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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前言

为更好地迎接 PX 期货上市，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推出 PX 系列专题报告，本篇报告为系列专题报告的第

三篇，从全球视角下分析 PX 的供需格局，以及国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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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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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X 全球供需格局

从 PX 全球供应来看，近 10 年全球 PX 产能持续扩张，从 2011 年的 4101 万吨增长至 2022

年的近 8000 万吨，年均产能增速达 7%。预计 2023 年全球产能可以达到 8700 万吨以上。从区

域分布来看，全球 PX 产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占比约 80%，其余产能则分布在中东、美洲、

欧洲等地。亚洲主要的产能集中在东北亚，按产能来看，全球 PX 前五大产能地区位于中国、韩

国、印度、日本等。其中，中国产能占比最大约 54%，韩国占比第二，为 15%，印度和日本分居

三四，占比 8%和 6%。

从下图可见，2014 年与 2019 年前后 PX 产能增速有大幅度提升，而 2014 年产能增速放量

来自于韩国装置投产，2019 年之后的产能放量来自于中国投产。自 2019 年国内大炼化投产开

始，中国 PX 产能大幅增加，亚洲产能增长主要由中国贡献，以往中日韩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转

变为一超多强。近五年，中国是最主要投产国，中国新增产能占比将近 90%，中国在全球、以

及亚洲在全球 PX 产能的占比进一步提升。

图表 1 全球 PX 产能及产能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图表 2 PX 全球供应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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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除我国外，韩国、日本、印度、文莱的 PX 产能在全球仍具有较大的占比。

1.韩国 PX 行业于 2010 年后在我国进口刺激下迅速发展，目前韩国产能已居全球第二，大

部分装置在 2010-2014 年建成。韩国小部分装置生产成本略高，但大部分装置成本具有不错的

竞争力。

2.日本是最早生产 PX 的国家之一，在 2000 年前就基本完成了产能建设及布局。大部分装

置都在 2000 年以前建成，更有几套装置在 1987 年左右建成，装置的老旧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成

本，因此日本 PX装置普遍规模小且成本高。

3.印度 PX 行业发展相对缓慢，多半装置在 2000 年以前建成。仅有的一套超大规模装置拉

高了印度产能，该装置的生产成本竞争力强，其余小规模装置则成本较高。

4.文莱 PX 行业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其装置于 2019 开始投产，因其装置技术工艺先进且

规模大，生产成本优势明显。

图表 3 PX 全球供应情况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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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从 PX全球需求来看，全球 PX消费增速相对平缓，2022 年较 2017 年下降约 5%。全球 PX需

求市场地域特征显著，中国 PX消费领跑全球，约占全球消费总量的 65%，其次南亚、东南亚和

东北亚地区，分别占比 10.3%和 12.8%。根据 2021 年数据显示，中国供需缺口较为明显，中国

以外地区多为产量过剩，而反观我国在 PTA 产能与 PX 产能的错配下，供不应求格局明显，PX

以净进口为主。而 PX 下游消费结构中，PTA 占 98%以上，2021 年全球 PTA 产能约 10200 万吨，

折算 PX 产能约 6800 万吨，低于当年 PX 统计产能。

图表 4 PX 全球需求情况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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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X 国内供应情况

我国 PX 产业发展以来，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1975 年-2002 年，1975 年我国应用引进

技术建设了 2.7 万吨/年 PX 装置，标志着我国 PX 产业化进程正式开启。此后 20 余年，我

国 PX 项目建设基本与需求匹配，供需大致均衡。二是 2002 年-2018 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

展，聚酯需求增长迅猛，PTA 产能多轮次扩张，而国内 PX 产能扩张在该阶段步伐放缓，供需缺

口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日、韩等国获得我国大量 PX 市场份额，我国 PX 进口依赖度从 2002

年的 15.9%上升至 2017 年的 59.2%。三是 2019 至今，在供需严重失衡的背景下，我国于 2014

年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并鼓励有实力的民企按照行业准入要

求参与石化产业重组改造和基地建设。在政策放开的利好下，恒力、荣盛、盛虹等民营企业接

连上马大型一体化炼化项目。随着多个民营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成功投产，供需缺口明显修复，

进口依赖度显著降低。

截至 2022 年底，根据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我国 PX 有效产能为 3803 万吨。从国内 PX 企业

类型来看，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其中国有企业以中石化和中石油为主，民营企业中

浙石化、恒力石化和盛虹炼化占比最大，占总产能的 41.2%。由于 PX 行业类似于寡头行业，行

业进入门槛较高，多数集中在资金规模和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近几年来，随着民营大炼化逐

渐投产，PX产能当中民营企业占比已超过国企，随着大炼化装置的进一步投产，民营企业占比

将超过 50%。根据卓创资讯的统计，2023 至 2026 年期间，我国持续有新的 PX 装置将陆续投

产，但受到生产成本利润的影响，PX 实际投产进度的落地情况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图表 5 我国 PX 有效产能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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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2023 年国内 PX 企业产能情况（单位：万吨）

企业名称 产能

浙江石化 900

恒力炼化 500

盛虹炼化 400

广东石化 260

中海油惠州 245

东营威联石化（富海） 200

海南炼化 166

中金石化 160

福化集团 160

大榭石化 160

福佳大化 140

乌鲁木齐石化 100

青岛丽东 100

辽阳石化 100

福建联合石化 100

其他 676

中国国内总计 4367

数据来源：CCF、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分区域来看，我国 PX 产能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华东及东北地区占比较大，分别为 67.40%

和 19.50%。具体分省份来看，浙江、辽宁、山东、江苏及福建的总产能占中国总产能的 8成，

浙江省 PX产能最大超 1000 万吨，占比约 32%，辽宁省产能排第二占比 20.57%，两省占比达到

52.26%，其次是山东、江苏及福建，占比均在 10%左右。

图表 7 我国 PX 区域产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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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CF、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图表 8 2023-2026 年 PX 新增产能计划表

企业 新增产能

万吨/年
投产时间 所在省份

江苏盛虹 200 2023 年 1 月 江苏省

广东石化 260 2023 年 2 月 广东省

宁波大榭 130 2023 年 3 月 浙江省

宁波中金 200 2023 年 7 月 浙江省

惠州中海油 80 2023 年 3 月 广东省

扬帆能源 100 2023 年 10 月 广西

唐山旭阳 350 2024 年 1 月 河北省

华锦阿美 100 2024 年 4 月 辽宁省

新华联合 160 2024 年 10 月 河北省

古雷石化 320 2025 年 8 月 福建省

唐山浅海 300 2025 年 8 月 河北省

河北玫瑞 80 2025 年 8 月 河北省

山东裕龙石化 300 2026 年底 山东省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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