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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22年度实现净利润63,485.28万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按本年度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公积金

6,348.53万元，2022年可供分配利润总计为162,625.07万元。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为：本年度不进

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凤鸣 60322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剑飞 吴耿敏 

办公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洲泉工业区德胜路888号 浙江省桐乡市洲泉工业区

德胜路888号 

电话 0573-88519631 0573-88519631 

电子信箱 xfmboard@xfmgroup.com xfmboard@xfmgrou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处行业为民用涤纶行业。涤纶长丝行业上接石油化工，下接纺织、服装、汽车以及其

他工业等领域，与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能力具有一定相关性。随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全国人均消费支出逐年增加，近几年涤纶长丝的需求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主要应用于下游服

装、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等领域。涤纶短纤主要应用于棉纺行业，单独纺纱或与棉、粘胶纤维、

麻、毛、维纶等混纺，所得纱线用于服装织布为主，还可用于家装面料，包装用布，充填料和保

暖材料等。 

2022 年国际形势变化不断，国内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均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外部环境来看，俄乌冲突导致供应链短缺，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全球能源、农业等相关领域价

格大多维持高位运行，国内企业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大。内部环境来看，需求萎缩影响较大，

特别是四季度，生产活动出现了短暂的停滞。对企业的产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今年的涤纶行业

运行存在明显压力，企业面临着高成本、低需求、高库存、低效益等问题的考验。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各类民用涤纶长丝和涤纶短纤，包括了以 POY、FDY、DTY 为主的涤纶长

丝和棉型、水刺、涡流纺、三维中空、彩纤等类型的涤纶短纤。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涤纶长丝产

能为 630 万吨，涤纶长丝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12%，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涤纶长丝制造企业之一；

涤纶短纤产能为 90 万吨，涤纶短纤的投产是公司在专注涤纶长丝的同时积极横向拓展，进入一个

全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公司在独山能源 500 万吨 PTA 产能的基础上又合理规划了 540 万吨 PTA

产能，不断向上开拓一体化布局，为公司聚酯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民用涤纶行业在国内经过二三十年的迅猛发展，已进入技术、工艺成熟，运用领域广泛的稳

定阶段。预计随着服装、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等行业的增长和涤纶长丝替代性的广泛使用，对差

别化、功能型聚酯纤维将会产生一轮新的需求增长，这有利于涤纶长丝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及品种

的改善，也将带动涤纶长丝市场进入持续发展阶段。 

化纤企业发展壮大并保持竞争力的共同点是立足于全球规模最大和持续高速增长的市场，宏

观经济转型、人口红利消失、跨界竞争加剧、创新科技层出叠现，二代交接班等因素将改变未来

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业务模式。我国涤纶长丝行业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步伐不断加快，差别化、功能化工艺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品更加符合下游需求。 

近年来随着煤化工技术逐渐完善和民营炼厂陆续投产，上游原材料自给率不断提升。2022 年

国内 PX、PTA 和乙二醇产能投放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PX 与乙二醇同比增速超过 10%，PTA 产

量也维持在正增速。行业上游产能充足，原材料供给偏宽松，有利于产业利润向下游转移。 

目前，中国化纤企业总数已经达到 2,000 多家，且生产规模小，大多化纤生产企业年生产规

模在 1-2 万吨左右。2022 年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全球通胀等影响，原油价格维持在高位运行，给

下游企业的利润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也加剧了小企业被淘汰的速度。未来，大型龙头企业将凭借

其规模和技术优势持续扩张，行业集中度也将逐步提升，涤纶长丝行业将进入强者恒强的发展阶

段。 

《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加快推动了我国化学纤维行业的

差别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高性能化、差别化、生态化纤维应用领域正在不断向交通、新能

源、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环境保护、航空航天等产业用领域方面拓展。在未来涤纶

市场上，具有高附加值的化学纤维将逐渐成为行业新的增长点。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涤纶产量最大的国家，并且上下游产业链齐全，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

争力。未来，竞争力的强化将进一步推动国内涤纶企业向外发展。在“让企业走出去”方面政府

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指导说明。2022 年 01 月 24 日商务部等 6 部门关于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促进货物贸易发展。鼓励企业用好成员国降税承诺，

结合各成员降税承诺和产业特点，推动扩大服装、鞋、箱包、化纤、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 

同时，在聚酯炼化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也高度重视绿色协调发展。2022 年 1 月 21 日，国

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要求推广应用绿色纤维制备、高效节能印染、废

旧纤维循环利用等装备和技术，提高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等绿色纤维使用比例。 

2022 年 4 月 1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化纤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化纤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化纤产量在全球占比基本稳定。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行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高性能纤维研发制造能力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企业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达 8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80%。绿色

制造体系不断完善，绿色纤维占比提高到 25%以上，生物基化学纤维和可降解纤维材料产量年均

增长 20%以上，废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规模进一步发展，行业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形成了一

批具备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2022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

纲要指出“十四五”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1）促进消费投资，内需规模实现新突

破。（2）完善分配格局，内需潜能不断释放。（3）提升供给质量，国内需求得到更好满足。（4）

完善市场体系，激发内需取得明显成效。（5）畅通经济循环，内需发展效率持续提升。化纤行业

或已行至底部区间，未来伴随宏观经济逐步复苏，内需潜力也有望持续释放。下游需求端持续改

善有望带动我国上游化工原料需求，而以化纤为代表的化工产品作为传统消费品的上游原材料，

其需求或将得到提振，化纤行业向上弹性充足，化纤等行业或将进入景气上行周期。 

近年来，向上游 PTA 石化产业发展，打造一体化产业链，已成为涤纶长丝行业主要发展趋势。

对于外购 PTA、PX 的涤纶长丝企业而言，原油价格波动、产业链发展不平衡或意外事故导致的

原材料供需结构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原料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大幅波动，进而对涤纶长丝产品成

本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基于此，行业龙头主动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加大涤纶长丝规模的同

时，也加快建设和完善上游项目延伸，提高原材料自给率。 

2022 年以来，受多方面因素的叠加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俄乌冲突、行业上下游挤压、

市场环境低迷，“上游热下游冷”成为化纤纺织行业的真实现状。面对国内外市场环境新变化、经

济发展新趋势、能源管控新要求，化纤行业经济运行压力也明显加大，行业库存普遍偏高，价差

盈利压缩，但随着大环境的常态化机制效应以及稳步复苏的终端需求，对于行业发展也始终保持

长期乐观趋势，行业集中度也有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民用涤纶长丝、短纤及其主要原材料之一 PTA 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其中，涤纶长丝的主要产品为 POY、FDY 和 DTY，主要应用于服装、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

等领域；涤纶短纤以棉型、水刺、涡流纺、三维中空、彩纤等为主，主要应用于棉纺行业，单独

纺纱或与棉、粘胶纤维、麻、毛、维纶等混纺，所得纱线用于服装织布为主，还可用于家装面料，

包装用布，充填料和保暖材料等。 

近年来，按涤纶长丝年产量计，公司稳居国内民用涤纶长丝行业前三。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已拥有民用涤纶长丝产能 630 万吨，以及涤纶短纤产能 90 万吨，未来产能投放也将会根据行业整

体需求情况稳步推进。2023 年，公司将继续稳步投放涤纶长丝和涤纶短纤产能，预计新增约 70

万吨的涤纶长丝产能和 30 万吨的涤纶短纤产能。即 2023 年底将拥有涤纶长丝产能 700 万吨，涤

纶短纤产能 120 万吨。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承上启下的关键

之年，是嘉兴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的全面启动之年，更是新凤鸣确保活下来、稳得住、

发展好的攻坚之年。当下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在新凤鸣的发展历程中，有风有雨是

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我们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变、变中突破的工作总

基调，围绕“战斗·突围”主题年活动，以利润为中心、以主动出击求生存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全力以赴提质量、增实效、抓项目、兴文化，努力推动新凤鸣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截至 2022 年，公司 500 万吨 PTA 已满额达产，它是新凤鸣打造涤纶长丝完整产业链战略规

划中，向上游原材料环节延伸的第一步。该项目采用 BP 公司最新一代 PTA 工艺技术，能耗物耗

水平进一步改善，设备后发优势较明显。2021 年 8 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公布了 2020

年底石油和化工行业重点耗能产品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对于 PTA 能耗指标的排名，其中公司独

山能源 PTA 能耗与电耗指标最优，位列第一。 



随着公司聚酯产能和一体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公司拥有了从上游 PTA 对下游涤纶长丝较为垂

直、完善的供应体系，保证公司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完善公司产业结构，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 PTA 扩产项目也在持续推进中，目前已规划了 540 万吨的 PTA 项目，

此项目公司引进的是 KTS 公司 PTA P8++技术，在成本、能耗、产品性能等方面具有技术优势：

升级了精制母液 PX 萃取技术，减少 PX 消耗；升级了氧化尾气处理技术，提高能量回收效率，降

低能耗；充分利用氧化反应产生的尾气和副产蒸汽进行发电，实现生产电净输出；此外，采用此

项技术生产的 PTA 产品具有 PT 酸含量低的优点，更优于作为纺丝用聚酯原料，有利于后续聚酯

化纤产品向高档差别化纤维发展。预计到 2026 年，公司 PTA 产能将达到 1,000 万吨，公司独山

能源 PTA 基地也将成为规模性的 PTA-聚酯一体化基地，大大提升了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41,304,059,737.48 37,508,403,759.03 10.12 28,403,068,107.0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700,028,100.01 16,424,570,247.46 -4.41 12,042,431,086.12 

营业收入 50,787,330,639.77 44,770,030,049.88 13.44 36,984,103,357.21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47,537,617,966.56 41,205,105,948.81 15.37 28,802,028,800.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5,058,904.48 2,253,984,969.89 -109.10 603,044,901.1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9,358,184.90 2,170,224,694.62 -117.48 398,174,139.6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85,207,986.71 3,142,569,154.55 1.36 3,183,370,128.9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28 16.08 减少17.36个

百分点 

5.0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4 1.57 -108.92 0.4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4 1.56 -108.97 0.4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602,434,429.37 13,112,762,895.78 14,228,111,657.07 12,844,021,65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84,760,195.39 108,804,195.84 -109,538,453.75 -489,084,84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12,558,880.42 66,701,319.31 -200,962,271.78 -557,656,11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08,394,763.30 800,210,323.34 1,687,349,675.82 2,706,042,750.8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6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56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庄奎龙 0 337,521,813 22.07 0 质押 73,400,000 

境内

自然

人 

新凤鸣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0 235,693,920 15.41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

公司 
0 153,679,680 10.05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共青城

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521,200 117,201,127 7.66 0 无   其他 

屈凤琪 0 101,716,738 6.65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桐乡市尚聚投资有限

公司 
0 35,703,360 2.33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吴林根 0 20,874,065 1.36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桐乡市诚聚投资有限

公司 
0 17,118,640 1.12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

投·乐盈 102号单一

资金信托 

15,800,000 15,800,000 1.03 0 无   未知 

沈健彧 1,856,935 13,662,911 0.89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新凤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新

凤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公司为庄奎龙

控制的企业，屈凤琪为庄奎龙妻子，桐乡市尚聚投资有限公

司和桐乡市诚聚投资有限公司为庄奎龙与屈凤琪之子庄耀

中控制的企业，庄奎龙、屈凤琪和庄耀中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关系外，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78,733.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44%；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20,505.8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9.10%；每股收益-0.14 元，同比下降 108.92%；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0.25 元，同比下降 116.5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28%，同比减

少 17.36 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37%，同比减少 17.86 个百分

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