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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三年来，竞争激烈是行业主基调，虽说部分

产品的价格有所修复，但仍处于行业的底部区

域。譬如，第三代制冷剂主要产品R32，各企业

根据自身产品的不同，报价集中在 1.2万元~1.4
万元/吨，而成本价一般在 1.8万元/吨。也就是

说，每卖一吨，就亏损约4000元~6000元。

这对于产能动辄上万吨的氟化工企业，带

来的压力不难想象。因此，停产、减产，自然就

会出现。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来算，R32肯定是亏损

的。大概 1~2个月前，我们R32产能就停下来

了。尽管第三代制冷剂的最终配额还没有

定，但是按照这几年来的产销情况，公司届时

能拿到的配额，也差不多够了，总不能不考虑

利润一直生产吧。”永和股份相关负责人对记

者说。

价值回归成共识

进入 2023年，配额争夺结束的第三代制冷

剂会怎么走？接受记者采访的企业和业内人

士，纷纷给出“涨价”“价值回归”等判断，且观点

非常肯定。

“从目前来看，看涨的气氛比较浓。第三代

制冷剂的价格，虽然不会是一夜回到高位，但

2023年一定会是慢慢往上升的过程。”巨化股份

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永和股份相关负责人则

对记者称，“2023年对于第三代制冷剂来说，是

一个扭亏的行情，不会像2022年这么差，将会回

归到一个正常的年份。”

扩产、提升开工率是第三代制冷剂企业在

2020年~2022年这三年配额基准年的首要任务。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R32、R125、
R134a 产能，已分别达到 50.2 万吨、34.2 万吨、

33.5 万吨。而 2021 年，国内 R32、R125、R134a
产量，分别为24.4万吨、15.7万吨、15.1万吨。按

此推算，三大主流产品整体产能利用率大概只

有45%左右。

行业的扩张潮导致第三代制冷剂产能过

剩，叠加激烈的价格战，使得整个行业在 2020
年~2022年处于周期底部。当配额基线年结束，

各企业存在着通过收缩产能，换取适当的利润

空间。

三美股份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2023年肯

定是第三代制冷剂理性回归年。因为2023年不

论卖多少量，已经不影响配额量，那么为什么要

亏本处理？按照目前的市场价，很多企业也撑

不住。同时，永和股份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配额

基线年结束后，亏本肯定就不会生产了。

第三代氟制冷剂主要应用领域是空调和车

用空调。以主要的第三代氟制冷剂 R32 和

R134a为例，R32方面，根据百川盈孚数据，2021
年我国R32下游消费领域中，空调制冷剂占比

达 70%。R134a方面，2021年汽车制冷剂和气

雾剂（汽车后市场）分别占我国下游消费的50%
和25%，合计占比达75%。

“2023年，抑制需求的因素、抑制价格的因

素都将会有改善。”巨化股份上述人士称，需求

端，2023年制冷剂的需求会好于 2022年。逻辑

很简单，正常的需求已经抑制三年，疫情因素结

束后，原本需求会得到恢复。再加上可能出台

的经济刺激政策，2023年的需求肯定会有所好

转。供应端，如果赚钱，供应也会跟上来。“综合

判断，2023年第三代制冷剂的行情，会回到2019
年的水平，可能比2019年还要好一点。”

“接下来，第三代制冷剂行业会经历短期价

格回暖和长期价格趋势上涨两个阶段。”华安证

券分析师尹沿技称，短期内来看，配额争夺结束

后，制冷剂厂商会缩减产量挺价，直至最终市场

恢复正常利润水平；长期来看，随着第三代制冷

剂配额落地，第二代制冷剂配额进一步缩减，制

冷剂行业将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届时制冷剂

价格迎来景气上涨行情。

据华安证券测算，2025年国内制冷剂需求

为 41.7万吨，考虑到随着海外发达国家制冷剂

配额的削减，出口量会逐步减少，预测 2025年

出口需求为 24.6万吨，2025年制冷剂总需求将

达到 66.2万吨。供给方面，将内用配额计作第

二代制冷剂的最大供给量，第三代制冷剂在配

额冻结之前供给量使用产量来代替，进入冻结

期之后则使用配额来计算，到 2025年，制冷剂

市场供给约 61.6 万吨，将出现 4.5 万吨的供需

缺口。

产能将向头部企业集中

“三年的配额争夺，公司做足了准备，也在

利润方面做出了牺牲。不管最终如何定，我们

都会成为配额数量最多企业。”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巨化股份相关负责人自信满满地说。

据悉，由于第二代制冷剂（包括R22、R123、
R124和R141b等）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并且产

生温室效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对第二代制冷

剂的生产进行了配额限制。而当前的第四代氟

制冷剂成本，远高于第三代制冷剂。所以，第三

代氟制冷剂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主流

制冷剂。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第二代制冷剂，正在被

加速淘汰。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自 2020年

1月1日起，发达国家第二代制冷剂的生产仅限

于对仍存在冷冻和空调设备的维修。包括我国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削减 35%的第二代制冷

剂配额量，目前处于加速削减阶段，到2025年将

累计削减67.5%，到2030年之后，只保留2.5%的

配额量用于维修市场。

除了上述国际公约的约束，2022年 8月，工

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推进家居产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快家电制冷剂的环

保替代。如今，我国正处于第三代氟制冷剂

（HFCs）对第二代氟制冷剂（HCFCs）的加速更替

阶段。

第二代制冷剂被第三代制冷替代，可以从

家用空调的更迭找到佐证。以往，家用的定频

空调一般采用R22作制冷剂，但现在，新生产的

空调一般采用变频空调，采用的就是第三代制

冷剂R32。
在“以销定额”政策的大背景下，第三代制

冷剂的配额分配中，产能较大的头部企业具有

明显的竞争优势。

R32方面，截至2021年底，我国R32产能合

计为49.9万吨，前三名分别为巨化股份、东岳集

团和山东华安，产能占比分别为26.05%、12.02%
和 10.02%。R134a 方面，截至 2021 年底，我国

R134a产能为 38.8万吨，产能前三名为巨化股

份、三美股份和中化太仓，产能占比分别为

18.04%、16.75%、10.31%。R125方面，截至2021
年底，我国R125产能为 36.9万吨，前三名为东

岳集团、三美股份和巨化股份，产能占比分别为

15.72%、14.09%、13.55%。

制冷剂的配额限制分为生产配额和使用配

额，生产配额中部分为内用配额，生产配额和内

用配额的差值计为出口配额，配额每年由生态

环境部制定并公开。

根据公开信息，自 2013年至 2022年，第二

代制冷剂生产配额由 42.64万吨，削减至 29.28
万吨，随之削减的还有内用配额的占比，2022年

第二代制冷剂内用占比 59%，较 2013 年减少

7%。与此同时，配额向主流产品转移，2022年

R22生产配额为 22.48万吨，占比 77%，较 2013
年占比上升5个百分点，生产配额在向出口方面

和主流产品转移。

“拿到生产配额的企业，也不一定会全部自

行使用，相关企业会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市

场需求等情况，决定生产配额的最终用途。所

以，生产配额会在企业之间进行转移，第二代制

冷剂的配额买卖，第三代制冷剂市场也会出

现。”巨化股份上述负责人称。

数据显示，2022 年东岳集团和巨化股份

R22生产配额分别为 6.62万吨和 5.87万吨，分

别占R22总生产配额的 29%和 26%，较 2013年

配额市占率分别同比上涨12%和40%。生产配

额向头部企业集中，进一步巩固了头部企业的

龙头地位。

从第二代制冷剂的配额削减过程推测，第

三代制冷剂的生产配额同样会向头部企业和主

流产品集中。

新能源成产业延伸重要方向

“第三代制冷剂 2022年就已经不允许新增

产能，且今后要按照配额生产，而第四代制冷剂

目前还在专利保护期。这样，氟化工企业只能

通过延伸产业链做大做强。”三美股份相关人士

对记者说。

另外，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二代制冷

剂作为原料用途的生产量不受限制，可作为下

游氟聚合物、氟精细化学品等的原料使用，也

可用于其他非ODS 用途。这就使得相关企业

可以充分利用HCFCs现有产能，积极延伸下游

产业链。

据悉，除了传统的制冷剂，氟化工产业种类

众多、特性各异，在汽车、化工、电子电气、工程、

医疗等领域均可找到适用的材料。近年来，氟

化工产品正以其独特的性能，不断扩充其市场

应用空间。据永和股份公告，目前，PTFE、

PVDF、FEP是含氟高分子材料最主要的产品，占

据全球含氟高分子材料市场应用量的90%。

PTFE即聚四氟乙烯，以R22为原料，俗称

“塑料王”，是全球消费量最大的含氟聚合物，产

能、产量及需求量均占据全球氟聚合物市场的

50%以上。其中，PTFE凭借优异的介电性能，在

5G领域拥有广泛的应用，包括高频覆铜板、射频

电缆和雷达天线板等。

根据氟硅材料数据，2016~2021年，我国PT⁃
FE产能从 11.6万吨/年增长到 18.8万吨/年，年

均复合增长率为10.14%；其中2021年产能同比

增长 24.83%，占全球 PTFE产能的 60.84%。国

内的 PTFE 产能主要集中在东岳集团、中昊晨

光、巨化股份等企业。

在下游新能源汽车及储能行业快速发展

的拉动下，近两年来，以PVDF、六氟磷酸锂、双

氟磺酰亚胺锂为代表的含氟新能源材料，成为

氟化工企业延长产业链、产品转型升级的重要

方向。

PVDF即聚偏氟乙烯，以R142b为原料，被

誉为合成树脂中的“贵金属”，主要应用集中在

锂电、涂料、注塑、水处理膜以及太阳能背板膜

等领域。在锂电市场需求大增的背景之下，作

为锂电正极粘结剂，电池级PVDF近年来甚至出

现供不应求局面，供需错配推动锂电级PVDF及

原材料R142b价格快速上行。

PVDF火爆的市场行情，也让企业的扩产欲

望难以抑制。其中，巨化股份 2021年新增 6500
吨电池级 PVDF产能；联创股份规划去年新增

PVDF产能5000吨；昊华科技去年新增PVDF产

能 2500吨；此外，中化蓝天、东岳集团、永和股

份、东阳光等企业，均有PVDF产业的规划。

据百川盈孚数据，2019~2021年，我国PVDF
产能从 6.6万吨增长到 7.4万吨，年均复合增长

率为 5.9%；截至 2022年 11月，我国 PVDF产能

为12.8万吨，较2021年底增长72.97%。

无机氟化物产品六氟磷酸锂、双氟磺酰亚

胺锂，是电解液的核心原料，受下游新能源汽车

及储能市场快速发展的影响，六氟磷酸锂 2021
年超过50万元/吨的历史高价，这也刺激相关企

业加速扩产。

近年来，包括巨化股份、三美股份、多氟多、

天赐材料等企业纷纷加码扩产六氟磷酸锂。据

百川盈孚数据，2017~2021年，我国六氟磷酸锂

产能从 3.62万吨增长至 9.55万吨，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27.45%，而 2022年以来，六氟磷酸锂的

产量进入快速攀升阶段，已从年初的约1500吨/
周，增至年末超过 3000吨/周，年产量预计已达

到15万吨。

与之呼应的是，我国氟化工近年来发展迅

速，已具备包括无机氟化物、氟碳化学品、含氟

聚合物、含氟精细化学品、氟材料加工等在内的

完整氟化工产业链，年产值超过 1000亿元。我

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氟化工生产和消费国。

核心原料萤石或受益

“随着我国氟化工产能不断释放，对萤石资

源的需求将持续提升，预计我国萤石产品的供

需缺口将逐步扩大。”作为下游氟化工企业，永

和股份对原料萤石给出判断。

萤石，又称“氟石”，为类“稀土”稀缺资源，

我国战略性矿产。萤石最主要的下游产品是氢

氟酸，是氟化工基本化工原料。萤石也是氟化

工产业链的起点。从萤石到氢氟酸，大致生成

比例为2.3:1，即每吨氢氟酸单耗萤石2.3吨。

数据显示，中国萤石资源储量占全球总储

量的比例约为 15%，2021年的产量 450万吨，占

世界产量的57.1%，在全球萤石行业中占据重要

地位。其中，金石资源为国内最大的萤石矿生

产企业，拥有储量2700万吨；永和股份探明萤石

保有资源储量为329万吨矿石量；中欣氟材储量

大约在60多万吨左右。

近年来，为何萤石没有像其他资源品一样

价格飞涨呢？这主要与现阶段下游需求结构有

关。现阶段，萤石主要需求仍来自于传统业务，

如制冷剂，约占到萤石总需求 50%左右。前些

年，下游氟化工的负利润配额争夺战，自然会波

及到上游的萤石行业。

金石资源相关负责人曾对记者表示，“这些

年，下游制冷剂企业为了配额争夺，都在赔本做

买卖。这种情况之下，上游萤石企业也不好意

思涨价。而如今，制冷剂的配额争夺即将结束，

这为产业链涨价提供了基础。”

“我们非常看好萤石作为稀缺资源会迎来

旺盛需求：一方面，随着全球疫情缓解，经济逐

渐复苏，空调、冰箱等需求有望提振，第三代制

冷剂配额和下游厂商格局的基本确定，可能带

来价格回暖；另一方面，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

等对萤石需求的异军突起，将可能给我们带来

惊喜。”金石资源方面称。

据悉，萤石作为现代工业的重要矿物原料，

还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

国防、军事、核工业等领域，包括六氟磷酸锂，

PVDF、石墨负极、光伏面板等，也离不开萤石的

下游产品氢氟酸。

金石资源曾在定期报告中指出，根据现有

数据测算，到 2025年新能源对萤石需求将达到

150 万~200 万吨，2030 年更是可能超过 500 万

吨。而目前全球每年萤石总产量仅 700万~800
万吨，新能源或有可能取代传统的制冷剂需求，

成为萤石的最大需求领域。

“近几年来，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带动萤石下游含氟材料

强劲增长，进而带动萤石新增需求，并进一步

提升萤石不可替代的战略性资源地位。”巨化股

份称。

另据百川盈孚测算，2021年我国酸级萤石

总需求约为367.5万吨，其中制冷剂对酸级萤石

需求占 169.6万吨，占比 46.1%。酸级萤石终端

需求新能源占比 9.8%，电子占比 11.4%。到

2025年，预计新能源的强势增长，将带来我国终

端用于新能源的萤石需求增长至109万吨，其中

大部分新增需求（85%）来自于锂电材料。

从供应来说，金石资源近日在接受调研时

指出，“从自身体会来说，监察越来越严格，这已

经常态化。包括近期的涨价，也受供给端紧缩

较大影响，并且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因

素。安全、环保、准入政策等供给端的压力如果

再叠加需求端的变化，影响会更加明显。从我

们的理解来说，安全环保这些措施只会越来越

严，不太可能会放松。”

伴随着供应收缩和需求增长，国内萤石的

库存正在快速下降。百川盈孚数据显示，2022
年三季度，萤石库存高达15万吨，而到了四季度

末，已降至9万多吨，降幅高达40%。

业内人士表示，第三代制冷剂配额的落

地，将会扭 转 制 冷 剂 企 业 赔 本 抢 份 额 的 怪

象，产业的价值回归是大势所趋，这为萤石

涨价提供条件。同时，随着传统需求的复苏

和新能源领域的拉动，市场对萤石下游产品

氢氟酸的需求不断增长，产业链有望迎来景

气周期。

配额之争尘埃落定 氟化工产业格局有望重塑

本版制表本版制表：：李小平李小平 摄影摄影：：李小平李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