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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为推动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的快速发

展，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拟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 目 投 资 总 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轻烃综合利用项目

一期 
338,357.00 27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计 368,357.00 300,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同时，在不改变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若实际募集资金金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

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 

（一）契合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 

2021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该



《规划》指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对保障国家资源安

全，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 “双碳”、“能耗双控”政策的贯彻实施，对化工行业装置能耗标准要

求日趋严格，全面开展节能降耗已成为化工行业发展的关键。蒸汽是化工产业的

重要能源之一，而传统的天然气锅炉生产蒸汽和燃煤锅炉生产蒸汽的方式在政策

影响下势必受限。本次募投项目核心的顺酐装置采用正丁烷氧化制顺酐的工艺技

术，反应过程会释放出大量的热能，本项目充分回收利用反应热自产大量优质蒸

汽能源，能为整个项目乃至周边企业提供能量，与传统的锅炉产汽方式相比较具

有显著优势，是鼓励类项目，非常契合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方向，将是顺酐

产业链发展的关键。 

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轻烃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将通过 24 万吨/年顺酐装

置、顺酐加氢装置（13 万吨/年 BDO+19 万吨/年 DMS）、6 万吨/年 PBS 装置、

4.6 万吨/年 PTMEG 装置、360 吨/年氧化催化剂装置，对大亚湾石化区富余的烷

烃资源进行进一步充分利用，将进一步完善惠州石化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循环经

济模式。项目的主要产品 BDO、DMS、PTMEG 和 PBS 可作为工程塑料、高端

涂料、聚酯纤维、氨纶、橡胶、降解材料、电子产业溶剂和清洗剂等行业的基础

材料，同时还可用于进一步合成具有高附加值的新型新材料产品，在新材料领域、

新能源领域和可降解塑料领域均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公司通过对该装置工艺及催

化剂的优化，能显著降低顺酐生产成本，用顺酐法生产基础化工产品有很强的竟

争力。本次发行募投项目能够助力新材料行业的进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进

资源节约循环利用，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自身及所在化工园区的循环经济化发

展模式。 

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系公司契合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战略举

措，能为双碳政策的实施提供助力和导向，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发展。 

（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目标 

公司在大亚湾石化区专注从事液化石油气深加工十余年，已经成为大亚湾石

化区产业链中液化石油气深加工环节的重要企业。公司基于长期创新研发，持续

工艺改进和节能优化，主要发展液化气深加工产业链，在液化气深加工领域做大

做强，实现化工油品向化工新材料方向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同时，基于公司上



市之后的快速发展需要和轻烃综合利用项目的长远发展目标，大亚湾石化区内用

地已然无法满足公司的发展需求。为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轻烃综合利用项目

一期”将在毗邻大亚湾石化区的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区建设 24 万吨/年顺酐装置、

顺酐加氢装置（13 万吨/年 BDO+19 万吨/年 DMS）、6 万吨/年 PBS 装置、4.6 万

吨/年 PTMEG 装置、360 吨/年氧化催化剂装置，进一步完善碳四深加工产业链

并延伸发展公司的化工新材料业务，助力大亚湾石化园区和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区

共同发展。 

目前，大亚湾石化园区还富余较多的碳四烷烃资源（主要来自于中海油惠州

石化的加氢裂化、重整和催化裂化等装置），而 “轻烃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将会

对该富余的烷烃资源进行进一步充分利用，依托顺酐装置副产蒸汽的特点，发展

扩大顺酐产业链，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应用领域更加广泛的新材料产品。同时

形成一定规模的氧化催化剂生产加工能力，为产业链的发展提供有利支撑条件。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充分考虑了行业和市场形势发展及轻烃综合利用项目的整体

规划布局，产业链结构和产品结构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发展空间，这将打开公司

战略发展规划的新篇章，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目标。 

（三）循环经济发展对新材料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 

随着循环经济的不断发展，丁烷氧化法生产顺酐及顺酐深加工生产下游产品

的产业链发展模式将凭借其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成为石油化工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扩大顺酐产能，降低生产成本，不仅能满足顺酐在不饱和聚酯树脂方面的增长需

求，也可以满足顺酐在弹性体及深加工生产新材料产品和中间体等方面的潜在发

展需求。 

中央和地方对“两高”项目监管收紧，伴随“双碳”和“能耗双控”政策的

实施，炔醛法的 BDO 项目审批陷入停滞，已有的炔醛法 BDO 装置也将面临停

产、限产等困境。顺酐加氢生产 BDO 产品，采用的工艺路线更加安全、环保，

成本较低，也将更具有竞争力，将成为循环经济发展形势下 BDO 生产工艺的最

佳选择。BDO 主要用于生产聚酯产品，其中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是一种性能优

良的聚酯，作为工程塑料的需求量增长很快；由于 BDO 与乙二醇具有相似的化

学性质，可替代乙二醇用于生产聚酯纤维、聚酯树脂等，潜在市场需求非常大。

同时顺酐生产 1,4-丁二醇(BDO)时副产的γ -丁内酯（GBL）是生产 NMP 的直接



原材料。BDO 产品也是直接生产四氢呋喃、γ -丁内酯的重要原料，用于进一步

生产氮-甲基-吡咯烷酮（NMP）和聚四氢呋喃（PTMEG）。近年来，新能源汽车

行业的蓬勃发展带动锂电池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氮-甲基-吡咯烷酮（NMP）作为

锂离子电池的电极辅助材料的需求量也随之快速增加；NMP 在光刻胶脱除液、 

LCD 液晶材料生产、半导体行业精密仪器和线路板的清洗剂等方面的用量也较

大。因此 BDO 产品市场空间巨大，潜在应用广泛，已经成为近年来需求增长速

度最快的化工新材料产品之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生活用品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弹性、不易

变形且透气性较好的纤维需求量大幅增加，相应的对聚四氢呋喃（PTMEG）的

需求维持快速增长。另外，PTMEG 作为一种高端化工原材料，还广泛应用于生

产聚氨酯橡胶、医用高分子材料和表面活性剂等材料，可生产很多高附加值的产

品。 

丁二酸二甲酯（DMS）可用于电子产业溶剂，随着电子产业的发展，需求

量也在不断增加。由于其具有高度生物降解性能，不仅可用于合成可降解材料，

也被广泛应用于光稳定剂、高档涂料、杀菌剂、医药中间体、食品添加剂、香料

等方面。 

近几年，国家层面逐渐在多领域限制、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可降解材料

产业发展呈现炙热化。聚丁二酸丁二酯(PBS)由于其更为出色的物理性能，在可

降解塑料领域替代 PLA 或可应用于更加高端的医疗、食品等领域，将呈现出非

常可观的市场增长潜力。公司采用的 PBS 工艺技术，基于工艺优化和产品改性

研发，反应过程中副产物四氢呋喃的量非常少，且产品质量符合食品安全级标准

认证，在产品性能提升和降低成本方面更具竞争优势。 

总体来说，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轻烃综合利用项目一期”，通过对资源

和能源的循环化合理利用，形成完整的丁烷-顺酐-BDO-下游新材料的产业链，

提升项目整体竞争力。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划和环保政策要求，主要产品可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工程塑料、高端涂料、锂电池、电子溶剂、纤维等行业在循环

经济发展模式下对新材料产品的快速增长需求。在新材料发展方向上更具创新发

展潜力和发展空间。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一）增强对大亚湾石化区富余 LPG 资源的利用，完善园区循环经济一体

化 

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异辛烷和 MTBE，前述产品以 LPG 中的异丁烷、

异丁烯、正丁烯等组分为主要原料，同时，公司 2022 年全面投产的顺酐产品能

对 LPG 中的部分烷烃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用；但公司前述产品的加工生产，对大

亚湾石化区烷烃资源的利用并不充分。公司的募投项目“轻烃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将通过 24 万吨/年顺酐装置、顺酐加氢装置（13 万吨/年 BDO+19 万吨/年 DMS）、

6 万吨/年 PBS 装置、4.6 万吨/年 PTMEG 装置、360 吨/年氧化催化剂装置，对大

亚湾石化区富余的烷烃资源进行进一步充分利用，这将进一步完善惠州石化产业

和新材料的循环经济模式，促进石化产业向新材料产业的延伸发展。 

（二）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拓展公司发展空间 

目前，公司的主要生产装置均位于大亚湾石化区，该石化区为公司的 LPG

深加工业务提供了便捷的 LPG 原料供应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但随着公司上市

后业务的快速发展，大亚湾石化区对于公司发展也呈现出园区用地紧张的弊端。 

公司抓住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区建设的契机，在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区内规划了

新材料业务的产业发展路线，其中“轻烃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的建设将为公司提

供 14.76 万吨/年丁二酸二甲酯(DMS)、3.42 万吨/年 1,4-丁二醇(BDO)、4.60 万吨

/年聚四氢呋喃(PTMEG)和 6 万吨/年聚丁二酸丁二酯(PBS)的产能，这将极大的丰

富公司产品线，拓展公司的发展空间。 

（三）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本次项目“轻烃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形成更具优势的产业链和新材料产品布局，降本增效，创

新发展，不断提升公司持续盈利水平，并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抵御风

险的能力，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保障 

随着公司产品结构的丰富、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

断增加，主要体现在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而不断增加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结合公

司发展的流动资金需求，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3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一）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能源新材料行业快速发展，产品市场增长潜

力巨大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对循环经济领域及符合双碳政策的项目重

点支持，而本次项目与《规划》多方面吻合，采用工艺均为绿色工艺和低能耗工

艺，相应的产品也符合产业规划方向。随着 “双碳”、“能耗双控”政策的贯彻

实施，发展顺酐产业链在节能降耗、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更具明显的竞争优势和

可行性。工信部也将鼓励发展高端新材料，在技术创新、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加强

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品应用。 

随着民众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环保政策要求的不断加强，新材料和新能

源行业激发了对相应化工原材料更多的需求，而 BDO、PTMEG、DMS 和 PBS

均为所涉及的产品，相应都具有巨大的市场增长潜力。例如，随着动力电池行业

的快速发展，到 2025 年，对 NMP 的需求增长将拉动 BDO 的需求超过 50 万吨/

年；工程塑料、聚酯纤维、可降解塑料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将拉动 BDO 超过 400

万吨/年的需求。而氨纶、聚氨酯橡胶近年来持续保持超过 10%的市场需求增速，

导致 PTMEG 量价齐升，市场也在快速增长。 

（二）公司多年的生产经验积累，为本项目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公司高度重视对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坚持创新发展，在碳

四深加工领域保持了行业领先技术水平。目前，公司已累计取得专利 34 项，其

中发明专利 1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 项。公司的异辛烷和 MTBE 等主要产品，

均被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装置经过持续不

断的工艺优化，将单套装置规模做到最大，生产成本较低，具备明显竞争优势；

公司的主要产品曾获得了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和惠州

市人民政府授予的惠州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并在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荣获

“发明创业奖-项目奖”金奖；宇新化工也被评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广东省

创新型企业。上述技术优势为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撑。 

（三）公司已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客户，拥有较强的销售业务团队，保障了

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公司凭借产品质量稳定、性价比高、物流配送服务及时、仓储完善等优势，



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得到了客户的普遍认可，积累了众多优质客户并能与其

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优质的客户资源为本次募投项目产能

消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轻烃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338,357.00 万元，拟建设地点为惠州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建设期为 36 个月，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博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一套 24 万吨/年顺酐装置、一套顺酐加氢装置（13 万吨

/年 BDO+19 万吨/年 DMS）、一套 6 万吨/年 PBS 装置、一套 4.6 万吨/年 PTMEG

装置、一套 360 吨/年氧化催化剂装置及项目配套公用工程等；项目产出主要产

品包括丁二酸二甲酯(DMS)、1,4-丁二醇(BDO)、聚四氢呋喃(PTMEG)和聚丁二

酸丁二酯(PBS)，以及γ -丁内酯(GBL)、乙酸甲酯(MA)等副产品。 

本次募投项目需要使用的土地已完成招拍挂程序，公司已同政府签订土地转

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中。 

2、项目投资概算及效益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338,357.00 万元，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270,000.00

万元。具体投资估算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316,929.00 93.67 

二 利息费用 2,070.00 0.61 

三 流动资金 19,358.00 5.72 

合计 338,357.00 100.00 

经测算，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 314,906 万元，税后利润 61,508

万元，项目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较好。 

3、项目报批 

本项目涉及调整备案及环评审批手续，公司拟尽快办理完成相关审批程序。 

（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为缓解公司业务增长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以保证公司业务的健康持续发展，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和持续盈利能力。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规模综合考虑了公司现有的资金

情况、实际运营资金需求缺口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整体规模适当。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以及未来公

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同时，本次项目的实施，

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和优化公司业务，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提升公司

盈利水平，实现并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公司资金实力得

到提升，资产负债率和偿债风险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结构更为稳健合理，为公

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总股本及净资产的增加，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

率等财务指标存在短期内下降的风险。但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市

场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助于实现公司长期战略目标，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盈

利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3、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当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将大幅增加。随着募集资金

项目建成并投产后产生效益，未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将逐步增加，公司现金

流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石油液化气原材料利用效率，构建更加完善的循

环经济产品线，丰富产品结构和优化公司业务，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公司完善

化工新材料产品线、实现战略转型，提升经济效益和市场地位，增强公司中长期

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