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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储气库卤水制盐综合

利用工程”。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进一步将制盐环节纳入循环经济链

中，加大卤水消纳能力，更好地培育盐穴储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进一步做

强做优做大盐及盐化工主业，加快构建“盐+储能”产业新格局，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走在行业前列，打造全国盐业高质量发展“实业典范”。

公司编制了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本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中的释义相同的含义。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0,000万元（含本数），在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储气库卤水制盐综合利用工程 188,912.00 180,000.00

合计 188,912.00 180,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

际情况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

的程序予以置换。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公司将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

项目范围内，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调整并最

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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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由卤水净化项目和制盐项目组成，建设规模为 300 万吨/年固体盐、

高纯精制卤水 150万方/年。

2、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苏盐井神。本工程净化项目拟建厂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石

塘镇内国信工业园，制盐项目拟建厂址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平桥镇内淮安平

桥临港产业基地。净化及制盐拟建厂址均在新征地块内进行建设。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188,912.00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8,000.00万元，

全部用于资本性支出，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1 建设投资 179,434.00

1.1 工程费用 147,702.00

1.1.1 建筑工程 53,230.00

1.1.2 设备购置 66,528.00

1.1.3 安装工程 27,945.00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419.00

1.21 土地使用费 8,145.00

1.3 预备费 16,312.00

2 建设期利息 3,149.00

3 流动资金 6,330.00

3.1 铺底流动资金 1,899.00

合计 188,912.00

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 24个月。

5、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情况

本次拟投资建设的储气库卤水制盐综合利用工程已完成可行性分析报告编

制，本项目实施所需要的土地已由公司通过淮安市自然资源网上交易平台以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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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取得，本项目已经取得《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淮安区政

务投资备〔2025〕198号），项目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6、本项目不涉及“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本项目不属于限制类及淘汰类产业。

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本项目的产

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二）项目必要性分析

1、扩张优质产能，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苏盐井神作为国内盐行业的龙头企业，产能和技术水平处于行业前列。自全

面深化盐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以来，盐企竞争加剧，行业集中度提升已成为

产业趋势。提高产能是公司继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巩固行业地位的关键要素。只

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本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新增 300万吨固体盐产能，提升市场份额，巩固公司市

场地位。通过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产能，公司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替代部分

进口盐和低质量的副产盐，提高市场占有率。

2、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的宏观战略引领能源领域发生深刻变革。根据《“十

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要以传统行业绿色化改造为重点，实施工业领域碳

达峰行动，促进资源利用循环化转型。化工企业纷纷积极探索节能减排路径，通

过资源循环利用等方式，力求在产能结构重塑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行业的转型

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储气库卤水制盐项目，属于盐穴资源综合利用和绿色低

碳发展的重要实践。该项目通过综合利用盐穴资源，在将其转化为高附加值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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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基础上，开发其卤水净化、制盐等功能，以制盐主业为基础，实现了资源

的循环利用。这不仅符合国家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要求，还能为公司带来额

外的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公司将更好地利用盐穴资源，发展盐穴储能等新兴

产业，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业务领域。

3、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提质增效，引领行业转型升级

本项目采用先进的MVR（机械热压缩）制盐工艺，并将建设智能化数字化

生产管理系统，可以优化公司生产工艺，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在提质增效的基

础上，强化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示范效应。

相比传统多效蒸发工艺，MVR制盐工艺在节能、环保、资源利用、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通过机械蒸汽再压缩技术，将蒸发过程中

产生的二次蒸汽压缩后重新作为热源使用，大幅减少了对外部新鲜蒸汽的依赖，

从而显著降低能耗，同时采用低温低压蒸发技术，能够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提高蒸发效率，工艺参数波动小，运行平稳。这不仅有助于公司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公司本项目将积极探索相关工艺技术的优化，积累产业经

验，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的示范带头效应，有助于推动行业技术进步。项目还计划

建设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这将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三）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募投项目逐步释放效益后，公司的经

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为公司股东贡献回报。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引导方向

根据中国盐业协会《盐行业“十四五”发展指导意见》，要坚持供需平衡、

创新驱动、集群发展、绿色发展，继续深入落实盐业体制改革精神，通过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现盐行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要合理发展盐化工，提升生产规模，

实现产业升级；大力开发盐穴资源在储能、储气等方面的应用；井矿盐区全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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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节能降耗，积极推广五效、六效真空制盐工艺技术和机械热压缩制盐工艺

（MVR）技术在技改或新建制盐项目中的应用。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引导方向，通过技术迭代、资源立体开发、产

业协同等举措，积极响应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产业链升级的盐业发展目标，既

保障了产能扩张的可持续性，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本，具备较高的

可行性。项目采用机械热压缩制盐（MVR）等先进工艺技术，显著降低能耗指

标，符合节能降耗的绿色转型要求；依托公司盐穴资源，同步推进盐穴储气库建

设，响应盐穴储能的产业延伸政策导向；强化“盐矿开采-盐化工-储能服务”产

业链协同效应，提升生产规模，推动集群发展。

（二）新增产能符合市场需求，具备区位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原盐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其市

场需求持续增加。2023 年，中国原盐产量达到 10,330 万吨，较 2016 年增长了

1,565万吨，年均增长率约 2.5%。尤其是在两碱行业（烧碱和纯碱），原盐是主

要的生产原料，占原盐总消费量的 85%以上。两碱下游行业持续发展，平板玻璃、

氧化铝、造纸等行业对纯碱和烧碱的需求稳定增长，光伏玻璃、新能源电池（锂

盐提纯）、轻量化材料（氧化铝）等新型应用领域处于高速增长期，进一步推动

了原盐市场的繁荣。

公司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是纯碱、氯碱等化工产业的重要生产区域，

盐及盐化工产品市场需求量大。公司在京杭大运河建有自备码头，通江达海。京

沪、长深、盐徐等多条高速公路在境内交会，新长铁路境内贯通，水陆联运十分

便利，为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本项目建设符合行业供求特征，可以充分发挥公司区位优势，有效满足原盐

及盐化工产品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具备可行性。

（三）项目积极响应地方经济发展号召

公司作为江苏省属国企，在地方重大项目建设领域充分践行使命担当，发挥

主力军和引领者作用，同时依托地方政府在土地、能源、审批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确保项目建设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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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淮安市“十四五”工业经济发展规划，建设全国盐健康产业和盐

循环经济发展先锋属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

储气库卤水制盐项目，建设用地位于江苏省淮安市，项目投产后，将有力促进淮

安市制盐产业向绿色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带动储能产业和化工新材料、

精细化工等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区域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动力，充分彰显了省属

国企在落实省委部署、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四）公司在募投项目相关领域具备实施基础

储气库卤水制盐综合利用工程符合公司战略方向，公司将协调资源全力推动

项目建设。公司坚持把构建“盐+储能”产业新格局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一要

务，以“岩盐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为核心产业体系，持续深耕“盐

碱钙循环经济和盐穴综合开发利用”产业链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盐碱钙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做强、做优、做大。

公司制盐生产能力在我国制盐行业名列前茅，在循环经济开发、矿产资源利

用等方面核心竞争优势，有利于推动储气库卤水制盐综合利用工程建设。根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除天然碱

外，苏盐井神独有的“井下循环制碱”工艺成为制碱类唯一推广使用绿色工艺。

公司拥有储量丰富、品质优良、矿床厚、矿层含盐率高、盐层品位高的矿产资源，

保障了盐及盐化工生产所需卤水供给和盐腔经济的拓展。

公司坚持技术创新，积极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将有效赋能储气库卤水制盐综

合利用工程建设。公司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与中国科学院武汉岩

土力学研究所、南京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

卤水精制处理、盐钙联产、声呐测腔、连通井储库造腔等方面具有行业领先的技

术优势，为项目实施奠定技术基础。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符合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

整体战略的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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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施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能够加大公司的卤水消纳能力，更好地培育

盐穴储能战略性新兴产业，符合公司“十四五”发展方向。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盐化产品产能将超过 1,000万吨，有利于公司发

挥产业规模效应，进一步强化公司在国内盐行业链长企业地位，增强公司在市场

中的话语权。同时，本募投项目实施后卤水消纳能力显著增强，为公司加快盐穴

综合利用产业建设提供条件，为稳步推进“储能”产业发展提供保障，从而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维护股东的长期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一方面，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将相应提高，资产负

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增厚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财务基础。另

一方面，由于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而募投项目需要经过一定的时

间才能体现出经济效益，因此，公司每股收益短期内存在被摊薄的可能。

五、可行性分析结论

经审慎分析，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

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符合公司的现实情况和战略需求，具有实施的必要性，投

资项目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能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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