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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扰动需求刚需 后市聚酯偏弱震荡 

 

摘要 

聚酯板块 7 月价格总体呈现下跌走势。供应方面，PTA 月内开工率和产量均持

续上升，中上旬独山能源 2#250 万吨、新疆中泰 120 万吨重启，海伦石化 120 万吨、

蓬威 90 万吨月内因故停车后于下旬重启，逸盛大化 PTA 总产能 600 万吨，1#225 万

吨、2#375 万吨装置因故停车，重启待定。8月 PTA 检修计划减少，前期检修的嘉通

250 万吨和台化 150 万吨预计重启，预期 PTA 总体开工率和产量维持高位。乙二醇

供应方面，本月国内乙二醇产量有所上升，煤制、甲醇制工艺乙二醇利润上升明显，

乙烯制、石脑油制工艺乙二醇利润小幅上升。由于天气影响到港量整体延后，本月

乙二醇港口库存持续去化。7 月山西沃能、荣信化学、福建联合、北方化学停车检

修，卫星化学 2#重启推迟。后市来看，3季度国内检修装置减少，国内供应预计有

所增加。短纤供应方面，月内短纤开工稳中下滑，月初仪征化纤检修，7月底-8月

初多家短纤工厂计划减产，总计减产产能约 35 万吨/年，后期短纤整体供应继续小

幅回落。本月短纤加工差修复回升。后期根据订单情况，终端开工有降负可能，后

期短纤加工费存在压缩预期。 

需求方面，月内如海南逸盛、三房巷等部分企业减产、检修，叠加前期减产较

多，月内开工负荷有所下滑，但天数增多，所以供应量环比小幅回升。后市来看，

聚酯端如万凯、三维、佳宝等前期检修装置 8月存在重启计划，整体开工负荷预计

将有所回升。截至 2024 年 7 月 25 日,江浙地区综合开机率为 63.79%，较 6 月底环

比下降 3.66%，终端织造订单天数平均水平为 9.67 天，较 6 月底-2.17 天，订单高

于去年同期水平。月内织造行业开机率整体下滑，工厂轮休调休情况频繁，秋冬订

单逐步启动，淡季影响订单偏弱，下游及终端用户以刚需为主。 

后市来看，市场普遍预计 8 月美联储不会降息，议息会议相关表述值得关注，

地缘对原油价格支撑中性偏空，月差相对油价走势偏强，反映旺季阶段供需偏紧，

但季节性需求临近峰值，留意见顶转弱的风险。聚酯板块，检修计划不多，供应端

压力渐起，下游需求减产保价意愿较强，关注聚酯织造负反馈情绪，整体聚酯板块

预计以偏弱震荡为主。 

聚酯月报 
2024 年 7 月 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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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行情回顾 

国际油价 7 月价格整体呈现下行走势。中上旬巴以停火谈判出现一定积极进展，地缘

紧张氛围缓和，且飓风未能对原油供应造成实质性影响，潜在供应风险解除。月中美联储

降息预期以及传统旺季对油价形成利好支撑，但市场对经济和需求前景的担忧仍在，地缘

风险偏空，油价从高位回落。 

PTA 7 月价格呈现下跌走势。地缘局势缓和，原油端支撑转弱，PX 供应上升，成本端

弱势受累，PTA 本月多套装置回归，供应量继续走高，下游聚酯减产保价意愿较强，需求疲

软造成 PTA 行业累库，产业供需边际弱化，PTA 价格弱势下行。 

乙二醇 7 月价格先涨后跌。上旬主港库存的下降以及进口量减少，供应端偏紧预期，

使乙二醇价格走势相对偏强，随着生产毛利回暖，国内乙二醇开工率上升，国内供应稳中

上升，下旬尽管港口库存持续走低，但受制于上游成本端弱势拖累，下游需求疲软，整体

乙二醇供需格局转弱，价格震荡下行。 

短纤 7 月价格呈现下跌走势。原油及成本偏弱运行，叠加高温高湿等因素影响，下游

纱厂及终端织造开工延续下滑状态，成本下滑及需求低迷拖累工厂报价，贸易商出货价格

亦有松动，全月短纤价格走低。 

 

2、上游原材料情况 

中游产成品（石油脑、PX）受原油端影响，波动基本与原油一致。截止至 7 月 24 日，

Brent 期货为 81.5 美元/桶，环比-5%，石脑油（CFR 日本）/PX（韩国 FOB）/乙烯（CFR 东

北亚）报价分别为 678.5/976.5/857 美元/吨，环比上月-3%/-4%/1%。乙烯自身供求面偏紧

价格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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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应状况 

3.1、PX 供应情况 

3.1.1、PX 开工处于高位 

据统计，2024 年 PX 计划投放产能 550 万吨，产能增速约 11.43%。其中裕龙石化 300

万吨装置预计于明年下半年投产，华锦阿美 200 万吨装置投产时间待定。2019 年至今，PX

进入第三轮产能大投放，主要以浙石化、恒力等民营炼化企业为主，国内 PTA 企业向上游

一体化发展，PX 产能得到迅速提升。 

图：PX 年产能变化图 

 

图  上游原料价格（美元/吨，美元/桶（右轴）） 

 

资料来源：ICE，同花顺，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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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PX 投产计划表 

 

 

3.1.2、PX 进口数量环比减少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 年 6 月中国 PX进口 56.91 万吨，较上月减少 18 万吨，跌幅

24.03%。2024 年 1-6 月累计进口量为 439.58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减少 26.15 万吨，跌幅

为 5.62%。7 月日本韩国海外装置检修结束，部分供应回归，预计 7 月 PX 进口量将企稳回

升。 

 

3.1.3、PXN 价差下行 

截至 7月 25 日，PX-N 平均 318.67 美元/吨，较月初下滑 9.2 美元/吨。月内石脑油方

面受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脑油走势偏弱，但 PX 开工高位，供需格局弱势运行，PX-石脑

油价差下行至年内较低水平。 

  

企业 产能 投产时间 地区
裕龙石化 300 2024年底 山东

2024年预计投产 300

图  PX 进口量（万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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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预计 PX 社会库存 7月累库 

2024 年 6月 PX 社会库存为 407.24 万吨，环比-7.6%，同比-8.0%。7 月国产 PX 检修装

置陆续回归，且海外进口量预计回升，整体供应有所上升，下游 PTA 产量上升，PX 处于供

需双增格局，预计 7月 PX 库存将小幅上涨。 

 

图   PX 与石脑油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wind，瑞达期货 

图  PX 社会库存量（万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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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PTA 供应状况 

3.2.1、PTA 产能投放压力放缓 

截止 2024 年 7 月底，我国境内 PTA 有效产能 8517.5 万吨。3 月底宁波台化 2#150 万

吨投料，4 月 1 日升至 8 成 4 月初仪征化纤 3#300 万吨装置投产，4 月 10 日单线出合格

品,4 月 15 日双线 8 成。随着新产能逐步兑现，PTA 过剩矛盾势必加重，产能利用率或将

有所下滑。 

据统计，2024 年 PTA 计划投放产能 770 万吨。受投产压力与不断压缩的 PTA 加工差影

响，部分尾部装置或将出局。2019 年至今是国内 PTA 产能第三轮投放周期，具有原料装卸

成本低、装置体量大、功耗低的特点。受终端订单外流、行业加工利润不足等因素影响，

明年 PTA 投产计划亦有所延后，装置投产完成度预计在 50%左右。 

 

图：PTA 年产能变化图 

 

 

图：PTA 投产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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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PTA 出口数量维持高位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 年 6 月中国 PTA 出口 42.43 万吨，较上月减少 1.03 万吨，

跌幅为 2.36%。2024 年 1-6 月累计出口量为 223.45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24.03 万吨，增

幅为 12.05%。 

 

3.2.3、PTA 开工负荷上升 

本月 PTA 开工负荷约为 79.56%，环比+2.7%；月产量在 583.5 万吨左右，环比+1.35%，

同比+6.35%。月内开工持续上升，中上旬独山能源 2#250 万吨、新疆中泰 120 万吨重启，

海伦石化 120 万吨、蓬威 90 万吨月内因故停车后于下旬重启，逸盛大化 PTA 总产能 600 万

吨，1#225 万吨、2#375 万吨装置因故停车，重启待定。8月检修计划减少，前期检修的嘉

通 250 万吨和台化 150 万吨预计重启，预期 PTA 总体开工率和产量继续上升。 

  

图  PTA 出口量（万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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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PTA 加工差上升 

本月 PTA 加工差平均在 441 元/吨附近，较 6 月 377 元/吨上涨 17.0%，加工利润有所

修复。月内成本端大幅走低，PTA 现货加工差有所修复。后市来看，检修计划减少，PTA 供

应端压力增加，下游聚酯需求低迷，将压抑 PTA 现货价格，PTA 加工差难以大幅上行。 

 

图  PTA 开工率（%）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图  PTA 加工差（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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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PTA 企业库存有所去化 

库存方面，截至 2024 年 7月底，PTA 行业库存量在 470.95 万吨，PTA 工厂库存在 3.55

天，较同期-0.44 天，聚酯工厂 PTA 原料库存 8.29 天，较同期+1.00 天。月内 PTA 装置检

修逐渐回归，供应整体提升，聚酯需求减弱，但是出口情况顺利，7月 PTA 库存延续去库格

局。 

 

3.2.6、PTA 供需平衡表 

三季度来看，PTA 新增投产有限，检修计划不多，整体供应维持在高位，需求端聚酯行

业延续降负，但开工负荷仍延续历史同期高位，PTA 库存压力逐步增加，9月仓单到期注销，

目前仓单数量持续减少，也为现货端造成供应压力。预计 PTA 整体呈现累库走势。 

表：PTA 供需平衡表 

时间 PTA产量 出口量 聚酯消耗 其它消耗 过剩量

2024-01 592 35 501 22 34

2024-02 555 22 443 20 70

2024-03 580 46 516 23 -6

2024-04 557 35 520 21 -19

2024-05 562 43 524 23 -29

2024-06 576 42 514 23 -4

2024-07 583 36 519 21 8

2024-08E 583 31 504 21 28

2024-09E 579 35 498 21 25

2024-10E 599 34 485 21 59

2024-11E 591 37 489 21 44

2024-12E 602 36 480 21 66  

图  PTA 企业库存天数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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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乙二醇供应状况 

3.3.1、乙二醇投产速度放缓 

截止 2024 年 7 月，国内乙二醇装置产能基数在 2844 万吨。其中煤制乙二醇产能基数

1020 万吨，乙烯制乙二醇产能 1824 万吨。据统计，2024 年乙二醇计划投放产能 130 万吨。

从图表中可知目前计划投产的装置均已煤制装置为主，近年以来国家鼓励煤制化工品生产

线建设以缓解对于石油的依赖，煤制乙二醇生产线的投放在响应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煤

制产能一般位于我国西部及东北煤炭产区（内蒙古、新疆、山西等），一般距离聚酯消费

区域较远，运输成本较沿海较高，通常运费较沿海油制装置高出 150-300 元/吨。从发展的

角度来看，煤制产能的投放势在必行，煤制乙二醇工艺提升，杂质量下降。随着新产能逐

步兑现，乙二醇投产压力增大。 

表：乙二醇投产计划表 

 

 

3.3.2、乙二醇进口数量环比上升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 年 6 月我国乙二醇当月进口量为 625927.89 吨,累计进口量

为 3206926.30 吨,当月进口金额为 326958698 美元，累计进口金额为 1680739354 美元，当

月进口均价为 522.36 美元/吨，累计进口均价 524.10 美元/吨，进口量环比升 7.48%,进口

量同比升 0.71%,累计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升 3.70%。 

  

装置 产能 投产时间 地区 工艺

裕龙岛炼化1# 80 预计2024年Q4 山东 油制

中化学 30 预计2024年H2 内蒙古 煤制

宁夏鲲鹏 20 预计2024年H2 宁夏 煤制

MEG 2024年预计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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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乙二醇开工负荷下降 

本月国内乙二醇平均开工负荷约为 59.25%，环比-4.69%；月产量约 156.70 万吨，环比

+5.09%。7月山西沃能、荣信化学、福建联合、北方化学停车检修，卫星化学 2#重启推迟。

后市来看，3季度国内检修装置减少，国内供应预计有所增加。 

 

 

 

图  乙二醇进口量（万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瑞达期货 

图  乙二醇开工率（%）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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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本月各工艺乙二醇利润均上升 

乙二醇利润方面，截至 2024 年 7 月底，煤制乙二醇利润为—649.8 元/吨，较 6 月底

+160 元/吨,环比+19%；甲醇制乙二醇利润为-1244.8 元/吨，较 6 月底+111 元/吨，环比

+8.0%;乙烯制乙二醇利润为-49.95 美元/吨，较 6月底+4.4 美元/吨,环比+8.0%；石脑油制

乙二醇利润为-158.9 美元/吨，较 6月底增加 28.9 元/吨环比+15%。7月煤制、甲醇制工艺

乙二醇利润上升明显，乙烯制、石脑油制工艺乙二醇利润小幅上升。 

 

图  乙二醇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图  乙二醇石脑油一体化制生产毛利（美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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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乙二醇乙烯制生产毛利（美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图  乙二醇煤制生产毛利（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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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乙二醇港口去库 

港口方面，截至 7月 25 日，华东主港地区 MEG 港口库存总量 57.67 万吨，较上一统计

周期降低 2.19 万吨。其中张家港 26.64 万吨，太仓 11.3 万吨，宁波 4.4 万吨，江阴及常

州 10.7 万吨，上海及常熟 4.63 万吨。由于天气影响到港量整体延后，本月港口库存持续

去化。 

 

图  乙二醇甲醇制生产毛利（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图  乙二醇华东主要港口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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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乙二醇供需平衡表 

三季度新产能投放可能性不大，随着检修装置陆续恢复，在利润修复的带动下，开工

率有上升的预期，海外美国南亚装置重启，国内供应及进口预计增加，下游聚酯行业延续

降负，但开工负荷仍延续历史同期高位，预计三季度乙二醇供需偏紧有所缓解。 

 

表：乙二醇供需平衡表 

时间 乙二醇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聚酯消耗 其它消耗 过剩量

2024-01 156 51 1 196 15 -6

2024-02 160 42 2 173 13 14

2024-03 160 45 3 202 15 -15

2024-04 139 62 1 204 16 -20

2024-05 145 58 1 205 16 -19

2024-06 149 63 1 202 15 -6

2024-07 162 52 1 203 16 -6

2024-08E 159 68 1 197 16 12

2024-09E 155 56 1 195 16 0

2024-10E 163 58 1 190 16 14

2024-11E 156 59 1 192 16 7

2024-12E 169 56 1 188 16 20  

3.4、短纤供应状况 

3.4.1、短纤产能产能压力较小 

截止 2024 年 7月，我国境内短纤有效产能 1008.5 万吨。据统计，2024 年短纤计划投

放产能仅有 3套装置共计 60 万吨，产能增速下滑至 6.00%。 

 

表：短纤投产计划表 

 

3.4.2、短纤开工负荷回落 

本月直纺涤纶短纤行业平均开工负荷约为 76.7%，环比-0.17%；月产量约为 66.61 万

吨，环比-0.72%。月初仪征化纤检修，7 月底-8 月初多家短纤工厂计划减产，总计减产产

能约 35 万吨/年，后期短纤整体供应继续小幅回落。 

装置 产能 投产时间 地区

新疆中泰 25 2024年3月 新疆

宁波大发 5 2024年3月 宁波

恒逸逸达 30 预计2024年H2 江苏

短纤2024年预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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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短纤加工差修复 

本月短纤加工差修复回升。月内成本端口弱化明显，在低加工费支撑下，叠加工厂挺

价意愿较强，短纤跌幅小于成本，短纤现货加工差走强。后期根据订单情况，终端开工有

降负可能，后期短纤加工费存在压缩预期。 

 

 

 

图  短纤开工率（%）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图  短纤生产毛利（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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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游需求状况 

4.1、聚酯需求量回落 

4.1.1、聚酯产能 

截止 2024 年 6月底，我国境内聚酯有效产能 8286 万吨。据统计，2024 年聚酯计划投

放产能在 800 万吨左右，产能增速约 9.88%。新增产能中超过 6成为聚酯瓶片，涤纶短纤、

涤纶长丝新增产能较少。 

4.1.2、聚酯月负荷下降 

本月聚酯月产量约为 615.1 万吨，环比+2.24%；月均负荷约为 86.21%，环比-2.37%。

月内如海南逸盛、三房巷等部分企业减产、检修，叠加前期减产较多，月内开工负荷有所

下滑，但天数增多，所以供应量环比小幅回升。后市来看，聚酯端如万凯、三维、佳宝等

前期检修装置 8月存在重启计划，整体开工负荷预计将有所回升。 

 

4.1.3、聚酯现金流上升 

分品种来看，截至 2024 年 7 月 25 日，涤纶短纤现金流为-46.8 元/吨；涤纶长丝 FDY

现金流为 53.2 元/吨；涤纶长丝 POY 现金流为 3.19 元/吨；涤纶长丝 DTY 现金流为 300 元

/吨；聚酯瓶片现金流为-160.0 元/吨。下游织造和上游博弈，织机保持低原料备货，聚酯

图  聚酯工厂开工率（%）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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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减产报价，为了保护加工费，涤纶长丝和短纤工厂先后采用“聚合成本+加工费”的定

价方式，聚酯系现金流上升。 

 

4.1.4、聚酯工厂库存压力减小 

截至 7月底，POY 工厂库存在 19.2 天，FDY 工厂库存在 19.6 天，DTY 库存在 20.5 天。

月内涤纶长丝工厂产销放量，工厂成品库存压力有所缓解。后市来看，市场补仓后观望心

态渐起，预计交投转淡，库存有上行压力。  

 

图： 涤纶长丝库存天数 

 

 

图  聚酯端现金流（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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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纺织企业开工状况及织造订单水平 

截至 2024 年 7月 25日,江浙地区综合开机率为 63.79%，较 6月底环比下降 3.66%，终

端织造订单天数平均水平为 9.67 天，较 6月底-2.17 天，订单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月内织

造行业开机率整体下滑，工厂轮休调休情况频繁，秋冬订单逐步启动，淡季影响订单偏弱，

下游及终端用户以刚需为主。后市来看，纺织行业维持偏弱运行。 

 

 

 

图  江浙织机开工率（%）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图  纺织企业订单天数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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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服装内外需求承压 

4.2.1、内需消费缓慢增长 

内销方面，2024 年 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731.6 亿元，同比增加 2%。2024 年

1-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5969 亿元，同比增加 3.7%。其中，2024 年 6 月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1236.8 亿元，同比下降-1.9%。1-6 月，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累

计零售额 7098.3 亿元，同比增加 1.3%。 

 

4.2.2、出口压力有所缓解 

出口方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 年 1-6 月，纺织品服装合计出口 1431.76 亿美元，

同比增加 0.35%。其中，服装累计出口 738.25 亿美元，同比减少 1.54%；纺织品累计出口

693.51 亿美元，同比增加 2.44%。 

  

图  服装纺织品零售额（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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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差结构情况 

1、基差走势 

从基差走势图看，受原油价格拖累，成本端支撑转弱，本月 PX 和短纤基差走强，现货

端价格较期货走势偏强，乙二醇现货端供需转弱，基差下行幅度明显。 

 

 

图  服装纺织品出口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瑞达期货 

图  PX 基差（元/吨） 

 

资料来源：郑商所，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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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PTA 基差（元/吨） 

 

资料来源：郑商所，隆众，瑞达期货 

图  乙二醇基差（元/吨） 

 

资料来源：大商所，隆众，瑞达期货 

-200

0

200

400

600

800

2
0
2
3
0
1

2
0
2
3
0
2

2
0
2
3
0
3

2
0
2
3
0
4

2
0
2
3
0
5

2
0
2
3
0
6

2
0
2
3
0
7

2
0
2
3
0
8

2
0
2
3
0
9

2
0
2
3
1
0

2
0
2
3
1
1

2
0
2
3
1
2

2
0
2
4
0
1

2
0
2
4
0
2

2
0
2
4
0
3

2
0
2
4
0
4

2
0
2
4
0
5

2
0
2
4
0
6

2
0
2
4
0
7

PTA基差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乙二醇基差



 

23                                               请务必阅读原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研报 

 

 

2、跨期套利走势 

PTA 近远月价差方面，月内价差波动幅度不大。乙二醇方面，近远月价差从高位回落，

从正转负，尽管月内乙二醇港口库存持续去库，但聚酯下游需求低迷，乙二醇整体供需转

弱，月差结构转变。 

 

  

图  短纤基差（元/吨） 

 

资料来源：郑商所，隆众，瑞达期货 

图   PTA 09-01 价差走势图（元/吨） 

 

资料来源：郑商所，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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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品种套利走势 

截至 2024 年 7月 26日，原生-再生短纤价差报 750 元/吨，较 6月底-180 元/吨,降幅

19.4%。本月原生短纤价格跌幅较大，两者价差缩小，再生替代效应减弱。截至 2024 年 7

月 25 日，棉花-涤纶短纤价差为 7933 元/吨，环比上月减少 85.84 元/吨,降幅 1.1%。棉纤

价差缩小，不利于提高涤棉纱中涤纶的比例。 

 

 

 

 

图   MEG 09-01 价差走势图（元/吨） 

 

资料来源：大商所，瑞达期货 

图   原生-再生短纤价差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隆众，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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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权分析（PTA 期权）             

 

 

图   棉花-短纤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同花顺，瑞达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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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Wind 

 

 

7 月聚酯板块整体呈现弱势下行走势，PTA 期权市场认沽成交量上涨，认购成交量下跌，

市场情绪偏低迷；做空情绪有所回升，沽购比持仓量环比上升。期权隐含波动率低于标的

历史波动率，市场预期波动不大，期权被低估，后续适宜操作买权，做多波动率。 

 

四、观点总结 

聚酯板块 7月价格总体呈现下跌走势。供应方面，PTA 月内开工率和产量均持续上升，

中上旬独山能源 2#250 万吨、新疆中泰 120万吨重启，海伦石化 120 万吨、蓬威 90 万吨月

内因故停车后于下旬重启，逸盛大化 PTA 总产能 600 万吨，1#225 万吨、2#375 万吨装置因

故停车，重启待定。8 月 PTA 检修计划减少，前期检修的嘉通 250 万吨和台化 150 万吨预

计重启，预期 PTA 总体开工率和产量维持在高位。乙二醇供应方面，本月国内乙二醇产量

有所上升，煤制、甲醇制工艺乙二醇利润上升明显，乙烯制、石脑油制工艺乙二醇利润小

幅上升。由于天气影响到港量整体延后，本月乙二醇港口库存持续去化。7月山西沃能、荣

信化学、福建联合、北方化学停车检修，卫星化学 2#重启推迟。后市来看，3 季度国内检

修装置减少，国内供应预计有所增加。短纤供应方面，月内短纤开工稳中下滑，月初仪征

化纤检修，7 月底-8 月初多家短纤工厂计划减产，总计减产产能约 35 万吨/年，后期短纤

整体供应继续小幅回落。本月短纤加工差修复回升。后期根据订单情况，终端开工有降负

可能，后期短纤加工费存在压缩预期。 

需求方面，月内如海南逸盛、三房巷等部分企业减产、检修，叠加前期减产较多，月

内开工负荷有所下滑，但天数增多，所以供应量环比小幅回升。后市来看，聚酯端如万凯、

三维、佳宝等前期检修装置 8月存在重启计划，整体开工负荷预计将有所回升。截至 2024

年 7 月 25 日,江浙地区综合开机率为 63.79%，较 6月底环比下降 3.66%，终端织造订单天

数平均水平为 9.67 天，较 6月底-2.17 天，订单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月内织造行业开机率

整体下滑，工厂轮休调休情况频繁，秋冬订单逐步启动，淡季影响订单偏弱，下游及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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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以刚需为主。 

后市来看，市场普遍预计 8 月美联储不会降息，议息会议相关表述值得关注，地缘对

原油价格支撑中性偏空，月差相对油价走势偏强，反映旺季阶段供需偏紧，但季节性需求

临近峰值，留意见顶转弱的风险。聚酯板块，检修计划不多，供应端压力渐起，下游需求

减产保价意愿较强，关注聚酯织造负反馈情绪，整体聚酯板块预计以偏弱震荡为主。 

 

 

【风险因素】 

（1）宏观情绪扰动 

（2）国内外纺织服装需求强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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