计产能    82.3   
 

注：数据截止 2024/03 末；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电子纱暂无明确新投产能安排，预计企业新增资本开支能力及意愿偏弱。截止

2024 年 3 月末，电子纱在产产能 94.1 万吨，泰山玻纤邹城基地年产能 5 万吨产线、

四川玻纤德阳基地年产能 3 万吨产线分别于 1 月底、3 月底放水冷修。据卓创资讯，

2022年建滔化工、中国巨石分别于 1月、6月点火一条年产 6万吨、10万吨生产线。

2023年台嘉成都 1线一条年产能 3万吨的产线于 2月底复产，2024年行业暂无明确

的新增电子纱产线点火计划。同时我们预计二线电子纱企业盈利持续承压背景下新

增资本开支动力及能力或延续偏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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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近年电子纱在产产能 

 
注：数据截止 2024/03 末；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8：21 年以来新点火/复产/冷修电子纱产线情况 

年份 企业名称 基地 生产线 时间 状态 年产能 

2021 中国巨石 桐乡 智能电子纱 2 线 2021 年 4 月 投产 6 

  泰山玻纤 邹城 6 线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点火 6 

2022 建滔化工 清远 6 线 2022 年 1 月上旬 点火 6 
 泰山玻纤 邹城 1 线 2022 年 1 月 30 日前后 停产 1.5 
 必成（昆山） 昆山 3 线 2022 年 4 月 30 日 冷修 3.8 
 中国巨石 桐乡 智能电子线 3 线 2022 年 6 月 18 日 点火 10 

 巨石攀登电子基材

有限公司 
桐乡 2 线 2022 年 7 月底 冷修 3 

  台嘉成都 成都 1 线 2022 年 10 月 停产 3 

2023 台嘉成都 成都 1 线 2023 年 2 月底 复产 3 

2024 泰山玻纤 邹城 5 线 2024 年 1 月底 冷修 5 

 四川玻纤 德阳 1 线 2024 年 3 月 31 日 冷修 3 
 

注：产能单位均为万吨；数据截止 2024/03 末；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9：目前冷修电子纱产线情况 

企业名称 基地 生产线 时间 状态 年产能 产品结构 

巨石攀登电子基材 桐乡 1 线 - 冷修 1.5 电子纱 

巨石攀登电子基材 桐乡 2 线 2022 年 7 月底 冷修 3 电子纱 

必成（昆山） 昆山 3 线 2022 年 4 月 30 日 冷修 3.8 电子纱 

泰山玻纤 邹城 5 线 2024 年 1 月底 冷修 5 电子纱 

四川玻纤 德阳 1 线 2024 年 3 月 31 日 冷修 3 电子纱 
 

注：产能单位均为万吨；数据截止 2024/03 末；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3. 需求：看好短期需求环比改善，中长期需求保持成长 

国内净需求同比持续改善，出口销量小幅改善、均价延续承压。我们构建国内净

需求指标观察玻纤国内需求，24M1-2国内玻纤净需求 96.0万吨，同比+18.4%。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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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2月国内玻纤净需求 46.1万吨，环比-7.7%（春节因素影响），同比+7.6%。24

年以来国内净需求同比持续改善，24M1/M2 同比分别+30.5%/7.6%。出口角度，销量

小幅改善，均价延续承压，24M1-2 粗纱出口 12.0 万吨，同比+1.1%；均价 641.2 美

元/吨，同比-17.3%。 

 

图表10：近年玻纤行业库存变化 

 
图表11：近年玻纤国内净需求变化 

  
注：数据截止 2024/03；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止 2024/02；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12：近年粗纱当月出口量 

 
图表13：近年粗纱当月出口均价 

  
注：数据截止 2024/03；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止 2024/02；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全球玻纤主要应用领域集中在基建和建筑材料、交通运输、电子电气、工业设备、

能源环保，占比分别为 35%、29%、14%、12%、10%。我国玻纤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建

筑材料、交通运输、电子电气、风电、工业设备等领域，占比分别为 34%、16%、21%、

14%、15%。下游应用领域中，建筑建材与工业设备偏周期，汽车轻量化、5G、风电、

光伏等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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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2023 年全球玻纤需求结构 

 
图表15：2023 年中国玻纤需求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巨石公告，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巨石公告，国联证券研究所 

 

短期视角，建筑、风电等重要领域或驱动玻璃纤维需求环比持续改善。短期看，

建筑建材、风电需求有较强的季节性波动，一般 Q2需求景气度高于 Q1，我们预计 Q2

需求环比持续改善。 

同时我们认为玻璃纤维中期需求前景应保持乐观，主要考虑到： 

1）风电装机延续高增，需求预计保持强度。23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量 75.9GW，

同比+101.7%，24M1-2新增装机 9.9GW，同比+69.3%。从招标角度看，23年全国风电

设备公开招标量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同比小幅下降，维持在高水平。23 年风电公开

招标量 86.3GW，同比-12.4%，预计 24年需求保持强度。 

 

图表16：近年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及增速 

 
图表17：近年全国风电设备公开招标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金风科技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2）新能源汽车高景气等驱动汽车领域玻纤需求保持较好增长态势。汽车轻量化

发展为长期趋势，是节省油耗、降低排放的重要途径。新能源汽车有更强减重需求，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销量延续快速增长（24M1-2 新能源汽车销量 120.7 万

辆，同比+29.4%），，预计汽车领域玻纤需求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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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近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及增速 

 
注：数据截止 2024/02 末； 

资料来源：中汽协，国联证券研究所 

 

3）光伏边框新应用或迈入产业化，测算 25 年或产生近 50 万吨玻纤需求增量。

光伏边框是组件的重要辅材之一，主要用于保护光伏玻璃边缘、加强组件密封性能、

提高组件机械强度，对组件寿命有重要影响。目前铝合金边框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

渗透率 95%以上，玻纤作为边框材料的渗透率几乎可忽略不计。近年来玻纤作为光伏

边框材料的驱动力在于：1）光伏边框降本诉求：以目前通用的铝边框尺寸及重量来

看，光伏边框占光伏组件成本 13%左右，是成本占比最高的辅材。铝锭价格持续上涨

背景下，玻纤是具备更高性价比的替代材料。2）玻纤材料应用在海上光伏电站场景

的优势明显。铝合金边框中铝是活泼金属，抵抗盐雾腐蚀能力较弱，传统铝边框较难

保证使用寿命，而玻纤材料无电偶腐蚀性，是海上光伏电站的重要技术解决方案之一。

2023 年 4 月《光伏组件用玻纤增强复合材料边框》团体标准启动会顺利召开，振石

集团华智研究院拿下全球首张光伏组件用复合材料边框证书，玻纤边框产业化或迈

入新阶段。1GW 光伏装机量约对应 3,225 吨玻纤需求，假设 2025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

机 500GW，玻纤边框渗透率 30%，对应玻纤需求 48.4万吨，占 23年末玻纤在产产能

的 7.1%。 

 

图表19：20 年以来铝锭市场价格变化（元/吨） 

 
图表20：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及预测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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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覆铜板去库、涨价等或带动电子布/纱需求景气改善。电子布下游主要为覆铜

板，进一步用于制作印刷电路板（PCB），PCB应用规模最大领域为手机，其次为计算

机（22年占比为 19.5%、15.6%）。23Q4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7,363万部，同比+1.1%；

平板电脑出货量 817万部，同比-5.7%，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回正。价格角度，23Q3

覆铜板价格开始触底回升，24年小幅回落，2月出口价格 6.4美元/千克，同比-10.3%。

近期铜价上行，覆铜板开启涨价潮，头部企业建滔积层板板料价格全面调涨，或带动

行业整体调价，截止 3月底覆铜板价格已上涨 10元/张。覆铜板企业自 23Q3开始去

库，我们预计 24Q1库存进一步优化，考虑铜价持续上涨并驱动覆铜板价格持续上涨

等，支撑 PCB企业较好的补库存需求，覆铜板需求景气度或持续改善，有望带动电子

纱/布需求上行。 

 

图表21：20Q3 年以来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及增速 

 
图表22：20Q3 以来中国平板电脑出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IDC、Canalys，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DC、Canalys，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23：20 年初以来覆铜板出口价格及增速 

 
图表24：20 年初以来覆铜板企业库存周转天数（天） 

  
资料来源：wind，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国联证券研究所 

 

 

4. 投资建议：关注景气反转交易机会，关注中国巨石等 

近期玻纤涨价具备周期反转特征，供需关系或持续修复。目前玻纤行业价格、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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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均处于此轮周期的底部位置、库存处于历史高位且 3 月环比较大幅度降库，我们

认为近期玻纤涨价具备一定周期景气反转特征。供给侧，23H2 以来行业新增产能明

显放缓，综合考虑当前盈利水平、部分企业资金压力等因素，我们预计 24年有效产

能增幅或低于两位数。电子纱则暂无 24年新增产线点火安排，预计企业新增资本开

支能力及意愿偏弱。需求侧，24M1-2 国内净需求同比持续改善，出口量小幅增长。

受益建筑/风电等需求权重部门季节特征驱动，短期看我们预计玻纤需求环比持续改

善确定性较好，或驱动供需关系呈持续修复态势，中长期我们对玻纤需求保持较快增

长保持乐观。 

 

图表25：主要玻纤企业业绩情况 

收入（亿元） 23Q1 YOY 23Q2 YOY 23Q3 YOY 23Q4 YOY 2023 YOY 

中国巨石 36.7  -28.5% 41.6  -38.6% 36.0  -14.2% 34.5  -15.6% 148.8  -26.3% 

中材科技 42.6  -8.7% 81.2  19.9% 58.5  -8.2% 76.6  -4.3% 258.9  0.3% 

山东玻纤 6.3  -24.6% 5.4  -29.7% 5.0  -11.4%      

长海股份 6.0  -20.0% 7.0  -10.1% 6.8  -10.4% 6.2  -14.1% 26.1  -13.6% 

宏和科技 1.2  -30.9% 1.7  2.3% 2.1  72.8%      

国际复材         17.7  -11.2%         

归母净利（亿元） 23Q1 YOY 23Q2 YOY 23Q3 YOY 23Q4 YOY 2023 YOY 

中国巨石 9.2  -49.8% 11.4  -51.8% 6.1  -53.4% 3.7  -66.1% 30.4  -53.9% 

中材科技 4.2  -43.0% 9.7  -15.5% 3.2  -43.5% 5.2  -54.3% 22.2  -37.8% 

山东玻纤 0.9  -51.4% 0.3  -82.2% -0.1  -113.2%      

长海股份 0.8  -64.3% 1.3  -35.5% 0.8  -55.6% 0.1  -96.2% 3.0  -63.8% 

宏和科技 0.0  -124.1% -0.2  -192.8% -0.2  -389.9%      

国际复材         1.1  -58.1%         

扣非归母净利（亿

元） 
23Q1 YOY 23Q2 YOY 23Q3 YOY 23Q4 YOY 2023 YOY 

中国巨石 4.9  -65.7% 7.8  -44.1% 3.5  -53.8% 2.7  -64.9% 19.0  -56.6% 

中材科技 3.7  -38.6% 8.8  35.9% 2.5  -36.7% 4.7  -16.4% 19.6  -10.7% 

山东玻纤 0.1  -91.8% 0.0  -99.5% -0.4  -162.1%      

长海股份 0.7  -60.0% 1.2  -35.9% 0.7  -53.1% 0.2  -81.3% 2.8  -53.7% 

宏和科技 -0.1  -168.3% -0.2  -234.9% -0.3  -4979.5%      

国际复材         0.9  -63.2%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玻纤企业整体处于盈利、估值相对底部区间，中长期配置具备较高性价比，建议

关注中国巨石、中材科技、长海股份、山东玻纤。中国巨石、中材科技、山东玻纤、

长海股份、宏和科技 PB_LF 处于近 5 年 9.6%、7.9%、6.3%、8.1%、6.8%分位。结合

企业基本面积极变化前景及估值水平，建议重点关注：中国巨石（玻纤龙头地位稳固，

行业景气持续筑底，估值历史底部区域，PB_lf处于近 5年 9.6%分位）；中材科技（隔

膜业务收入延续高增效益持续改善、叶片业务盈利能力持续改善、玻纤业务景气持续

筑底，估值有优势，PB_lf 与中国巨石相若）；长海股份（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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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报告│行业专题研究 

扩张降低成本，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山东玻纤（国内二梯队玻纤供应商，产能扩张

驱动公司成本下降）。 

 

图表26：主要玻纤企业盈利预测及估值情况 

      年度盈利及预测   年度盈利及预测 yoy PE   PB_lf 

代码 公司简称 市值 2022A 2023A/E 2024E 2022A 2023 A/E 2024E 2023 A/E 2024E   

600176.SH 中国巨石 482  66.1  30.4  28.0  9.6% -53.9% -8.2% 15.8  17.3  1.7  

002080.SZ 中材科技 290  35.1  22.2  25.6  4.1% -36.7% 14.9% 13.0  11.3  1.6  

605006.SH 山东玻纤 34  5.4  1.1  1.0  -1.9% -78.8% -16.2% 29.8  35.6  1.3  

300196.SZ 长海股份 41  8.2  3.0  4.1  42.8% -63.8% 39.1% 13.7  9.9  0.9  

603256.SH 宏和科技 54  0.5  -0.6  0.3  -57.9% n/a n/a n/a 208.1  3.7  
 

注：股价截止 2024/04/19；市值、盈利预测单位为亿元；23年数据中国巨石、中材科技、长海股份为实际披露数据，其余为 wind 一致预测；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27：中国巨石近年 PE_TTM 估值情况 

 
图表28：中国巨石近年 PB_LF 估值情况 

  
注：数据截止 2024/04/19；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止 2024/04/19；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玻纤新增产能投放超预期，新产能规划超预期，下游需求低于预期（风电、光伏

汽车、电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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