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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随着人们生活理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偏好轻巧、便捷的日用

品，而塑料具有重量轻、可塑性强、制造成本低、功能广泛等特点，

日用塑料制品愈加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根据谨慎财务估算，项目总投资 27306.65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1711.08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9.51%；建设期利息 539.91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1.98%；流动资金 5055.66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8.51%。 

项目正常运营每年营业收入 62700.00 万元，综合总成本费用

50711.01 万元，净利润 8768.30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23.91%，财务

净现值 15350.09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期 5.67 年。本期项目具有较强

的财务盈利能力，其财务净现值良好，投资回收期合理。 

此项目建设条件良好，可利用当地丰富的水、电资源以及便利的

生产、生活辅助设施，项目投资省、见效快；此项目贯彻“先进适用、

稳妥可靠、经济合理、低耗优质”的原则，技术先进，成熟可靠，投



产后可保证达到预定的设计目标。 

本报告基于可信的公开资料，参考行业研究模型，旨在对项目进

行合理的逻辑分析研究。本报告仅作为投资参考或作为参考范文模板

用途。 

 



第一章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一、行业竞争格局 

1、传统日用塑料制品市场竞争格局 

传统日用塑料制品领域二元化格局明显。一方面，《中国塑料工业

年鉴 2018》指出，本领域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较少，许多企业以家庭作

坊的形式组织生产和经营，设备自动化程度低，内部管理水平相对不

足，产品同质性高且在质量上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品牌影响力难以

建立，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整体利润水平较低。另一方面，行业领

先企业拥有较强的生产自动化水平、技术研发实力与产品设计能力，

生产规模较大，产品质量高且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与定制化需求，市

场遍及全球，与国内外大型零售和餐饮等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积累了优秀的品牌口碑。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红利的迅速消退，环境

监管和安全生产政策的收紧，中小型企业受到了较强的冲击，生产不

规范、产能落后的厂商逐渐被淘汰。政策监管和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向

现代化和自动化转型。同时，严格的政策监管也为规范经营的领先厂

商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总体而言，我国日用塑料制品行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未来

将朝着生产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产业结构

将进一步优化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设备密集型转变。行业领

先厂商将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并加强其优势地位，行业集中度将

得到进一步提升。 

2、生物降解材料制品市场竞争格局 

生物降解材料制品行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品成本较高，

政策尚未大范围强制推进。但相比传统塑料制品，生物降解材料制品

的利润水平更高。目前行业内领先企业具有一定技术积累，正在积极

划分赛道并确立领先优势。生物降解材料的制备涉及共混、聚合等多

种不同工艺流程，各技术参数的不同将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功能指标

和可降解性。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厂商间的竞争将主要体现在



优化产品性能、降低生产成本与开拓营销渠道等方面。 

随着各国环保政策的日趋严格和环保意识的提升，生物降解材料

的使用与推广成为必然趋势。 

二、生物降解材料的发展与现状 

传统塑料作为有机高分子聚合物难以分解，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塑料是当

今世界用量最大的一种基础材料，而其中约 99%来源于石化资源。随着

世界范围内石化资源的日益消耗，资源危机也越发突出。鉴于此，发

达国家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了可降解塑料的研究。而随着技术的

进步，在政策监管和环保意识觉醒的双重压力下，环境友好型的全降

解塑料逐渐成为本行业的新热点。其中，生物降解材料是目前最受业

界推崇、使用最广泛的降解材料。与光降解塑料、热氧降解塑料等降

解塑料相比，生物降解塑料对降解环境要求较低、降解速度快、降解

程度高、降解产物污染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生物降解塑料成

为新的研究热点，且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本世纪初以来，降解塑料，特别是生物降解塑料研究进入新的高

速发展期。我国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明确提

出到 2015 年要实现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物基合成材料规模化生产。

2016 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轻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对生物降解塑料工业的发展进一步鼓励和刺激：将强化轻工基

础能力作为我国“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在新材料研发及应用工

程中重点发展生物降解材料及产品；在基础性创新平台及共建工程中

注重食品接触塑料制品安全体系建设，并将塑料制品工业作为耐用消

费品领域的主要行业发展方向，推动塑料制品工业向功能化、轻量化、

生态化、微型化方向发展。同时，“限塑令”等环保法规的落地，也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塑料制品的生产。由于国家和地方政策的长

期积极引导、消费者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现已初步形成一定规

模的生物可降解塑料产业。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18 年我国生

物降解塑料总产量达到 13.5 万吨，同比增长 12.5%，与当年塑料总产

量下滑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技术的发展，亚太地区近 5 年 PLA 的消



费市场增长很快。根据 GrandViewResearch 的数据，2017 年全球生物

降解塑料的市场规模为 25.6 亿美元，预计 2018-2025 年将以 12.8%的

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于 2025 年达到 67.1 亿美元，多个 PLA 工厂

也在建设/筹划当中。未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相关生物、

化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和新应用场景的日益拓展，生物降解塑料将逐步

取代传统不可降解塑料并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目前，市场上的生物降解塑料按主要成分划分主要包括聚乳酸

（PLA）、己二酸丁二醇酯/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共聚物（PBAT）、聚丁

二酸丁二醇酯（PBS）和淀粉基（Starch-based）生物降解塑料等。近

期在《中国塑料》期刊中发表的《国内外生物降解塑料产业发展现状》

一文中指出，就 PLA 的生产情况看，目前全球每年产能约 30 万吨，建

设中产能约 130 万吨；PBAT、PBS 等其他主要生物降解材料目前全球每

年产能超过 50 万吨，建设中产能超过 200 万吨。全球生物降解塑料年

产能已达 100 万吨左右，并以每年超过 20%的速度增长。 

从区域市场分布上看，GrandViewResearch 分析显示，以中国为代

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最高的预测增长率（中国

高于 16%）。高速稳定发展的经济、政府和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

和人口基数带来的巨大市场正共同为这些区域的生物降解塑料行业发

展提供助力。随着全球环保要求的逐渐严格，生产技术的逐渐普及，

作为塑料材料中的“新成员”，相信降解塑料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从技术发展情况来看，由于 PLA 等生物降解材料的理化性质所限，

其必需经过改性以后才能加工生产出符合客户要求的成品。传统塑料

广泛应用于餐饮具、家居用品等各类产品，而不同种类的产品对于材

料性能的要求则不尽相同，为满足各类产品的特殊要求，业界还需对

生物降解材料的不同改性配方与方式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此外，改

性后生物降解材料的粘度、冷却速度、结晶速度等指标还需与传统塑

料接近才能满足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的要求。针对上述技术障碍，行业

内的跟随者大多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关成功，相较于传统塑料，生物降

解材料的改性技术尚未得到大规模推广与普及；尽管国内外众多企业



已纷纷布局生物降解材料的生产，但目前主流生物降解材料如 PLA、

PBAT、PBS 等的产能、产量仍大幅低于传统塑料，相关制备技术亦相对

不成熟。因此，生物降解材料行业目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生物降

解材料产品大范围推广面临的技术障碍主要为原材料制备及改性技术

尚未得到大范围普及。 

从全球市场角度看，尽管淀粉基目前占有最大份额，但 PLA、

PBS/PBAT 和 PHA 材料是生物降解材料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由于 PLA

和 PBS/PBAT 材料有较好的力学性能以及相对其他降解材料更低的价格

和成本，目前市场占比较大，是可降解材料替代传统塑料的主要产品。

PHA 的性能优异，但由于其生产成本高昂，故暂时主要用于医疗器械等

高附加值领域。若 PHA 的生产成本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进一步降低，

其有望将成为一种成本可被市场接受的多应用领域生物材料。 

相对于其他材料，PLA 强度较高、热塑性较好、透明度较高、生物

相容性较好、耐候性较好、应用领域较广，在部分应用领域内具有显

著的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PLA 以其优异的力学性能、广泛的用途，

相对低廉的制造价格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整体而言，

PLA 是目前生物降解塑料领域性价比较高的材料之一，在短期内不具备

被其他生物降解材料完全代替或淘汰的可能性。 

三、塑料行业的发展 

塑料行业是 20 世纪诞生发展的新兴工业，至今仅百年历史。1869

年，美国人约翰• 韦斯利• 海亚特发现在硝酸纤维素中加入樟脑和少

量酒精可制成一种可塑性物质，热压下可成型为塑料制品，将其命名

为赛璐珞。塑料工业由此开展。 

1907 年，美籍比利时化学家利奥• 贝克兰（LeoBaekeland）以煤

焦油为原料发明了第一种完全合成的塑料——酚醛塑料，标志着塑料

工业的正式诞生，其本人也被誉为“塑料之父”。塑料在问世之初就

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对合成树脂的巨大需求

和化工技术的进步使得塑料行业迎来爆发，以聚氯乙烯（PVC）、聚苯

乙烯（PS）、聚乙烯（PE）等为代表的热塑性塑料和以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PET）等为代表的新型热固性塑料纷纷问世，极大地拓展了塑

料的应用空间。1954 年，纳塔（Natta）等化学家发明了聚烯烃的聚合

方法，推出了聚丙烯（PP）塑料并于 1957 年实现量产。 

在 1958 年至 1973 年的 16 年中，塑料工业处于飞速发展时期，

1970 年产量为 3,000 万吨。除产量迅速猛增外，行业出现了以下特点：

第一，由单一的大品种通过共聚或共混改性，发展成系列品种。第二，

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的工程塑料新品种第三，广泛采用增强、复合与

共混等新技术，赋予塑料以更优异的综合性能，扩大了应用范围。

1973 年后的 10 年间，能源危机影响了塑料工业的发展速度。直至

1983 年起，塑料工业重新复苏，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达 7,200 万

吨。 

四、保障循环畅通 

依托哈尔滨地处东北亚中心的区位优势和省会城市集聚辐射功能，

坚持南联北开、错位发展，突出供给特色和质量，提高人员流动、货

物畅通和资金融通水平。组建物流企业联盟，完善多式联运和智慧物

流服务平台，建设国内物流枢纽区域中心。加快建设机场第二跑道，

谋划开通哈尔滨至北美、莫斯科等国际航线，推动哈俄、哈欧国际班

列加密运营和 24 小时货运无障碍通关，建设国际交通枢纽城市。完善

金融服务体系，落实国家关于稳企稳岗等金融政策扩大对中小企业信

贷支持，提高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能力，建设对俄跨境人民币结

算中心，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用足用好扩大投资消费外贸等

政策措施，为畅通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五、抓项目扩投资 

突出抓好产业链龙头和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

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投资项目提速增效。抢抓政策窗口，积极

争取债券支持，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水利、城市交通、住房保障、托

幼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瞄准重点区域全方位、多角度、宽领

域持续招商引资，完善产业项目招商引资和建设管理协调推进机制，

有效提升招商引资成功率和实效性。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新兴



产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第二章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及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哈尔滨塑料制品项目 

项目单位：xx 有限责任公司 

二、项目建设地点 

本期项目选址位于 xx（以选址意见书为准），占地面积约 60.00 亩。

项目拟定建设区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规划电力、给排水、通

讯等公用设施条件完备，非常适宜本期项目建设。 

三、可行性研究范围 

1、项目背景及市场预测分析； 

2、建设规模的确定； 

3、建设场地及建设条件； 

4、工程设计方案； 

5、节能； 

6、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 

7、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配置； 

8、项目招标方案； 

9、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10、财务分析。 

四、编制依据和技术原则 

（一）编制依据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 

2、《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3、相关财务制度、会计制度； 

4、《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5、可行性研究开始前已经形成的工作成果及文件； 

6、根据项目需要进行调查和收集的设计基础资料； 

7、《可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价》； 

8、《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9、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本项目的各种技术资料、项目方案及

基础材料。 

（二）技术原则 

1、立足于本地区产业发展的客观条件，以集约化、产业化、科技

化为手段，组织生产建设，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大目标。 

2、因地制宜、统筹安排、节省投资、加快进度。 

五、建设背景、规模 

（一）项目背景 

从产量上分析，2013-2016 年我国日用塑料制品产量平稳增长，于

2016 年达到 634.26 万吨。自 2017 年以来，包括“限塑令”在内的一

系列法律法规对塑料工业产生了一定冲击，日用塑料制品产量出现下

滑。而在 2019 年，产量大幅上升达到 648.64 万吨，超过 2016 年峰值。

从内部因素上看，严格的环保政策助力本行业的结构优化，淘汰了落

后产能，提升了行业集中度；从外部因素上，快速增长的快餐、团膳

和家居市场为日用塑料制品行业带来了巨大需求，对冲了政策监管对

产量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建设规模及产品方案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40000.00 ㎡（折合约 60.00 亩），预计场区规

划总建筑面积 76622.54 ㎡。其中：生产工程 44271.36 ㎡，仓储工程

16104.00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 9110.18 ㎡，公共工程

713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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