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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国内碳纤维产业在原丝、碳化领域均存在瓶颈； 
 碳纤维行业《指导意见》，针对原丝、碳化环节的发展提出相应目标；

 A 股相关上市企业包括金发科技、方大炭素、中钢吉炭等。 
 
报告摘要： 

 碳纤维行业《指导意见》征求进入尾声。工信部起草的《关于加快推

进碳纤维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期限截止于 4 月 19 日。未来我国碳纤维行业发展将有明确指引。

 国内碳纤维产业：原丝、碳化均存在瓶颈。目前碳纤维核心技术环节

只有国际几家少数厂商拥有，包括 PAN 原丝生产中的聚合、喷丝、

牵引几个步骤，以及碳化过程中的低温碳化、高温碳化两个环节。整

个产业链中，这两个环节所占利润达到 55%-75%。目前我国碳纤维

产业主要集中在合成材料和终端产品应用两个环节，仅少数企业从事

原丝生产和碳纤维材料生产，但质量和数量都无法满足需求。 

 《指导意见》针对行业瓶颈，提出相应的发展目标。《指导意见》提

出，到 2015 年，国内聚丙烯腈（PAN）原丝、高强型碳纤维的产品

质量和成本控制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高强型碳纤维单线产能达到千吨

级并配套原丝产业化制备。这两点分别针对国内的原丝生产、碳化工

艺，正是碳纤维行业的两大瓶颈。 

 《指导意见》要求提高行业集中度，骨干企业将获更大空间。《指导

意见》还提出，到 2015 年，碳纤维知识产权创建能力显著提升，专

利布局明显加强；碳纤维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培育 3-5 家骨干企

业；大力推行节能减排，骨干企业能耗降低 20%左右。这条意见明确

提出要培育骨干企业，未来几年碳纤维行业将进入优胜劣汰阶段。

 重点关注公司。目前，A 股市场上碳纤维相关企业较少，仅金发科技、

方大炭素、中钢吉炭等几家企业。 

重点公司 股价 12EPS 13EPS 14EPS PE PB 评级 

金发科技 6.41 0.32 0.43 0.55 14.93 2.19 增持 

方大炭素 8.76 0.37 0.38 0.47 22.87 3.76 增持 

中钢吉炭 8.43 － － － － 2.82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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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产业瓶颈有望打破 增持 维持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化学制品行业动态跟踪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2 页  共 4 页 

一、碳纤维行业《指导意见》征求进入尾声 

3 月 19 日，工信部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碳纤维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期限截止于 4 月 19 日。《指导意见》是根据《“十二五”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及《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部署和要求而制定，其

目标是为构建技术先进、结构优化、清洁安全和上下游融合发展的碳纤维产业体系，实现

碳纤维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该《指导意见》的出台，使未来我国碳纤维行业发展有了明确

指引。 

二、国内碳纤维产业：原丝、碳化均存在瓶颈 

目前碳纤维核心技术环节只有国际几家少数厂商拥有，包括 PAN 原丝生产中的聚合、

喷丝、牵引几个步骤，以及碳化过程中的低温碳化、高温碳化两个环节。整个产业链中，

这两个环节所占利润达到 55%-75%。目前我国碳纤维产业主要集中在合成材料和终端产

品应用两个环节，仅少数企业从事原丝生产和碳纤维材料生产，但质量和数量都无法满足

需求。 

表 1：国内国际碳纤维工艺差距 
  国内 国际 

关键工艺 间歇釜 6 ～10m3 20～45m3 

 原丝收丝速率 50 ～120m / m i n 300m / m i n 

 碳化收丝速率 150 ～400m / h 900m / h 

 单线产能（12K） 10 ～500t/a 1000 ～1800t/a 

原材料 聚丙烯腈纯度 95%左右 99.5% 

 上浆剂 无工业化生产 大量工业化生产

资料来源：石油规划设计，宏源证券 

PAN 优质原丝是生产碳纤维的关键之一。原丝要求高纯化、高强化、细旦化、致密

化、均质化。由于国产碳原丝在生产过程中大部分采用民用腈纶原液，杂质含量较高，在

生产过程中易产生毛丝缠结，甚至发生断丝，造成碳纤维性能不稳定，离散系数较大。目

前国产原丝在纯度、强度以及均质化方面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大制约了国产碳纤

维的产品质量。 

PAN 原丝不仅影响碳纤维的质量，而且影响其产量和生产成本。通常，原丝成本占

碳纤维生产成本的 50%以上；对于质量好的 PAN 原丝，用 2.2 公斤左右的原丝可生产出

1 公斤碳纤维；而质量差的原丝，生产 1 公斤碳纤维则需 2.5 公斤原丝，这必然加大生产

成本。 

国内碳化工艺也存在较大缺陷。国内目前大多采用的技术是以二甲基亚砜 DMSO 为

溶剂的间歇式溶液聚合、湿法（或干湿法）纺丝，产品以 1K、3K 为主，生产的原丝经氧

化、碳化后强度、模量可以达到日本 T300 的水平，但是纤维离散性还很大，特别是还没

有产业化批量生产 12K 纤维的装置（耐高温材料以及大型高温炉等）；国内目前尚不具备

完全成熟的成套千吨/年 T300 碳纤维的 12K 原丝、碳纤维生产技术；在预氧化碳化工艺

技术、工艺保障性控制方法、关键技术与装备方面亟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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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意见》针对行业瓶颈，提出相应的发展目标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15 年，国内聚丙烯腈（PAN）原丝、高强型碳纤维的产品

质量和成本控制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高强型碳纤维单线产能达到千吨级并配套原丝产业化

制备。这两点分别针对国内的原丝生产、碳化工艺，正是碳纤维行业的两大瓶颈。 

为了实现在原丝、碳化这两个瓶颈上的突破，《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技术进步，提

升产业化发展水平。《指导意见》提出要积极推动聚丙烯腈原丝、碳纤维、复合材料及应

用全产业链进一步完善生产工艺，提高自动化控制水平；提高聚合釜及其配套装置、预氧

化炉、高低温碳化炉、高温石墨化炉、恒张力收丝装置等大型关键设备自主化制造水平；

提高专用纺丝油剂、上浆剂等重要辅料保障能力，提升产品质量。 

四、《指导意见》要求提高集中度，骨干企业将获更大空间 

目前我国碳纤维生产分散，遍布中国 20 多个省份，且规模大小不一，技术水平参差

不齐，难以做大做强，有些远离主要原料产地，又难以整合。另外由于技术不成熟、装置

不稳定等因素影响，许多装备不能正常开车或处于停产状态，造成了产能、资源的极大浪

费。 

针对目前碳纤维行业小、散、乱的现象，《指导意见》提出，到 2015 年，碳纤维知识

产权创建能力显著提升，专利布局明显加强；碳纤维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培育 3-5 家
骨干企业；大力推行节能减排，骨干企业能耗降低 20%左右。这条意见明确提出要培育骨

干企业，未来几年碳纤维行业将进入优胜劣汰阶段。 

《指导意见》还提出制定行业准入标准，这将有效阻止低端产能大量上马。《指导意

见》要求，根据新时期行业发展需求，制定我国碳纤维（PAN）行业准入标准，防止低水

平重复建设。新建、改扩建的高强型碳纤维产业化生产装置单套能力应不低于 1000 吨/
年,限制新建丝束小于 12K 的生产项目。吨聚丙烯腈原丝产品消耗丙烯腈不高于 1.1 吨、

水耗不超过 45 吨；吨碳纤维产品聚丙烯腈原丝消耗不高于 2.1 吨，碳化生产线能耗不高

于 4.1 吨标准煤。新建原丝生产装置应配备单体、溶剂回收系统；新建预氧化炉、碳化炉、

焚烧炉等碳化生产装置应配备热能回收综合利用、脱硫脱硝装置。工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

固体废弃物按要求处理处置，安全生产、职业防护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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