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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券商投资策略会）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杨丽蓉 陈雨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杨晖、郑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吴鑫然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甄理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乾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姜思琦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盛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蔡志鹏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罗水星      磐厚动量（上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顾圣英 

深圳市杉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建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乔昱焱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武浩翔     西藏合众易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虞利洪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时奕           上海合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烨华等机

构人员 

时间 

2023 年 2 月 14 日 10:00-12:00 

2023 年 2 月 15 日 14:00-16:00 

2023 年 2 月 16 日 12:00-17:00 

地点 公司总部 9 楼会议室；国海证券 2023 年度春季策略会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会秘书：宋华梅  证券事务代表：宋晓霞 

主要内容 

介绍 

一、公司情况介绍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待人员向投资者介绍了公司治

理结构、战略定位、经营业绩及业务布局等基本情况。 

二、问答环节 



问 1：公司磷矿产能爬坡情况？ 

答：公司坚持“稀缺资源+技术创新+产业整合+先进机制”发展战略，深耕“硫-磷-钛-

铁-锂-钙”多资源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链，按照“矿化一体”发展路径持续巩固上游核心资

源自给能力。 

一方面，公司拥有磷矿资源储量约 1.3 亿吨，待公司旗下天瑞矿业、白竹磷矿达产，

绵竹板棚子磷矿复产并达产后，公司将具备年产 410 万吨的磷矿生产能力，磷矿自给能力

将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将进一步凸显。目前，德阳基地主要在天瑞矿业采购磷矿，天瑞矿

业磷矿储量近 1 亿吨，采矿设计产能为 250 万吨/年，2023 年产能继续爬坡，预计将在 2024

年达产；公司全资子公司龙蟒磷化工已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龙蟒磷化工磷矿生产规

模为 60 万吨/年，主要为德阳绵竹基地配套使用，公司正在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工作；襄阳

基地白竹磷矿年产 100 万吨磷矿石已正常运行，2023 年产能继续爬坡，预计在 2024 年达

产，达产后，襄阳基地饲料级磷酸氢钙用矿基本实现自给。 

另一方面，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四川发展控股雷波县小沟磷矿(磷矿石总资源量约

4 亿吨)、老虎洞磷矿(截止 2020 年 12 月末磷矿保有资源储量约 3.7 亿吨)，公司作为四川

发展在矿业化工领域内唯一的产业及资本运作平台，股东方除了已为公司注入上游磷矿企

业天瑞矿业外，未来将积极支持公司进一步获取上游磷矿资源配套，完善公司产业链。 

问 2：公司目前是否有锂矿呢，有没有获取锂矿规划？ 

答：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四川发展自身拥有丰富的锂矿、磷矿、稀土、铅锌、铁矿

等稀缺资源，股东方未来将在资源端、资金端上继续为公司赋能。同时，2022 年，公司与

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孜州圣洁甘孜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眉山市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四川甘眉新航新能源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眉新

航”），以甘眉新航为主体在甘孜州投资建设锂资源深加工项目，开展甘孜州锂矿资源勘

探开发、矿产品贸易、精深加工等业务。甘眉新航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

记手续，并取得了营业执照。股东各方将积极推动甘眉新航获取甘孜州锂矿资源，争取为

公司打造“硫-磷-钛-铁-锂-钙”多资源绿色低碳产业链做好锂资源储备。 

问 3：重钢矿业太和铁矿情况？ 

答：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竞得重钢矿业 49%股权，间接获得重钢西昌旗下太和铁矿



钒钛磁铁矿资源权益。重钢矿业核心资产为重钢西昌旗下的太和铁矿，该矿产资源集中且

规模巨大，开发、开采条件较优，目前开采规模已达 300 万吨/年，选矿规模达 800 万吨/

年，其现有钒钛磁铁矿储量 1 亿吨且该矿深部及周边矿权储量丰富，同时正在办理 1,000

万吨/年生产规模的采矿许可证。太和铁矿 2019 年至 2021 年矿产品产量情况如下：铁精

矿分别为 205.38 万吨、164.77 万吨、177.68 万吨；钛精矿分别为 44.77 万吨、35.27 万吨、

46.01 万吨。 

公司竞拍重钢矿业的股权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公司坚持打造“硫-磷-钛-铁-锂-钙”

循环经济产业链，积极布局磷酸铁锂、磷酸铁等新能源材料领域，重钢矿业旗下拥有优质

的钒钛磁铁矿，能为公司发展储备矿产资源；二是重钢矿业及其下属子公司资产盈利能力

较优，重钢矿业 2021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约 6.4 亿元，未来公司能享有重钢矿业的 49%收

益，有助于增厚公司业绩；三是收购前太和铁矿产品结构单一、抗周期性较弱，而公司深

耕磷化工 30 余年、钛化工 20 余年，未来将利用自身拥有的多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工

艺，协助太和铁矿改善产品结构，进一步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将享有更多的投资收益。 

问 4：磷酸盐节能环保改造项目情况？ 

答：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丰富和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在磷化工细分

领域的市场地位，进而提高公司整体经济效益，并创造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披露《关于投资建设磷酸盐节能环保改造项目的公告》，孙公司龙蟒磷

化工以自筹资金建设磷酸盐节能环保改造项目，建设规模为 12 万吨/年磷酸二氢钾、6 万

吨/年磷酸二氢锂、1 万吨/年无水氟化氢、30 万吨/年湿法磷酸改造装置、20 万吨/年湿法

净化磷酸装置（PPA）等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装置。2023 年，项目有望部分落地。 

问 5：现在磷酸铁、磷酸铁锂扩产企业比较多，对公司有什么影响？公司新能源项

目进度如何? 

答：首先，由于新能源汽车和储量行业的快速发展，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因安全性、

大容量、放电性、快充性、低成本等特点被市场普遍看好，成为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正

极材料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众多企业纷纷公告投建锂电新能源材料项目，行业竞争进

一步加剧。其次，随着各企业产能投产后，类似磷酸铁、磷酸铁锂这类大宗商品竞争将

回归到产品成本。就公司而言，具备以下优势：一是资源配套优势，当前公司拥有上游

磷矿资产且控股股东方磷矿、锂矿资源丰富，同时公司项目所在地具有丰富的磷、锂、



亚铁资源，可为公司发展磷酸铁锂、磷酸铁等新能源材料项目提供原料支撑；二是产业

基础优势，公司具有三十余年磷化工基础，在精细磷酸盐领域市场份额长期保持全国领

先水平，同时人才队伍雄厚，具备布局磷酸铁锂、磷酸铁的产业基础；三是能耗优势，

公司锂电项目均位于政府规划的产业园中，项目用电部分可享受留存电量或水电消纳优

惠政策，降低公司能耗成本。 

公司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号召，抓住新能源行业发展机遇，延伸产业

链，在德阳、攀枝花、襄阳、荆州等地投资建设新能源材料项目，规划建设年产 50 万吨

磷酸铁、40 万吨磷酸铁锂生产线及配套产品。其中，公司在德阿产业园建设年产 20 万

吨磷酸铁锂、20 万吨磷酸铁生产线及配套产品，该项目是四川省重点推进项目，于 2022

年 3 月正式开工，一期项目已取得全部审批手续，同时一期工程建设中的 2 万吨/年磷酸

铁锂主要设备均已到货，已进入安装阶段，预计今年可竣工投运。此外，公司德阿和攀

枝花锂电新能源材料项目已获得 43 亿元的项目低息专项资金授信。目前，公司锂电新能

源项目均在积极推进，同时公司积极做好供应链和客户管理工作，为公司锂电新能源材

料项目提供原料支撑和储备客户。 

问 6：出口政策是否有变化？公司一铵出口情况怎么样？ 

答：目前工铵出口仍执行法检政策，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级磷酸一铵生产企业，

根据国家出口政策，在坚决执行国内化肥保供稳价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

工铵出口量延续多年保持超过国内出口总量 50%的水平，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行业政策

变化，调整销售策略，开拓国内市场。 

问 7：公司后续是否有融资计划？ 

答：截至 2022 年三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2.26%，处于磷化工上市公司平均水

平。公司暂时未有股权融资计划，未来公司将根据资本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合理制定

融资计划，如未来有相关融资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进行披露。 

问 8：公司国资控股近两年，经营管理效率如何？ 

答：公司 2021 年成为国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优

势，经营管理效率持续提升，推动重大项目顺利落地，完善了中长期激励机制，实现收入

和利润双增长，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坚持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建立起权责利对等、有效制衡、协调运转的“三会一层”，

尊重和听取重要股东的建议；实现董事会“外大于内”，充分发挥外部专家作用，提升董

事会科学决策水平。 

二是重大项目顺利落地。完成收购天瑞矿业和参股重钢矿业，获取了丰富的磷矿及钒

钛磁铁矿资源，“矿化一体”优势凸显；围绕公司“硫-磷-钛-铁-锂-钙”多资源循环经济

战略布局，在德阳、攀枝花、南漳和荆州等地合计建设年产 50 万吨磷酸铁和 40 万吨磷酸

铁锂。 

三是健全中长期激励机制。2020 年和 2021 年连推两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授

予股份 5,586.19 万股，募集资金 15,820.11 万元，覆盖公司管理层和核心骨干员工 800 名，

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17%。形成“价值共创、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与事业共同体，

有效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利益捆绑，对公司长远稳健发展起到了关键、积极作用。 

四是推动业绩增长。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5.72 亿元，同比上升 59.47%，

归母净利润 11.14 亿元，同比上升 63.84%，扣非净利润 9.76 亿元，同比增长 106.13%。

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净利润 102,000 万元至 122,000 万元，同比增长 25.89%-50.58%。 

问 9：工业级磷酸一铵作为磷酸铁重要原材料之一，贵司怎么看未来肥料级磷酸一铵

向工业级磷酸一铵转化趋势？ 

答：工业级磷酸一铵与肥料级磷酸一铵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纯度及杂质含量不同，在国

家核定的产能内，两者生产是可以相互切换的。但是肥料级磷酸一铵转产工业级磷酸一铵

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需要合适的磷矿，杂质含量要低；二是技术难度，两者后端生产

工艺有所不同，工业级磷酸一铵后端浓缩结晶加入除杂等生产环节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处

理不好会导致纯度不够；三是报批手续，产能置换需要走报批手续。 

公司秉持“梯级开发，肥盐结合”思路，在生产工业级磷酸一铵的同时配套生产肥料

级磷酸一铵，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根据市场需求，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既为磷肥保供做

出国企贡献，也为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3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312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调研记录表

	编号：2023-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