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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尼龙行业概况：尼龙是所有聚酰胺材料的总称，经过多年的发展，

尼龙系列的品种不断增多。不同尼龙品在性能上各有差异，其应用

领域也有所区别。由于尼龙材料具有丰富的品种和优异的综合性

能，其应用范围遍布服装领域、日用品制造、汽车运输领域、电子

电气等领域。目前各尼龙产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 PA6 和 PA66，

其他的尼龙产品被称为特种尼龙。 

⚫ 我国尼龙产业发展政策：尼龙市场前景广阔，也是我国高端制造业

的发展基础。我国对尼龙以及尼龙所属的化工新材料以支持、鼓励

发展为主。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产业政策，支持我国尼龙

行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支持尼龙产业做大做强向高端产品迈进。 

⚫ 尼龙 6 产业发展现状：受益于聚合技术的进步以及原材料己内酰胺

供应瓶颈的打破，我国尼龙 6 的生产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尼龙 6 消费国与生产基地。我国尼龙 6 的生产主

要集中于浙江、江苏和福建省等东部沿海省份，行业总体较为分散。

未来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行业集中度有望继续提升。受益于尼龙

6 产品类型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全球尼龙 6 的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未来工程塑料、BOPA 薄膜等非纤维领域有望成为尼龙 6 需求

的主要增长动力。 

⚫ 尼龙 66 产业发展现状：尼龙 66 的综合性能优于尼龙 6，下游应用

广泛。在工程塑料领域，随着我国汽车产销量的增长以及汽车轻量

化、新能源占比提升等趋势推动，尼龙 66 工程塑料具有较好的需

求前景。在民用领域，尼龙 66 纤维正在部分领域逐步替代其他纤

维材料，成为推动尼龙 66 需求增长的另一动力。过去由于关键原

料己二腈受制于人，我国尼龙 66 产业的发展较为缓慢。未来随着

我国国产己二腈的不断突破，尼龙 66 行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 河南省尼龙产业发展现状：河南省高度重视以尼龙新材料为代表的

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加大对尼龙产业的扶持力

度，明确产业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河南省的尼龙产业起步较早，具

有较好的发展基础。目前河南省尼龙产业已形成较完备的产业链，

规模与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形成了平顶山尼龙城、鹤壁尼龙小镇以

及驻马店尼龙薄膜产业等产业优势集群，拥有神马股份、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中维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等优质企业。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加剧；下游需求不及预期；技术及市场突破进度不及预期；

国家产业政策变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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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龙产业链简介 

1.1. 尼龙产品简介 

尼龙（Nylon）化学名为聚酰胺，英文名为 Polyamide（简称 PA），是一种基于脂肪族或半

芳香族聚酰胺化合物合成的热塑性丝状材料。1935 年，著名化学家卡罗瑟斯博士及其科研团队

在杜邦公司的实验室中首次合成出聚酰胺 66，并于 1939 年实现工业化，商品起名 nylon（中文

音译尼龙）, 成为全世界最早合成和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合成纤维。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为取代

金属满足下游工业品轻量化、低成本的需求，工业界逐步开发各类尼龙注塑制品，尼龙逐渐成

为所有聚酰胺的总称。我国的尼龙工业诞生在锦西化工厂，因此锦纶成为了聚酰胺类合成纤维

的名称。 

经过多年的发展，尼龙系列的品种不断增多。目前商业化的尼龙品种主要包括 PA6、PA66，

以及 PA11、PA12、PA610、PA612、PA1010、PA46 等。由于化学结构的区别，不同尼龙品在

性能上各有差异，其应用领域也有所区别。比如，PA6 具有较强的耐磨性、自润滑性和耐溶剂

性，广泛用于各类纤维制品及电子电缆等领域；PA66 具有优良的耐磨性和自润滑性，机械强度

较高，广泛用于机械、汽车领域；PA12 由于耐低温、耐油、耐腐蚀、耐摩擦损耗，吸湿率低等

特性，适用于汽车系统管道、化工石油管道、液压传动系统以及精密器件。各尼龙产品中，占

主导地位的是 PA6 和 PA66，其他的尼龙产品被称为特种尼龙。 

表 1：尼龙产品功能及应用介绍 

材料 功能特点 主要应用领域 

PA6 
强度高、较为柔软，熔点低，具有良好的耐磨

性、自润滑性和耐溶剂性，耐疲劳性好 

用作纤维制品，如服装、面料、箱包、轮胎帘子布、传

送带、运输带、渔网、地毯等制造；用作电子器件、汽

车、铁路等工程塑料制品或食品、药品包装等薄膜制品 

PA66 

 

自自润性、耐摩擦性好，弹性好、耐疲劳性好，

耐腐蚀性能佳，硬度、刚性最高，韧性最低 

用作纤维制品，如轮胎帘子布、帆布、传输带等；用作

各种机械和电器零件，其中包括轴承、齿轮、滑轮泵叶

轮、叶片、高压密封圈、垫、阀座等 

PA610 

相对密度较小，吸水性低于尼龙 66和尼龙 6，

尺寸稳定性好，成型加工容易。机械强度近于

尼龙 66跟尼龙 6。能耐强碱，比尼龙 66和尼

龙 6 更耐普通弱酸，但易溶于甲酸 

用于制造机械、交通业的零部件，电子工业中的绝缘材

料、仪表壳体 

PA11 

具有吸水率低、耐油性好、耐低温、易加工具

有、质量轻、耐腐蚀、不易疲劳开裂、密封性

好、阻力小等优点 

用于制作汽车输油管、刹车管、枪托、握把、扳机护圈、

降落伞盖、海底光缆、电缆的保护材料等 

PA12 

吸水率低，尺寸稳定性好、相对密度小，耐低

温性优良、熔点低，柔软性、化学稳定性、耐

油性、耐磨性均较好 

用用于水量表和其他商业设备、光纤、电缆套、机械凸

轮、汽车、滑动机构以及轴承等，还可用于汽车燃油输

送管、汽车制动刹车管、空调管、空压设备软管、工业

用高压液压管、管快速接头等 

资料来源：聚合顺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研究所 

 



第5页 / 共23页 

 

基础化工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1.2. 尼龙产业链基本情况 

尼龙产业链以石化或焦化产业的苯为源头，与丁二烯、丙烯多种原料通过多个工艺环节逐

步聚合而来。其中尼龙 6 以己内酰胺为主要原料，尼龙 66 则以己二酸与己二胺为直接原料。 

尼龙 6 的化学名为聚己内酰胺。生产工艺上，尼龙 6 主要有苯酚法和环己酮氧化法等工艺

生产环己酮，再经过肟化等工艺生成己内酰胺，再由己内酰胺合成尼龙 6 切片。己内酰胺是尼

龙 6 的核心原材料，过去我国己内酰胺大量依赖进口，制约了我国尼龙 6 产业的发展。随着工

艺技术的逐步突破，近年来我国己内酰胺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己内酰胺生产

国，推动了尼龙 6 产业的快速发展。 

尼龙 66 化学名为聚己二酰己二胺，由己二酸与己二胺两种化学单体聚合而来。在生产中

需要把己二酸和己二胺混合先制成尼龙 66 盐，再进行缩聚反应，得到尼龙 66。己二酸主要采

用纯苯为原料进行生产，生产工艺成熟；己二胺主要采用己二腈作为原料进行生产，由于己二

腈生产技术壁垒较高，供给垄断在少数外资企业手中。己二腈供应的瓶颈长期以来制约了我国

尼龙 66 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己二腈国产化进程正逐步推进，随着己二腈国产化的突破和供

应瓶颈的打破，未来尼龙 66 产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图 1：尼龙产业链介绍 

 

资料来源：神马股份公告，中原证券研究所 

1.3. 尼龙材料下游应用 

由于尼龙材料具有丰富的品种和优异的综合性能，其应用范围遍布服装领域、日用品制造、

汽车运输领域、电子电气等领域。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尼龙纤维因其高强度、耐磨性和柔软

性而备受青睐，常被用于制造袜子、内衣、运动装备和户外服装等。在工业领域，尼龙材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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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强度和耐磨性，常用于制造轴承、齿轮、垫片、密封件、输送带等机械零件。在汽车和航

空航天行业，尼龙因其轻量化、耐热性和耐腐蚀性，被用于制造发动机零件、电气连接器、管

道系统和车身组件等。此外，尼龙在电子和电气设备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如插座、连接器、

开关和绝缘材料等。在医疗领域，尼龙材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手术缝合线、人工血管和输

液管等。 

图 2：尼龙产品应用领域 

 

资料来源：聚合顺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研究所 

PA6 和 PA66 是应用最广泛的两种尼龙材料，两者消费量约占尼龙总消费量的 90%。两种

材料均具有较高的机械、较好的耐磨性、耐化学性、耐热性、自润滑性，因此在机械、电气、

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化学工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由于两种材料的性能差异，使得两

种材料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各有优势，其应用有所区别。其中尼龙 6 主要用做尼龙纤维和工程塑

料，尼龙 66 主要用做工程树脂及工业用丝。尼龙 66 由于具有比尼龙 6 更高的熔点和更好的机

械性能，在汽车工业、仪器壳体以及其他需要抗冲击性和高强度要求的产品，如船用螺旋桨、

齿轮、滑轮等领域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尼龙 6 凭借轻质、耐磨、耐用、高弹性等特点，以及相

比尼龙 66 更好的柔软性和吸湿性，在服装面料、箱包、轮胎帘子布、传送带、绳缆等产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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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广泛应用。 

尼龙 6 与尼龙 66 主要以纤维和工程塑料两种形态的产品，此外有少量薄膜材料等。2023

年，我国尼龙 6 的下游应用中，占比最大的是民用长丝，约占尼龙 6 总需求的 61%，其次为工

程塑料，占尼龙 6 需求的 12%，此外为工业丝、BOPA 以及短纤等领域，分别占总需求的 8%、

7%和 5%。 

尼龙 66 方面，2023 年的下游应用中，工程塑料是尼龙 66 用量最大的下游应用形态，占

整个尼龙 66 下游需求 57%。尼龙 66 纤维包括工业丝和民用丝，其中工业丝应用占比为 29%，

民用丝为 10%，此外还包括少量的短纤和薄膜。 

图 3：2023 年我国尼龙 6 应用领域格局  图 4：2023 年我国尼龙 66 应用领域格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2. 我国尼龙新材料产业政策 

尼龙是重要的高分子材料，尼龙工程塑料也是五大工程塑料之手。由于尼龙材料具有耐热、

耐磨、耐腐蚀等优异的综合性能，市场前景广阔，也是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基础。我国对尼

龙以及尼龙所属的化工新材料以支持、鼓励发展为主。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产业政策，

支持我国尼龙行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支持尼龙产业做大做强向高端产品迈进。如在《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长碳链尼龙、耐高温尼龙等新型聚酰胺开发与生产”被列

为“鼓励类”。 

近年以来，我国政府多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为尼龙材料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政策环境，有助于促进行业健康、稳定和有序发展，提升行业整体生产服务、规模化和集约化

水平，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表 2：我国尼龙及化工新材料主要政策文件 

发文时间 发文部门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2015年 国务院 
《中国制造

2025》 

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重点，引导社

会各类资源集聚，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以特种金属功能材料、

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先进复合材

料为发展重点，高度关注颠覆性新材料对传统材料的影响。加快基础材料

升级换代。 

61%
12%

8%

7%

5%

2%
2%

3%

民用丝 工程塑料 工业丝 BOPA 短纤 单丝 综丝 其他

57%29%

10%

4%

工程塑料 工业丝 民用丝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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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国务院 

《“十三五”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 

促进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突破发展，引领中国制造新跨越。提高新材料

基础支撑能力，加强新材料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新材料应用水平，推进新

材料融入高端制造供应链。面向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电力电子、新能源

汽车等产业发展需求，扩大高强轻合金、高性能纤维、特种合金、先进无

机非金属材料、高品质特殊钢、新型显示材料、动力电池材料、绿色印刷

材料等规模化应用范围，逐步进入全球高端制造业采购体系。 

2016年 工信部 

《石化和化学工

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提升工程塑料工业技术，加快开发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特种橡胶、

石墨烯等高端产品，加强应用研究。将发展化工新材料列入主要任务及重

大工程，在工程塑料领域提出：提升聚芳醚酮/腈、PCT/PBT 树脂、聚苯

硫醚、工程尼龙、聚酰亚胺等生产技术，加快开发长碳链尼龙、耐高温尼

龙、非结晶型共聚酯（PETG）、高性能聚甲醛改性产品等。丁二烯直接氢

氰化合成己二腈技术列为技术创新重点领域及方向的重大关键核心技术。 

2016年 

工信部、

国家发改

委 

《化纤工业“十

三五”发展指导

意见》 

着力提高常规化纤多种改性技术和新产品研发水平，重点改善涤纶、锦纶、

再生纤维素纤维等常规纤维的阻燃、抗菌、耐化学品、抗紫外等性能，提

高功能性、差别化纤维品种比重；加快发展定制性产品，满足市场差异化、

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提升与突破高性能纤维重点品种关键生产和应用技

术，进一步提高纤维的性能指标，拓展高性能纤维在航空航天装备、海洋

工程、先进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和电力等领域的应用。 

2017年 
国家发改

委 

《战略性新兴产

业重点产品和服

务指导目录》

（2016 版） 

新型工程塑料与塑料合金，新型特种工程塑料，新型氟塑料，液晶聚合物，

高性能热塑性树脂，阻燃改性塑料，ABS 及其改性制品，HIPS 及其改性

材料，不饱和聚酯树脂专用料，汽车轻量化热塑性复合材料。新型聚氨酯

材料。高性能环氧树脂，聚双马来酰亚胺树脂，聚酰亚胺树脂，聚异氰酸

醋树脂，酚醛树脂。 

2017年 
国家发改

委 

《新材料关键技

术产业化实施方

案》 

重点发展土工建筑纺织材料，高端医卫非织造材料及制品，高性能安全防

护纺织材料，高温过滤纺织材料产品等高端产业用纺织材料。 

2017年 工信部 

《产业用纺织品

行业“十三五”

发展指导意见》 

提出“十三五”期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保持快速平稳增长，产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质量效益显著提高，部分领域应用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

推进纺织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2019年 
国家发改

委 

《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2019 

年版） 

将 5 万吨/年及以上丁二烯法己二腈、己二胺，尼龙 66 盐，聚酰胺（尼

龙）及其改性材料的生产等列为鼓励类产业。 

2019年 
国家发改

委 

《产业结构调整

目录（2019 年

本）》 

将“高超细旦聚酯纤维染色性、高洗涤牢度、高染着率、高光牢度和低沾

污性（尼龙、氨纶）、高耐碱性、低毒低害环保型、小浴比染色用的分散

染料，聚酰胺纤维、羊毛和皮革染色用高耐洗、高氯漂、高匀染、高遮盖

力的酸性染料，高色牢度、功能性还原染料；高吸水性树脂、导电性树脂

和可降解聚合物的开发与生产，长碳链尼龙、耐高温尼龙等新型聚酰胺开

发与生产”列为鼓励类项目。 

2019年 
国家发改

委 

《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2019 

年版） 

将 5 万吨/年及以上丁二烯法己二腈、己二胺，尼龙 66 盐，聚酰胺（尼

龙）及其改性材料的生产等列为鼓励类产业。 

2021年 

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 

《石油和化学工

业“十四五”发

展指南》 

重点突破国产 T300 级、T700 级碳纤维的低成本、稳定化、规模化 生 产 

技 术 ， 提 升 聚 甲 醛 、PET/PBT 树脂、聚苯硫醚、尼龙等工程塑料

的产品质量；己二腈被列为化工新材料方面需要加快发展的工程塑料关键

配套单体。 

资料来源：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等政府及协会网站，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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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尼龙产业发展现状 

3.1. 尼龙 6 产业发展现状 

3.1.1. 我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尼龙 6 生产基地，行业集中度仍有提升空间 

我国尼龙产业起步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目前国内尼龙 6 生产技术

相对成熟，且原材料己内酰胺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由于具有经济增速较快、下游市场广阔、生

产成本较低等优势，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成为尼龙 6 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目前我国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尼龙 6 消费国与生产基地，我国尼龙 6 产量在全球市场份额中的占比超过一

半，亚洲地区的产量市场份额合计超过七成，其次为欧洲和美洲地区。 

图 5：尼龙 6 全球市场份额情况 

 

资料来源：海阳科技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研究所 

近年来，受益于聚合技术的进步以及原材料己内酰胺供应瓶颈的打破，叠加国内需求的旺

盛，我国尼龙 6 的生产迎来了快速发展。一方面企业生产走向规模化、低消耗、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行业产能产量快速增长，国内尼龙 6 切片产品进口依赖度不断降低，替代进口趋势

明显。根据卓创资讯数据，2014 年-2023 年，我国尼龙 6 产量自 191.3 万吨增长到 481.6 万吨，

年复合增长率 10.80%。在产量快速增长的推动下，我国尼龙 6 的对外依存度逐步下降。

2014-2023 年，尼龙 6 的进口依赖度自 22.3%下降至 4.88%。 

图 6：2014-2023 年我国尼龙 6 产量  图 7：2014-2023 年我国尼龙 6 进口依赖度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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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尼龙 6 的竞争格局来看，目前我国尼龙 6 的生产企业较多，行业集中度总体较为分散。

根据卓创资讯数据，我国尼龙 6 的主要生产企业 44 家，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和福建省等东

部沿海省份，三省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 66.5%。我国主要的尼龙 6 生产企业包括福建恒申、浙

江聚合顺、浙江恒逸、鲁西化工、江苏海阳科技等，规模均在 30 万吨以上。 

图 8：我国尼龙 6 产能分布  图 9：我国尼龙 6 企业生产格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从公司产能分布来看，我国 PA6 切片的产能集中度较低，前五大企业产能约占全国总产

能的 37.5%，前十大企业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 57.0%。近年来，随着行业内中小企业和落后产

能的淘汰退出，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未来随着行业生产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生产装置趋向规

模化、自动化和节能化，企业规模化效益将逐渐显现，从而推动尼龙 6 行业集中度的继续提升。 

表 3：我国尼龙 6 主要生产企业 

公司 省份 制备方法 产能 

聚合顺 浙江、山东、湖南 常压连续聚合法 63.5万吨 

福建恒申 福建 常压连续聚合法 60万吨 

浙江恒逸 浙江 常压连续聚合法 51.1万吨 

鲁西化工 山东 常压连续聚合法 40.5万吨 

海阳科技 江苏 常压连续聚合法 35万吨 

江苏弘盛 江苏 常压连续聚合法 35万吨 

福建锦江 福建 常压连续聚合法 33万吨 

长安高分子 陕西 常压连续聚合法 22.5万吨 

新会美达 广东 常压连续聚合法 20万吨 

华鲁恒升 山东 常压连续聚合法 20万吨 

其他 - - 287.2万吨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3.1.2. 尼龙 6 需求端保持快速增长，工程塑料和薄膜领域发展潜力较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尼龙 6 下游的民用纺丝、产业用

丝、尼龙工程塑料、尼龙薄膜等行业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尼龙 6 需求的快速增长。2014-2023

年，我国尼龙 6 表观消费量自 239.9 万吨增长至 456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 7.40%。根据卓创资

讯数据，2022/2023 年我国尼龙 6 切片平均价格分别为 1.42 万元/吨和 1.34 万元每吨。以此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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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2022 和 2023 年，我国尼龙 6 切片的市场规模分别为 602 亿元和 611 亿元。 

图 10：我国尼龙 6 表观消费量  图 11：尼龙 6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从全球范围来看，尼龙 6 是全球需求量最大的尼龙聚合物。受益于尼龙 6 产品类型和应用

领域的不断扩展，全球尼龙 6 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化纤信息网的统计数据，2022 年全

球尼龙 6 切片市场规模约为 147 亿美元，预计 2032 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260 亿美元，年复

合增长率为 5.87%。受益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亚太地区已成为尼龙 6 全球

最大的消费地区。 

从尼龙 6 的消费格局来看，目前我国尼龙 6 主要用于尼龙纤维，包括民用丝和工业丝和短

纤等，共占尼龙下游应用的 78%，下游集中在各类服装面料以及传送带、渔网、绳缆等。其次

分别为工程塑料和 BOPA 薄膜，分别占尼龙 6 下游应用的 12%与 8%，下游主要包括电子电器、

汽车、日用品等。从欧美等地区应用格局来看，尼龙 6 在汽车、电子电器和包装领域的应用占

比在接近 60%。我国尼龙 6 在工程塑料和薄膜等领域的应用较低，未来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未来工程塑料、BOPA 薄膜等非纤维领域有望成为尼龙 6 需求的主要增长动力。 

图 12：我国尼龙 6 下游应用领域格局  图 13：欧美地区尼龙 6 下游应用领域格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阳科技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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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尼龙 66 产业发展现状 

3.2.1. 原材料供应瓶颈对我国尼龙 66 行业发展带来制约 

尼龙 66 由己二胺和己二酸加工而来，其中己二酸工艺成熟，供应较为充足。己二胺由己

二腈直接加工而来，由于己二腈工艺技术壁垒较高，生产技术被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目前全球

己二腈产能主要集中在英威达、奥升德、巴斯夫等海外企业，且产能基本自用，只有英威达等

少数企业对外销售。我国企业在经过长期的努力攻关后，近年来取得一定突破，陆续有天辰齐

翔、华峰集团、神马集团等企业开始推动己二腈的国产化进程，但目前国产比例依然较低。由

于长期以来己二腈的供应瓶颈，对尼龙 66 的生产带来制约，己二腈被称为“尼龙产业的咽喉”。 

由于原材料己二腈的供应限制，长期以来尼龙 66 的技术、生产规模主要垄断在如美国、

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手中，海外的主要生产商有英威达、巴斯

夫、奥升德、杜邦、兰蒂奇、旭化成等。其中英威达公司生产规模最大，产能占全球尼龙 66

聚合物 30%以上。国内规模较大的企业包括神马股份、英威达和华峰集团等。 

图 14：全球尼龙 66 行业供给格局  图 15：我国尼龙 66 供应格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表 4：我国尼龙 66 主要生产企业 

企业 省份 生产工艺 产能 

神马股份 河南、江苏、福建 
常压连续聚合法、间歇式高

压釜聚合法 
22万吨 

英威达（上海） 上海 
常压连续聚合法、间歇式高

压釜聚合法 

19万吨 

华峰集团 重庆、浙江 
常压连续聚合法、间歇式高

压釜聚合法 

12万吨 

江苏华洋 江苏 常压连续聚合法 5万吨 

巴斯夫（上海） 上海 - 4.5万吨 

辽阳兴家 辽宁 常压连续聚合法 4万吨 

宁夏瑞泰 宁夏 常压连续聚合法 4万吨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由于关键原料己二腈受制于人，我国尼龙 66 产业的发展受到了较大限制。受原料成本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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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周期长、运输困难等不利因素影响，严重限制和影响了我国尼龙 66 产业的发展和产品竞

争力。长期以来我国尼龙 66 装置开工率较低，产品高度依赖进口。近年来随着国内产能产量

的增长，进口依赖度开始逐步下降。2023 年我国尼龙 66 的开工率为 61.57%，同时 2023 年我

国尼龙 66 进口量为 19.11 万吨，进口依存度为 28.98%。未来随着我国尼龙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以及产能的提升，尼龙 66 进口依赖度有望进一步下降。 

图 16：我国尼龙 66 产能及产能利用率  图 17：我国尼龙 66 进出口及进口依赖度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3.2.2. 汽车轻量化以及民用领域推动，尼龙 66 需求前景较好 

尼龙 66 是尼龙的另一重要品种，与尼龙 6 相比，尼龙 66 的综合性能更优。尼龙 66 在较

高温度下能保持较强的强度和刚度；尼龙 66 的机械强度较高，耐应力开裂性好，是耐磨性最

好的尼龙；自润滑性优良，仅次于聚四氟乙烯和聚甲醛。化学性质方面，尼龙 66 的化学稳定

性好，对许多溶剂具有抗溶性，尤其耐油性极佳。作为工程塑料中的佼佼者，尼龙 66 材料广

泛应用于机械、汽车、电子、交通运输、航天航空、化工、纺织服装等领域。凭借出色的综合

性能，尼龙 66 成为全球需求量最大的尼龙产品。 

从下游应用来看，尼龙 66 可分为尼龙 66 工程塑料和尼龙 66 纤维。与尼龙 6 相比，尼龙

66 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工程塑料领域，尼龙纤维的占比相对较小。尼龙 66 工程塑料占整个尼龙

66 下游 57%，是用量最大的下游应用形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电气和轨道交通等行业，

三者分别占工程塑料整体需求的 47%、28%和 25%。尼龙 66 纤维包括工业丝和民用丝。其中

工业丝主要被进一步加工成帘子布、气囊丝、输送带等，占尼龙 66 需求的 29%。总体来看，

汽车行业和电子电气行业是尼龙 66 的重要消费方向。 

由于原材料己二腈的供应限制，过去我国尼龙 66 产业发展相对较为缓慢。2014-2023 年，

我国尼龙 6 表观消费量自 43.20 万吨增长至 65.94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 4.81%，增长增速低于

尼龙 6。2019 年以来，随着我国国产己二腈技术逐步突破，国内不断有企业开始布局 66 产业，

加上下游应用领域的拓宽，推动了行业的快速发展。2019-2023 年，我国尼龙 66 表观消费量

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8.26%。根据卓创资讯数据，2022、2023 年我国尼龙 66 切片市场均价分别

为 2.73 万元/吨和 2.03 万元/吨。以此测算，2022、2023 年我国尼龙 66 切片市场规模分别为

127 亿元和 13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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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尼龙 66 需求格局  图 19：我国尼龙 66 表观消费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汽车是尼龙 66 重要的应用领域。在汽车轻量化趋势的推动下，尼龙 66 工程塑料需求成长

空间可观。为提高燃油效率，降低汽车质量是汽车发展的大方向。尼龙 66 在减轻重量的同时，

同时具备出色的高温表现和机械应力，可广泛应用于需要在苛刻条件下保持稳定运行的部件，

例如增压空气冷却机、管道和气缸罩盖等高热环境下的汽车零部件，而成为越来越多汽车制造

商的首选材料。此外，对电动汽车而言，减轻车重可显著提升续航里程。尼龙 66 的高强度、

强阻燃性和绝缘、耐高温等性能亦可有效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因此尼龙 66 在新能源车领域

同样具有广阔的需求空间。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不断增长，推动了汽车出口

的大幅提升。2022、2023 年，我国汽车出口总量分别达 332 万辆和 522 万辆，同比增长 56.80%

和 57.23%，出口量超过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2024 年以来，我国汽车出

口继续保持旺盛势头，1-4 月出口量 187.8 万辆，同比增长 26.04%，  

在汽车出口的带动下，2024 年 1-3 月我国汽车累计产量 663.10 万辆，同比增长 5.3%。其

中新能源汽车产量 207.6 万辆，同比增长 29.20%。随着我国汽车产销量的增长以及汽车轻量

化、新能源占比提升等趋势推动，未来尼龙 66 工程塑料具有较好的需求前景。 

图 20：我国汽车出口量  图 21：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资料来源：Wind，海关总署，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此外，尼龙 66 应用领域不断扩张，特别是在民用领域，如尼龙 66 扎带、高端户外服饰等

领域。由于其高弹性、耐磨性以及较好的吸湿性、透气性和蓬松、柔软的手感，尼龙 66 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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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是户外、运动和防寒等服饰的首选纤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尼龙 66 产能产量扩

张带来的成本价格下降，尼龙 66 纤维正在部分领域逐步替代其他纤维材料，成为推动尼龙 66

需求增长的另一动力。 

3.2.3. 我国己二腈有望实现突破，推动行业进入发展新阶段 

己二腈是尼龙 66 产业链的核心原材料，其生产工艺主要有丁二烯(BD)法、丙烯腈 ( AN) 电

解二聚法和己二酸(ADA)催化氨化法三种。由于己二酸在 2012 年以前市场价格较高且己二酸

催化氨化法生产工艺复杂，国际上较少企业使用此种方法，因此丁二烯法和丙烯腈电解法是世

界上主流的两种生产方法。丁二烯法较丙烯腈法的原料及能耗成本更低，生产规模更大。但由

于丁二烯直接氰化法技术具有催化剂容易水解、易氧化，产物同分异构体较多，分离工艺难度

大等壁垒，此前只有英威达、巴斯夫等少数公司掌握。采用丁二烯直接氰化法的英威达产能占

全球 60%左右，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己二腈贸易。 

表 5：己二腈生产工艺对比 

 丁二烯氰化法 己二酸氨化法 丙烯腈电解法（有隔膜） 丙烯腈电解法（无隔膜） 

原料成本 成本低 成本高 成本较高 成本较高 

工艺复杂度 路线短 路线长 流程短 流程短 

能耗 较低 高 高 一般 

生产规模 大规模 中等 小规模 小规模 

产品质量 质量高 较差 一般 高 

产率 产率高 较低 较低 较高 

环保性 污染小 中等 污染小 污染大 

盈利空间 大 小 小 一般 

工艺前景 
目前最先进、最理想

的工艺路线 

原材料价格攀升导致

前景不佳 

腐蚀性强，价格较高、电解能耗大，难以量产，盈利空

间小，不是最优路线，会逐渐被淘汰 

代表公司 英威达、巴斯夫 华峰集团 旭化成 奥升德  

资料来源：cnki，中原证券研究所 

为打破国外企业对己二腈的垄断，我国企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尝试。近年来，国内科研

单位和企业通过研发攻关，陆续取得己二腈生产工艺的技术突破。2015 年中国天辰与山东海

化的中试实验取得成功，目前天辰公司经过多年研发已经拥有己二腈生产领域的等多项专利，

自主研发的催化剂体系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技术和产业空白。 

在生产环节，我国的天辰齐翔、华峰集团、神马集团等企业均积极推动己二腈国产化的进

程。其中华峰集团与天辰齐翔进展较快，分布于 2019 年和 2022 年建成投产，对推进我国己二

腈的国产化产生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也加大了己二腈在我国的生产布局，

2022 年英威达在上海建设的 40 万吨己二腈生产基地建成，奥升德则在连云港石化基地布局了

20 万吨己二胺项目。目前我国还有多个企业纷纷布局己二腈项目，有望推动我国己二腈产能的

大幅增长，从而为下游尼龙 66 行业带来充足的原料供应。随着各企业规化项目的落地，我国

己二腈的国产化有望逐步实现，实现尼龙 66 全产业链的完全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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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我国己二腈规化项目 

公司 项目 制备方法 设计年产能 项目进展 

天辰公司 天辰齐翔尼龙新材料项 丁二烯法 50万吨 
一期 20 万吨已投产，逐

步实现满负荷运行 

神马股份 20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 丁二烯法 20万吨 一期 5万吨在建 

河南峡光 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 丁二烯法 5万吨 在建 

华峰集团 尼龙 66 一体化项目 己二酸法 30万吨 20万吨已投产 

三宁化工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酰胺及

尼龙新材料项目 
己内酰胺法 10万吨 在建 

福建海辰化学 40 万吨己二腈项目及原料配套项目 丁二烯法 40万吨 环评 

福建永荣 30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 丁二烯法 30万吨 - 

富海润泽 30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 丁二烯法 30万吨 环评 

新和成 高端尼龙和高端光学级材料项目 丁二烯法 10万吨 环评 

安徽曙光 曙光集团精细化工产品项目 丁二烯法 10万吨 - 

工控新材料 茂名新材料丙烯腈产业项目 - 5万吨 - 

山西润恒化工 10万吨己二腈项目 丙烯腈法 10万吨 1万吨在建 

七彩化学 高端化工新材料项目 氨氧化法 2万吨 在建 

资料来源：中国化工信息、上市公司公告，中原证券研究所（不完全统计） 

伴随己二腈国产化的落地以及供应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制约我国尼龙 66 产业的原材料

瓶颈有望打破，为我国尼龙 66 的生产提供稳定可靠的原料供应以并带来生产成本的下降。未

来我国己二腈自主供应的实现将对尼龙 66产业发展带来强劲助力。随着生产成本的逐步下行，

尼龙 66 的应用场景亦有望不断扩大，从而推动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提升。 

3.3. 尼龙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尼龙材料性能优异，自问世以来，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里程。由于其耐磨、使用温度广、

品种多、兼具刚性和韧性等特点，尼龙材料在机械、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电器以及服装等领

域实现了广泛的应用，并以其优异的综合性能，成为五大工程塑料之首。从尼龙产业的发展历

程来看，通过不断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实现成本的降低与产品的推成出新，是实现尼龙家族的

品种新号不断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扩大，需求量不断提升的关键驱动力。从尼龙产业发展的核

心驱动因素来看，未来我国尼龙产业的发展主要具有以下趋势： 

尼龙产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继续实现突破，新的尼龙品种、型号不断丰富。新型尼龙材料如

长碳链尼龙、耐高温尼龙以及新的合成路径如生物基尼龙等，由于特殊的性能、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优势，能够满足新的应用场景及需求，有望成为尼龙产业新的增长点。 

尼龙材料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带来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在工程塑料领域，近年来尼龙

材料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的应用场景不断增加，带来需求的快速增长。未

来在汽车轻量化等趋势推动下，尼龙材料的应用领域有望进一步拓展，为尼龙行业的发展带来

新的机遇。在尼龙纤维领域，对于高吸湿排汗、抗菌、抗紫外线等功能性和差别化产品的高端

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从而带来差别化、功能性尼龙纤维需求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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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龙产业链关键原材料自给能力提高，推动我国尼龙产业链国产化率与竞争力的进一步提

升。从我国尼龙 6 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关键原材料己内酰胺国产替代的完成，我国尼龙

6 产业的原料供应瓶颈被打破，带来了国内己内酰胺和尼龙 6 产能的快速扩张，从而推动了尼

龙 6 价格的下行与应用的不断提升。未来尼龙 66 产业链的关键原材料己二腈亦有望实现国产

化的突破，从而为我国尼龙 66 的生产带来稳定可靠的原料供应，届时我国尼龙 66 产业有望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 

4. 河南省尼龙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4.1. 河南省尼龙产业发展政策及扶持措施 

新材料产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与新动能。河南省高度重视以尼龙新材料

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河南省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加大对尼龙新材料产业的

扶持力度，明确产业的发展方向与目标。2023 年 10 月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培育壮

大尼龙新材料等 27 个重点产业链行动方案》，将尼龙新材料作为重点产业链之一。 

《河南省“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到，将新材料产业作

为支柱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之一。加快推进尼龙新材料产业发展，在综合论证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的基础上合理扩大己二酸、己内酰胺、尼龙 66 聚合物等上游原料生产规模，做大做强

尼龙工业丝、复合尼龙面料等织造产业，推动尼龙改性注塑、尼龙薄膜等工程塑料产业向精深

加工发展。 

2018 年，河南省政府印发了《尼龙新材料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充分利用现有产业、

技术、品牌和人才基础，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培育壮大尼龙织造和工程

塑料产业集群，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链。 

2022 年，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材料产业优势再造换道领跑行动计划（2022—

2025 年）》指出，河南省将打造以新材料为支撑的 2 万亿级材料产业。到 2025 年，新材料产

业产值突破 1 万亿元、占材料产业的比重超过 50%。到 2025 年，形成尼龙新材料等 6 条千亿

级支柱产业链。 

2021 年河南省设立 1500 亿元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和 150 亿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明确

将尼龙新材料作为重点投资方向。2023 年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基金联合平顶山市政府、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采用省、市联动＋产业资本的合作投资模式，发起设立了平顶山尼龙新材

料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基金总规模 100 亿元，首期注册规模 10 亿元。基金重点投向尼龙

新材料和新型综合能源领域，主要包括以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为核心，围绕中国尼龙城

域内优质项目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培育的产业链龙头企业，补齐尼龙印染、改性注塑等产业链

短板，建设下游尼龙织造和工料两个产业集群。 

2016 年，平顶山立足资源优势，提出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大尼龙、

全产业链、国际化、创新引领”四大战略，推动全市煤化工、盐化工、尼龙化工“三化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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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平顶山市和平煤神马集团政企联动，按照“一核两翼”的布局打造千亿级中国尼龙

城，即以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为核心，建设上游原料基地；以平顶山高新区和叶县产

业集聚区（现为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为两翼，分别建设尼龙下游深加工基地和聚氨酯、PC

原料及下游深加工基地。2023 年，平顶山成立了中国尼龙城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

于健全完善中国尼龙城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机制的意见》等，全年推动实施尼龙新材料省重点

项目 30 个，总投资 300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 73 亿元。 

4.2. 河南省尼龙产业发展现状 

河南省的尼龙产业发展起步较早，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平顶山市是我国尼龙产业的发源

地之一，建有国内第一家生产尼龙 66 工业丝和浸胶帘子布的现代化企业，并于 1981 年生产出

中国第一卷尼龙 66 浸胶帘子布；建有新中国第一套尼龙 66 盐工业化装置，并于 1998 年生产

出第一批合格尼龙 66 盐水溶液。 

经过多年发展，河南省尼龙产业已形成较完备的尼龙产业链，规模与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目前河南省拥有各类尼龙产品产能 200 多万吨，其中尼龙 66 工业丝、帘子布生产规模世界第

一；尼龙 66 盐规模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尼龙 66 切片规模居全国首位。尼龙产业在多个

地市布局，形成了平顶山尼龙城、鹤壁尼龙小镇以及驻马店尼龙薄膜产业等尼龙产业优势集群，

拥有众多的尼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平顶山尼龙城为河南省尼龙产业布局的核心，2019 年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入选国家

发改委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其发展战略为“一核两翼”，即以尼龙新材料开发区为核

心区，建设尼龙原料基地；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为两翼，分别建设

尼龙下游深加工基地和聚氨酯、聚碳酸酯下游深加工产业基地。在产业布局上，平顶山尼龙城

着力打造“一基地两集群”，即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尼龙原材料基地，并利用原料优势，不断

延链补链强链，大力发展尼龙下游深加工产业，打造尼龙化纤纺织、工程塑料两大产业集群，

协同发展聚氨酯、聚碳酸酯等产业，最终实现煤化工、盐化工、尼龙化工协同发展。 

近年来，河南尼龙新材料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对己二腈等核心

原材料的技术突破取得积极进展，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河南省尼龙产业

也面临以下的一些问题，对行业的长远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 

1、产业结构存在有一定失衡，体现在高端产品占比不高，核心技术不强，中低端产能相

对过剩。河南省的尼龙产业规模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从产品结构来看，主要仍以中低端产

品为主，高附加值、差异化的高端产品占比较小。 

2、河南省的尼龙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中游加工领域，上游核心原料和下游终端

产品市场两头在外。如尼龙 66 产业链的核心原材料己二腈目前依赖进口，尼龙产品也以初加

工材料为主，下游市场主要集中于华东、华南等区域。这一方面导致了河南省尼龙产业盈利能

力相对薄弱，同时也影响了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 

3、部分企业的核心技术不强，研发和产业化能力有待提升，科技成果省内转化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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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河南省尼龙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仍有一定的不足，特别是在产业链的高

端环节，如高性能尼龙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河南省尼龙企业取得的研发成果相对较少，科

研能力和投入仍需继续提升。 

4.3. 河南省尼龙产业重点企业 

神马股份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神马股份）成立于 1993 年 12 月 16 日，前身是河南平顶山锦纶

帘子布厂。公司于 1994 年在上交所上市，是河南省首家上市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平煤

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平煤神马集团尼龙板块的管理平台。神马股份在产业结构上横跨化

工、化纤两大行业，形成了以尼龙 66 盐和尼龙 66 盐中间产品、工程塑料、工业丝（帘子布）、

BCF 地毯丝、安全气囊丝等主导产品为支柱、以原辅材料及相关产品为依托的新产业格局。公

司尼龙系列产品客户遍布欧洲、美洲、亚洲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 

图 22：公司产业布局情况 

 

资料来源：神马股份公司公告，中原证券研究所 

尼龙 66 产业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尼龙 66 生产企业，拥有最完整的尼

龙产业布局。在尼龙产业链，公司及参股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尼龙 66 盐、尼龙 66 盐中间产品

和终端制品（帘子布、工业丝、尼龙 66 切片、安全气囊丝等）。在上游单体方面，公司拥有己

二胺产能 14 万吨，全球第四，亚洲第一；己二酸产能 32 万吨（除满足自用外可对外销售），

聚合单体尼龙 66 盐产能 30 万吨。下游产品方面，2023 年底叶县厂区 4 万吨项目投产后，公

司尼龙 66 切片产能提升至 25 万吨，此外拥有工业丝产能 13.3 万吨；帘子布产能 9 万吨。 

公司积极布局化工新材料，向聚碳酸酯领域延伸。在深耕尼龙主业的同时，公司积极开拓

化工新材料业务。2020 年公司受让平煤神马集团拥有的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认

缴注资权，将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充至聚碳酸酯（PC）及配套双酚 A 领域。公司目前拥有 PC 产

•己二胺

•己二酸

•尼龙66盐

•尼龙66切片

•尼龙66工业丝

•尼龙66帘子布

•尼龙66气囊丝

尼龙业务

•PC

•双酚A

•环己烷

•芳纶纤维

•BOPA薄膜

化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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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10 万吨及配套双酚 A 产能 13 万吨。 

表 7：神马股份主要产品产能情况 

业务板块 产品 现有产能 在建产能 

尼龙产业链 

己二腈  5 万吨 

己二胺 14 万吨  

己二酸 32 万吨  

尼龙 66 盐 30 万吨  

尼龙 66 切片 25 万吨  

尼龙 66 工业丝 13.3 万吨  

尼龙 66 帘子布 9 万吨  

尼龙 66 气囊丝 1.33 万吨  

尼龙 6 民用丝 3 万吨 6万吨 

尼龙 6 切片 7 万吨 20万吨 

聚碳酸酯产业链 
PC 10 万吨  

双酚 A 13 万吨 24 万吨 

配套 

液氨  40 万吨 

氢气  4 亿 Nm3/年 

1,6-己二醇  3 万吨 

资料来源：神马股份公司公告，中原证券研究所 

神马股份上市以来共进行过 5 次再融资，包括两次配股，两次定向增发配套可转债，一次

可转债，累计融资 8.35 亿元。 

图 23：神马股份历年融资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下属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68.80 亿元，

占地面积达到 1500 亩，主要产品包括己二酸、己内酰胺以及副产的硫酸铵等。 

公司在尼龙产业链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产品己内酰胺为尼龙 6 产业上游核心原料，己二酸

为尼龙 66 产业重要原料。随着升级改造项目的逐步完成，目前尼龙科技公司己内酰胺、己二

酸的年产能分别达到 40 万吨、52 万吨，为神马集团打造“全球最完整、技术含量最高、循环

经济特征最明显”的煤基尼龙产业链提供了强力支撑。 

为进一步实现尼龙产业链的自主可控，破解我国尼龙 66 上游关键原料“卡脖子”的难题。



第21页 / 共23页 

 

基础化工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投资建设了 2 万吨/年艾斯安

项目，该项目以己内酰胺为原料制备氨基己腈、己二胺，丰富了己内酰胺的下游应用，实现了

从单一的己内酰胺生产模式转化为“己内酰胺+己二胺”并行发展的模式。同时为尼龙 66 提供

了核心原材料己二胺，实现尼龙 6 同尼龙 66 产业的并联发展，对打破国外对尼龙 66 上游核心

原料的技术垄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维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中维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金 2.5 亿元人民币，由上海摩资投资有限

公司控股投资，是一家研发生产特种尼龙系列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荣获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智能工厂、河南省“瞪羚”企业等称号，是省市县重点

招商引资项目，被河南省政府列入千亿级尼龙产业发展计划。 

公司主要业务为尼龙纤维与尼龙工程塑料的生产，主要产品包括尼龙 66 高强 FDY 长丝、

尼龙 66 色纱、尼龙 66 功能性纱、尼龙工业短纤、尼龙改性工程塑料、高温尼龙、耐候尼龙、

透明尼龙、共聚半芳香尼龙、多元长碳链共聚尼龙等。 

公司的尼龙 66 高强 FDY 长丝具有强度高、单重轻、耐疲劳、耐冲击、耐热好、耐摩擦、

易于加工等特点，是汽车安全气囊、高档缝纫线、脱模布、胶管水布、线束包布、帐篷、特殊

要求的绳、网、滤布、箱包的主要原料。公司的尼龙 66 工业短纤在柔韧性、弹性回复性率、

耐磨性、耐碱性、吸湿性及轻量性方面均比较优越，主要应用在工业造纸毛毯、高端研磨轮等

行业。尼龙工业短纤的推出突破了国外公司对该领域的垄断。公司的尼龙工程塑料，广泛应用

于高铁和地铁扣件系统、汽车零部件制造、电子电器和工业消费品等领域，具备优异的机械性

能、电性能和热学性能。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生产定制化产品，提供差异化解决方案。 

4.4. 河南省尼龙产业发展建议 

河南省尼龙产业基础较好，规模领先，产业链完善，在国内尼龙产业中具有显著优势。在

河南省各项政策扶持下，河南省尼龙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们对河南省尼龙产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是支持河南省尼龙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河南尼龙产业链纵向与横向继续延伸。向上

补齐上游关键原材料供应短板，向下开发更丰富的产品应用矩阵。同时加快产业技术创新，推

进高端产品项目落地，逐步推动河南省尼龙产品向高端迈进，积极发展特种尼龙、生物基尼龙

等新品种。通过定期举办中国尼龙产业发展大会等方式，拓展尼龙新材料的应用场景和市场规

模，推动尼龙新材料在各领域的应用。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尼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招

商。对尼龙新材料企业，在高管培训、人才引进、科技研发等方面给予支持。积极发挥尼龙新

材料等产业基金作用，加大产业发展基金投放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加大项目信贷支持力度，支

持企业以债转股、股权转让、整体上市等方式融资，吸引关联行业投资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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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进产学研合作，聚力产教融合发展。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研究部门等多层次

研究力量，推动河南省尼龙产业科研实力的提升。加强尼龙企业与省省内省外重点院校在尼龙

方向的科研合作，促进河南省省尼龙产业迈向价值链高端，打造强大的创新主体。实行产教融

合，兴办尼龙产业学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支持尼龙行业科技成果优先向省内企业转化，将

尼龙行业领先人才留在省内。 

5. 风险提示 

行业竞争加剧；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 

技术及市场突破进度不及预期； 

国家产业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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