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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报告期期末应收账款主要客户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客户名称 账面余额 占应收 账款余 额的 比
例

2022 年 6
月 30 日

德阳永盛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554.95 3.23%
山东鸿祥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480.19 2.79%
怡星（无锡）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445.73 2.59%
威海华福轿车内饰有限公司 431.78 2.51%
沈阳宏晨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349.41 2.03%
合计 2,262.06 13.15%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山东鸿祥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565.11 7.52%
德阳永盛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423.31 5.63%
四川宜人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458.14 6.10%
威海华福轿车内饰有限公司 264.07 3.51%
上海申阳藤汽车纺织内饰件有限公司 235.08 3.13%
合计 1,945.72 25.9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山东鸿祥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564.24 7.46%
瑞安市华飞轻纺有限公司 455.76 6.03%
昆山九子莲汽车隔音材料有限公司 291.58 3.86%
沈阳宏晨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280.94 3.72%
浙江吉航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280.65 3.71%
合计 1,873.16 24.77%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瑞安市华飞轻纺有限公司 522.70 5.77%
肥城联谊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495.25 5.47%
山东鸿祥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453.21 5.01%
威海华福轿车内饰有限公司 424.12 4.69%
昆山九子莲汽车隔音材料有限公司 367.91 4.06%
合计 2,263.19 25.00%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余额中无应收持公司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款项。
（6）预付账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付款项账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年以内 4,197.96 99.77% 1,035.58 97.15% 2,391.81 98.63% 2,002.92 99.51%
1-2 年 9.77 0.23% 28.37 2.66% 24.75 1.02% 1.51 0.07%
2-3 年 - - - - 0.18 0.01% 5.23 0.26%
3 年以上 - - 2.00 0.19% 8.27 0.34% 3.16 0.16%
合计 4,207.73 100.00% 1,065.95 100.00% 2,425.00 100.00% 2,012.8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付款项分别为 2,012.82 万元、2,425.00 万元、1,065.95 万元和 4,207.73 万元，占流动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 3.38%、3.10%、1.47%和 5.36%，2021 年末预付款项金额下降较大， 主要系随着原油价格波动上
升及销售需求，公司调整 PTA、MEG 等原生原材料采购节奏所致。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主要
是预付浙江荣通化纤新材料有限公司、湖石化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原材料采购款。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预付款项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余额的比例

1 浙江荣通化纤新材料有限公司 1,431.20 34.01%
2 湖石化学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229.35 5.45%
3 上海纺投贸易有限公司 220.49 5.24%
4 上海蓝帆实业有限公司 212.85 5.06%
5 厦门国贸石化有限公司 172.74 4.11%
合计 2,266.62 53.87%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中无预付持公司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款项。
（7）其他应收款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余额的账龄分布及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年以内 334.94 58.06% 61.68 20.65% 162.60 29.47% 8.90 2.24%
1-2 年 4.81 0.83% 87.82 29.39% - - - -
2-3 年 87.82 15.22% - - - - 334.08 83.94%
3 年以上 149.28 25.88% 149.28 49.96% 389.08 70.53% 55.00 13.82%
合计 576.85 100.00% 298.78 100.00% 551.67 100.00% 397.98 100.00%
减：坏账准备 254.80 — 240.18 — 480.63 — 222.48 —
账面价值 322.04 — 58.60 — 71.04 — 175.49 —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 397.98 万元、551.67 万元、298.78 万元和 576.85 万元，款项主要
包括保证金及押金、出口退税款等。 2022 年 6 月末其他应收款余额主要为出口退税款。

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保证金及押金 149.28 25.88% 149.28 49.96% 389.08 70.53% 397.08 99.77%
出口退税款 306.57 53.15% 52.25 17.49% 74.11 13.43% 0.00 0.00%
其他 121.00 20.98% 97.26 32.55% 88.49 16.04% 0.90 0.23%
合计 576.85 100.00% 298.78 100.00% 551.67 100.00% 397.98 100.00%

（8）存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原材料 11,033.08 30.10% 10,327.05 39.24% 6,516.25 50.13% 7,763.49 47.99%
在产品 1,293.41 3.53% 1,207.77 4.59% 340.39 2.62% 397.31 2.46%
产成品 24,929.51 68.01% 14,966.47 56.87% 6,451.79 49.64% 8,108.01 50.12%
减：跌价准备 598.40 1.63% 183.40 0.70% 310.87 2.39% 90.80 0.56%
合计 36,657.59 100.00% 26,317.89 100.00% 12,997.55 100.00% 16,178.0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6,178.02 万元、12,997.55 万元、26,317.89 万元和 36,657.59 万元，
存货账面价值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7.13%、16.60%、36.36%、46.69%。 报告期内公司新线投产后产能及销
售量增加，备料规模相应增长，公司存货余额呈上升趋势。

①存货结构分析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产成品、在产品构成，其中原材料、产成品系公司存货的主要构成。 目前，公司主要

产品包括低熔点涤纶纤维、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和涤纶非织造布，各产品及其对应主要原材料如下所示：
主要产品 主要原材料种类

低熔点涤纶纤维 PTA、IPA、MEG 等原料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废丝、泡料、PET 瓶片 、色粉 、色母粒等

涤纶非织造布 原生 PET 切片

由于公司再生涤纶产品所需再生 PET 原料来源多，标准化程度低，供应商以个体户为主单个供应商的能力
不大，一般从送样到公司使用需要 10 天以上，公司要准备一定的库存；同时，一般年底接近春节，会根据市场供
应情况及来年开工预期适当调整库存，以满足公司的生产。 公司再生有色涤纶发挥成本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否根
据订单需求合理配用不同等级、颜色的原料，最大发挥原料价值，例如生产红色纤维时使用红色泡料可降低加
色费，如果供应商的产品品质和价格合适，公司也会视情况增加备货。

公司低熔点涤纶纤维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 PTA、IPA、MEG 等原料，其中 PTA、MEG 国内供应较为充足，
IPA 国内自给率低，整体对外进口依赖度较高，需要提前订货，一般从订货到到货需要 1 个月左右。 公司综合考
虑供货时间、资金周转率等因素，保持合理库存水平。

按业务类别划分，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原材料、产成品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原材料 11,033.08 10,327.05 6,516.25 7,763.49
其中：低熔点涤纶纤维 4,974.83 4,440.91 1,871.99 1,631.41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4,338.78 4,430.18 3,393.96 4,965.97
五金配件及其他 1,719.47 1,455.95 1,250.30 1,166.11
产成品 24,929.51 14,966.47 6,451.79 8,108.01
其中：低熔点涤纶纤维 17,238.91 6,771.91 1,254.98 250.01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5,064.62 5,400.25 4,340.91 7,217.23
切片及其他 1,553.21 1,978.25 160.82 252.97
涤纶非织造布 1,072.77 816.06 695.07 387.80

②存货变动分析
A、2020 年末存货变动分析
2020 年末公司存货余额较年初减少 2,960.39 万元，降幅为 18.20%。 主要系 2020 年度国际原油受新冠肺炎

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价格下跌，同时聚酯产品增速不及 PTA 供应增速，因此 PTA 库存累积较高导致 PTA 价格下
降。再生涤纶作为原生涤纶的替代、互补品，市场价格变动也受原生涤纶影响。因此 2020 年度主要原材料的采购
价格普遍下降，导致期末存货余额下降。

B、2021 年末存货变动分析
2021年末公司存货余额较年初增加 13,192.86万元，增幅为 99.13%，其中产成品较年初增加 8,514.68万元，原材

料较年初增加 3,810.80万元。 主要系 2021年 10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2万吨功能型
复合低熔点纤维项目二期”建设投入批量生产，低熔点涤纶短纤维产能增加，因此原材料及产成品备货量上升。

C、2022 年 6 月末存货变动分析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存货余额较年初增加 10,754.70 万元，增幅为 40.58%，主要系低熔点纤维项目一期和二

期项目均已投产，产成品产量增加。 同时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期末存货余额增加。 此外，受到 2022 年上半年新
冠疫情的影响，下游汽车内饰、家居用品、纺织服装等制造企业的开工率明显不足，基建工程类的施工进度也明
显有所滞后，故下游整体对涤纶纤维的需求量尚未得到完全恢复，因此化纤行业的整体库存量均有所增加，基
于该行业周期的背景之下，公司的存货规模也有所增加。

③存货跌价准备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存货跌价准备 598.40 183.40 310.87 90.80
其中：产成品跌价 598.40 183.40 310.87 90.80
跌价计提比例 1.61% 0.69% 2.34% 0.56%

公司对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再
生涤纶纤维主要采取产供销一体化的“以销定产、适度库存”模式，低熔点纤维产品主要根据生产线产能以及客
户需求情况安排生产，存货跌价风险较小。

（9）其他流动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3,402.52 4,611.49 593.59 2,444.34
待认证增值税进项税额 - - 335.95 170.01
预缴企业所得税 177.44 - 0.06 -
合计 3,579.96 4,611.49 929.60 2,614.35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38%、1.19%、6.37%和 4.56%，占比较小，主要
系待抵扣、待认证增值税进项税额。

2、非流动资产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构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固定资产 95,303.60 82.94 90,857.59 80.76 64,683.43 75.07 68,343.91 85.34
在建工程 4,953.60 4.31 7,627.03 6.78 172.92 0.20 206.74 0.26
无形资产 11,332.89 9.86 11,474.51 10.20 10,524.28 12.21 10,764.99 13.44
长期待摊费用 9.16 0.01 - - 8.03 0.01 29.32 0.04
递延所得税资产 724.16 0.63 761.81 0.68 847.97 0.98 578.36 0.7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81.91 2.25 1,781.31 1.58 9,922.55 11.52 163.05 0.2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4,905.33 100.00 112,502.25 100.00 86,159.18 100.00 80,086.38 100.00

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组成。 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逐年增加，主要系随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投建及业务发展，公司新建厂房生产线、购置机器设备所致。 公司主要非流动资产
构成及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1）固定资产
①固定资产构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房屋及建筑物 34,591.53 36.30% 33,166.31 36.50% 26,851.45 41.51% 28,236.39 41.32%
机器设备 59,703.82 62.65% 56,586.76 62.28% 36,815.47 56.92% 38,780.05 56.74%
运输设备 411.10 0.43% 478.20 0.53% 402.44 0.62% 557.81 0.82%
电子设备及其他 597.15 0.63% 626.33 0.69% 614.07 0.95% 769.67 1.13%
合计 95,303.60 100.00% 90,857.59 100.00% 64,683.43 100.00% 68,343.91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68,343.91 万元、64,683.43 万元、90,857.59 万元和 95,303.60 万
元，固定资产规模整体呈增长态势，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8.92%、39.33%、49.14%和 49.27%。 2021 年末，随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年产 22 万吨功能型复合低熔点纤维项目二期”建成投产，公司固定资产期末金额
大幅上升。

②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政策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 5 4.75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10 5 9.50
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5 5 19.00
电子设备及其他 年限平均法 3-5 5 19.00-31.67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对比如下：
资产类别 华西股份 江南高纤 新凤鸣 东方盛虹 桐昆股份 优彩资源

房屋及建筑物 20-30 年 20 年 20 年 20-45 年 5-20 年 20 年

机器设备 10-12 年 12 年 10、15 年 3-20 年 6-15 年 10 年

运输设备 5-8 年 8 年 4、5 年 5-14 年 5 年 5 年

电子设备 - - - - - 3-5 年

办公设备 - 5 年 - 2-20 年 - -
其他设备 5 年 5 年 - 2-20 年 3-10 年 3-5 年

科研设备 - 12 年 - - - -
通用设备 - - 3、5 年 - - -

注：华西股份、江南高纤、新凤鸣、东方盛虹及桐昆股份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均来源于其 2022 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由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固定资产的构成不同，不同类别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存在一定差异。 报告期

内，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合计占固定资产净值的 98%以上，为公司固定资产主要组成部分。
公司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20 年，同行业可比公司中除桐昆股份为 5-20 年外，其余可比公司房屋及建

筑物折旧年限均为 20 年及 20 年以上。公司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10 年，同行业可比公司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处
于 3-20 年之间，公司机器设备折旧年限根据使用寿命预估，处于合理范围之内。 因此，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基本保持一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具有合理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各类固定资产状况良好，运行正常，2022 年 6 月末综合成新率为 70.61%，不存在账面价
值低于可收回金额的情况，故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在建工程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建工程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在建项目 4,953.60 7,627.03 172.92 206.74

合计 4,953.60 7,627.03 172.92 206.74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变动系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新建厂房、购置设备，并陆续投入使用所致。 2019 年末在

建工程余额主要由优彩老厂区电力施工工程、 年产 22 万吨低熔点纤维项目二期房屋工程和恒泽东区一车间 2
线前纺改造工程等项目构成，2020 年末在建工程余额主要由年产 22 万吨功能型复合低熔点纤维项目二期房屋
工程构成，2021 年末及 2022 年 6 月末在建工程余额主要由年产 3 万吨功能性复合型涤纶长丝建设项目、新建研
发展示中心房屋工程等构成。

公司在建工程均正常建设，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能及时转入固定资产，投入正产使用，不存在价值减损情
况，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①2022 年 1-6 月重要在建工程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转 入固定 资产
金额 期末余额

年产 3 万吨功能性复合型涤纶长丝项
目 5,806.77 1,338.30 4,470.33 2,674.74

新建研发展示中心项目 1,019.74 881.05 0.00 1,900.79
合计 6,826.51 2,219.36 4,470.33 4,575.53

②2021 年度重要在建工程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转入固定资产
金额 期末余额

年产 22 万吨功能性复合低熔
点纤维项目二期 172.92 30,298.08 30,470.99 -

年产 3 万吨功能性复合型涤纶
长丝项目 - 5,806.77 - 5,806.77

新建研发展示中心项目 - 1,019.74 - 1,019.74
合计 172.92 37,124.59 30,470.99 6,826.51

③2020 年度重要在建工程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转入固定资产
金额 期末余额

涤纶纺粘针刺非织造布生产线 3 线 - 1,370.91 1,370.91 -
恒泽熔喷布项目 - 599.40 599.40 -
合计 - 1,970.31 1,970.31 -

④2019 年度重要在建工程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转 入 固 定 资 产
金额 期末余额

恒泽东区 4# 车间 882.74 400.06 1,282.80 -
涤纶纺粘针刺非织造布生产线 2,586.21 487.60 3,073.81 -
恒泽东区综合楼 53.68 927.98 981.66 -
合计 3,522.62 1,815.65 5,338.27 -

（3）无形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土地使用权 11,265.66 99.41% 11,397.51 99.33% 10,429.45 99.10% 10,662.76 99.05%
专利权 46.98 0.41% 52.71 0.46% 64.17 0.61% 75.64 0.70%
软件 20.26 0.18% 24.30 0.21% 30.66 0.29% 26.60 0.25%
合计 11,332.89 100.00% 11,474.51 100.00% 10,524.28 100.00% 10,764.99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10,764.99 万元、10,524.28 万元、11,474.51 万元和 11,332.89 万
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3.44%、12.21%、10.20%和 9.86%。 报告期内，公司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
专利权和软件等，2021 年无形资产金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新收购江阴众才光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账面土地使
用权纳入合并范围。

（4）递延所得税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减值准备 336.66 182.74 235.77 161.76
固定资产折旧 222.36 240.03 291.34 265.25
递延收益 102.53 140.66 176.41 151.35
可弥补亏损 11.21 198.38 144.44 -
未实现利润 51.41 - - -
合计 724.16 761.81 847.97 578.36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分别为 578.36 万元、847.97 万元、761.81 万元和 724.16 万元，占非流动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0.72%、0.98%、0.68%和 0.63%，主要由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折旧、递延收益、可弥补亏损
等暂时性差异形成。

（5）其他非流动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预付工程及设备款 2,581.91 1,781.31 9,922.55 163.05
合计 2,581.91 1,781.31 9,922.55 163.05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为预付工程款及设备款。 其中 2020 年末余额较 2019 年末大幅上
升，主要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41,746.92 98.30 36,672.04 97.36 22,962.43 95.13 48,063.55 85.72
非流动负债 723.56 1.70 995.49 2.64 1,176.07 4.87 8,008.99 14.28
负债总额 42,470.48 100.00 37,667.52 100.00 24,138.50 100.00 56,072.55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56,072.55 万元、24,138.50 万元、37,667.52 万元和 42,470.48 万元，其中
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85.72%、95.13%、97.36%和 98.30%。 2020 年末公司归还前期银行长期贷款，因此期末负债
总额减少、流动负债占比上升。

1、流动负债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构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20,023.48 47.96 15,018.75 40.95 - - 13,621.01 28.34

应付票据 7,163.38 17.16 765.40 2.09 607.00 2.64 441.65 0.92

应付账款 9,499.91 22.76 13,968.99 38.09 10,596.63 46.15 20,121.68 41.86

预收款项 - - - - - - 1,056.74 2.20

合同负债 1,815.50 4.35 3,354.44 9.15 1,236.19 5.38 — —

应付职工薪酬 1,556.03 3.73 2,172.46 5.92 1,790.44 7.80 1,690.78 3.52

应交税费 1,484.96 3.56 971.97 2.65 1,531.51 6.67 1,098.24 2.28

其他应付款 19.65 0.05 9.30 0.03 3.88 0.02 6.54 0.01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动负债 - - - - 7,011.08 30.53 10,026.92 20.86

其他流动负债 184.00 0.44 410.72 1.12 185.70 0.81 - -

流动负债合计 41,746.92 100.00 36,672.04 100.00 22,962.43 100.00 48,063.55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分别为 48,063.55万元、22,962.43万元、36,672.04万元和 41,746.92万元，主要由短

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合同负债等负债构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的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1）短期借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短期借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信用借款 10,000.00 49.94% 5,000.00 33.29% - - - -
抵押借款 5,000.00 24.97% 10,000.00 66.58% - - 5,600.00 41.11%
保证借款 5,000.00 24.97% - 0.00% - - 8,000.00 58.73%
未到期应付利息 23.48 0.12% 18.75 0.12% - - 21.01 0.15%
合计 20,023.48 100.00% 15,018.75 100.00% - - 13,621.01 100.00%

公司短期借款均为银行流动资金借款，主要用于满足运营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不存在逾期、
无法偿还等情形。 公司 2020 年末短期借款期末无余额，主要系公司完成借款归还所致。

（2）应付票据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票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银行承兑汇票 7,163.38 765.40 607.00 441.65
合计 7,163.38 765.40 607.00 441.65

公司的应付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公司根据与供应商约定的结算方式向供应商开具应付票据。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增幅较大。

（3）应付账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账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应付采 购商 品 及 劳
务款项 6,082.91 64.03% 10,412.86 74.54% 8,806.42 83.11% 15,588.31 77.47%

应付工程设备款项 3,417.00 35.97% 3,556.12 25.46% 1,790.21 16.89% 4,533.38 22.53%
合计 9,499.91 100.00% 13,968.99 100.00% 10,596.63 100.00% 20,121.68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账款余额分别为 20,121.68 万元、10,596.63 万元、13,968.99 万元和 9,499.91 万元，占
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41.86%、46.15%、38.09%和 22.76%。 公司应付账款主要包括应付采购商品及劳务款项、
应付工程设备采购款。

2020 年末，公司应付账款余额较 2019 年末下降 9,525.05 万元，一方面，公司于 2020 年支付了恒泽东区综合
楼工程、优彩二期电力工程、非织造布生产线工程项目部分款项，同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多于 2021 年
投建，2020 年末应付的工程设备款项余额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销售收入呈下降趋势，
相应再生原材料采购金额有所下滑。 2021 年末，公司应付账款余额较 2020 年末上升 3,372.36 万元，主要系当期
年产 22 万吨功能型复合低熔点纤维项目二期、年产 3 万吨功能性复合型涤纶长丝项目主体投建，期末相关应付
工程设备款项增加。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应付账款余额较 2021 年末下降 4,469.08 万元，主要受公司原材料采购
安排及付款节奏影响，公司定期召开产、供、销联席会议，生产部根据销售部订单安排生产计划，采购部根据生
产计划并结合原料库存、市场供求状况确定采购类别及数量。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应付账款余额中无应付持公司 5%（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款项。
（4）预收账款
2019 年末，公司预收款项为预收货款，余额为 1,056.74 万元，占流动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20%。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科目列示。
（5）合同负债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同负债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预收合同价款 1,815.50 3,354.44 1,236.19 —

合计 1,815.50 3,354.44 1,236.19 —

2020 年末、2021 年末及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合同负债为预收货款，余额分别为 1,236.19 万元、3,354.44 万元
和 1,815.50 万元，占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5.38%、9.15%和 4.35%。 2021 年末，公司合同负债余额较 2020 年末
大幅上升，主要系低熔点纤维产品销售收入上升，其主要采用款到发货的销售模式，因此预收合同价款有所增
长。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合同负债余额较 2021 年末下降，主要受客户订单提货计划影响。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合同负债余额中无预收持公司 5%（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款项。
（6）应付职工薪酬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分别为 1,690.78 万元、1,790.44 万元、2,172.46 万元和 1,556.03 万元。

应付职工薪酬为应付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及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
教育经费等短期薪酬， 以及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设定提存计划。 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人工成本的上
升，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和支付的职工薪酬总额有所上升。

（7）应交税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交税费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增值税 1,097.25 567.84 364.59 378.01
企业所得税 - 137.65 979.48 560.13
城市维护建设税 68.63 28.38 18.22 18.66
教育费附加 68.63 28.38 18.22 18.66
其他税费 250.44 209.73 150.98 122.78
合计 1,484.96 971.97 1,531.51 1,098.24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交税费分别为 1,098.24 万元、1,531.51 万元、971.97 万元和 1,484,96 万元，占流动负债
的比例分别为 2.28%、6.67%、2.65%和 3.56%，公司应交税费主要由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教育费附加构成。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抵押借款 - - 7,000.00 10,000.00
未到期应付利息 - - 11.08 26.92
合计 - - 7,011.08 10,026.92

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均为重分类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相应利息。
（9）其他流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负债分别为 0 万元、185.70 万元、410.72 万元和 184.00 万元，占公司流动负债

的比例分别为 0.00%、0.81%、1.12%和 0.44%。 公司其他流动负债主要为待转销项税款、预收增值税税款及已背
书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

2、非流动负债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构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长期借款 - - - - - - 7,000.00 87.40
递延收益 683.56 94.47 937.73 94.20 1,176.07 100.00 1,008.99 12.6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01 5.53 57.76 5.80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723.56 100.00 995.49 100.00 1,176.07 100.00 8,008.99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的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1）长期借款
2019 年末，公司长期借款金额为 7,000.00 万元，占非流动负债的比例为 87.40%，为 2018 年公司向江苏银行

江阴支行借入固定资产贷款 20,000.00 万元中未归还部分。
（2）递延收益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收益分别为 1,008.99 万元、1,176.07 万元、937.73 万元和 683.56 万元，占公司非流

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12.60%、100.00%、94.20%和 94.47%。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递延收益政府补助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江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产业项目专项资金 376.50
技术改造引导资金 144.30
江阴市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专项资金 57.89
江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划拨 46.55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 44.47
2018 年度江苏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综合奖补助 13.84
合计 683.56

（3）递延所得税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资产评估增值 40.01 41.42 - -
套期储备 - 16.34 - -
合计 40.01 57.76 - -

2021年及 2022年 6月末， 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分别为 57.76万元、40.01万元， 占非流动负债的比例为 5.80%、
5.53%。 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形成原因主要包括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资产评估增值、套期储备的税会差异等。

（三）偿债能力分析
1、主要偿债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偿债指标如下：

项目 2022 年 1 -6 月/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 度/2021
年末

2020 年 度/2020
年末

2019 年 度/2019
年末

流动比率（倍） 1.88 1.97 3.41 1.24
速动比率（倍） 1.00 1.26 2.84 0.90
资产负债率（合并） 21.96% 20.37% 14.68% 40.13%
利息保障倍数 （倍） 13.44 37.89 14.52 6.23

（1）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析
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和 2022 年 6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24、3.41、1.97 和 1.88，速动比率分

别为 0.90、2.84、1.26 和 1.00，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受公司资产结构、负债结构、资产负债率水平共同影响。
2020 年末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 2019 年末上升，主要系当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致，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理财金额增加；同时公司根据借款期限偿还短期借款，期末已无短期借款余额。 2021 年末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下降，主要系当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投产转入长期资产、期末短期借款余额增加所致。 2022
年 6 月末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进一步下降，主要系期末短期借款、存货余额增加。

（2）资产负债率变动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0.13%、14.68%、20.37%和 21.96%。 2020 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资产规模大幅提升，资产结构得到优化，年末资产负债率较 2019 年大幅下降。 2021 年及 2022 年
6 月末，公司期末短期借款余额增加，资产负债率上升同时保持相对较低水平。

（3）利息保障倍数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6.23、14.52、37.89和 13.44，存在一定波动，公司报告期内盈利能力较强，能

够覆盖公司债务形成的利息支出。 本次发行可转债，将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
总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主要偿债能力指标正常，财务结构稳健，资产负债结构合理，偿债能力较强。
2、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偿债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指标对比如下：

财务指标 公司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流动比率（倍）

华西股份 1.35 1.27 1.38 3.39
江南高纤 13.77 16.59 12.99 19.32
新凤鸣 0.91 0.93 0.64 0.86
东方盛虹 0.73 0.63 1.11 0.79
桐昆股份 0.77 0.70 0.65 0.75
平均值 3.51 4.02 3.35 5.02
优彩资源 1.88 1.97 3.41 1.24

速动比率（倍）

华西股份 1.26 1.12 1.31 3.32
江南高纤 10.66 12.56 10.80 14.40
新凤鸣 0.59 0.66 0.48 0.65
东方盛虹 0.58 0.48 0.96 0.57
桐昆股份 0.47 0.50 0.48 0.59
平均值 2.71 3.06 2.80 3.91
优彩资源 1.00 1.26 2.84 0.90

合 并 资 产 负 债 率
（%）

华西股份 21.06% 23.70% 44.36% 55.33%
江南高纤 6.18% 5.63% 6.39% 4.84%
新凤鸣 65.43% 56.21% 57.60% 49.08%
东方盛虹 78.77% 77.72% 64.17% 56.34%
桐昆股份 56.00% 48.34% 45.13% 52.31%
平均值 45.49% 42.32% 43.53% 43.58%
优彩资源 21.96% 20.37% 14.68% 40.13%

注：数据来源于可比公司公告。
2019年末、2021年末、2022年 6月末公司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2020年末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较为一致。 2019-2021年末，江南高纤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与公司及其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
在差异，主要系融资结构存在差异。 2019年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低于华西股份，自 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后，2020年及 2021年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高于除江南高纤外的其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原因
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流动资产上升，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提升。 2022年 6月末，公司速动比率低于华西
股份，主要系华西股份上半年应对原材料成本高企及需求不振的压力，原材料库存金额减少。

2019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较为相近；2020 年末至 2022 年 6 月末， 公司资产负债率
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主要系公司于 2020 年下半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资产规模大
幅提升，资产结构得到优化，资产负债率水平降低。

（四）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运能力指标如下：

单位：次
财务指标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15.37 21.50 16.42 19.04
存货周转率 5.46 7.12 7.59 9.63

注：2022 年 1-6 月数据已年化处理。
1、应收账款周转率分析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6 月，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9.04、16.42、21.50 和 15.37。 公司产

品下游应用领域涵盖民用、产业用，细分领域包括纺织、地毯、工程、汽车内饰等，不同客户群体回款进度存在差
异，例如工程、汽车领域客户回款相对较慢。 公司通过执行严格的货款回收政策，应收账款周转率整体保持稳
定，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较小。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对比如下：
单位：次

公司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华西股份 19.32 20.42 14.84 10.76
江南高纤 46.72 80.71 99.08 69.03
新凤鸣 71.26 90.65 97.06 95.11
东方盛虹 65.62 130.90 91.29 99.72
桐昆股份 105.14 212.06 202.42 174.95
平均值 61.61 106.95 100.94 89.91
优彩资源 15.37 21.50 16.42 19.04

注：①数据来源于可比公司公告。 ②2022 年 1-6 月数据已年化处理。
2019-2021 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华西股份较为接近，但远低于其他可比公司，主要原因是发行人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的主要产品和结算方式存在一定差异。 可比公司的主营产品多为原生涤纶纤维，原生涤纶纤维产
品标准化程度高，多采用款到发货的销售模式，因此应收账款规模较小。 相比之下，公司的主要产品低熔点涤纶
纤维主要采用款到发货的方式，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主要采取赊销的销售方式，一般有 1-3 个月的信用期，期
末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应收账款周转率整体较低。 2022 年 1-6 月，可比公司受外销增加等因素影响期末应收账
款上升，应收账款周转率出现下降。

2、存货周转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销售、生产、库存的联动性，关注存货管理；同时，根据下游客户个性化需求，有序安排

公司生产经营组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6 月，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9.63、7.59、7.12 和 5.46，
存货周转率逐年下降，主要原因为随着业务规模增加存货余额逐年增长，具体变动分析见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本
节“二、（一）、1、（8）存货”。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对比如下：
单位：次

公司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华西股份 24.01 9.20 10.90 15.62
江南高纤 3.81 2.25 2.61 2.62
新凤鸣 27.31 16.32 22.45 21.06
东方盛虹 17.15 9.60 7.60 6.56
桐昆股份 10.10 12.80 15.38 12.46
平均值 16.48 10.03 11.79 11.66
本公司 5.46 7.12 7.59 9.63

注：①数据来源于可比公司公告。 ②2022 年 1-6 月数据已年化处理。
2019-2021 年，公司存货周转率高于江南高纤，整体低于华西股份、新凤鸣、桐昆股份，主要由于原料、产品

差异所致。 从产品类型上看，江南高纤维的主要产品是涤纶毛条和复合短纤维，产品以小批量、多品种为主，下
游主要是毛纺企业和卫生材料厂商，销售周期较长，库存商品占比相对较高，存货周转率较低。 其他可比公司主
要产品均为原生涤纶纤维，其主要原料为 PTA 和 MEG，均为大宗原料，国内供应充足稳定，因此原料库存相对较
低周转速度快。 而公司生产再生涤纶短纤的主要原材料为泡料、瓶片等再生聚酯原料，原料供应较为分散，为保
证正常生产，公司需保持一定数量的安全库存，因此存货周转率相对较低。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94,964.52 162,037.33 136,360.34 173,813.74
营业成本 87,060.64 141,709.44 112,231.12 154,378.93
营业利润 4,530.50 11,761.01 15,859.29 10,196.22
利润总额 4,522.17 11,720.51 15,845.56 10,185.91
净利润 3,826.35 10,081.84 13,517.51 8,745.8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6.35 10,081.84 13,517.51 8,745.82

（一）营业收入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94,788.71 99.81 161,720.31 99.80 134,862.87 98.90 173,358.10 99.74
其他业务收入 175.82 0.19 317.02 0.20 1,497.47 1.10 455.64 0.26
合计 94,964.52 100.00 162,037.33 100.00 136,360.34 100.00 173,813.74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接近 100%，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0 年
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9 年度下降，主要系受原油价格处于低位、新冠疫情及贸易战影响，低熔点涤纶纤维、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两种主要产品销售收入下降；2021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20 年度有所上升， 主要得
益于 2021 年 10 月公司低熔点项目二期全线贯通达产， 同时原油价格波动上升推动下游相关产品价格上涨，低
熔点涤纶纤维产品销售收入上升；2022 年 1-6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 36.17%，主要系本期低熔
点涤纶纤维产品销售收入持续上升。

2、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分析
（1）按产品类别划分
公司主营业务为涤纶纤维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自低熔点涤纶纤维

产品、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涤纶非织造布等。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低熔点涤纶纤维 60,271.51 63.59 91,277.57 56.44 62,947.69 46.68 71,019.86 40.97
其中：低熔点涤纶短纤维 60,001.84 63.30 91,277.57 56.44 62,947.69 46.68 71,019.86 40.97
低熔点涤纶长丝 269.66 0.28 - - - - - -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24,264.38 25.60 58,382.00 36.10 62,498.02 46.34 88,428.02 51.01
涤纶非织造布 3,316.50 3.50 9,087.60 5.62 9,097.02 6.75 7,827.52 4.52
原生 PET 切片及其他 6,936.33 7.32 2,973.14 1.84 320.15 0.24 6,082.70 3.51
合计 94,788.71 100.00 161,720.31 100.00 134,862.87 100.00 173,358.10 100.00

低熔点涤纶纤维及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为公司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主要系受其产品收入变动影
响。 报告期各期，该两类产品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1.98%、93.02%、92.54%和 89.18%，具体变动分
析如下：

①低熔点涤纶纤维
2019-2021 年度，公司低熔点涤纶纤维销售收入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20 年销售收入较 2019 年下降

11.37%，2021 年销售收入较 2020 年上升 45.01%。
2020 年度收入下降的原因：低熔点涤纶短纤维产品主要原材料为 PTA、MEG、IPA 等石油化工原料，其价格

与原油价格关联度较高，2020 年国际原油（OPEC）平均价格较 2019 年下降 35.25%，受石油价格影响，占营业成
本比例较大的直接材料成本下降。 因公司低熔点涤纶短纤维销售定价时，主要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并结合
主要原材料价格走势和下游需求情况，采取随行就市的定价方式，主要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导致销售单价下降，
因此销售收入下降。

2021年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2021年 10月公司低熔点项目二期全线贯通，新增低熔点涤纶短纤维年产能 11万
吨，产能的提升以及销售的拓宽带来 2021年度及 2022年 1-6月低熔点涤纶短纤维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同时，
伴随 2021年及 2022年 1-6月原材料以及产品销售价格的上调，公司的收入较往年同期增长幅度较大。

此外，为优化产品结构，满足客户差别化、高附加值的需求，公司 2021 年起建设低熔点涤纶长丝生产线，并
于 2022 年上半年部分投入试生产。 因此 2022 年 1-6 月较上年新增低熔点涤纶长丝产品收入 269.66 万元。

②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2019-2021 年度， 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销售收入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 其中：2020 年销售收入较 2019

年下降 29.32%，2021 年销售收入较 2020 年下降 6.59%。
2020 年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收入下降，一方面由于销售单价的下调：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的主要原

材料为再生 PET 原料，主要包括泡料、PET 瓶片等，最终来源于饮料瓶、化纤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服装边角
料、废旧纺织品等。 虽然石油价格波动通过原生涤纶产品价格传导，最终影响再生 PET 原料价格具有一定的滞
后性， 但再生 PET 在 2020 年随着油价的下调亦呈现了明显的价格下降趋势， 相应涤纶纤维产品的销售单价也
有一定程度的下调。 另一方面由于销售数量的减少：为了优化再生涤纶短纤维的产品结构，公司 2019 年底开始
逐渐减少低毛利率产品（如：棉型再生短纤、工程类再生短纤）的产出，相应地将恒泽西区的再生涤纶短纤维生
产线调整为生产自用的再生切片， 因此当年所生产可用于销售的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数量有一定幅度减少，
2020 年度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销量也随之下降。

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收入持续小幅下降，主要系在疫情持续影响之下，下游汽
车内饰、家居产品、纺织服装等生产制造业的复工复产尚未完全达成，工程施工项目的进度整体不及预期，下游
的需求未得充分恢复及开发，因此产品的销售价格一直持续下调；此外受到 2021 年江苏限电政策以及 2022 年
初恒泽西区产线持续调整的影响，公司的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产量持续下降，因此该产品的销售收入呈现小
幅下降的趋势。

③涤纶非织造布
2019-2021 年度，公司涤纶非织造布产品销售收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系公司于 2020 年 7 月新增一条

非织造布生产线，总体产能上升，销量及销售收入增加。 2022 年 1-6 月，因受疫情影响，下游基建需求降低，产品
销售量及销售收入有所下滑。

④原生 PET 切片及其他
2019-2021 年度，公司原生 PET 切片及其他产品销售收入先下降后上升，主要系 2019 年度公司 PET 切片的

主要客户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原材料需求变化，2020 年度后对公司 PET 切片采购需求大幅
减少；同时公司 PET 切片为涤纶非织造布产品原材料，涤纶非织造布产能及需求的增加使得公司自身对 PET 切
片需求上升。 2021 年下半年公司低熔点纤维项目二期投产，可利用常规聚酯熔体的产能生产 PET 切片，产品产
能提升，因此 2021 年度对外销量及销售收入增加。

（2）按销售地区划分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地区划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地区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境内 89,050.65 93.95% 151,854.06 93.90% 130,685.10 96.91% 168,258.23 97.06%

华东 61,981.37 65.39% 103,825.25 64.20% 103,757.19 76.94% 136,906.08 78.97%

华南 7,699.85 8.12% 14,964.11 9.25% 7,803.13 5.79% 8,740.52 5.04%

华中 7,614.74 8.03% 12,787.88 7.91% 3,830.35 2.84% 1,242.14 0.72%

华北 5,027.08 5.30% 8,273.40 5.12% 8,941.46 6.63% 12,513.29 7.22%

西南 3,674.91 3.88% 5,769.30 3.57% 2,080.68 1.54% 1,405.45 0.81%

东北 3,038.35 3.21% 5,554.05 3.43% 4,148.26 3.08% 7,315.74 4.22%

西北 14.35 0.02% 680.07 0.42% 124.03 0.09% 135.01 0.08%

境外 5,738.06 6.05% 9,866.25 6.10% 4,177.78 3.10% 5,099.87 2.94%

总计 94,788.71 100.00% 161,720.31 100.00% 134,862.87 100.00% 173,358.1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的山东、江苏、浙江。 形成目前销售区域分布现状的因素主要
包括：（1）山东、江苏、浙江作为我国纺织及产业类纤维应用大省、化纤行业的主要集聚地，下游产业集中度高，
区域内纺织服装、工程、汽车内饰等化纤下游应用企业数量众多，市场需求高于其他地区；（2）公司位于长三角
经济圈中心，可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开发江浙沪等周边地区客户，开拓江苏、浙江等周边市场地理优势明显。

2018 年 12 月，公司“年产 22 万吨功能型复合低熔点纤维项目一期项目”正式投入试生产，次年公司新增低
熔点纤维产品的销售；2021 年，公司“年产 22 万吨功能型复合低熔点纤维项目二期”建设并于当年 10 月投入批

量生产。 低熔点涤纶短纤维产能的提升满足了下游家纺、汽车内饰等行业的需求，因此华南、华中等部分地区收
入有了较大增长。

为了更好的开拓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目前公司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外贸部，主要用于开发境外的客户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境外销售主要为低熔点涤纶短纤维，主要出口至俄罗斯、意大利、泰国。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对比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可比公司可比业务的收入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可比收入 同比变动 可比收入 同比变动 可比收入 同比变动 可比收入

华西股份 133,509.98 21.99% 218,333.61 3.93% 210,080.08 -21.87% 268,873.72
江南高纤 22,569.34 -6.50% 51,743.52 -40.51% 86,981.01 25.98% 69,044.16
新凤鸣 2,054,100.12 23.88% 3,679,628.44 56.54% 2,350,630.17 -17.72% 2,856,783.59
东方盛虹 957,688.06 8.84% 1,962,718.64 42.76% 1,374,808.48 -20.88% 1,737,664.99
桐昆股份 2,649,008.00 12.31% 4,983,556.56 46.31% 3,406,163.30 -20.34% 4,275,956.07
平均值 1,163,375.10 15.64% 2,179,196.16 21.81% 1,485,732.61 -10.97% 1,841,664.51
本公司 94,788.71 36.17% 161,720.31 19.91% 134,862.87 -22.21% 173,358.10

注：华西股份可比业务收入为涤纶短纤维产品收入，江南高纤可比业务收入为复合短纤维产品收入，新凤鸣
可比业务收入为涤纶长丝产品收入（包括 POY、FDY 和 DTY）和短纤产品收入，东方盛虹 2019-2020 年度可比业
务为涤纶长丝产品收入（包括 DTY、FDY 和 POY）、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可比业务为 DTY 及其他化纤产品，
桐昆股份可比业务收入为涤纶预取向丝、涤纶牵伸丝、涤纶加弹丝、复合丝和牵伸丝产品收入合计，优彩资源为
主营业务收入。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业务收入平均值走势一
致。 2020 年度，除江南高纤公司因其复合短纤维主要品种为 ES 纤维，2020 年度下游热风无纺布市场短期内出现
供不应求的局面，产品销售量及销售价格均出现较大增长外，其余可比公司可比业务收入受新冠疫情以及原油
价格下降影响，产品收入均出现下滑。 2021 年度，江南高纤因受新冠疫情造成婴儿出生率短期出现下降影响，同
时因 2020 年上半年火爆行情导致国内新增产能的投产增加，市场竞争加剧，销售收入有所下滑。 其余可比公司
可比业务收入受原材料价格上涨驱动，同时化纤产品内外需求回暖，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上升。 2022 年 1-6 月，
华西股份、东方盛虹及桐昆股份受原材料成本上升或销量波动影响，可比业务收入呈上升趋势。

（二）营业成本分析
1、营业成本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86,893.63 99.81 141,386.17 99.77 110,366.71 98.34 153,801.89 99.63
其他业务成本 167.01 0.19 323.27 0.23 1,864.42 1.66 577.05 0.37
合计 87,060.64 100.00 141,709.44 100.00 112,231.12 100.00 154,378.93 100.00

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6月，公司营业成本分别为 154,378.93万元、112,231.12万元、141,709.44万
元和 87,060.64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接近 100%，营业成本变动趋势与营业收入保持一致。

2、主营业务成本构成分析
（1）按产品类别划分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按产品类别划分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低熔点涤纶纤维 55,387.76 63.74 79,429.56 56.18 48,493.73 43.94 63,841.21 41.51
其中：低熔点涤纶短纤维 55,113.22 63.43 79,429.56 56.18 48,493.73 43.94 63,841.21 41.51
低熔点涤纶长丝 274.55 0.32 - - - - - -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21,474.46 24.71 50,663.79 35.83 54,253.63 49.16 77,176.62 50.18
涤纶非织造布 3,216.35 3.70 8,404.27 5.94 7,363.80 6.67 6,712.57 4.36
PET 切片及其他 6,815.06 7.84 2,888.55 2.04 255.55 0.23 6,071.48 3.95
合计 86,893.63 100.00 141,386.17 100.00 110,366.71 100.00 153,801.89 100.00

与主营业务收入一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由低熔点涤纶纤维产品、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涤纶非织
造布等构成， 其中， 低熔点纤维产品、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91.69%、
93.10%、92.01%和 88.46%。

（2）按成本构成划分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69,830.32 80.36% 111,928.11 79.16% 82,913.05 75.13% 123,930.94 80.58%
直接人工 3,094.99 3.56% 5,823.26 4.12% 5,184.66 4.70% 6,280.35 4.08%
制造费用 12,950.47 14.90% 22,052.52 15.60% 21,218.63 19.23% 23,590.60 15.34%
运输费用 1,017.86 1.17% 1,582.28 1.12% 1,050.37 0.95% - -
合计 86,893.63 100.00% 141,386.17 100.00% 110,366.71 100.00% 153,801.89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和外协成本构成，报告期内直接材料成
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均在 75%以上。 2020 年度直接材料占比较 2019 年度下降，主要系 2020 年原油价格下
跌，直接材料采购成本金额下降。 具体产品成本构成分析见下：

①低熔点涤纶纤维营业成本构成情况
A.报告期内，公司低熔点涤纶短纤维营业成本构成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46,666.13 84.67% 67,175.80 84.57% 39,390.46 81.23% 54,677.82 85.65%
直接人工 1,016.99 1.85% 1,966.08 2.48% 1,019.84 2.10% 1,249.83 1.96%
制造费用 7,034.76 12.76% 9,802.48 12.34% 7,895.86 16.28% 7,913.56 12.40%
运输费用 395.34 0.72% 485.20 0.61% 187.58 0.39% - -
合计 55,113.22 100.00% 79,429.56 100.00% 48,493.73 100.00% 63,841.21 100.00%

公司低熔点涤纶短纤维产品主要原材料为石化产品 PTA、MEG 和 IPA， 其原料价格较再生 PET 原料价格更
高，因此直接材料占比高于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且低熔点涤纶短纤维设备自动化程度高，所需生产人员较少，
直接人工占比低于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B．报告期内，公司低熔点涤纶长丝营业成本构成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204.19 74.37%
直接人工 23.71 8.64%
制造费用 44.47 16.20%
运输费用 2.17 0.79%
合计 274.55 100.00%

2022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低熔点涤纶长丝产品，该产品主要原材料为石化产品 PTA、MEG 和 IPA，设备自动
化程度高，生产过程与低熔点涤纶短纤维有所差异，成本构成结构与其较为接近。

②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营业成本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营业成本构成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14,392.23 67.02% 35,717.93 70.50% 38,017.77 70.07% 58,807.31 76.20%

直接人工 1,890.79 8.80% 3,588.57 7.08% 3,969.83 7.32% 4,823.38 6.25%

制造费用 4,754.91 22.14% 10,428.12 20.58% 11,516.32 21.23% 13,545.93 17.55%

运输费用 436.53 2.03% 929.17 1.83% 749.71 1.38% - -

合计 21,474.46 100.00% 50,663.79 100.00% 54,253.63 100.00% 77,176.62 100.00%

2020 年度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主要原材料再生 PET 原料价格下降， 导致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主营业务成
本中直接材料占比下降；受原材料采购成本下降及产能利用率下降影响，当期制造费用占比上升。 2022 年 1-6
月，受产能利用率下降、人员工工资上升及折旧影响，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占比上升。

③涤纶非织造布营业成本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涤纶非织造布营业成本构成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2,450.28 76.18% 6,455.44 76.81% 5,301.83 72.00% 4,788.25 71.33%
直接人工 94.46 2.94% 241.41 2.87% 185.74 2.52% 182.31 2.72%
制造费用 626.91 19.49% 1,595.64 18.99% 1,763.52 23.95% 1,742.01 25.95%
运输费用 44.70 1.39% 111.78 1.33% 112.71 1.53% - -
合计 3,216.35 100.00% 8,404.27 100.00% 7,363.80 100.00% 6,712.57 100.00%

2019 年起，公司新增涤纶非织造布产品，该产品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所需生产人员较少，因此直接人工占
比低于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且生产过程中单位耗电远高于低熔点涤纶纤维，从而制造费用占比高于低熔点涤
纶纤维。 因涤纶非织造布的原材料为原生 PET 切片， 其直接材料成本随原油价格波动较为明显，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原油价格持续波动攀升，造成产品单位直接材料成本上升，直接材料占比整体成上升趋势。

④PET 切片及其他营业成本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 PET 切片及其他营业成本构成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6,117.48 89.76% 2,578.94 89.28% 202.99 79.43% 5,657.56 93.18%
直接人工 69.04 1.01% 27.20 0.94% 9.25 3.62% 24.82 0.41%
制造费用 489.42 7.18% 226.28 7.83% 42.93 16.80% 389.10 6.41%
运输费用 139.12 2.04% 56.12 1.94% 0.38 0.15%
合计 6,815.06 100.00% 2,888.55 100.00% 255.55 100.00% 6,071.48 100.00%

PET 切片及其他产品直接材料占比较高， 相对于低熔点涤纶纤维其无后续纺丝等工序， 由熔体直接生产
PET 切片，所耗费人工及固定成本摊销较少。

（三）营业毛利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毛利 7,895.08 99.89 20,334.14 100.03 24,496.17 101.52 19,556.21 100.62
其他业务毛利 8.80 0.11 -6.25 -0.03 -366.94 -1.52 -121.41 -0.62
合计 7,903.88 100.00 20,327.90 100.00 24,129.22 100.00 19,434.81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主要来自主营业务，其他业务毛利占比较小。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 1-6
月，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分别为 19,556.21万元、24,496.17万元、20,334.14万元和 7,895.08万元，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毛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低熔点涤纶纤维 4,883.74 61.86 11,848.01 58.27 14,453.96 59.00 7,178.65 36.71
其中：低熔点涤纶短纤维 4,888.62 61.92 11,848.01 58.27 14,453.96 59.00 7,178.65 36.71
低熔点涤纶长丝 -4.88 -0.06 - - - - - -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2,789.92 35.34 7,718.21 37.96 8,244.38 33.66 11,251.39 57.53
涤纶非织造布 100.14 1.27 683.33 3.36 1,733.23 7.08 1,114.95 5.70
PET 切片及其他 121.28 1.54 84.59 0.42 64.59 0.26 11.21 0.06
合计 7,895.08 100.00 20,334.14 100.00 24,496.17 100.00 19,556.21 100.00

（四）营业毛利率分析
1、毛利率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主营业务毛利率 8.33% 99.81% 12.57% 99.80% 18.16% 98.90% 11.28% 99.74%
其他业务毛利率 5.01% 0.19% -1.97% 0.20% -24.50% 1.10% -26.64% 0.26%
综合毛利率 8.32% 100.00% 12.55% 100.00% 17.70% 100.00% 11.18% 100.00%

注：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6 月，营业成本中的运输费金额分别为 1,050.37 万元、1,582.28 万元和
1,017.86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0.78%、0.98%和 1.07%，在计算上述期间毛利率时，营业成本中包含
运输费。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6 月， 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11.18% 、17.70% 、12.55%和
8.32%。 其中，主营业务毛利率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毛利率 对毛利率
的贡献率 毛利率 对毛利率

的贡献率 毛利率 对毛利率
的贡献率 毛利率 对毛利率

的贡献率

低熔点涤纶纤维 8.10% 5.15% 12.98% 7.33% 22.96% 10.72% 10.11% 4.14%

其中：低熔点涤纶短纤维 8.15% 5.16% 12.98% 7.33% 22.96% 10.72% 10.11% 4.14%

低熔点涤纶长丝 -1.81% -0.01% - - - - - -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11.50% 2.94% 13.22% 4.77% 13.19% 6.11% 12.72% 6.49%

涤纶非织造布 3.02% 0.11% 7.52% 0.42% 19.05% 1.29% 14.24% 0.64%

PET 切片及其他 1.75% 0.13% 2.85% 0.05% 20.18% 0.05% 0.18% 0.01%

合计 8.33% 8.33% 12.57% 12.57% 18.16% 18.16% 11.28% 11.28%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先上升后下降，总体来看，低熔点涤纶纤维、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是公司营
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影响较大，上述产品毛利率分析如下：

（1）低熔点涤纶纤维
①行业上、下游情况
低熔点涤纶纤维产品分为低熔点涤纶短纤维和低熔点涤纶长丝，两者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 PTA、MEG、

IPA 等原料，均是石油化工产品，其价格与原油价格关联度较高，受石油价格及自身供需共同影响。 目前，我国
PTA 产能占全球第一，PTA 国内供应充足，MEG 则部分通过进口，IPA 整体对外进口依赖度较高。

低熔点纤维下游应用形式主要为与其他纤维混合经过非织造加工，形成硬质棉等，应用于服装家纺、家具、
汽车内饰、医用卫生等领域，作为胶水替代原料。 公司低熔点销售定价时，主要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并结合
主要原材料价格走势和下游需求情况，采取随行就市的定价方式。

②低熔点涤纶短纤维
报告期各期，公司低熔点涤纶短纤维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10.11%、22.96%、12.98%和 8.15%，呈现先升后降的

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低熔点涤纶短纤维的单价及单位成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吨、元/吨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数量/金额 变动额 数量/金额 变动额 数量/金额 变动额 数量/金额

销量 82,421.32 36,813.29 128,029.36 35,721.12 92,308.24 742.94 91,565.29

销售单价 7,279.89 150.47 7,129.43 310.13 6,819.29 -936.91 7,756.20

单位成本 6,686.77 482.76 6,204.01 950.56 5,253.46 -1,718.75 6,972.21

单位毛利 593.13 -332.29 925.41 -640.42 1,565.84 781.84 783.99

毛利率 8.15% -4.83% 12.98% -9.98% 22.96% 12.85% 10.11%

单价变动对毛利率
影响 1.80% 3.35% -12.35% —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
利率影响 -6.634% -13.33% 25.20% —

注：2022 年 1-6 月销量变动额已年化计算，下同。
(下转 D8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