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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55       证券简称：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1-092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签订投资协议 

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项目建设投资总额 144.16 亿元，分四期实施，第一期建设投资额为

37.27亿元，计划于 2022 年 1月开工建设，建设期 2年。PA66 差别化锦纶丝项

目规划产能为 12 万吨，第一期先行建设 6 万吨，剩余 6 万吨计划于 2023 年 1

月第二期中建设。第二期中的年产 3 亿米锦纶坯布项目、年产 1 亿米染整项目

以及第三、四期项目是否实施及何时实施将根据资源要素保障、市场情况、资

金情况、生产设备交付进度等因素确定。本次项目是否能够顺利推进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 

2、目前，本项目建设所需的能耗、土地、环境容量等项目资源要素尚未获

得审批，能否顺利获得审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审批不通过，存在协议无

法生效或生效时间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3、本项目第一期建设投资额为 37.27 亿元，自筹资金缺口 3.56 亿元，银

行项目贷款缺口 26.09 亿元；第二、三、四期建设投资总额 106.9 亿元中自筹

资金缺口 21亿元，银行项目贷款缺口 74.83 亿元。以上自筹资金缺口拟以经营

活动净现金流及再融资方式筹集；银行项目贷款缺口拟申请银行贷款授信方式

解决。如经营不达预期或再融资无法顺利推进将导致无法筹集足额自筹资金；

如银行项目贷款不能获得审批，将导致项目贷款资金无法落实。项目资金来源

的不确定性将对项目顺利推进产生较大影响。 

4、本次回复所涉及的项目投资金额、效益测算及建设周期等是基于当前的

政策环境、政治环境、市场格局、产品或技术所处阶段和发展趋势、产品和原

材料价格等做出的合理预估，未来存在因市场环境、技术进步等因素发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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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或不达预期而导致投资项目不能产生预期收益的风险，相关数据并不代表

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和承诺。 

5、本次投资将较大程度上增加公司财务负担，并对公司现金流产生不利影

响。 

6、董事张长建，监事刘小阳、魏翔、吴文明，副总经理丁忠华，财务总监

李增华自本回复函披露之日起未来 6 个月内计划减持公司股票合计不超过

1,276,327 股，不超过目前总股本的 0.1469%。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台华新材”）于 2021

年 10月 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对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投资协议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3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立即组织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研究落实，现就《问询函》有

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 

公告披露，公司拟投资不低于 120 亿元建设绿色多功能锦纶新材料一体化

项目，并签署了投资协议。截至 2021 年上半年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 4.11 亿

元。项目投资金额可能超出公司目前资金实力。 

请公司补充披露： 

（1）项目资金的具体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说明项目资金来源是否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投资是否将较大程度上增加公司财务负担，以及对公

司现金流的具体影响 

回复： 

本次公司与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签订投资协议，建设绿色多功能锦纶新材料

一体化项目，投资总额不低于 120亿元，分四期实施。项目投资主体为台华新材

下设的子公司或子公司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 

1、项目建设进度 

本项目分四期实施，计划开工及完工时间如下： 

建设期 项目内容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一期 
年产 10万吨再生差别化锦纶丝项目/6万吨 PA66差别化

锦纶丝项目 
2022.01 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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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 年产 6万吨 PA66 差别化锦纶丝项目 2023.01 2024.12 

项目建设投资资金支付安排表 

单位：亿元 

建设期 项目内容 
建设投

资金额 

自筹 

资金 

项目 

贷款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一期 

年产 10万吨再生差别化锦

纶丝项目/6万吨PA66差别

化锦纶丝项目 

37.27 11.18 26.09 11.18 11.18 14.91    

二期 

年产 6万吨 PA66差别化锦

纶丝项目/3亿米锦纶坯布

项目/1亿米染整项目 

41.21 12.36 28.85  12.36 12.36 16.48   

三期 

年产 20万吨 PA6差别化锦

纶丝项目/3亿米锦纶坯布

项目/1亿米染整项目 

55.99 16.80 39.19   16.80 16.80 22.40  

四期 
年产 20万吨 PA6差别化聚

合项目 
9.70 2.91 6.79    2.91 2.91 3.88 

合计  144.16 43.25 100.92 11.18 23.54 44.06 36.19 25.31 3.88 

备注：每期项目建设周期为 2年，部分工程和设备款将在项目竣工验收后支付，建设投

资款支付周期预计为 3 年，以上每期投资支付金额按第一年 30%、第二年 30%、第三年 40%

的进度进行支付安排测算，项目实施过程中具体支付安排以实际为准。 

本项目建设投资所需资金将以自筹资金、银行固定资产项目贷款等方式综合

解决，其中自筹资金约 30%，项目贷款约 70%，筹资计划如下： 

（1）自筹资金筹资计划 

自筹资金来源情况表 

单位：亿元 

建设期 
需自筹 

资金 

可转债已审批未

使用额度 

使用综合 

授信额度 
自筹金额合计 

缺口 

部分 

一期 11.18 6 1.62 11.18 3.56 

二期 12.36 - 11.07 11.07 1.29 

三/四期 19.71 - - - 19.71 

①截至目前，公司有 6 亿元已核准未发行的可转债额度，将于 2022 年 6 月

到期前择机发行，该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置换公司前期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置换

出的自筹资金计划用于新项目建设。 

②截至 2021年 9月末，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为 24.16亿元，尚未使用额度 12.69

亿元，预计第一期项目使用综合授信额度 1.62 亿，第二期项目使用综合授信额

度 11.0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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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资金方面，公司第一期项目存在 3.56亿资金缺口，第二期项目存在 1.29

亿元资金缺口，第三期和第四期项目资金缺口为 19.71亿元。公司的自筹资金缺

口将主要依赖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解决。 

A.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2016 年-2020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7.99 亿元、4.65 亿元、

2.88 亿元、3.41 亿元和 4.86 亿元，平均为 4.76 亿元。按近 5 年最低经营活动

现金净流量 2018年 2.88亿元，项目建设投资付款周期 6年测算，经营活动现金

流能够提供 17.28亿元资金； 

B.上市公司再融资 

项目建设剩余资金缺口 7.28 亿元，公司将结合项目推进进度及资本市场情

况，择机通过再融资方式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或运营。 

（2）银行固定资产项目贷款筹资计划 

公司拟通过银行固定资产项目贷款筹资 100.92 亿元用于项目建设。前期固

定资产项目贷款授信拟以项目土地使用权做抵押，项目开工建设后，将以在建工

程和固定资产做抵押进行贷款，不足部分由母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中

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已经开始介入项目授信工作。目前，银

行固定资产项目贷款尚未获得审批，项目贷款资金缺口为 100.92 亿元，最终项

目贷款授信是否获得审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不能获得审批，将对项目实施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投资是否将较大程度上增加公司财务负担，以及对公司现金流的具

体影响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65.08 亿元，负债总额 29.19 亿元，资

产负债率为 44.85%。预计项目建设期间累计将产生项目贷款 100.92 亿元，其中

第一期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新增项目贷款 26.09 亿元，本次投资将较大程度上增

加公司财务负担，对公司现金流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影响如下表： 

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 年 2027年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 - 11.22 24.28 37.04 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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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1.18 -23.54 -44.06 -36.19 -25.31 -3.88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0.43 30.82 29.81 4.65 -33.37 -32.27 

合计 -0.75 7.28 -3.03 -7.26 -21.63 3.43 

备注：本项目现金流测算根据现有市场环境、投融资政策和预计投入产出水平进行估算，

不构成盈利预测。 

3、风险提示 

（1）资金来源不确定性风险 

①银行授信审批额度及进展不达预期的风险 

项目所需投入资金较大，拟使用的银行贷款较多，受金融环境及金融政策变

化的影响，项目贷款及配套融资存在着审批额度及进展不达预期，影响项目按计

划推进的风险。 

②项目运营状况不达预期影响公司财务状况及现金流的风险 

本项目为总体规划分四期实施，投资总额较大。若公司经营业绩不达预期，

将对项目投入资金来源产生一定影响，存在不能按照原进度计划推进项目建设的

风险。 

（2）融资成本变化影响公司业绩的风险 

随着项目推进，未来公司的负债规模可能继续扩大，可能使得更多的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被用于还本付息，若融资成本提高，将可能进一步增加公司的财务

费用支出，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3）产能利用率不达预期影响效益风险 

本项目固定资产投入较大，项目全部完成后每年产生固定折旧额。若本项目

产能利用率不达预期，公司可能面临折旧大量增加导致净利润下降的风险。 

（2）结合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论证过程，说明公司董监高针对本次投资所做

的审议等相关工作，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 

回复：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非常关注本次投资项目的实施条件及相关市

场发展情况，在前期考察调研，中期技术交流、效益分析，后期讨论及决策等相

关事项过程中本着审慎严谨、勤勉尽责的态度，并就该投资项目相关事项与公司

管理层进行审慎研究论证，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履行审议程序并发表明确意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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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作如下： 

淮安市洪泽区基于其总体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关注到公司为锦纶纺织面料龙

头企业，2021 年 6 月至 9 月期间淮安市洪泽区相关领导多次来公司推介并组织

招商活动；10 月 9 日，淮安市政府主要领导来公司观摩考察并座谈，与公司核

心管理层初步达成考察意向，随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带领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前

往淮安市洪泽区进行调研和考察，期间充分研究了江苏省及淮安市相关产业支持

政策和区位优势，认可洪泽区投资环境。10 月 13 日至 22 日期间，由公司总经

理牵头组织经营管理专项会议，对淮安市洪泽区的区位优势、产业发展情况、选

址情况、实施条件、政府相关资源匹配度、人力资源匹配度、经济效益等进行仔

细分析并初步达成投资意向。公司委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作为本次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单位，同时与淮安市洪泽区政府相关领导正式展开投资协议核心条款

商务谈判。10月 22 日，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出具了《绿色多功能锦纶新材料

一体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管理层对该报告进行了审慎研究，认为本项

目具备可行性。结合市场需求情况，公司确定先行建设第一期项目《年产 10 万

吨 PA6再生差别化纤维项目》和《年产 12万吨 PA66差别化纤维项目》。应公司

要求，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出具了第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因项目第二期、

第三期和第四期是否实施尚未确定，所涉及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尚未编制，如项目

实施，届时将在项目建设前完成编制工作。公司于 10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淮安市洪泽区人民

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的议案》并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与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政府签署投资

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3）。上述投资项目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截至目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履行必要的尽职调查工

作，并在认真审阅、参考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的基础上，对本次投资项目决

策的风险进行了充分评估，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勤勉尽责履职，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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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公告披露，项目全面达产后，公司锦纶丝年总产能规模将达到约 60.5万吨，

进一步扩大公司产品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项目产品上游为石化产业中的锦纶

切片，下游主要为服装消费品。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公司目前业务规模、行业竞争格局、下游需求变化情况，说明扩

大产能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发展情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回复： 

1、公司目前业务规模 

公司主营业务覆盖锦纶纺丝、织造、染色及后整理全产业链，锦纶纺丝产能

规模为 18.5 万吨/年，化纤坯布织造产能 5.6 亿米/年，染色产能 1.6 亿米/年，

后整理产能 6,000万米/年。 

2、行业竞争格局、下游需求变化情况 

（1）行业竞争格局 

锦纶为世界第二大化学纤维，国内产量稳步提升。锦纶纤维化学名称为聚酰

胺（PA），俗称尼龙（Nylon），以石油为主要原料经化学合成制得，属于合成

纤维的一种，全球和中国产量均位居合成纤维第二位（第一位为涤纶），主要用

于服装（冲锋衣、泳衣等）、工业织布（安全气囊、轮胎帘布等）等领域。经过

近百年的发展，目前锦纶已有数十个品种，其中以锦纶 6、锦纶 66 的应用最广

泛。2020 年中国化纤产量达到 6,025.12万吨，同比 2019年增长 3.40%，其中锦

纶纤维产量为 384.30 万吨，同比增长 3.89%，占化纤产量的 6.40%，相比于全球

锦纶纤维占化纤产量约 9%的比重水平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锦纶行业整体市场集

中度较低，呈现较为分散的竞争格局。根据公司锦纶纺丝产能 18.5 万吨测算，

公司锦纶丝产能约占全国锦纶丝产量的 4.81%，根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公布

的《2020 年中国锦纶民用长丝产量排名名单》，2020 年度公司锦纶长丝产量排

名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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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2）下游需求变化情况 

公司锦纶产品主要应用于户外运动服饰、瑜伽服、内衣、羽绒服等领域，公

司 2021 年上半年，对前五名客户实现销售合计 28,450.58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

长 21.00%。虽然公司销售客户较为分散，但下游市场目前具备较强的韧劲，下

游市场景气度总体较好。近年来，公司主要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同比增长 

2021年 1-6 月 

1 迪卡侬 14,654.66 7.97% -12.84% 

2 超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554.31 2.48% 276.61% 

3 上海多邦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3,958.67 2.15% - 

4 远纺织染（苏州）有限公司 2,863.89 1.56% - 

5 无锡迈克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2,419.05 1.32% 78.67% 

合计 28,450.58 15.47% 21.00% 

2020年 

1 迪卡侬 30,256.63 12.21% -31.76% 

2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5,596.16 2.24% 9.57% 

3 超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749.62 1.90% -47.30% 

4 浙江同力服装有限公司 4,221.00 1.69% 14.38% 

5 海宁立恒织造有限公司 3,269.46 1.31% - 

合计 48,092.86 19.23%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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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同比增长 

2019年 

1 迪卡侬 44,339.61 16.48% -19.84% 

2 超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9,012.15 3.35% 15.97% 

3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5,107.27 1.90% - 

4 维克罗集团 3,977.52 1.48% 11.49% 

5 浙江同力服装有限公司 3,690.44 1.37% -14.24% 

合计 66,126.99 24.58% -14.39% 

公司主要客户（可查上市公司）2021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①公司客户超盈国际（2111.HK）为国际品牌女性内衣物料和运动服饰面料

供应商，根据其公告显示，2021 年上半年超盈国际收入约港币 20.82 亿元，同

比增长 47.60%，收入增长主要由于内衣客户的销售订单回升及运动服装及服装

客户的销售订单持续增长。公司对超盈国际销售品种为锦纶 6 和锦纶 66 纱线，

受益于下游内衣和运动服饰品类的消费增长，公司对其销售额相应增长较快。 

②公司对客户迪卡侬的销售产品主要为成品面料，近年来受欧洲疫情影响，

对其销售额有所下滑。 

从下游消费市场看，锦纶应用最广泛的户外运动服饰、瑜伽服、内衣、羽绒

服等细分领域的消费保持高景气度。从户外及运动服饰行业规模看，据

Euromonitor 统计，2020 年全球户外及运动服饰市场规模 2,981.17 亿美元，国

内户外及运动服饰市场规模由 2016 年的 1,929.95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3,174.7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13.25%。 

综上，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追求科技、运动时尚、绿色环保是当前纺服消

费市场的行业趋势，相应的户外运动服饰、瑜伽服、内衣、羽绒服等细分领域市

场的消费保持高景气度，拉动了功能性更强的锦纶产品的需求，公司主要客户今

年的业绩表现也侧面验证了这一趋势。 

3、扩大产能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1）锦纶行业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为公司新增产能的消化提供保

障。近年来我国锦纶市场消费量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根据卓创咨询数据，2020

年我国 PA6 和 PA66 消费量分别为 384.25 万吨、60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6.39%、

22.93%，在消费升级的带动下，锦纶行业特别是 PA66 有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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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新增产能的消化提供保障。 

 
数据来源：卓创咨询 

（2）项目产品为高附加值的差别化产品，符合行业发展方向 

本项目所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再生锦纶丝、锦纶 66、功能性锦纶丝等差异

化产品，以及配套的上游聚合、下游织造及染整的锦纶一体化产业链，符合行业

科技、运动时尚、绿色环保的发展趋势。 

（3）公司现有产能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新增产能具有必要性和

合理性 

随着新冠疫情的缓解，以及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下游运动服饰、瑜伽、

羽绒服等消费市场保持高景气度，结合现有客户的采购需求情况，公司现有锦纶

长丝产能，特别是再生锦纶丝、锦纶 66、锦纶色纱等差异化产品产能无法满足

市场需求，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上半年，公司锦纶长丝的产能利用率分别

达到 102.65%、103.07%和 102.61%，持续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面对市场变化情

况，本项目第一期将先行规划建设再生锦纶和锦纶 66 项目，后期视市场情况陆

续配套建设坯布和染整项目，以综合发挥公司全产业链优势，具备必要性和合理

性。 

4、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发展情况对比 

公司所处细分行业为锦纶行业，具体业务为锦纶纺丝、织造、染整，上游为

锦纶切片制造业，下游为服装制造和其他相关产业，公司是锦纶全产业链公司，

尚未有完全可以对比的同行业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中只有 ST 华鼎和美达股份从

事产业链锦纶纺丝业务。公司所处产业链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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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 ST 华鼎、美达股份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和

产品结构上。 

从产业结构看，公司业务覆盖锦纶全产业链，主要产品包括锦纶长丝、锦纶

坯布、成品面料，锦纶产品收入占比在 75%以上，2019年-2021年 1-6月公司主

要产品营业收入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锦纶长丝 76,829.78 42.36 84,112.96 34.02 78,454.28 29.52 

2 锦纶坯布 46,042.35 25.39 66,639.39 26.95 80,755.40 30.38 

3 锦纶成品面料 28,505.62 15.72 42,707.73 17.27 47,254.41 17.78 

4 涤纶坯布 4,419.82 2.44 10,153.17 4.11 11,479.32 4.32 

5 涤纶成品面料 21,470.86 11.84 36,415.44 14.73 43,169.20 16.24 

6 其他 4,104.09 2.26 7,214.93 2.92 4,692.72 1.77 

合计 181,372.53 100.00 247,243.63 100.00 265,805.34 100.00 

ST华鼎所处产业链环节为锦纶纺丝，锦纶板块业务产品全部为锦纶 6长丝，

美达股份所处产业链环节为锦纶切片、锦纶纺丝和少量纺织印染布，2020 年度

主要产品营收占比分别为 46.22%、48.92%、4.86%。 

从锦纶长丝环节的细分产品结构看，公司除了生产常规 FDY锦纶长丝外，还

从事 ATY、DTY以及锦纶可再生纱、锦纶 66、锦纶色纱等高附加值差异化产品的

生产销售，毛利率水平较高。根据 ST 华鼎年报，其主要产品为 FDY 锦纶长丝，

毛利率水平相对较低。美达股份主营业务为锦纶切片和锦纶长丝的生产销售，但

未披露长丝的具体品种，毛利率也相对较低。 

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业务毛利率比较情况如下表： 

单位：%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ST华鼎 12.53 11.18 12.04 

美达股份 5.59 4.92 6.92 

石油化工 锦纶切片 锦纶纺丝 织造 染整
服装制造
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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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9.06 8.05 9.48 

公司锦纶丝业务 21.29 19.54 14.41 

注：ST 华鼎主要经营锦纶丝业务、美达股份经营锦纶切片和锦纶丝业务、公司经营锦

纶丝、锦纶坯布、锦纶成品面料业务，故分别选取其锦纶丝业务毛利率。 

（2）结合上游原材料供应、下游行业景气度等，说明是否存在可能导致产

能不达预期或产能利用率不及预期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上游原材料供应情况 

项目产品上游为石化产业中的锦纶切片，主要包括锦纶 6 切片、锦纶 66 切

片和锦纶 6回收料。 

（1）锦纶 6 切片关键中间品己内酰胺国产化突破，极大地推动了锦纶 6 的

扩张，过去 6年里，锦纶 6切片的产量从 200 万吨增加到 300多万吨。从目前已

公布的扩产计划来看，锦纶 6切片在未来 3-5年的扩产规划在 400万吨左右。整

体看，锦纶 6长丝行业的上游原材料供给充足，原材料供给风险较小。 

（2）项目第一期所需原材料锦纶 66 切片需求量为 6 万吨，预计 2024 年开

始投产。锦纶 66切片生产所需的关键中间体为己二腈，据相关公司公告、官网、

项目环评公示等公开信息，目前国内万吨以上己二腈在建和规划产能超过 150

万吨，其中国产化 100 多万吨，英威达 40 万吨，预计到 2021 年底可释放产能

35 万吨，2022 年可增加释放产能 55 万吨。整体看，锦纶 66 长丝行业的上游原

材料供给充足，原材料供给风险较小。 

2、下游行业景气度情况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1年 1-9月，化纤产量 5037万吨，同比增长 13.5%，

两年平均增速为 6.8%；规模以上化纤企业营业收入 7442亿元，同比增长 33.3%，

两年平均增速 7.9%；利润总额 471亿元，同比增长 318.0%；营业收入利润率 6.3%，

较 2019 年同期提高 3.17个百分点。 

从下游消费场景应用看，锦纶 6、锦纶 66 及相应的功能性面料主要应用场

景是对功能性要求更高的户外运动、瑜伽服、女性内衣及羽绒服上，丰富的应用

场景也保持了下游行业的高景气度。 

3、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项目投资规模较大，若下游行业景气度受宏观经济和服装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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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发生不利变化，项目存在面临产能不达预期或产能利用率不及预期的风险。     

问题三 

公告披露，投资协议的生效条件之一为淮安市洪泽区政府满足投资项目的

投资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能源设施建设等保障条件。请公司补充披露，

目前上述协议生效条件是否成就，如条件尚未成就的，请说明协议生效前需要

履行的具体程序和条件，以及协议预计生效时间，是否存在影响协议生效的重

大不确定因素，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鉴于本项目建设规模和投资金额较大，且能耗、土地、环境容量等项目资源

要素未来面临供应紧张趋势，为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利益，本次投资项目按照整

体规划审批，分阶段实施。目前，该项目建设所需的能耗、土地、环境容量等项

目资源要素尚未获得审批，协议尚未生效，生效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项目实施进展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投资协议签订后，洪泽区政府将按照协议要求，积极推进土地供应手续办理

及挂牌出让、环评批复、能评批复、安评批复、消防报批、“五证”办理（指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图纸审查合格证、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下同）等工作。此外，洪泽区政府还需协助公司办理项目公司

注册、项目备案等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协议生效前还需满足如下条件： 

1、土地供应：洪泽区政府负责第一次约 1183亩土地挂牌出让，由淮安市人

民政府负责审批。 

2、能评批复：由江苏省发改委负责审批。 

3、环评批复：由洪泽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 

目前，本项目建设所需的能耗、土地、环境容量等项目资源要素尚未获得审

批，能否顺利获得审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审批不通过，存在协议无法生效

或生效时间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风险提示： 

1、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周期较长、投资体量较大，未来投资的实际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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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项目的实施存在因国家或江苏省、淮安市有

关政策、融资环境、市场情况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导致项目出现顺延、变更、中

止或终止的风险。 

2、目前，本项目建设所需的能耗、土地、环境容量等项目资源要素尚未获

得审批，能否顺利获得审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审批不通过，存在协议无法

生效或生效时间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问题四 

公告披露，项目分为化纤项目和织造及染整项目。其中，化纤项目包括年

产 10 万吨再生差别化锦纶丝项目、年产 12 万吨 PA66 差别化锦纶丝项目、年产

20 万吨 PA6 差别化聚合和锦纶丝项目；织造及染整项目包括年产 6 亿米锦纶坯

布项目、年产 2 亿米染色后整理项目。公司未在公告中披露各项目的具体情况。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各个投资项目的主要内容、投资进度、项目建设期、市场定位及可行

性分析，包括重要假设条件、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盈亏平衡点等相关财

务数据； 

回复： 

本项目分四期实施。第一期计划于 2022 年 1 月开工建设，建设期 2 年，第

一期项目建设内容为年产 10万吨再生差别化锦纶丝项目和 6万吨 PA66差别化锦

纶丝项目（PA66差别化锦纶丝项目规划产能为 12万吨，第一期先行建设 6万吨，

剩余 6万吨计划于第二期中建设）。因项目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是否实施尚

未确定，目前所涉及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尚未编制，如项目实施，届时将在项目建

设前完成编制工作。 

第一期所涉及的两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年产 10 万吨再生差别化锦纶丝项目 

1、投资项目的主要内容 

本项目拟新建原料预处理车间、聚合车间、纺丝车间、加弹车间、仓库等，

引进 PA6 回收、解聚、聚合成套设备、高速卷取机等进口设备，购置国产高速加

弹机，配套国产工艺设备以及供水、供电、供热、制冷等公用工程设备，形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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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10万吨 PA6再生差别化纤维的生产能力。 

2、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 2 年，第 3 年投产，当年生产负荷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0%，

第 4年达产。 

3、投资项目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的实施既符合国家、江苏省以及淮安市纺织化纤业发展规划，

又符合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有利于带动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2）本项目符合科技、时尚、环保及可持续行业发展理念不断推进的行业

发展新趋势。 

（3）本项目工艺技术成熟、设备先进。本项目采用先进成熟的生产工艺技

术，新增设备为国内外主流设备供应商的先进产品，匹配性好，可靠性高。 

（4）本项目具备实施基础。公司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市场渠道，项目实

施地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水、电、汽等公用配套条件齐全，实施条件较好。 

（5）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经测算分析,运营期正常年销售收入估算为319,200万元,所得税后利润估算

为74,340.8万元，按建设期2年测算投资回收期5.16年，税后内部收益率28.57%，

本项目以生产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BEP)为29.21%，经济效益良好。以

上测算含建设期利息支出8,787.5万元。 

利息支出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利率 
建设期 

合计 
1 2 

本年借款 4.75%   100,000.0    70,000.0    170,000.0  

本年应计利息 4.75%       2,375.0      6,412.5        8,787.5  

备注：当年借入的按照每个月平均测算，应计利息=本金*利率/2，上年借入的，本期应

计利息=本金*利率。公司历史上固定资产项目贷款利率均为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本项目固

定资产项目贷款期限按5年测算，利率按目前央行公布的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75%测算。 

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A.相关重要假设条件如下： 

项目建设投资主要涉及生产车间建设、新增进口设备及部分国产配套设备、

公用工程设备。本项目的各项投资额是根据各单项工程建设规模、所需设备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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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有关的单价估算。本项目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进行计算(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按

1:6.5计算)。 

1）引进设备的价格为 C.I.F 价，参照企业与外商初步谈判议定价及市场情

况，引进设备的附属费用按规定计取。 

2）根据《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 年版)》，本项目所引进设备可免缴

进口设备的关税。 

3）本项目国产生产工艺设备按市场价估算。 

4）各类建筑物造价按平方米单价计算。 

5）公用工程部分需增加空压机以及变压器、制冷、水处理、热媒等设施，

其价格按照市场价估算。 

6）其它费用参照有关规定编制。 

7）不可预见费按投资工程部分投资额的 5%计算。项目实施期为 2年，不考

虑涨价预备费。 

8）计算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本项目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进行计算。本项目的

原料与产品价格历年来波动较大，因此价格按目前同一时点价格。 

B.相关财务数据测算分析如下： 

1）产品成本估算 

经初步估算，项目达产后，正常年总成本费用估算为 198,560.1 万元。 

成本估算说明如下： 

①原辅材料及燃料动力费用，根据产品材料消耗及现行市场价格测算，主要

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如下。 

原辅材料及燃料动力费用估算表 

序号 名称 总金额（万元） 

1 原辅材料 128,038.70 

2 燃料动力 24,586.80 

②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及递延资产摊销计算 

房屋等固定资产原值为 56,965.3 万元，按平均年限法计算折旧，年折旧费

为 3,607.8 万元，残值率为 5%。 

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原值为 197,849.1 万元，按平均年限法计算折旧，年折

旧费为 12,530.4万元，残值率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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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费 2,755.0 万元计入无形资产，年摊销费为 55.1万元。 

③年修理费计算 

按总折旧资产原值的 2%计，为 5,096.29 万元。 

④其他费用计算 

其他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参照企业实际提取。正常年其他费用

估算为 15,960万元。 

⑤工资福利计算 

按 1,158人、人均工资 7.5万/年计算，工资费用 8,685万元。 

2）年新增营业收入和年营业税金及附加估算 

本项目产品的销售价根据市场和企业实际销售情况确定，达产后正常年销售

收入估算为 319,200 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DTY再生差别化锦纶纤维（PA6） 115,200.00 

2 FDY再生差别化锦纶纤维（PA6） 204,000.00 

合计 319,200.00 

年税金及附加按国家规定计取，产品缴纳增值税，税率为 13%，城市维护建

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分别按增值税的 5%和 5%提取。运营期正常年增值税为

19,562.6万元，税金及附加估算为 1,956.3 万元。 

（二）年产 12 万吨 PA66 差别化锦纶丝项目 

1、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拟新建 PA66 纺丝车间、加弹车间等，引进高速纺丝及卷绕系统、高

速加弹机等进口设备，配套国产工艺设备以及供水、供电、供热、制冷等公用工

程设备，形成年产 12万吨 PA66差别化纤维的生产能力。 

2、项目建设期及投资使用计划 

本项目分 2期建设，第一期规划产能 6 万吨，建设期 2年，第 3 年投产，当

年生产负荷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0%，第 4年达产。剩余规划产能 6 万吨计划将

于第二期项目中建设，是否实施尚未确定。 

3、项目市场定位及前景分析 

（1）本项目的实施既符合国家、江苏省以及淮安市纺织化纤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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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符合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有利于带动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2）本项目紧跟PA66原材料国产化替代的行业趋势，是公司抢抓机遇进一

步优化产品结构的战略举措。 

（3）本项目工艺技术成熟、设备先进。本项目采用先进成熟的生产工艺技

术，新增设备为国内外主流设备供应商的先进产品，匹配性好，可靠性高。 

（4）本项目具备实施基础。公司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市场渠道，项目实

施地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水、电、汽等公用配套条件齐全，实施条件较好。 

（5）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经测算分析,运营期正常年销售收入估算为579,000.00万元,所得税后利润

估算为101,630.00万元，按建设期2年测算投资回收期4.97年，税后内部收益率

32.18%，本项目以生产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BEP)为27.31%，经济效益

良好。以上测算含建设期利息支出9,405万元。 

利息支出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利率 
建设期 

合计 
1 2 

本年借款 4.75%   108,000    72,000    180,000  

本年应计利息 4.75%       2,565      6,840        9,405  

备注：当年借入的按照每个月平均测算，应计利息=本金*利率/2，上年借入的，本期应

计利息=本金*利率。公司历史上固定资产项目贷款利率均为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本项目固

定资产项目贷款期限按5年测算，利率按目前央行公布的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75%测算。 

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A.相关重要假设条件与“年产 10万吨再生差别化锦纶丝项目”一致。 

B.相关财务数据测算分析如下： 

1）产品成本估算 

经初步估算，项目达产后，正常年总成本费用估算为 415,582.3 万元。 

成本估算说明如下： 

①原辅材料及燃料动力费用，根据产品材料消耗及现行市场价格测算，主要

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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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及燃料动力费用估算表 

序号 名称 总金额（万元） 

1 原辅材料 344,435.00 

2 燃料动力 14,269.20 

②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及递延资产摊销计算 

房屋等固定资产原值为 84,716.8 万元，按平均年限法计算折旧，年折旧费

为 5,365.4 万元，残值率为 5%。 

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原值为 183,732.8 万元，按平均年限法计算折旧，年折

旧费为 11,636.4万元，残值率为 5%。 

土地使用费 4,113.5万元计入无形资产，年摊销费为 82.3万元。 

③年修理费计算 

按总折旧资产原值的 2%计，为 5,368.99 万元。 

④其他费用计算 

其他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参照企业实际提取。正常年其他费用

估算为 28,950万元。 

⑤工资福利计算 

按 730人、人均工资 7.5万/年计算，工资费用 5,475万元。 

2）年新增营业收入和年营业税金及附加估算 

本项目产品的销售价根据市场和企业实际销售情况确定，达产后正常年销售

收入估算为 579,000.00 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FDY差别化锦纶纤维（PA66） 54,000.00 

2 DTY差别化锦纶纤维（PA66） 525,000.00 

合计 579,000.00 

年税金及附加按国家规定计取，产品缴纳增值税，税率为 13%，城市维护建

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分别按增值税的 5%和 5%提取。运营期正常年增值税为

22,820.7万元，税金及附加估算为 2,282.1 万元。  



 

20 

 

（2）投资项目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是否属于“两高“行业及项目，审慎

评估是否存在项目审批等外部因素导致项目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回复： 

1）投资项目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项目投资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如下： 

①土地供应：洪泽区政府负责第一次约 1183 亩土地挂牌出让，由淮安市人

民政府负责审批。 

②能评批复：由江苏省发改委负责审批。 

③环评批复：由洪泽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 

目前，本项目建设所需的能耗、土地、环境容量等项目资源要素尚未获得审

批，能否顺利获得审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审批不通过，存在协议无法生效

或生效时间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2）是否属于“两高“行业及项目 

根据生态环境部于 2021年 5月 3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

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暂按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六个行业类别

统计。本次项目所属行业为纺织业（代码 C17），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本项目满足高端纺织项目条件，符合《江苏省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

集群的指导意见》（苏政发〔2018〕86 号）和《中共淮安市委关于制定淮安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高端纺

织及产业政策要求，不属于“两高”项目。 

3）审慎评估是否存在项目审批等外部因素导致项目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

险 

目前，本项目建设所需的能耗、土地、环境容量等项目资源要素尚未获得审

批，能否顺利获得审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审批不通过，存在协议无法生效

或生效时间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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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施清岛控制的创友投资、首发 IPO 股东华秀投资目前

处于减持计划期间。请公司核实并披露上述股东目前减持进展情况，以及公司

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未来 6 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情况。 

回复： 

1、创友投资和华秀投资目前减持进展情况 

（1）创友投资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披露减持计划，将于该减持计划披露之

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拟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 41,430,000 股，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份数的 4.98%。其中，拟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479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份数的 2.98%，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664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份数的 2%。 

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创友投资减持进展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创友投资 8,320,000 0.9964% 
2021/9/2～

2021/9/6 
集中竞价交易 13.06-15.30 115,135,260.72 

创友投资 15,156,089 1.80% 2021/9/9 大宗交易 14.77 223,855,434.53 

（2）华秀投资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披露减持计划，将于该减持计划披露之

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00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份数的 0.96%。 

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华秀投资减持进展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华秀投资 3,012,265 0.36% 
2021/9/22～

2021/9/24 
集中竞价交易 15.79—17.55 50,701,002.86 

投资协议公告披露之日至本回复函披露日，创友投资及华秀投资未减持公司

股份。 

2、未来 6 个月内的减持计划情况 

截至本回复函披露日，董事吴谨造、吴谨卫、沈俊超、王瑞、宋夏云、覃小

红，高级管理人员施华钢、栾承连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余持有公司股份的董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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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如下： 

（1）创友投资和华秀投资除已披露的上述减持计划外，自本回复函披露之

日起在未来 6个月内无新增减持计划。 

（2）控股股东福華環球、实际控制人施秀幼、施清岛、5%以上股东华南投

资（董事沈卫锋全资控股）自本回复函披露之日起未来 6个月内无减持计划。 

（3）董事张长建，监事刘小阳、魏翔、吴文明，副总经理丁忠华、财务总

监李增华自本回复函披露之日起未来 6个月计划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其各自持

股比例的 25%，具体数量见下表: 

股东姓名 当前持股数 未来 6个月内计划减持股份数 占现有总股本比例 

张长建 3,469,123股 不超过 867,280股 0.0998% 

魏翔 103,014 股 不超过 25,753股 0.0030% 

吴文明 98,465 股 不超过 24,616股 0.0028% 

刘小阳 170,981 股 不超过 42,745股 0.0049% 

丁忠华 506,703 股 不超过 126,675股 0.0146% 

李增华 757,034 股 不超过 189,258股 0.0218% 

合计 5,105,320 股 不超过 1,276,327 股 0.1469% 

注：因“台华转债”处于转股期，上表中比例计算所用“现有总股本”为 2021 年 10

月 29日公司总股本 868,856,643 股。 

上述董监高如有详细减持计划公司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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