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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细细看」 之二氧化碳篇

二氧化碳行业：变废为宝用途广 市场放量路漫长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两个直径约

15

米的银白色大圆

球， 缓缓吃下经过压缩、 净化的二氧

化碳， 大圆球下停着的专业货运车，

将纯净的二氧化碳运到珠三角各地，

最终变成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膨胀而

出的气泡， 变成焊头边阻挡氧化的保

护层

.....

这就是惠州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的生财之道， 靠回收、 净化、 销售温

室效应的罪魁祸首———二氧化碳， 惠

州凯美特气的控股股东凯美特气

（

002549

） 去年以

1.2

亿元的销售额，

实现

4206

万元净利润。 凯美特气也

是我国第一个以销售二氧化碳为主业

的上市公司。

二氧化碳提纯收益高

从惠州大亚湾区中心出发， 沿

着石化大道东方向

10

公里， 就是大

亚湾石化区， 中海油和荷兰壳牌各

占

50%

股权的中海壳牌公司是大亚

湾石化区最重要的公司， 尖塔、 椭

圆状的大型石化装置分布在石化大

道两侧。

在这些石化设备之间， 管道像

蛛网一样彼此连接， 其中有一根直

径约

80

厘米的管道， 从中海壳牌公

司年产能

95

万吨的乙烯装备中伸出

来， 伸到

3

公里外惠州凯美特气工

厂内。

这条管道与众不同， 里面装的

是对中海壳牌而言毫无用处的二氧

化碳。 中海壳牌生产乙烯同时， 伴

生出二氧化碳， 这些二氧化碳本来

是要排放到空气中。 不过对惠州凯

美特气而言， 这些二氧化碳却是难

得的原材料， 纯度高达

99%

。 生产

食品级二氧化碳， 原料纯度越高，

成本越低。

这是一笔对双方都有利的生意，

中海壳牌减少了二氧化碳在空气中

的排放， 还能以每吨

70

多元的价格

向惠州凯美特气收取费用。 惠州凯

美特气收益更大，

70

多元的原料经

过一番加工， 能以每吨

600

多元的

价格卖出。

惠州凯美特气的生产技术负责人

钟建交向记者表示， 尽管原料气有

99%

的纯度， 但里面含有很多有害物

质， 比如硫、 烃等，

99%

到产成品的

99.99%

， 其中要经过四个工序， 每

个工序还有若干环节。

钟建交解释， 原料气要经过压

缩、 净化、 液化提纯以及储存四个

工序， 才能成为可食用级， 压缩是

为了减小空气体积， 同时处理掉尘

土、 水汽等杂质， 净化可以去除原

料气含有的硫、 醇、 烃及固体等杂

质， 液化提纯是将高压原料气经过

换热后， 进行冷却液化， 进入提纯

塔精馏提纯， 最后气体通过减压提

纯系统提高产品纯度与降低压力进

入储存工序。

“降低甲烷、 乙烯等杂质的工艺

比较难， 而最关键的环节是液化提

纯， 这个环节决定了产品质量， 还决

定了生产成本。” 钟建交表示。

液化是整个工艺中最耗能的部

分， 该环节用掉耗电量的三分之一。

不过江苏省气体工业协会秘书长王荣

华认为， 决定成本高低的关键在于闪

蒸部分， 闪蒸属于精馏环节的一部

分， 将惰性气体分离出去的过程要带

走一部分二氧化碳， 带走的多， 成本

就高， 反之成本就低。 而正是在这一

关键环节， 凯美特气自行研发了二氧

化碳动态减压分离提纯工艺技术专利

技术， 可生产出纯度为

99.999%

的特

纯二氧化碳产品。

在二氧化碳行业中， 成本构成

主要是电力， 并不是二氧化碳原料

气。 资料显示， 凯美特气本部每年

需付

12

万元购气款， 安庆凯美特气

每年需付

18

万元， 并按照每年

5%

递增， 惠州凯美特气是凯美特气目

前三家公司中采购价格最高的， 每

年需采购

7.3

万吨 （上下浮动

10%

），

价格达

89

元

/

吨， 每五年协商一次。

相比之下， 凯美特气总部生产每吨

二氧化碳需要消耗

188

度电， 惠州

凯美特气需要消耗

201

度， 电费成

本很高。

钟建交表示， 惠州凯美特气运输

半径为

300

公里， 基本可以覆盖珠三

角地区。

占市场是竞争关键

就生产技术而言， 二氧化碳提纯

环节会出现不少艰涩术语， 在资本市

场， 二氧化碳行业也显得非常另类，

不过这早就是一个成熟行业。 “在这

个行业中， 技术是现成的， 关键是市

场能力。” 王荣华如是说。

这个行业门槛并不高， 投资开办

一家小一点的工厂仅需要

2000~3000

万元， 年产

10

万吨规模的也只需要

投资

5000

万元即可。 王荣华表示：

“如果有了市场， 投建工厂非常容

易”。 据介绍， 设备投产所需时间不

长， 以惠州凯美特气为例，

2008

年

开建当年即投产运营。

从表面上看， 惠州凯美特气在大

亚湾石化区显得毫不起眼， 厂房简

陋， 设备简单， 工厂占地面积约有

2

亩大小， 钟建交表示， “附近有很多

做中海壳牌下游产品加工的厂家， 公

司在这里面可能是最小的。”

厂房不大， 所需工作人员也不

多，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凯美

特气共有员工

107

人 。

2007

年、

2008

及

2009

年末公司的员工人数分

别为

121

人、

111

人和

110

人。 而且

从人员学历构成上看， 对知识储备的

要求也不高，

2010

年总共

107

名工

作人员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有

10

人， 占比不到

10%

。 生产环节所需

人员不多， 惠州凯美特气工作人员最

多的是司机， 载重

25

吨的运货车

13

辆， 配备了

26

名司机， 工作人员也

主要围绕销售运转。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 凯美特气需

外购二氧化碳， 近

3

年采购量分别为

6135.48

吨 、

8170.39

吨和

3271.54

吨， 由此可见， 食品级二氧化碳尽

管要求较高， 但可满足需求的公司

也有很多， 巨化股份 （

600160

） 在

2006

年就成为可口可乐食用二氧化

碳供应商。

整体而言， 二氧化碳是一个小行

业， 二氧化碳年需求总量约为

150

万

吨

~200

万吨， 以

400

元

/

吨计算， 这

个行业整体产值不超过

10

亿元。 最

近几年， 二氧化碳行业竞争相当激

烈， 王荣华表示， 山东省产能大， 江

苏省竞争最激烈， 由于去年江苏省某

些不法人士违规盗采黄桥二氧化碳

矿， 对市场冲击甚大， 前年市场价

600

多元

/

吨， 去年降到

220

元

~260

元

/

吨， 今年情况有所好转， 现在的市

场价格为

350

元

~360

元

/

吨。

由于需求具有波动性， 二氧化碳

需跨区域流动， 山东省每年夏天都要

到江苏采购二氧化碳， 到冬天用不完

再向江苏省销售。 凯美特气也不得不

在外采购才能完成客户需求。

不过即使在江苏， 现在也有一半

适合生产二氧化碳的化工尾气并未利

用。 “二氧化碳浓度超过

85%

即有

开发价值。” 王荣华表示， “不过浓

度越高成本越低， 去年二氧化碳价格

下降气源浓度太低就无法盈利。” 惠

州凯美特气浓度达到

99%

， 属于优

质气源， 相对而言油化工尾气杂质较

少， 煤化工所含杂质较多。 目前利用

的多是油化工尾气。

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原因， 可能

正是受市场需求量所限。 这个行业依

然处于原始竞争阶段， 在运输半径限

制下， 大量年产

10

多万吨的企业割

据一方， 在这种格局下， 市场网络并

不容易打破， 缺少全国性布局的公

司， 凯美特气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走

出湖南岳阳。

市场放量还需等待

在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秘书

长洑春干看来， 尽管二氧化碳行业

竞争激烈， 但在中国依然是刚刚发

展， 二氧化碳的后期应用前景广阔。

资料显示， 美国每年二氧化碳销售

1000

万吨。

二氧化碳应用在饮料、 冶金、 食

品、 烟草、 石油、 农业、 化工、 电子

等领域， 其中碳酸型饮料、 啤酒占消

费量的

51%

， 保护焊占

20%

， 冷藏

保鲜占

15%

。 除了食品饮料， 二氧

化碳在很多方面的使用还有待开拓，

在保护焊方面， 二氧化碳相比氩气具

有成本优势， 氩气在去年春节的价格

为

1.4

万元

~1.5

万元

/

吨， 目前依然

在

1500

元

/

吨， 仍远高于二氧化碳。 而

且使用二氧化碳更节省电力。

在冷藏保鲜方面， 二氧化碳有望

取代普通冰 ， 干冰与普通冰 （

0℃

）

相比， 体积只是普通冰的一半， 而冷

却效果却是普通冰的

3.3

倍， 干冰在

其融化过程中， 慢慢变成气体升华至

空中， 直至完全消失。 “我们客户有

做海鲜生意的， 使用干冰冷藏后海鲜

的卖相好。” 钟建交表示， “而且成

本相差无几。”

还有一些正处于摸索阶段的用途，

被认为对二氧化碳使用量影响更大。

“在我们看来是废物， 在植物那

里就是营养品， 目前大量使用的化肥

不能代替二氧化碳的作用。” 中国科

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 肥料专

家徐福利认为。 他曾经做过实验， 只

要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一倍， 农作物产

量即可提高

50%

， 蔬菜的病虫害减少，

长相也好。

使用二氧化碳作肥料， 需要在密闭

条件下使用， “一亩大棚的建造成本要

2~3

万元， 相比之下二氧化碳的投入成

本只需要

600

多元，” 徐福利表示 ，

“如果能有

10%

的大棚使用二氧化碳作

肥料， 用量就非常可观。” 使用二氧化

碳还有一个好处， 由于密闭条件下二氧

化碳不足， 温室需要经常打开换气， 这

难以避免热量散失， 而使用二氧化碳即

可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 王荣华认为， 二氧化碳是窒

息性气体， 使用不当可能存在安全问

题， 而农民缺乏安全技术， 应该在大型

蔬菜基地先行示范推广比较好。 徐福利

则认为， 二氧化碳使用起来很方便， 并

不会对身体形成危害。

凯美特气董秘张伟表示， 公司也希

望在农业气肥方面做一些技术储备， 和

科研院所合作进行探索， “将二氧化碳

作为肥料使用， 在以色列已经是一个成

熟技术。”

在张伟看来， 二氧化碳驱油技术

也将极大促进二氧化碳需求。 这项技

术是将二氧化碳注入油藏提高原油采

收率， 中原油田利用其自产的高纯二

氧化碳进行注压采油， 使采收率提高

了

15%

。

资料显示， 我国适合二氧化碳驱油

的原油储量达

12.3

亿吨， 若成功实施

二氧化碳驱油可增加采储量

1.6

亿吨左

右， 如果

10%

油田采用二氧化碳驱油，

每年所需的二氧化碳也将超过

3000

万

吨。 不过， 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秘书

长洑春干认为， 二氧化碳产地大多远离

油田， 运输成本过高， 二氧化碳销售的

有效半径是

300

公里。

洑春干较为看好二氧化碳作为降

解塑料的市场前景。 据了解， 目前有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使用二氧化碳生产

可降解餐盒。 江苏泰兴中科金龙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已开始使用二氧

化碳生产可降解的泡沫塑料和低碳化

学新材料， 预计到

2015

年形成

10

万

吨二氧化碳塑料产能。 国内还有不少

类似项目都在上马。

尽管二氧化碳有着种种美好前景，

凯美特气还是决定开发其他气体， 在凯

美特气

IPO

募资完成全国性布局同时，

开始投资氩气。 该公司表示， 在二氧化

碳市场方面与国外综合性气体公司相

比， 公司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然而， 公

司相对于国外综合性气体公司， 规模相

对较小， 气体产品品种少， 收入和净利

润较小， 无法与这些公司在其他气体品

种上展开全面竞争。

� � � �中国二氧化碳行业已发展多年
，

却依然处于原始竞争阶段
，

在运输半径限制下
，

大
量年产

10

多万吨的企业割据一方
，

缺少一个强大的行业龙头
，

尽管产品有诸多用途
，

如
叶面肥料

、

注气驱油
、

降解材料等
，

但需求爆发性增长还需时日
。

凯美特气董事长祝恩福
：

挖掘市场潜力是成功关键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祝恩福

2000

年通过股权收购进入

凯美特气，

2011

年

2

月步入中小板市

场， 在资本市场冷清背景下， 开盘当日

上涨

45%

。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

中， 这位二氧化碳行业龙头公司掌舵人

表示， 公司成功的关键是当初在挖掘市

场潜力方面做得较多。

证券时报记者：

什么机缘促使你进
入凯美特气

，

刚介入时
，

公司给你的印
象如何

？

据说当年凯美特气产品销往香
港主要是靠合资方的香港关系

。

祝恩福：

2000

年中国石化上市启

动了主辅分离、 改制分流这一战略措

施， 我作为当时的外资股东收购退出方

的股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应该说原凯

美特一直在中石化体系内运作， 总体

还是很规范的， 只是作为中石化的三

产企业积极性和市场的行为方面有所

欠缺， 接手后调动人的积极性， 最大

程度地挖掘市场的潜力是这个公司走

向成功的关键， 更是奠定了今天走向

资本市场的基础。

其实， 从招股说明书上也可以看

到凯美特名称的变化， 成立之时叫湖

南凯美特干冰有限公司， 现在由之前

单一生产干冰转而在基本不生产干

冰， 全面生产高端二氧化碳。 当时能

打开香港市场， 是因为南中国只有凯

美特一家生产干冰。

证券时报记者：

业内认为污水
处理

、

油田开采和气肥等细分市场
存在很大机会

，

公司是如何引导开

拓的
？

祝恩福： 你所了解的污水处理、 油

田开采、 高效农业目前投资的人极少，

但相信总有一天会启动这个市场。 如果

这些市场真的发展起来， 资源竞争或将

不可避免。 等到这一天， 我想凯美特有

资本市场支撑早已武装到牙齿， 争得了

先机。

证券时报记者：

如何寻找新项目
？

公司有没有气源竞争方面的担忧
？

气源
价格为何有较大差异

？

祝恩福： 惠州工厂的上游是中海壳

牌， 作为一个国际大公司， 有公开的信

息披露， 我们是经过投标取得的。 在没

有惠州工厂之前， 凯美特气在广东地区

已占有

40%

市场份额， 夺取广东市场

只有靠在更贴近客户的区域建厂， 这样

我们把丢在路上的钱通过建设惠州凯美

特找了回来。

二氧化碳气源是工业生产中所排

放的尾气和废气， 到处都是， 但适合

的气源和市场及战略区位优势并不

多， 我们在中国最富裕的

4

个地区珠

三角 （凯美特惠州工厂）、 长三角

（凯美特安庆工厂）、 中原腹地

(

凯美

特岳阳工厂

)

、 京津唐环渤海

(

凯美特

北京工厂

)

建有工厂， 就是遵循上述

建厂原则。

原料气的价格有差异， 是因为二氧

化碳在原料气中所含组分不同。

证券时报记者：

和燕山石化的合作
方面

，

提到氩气
，

也提到氢等可燃气体
的回收

，

在扩张上有何打算
？

祝恩福： 凯美特从单一的二氧化

碳生产到能够生产氢气、 氩气、 一氧

化碳、 甲烷气等还包括稀有气体， 总

是会找到合适的气源和合适的合作伙

伴， 与燕山石化的合作就体现了这一

原则。

证券时报记者：

高管的年薪
（

连您
在内

），

只有
121.95

万元
，

这在上市公
司中是比较低的

，

有激励计划吗
？

祝恩福： 每家公司过日子的情况均

不一样， 凯美特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也可能是深圳市场规模最小的公司， 我

们已经有一些激励计划。

证券时报记者：

在市场销售上
，

有
没有创新的地方

？

祝恩福： 业务不算新， 但盈利模式

上我们会不断地创新和改进， 为客户创

造更大的价值是我们服务的宗旨。

两个直径约

15

米的银白色大圆球， 缓缓吃下经过压缩、 净化的二氧化碳 向南

/

摄

二氧化碳回收属减排？

业内存争议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凯美特气正准备申请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
，

国际上尚无二氧化碳回
收企业申请该项目的成功先例

。

关于二
氧化碳回收利用是否属于减排

，

业内尚
有不同认识

。

关于
CDM

项目
，

投资者已不再陌
生

，

简单地说
，

就是
《

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

京都议定书
）》

规定的符合
联合国相关要求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

。

这是发达国家以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国
家购买排污权的机制

。

巨化股份
（

600160

）

等中国公司靠
这种机制最近几年赚了不少钱

，

他们所
交易的

，

是二氧化碳排放权
。

江苏省气体工业协会秘书长王荣华
认为

，

回收企业是否减排关键是看怎么
界定

。 “

气体回收企业的确回收了二氧
化碳

，

但最终还是排放到大气中
，

从这
个方面来讲

，

并没有减排
。”

但他同时还
提供了另一个分析角度

， “

如果没有回
收这些二氧化碳

，

那么就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

，

就需要利用其他办法生产出来
，

而生产出来的二氧化碳也要排放到大气
中

，

从这个角度看
，

回收企业相当于减
少了二氧化碳使用量

，

也是减排
。”

凯美特气董秘张伟表示公司正在
和专业人员接触

，

申请
CDM

项目
，

如
果申请成功

，

将增加一份收入
。

不过申
请该项目可能会比较耗时

， “

关键是要
有成熟案例

，

风电
、

化工企业申请
CDM

就比较快
，

但我们这种类型的公
司

，

他们要重新开一个课题进行研究
。”

祝恩福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