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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在国内经济形势处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维纶行业发展呈

现出“行业运行整体下滑，生产经营困难，环保压力加大，产品升级加速推进”

的特点。行业面临市场低迷，开工率不足，要素成本上涨，盈利企业减少等困

难和问题。但是行业也有加大研发投入、着力开发新产品、大力研发新装备积

极的一面。 

一、2015 年维纶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一）聚乙烯醇行业运行分析 

1．国际聚乙烯醇的发展情况 

全球聚乙烯醇（PVA）生产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美国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表 1），总产能约 220 万吨，实际产量 120 万吨左右。其中亚太地区

是主要生产地区，约占世界总产能 80%左右，北美和西欧地区生产能力占世界

总产能 13%和 9%。全球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主要有日本可乐丽株式会社、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双欣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等。 

我国（含中国台湾）聚乙烯醇（PVA）总产能约 120 万吨，年生产量约 60

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家。 

表 1  2015 年中国大陆外主要聚乙烯醇（PVA）产品装置状况 

国家或地区企业名称 
装置规模 

（万吨） 
工艺路线 技术水平 

日本可乐丽 31.8 乙烯法 高 

朝鲜顺川工厂 10.4 电石乙炔法 一般 

中国台湾、长春石化（台湾，长春） 22 乙烯法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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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或地区企业名称 
装置规模 

（万吨） 
工艺路线 技术水平 

日本积水化学（原美国塞拉尼斯） 12.6 乙烯法 高 

日本合成化学 7 乙烯法 高 

日本 DS Poval 公司 3 乙烯法 高 

美国杜邦化学 8 乙烯法 高 

朝鲜二八工厂 5 电石乙炔法 一般 

德国赫斯特 5 乙烯法 高 

新加坡 PVA 厂 5 乙烯法 高 

合计 109.8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各国和地区聚乙烯醇（PVA）消费领域也有很大区别。美国是聚乙烯醇

（PVA）消费大国，其消费量占全世界消费总量的 11.58%，主要用于聚乙烯醇

缩丁醛（PVB）领域，占比 34%，粘合剂方面占比 20%，纺织浆料方面 19%。

西欧消费总量约占世界消费总量 13%，用于 PVB 领域占比 29.8%，粘合剂领

域占比 15%，聚合助剂领域 22%；日本消费量约占全世界消费总量的 11%，约

35%用于生产维纶纤维，28%用于生产 PVB 树脂及 PVA 膜。朝鲜的消费 90%

用于制造维纶纤维，其他投放市场。中国消费 10%用于制造维纶纤维，其他投

放市场。 

聚乙烯醇（PVA）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向高低两极发展，即向高聚合度（高

粘度）、高醇解度的高精细化产品与低聚合度、低醇解度的特种产品发展。前

者在高标号胶粘剂、高强高模纤维、水泥增强剂等领域有良好表现，后者则为

有特殊要求的水溶性胶粘剂与水溶性纤维所使用。醇解度低于 80%的 PVA 用

于多种化合物，如氯乙烯、偏二氯乙烯，苯乙烯、衣康酸、丁二烯及异丁烯等

进行悬浮聚合用的分散稳定剂。 

2．国内聚乙烯醇的发展情况 

“十二五”期间，国内化纤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成为世界

化纤产品的第一大生产国。维纶工业作为合成纤维的一个品种，其产能已占世

界的 80%，聚乙烯醇（PVA）及纤维的产能产量均居世界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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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纶行业生产总量小，品种多，产品应用广泛。行业的运行情况与宏观经

济形势及自身特点有关。维纶行业处于低端产能过剩，竞争加剧，装置开工率

较低的局面。同时，中高端品种和领域则出现需求旺盛，国内企业存在质量和

产量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的情况。另外，产能出现了进一步增长的态势。 

（1）聚乙烯醇市场供需情况 

随着国家大力扶持西部地区战略实施，新疆、内蒙古、宁夏等西部地区凭

借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电石及其下游产业链，成为了聚乙烯醇

（PVA） 新进产能集中增长区域。 

国内生产企业 18 家（见表 2）。其中采用电石乙炔法的生产厂家有 13 家，

约占国内总生产能力的 70%； 采用石油乙烯法的生产厂家有 3 家，约占总生

产能力的 14.4%；采用天然气乙炔法的生产厂家有 1 家，约占国内总生产能力

的 11.9%；采用生物乙烯法的生产厂家有 1 家，约占国内总生产能力的 3.7%。 

表 2  2015 年国内聚乙烯醇树脂企业产能汇总表 

生产厂家 生产工艺 
产能 

（万吨） 
装置情况 

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 石油乙烯法  4.6 部分运行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天然气乙炔法 16 运行 

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有机厂 石油乙烯法 2.7 未运行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7 运行 

广西广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生物乙烯法 5 部分运行 

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10 运行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10 部分运行 

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10 部分运行 

福建褔维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6 未运行 

江西江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4 未运行 

云南云维集团化工分公司 电石乙炔法 3 未运行 

贵州水晶有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3.2 未运行 

兰州新西部维尼纶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3 未运行 

石家庄化工化纤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2 未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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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厂家 生产工艺 
产能 

（万吨） 
装置情况 

长春化工（江苏）有限公司 石油乙烯法 12 运行 

宁夏大地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13 运行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13 运行 

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宁夏）有限公司 电石乙炔法 10 运行  

合计  134.5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国内装置总能力 134.5 万吨，除去已经退出的产能（其中，贵州水晶有机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新西部维尼纶有限公司设备已经全部拆除），总产能

为 120.6 万吨，实际运行 70 万吨/年左右。 

（2）聚乙烯醇运行情况 

2015 年聚乙烯醇（PVA）市场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因受到经济形势下

行的影响，国内市场需求下滑，终端涂料以及胶粘剂需求低位，下游企业开工

不足，价格持续走跌（图 1）。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图 1  2015 年聚乙烯醇价格走势图 

 

供需结构方面，国内市场变化不大。进出口方面，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整

理，2015 年聚乙烯醇（PVA）累计进口总量在 37411.516 吨，比上年同期数量

增长 8.77%。出口累计总量 83551.101 吨，与上年同期数量相比增加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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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化解产能结构性过剩新的支撑点。 

（二）维纶纤维行业运行分析 

1．维纶行业的发展现状 

2015 年国内维纶装置总能力 16.79 万吨（表 3），其中：中国石化集团四

川维尼纶厂普通生产线 14 条（单线能力 0.16 万吨/年），4 条高强高模纤维生

产线，其余生产线可生产水溶及普通维纶（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2013 年新

建 1 条（单线能力 0.15 万吨/年）超低温水溶（3S 线）生产线；2014 年新建 1

条 0.5 万吨/年水溶生产线，新建立式 5 条（单线能力 0.3 万吨/年）高强高模纤

维生产线，目前装置正在调试期。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水溶纤维生

产线 6 条（单线能力 0.16 万吨/年），高强高模纤维生产线 10 条（其中单线能

力 0.16 万吨/年 2 条，0.18 万吨/年 10 条）。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水溶纤维生产

线 4 条（单线能力 0.16 万吨/年）。福建褔维股份有限公司 14 条生产线（其中

单线能力 0.16 万吨/年 10 条，0.18 万吨/年 10 条），可全部生产水溶纤维，有 4

条生产线可生产高强高模纤维。永安市宝华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6 条生产线

（其中单线能力 0.16 万吨/年），有 4 条高强高模纤维生产线。永安市九如纺织

有限公司有生产线 4 条可生产水溶纤维，总产能 0.64 万吨/年。内蒙古双欣环

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 4 条（单线能力 0.16 万吨/年）可生产高强高模纤

维。上海全宇生物科技遂平有限公司（宁夏）为原兰州新西部维纶有限公司生

产线转移至宁夏中卫，计划 2016 年建成投产，可生产高强高模纤维。河南白

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建 1 条高强高模纤维生产线，远期设计规模 4 条生

产线。 

表 3  聚乙烯醇纤维企业产能汇总表 

单位：万吨 

生产厂家 水溶纤维 高强纤维 总产能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2.25 2.14 4.39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 2.12 3．12 

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 0.64  0.64 

福建褔维股份有限公司 2 0.64 2.64 

永安市宝华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 0.6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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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厂家 水溶纤维 高强纤维 总产能 

永安市九如纺织有限公司 0.64  0.64 

宁夏大地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64 0.64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64 0.64 

安徽绿朋实业有限公司 0.32  0.32 

上海全宇生物科技遂平有限公司 0.48  0.48 

上海全宇生物科技遂平有限公司（宁夏） 0.64  0.64 

合计 9.97 6.82 16.79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2015 年世界高强高模（PVA）纤维产量约 5 万多吨，主要用于替代石棉，

少量用于混凝土行业，提高建筑材料的韧性、抗冲击强度、抗弯曲温度、抗腐

蚀性、抗风化能力、耐酸碱性、耐候性等。另外因环境及安全等问题，高强高

模（PVA）纤维在国外市场可用于替代石棉生产纤维水泥制品。 

我国高强高模（PVA）纤维生产企业有 6 家，而国内市场需求很少，其产

品主要出口欧洲、南美洲、非洲及东南亚等区域。2015 年产品销售价格变化

不大，市场基本稳定。 

2015 年水溶纤维因受到水溶非织造布和绣花行业下游产业链不景气的影

响；自 2014 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企业出现大面积经营困难，水溶纤维和下游

水溶非织造布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凸显。水溶纤维的价格在水溶纤维市场价格

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国内主要生产地区产量变化较大，除安徽地区的产量有一

定的增加外，其他生产地区产量负增长，比去年同期下跌 12.3%（表 4）。 

表 4  2015 年国内主要维纶生产地区产量情况 

地区 2015 年产量（吨） 同比（%） 

安徽 26100 50.0 

福建 29020 -29.0 

湖南 3551 -38.4 

重庆 13429 -17.3 

宁夏 3300 -42.0 

合计 75400 -12.3 

资料来源：《维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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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纶主要品种运行情况 

（1）水溶纤维 

2014 年下半年以来，民营企业新增产能的释放，水溶纤维的产能接近 10

万吨（表 3），加之非织造布市场需求萎缩严重，开工率逐月下降，价格出现

大幅下跌的现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从 2014 年 6 月末的 23000 元/吨，最低

跌至 10780 元/吨，跌幅超过 100%。受此影响，行业大部分企业被迫限产、停

产，整体开工率 40%左右。 

水溶纤维市场需求大幅萎缩的主要原因是下游与服装配套的绣花流行风

格发生变化。2013~2014 年水溶纤维市场实际需求量在 6000 吨左右，下游非

织造布行业经过从 2011 年到 2014 年上半年的快速发展，全国生产线从当初的

40 条发展到现在 150 条，水溶非织造布的生产线规模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实现

翻翻再翻翻。原料水溶纤维产能也从不到 4 万吨到近 10 万吨，翻一番还多，

上下游的盲目快速扩张，导致市场供求从 2014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严重的失衡。

一方面下游绣花市场因服饰风格变化而急剧萎缩，另一方面上游原料扩产投

产，供大于求矛盾更加凸显，导致水溶纤维和水溶非织造布价量齐跌，市场出

现恶性竞争。 

2015 年出现全行业装置开工率处于低位运行，价格下降到 11000 元/吨的

水平。在各企业去库存下，水溶装置开工率有所上升。随着聚乙烯醇（PVA）

1799 价格跌破 8000 元/吨大关，水溶纤维（S-9）与聚乙烯醇（PVA）1799 价

差近 4000 元/吨左右，行业运行处于边际效益较低的水平。水溶纤维市场价格

仍以稳定运行为主，水溶纤维（S-9）主流市场价格在 11500~12500 元/吨之间

运行。 

（2）高强高模聚乙烯醇（PVA）纤维 

2015 年高强高模聚乙烯醇（PVA）纤维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低迷，该品种全

行业处于低位运行，市场均价在 17000 元/吨左右（图 2），装置开工率处于 60%

左右。各企业启动国内市场开发，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

厂采用新技术对高强高模产品进行升级换代，产品性能指标得到显著提升，但

市场的启动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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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图 2  高强高模聚乙烯醇（PVA）纤维价格走势图 

特殊品种方面，国内极少数企业实施研发和多品种战略，在 2015 年也做出

了一些成绩。总的来看行业整体处于受控状态，维纶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2016 年维纶行业运行情况预测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维纶行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

全行业要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做好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努

力实现多赢。要以产品升级作为行业保持平稳运行的支撑，努力推动下游产业

链应用维纶产品，行业发展力争缓中趋稳。 

维纶行业面临资源环境压力、要素成本压力、产能结构性过剩的压力进一

步加大等问题。毫无疑问的是，维纶行业的发展不应再追求更高的增长速度和

更大的总量。维纶行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切实以市场为导向，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行业自我调整，下大功夫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依靠创新驱

动，而不应是投资驱动，更多的关注资源的耗费和环境的影响，主动适应国家

宏观调控的新要求，主动争取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 

（一）产品结构将出现新变化  

2016 年随着行业整合和市场推广力度的加大，纤维将平稳运行，产销量

出现微幅增长，具体维纶企业实际产能预测情况（表 5）。随着新产品和新技

术不断成熟，在市场营销策略的配合下，一大批新产品将获得新应用，出现量

价齐升的情况。这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策略的实施结果，预计到 2016 年下半年，

这样的结构变化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跃迁，从而将行业带入健康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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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6 年聚乙烯醇纤维企业实际产能预测汇总表 

单位：万/吨 

生产厂家 水溶纤维等 高强纤维 总产能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1.5 1.2 2.7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6 1.2 3.12 

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 0.4  0.4 

福建褔维股份有限公司 1.0   1.0 

永安市宝华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0.32 1.32 

永安市九如纺织有限公司 0.64  0.64 

宁夏大地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32 0.32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64 0.64 

安徽绿朋实业有限公司 0.32  0.32 

上海全宇生物科技遂平有限公司 0.48  0.48 

上海全宇生物科技遂平有限公司（宁夏） 0.64  0.64 

合计 6.58 3.68 10.26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二）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有所好转 

2016 年各企业将以市场为导向来组织生产经营，维持优质优价，市场将

进一步分化为明确的高、中、低端层级，不同企业各取所需，但也存在技术上

和产品质量上不断追赶，缩小差距的局面，这对行业整体发展来说是好事。有

技术实力的企业会采取产品升级换代的措施。以中温水溶替代高温水溶，以更

低线密度的产品替代现在的产品。 

聚乙烯醇（PVA）国内供需结构变化不大，产能结构性过剩，企业开工率

不高。受经济环境影响，房地产等终端产业不景气，聚乙烯醇（PVA）需求仍

不乐观。 

水溶纤维市场产能过剩矛盾依旧突出，下游水溶非织造布和水溶纱市场低

迷，会处于调整时期。从水溶纤维和水溶非织造布产品以往的市场周期性变化

来看，2016 年市场好转的可能性很小，总需求量预计基本与 2015 年相当。 

高强高模聚乙烯醇（PVA）纤维有望启动国内市场，取决于各企业的推广

力度及国家有关部委政策的支持力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适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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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高强高模纤维的应用，应该有会较大的作为。 

维纶的其他产品，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按照定单组织生产。有的产品有放

大产量的趋势，这也是企业盈利的增长点。 

总的来看，维纶行业的总量还很小，开发的新品种虽然较多，但大多数品

种还处于应用开发和市场开拓的前期，技术的成熟度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一

些新品种还没有形成效益增长点。2016 年部份企业会着力把已经取得的技术

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并通过加强市场推广，进而使维纶行业的生产及效益情

况有所改善，预计行业的经济指标增速将比 2015 年有所提高。 

三、几点思考与建议 

（1）集约发展、创新发展应是 2016 年及“十三五”期间维纶行业的着重

点。在行业协会的引导下，逐步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控制好无序发展，过度扩

张的现象，解决好产能结构性过剩问题，淘汰落后产能。 

（2）进一步突破技术创新过程和产业化转化过程中的技术瓶颈，整合上

下游技术力量，通过联合攻关的方式进行维纶产品技术开发，实现技术的重大

突破，把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提上去，把能耗、物耗降下来。 

（3）更加关注应用环节，真正把上、下游联动起来，提高企业应用技术

服务能力，提高产业链的响应速度和研发效率。 

（4）更加注重社会营销、关系营销、绿色营销理念的落实，处理好行业

企业与政府、与社会、与消费者的关系，特别是要提高政府、社会、公众、客

户对维纶行业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度，提高政府对维纶行业的关

注度和支持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