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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0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3,738,559.83 41,160,101.18 73,067,444.7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66,238.68 10,959,942.00 32,039,580.5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5,004,798.51 52,120,043.18 105,107,025.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273,424.41 41,207,656.82 -103,107,025.2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922,783.03 -216,370.69 -674,733.2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8,777,658.31 -54,436,193.02 9,688,080.2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089,055.14 68,525,248.16 58,837,167.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2,866,713.45 14,089,055.14 68,525,248.16

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20 年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12 月

股本

其他权 益
工具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 有 者 权

益合计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
他

一 、 上期 期 末
余额

135,279,5
00.00

345,248,06
4.35

15,430,76
2.50

14,095,8
10.55

130,228,7
25.37

869,536,511.
19

1,478,957,
848.96

加 ： 会计 政 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期 期 初
余额

135,279,5
00.00

345,248,06
4.35

15,430,76
2.50

14,095,8
10.55

130,228,7
25.37

869,536,511.
19

1,478,957,
848.96

三 、 本期 增 减
变动额

81,163,38
0.00

-
66,452,791.
67

-
15,430,76
2.50

2,922,79
0.50

39,471,66
5.97

274,077,293.
68

346,613,10
0.98

（一 ）综合 收益
总额

394,716,659.
65

394,716,65
9.65

（二 ）所有 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4,320.00 14,714,908.

33
-
15,430,76
2.50

30,141,35
0.83

1. 所有者投入
的普通股 -4,320.00 -64,022.40 -68,342.40

2. 其他权益工
具持有 者投入
资本

3.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 者权益
的金额

14,778,930.
73

-
15,430,76
2.50

30,209,69
3.23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39,471,66
5.97

-
120,639,365.
97

-
81,167,70
0.00

1. 提取盈余公
积

39,471,66
5.97

-
39,471,665.9
7

2.对所有者 （或
股东）的分配

-
81,167,700.0
0

-
81,167,70
0.00

3.其他

（四 ）所有 者权
益内部结转

81,167,70
0.00

-
81,167,700.
00

1. 资本公积转
增 资本 （或 股
本 ）

81,167,70
0.00

-
81,167,700.
00

2. 盈余公积转
增 资本 （或 股
本 ）

3.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4. 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 额结转
留存收益

5. 其他综合收
益结转 留存收
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2,922,79
0.50

2,922,790.
50

1.本期提取 3,006,68
8.44

3,006,688.
44

2.本期使用 83,897.9
4 83,897.94

（六）其他

四 、 本期 期 末
余额

216,442,8
80.00

278,795,27
2.68

17,018,6
01.05

169,700,3
91.34

1,143,613,80
4.87

1,825,570,
949.94

2019 年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股本

其他权 益
工具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 有 者 权

益合计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
他

一 、上期期末余
额

135,284,3
00.00

359,064,94
5.22

60,199,95
4.54

11,274,3
68.63

97,811,73
3.91

620,904,925.
25

1,164,140,
318.47

加 ：会计政策变
更

-
76,981.37 -692,832.28 -

769,813.65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本期期初余
额

135,284,3
00.00

359,064,94
5.22

60,199,95
4.54

11,274,3
68.63

97,734,75
2.54

620,212,092.
97

1,163,370,
504.82

三 、本期增减变
动额 -4,800.00

-
13,816,880.
87

-
44,769,19
2.04

2,821,44
1.92

32,493,97
2.83

249,324,418.
22

315,587,34
4.14

（一 ） 综合收益
总额

324,939,728.
32

324,939,72
8.32

（二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4,800.00

-
13,816,880.
87

-
44,769,19
2.04

30,947,51
1.17

1. 所有者 投 入
的普通股 -4,800.00 -

140,088.00
-
144,888.00

2. 其他权 益 工
具 持 有 者 投 入
资本

3. 股份支 付 计
入 所 有 者 权 益
的金额

-
13,676,792.
87

-
44,769,19
2.04

31,092,39
9.17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32,493,97
2.83

-
72,754,932.8
3

-
40,260,96
0.00

1. 提取盈 余 公
积

32,493,97
2.83

-
32,493,972.8
3

2.对所有者 （或
股东）的分配

-
40,260,960.0
0

-
40,260,96
0.00

3.其他

（四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1. 资本公 积 转
增 资 本 （或 股
本 ）

2. 盈余公 积 转
增 资 本 （或 股
本 ）

3. 盈余公 积 弥
补亏损

4. 设定受 益 计
划 变 动 额 结 转
留存收益

5.其他

（五）专项储备 2,821,44
1.92

2,821,441.
92

1.本期提取 2,857,92
5.40

2,857,925.
40

2.本期使用 36,483.4
8 36,483.48

（六）其他 -
2,860,377.27

-
2,860,377.
27

四 、本期期末余
额

135,279,5
00.00

345,248,06
4.35

15,430,76
2.50

14,095,8
10.55

130,228,7
25.37

869,536,511.
19

1,478,957,
848.96

2018 年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12 月

股本

其他权 益
工具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 有 者 权

益合计优
先
股

永
续
债

其
他

一 、 上期 期末
余额

135,314,0
00.00

341,801,29
1.15

52,851,56
0.00

8,902,80
4.48

68,946,62
4.79

434,182,023.
19

936,295,18
3.61

加 ： 会计 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期 期初
余额

135,314,0
00.00

341,801,29
1.15

52,851,56
0.00

8,902,80
4.48

68,946,62
4.79

434,182,023.
19

936,295,18
3.61

三 、 本期 增减
变动额

-
29,700.00

17,263,654.
07

7,348,394.
54

2,371,56
4.15

28,865,10
9.12

186,722,902.
06

227,845,13
4.86

（一 ）综合收益
总额

288,651,091.
18

288,651,09
1.18

（二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
29,700.00

17,263,654.
07

7,348,394.
54

9,885,559.
53

1. 所有者投入
的普通股

-
29,700.00

-
814,071.96

-
843,771.96

2. 其他权益工
具持有者投入
资本

3.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18,077,726.
03

7,348,394.
54

10,729,33
1.49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28,865,10
9.12

-
101,928,189.
12

-
73,063,08
0.00

1. 提取盈余公
积

28,865,10
9.12

-
28,865,109.1
2

2.对所有者 （或
股东）的分配

-
73,063,080.0
0

-
73,063,08
0.00

3.其他

（四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1.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或股
本 ）

2.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或股
本 ）

3.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4. 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结转
留存收益

5.其他

（五）专项储备 2,371,56
4.15

2,371,564.
15

1.本期提取 2,415,56
8.60

2,415,568.
60

2.本期使用 44,004.4
5 44,004.45

（六）其他

四 、 本期 期末
余额

135,284,3
00.00

359,064,94
5.22

60,199,95
4.54

11,274,3
68.63

97,811,73
3.91

620,904,925.
25

1,164,140,
318.47

（三）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1、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合计 10

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成都弘林机械有限公司 66.00%
2 弘亚数控（香港 ）有限公司 100.00%
3 广州王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61.75%
4 MUTI 2 S.R.L. 100.00%
5 Masterwood S.p.A. 100.00%
6 Tea S.P.A 80.00%
7 A.T.I.S. S.R.L. 80.00%
8 MUTI 3 S.R.L. 100.00%
9 四川丹齿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72.00%
10 广州玛斯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4.00% 76.00%

2、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
（1）2020 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2020 年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2）2019 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①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弘亚数控（香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10,000 万美元设立中外合资企

业广州玛斯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取得营业执照。 合资公司设立后，公司
直接持有的股权比例为 24%，通过弘亚数控（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余 76%的股权。

② 公司通过竞拍取得四川丹齿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已支付转让价款， 2019 年
12 月 24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③ 为了收购 Masterwood� S.p.A.少数股东权益，公司现金购买 MUTI� 3� S.R.L.100%股权，
其持有 Masterwood� S.p.A.� 16.5%股权。

④ 公司以收购广州亚冠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方式取得一组资产，2019 年 12 月吸收
合并注销该公司。

⑤ 2019 年 12 月，子公司 Masterwood� S.p.A.� 吸收合并注销 TECNOS� G.A.� -S.R.L.。
（3）2018 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① 公司收购广州王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57.25%股权， 该公司自 2018 年 1 月起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②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弘亚数控（香港）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收购 Masterwood� S.p.A.

75%股份，其中弘亚数控（香港）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25.5%，通过购买 MUTI� 2� S.R.L.100%股权
从而间接持股 49.5%。MUTI� 2� S.R.L.、Masterwood� S.p.A.及其下属子公司 TECNOS� G.A.� -S.
R.L.、Tea� S.P.A.以及孙公司 A.T.I.S.� S.R.L.自 2018 年 4 月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最近三年财务指标及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一）最近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最近三年，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

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0】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告【2008】43 号）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扣 除 非 经
常损益前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1.16 1.00 0.8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1.16 1.00 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5% 23.83% 25.42%

扣 除 非 经
常损益后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96 0.82 0.7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96 0.82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1% 19.33% 21.75%

注：2020 年 6 月 2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81,167,700.00 元；2021 年 6 月 3 日，公司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86,577,152.00 元，相应调整上述期间每股收益金额。

（二）最近三年的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三年，公司其他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2020.12.31 2019 年度/2019.12.31 2018 年度/2018.12.31
流动比率（倍） 3.17 2.36 4.58
速动比率（倍） 2.54 1.80 3.82
资产负债率（合并） 19.81% 26.31% 19.74%
每股净资产（元 ） 8.01 10.59 8.56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27.40 27.68 35.56
存货周转率（次 ） 4.78 3.93 5.15
总资产周转率 （倍） 0.79 0.76 0.9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 1.91 2.60 2.2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1.62 0.31 0.34

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 - 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合并）=（合并负债总额÷合并资产总额）×100%
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净额 + 期末应收账款净额）÷2］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期初存货净额 + 期末存货净额）÷2］
总资产周转率 = 营业收入÷［（期初总资产 + 期末总资产）÷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三）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最近三年，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51,723.35 244,967.60 -225,018.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
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155,567.68 17,204,303.71 11,367,591.6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35,596,442.5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48,927,766.07 44,814,137.29 -272,368.8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690,889.58 969,994.3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747,309.26 319,101.49 -73,803.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144,686.64 3,403,645.06 -
减：所得税影响额 8,976,999.07 9,370,625.17 6,767,740.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3,304,186.90 137,148.44 642,817.74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
益 63,642,138.09 57,448,375.84 38,982,284.55

公司编制的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
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弘亚数控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与资产质量分析
1、资产总额及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113,677.75 50.08% 104,009.68 52.52% 108,214.29 72.62%
非流动资产 113,321.75 49.92% 94,032.14 47.48% 40,805.76 27.38%
合计 226,999.51 100% 198,041.82 100% 149,020.05 1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149,020.05 万元、198,041.82 万元、226,999.51 万元，随
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外延并购的完成，资产规模整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2019 年末，公司非流动资产占比的增幅较大，主要系公司当年完成对四川丹齿的收购并表
及亚冠精密的吸收合并，使得不动产、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等非流动资产规模增长较大所致。

2、流动资产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50,640.40 44.55% 15,654.85 15.05% 10,982.09 10.15%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395.10 21.46% 51,400.00 49.42%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 - - - 796.61 0.74%

应收票据 172.52 0.15% 256.25 0.25% 761.14 0.70%
应收账款 6,576.93 5.79% 5,755.37 5.53% 3,718.93 3.44%
应收款项融资 5,493.15 4.83% 2,624.59 2.52% - -
预付款项 913.25 0.80% 869.53 0.84% 759.04 0.70%
其他应收款 409.00 0.36% 976.17 0.94% 406.51 0.38%
存货 22,795.99 20.05% 24,660.33 23.71% 17,994.49 16.63%
合同资产 500.04 0.44% - - - -
其他流动资产 1,781.38 1.57% 1,812.59 1.74% 72,795.49 67.27%
合计 113,677.75 100% 104,009.68 100% 108,214.29 1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存货、其他流动资产构
成，2018 年至 2020 年末，四类资产合计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94.05%、89.92%、87.63%。

3、非流动资产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155.10 0.38%
长期股权投资 3,701.97 3.27% 3,244.87 3.45% 329.46 0.8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5,630.81 13.79% 12,574.47 13.37% - -
投资性房地产 12,017.81 10.61% 11,698.33 12.44% 4,331.82 10.62%
固定资产 48,353.10 42.67% 41,625.61 44.27% 14,034.14 34.39%
在建工程 13,928.58 12.29% 2,262.49 2.41% 2,171.80 5.32%
无形资产 12,419.53 10.96% 12,453.46 13.24% 7,301.42 17.89%
开发支出 158.22 0.14% 154.09 0.16% 313.48 0.77%
商誉 3,045.18 2.69% 7,448.55 7.92% 8,363.30 20.50%
长期待摊费用 - - 5.91 0.01%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855.03 0.75% 896.46 0.95% 747.75 1.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11.53 2.83% 1,667.91 1.77% 3,057.50 7.4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3,321.75 100% 94,032.14 100% 40,805.76 100%

2018 年至 2020 年末 ， 公司非流动资产金额分别为 40,805.76 万元、94,032.14 万元、
113,321.75 万元，呈持续增长态势。 一方面，公司 2016 年末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并于报
告期内逐步实现募投项目投入，相关资本性支出带动了非流动资产的增加；另一方面，公司报
告期内陆续完成对 Masterwood� S.p.A.及其下属公司、四川丹齿、亚冠精密的收购，上述标的并
表使得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有所增长。

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固定资产、商誉、无形资产、在建工程以及投
资性房地产构成，报告期各期末，上述六类资产余额合计占非流动资产规模比例均超过 88%。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35,837.53 79.69% 43,984.24 84.41% 23,616.06 80.27%
非流动负债 9,133.82 20.31% 8,125.48 15.59% 5,802.95 19.73%
合计 44,971.35 100% 52,109.72 100% 29,419.02 100%

2018 年至 2020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29,419.02 万元、52,109.72、44,971.35 万元，整体
上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营运资金需求的增长呈上升态势。

负债结构方面，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80.27% 、84.41% 、
79.69%，系公司负债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所示：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倍） 3.17 2.36 4.58
速动比率（倍） 2.54 1.80 3.82
资产负债率 19.81% 26.31% 19.74%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 48,042.41 38,330.59 34,237.74
利息保障倍数 （倍） 84.07 188.03 935.07

注：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 - 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税前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当期固定资产折旧 + 当期无形资产

摊销 + 当期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 =（税前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利息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2018 年至 2020 年末，公司流动比

率分别为 4.58、2.36、3.17，速动比率分别为 3.82、1.80、2.54。 2019 年末，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整体有所下降，主要系由于公司当年度积极实施产线扩张及外延收购，使得流动资产占比有
所下降、净营运资金有所降低。 2020 年，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回升主要系公司盈利能
力稳健增长，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改善，使得货币资金等流动资产余额增加，同时本期偿还银
行借款使得流动负债余额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2018 年至 2020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
为 19.74%、26.31%、19.81%，其中，2019 年末，资产负债率有所增长，主要系并表负债率较高的
四川丹齿所致。

此外，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935.07、188.03、84.07，公司盈利能力足
够覆盖债务利息偿付需求，利息偿付压力极低。

二、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68,929.19 131,101.02 119,448.78
营业成本 113,533.28 83,751.27 74,588.48
销售费用 3,642.37 4,408.49 4,076.44
管理费用 6,870.34 6,404.33 6,256.51
研发费用 6,580.87 4,959.63 3,412.20
财务费用 965.04 -483.60 59.58
营业利润 42,203.41 35,981.89 32,047.17
利润总额 42,127.13 35,939.19 32,307.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242.88 30,435.61 27,038.50

公司系装备制造行业企业，专业从事板式家具机械专用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 受益于下

游住宅精装修需求增长及产品持续迭代的驱动，公司营业收入在报告期内实现了快速的增长，
此外，对于 Masterwood� S.p.A.的收购并表，同样增厚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 2018 年至
2020 年，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19,448.78 万元、131,101.02 万元、168,929.19 万元， 整体呈显
著增长趋势。

同时，报告期各期，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7,038.50 万元、30,435.61 万
元、35,242.88 万元，随营收规模的扩张同步增长，盈利能力及盈利持续性良好。

（一）营业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66,510.25 98.57% 129,528.90 98.80% 117,710.30 98.54%
其他业务收入 2,418.93 1.43% 1,572.12 1.20% 1,738.48 1.46%
合计 168,929.19 100% 131,101.02 100% 119,448.78 100%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17,710.30 万元、129,528.90 万元、166,510.25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8.54%、98.80%、98.57%，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公司其他业务
收入主要系房屋租赁收入、维修加工收入等。

（二）利润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毛利 53,913.09 97.32% 46,398.36 97.99% 43,607.54 97.21%
其他业务毛利 1,482.82 2.68% 951.39 2.01% 1,252.76 2.79%
合计 55,395.91 100% 47,349.75 100% 44,860.29 100%

报告期各期，公司综合毛利分别为 44,860.29 万元、47,349.75 万元、53,913.09 万元，其中主
营业务毛利占同期综合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97.21%、97.99%及 97.32%，是综合毛利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分产品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封边机 31,550.06 58.52% 27,008.65 58.21% 25,442.11 58.34%
加工中心 4,499.68 8.35% 4,846.52 10.45% 5,650.73 12.96%
裁板锯 7,586.19 14.07% 5,992.90 12.92% 5,908.45 13.55%
数控钻 7,952.26 14.75% 6,484.24 13.98% 4,757.63 10.91%
其他 2,324.90 4.31% 2,066.06 4.45% 1,848.62 4.24%
合计 53,913.09 100% 46,398.36 100% 43,607.54 100%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主要来源于封边机、加工中心、裁板锯及数控钻产品，报告期各期，上述
四大类产品毛利贡献占比合计均高于 90%。

三、现金流量分析
（一）现金流量整体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现金流量整体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0,234.08 149,578.26 134,189.7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8,816.94 114,364.32 104,18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17.14 35,213.94 30,005.2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2,228.05 95,171.84 81,015.5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6,529.12 133,214.31 97,199.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8.93 -38,042.47 -16,183.7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667.20 13,288.12 2,379.9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267.62 6,574.69 11,526.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00.42 6,713.43 -9,147.0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31.54 304.31 -110.5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984.11 4,189.21 4,563.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171.30 10,982.09 6,418.2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155.40 15,171.30 10,982.09

（二）现金流量变动原因分析
1、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17.14 35,213.94 30,005.2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5,316.95 145,218.12 132,599.04
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比例 97.27% 97.09% 98.81%
营业收入 168,929.19 131,101.02 119,448.78
销售收现比率 103.78% 110.77% 111.0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6,055.83 85,247.39 77,942.24
营业成本 113,533.28 83,751.27 74,588.48
购货付现比率 93.41% 101.79% 104.50%

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0,005.22 万元、35,213.94 万
元、41,417.14 万元，持续为正，且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而稳步增长，日常经营活动具备充分
的现金盈余能力。

其中，受益于良好的销售回款情况，公司销售收现比率保持较高水平，报告期各期，公司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111.01%、110.77%、103.78%，销售回
款情况良好，营收质量较高。

2、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33,775.42 91,343.55 77,432.3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504.21 3,071.22 3,566.04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43.72 231.77 17.18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604.70 525.30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2,228.05 95,171.84 81,015.59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6,749.12 10,485.51 5,591.27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8,798.00 83,967.71 79,475.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28,749.51 10,698.83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82.00 10,011.58 1,434.2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6,529.12 133,214.31 97,199.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8.93 -38,042.47 -16,183.76

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6,183.76 万元、-38,042.47
万元、5,698.93 万元。 公司投资活动的现金流主要系受银行理财产品购赎、 长期资产投建及处
置、外延收购支出所影响。其中，外延收购支出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 Masterwood� S.p.A.、
四川丹齿、亚冠精密收购款项，列报于“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3、筹资活动净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600.00 1,832.77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884.06 11,455.35 2,179.9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3.14 - 2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667.20 13,288.12 2,379.9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471.76 1,206.64 986.45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554.57 4,272.05 7,336.5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1.29 1,095.99 3,203.9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267.62 6,574.69 11,526.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00.42 6,713.43 -9,147.05

2018 年至 2020 年，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9,147.05 万元、6,713.43 万
元、-11,600.42 万元，公司筹资活动的现金流主要系受银行借款及利息支付、股利分配所影响。
其中，2018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大，主要系当年度现金股利支付使得“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2019 年现金流入较大，则主要系当年度新增部分短期借款
所致；2020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大，主要系当年度支付现金股利及偿还银行借款支付
的现金较多所致。

四、资本性支出
报告期内， 公司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5,591.27 万

元、10,485.51 万元和 26,749.12 万元。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 万元人民币， 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投资于“高端智能家具生产装备创新及产业化建设项目”、“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件自动化生
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高端智能家具生产装备创新及产业化建设
项目

10,000.00 万美元
（折合 69,026.00 万元） 35,000.00 万元

2 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件自动化生产建设项
目 12,500.00 万元 12,000.00 万元

3 补充流动资金 13,000.00 万元 13,000.00 万元

合计 94,526.00 万元 60,000.00 万元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 在不改变拟投资项目的
前提下，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优先顺序进行适当
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筹集
的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高端智能家具生产装备创新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数控加工中心领域的技术水平，加速公司自动化升级的步伐，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完成了对意大利 Masterwood� S.p.A.公司的收购，该公司
主要从事高端数控机械研发与生产，在国际木工机械行业中具有较高的品牌效应。

该次并购完成后，公司于 2019 年 2 月与全资子公司弘亚数控（香港）有限公司在广州开发
区共同出资设立了广州玛斯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作为“高端智能家具生产装备创新及产业化
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拟将意大利 Masterwood� S.p.A.公司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五轴智能
加工中心、柔性生产线等产品进行国产化，同时通过弘亚数控（香港）有限公司拓展海外市场，
推动国际化发展进程。

2、项目建设的背景和必要性
（1）项目建设背景
随着“定制家具”产业的快速发展，板式家具市场的巨大潜在需求得以逐步释放，家具制造

厂商对家具制造装备的市场需求量也与日俱增。 同时， 家具企业对家具生产过程实现“工业
4.0”的升级需求日益迫切，对家具生产专用设备的制造工艺和品质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加大了对装备的智能化、数控化高端技术的升级需求。

弘亚数控已是国内家具生产专用设备制造行业的优势龙头企业， 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竞争
对手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国际一流的智能化技术主要由欧洲发达国家的家具生产装备制
造企业掌握着， 国内木工机械高端市场主要被德国豪迈和意大利比亚斯为首的国际木工机械
巨头控制着，形成了垄断的局面。 目前，弘亚数控订单量及市场占有率持续增长，业绩发展快
速，现有的生产经营场地早已满足不了产能快速提升的需要。 对此，弘亚数控亟需整合各优势
产业资源、加大高端智能技术开发的投入力度、优化生产布局和投产新产品、购置自动化生产
机器设备，进一步扩大产能、提高自动化生产水平，以应对“工业 4.0”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抓
住国内外板式家具市场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

为更好地抓住家具产业快速发展和家具生产技术升级迫切需求这一市场机遇， 快速填补
智能家具生产装备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空白，弘亚数控于 2018 年 4 月份完成了对 Masterwood� S.
p.A.的并购；同时，公司通过与弘亚数控（香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准备
在广州开发区实施“高端智能家具生产装备创新及产业化建设项目”，拟将 Masterwood� S.p.A.
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五轴智能加工中心、柔性生产线等产品进行国产化，以适应下游家具
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项目将建设成国际领先水平的智能家具生产装备产业高端示范基地， 努力实现我国高
端板式家具机械的进口替代， 促进弘亚数控不断朝着成为全球名列前茅的家具生产装备制造
企业集团的目标前进。

（2）项目的必要性
①响应智能化发展趋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国

抢占科技强国的突破口和总攻方向。 近年来，国家推出了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做
大做强装备制造业，提高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和国产化水平。 2015 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
2025》发展战略，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我国家具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升级对设备制造的工艺和产品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近年来定制化家具发展迅速，客观上也加大了家具制造业对制造装备的智能化、数控化等
高端技术的升级需求。 同时，我国板式家具制造装备行业的产业集中度非常低，国内专业的板
式家具装备生产厂商数量虽多，但绝大部分企业规模偏小、质量不高，不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为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形成若干家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将是大势所趋。

木工机械制造企业在研制设备时，除了需要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工艺，还要求具有先进的研
发能力和检测手段，才能保障持续生产出高科技、高品质的高端产品。目前，中国木工机械行业
快速发展，已成为第一大木工机械制造国。 但是中国木工机械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仍有部
分高端产品需要依赖进口。 国内木工机械高端装备产品市场主要被国际木工机械行业的德国
豪迈、意大利比亚斯等巨头占据着。 弘亚数控作为行业内领先企业，产品智能化水平、工艺装备
及生产规模与国际顶尖水平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抓住国内板式家具市场快速发展的良好时机， 弘亚数控亟需进一步提升产品智能化水
平，并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本项目拟新增项目用地、新建
工业厂房，购置先进的生产及研发设备，将充分利用弘亚数控自身优势，引进 Masterwood� S.p.
A 的先进技术并将其吸收进行国产化。 项目以智能化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企业市场地位，推动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为我国成为木工机
械制造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②优化公司现有产品结构，扩大产能实现规模优势
世界范围内，家具产业的市场规模逐年增长，板式家具市场也保持相应快速扩张。 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板式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发展相对较晚，尤其是板式家具生产企业现在仍处在成
长阶段，还没有形成规模化效应。 但随着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智能制造
装备的发展深度和广度日益提升，以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成套生产
线为代表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一批具有知识产权的重大智能制造装备实现突
破，2016 年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和仪器仪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及其系统等部分智能制造
装备产业领域销售收入超过 10,000 亿元。因此，在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新
政策推动的大背景下，我国装备制造产业保持快速发展，智能化、数控化的板式家具制造机械
亦将迎来繁荣的发展时期。

虽然弘亚数控是国内板式家具机械设备制造行业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之一， 但是整体规
模较国际领先企业依然较小， 并且有限的生产经营场地及现有的生产自动化水平使得生产的
响应优势明显不足，面对快速变化的下游市场，公司在经营中始终无法充分满足来自市场的订
单需求。

本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加工中心、封边机、裁板锯、数控钻、柔性生产线等
高端装备的自主创新研制能力，优化产品结构及丰富产品系列，以更好地适应下游家具企业对
于智能化、数控化及柔性化生产设备的需求；另一方面，该项目的投产亦将极大地缓解公司生
产经营场地及产能负荷的问题，助力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多的份额。 最后，该项目
也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培育出新的利润增长源，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整体盈
利能力。

③整合发展并购资源，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
全球范围内，板式家具制造装备的工业化进程起始于欧美等地，由此也培育出不少掌握领

先生产技术的板式家具制造装备专业厂商和成熟的产品应用市场。 板式家具机械正朝着标准
化、专业化、成套化、智能化发展。 标准化生产不仅可缩短板式家具机械设计和试制周期，加快
品种开发，而且在使用、维修、配套和管理等方面可降低生产和使用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专业
化生产是企业减少生产投入，提高产品质量、档次、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智能化是
家具机械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高端智能加工中心可将复杂的表面、型面和曲面加工简单化，
将是中国家具制造装备朝着智能控制技术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成套的专业生产装备则把技
术、工艺、材料、设备融为一体，近年来倍受家具厂商的青睐，成套化与定制化趋势的深化将继
续影响全球家具机械企业的发展。

目前，弘亚数控尚需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推出在行业内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端装备，提高知
名度和市场认可度，并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做大做强，发展成为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减少我国对于进口产品的依赖。 一直以来，弘亚数控重视产品与技术的
研发，在研发领域已具备一定的领先技术优势，培养了行业前沿技术，形成了全面的技术研发
体系；同时，弘亚数控并购的 Masterwood� S.p.A.技术配套比较完整，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有专业
应用软件开发团队和成熟配套软件，有自行装配生产核心数控组件的技术。 本项目利用弘亚数
控的科研技术和 Masterwood� S.p.A.国际领先水平的智能数控技术形成终端产品，将继续增强
弘亚数控的可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此外，在企业管理领域升级信息化管理系统将有助
于实现现代化管理，改善企业相对落后的管理方式，完善软、硬件生产经营环境，进而保障生产
经营效率持续提升。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下游市场快速发展为本项目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板式家具制造装备是木质家具领域应用最为普及的制造装备之一， 而木质家具是中国家

具产品中最大的一类，近年来始终保持增长态势。 板式家具相比实木家具有低价、低碳、时尚、
拆装方便的优势，板式家具已逐步替代实木家具成为当前木质家具的主流选择。 受到板式家具
市场需求快速提升的影响， 作为板式家具最主要原材料的人造板自 2010 年以来全国产量也快
速上升，根据我国林业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人造板产量已达 30,859 万立方米，具体
情况如下：

同时，根据中国林业机械协会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家具企业每年的设备更新和损
耗折旧约占板式家具销售额的 5%左右，且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家具企业对生产设备
的自动化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木工机械的更新速度也在加快，这个比例在逐年提高。 未来几
年， 中国板式家具产业不断提升的市场份额将为本项目的智能控制板式家具制造装备提供广
阔的市场销售空间。 另外，板式家具制造装备亦可应用于木地板制造领域，随着城镇化不断提
高和房地产业持续发展，木地板使用将更为普及，其市场规模的大幅增长将有力推动相应板式
家具制造装备市场的发展。 因此， 下游行业市场的快速增长为本项目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

（2）公司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为项目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拥有独立齐备的生产系统，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及研发核心人员均为行业内专家，在

行业生产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目前，公司可根据客户的生产需要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为
客户供应规格最全、 应用最广的多系列板式家具制造装备， 充分满足板式家具厂商生产的需
求。 同时，公司配备了专业技术研发人员进行装备的生产工艺优化研发，可以满足各下游行业
智能化、数控化的高端产品的研发需求，研究开发经验丰富。

公司依靠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改良装配方法，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物
料损耗，以最低的成本控制能力制造优质产品。 同时，生产系统中每个岗位有明确的工作手册、
每个产品有清晰的生产工艺流程，有利于在各系列产品形成专业化的制造能力，从而在短时期
内集中资源实现某类产品的大规模生产。 综上所述，弘亚数控多年的生产管理经验可确保本项
目的生产计划顺利执行，为本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必要的实践基础。

（3）公司已具备项目实施的人才及技术条件
公司自成立起，一直致力于板式家具制造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沉淀了丰富的专业化

经验，建立了完整符合行业生产经营特点的管理体系，包括研发、生产、采购、销售及其他配套
系统。 目前已培育了一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

①专业人才储备。 弘亚数控一直视人才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长期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业
务发展需求，以人才的内部培养和外部招聘形式来实现内、外部多元化培养与引进策略；对市
场上成熟有经验的生产、研发、管理、营销人才则采取广泛招聘；对业界的技术顾问及专家学者
等高级人才从国内同行业和全球范围积极寻觅。

②保持与专业机构的良好合作。 弘亚数控每年从重点高校的优秀毕业生中招录优秀的大
学毕业生，并对各类专业工种进行可持续的人才培养计划；定期选送员工赴高等专业学院参加
培训和参加专业机构的培训课程； 聘请专业人士或专家教授等外部讲师到企业指导等多渠道
培养人才。 弘亚数控与专业院校等研究机构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对市场和产品技术产生一定
的主导和影响力。

③专业技术储备。 根据制定的发展战略，弘亚数控一直关注家具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势，长
期与各级协会保持良好沟通，主动参加国内外大型展会，时刻掌握家具产业和家具装备产业技
术发展趋势，深刻了解下游客户的技术需求；弘亚数控具备足够的技术实力以升级改造装备适
应新场地、重新设计生产工艺流程适应新产品，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二）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件自动化生产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 1 年， 主要建设内容是在已有国有土地使用权 28,687.58 平方米厂区内

规划扩建工业厂房面积 18,188 平方米，购置智能加工中心、数控激光切割机等高端先进加工设
备、机械和电气装配工具以及辅助设备等，并配套建设满足生产要求的工程设施。 本项目总投
资金额 12,5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2,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5,100 万元，设备投资 6,9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00 万元。 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将实现年产高精度封边机机架和数控钻、
裁板锯、加工中心以及输送设备等通用机架和外壳 26,000 件（套）及其他零部件产 300,000 件。
本项目所生产的机械零部件全部自用于装配公司主要产品：封边机、裁板锯、数控钻、自动化成
套生产线等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

2、项目建设的背景和必要性
（1）项目建设背景
我国是家具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木工机械行业作为家具行业的基本产业，经过数十载

的发展，木工机械正向专业化发展，分工更加明确，以满足消费者对于家具产品的个性化和差
异化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智能制造是木工机械发展必然趋势，木工机
械行业迎来了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重大机遇。 一个行业的发展肯定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支
持，国家政府陆续出台相应的国家法规和政策支持木工机械行业保持良好发展。 国务院联合国
家科技部、 财政部在 2006 年 -2009 年陆续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
见》《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了装备制造业在国
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国家发革委、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
局在 2011 年联合发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度）》明确提出
重点发展“高精度数控机床及功能部件”，例如高精密车、铣数控机床及加工中心，车铣（铣车）
复合机床，高精度数控磨床，数控齿轮加工机床，重型、超重型数控机床，数控特种加工机床，数
控专用机床及生产线等等。

木工机械行业作为家具行业的关键上游行业，其景气程度也与城镇化、国民销售能力、房
地产景气度等重大宏观因素高度相关。 目前， 我国板式家具机械制造企业经营规模仍普遍较
小，行业集中度较低，其原因主要是：首先是板式家具机械行业低端产品的技术门槛不高，产品
和技术容易相互模仿， 机械制造行业具有相关技术基础或市场资源的企业可以通过兼营或转
型方式进入板式家具机械行业；其次是下游家具制造企业集中度也较低，大多数中小型家具企
业的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对低端板式家具机械产品存在需求。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
的快速发展及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消费者对于家具的需求不断提升，对家具、木地板等家
居用品的消费支出逐渐提高。 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也在逐渐改变着消费者的行为，
尤其是近年来消费者对于个性化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对定制家具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家具厂
商为了更好地适应消费者需求升级的消费变化，满足市场多样化的产品需求，不得不对生产技
艺进行持续改进、对生产设备进行持续升级。

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将带动我国家具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进而带动家具制造装备产
业快速更新换代。 在行业日趋繁荣的背景下，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公司未来的业务规
模也将会继续扩张。 但是，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长期依赖外协加工，这种模式下首先已
逐渐无法满足下游市场对于家具产品个性化及多样性的需求， 其次外协模式也极大地限制了
公司市场业务的持续增长，再者不同的外协厂商加工质量无法有效保证一致性，从而阻碍了公
司板式家具机械产品精密程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为了摆脱这种现状，进一步解决高精密家具
机械零部件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公司拟投资新建募投项目生产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件，确保公
司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综上，本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变公司目前较多依靠外协加工的经营模式，完善公司产业链
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精密程度，优化生产流程，助力公司未来成为国际领先水平的智能
家具生产装备制造集团。

（2）项目的必要性
①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控制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定制家具越来越向多品种、个性化、差异化发展，下游市场对家具设备

制造行业的产品种类、质量以及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一行业发展趋势势必要求家具设备
制造业扩大产品种类、优化产品结构，以满足下游客户多样化的产品需求，进一步提升一体化
服务水平，增加客户粘性，保持品牌竞争力。 由于公司部分机械零部件供应商规模偏小、生产装
备水平相对落后， 无法适应公司长期开发高端设备所需的高精密机械零部件的发展需求；同
时，由于不同供应厂商的制造工艺水平不一致，机械零部件生产水平无法保证一致性，造成装
配匹配度有差异，降低产品的加工精度。 随着公司研发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多款新产品及新
工艺批量化生产，关键机械零部件配套自制生产势在必行。

本募投项目生产的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件，可完全匹配公司产品，可避免因制造工艺水平
不一致引起的装配问题，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整体性能，可提高加工精度；同时，本募投项
目规划采用先进的加工装备，从研发设计到加工制造等环节深化机械零部件的技术含量，并保
证机械零部件质量水平的一致性，保证产品质量。 本募投项目实施能缩短公司的研发设计到加
工制造的研制周期， 并可利用研制过程时刻掌握技术情况不断改进关键机械零部件的功能结
构，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竞争力，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品质。

②提高公司自主研发实力，巩固公司核心竞争力
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件的生产在家具设备制造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机械零部件的生产

水平制约着家具设备的发展。 由于板式家具设备制造行业低端产品的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和技
术容易相互模仿， 机械制造行业具有相关技术基础或市场资源的企业可以通过兼营或转型方
式进入板式家具机械行业。 公司为保证高端产品的功能性、精密度、数控化等技术领域的技术
制高点，投入大量资源深度开发设计各系列产品的机械零部件，优化产品的整体功能结构，降
低用料成本，保证高精度数控产品的技术领先和成本领先。

本募投项目将在现有厂区内规划扩建工业厂房， 主要用于增强公司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
件的生产能力，逐步加强公司关键零部件自制配套能力，供给自足，满足公司的生产需求，提升
整机产品精密程度；同时，本项目顺利实施也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自身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件的
自主研制能力，有利于实现公司对关键零部件的技术保密，保证公司研制附加值更高的终端产
品不被仿制，有效保障公司的可持续竞争力。

③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建设的推进，消费者关于新的家具理念逐步形成，对于家具的

要求也日渐提升，不断追求美观、时尚。 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个性化的商品正逐渐开
始成为消费者追逐的目标和市场的新宠，人们对定制家具的需求将稳定增长，对家具设备也提
出了更高的精密度要求。 高精密家具设备对其机械零部件的生产要求很高，其机械零部件的生
产需要根据家具设备本身的特点及下游企业客户的需求确定， 在研发创新中不断进行修改调
整。 本项目生产的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件与公司生产的产品配套使用，在整体运行效果上具有
加工灵活、精度高、速度快等特点，以便于家具厂商满足更多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

公司所生产的设备，如封边机、裁板锯、数控钻等产品，其机械零部件需要根据市场需求进
行产品研发设计和加工，经过不断的设计调整，使机械零部件和产品充分匹配契合，从而完成
设备的整机装配。 公司自制配套机械零部件，可根据需求生产多元化、个性化产品，提高加工精
度和生产效率，缩短生产周期，节约成本，提升产品品质。 同时，自主研发生产配套零部件亦有
助于丰富产品的多样性，吸引更多的客户，扩大市场占有率。

企业不断创新发展，生产出持续满足市场需求的个性化产品，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条件。 因此，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客户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外协加工模式已经不
能满足公司的发展需求，公司有必要实现自制配套生产，进一步加大高精密家具机械零部件的
自动化生产。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公司下游产业迅速发展为本项目实施提供产能消化保障
在经济结构调整，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及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定制化家具市场迅速发展。 公

司下游行业是家具制造业，下游行业的市场容量、客户群体以及需求的变化直接推动了本行业
的发展。 在工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对定制家具的需求将稳
定增长。 同时，新兴技术和新兴材料的不断推出使得产品更新速度加快，新行业、新产品层出不
穷，从而对高档家具产品的需求旺盛，具备设计新颖、功能齐全、环保、美观等特点的产品需求
增长较快，从而为本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保证。 因此，随着板式家具设备下游行业的迅速
发展以及国内外生产制造企业对于板式家具设备的稳定需求， 能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产能消
化保障。 最近 3 年，公司的年产值复合增长率超过 30%，营业收入、利税总额、综合竞争力等方
面在同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目前，公司市场扩张态势仍然强劲，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随着
城市和农村人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将使国内的消费增长保持迅猛发展态势，家具产业仍将保
持膨大市场规模，这将使公司业务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公司业务规模增长可消化本项目产能，
本项目新增产能消化切实可行。

（2）公司丰富的研发设计经验和优质客户资源为本项目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拥有一支优秀的经营团队和技术研发团队，由多位具有资深行业背景的专业人才、留

美归国高级工程师、韩国专家组成，在行业生产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目前，公司可根据客
户需求研制多种规格的产品，自行研发设计高精密家具关键机械零部件。 在关键机械零部件的
核心研发设计方面， 公司拥有专业研究开发人员依据终端产品设计工艺而优化关键机械零部
件功能结构，可以满足各系列终端产品的技术、功能等工艺设计需求，研发设计经验丰富。 公司
在板式家具领域拥有众多优质客户，包索菲亚、全友家私、好莱客衣柜、皮阿诺、卡诺亚衣柜等
知名家具企业，这些高端客户群体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公司强大的营销体系和市场开拓能力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重要保障
公司高度专业的销售团队及覆盖全球的销售渠道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方

面，公司的销售渠道遍布全球，长期以来公司与客户共同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并积极参
与国内外大型展览会，推广公司品牌及产品，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发新客户。 另一方面，公司的
营销团队也高度专业，可根据不同客户制定不同的销售理念，并且善于挖掘潜在客户。 他们精
通各类语言及多国文化，熟悉国内外市场情况，销售经验丰富。 为保证公司服务的及时性和高
质量，公司建立了由技术人员、营销人员、客户服务人员协同合作的技术服务体系。 广阔的销售
渠道及专业的营销团队亦是本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三）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要， 公司拟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13,000.00 万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发展，营业收入逐年递增。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

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2,046.04 万元、119,448.78 万元及 131,101.02 万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6.41%。 预计未来几年内公司仍将处于业务快速扩张阶段，市场开拓、日常经营等环节对流动
资金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扩大。 因此，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能有效缓解公司发
展的资金压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降低经营风险，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高端智能家具生产装备创新及产业化建设项目”、“高精密

家具机械零部件自动化生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公司顺应
板式家具行业及板式家具制造装备行业发展趋势和把握下游发展市场机遇的重要举措， 符合
公司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扩大先进产能、深化业务布局、实现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有助于公
司早日实现行业高端产品进口替代的战略规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
务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巩固公司在行
业内的领先地位，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为公司产能建设和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一方面， 本次发行完成

后，短期内公司的负债规模将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上升；待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陆续完成转股之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净资产规模得到提升，有利于优化资本
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新建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若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较快，募投项目效益尚未完全实现，则可能出现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在短期内下滑的情况。 但是，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序开展，公
司的发展战略将得以有效实施，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业绩将会得到显著提升。

第六节 备查文件
除本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料外，公司将整套发行申请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作为备查文件，

供投资者查阅。 有关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1、公司 2018 年 -2020 年度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及尽职调查报告；
3、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4、注册会计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5、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6、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自本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起，投资者可至公司、主承销商住所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备查

文件，亦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查阅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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