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报告

管理风险 创造财富 1

请仔细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PTA报告

PTA 市场分析
时间： 2023 年 9 月

执笔： 福能期货化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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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TA 主流生产工艺及对比

目前，世界生产 PTA 的厂家采用的技术虽有差异，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加氢

精制法。首先将对二甲苯（PX）经催化氧化，制得粗对苯二甲酸（CTA），然后将 CTA 加

氢精制成 PTA，通常也被称为二步法，这种工艺在 PTA 生产中居主导地位，代表性的生产

厂商有：英国石油（BP）、美国 INVISTA（DuPont-ICI）、三井油化（MPC）、三菱化学

（MCC）和因特奎萨（Interquisa）。第二，精密氧化法。用二次氧化与熟化代替加氢精

制工序，PX 只经氧化反应就可制得 IPTA。代表生产厂商有三菱化学（MCC）、伊斯特曼

（Eastman）、杜邦（Dupont）、东丽（Toray）等。

从产品指标方面看，两步法的 PTA 纯度更高：BP、INVISTA 技术生产的 PTA 产品质

量可达到 PET 要求的优级品指标，三井油化技术的 PTA 产品质量可达到 PET 要求的合格品

指标。Lurgi-Eastman 技术的 PTA 产品是一种中纯度的 PTA，若用于生产聚酯，对聚合反

应的要求较高，要添加某些助剂来封闭醛基。

从工艺指标方面看，两步法所需温度较高：二步法的特点是工艺比较成熟，原料和能

耗均已接近理想状况，生产过程易于控制，能有效控制结晶粒径的大小，产品色相好，质

量稳定，缺点是需要高温高压，反应器要使用钛衬里，且腐蚀较严重；一步法的特点是无

加氢精制，工艺流程简化，与缓和氧化技术相结合，投资和操作费用较低。

从国内的 PTA 产能所采用的工艺路线来看，近年来新投产的装置多数选用 INVISTA、

BP 技术，另有我国亦有自主研发的昆仑工程技术、企业自研发技术，如逸盛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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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PTA 主流生产技术对比

技术 内容

INVISTA

NVISTA 在国内外拥有 40 余项 PTA 技术授权/技术转让，是我国

企业目前应用最广的技术。全新的 P8 工艺在精制母液回收和 CTA

浆料处理方面有开创性突破,与上一代技术(P7)相比无论在能耗、物耗

方面，都有长足进步。而 P8++基于 P8 工艺再次优化，主要优点：

充分利用余热发电，提升电力自给率；氧化单元处理优化，降低能耗

成本；降低 PX、HAC 消耗，且产品中 PT 酸含量低(100~120ppm)。

BP

中温氧化工艺代表，操作温度较低、压力较低，使得装置蒸汽耗用量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除此之外，BP 的厌氧废水处理技术处理能力更

高，世界领先的压缩工艺极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昆仑工程

我国的首个 PTA 国产化技术。该技术已成功实现商用第三代。PX 单

耗下降 3kg，醋酸单耗下降 18%，除盐水单耗下降 80%，污水排放

下降 75%，综合能耗下降 45%，工艺残渣 100%处理，以其大型化、

绿色节能、智能环保特色成功路身世界领先行列。

逸盛日立

逸盛在引进日本日立 PTA 生产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优化，形成精

馏塔醋酸脱水塔 PTA 原料及输送系统等核心专利，该技术吸收了现

有装置的运行经验，降低反应器压力，醋酸及对二甲苯在反应器中消

耗相对较低，且增加精制废水回收、精致母液回收，减少废水排放，

降低水耗方面较为突出。

通过对比我国目前先进 PTA 装置技术物耗和能耗（详见表 2），可以发现 INVSTA

P8++作为最新的 PTA 代表技术，在现有主流技术中，物耗和能耗进一步降低，而我国自

研 PTA 技术也有较优异的综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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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目前我国先进 PTA 装置技术物耗能耗对比

逸盛日立
(海南逸盛)

INVISTA-
P8++

(嘉通二期)

INVISTA-
P8+

(恒力 6#)

INVISTA-
P8

(嘉兴二期)

INVISTA-
P7

(嘉兴一期）

BP
(独山能源)

昆仑工程三
期（虹港一期

技改）

PX
(kg/tPTA)

651.30 648.00 650.00 652.00 656.50 649.00 654.00

醋酸
(kg/tPTA)

31.00 28.00 29.00 33.00 37.8 32.00 38.00

碱液(%)
(kg/tPTA)

3.84
(50%)

2.60
(32%)

8.23
(45%)

9.38%
(98%)

-
5.27

(98%)
1.83

(45%)

醋酸钴
0.025

(钴折纯）
0.0127

(钴折纯）
-

1.111
（≥3.33%）

0.948
（≥3.17%）

0.3
（≥3.33%）

0.08
(钴折纯）

醋酸锰
0.021

(锰折纯）
0.0027

(锰折纯）
-

0.221
（≥3.17%）

1.032
（≥3.17%）

0.158
（≥3.17%）

0.09
(锰折纯）

HBR.≥47%
(kg/tPTA)

1.00 1.23 1.23 1.23 0.75 0.51 1.15

净产电
(KWh/tPTA)

21.43 115 105 总计 62.53 59.55 -

水耗
(m³/tPTA)

2.13 5.60
0.60+

179 海水
4.39 4.39 5.89 6.48

蒸汽耗用
(t/tPTA)

0.69 0.46 0.47 0.70 0.75 0.63 0.63

资料来源：网上数据收集、各项目评估

二、PTA 生产成本分析

当前中国的 PTA 产能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各类装置的生产成本具体如下，其

中 A 类生产技术主要指 INVISTA P8 系列以及 BP 五代，该类装置大多于 2019 年后投产，

产能规模普遍在 220 万吨以上。B 类装置主要 2000 年至 2019 年间投产的装置，这类装

置产能规模 100-375 万吨不等。C 类装置则主要指 2000 年前投产的老旧装置，这类装置

产能规模普遍在 100 万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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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类 PTA 装置生产成本（以 8 月均价进行核算）

装置类别 A 类 B 类 C 类

单价 平均单耗 成本 平均单耗 成本 平均单耗 成本

原料

PX 8895 0.650 5782 0.655 5826 0.66 5870

醋酸 4000 0.029 116 0.035 140 0.04 160

其他 70 110 140

总计 5968 6076 6171

动力成本

工业水 1.4 4.99 6.99 5.4 7.56 6.03 8.44

蒸汽 200 0.5 100 0.62 124 0.74 148

电 0.8 -80 -64 26 20.8 33 26.4

除盐水 5 0.1 0.5 1.86 9.3 2.13 10.65

总计 43 162 193

折旧与
摊销

总计 150 80 80

其他费用

包装 45 45 45

人工 10 20 30

维修 15 20 25

总计 70 85 100

三费 总计 100 100 100

运输费用 总计 29.2 29.2 29.2
综合销售

成本
6360 6532 6673

加工成本 439 556 643
现金流
成本

289 476 563

备注：1、资料来源：网上数据收集、各项目评估
2、三费为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从上表可得，PTA 的生产成本中，原料成本占比超过 90%。最新的技术可以将 PX 的

单吨消耗从 0.655 降低到 0.648，醋酸等其他成本消耗也有效降低，整体原料成本降低约

126 元/吨。为 TA 工厂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和更强的成本接受能力。即使新装置有更高的

折旧摊销，现金流成本较传统装置也有近 200 元/吨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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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市场 PTA 装置情况

企业名称
设计产能
（万吨）

地点 技术 投产时间 备注

虹港石化 150
江苏连云港

中石油昆仑 2014 年

虹港石化（二期） 250 英威达 P8 2021 年

福海创

150

福建漳州 泽阳 2014 年150

150

扬子石化 60 江苏南京 Amoco
1990 年投产，
1995 年扩容

仪征化纤
35

江苏仪征市
Amoco 1995 年

64 杜邦 2003 年

台化兴业 120 浙江宁波 台塑
2007 年投产，
2013 年扩容

浙江利万聚酯 70 浙江宁波 2008 年 2021 年 5 月停车

逸盛（宁波）

65

浙江宁波

INVISTA 2006 年 2021 年 6 月停车
200 逸盛日立 2011 年

220 逸盛日立 2012 年

逸盛（大连）
225

辽宁大连
逸盛日立 2009 年

375 逸盛日立
2012 年投产，
2014 年扩容

逸盛新材料 1 360 浙江 逸盛日立 2021 年

逸盛新材料 2 360 浙江 逸盛日立 2022 年

逸盛海南 200 海南 逸盛日立 2012 年

亚东石化 75 上海市 INVISTA
2006 年投产，
2012 年扩容

上海金山石化 40 上海市 三井油化 1984 年 2021 年 2 月停车

英力士
（原珠海 BP)

110
珠海

BP
2008 年投产
,2012 年扩容

125 BP 2015 年
中石化洛阳石化

总厂
32.5 河南洛阳 Amoco 2000 年

中石油乌鲁木齐石化 7.5 新疆乌鲁木齐 杜邦 1995 年 2021 年 4 月停车



研究报告

管理风险 创造财富 6

请仔细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汉邦石化 220 江苏江阴 INVISTA 2016 年
2021 年 1 月停车，
四季度计划重新开车

三房巷
120 江苏江阴 中石油昆仑 2011 年

120 江苏江阴 中石油昆仑 2014 年

嘉兴石化（桐昆）
150

嘉兴
INVISTA P7 2011 年

220 INVISTA P8 2018 年

恒力

220

大连

INVISTA P7 2012 年
220 INVISTA P7 2013 年
220 INVISTA P7 2015 年
250 INVISTA P8 2020 年
250 INVISTA P8 2020 年

蓬威 90 重庆 中石油昆仑 2009 年

四川能投（原晟达） 100 四川 INVISTA 2019 年

独山能源（新凤鸣）
250 浙江嘉兴 BP 五代 2019 年
250 浙江嘉兴 BP 五代 2020 年

中泰石化 120 新疆 中石油昆仑 2020 年
福建百宏 250 福建 INVISTA P8 2021 年

山东威联化学 250 东营 BP 五代 2022 年

嘉通能源 250 江苏
INVISTA

P8++
2022 年

嘉通能源 250 江苏
INVISTA

P8++
2023 年

恒力惠州 1# 250 广东 INVISTA P8+ 2023 年
恒力惠州 2# 250 广东 INVISTA P8+ 2023 年

合计 7894

据统计，中国 43%左右的 PTA 装置采用最新的 A 类技术，A 类装置现金流成本大约在

280-290 元/吨左右。其余装置中，约 48%的装置采用 B 类技术，现金流成本大约在 480-500

元/吨左右。还有约 9%的装置采用较为老旧的 C 类技术，现金流成本大约在 560-600 元/

吨左右。

在产能投放周期之下，低加工费的 PTA 产业常态。同时，当前中国 PTA 行业一体化、

集中化、民营化的趋势明显，龙头企业大多配有 PX 产能，对于 PTA 单一环节的利润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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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所下降。PTA 加工费波动区间将有所下滑，预估未来 PTA 加工差波动区间在 200-400

元/吨。同时，单一的 PTA 装置将首当其冲受到效益影响，其中 C 类技术装置将面临产能

淘汰。按停车超两年为标准，预计 2023 年将淘汰 PTA 产能 182.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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