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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长丝行业运行涤纶长丝行业运行现状现状

涤纶长丝行业存在主要问题及分析涤纶长丝行业存在主要问题及分析

 对对20092009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的整体判断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的整体判断

 对对20102010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预测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预测

中国涤纶长丝行业2009年1-11月运行分析
及2010年全年预测



市场情况——原料市场价格随着原油价格的上涨而上涨；
——助推聚酯长丝产品价格的上涨。

表1、2009年1-12月原料及涤纶主要产品品种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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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化纤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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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09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现状现状

国产PTA、国产EG、半消光聚酯切片、POY150D产品：
1-4月分别上涨了41.6%、8.6%、39.06%、38.7%；
1-8月依次上涨了36.96%、40.19%、42.19%、40.14%；
1-12月依次上涨了41.96%、72.9%、44.5%、54.93%；
6-12月分别上涨了13.2%、51.64%、12.4%、23.6%



图1-1  2009年1-12月聚酯原料的价差图

市场走势



图1-2 2009年1-12月涤纶长丝各品种走势图

市场走势



图1-3 2007-2009年1-12月涤纶长丝各品种走势图



6月-8月份受上游原料PTA、EG价格震荡上升，聚脂切片价格同步推涨，涤丝市场行情走出

淡季不淡的态势。

预测
从目前涤丝市况看，后市在聚酯原料价格强势运行的市场氛围下，涤纶长丝价格将显示强

势振荡的格局。

回顾
经过 08 年下半年的暴跌，涤纶长丝产品价格已经跌至历史较低价位。进入09 年之后，

在惯性和春节临近的影响下，整个产业链价格跌势继续。但春节之后，价格普遍反弹，开工
率和采购量逐步恢复，市场需求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暖，多数产品节后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的
上涨。

Brent 油价在2 月中跌至39.55 美元/桶之后振荡，3 月中旬后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从
43.98 美元/桶涨至目前的53.47 美元/桶，涨幅16.46%。至11月价格已突破了80美元/桶，受此推

动，助推合成纤维系列产品价格普遍上扬，其中涤纶系列涨势最为明显。

进入9月，受聚酯原料价格迅猛下行的影响，涤纶长丝价格9月份大幅下滑，涤纶长丝价格主

流品种价格显示回落整理的格局。
进入10月，随着国内外经济的趋势，涤纶长丝价格受聚酯原料价格返身向上的影响，探底反

弹。
11月份、 12月份涤纶长丝价格受聚酯原料价格向上攀升的影响，强势上行。

市场回顾

市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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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09年国内部分涤纶工业丝企业报价情况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新增25000吨车用差别化聚酯工业丝技改项目上个月顺利
投产，各条生产线陆续开工，项目投产后，海利得公司的涤纶工业长丝产能将由45000吨增
长为70000吨，并可以进一步研发生产用于轮胎帘子线、安全带、顶篷等各类车用高性能差

别化工业丝，促进我国整车自主创新及国产化水平的提高。

恒力化纤20万吨/年的工业丝项目按计划进入安装阶段；宜兴华亚新建4万吨/年工业丝项
目；还有福建地区一套1.2万吨/年的工业丝装置已经签订设备合同；另外原属于下游行业的
江苏一厂家今年至少将新增4条工业丝生产线；江苏一大厂扬州基地土地申請目前基本已完
成，此处规划帘布为10000吨/年以及帆布15000吨/年。国产工业丝装备有2.4万吨的能力投入

市场。

市场动态

涤纶工业丝行业动态

后市预测：回顾11月份以来，国内地区涤纶工业丝上游原料行情也在震荡上行之中，涤纶
工业丝成本短期内出现了上升态势，11月份确实上游原料行情将指导着涤纶工业丝市场行
情走势，后市涤纶工业丝价格仍有一定的上涨的空间。12月份的涤纶工业丝行情，因为大
部分涤纶工业丝生产企业已经将12月份的价格报在了比11月份高出300元/吨的幅度，幅度
还是比较小的，因此，预计后市涤纶工业丝价格将仍有小幅度的上涨空间。



2009年1-11月化纤产量2500.77万吨，同比增长14.89%。其中涤纶产量2001.87
万吨，同比增长15.49%，涤纶长丝产量1285.20万吨，同比增长15.8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化纤工业协会

表2  2009年1-11月化纤及涤纶产品产量增长表

15.85%1109.351285.20 长丝

14.64%624.01 716.67 短纤

15.49%1733.372001.87涤 纶

15.39%1962.462264.48合成纤维

14.89%2176.672500.77化纤总量

同比增减
(％)

去年同期
（万 吨）

1-11月数量
（万 吨）

品 种

产量

供需情况——涤纶产量增速逐步提高，库存下降，需求回升；
——出口逐渐恢复，出口降幅缩小，产品降价格进入上升通道；



back2009年1-6月库存为58万吨，7月61万吨，8月高达75.5万吨，到10月为71.20
万吨，库存下降，11月份库存为72.87万吨，占当月产量的48.06%。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流通分会、中国化纤工业协会

库存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流通分会、中国化纤工业协会

涤纶主要产品库存下降，同比增幅减小

表3  2009年1-11月涤纶产品库存情况（按抽样统计推算）

36.5148.06449711728684涤纶长丝

52.2355.40216762250703涤纶短纤

56.5151.6310661111173485化 纤

去年11月11月去年11月11月

库存占当月产量比%月末库存（吨）库存
品种



表4  2009年1-11月化纤及涤纶产品产销率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流通分会

2009年1-11月涤纶长丝产品产销率99.07%，10月当月101.64%，整体表明

该行业产品销售状况良好。

产销率

产销控制良好，基本达到平衡

99.8998.38115.9699.07涤纶长丝

98.5198.51104.5999.64涤纶短纤

99.1399.12106.84100.26化 纤

去年1-11月1-11月去年11月11月

累计%当月%
产销率

品种



表5  2009年1-11月行业开工率统计

涤纶开工率明显好转

从企业方面看：上半年开工率有所回升，但库存压力依然很大，三月底

后明显好转，二季度开工率较好。从产能、库存、产销率的数据也反映出开工
率上升。

55%

75%

2008年四季度

75%70%涤纶短纤

83%75~80%72%涤纶长丝

2008年上半年2009年1-11月2009年一季度

开工率



涤纶进口

涤纶长丝进口依然快速下降

表6  2009年1-11月涤纶主要品种进口情况

由于2009年2-3季度国内纺织市场景气度有所好转，对化纤产品的需求有所
增长，化纤进口量77.92万吨，达到去年同期水平。涤纶长丝进口量15.23万吨，
同比减少-5.62%。

-14.4%2.572.41其中：工业丝

-5.6216.1415.23涤纶长丝

3.3913.2913.74涤纶短纤

1.8376.5177.92化纤进口总量

同比增减去年同期（万吨）进口量（万吨）



表7、涤纶长丝1-11月分国别和地区进口情况

单位：万吨 万美元

涤纶长丝分国别和地区进口来源地仍是台湾、韩国、日本，印尼等比重分别为57.5%、
18.2%、3.80%和2.8%。

涤纶进口

-7.321537.781425.256.430.580.62泰 国

-21.77227.20177.73-8.620.160.14马来西亚

-29.201064.59753.76-13.200.500.43印 尼

0.202863.752869.35-19.540.720.58日 本

-4.756713.736395.138.762.552.77韩 国

-3.9316394.7715750.131.288.648.75台 湾

-10.1134701.3731194.14-5.6216.1415.23总 量

同比增％去年同期1-11金额同比增％去年同期1-11数量



表8、涤纶长丝1-11月分贸易方式进口情况

单位：万吨 万美元

进口分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为主，比重分别达57.8%，42.0%。

涤纶进口

35.6297.85132.7157.910.040.06仓储转口

-48.7789.3745.78-49.460.030.02仓储进出境

-4.66187.23178.4911.760.070.08保 税 区

-2.3715795.6315421.031.566.686.78进料加工

-10.073605.953242.72-8.072.202.02来料加工

-3.8019401.5818663.75-0.828.878.80加工贸易

-18.2715104.5412344.43-11.717.206.35一般贸易

-10.1134701.3731194.14-5.6216.1415.23总 量

同比增%去年同期1-11金额同比增%去年同期1-11数量



原料进口
表9  2009年1-11月主要合纤原料进口量价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原料方面：1-11月，主要合纤原料共计进口1333.67万吨，同比增长10.01%，进
口均价则减少28.31%。对苯二甲酸进口量569.16万吨，同比增长6.50%，占合纤
原料进口总量的42.68%；乙二醇进口量达526.37万吨，同比增加8.84 %，占
39.47%。合纤原料进口均价下跌，主要是因为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下滑。

部分原料进口数量同比增加，但价格同比减幅较大。

-20.411425.26238936.911134.30247812.58聚酯切片

-15.57935.185344131.25789.565691573.15对苯二甲酸

-44.791056.284836110.69583.125263778.50乙二醇

-28.311176.4412123113.08843.3513336674.19合纤原料总计

均 价
（美元/吨）

数 量
(吨)

均 价
（美元/吨）

数 量
(吨)

均 价

同比增
（%）

去年同期1-11月份



表10、2009年1-11月涤纶主要品种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2009年1-11月，化纤出口量达到133.35万吨，同比减少16.3%。涤纶长丝出口56.70万吨，

同比减少23.43%，占出口总量的42.52%，实现净出口41.47万吨。

涤纶出口

-38.70%136453.683643.3-23.43%740532.4567012.3涤纶长丝

-32.18%55219.537449.6-15.70%432428.2364539.2涤纶短纤

-27.41%360264.2261498.5-16.30%1593232.61333510.7总 量

同比增%去年同期1-11月同比增%去年同期1-11月

金 额（万美元）数 量（吨）



15.85%

14.85%

15.49%

14.89%

去年同期

1935.0993.1526.372001.87涤纶

1243.7356.7015.231285.20长丝

693.9636.4513.74716.67其中：短纤

2445.34133.3577.922500.77化纤

表观量
(万吨)

出口数量
(万吨)

进口数量
(万吨)

产量
(万吨)内容

表11-1、涤纶长丝2009年1-11月进出口及表观需求
（产量+进口-出口）

表11-1与表11-2数据对比，宏观政策调控明显，拉动内需，显示中国涤纶长丝行业的市场需求

较为强劲。

表观需求

1643.41117.2927.331733.37 涤纶

1051.4474.0516.141109.35长丝

594.0643.2413.29624.01其中：短纤

2093.86159.3276.512176.67 化纤

表观量
(万吨)

出口数量
(万吨)

进口数量
(万吨)

产量
(万吨)内容

表11-2、涤纶长丝2008年1-11月进出口及表观需求
(万吨，美元/吨)

(万吨，美元/吨)



下游需求

下游需求——国内消费开始回升，纱线产量增速保持10%左右，纺织服装
国内消费随增速出现下降，但仍保持了15%的需求增速。

表12、化纤下游主要相关品种产量增速变化表

1.51%0.89%21.34%6.01 亿米蚕丝及交织机织物

21.94%9.61%-10.92%3.14 亿米毛机织物（呢绒）

-12.06%-1.31%12.48%22.10 万吨绒线（毛线）

10.12%28.16%25.86%81.38 万吨无纺布

-0.03%14.48%-10.86%27.56 万吨帘子布

-1.50%8.35%2.35%98.21 亿米化学纤维布

-5.65%1.77%-4.03%57.32 亿米棉混纺布

8.96%2.05%13.74%189.90 万吨化学纤维纱

1.51%0.07%4.87%144.64 万吨棉混纺纱

09年1-5月增速08年1-8月增速增速1-8月单位品 种

化纤下游相关9大品种，除帘子布和呢绒外，其他7大品种产量增速比1-5月份继续提高，

其中棉混纺纱、化学纤维纱、绒线和蚕丝及交织机织物的增速超过去年同期的增速。



表13、2009年1-11月涤纶行业经济效益对比表

-37.77%22.2213.8324.58%23.8348.40涤纶

-58.24%64.9927.1474.28%39.64113.91化 纤

同比增长去年同期1-11月同比增长去年同期1-11月

亏损企业亏损额（亿元）利润总额（亿元）

1）1-2月，化纤行业实现利润总额-1.27亿元，同比大幅减少110.54%，1-5月份25.4亿，
同比下降34.69%，但同一季度比较，经济效益好转。1-5月涤纶实现利润11.38亿元，占全
行业44.8%；1-8月，化纤行业实现利润总额69.18亿元，同比大幅增加42.42%，涤纶实现利
润28.83亿元，同比增加32.28%；1-8月涤纶亏损企业下降26.77%；1-11月涤纶实现利润48.4
亿元，占全行业42.49%；1-11月涤纶亏损企业下降37.77%。

2009年行业利润总额大幅增长，亏损面及亏损额明显下降, 行业运行质量快速好转 。

效益

效益与质量——盈利水平逐步回升，效益和运行质量明显好转。



2）运行质量好转，各项运行指标比1-8月有所提高

从行业跟踪的运行质量四大类指标来看，行业偿债能力
和盈利能力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营运能力同去年相当，
发展能力仍低于同期，但四大类指标均明显好于今年1-2月、
1-5月、1-8月，说明行业运行质量也正在快速好转。

质量



投资——涤纶行业出现较快回落，投资基本正常。

表14  2009年1-11月涤纶行业实际完成投资额变化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8.45%72.54 51.90 涤纶纤维制造

-18.62%186.97 152.16 合成纤维制造

-14.30%265.93227.9 化学纤维制造业

同比
去年同期
（亿元）

1-11月
（亿元）

投资



投资——涤纶行业出现较快回落，投资基本正常。

投资

国内聚酯2008—2010年中国国内聚酯装置投资情况分析

以桐昆、恒逸为代表的大聚酯企业采用聚酯工程和纺丝多项技
术，以及装置的提升。其容量大、功能多、效率高，居世界聚酯纤维行
业领先水平。其中，企业与中纺院联合开发的多项聚酯技术，企业与德
国巴马格公司联合开发的多项纺丝技术，均具有重大科技创新意义。

单线能力在10万吨一下的小聚酯生产线，通过改性聚合也体现了

产品品质优、能耗物耗低、差别化程度高、功能性强等特点，能够显著
提升产品附加值。

初步统计：新增产能约130万吨，其中：切片纺：25万吨，
直接纺：95万吨，工业丝：10万吨



——涤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供给需求问题：库存依然较大、产能过剩；国内需求、出口订单同比减少等；
产品结构问题：以走量为主，附加值低；产品差别化率、深度开发等；

产品价格问题：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影响因素等；
经营环境问题：贸易壁垒、反倾销；部分中小企业融资难等；

——中国轮胎企业在美打赢“双反”官司 具突破意义

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下——保持纺织行业的竞争力，更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改变增

长方式，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本领和水平，在价值量上扩大空间，
还要加强行业自律，坚守对环境、纳税等义务，注重劳工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持久的竞

争力即是对抗贸易摩擦的法宝。

涤纶长丝行业存在主要问题及分析涤纶长丝行业存在主要问题及分析

——振兴规划政策措施：

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对优势企业给予支持、加强技术改造、加

大信贷支持、开拓农村市场、拓展多元化出口市场、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产。

坚持自主创新、技术改造与淘汰落后相结合，抓住对行业科技进步带动明显的关键环节
和重要领域，加快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步伐。



市场情况：原料市场价格随着原油价格的上涨而上涨，助推市场情况：原料市场价格随着原油价格的上涨而上涨，助推聚酯长丝聚酯长丝
产品产品价格的上涨。价格的上涨。

涤纶产量增速逐步提高，库存下降，需求回升，出口逐渐恢复，出口涤纶产量增速逐步提高，库存下降，需求回升，出口逐渐恢复，出口
降幅缩小，产品价格进入上升通道；降幅缩小，产品价格进入上升通道；

11--1111月份涤纶行业盈利月份涤纶行业盈利48.448.4亿元，同比增长亿元，同比增长24.5824.58%%，下半年，行业经，下半年，行业经
济效益和运行质量明显好转。济效益和运行质量明显好转。

行业投资调整行业投资调整————技术改造、技术改造、结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淘汰落后
产能

原料价格的助推和下游纺织品的拉动，产量增长，需求回升

对对20092009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的整体判断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的整体判断



 开发高档纺织面料，要大力发展新型差别化纤维，强化一条龙开发；
 “产业用纺织品要发展”，化纤要先行，特别是涤纶产品，如：各类高强工业丝、阻燃、导电、

抗菌、增强、环保等优质功能化纤维的发展；
 “清洁生产和资源再利用”，从战略的高度推进化纤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多为单一功能品种，

缺乏完善的一条龙开发体系；高档流行面料的开发，是各类新型差别化纤维的多功能的组

合；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促进先进工艺、技术、装备的应用，淘汰和改造落后生产能力，提高

生产效率、产品档次和清洁生产水平。

展望国内涤纶长丝行业发展

当前涤纶长丝行业的重点战略发展任务：
面对全球高新技术高速发展的激烈竞争形势，突破高新技术“瓶颈”制约，用高新技术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加速结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



预计会继续保持现行运行状态。

预计涤纶生产增速在10%-12%左右，涤纶产量2350-2400万吨，其中涤
纶长丝产量约1450-1500万吨。

产能增速持稳，劣质资产淘汰速度将更快。

市场行情市场行情

产 量产 量

产 能产 能

涤纶出口量下降，预计出口120万吨，其中涤纶长丝70万吨。

涤纶进口量继续下降，预计进口30万吨，其中涤纶长丝16万吨。进口量进口量

出口量出口量

经济效益经济效益

运行质量运行质量

• 聚酯涤纶行业产品销售收入：2400亿元，同去年略有增长；

• 聚酯涤纶行业工业总产值：2500亿元，同去年比略有增长；

• 聚酯涤纶全行业利润总额：45-50亿元，同去年比略有增长。

– 明显好转

对对20102010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预测年涤纶长丝行业运行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