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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无形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无形资产原值 9,927.30 100.00% 9,879.24 100.00% 9,785.71 100.00%
土地使用权 8,347.83 84.09% 8,340.86 84.43% 8,340.86 85.24%
专利权 1,185.20 11.94% 1,185.20 12.00% 1,185.20 12.11%
软件 394.28 3.97% 353.18 3.58% 259.66 2.65%
累计摊销 1,834.76 100.00% 1,479.05 100.00% 1,130.43 100.00%
土地使用权 920.42 50.17% 717.13 48.49% 542.41 47.98%
专利权 712.32 38.82% 622.24 42.07% 503.73 44.56%
软件 202.02 11.01% 139.68 9.44% 84.3 7.46%
减值准备 - - - - - -
土地使用权 - - - - - -
专利权 - - - - - -
软件 - - - - - -
无形资产账面价
值 8,092.54 100.00% 8,400.19 100.00% 8,655.28 100.00%

土地使用权 7,427.41 91.78% 7,623.73 90.76% 7,798.45 90.10%
专利权 472.88 5.84% 562.95 6.70% 681.47 7.87%
软件 192.25 2.38% 213.51 2.54% 175.36 2.03%

公司的无形资产由土地使用权、专利权和软件组成。截至 2019年末、2020年末及 2021年末，公司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8,655.28万元、8,400.19万元和 8,092.54万元， 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9.41%、18.27%和 13.89%。 报告期内，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基本保持稳定。

（4）其他非流动资产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账面
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
价值

账面
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
价值

账面
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
价值

预付工 程 设
备款 5,969.90 - 5,969.90 2,994.67 - 2,994.67 - - -

合计 5,969.90 - 5,969.90 2,994.67 - 2,994.67 - - -
截至 2019年末、2020年末及 2021年末，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分别为 0.00 万元、2,994.67 万元和

5,969.90 万元， 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0.00%、6.51%和 10.25%。 2021 年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
2020年末增加 99.35%，主要系公司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计划支付预付款项。

（二）负债情况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7,000.00 13.90% 24,200.00 37.76%
应付票据 4,014.04 7.72% 4,868.87 9.67% 5,362.15 8.37%
应付账款 32,055.30 61.69% 26,621.12 52.87% 18,334.06 28.61%
预收款项 - - - - 12,695.45 19.81%
合同负债 9,512.57 18.31% 7,396.92 14.69% - -
应付职工薪酬 151.41 0.29% 193.65 0.38% 165.86 0.26%
应交税费 467.30 0.90% 611.62 1.21% 830.58 1.30%
其他应付款 144.47 0.28% 292.01 0.58% 169.38 0.26%
其中：应付利息 - - - - - -
应付股利 - - -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23.90 0.62% 100.00 0.20% 100.00 0.16%

其他流动负债 3,052.61 5.87% 960.64 1.91% - -
流动负债合计 49,721.61 95.68% 48,044.83 95.42% 61,857.47 96.5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420.00 2.73% 1,520.00 3.02% 1,620.00 2.53%
租赁负债 30.27 0.06% - - - -
递延收益 792.17 1.52% 784.83 1.56% 605.83 0.95%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42.44 4.32% 2,304.83 4.58% 2,225.83 3.47%
负债合计 51,964.05 100.00% 50,349.66 100.00% 64,083.31 100.00%

公司负债主要由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和应付票据组成。截至 2019年末、2020年末及 2021年末，公
司负债金额分别为 64,083.31万元、50,349.66万元和 51,964.05万元。

1、应付账款
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 公司应付账款余额分别为 18,334.06 万元、26,621.12 万

元和 32,055.30万元，应付账款占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28.61%、52.87%和 61.69%。报告期内，应付账款呈
上升趋势,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增加，采购需求随之大幅增加所致。

（1）应付账款占营业成本比例分析
报告期内，各期末应付账款余额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应付账款 32,055.30 26,621.12 18,334.06
营业成本 72,118.44 59,972.82 55,094.90
应付账款／营业成本 44.45% 44.39% 33.28%

报告期内，公司应付账款占营业成本的比例有所增加，主要是为支持业务进一步拓展，公司按计
划购置土地、厂房及生产线建设等投资规模较大情况，非经营性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2）应付账款账龄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23,303.35 72.70% 23,790.74 89.37% 15,838.80 86.39%
1-2年 7,740.21 24.15% 1,163.50 4.37% 1,963.70 10.71%
2-3�年 435.41 1.36% 1,192.41 4.48% 95.81 0.52%
3年以上 576.34 1.80% 474.47 1.78% 435.76 2.38%
合计 32,055.30 100.00% 26,621.12 100.00% 18,334.06 100.00%

截至 2019年末、2020年末及 2021年末，账龄在 1年以内的应付账款余额分别为 15,838.80 万元、
23,790.74万元和 23,303.35 万元， 占应付账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6.39%、89.37%和 72.70%， 比例较
高。

（3）账龄超过 1年的重要应付账款
供应商名称 账面余额（万元） 占比 账龄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供应商 A 1,726.00 5.38% 1-2年 材料存在需要更换情况， 尚未更换完
成未支付

供应商 B 1,400.00 4.37% 1-2年 材料存在需要更换情况， 尚未更换完
成未支付

供应商 C 634.92 1.98% 1-2年 对方单位正在进行机构改革， 重新协
商付款方式

供应商 D 616.00 1.92% 1-2年 材料存在需要更换情况， 尚未更换完
成未支付

供应商 E 544.95 1.70% 1-2年 材料存在需要更换情况， 尚未更换完
成未支付

合计 4,921.87 15.35% - -
2、预收款项、合同负债
截至 2019年末，公司预收款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10,538.37 83.01%
1-2年 1,160.30 9.14%
2-3年 794.95 6.26%
3年以上 201.83 1.59%
合计 12,695.45 100.00%

截至 2019年末，公司预收款项为 12,695.45万元，占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19.81%。
2020年起，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

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截至 2020年末、2021年末，公司合同负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商品销售合同预收款 9,512.57 100.00% 7,396.92 100.00%
合计 9,512.57 100.00% 7,396.92 100.00%

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公司合同负债分别为 7,396.92 万元和 9,512.57 万元，占负债的比例分别
为 14.69%和 18.31%。

3、短期借款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短期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信用借款 - - 7,000 100.00% 13,000.00 53.72%
保证借款 - - - - 11,200.00 46.28%
质押借款 - - - - - -
合计 - - 7,000 100.00% 24,200.00 100.00%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分别为 24,200.00 万元、7,000.00 万元及 0.00 万元，占负债
的比例分别为 37.76%、13.90%及 0.00%。 2019年，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运营及固定资产投建的资金
需求，公司通过短期借款以保持一定的货币资金量。 2020年起，公司以 IPO募集资金偿还短期借款因
而短期借款余额下降。 截至 2021年末，公司短期借款已偿还。

4、应付票据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票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商业承兑汇票 - - 1,350.02 27.73% 1,087.29 20.28%
银行承兑汇票 4,014.04 100.00% 3,518.85 72.27% 4,274.86 79.72%
合计 4,014.04 100.00% 4,868.87 100.00% 5,362.15 100.00%

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 公司应付票据分别为 5,362.15 万元、4,868.87 万元和
4,014.04万元，占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8.37%、9.67%和 7.72%。

（三）偿债能力分析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流动比率（倍） 2.58 2.66 1.44
速动比率（倍） 2.08 2.21 1.11
资产负债率（合并） 27.83% 28.98% 47.8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39% 23.56% 36.6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万元） 16,471.92 15,161.49 14,554.32

利息保障倍数（倍） 463.57 13.31 11.4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59 1.87 0.25

注 1：上述指标除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外均依据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速动资产=流动资产-存货-持有待售资产-其他流动资产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使用权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

期待摊费用摊销
5、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息税前利润=净利润+所得税费用+利息费用
6、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1、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 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7.84%、28.98%和

27.83%，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44 倍、2.66 倍和 2.58 倍，速动比率分别为 1.11 倍、2.21 倍和 2.08 倍。
2019年至 2020年，公司资产负债率呈下降趋势，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呈上升趋势，主要系 2020 年首
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由于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偿还
了借款，2021年末资产负债率略有下降； 随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使用， 货币资金规模下降，
2021年末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下降。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 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11.44 倍、13.31 倍和 463.57 倍。
2021年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大幅上升，主要系公司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后，利息费用
大幅下降，同时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利润总额有所增加，因而利息保障倍数增加。

2、偿债能力对比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可比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比率（倍）

新余国科 3.91 4.52 5.73
万集科技 4.76 3.68 2.01
博云新材 3.93 2.35 2.65
金博股份 4.72 6.89 3.85
可比公司平均值 4.33 4.36 3.56
C37行业平均值 2.88 2.98 3.04
C37行业中位数 1.97 1.89 1.62
公司 2.58 2.66 1.44

速动比率（倍）

新余国科 2.99 3.54 4.52
万集科技 4.14 3.06 1.50
博云新材 2.87 1.66 1.87
金博股份 4.04 6.59 3.45
可比公司平均值 3.51 3.71 2.84
C37行业平均值 2.41 2.49 2.54
C37行业中位数 1.50 1.40 1.32
公司 2.08 2.21 1.11

资产负债率
（合并）

新余国科 19.45% 17.06% 14.53%
万集科技 17.83% 23.98% 45.36%
博云新材 20.51% 30.92% 26.52%
金博股份 35.70% 12.94% 19.86%
可比公司平均值 23.37% 21.23% 26.57%
C37行业平均值 41.91% 41.54% 42.23%
C37行业中位数 41.24% 41.73% 43.40%
公司 27.83% 28.98% 47.84%

注 1：可比公司数据来源于 wind；
注 2：C37行业平均值、C37行业中位数指与公司同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业”的上市公司剔除 ST*的所有公司指标的平均值、中位数。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略高于可比公司平均值，主要是由于公司融资渠道较为单一，IPO 前
主要通过短期借款满足日常业务运营及固定资产投建的资金需求所致；2020年 IPO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以 IPO募集资金偿还短期借款因而短期借款余额下降，资产负债率下降、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上
升。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可比上市公司的资产周转能力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存货周转率

新余国科 1.90 1.92 2.07
万集科技 1.31 1.16 4.06
博云新材 0.89 0.77 0.81
金博股份 3.60 4.39 3.20
可比公司平均值 1.93 2.06 2.53
C37行业平均值 3.92 4.01 4.20
C37行业中位数 2.18 2.22 2.28
公司 3.29 3.05 2.89

应收账款周转率

新余国科 4.02 3.49 3.80
万集科技 0.86 1.29 3.55
博云新材 3.64 2.23 2.58
金博股份 5.18 5.83 5.33
可比公司平均值 3.42 3.21 3.81
C37行业平均值 5.45 5.79 5.00
C37行业中位数 2.69 2.45 2.74
公司 3.16 3.21 3.61

注 1：可比公司数据来源于 wind；
注 2：C37行业平均值、C37行业中位数指与公司同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业”的上市公司剔除 ST*的所有公司指标的平均值、中位数。
1、存货周转率
2019年末、2020年末和 2021 年末，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89、3.05 和 3.29，公司存货周转率高

于可比公司平均值。 具体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相较于新余国科，公司存货周转率较快。 新余国科的军品以火工元件和火工装置的

生产、销售为主。 公司军品业务中，军用小型固体火箭研制类业务占比较大，该类业务除采购必备原材
料之外不需要大量存货备货； 同时， 该类业务按照合同约定的阶段比例确认研制收入并结转相应成
本，不形成库存商品；此外，公司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主要是批产产品，并实现当期生产当期销售。
因此公司的存货周转率高于新余国科。

（2）公司的智能计重系统产品与万集科技的动态称重系列产品相似，除此以外公司的主要产品还
包括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和炭/炭热场材料。 2019年，相较于万集科技，公司存货周转率较慢，
主要由于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和炭/炭热场材料产品生产工艺复杂， 生产周期较长，2019 年公
司这两类产品订单需求不断增加，公司加大投产以维持较高的备货量从而及时满足客户供货需求；而
对于万集科技，2019年交通部门大力推广普及 ETC建设，万集科技的 ETC电子标签出货量较大，因此
公司的存货周转率略低于万集科技。 2020年以来，万集科技由于 ETC 业务量下降，存货周转率下降，
因此公司的存货周转率高于万集科技。

（3）报告期内，相较于博云新材，公司存货周转率较快。 博云新材的军品和民品均为复合材料类产
品，此类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且为缩短供货时间保持了较高的安全库存量。 而公司在同属于复合材料
类的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和炭/炭热场材料之外，还有军用小型固体火箭、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
装备等存货周转率较高的业务。 因此总体上公司的存货周转率高于博云新材。

（4）金博股份产品均为热场系统系列产品，与公司的炭/炭热场材料产品相似。 2019 年以来，由于
光伏行业景气度持续回升，晶硅制造领域内主要企业持续扩增，热场系统系列产品验收期相应缩短，
使得热场系统系列库存产品周转率加快，因而公司整体存货周转率低于金博股份。

2、应收账款周转率
2019年末、2020年末和 2021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61、3.21 和 3.16。 2019 年以来，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值。 具体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相较于新余国科、金博股份，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慢，主要系公司业务结构内智

能计重业务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较慢所致。
（2）报告期内，除 2019 年受到交通部门大力推广普及 ETC 建设，万集科技的 ETC 产品销售规模

较大、周转较快之外，相较于万集科技，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快，主要系公司业务结构内军用小型固
体火箭和增雨防雹火箭及其配套装备业务资金回款情况良好，提高了公司整体应收账款周转率所致。

（3）报告期内，相较于博云新材，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快，主要系公司业务结构内军用小型固体
火箭和增雨防雹火箭及其配套装备业务资金回款情况良好所致。 2021年末，博云新材应收账款下降，
而公司应收账款随着销售规模增加而上升，因而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略低于博云新材。

（4）报告期内，相较于金博股份，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慢，主要系公司业务结构内智能计重业务
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较慢所致。

（五）财务性投资
1、财务性投资的认定标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年 2月发布的《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

管要求（修订版）》，“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
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
情形。 ”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6 月发布的《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财务性
投资的类型包括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
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 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 以收购或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
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
资。

金额较大指的是， 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的 30%（不包括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期限较长指的是，投资期限或预计投资期限超过一年，
以及虽未超过一年但长期滚存。 ”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年 6月发布的《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除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
会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持牌机构为金融机构外，其他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均为类金融机构。 类金融业
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

2、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
投资）情况

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为 2022年 1月 19日。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即 2021
年 7月 19日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1）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不存在新增加的权益工具投资。
（2）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存在购买结构性存款的情形，但不属于财

务性投资。
公司购买的产品均是在满足主营业务日常运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和提高股东回报， 在严格保证流动性与安全性的前提下购买的结构化存款。 该等产品持有周期
短、收益稳定、流动性强，不具有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特点。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期限较短，目的
仅为在充分满足流动性的前提下进行的适度现金管理， 并非为获取投资收益开展的财务性投资。 因
此，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不存在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
产品的情形。

（4）自本次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不存在类金融业务、设立或投资产业基
金、并购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
险较高的金融产品等财务性投资情形。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暂无拟实施的新增财务性投资计划。
二、盈利能力分析
（一）营业收入分析
1、营业收入的整体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101,465.36 99.96% 86,227.73 99.88% 79,655.93 99.99%
其他业务收入 41.46 0.04% 99.72 0.12% 2.53 0.01%
营业收入合计 101,506.81 100.00% 86,327.45 100.00% 79,658.46 100.00%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度 ，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9,658.46 万元、86,327.45 万元和
101,506.81万元，收入及盈利能力持续、稳定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炭/炭热场材料发展势头较好，订单
增速较快，收入增幅较大。

2、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照业务结构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产品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军品

军用小型固体火
箭 9,239.96 9.11% 14,629.94 16.97% 20,032.70 25.15%

固体火箭发动机
耐烧蚀组件 3,953.54 3.90% 4,234.34 4.91% 7,502.07 9.42%

小计 13,193.50 13.00% 18,864.28 21.88% 27,534.77 34.57%

民品

增雨防雹火箭及
配套装备 28,515.42 28.10% 25,013.52 29.01% 19,573.72 24.57%

炭 /炭热场材料 39,205.63 38.64% 24,437.30 28.34% 16,199.44 20.34%
智能计重系统及
测控类系统集成 13,814.81 13.62% 15,205.13 17.63% 12,970.36 16.28%

其他民品 6,736.00 6.64% 2,707.50 3.14% 3,377.64 4.24%
小计 88,271.86 87.00% 67,363.45 78.12% 52,121.16 65.43%

合计 101,465.36 100.00% 86,227.73 100.00% 79,655.93 100.00%
公司主要从事小型固体火箭及其延伸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体包括小型固体火箭整箭及延

伸业务、固体火箭发动机核心材料及延伸业务及小型固体火箭测控技术延伸业务等。
小型固体火箭及其延伸业务主要分为军品的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和民品的增雨防雹火箭及配

套装备业务，2019年至 2020年， 上述业务收入呈上升趋势，2021 年由于军品业务受到海外疫情对业
务开展的影响而下降，小型固体火箭及其延伸业务收入及占比下降；

固体火箭发动机核心材料及延伸业务主要包括军品的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业务以及民品
的炭/炭热场材料业务，报告期内，上述业务收入及占比均增长较快；

小型固体火箭测控技术延伸业务主要包括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业务，报告期内，受到
不同项目开工时间及建设周期的影响，上述业务收入存在一定波动，在固体火箭发动机核心材料及延
伸业务收入增长的影响下，小型固体火箭测控技术延伸业务收入占比有所下降；

其他民品业务主要包括特种触头材料业务、民航飞机炭刹车盘业务、火箭模型业务以及民用固体
火箭技术业务，报告期内，上述业务收入整体占比较低。

（1）军品业务收入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产品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军品

军用小型固体火
箭 9,239.96 9.11% 14,629.94 16.97% 20,032.70 25.15%

固体火箭发动机
耐烧蚀组件 3,953.54 3.90% 4,234.34 4.91% 7,502.07 9.42%

小计 13,193.50 13.00% 18,864.28 21.88% 27,534.77 34.57%
报告期内，军品业务收入分别为 27,534.77 万元、18,864.28 万元和 13,193.50 万元，占比 34.57%、

21.88%和 13.00%。
2019年度，军品业务收入金额及占比较大，主要系（1）公司研制成功的小型制导火箭实现批产销

售导致军用小型固体火箭收入，满足了军品批量订购需求，收入大幅增加；（2）2019年公司固体火箭发
动机耐烧蚀组件的产品结构以大尺寸为主，复杂程度、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单位价格较高，另一方面，
作为十三五规划最后一年，2020年军品项目相对集中交付，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属于武器产品
配套部件，会提前一年左右交付，因而 2019 年产品交付量较大，因此，2019 年固体火箭按发动机耐烧
蚀组件业务收入较高。

2020年度，公司军品业务相较于 2019年有所下降，主要系（1）公司军用小型固体火箭收入受军品
订购需求影响明显，2020年，在国际政治局势、国际间政治关系及国家对军品资源配置安排、军费开支
计划等因素影响下，国际市场军贸类产品需求下降，军用小型固体火箭收入下降；（2）固体火箭发动机
耐烧蚀组件于 2019年集中交付，2020年市场需求下降，收入下降。

2021年度，公司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收入下降，主要系（1）在国内外局势、国家国防布局需要、
军费开支计划等因素作用下，军用小型固体火箭需求下降；（2）国际疫情形势严峻，公司国际军贸客户
对境外客户的关系维系、订单开拓和市场巩固受到海外疫情影响，在已有订单逐步交付后，国际军贸
类产品订单下降，军品收入下降。

（2）民品业务收入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产品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民品

增雨防雹火箭及配
套装备 28,515.42 28.10% 25,013.52 29.01% 19,573.72 24.57%

炭 /炭热场材料 39,205.63 38.64% 24,437.30 28.34% 16,199.44 20.34%
智能计重系统及测
控类系统集成 13,814.81 13.62% 15,205.13 17.63% 12,970.36 16.28%

其他民品 6,736.00 6.64% 2,707.50 3.14% 3,377.64 4.24%
小计 88,271.86 87.00% 67,363.45 78.12% 52,121.16 65.43%

1）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收入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的收入分别为 19,573.72 万元、25,013.52 万元和 28,515.42 万

元，占比分别为 24.57%、29.01%和 28.10%，报告期内，其收入和占比均较高。
2020年以来，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的收入呈上升趋势。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以应用于人

影作业的增雨防雹火箭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其他人工影响天气产品。 增雨防雹火箭的销售价格
是由中国气象局政府采购中心与公司经过谈判方式确定，2020年以来，增雨防雹火箭的销售平均单价
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作为加强防震减灾以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公共服务、保障
重大社会活动开展以及充分利用云水资源的重要举措，市场需求呈稳定增长趋势。 因而增雨防雹火箭
的收入增加。

2）炭/炭热场材料收入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炭/炭热场材料收入分别为 16,199.44 万元、24,437.30 万元和 39,205.63 万元，占比分别

为 20.34%、28.34%和 38.64%，报告期内，其收入和占比均较高且增速较快。
公司的炭/炭热场材料主要应用于太阳能级单晶硅直拉炉的热场系统， 其导热性能和强度性能更

为优越，可以有效降低生产耗能进而降低晶体硅组件的制造成本，是单晶硅生产设备的关键耗材，市
场需求旺盛。特别是 2020年以来，由于①下游光伏需求量有较大的增长，带动了上游炭/炭热场材料的
销售；②全国太阳能光伏装机总量增加，且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③国内高效单晶技术路线配套产品
需求不断增长，带来光伏生产设备结构化调整，炭/炭热场材料的销售增加，公司炭/炭热场材料收入呈
上升趋势。

3）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收入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智能计重系统实现收入分别为 12,970.36 万元、15,205.13 万元及 13,814.81 万元，占比

分别为 16.28%、17.63%及 13.62%。
智能计重系统以高速公路整车式动态汽车衡项目为主， 客户主要为各地的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及

管理部门等，客户采购一般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以技术和报价综合评分确定中标方，因此主要为招
标定价。

随着动态称重设备精度、过车速度、防作弊性能和自动化程度性能的不断提升，非现场执法、无人
值守治超检测、入口治超/劝返系统成为货运车辆治理超限的发展方向，智能计重系统延伸产品需求逐
渐释放。2020年，公司整合了内部市场资源，与部分省市就合作开发非现场执法达成协议，全面启动试
点工作，拓展了智能计重系统的市场，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收入上升。

国务院要求从 2020年 1月 1日起取消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不停车称重检测，统一按车（轴）型收
费， 随着现有订单逐渐交付，2020年开始市场需求逐渐下降， 公司 2021年智能计重系统销量随之下
降。

3、营业收入按销售区域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按销售区域分布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区域分布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东北地区 2,936.47 2.89% 2,597.08 3.01% 3,104.16 3.90%

华北地区 37,095.98 36.55% 28,322.54 32.81% 29,528.24 37.07%

华东地区 8,689.33 8.56% 6,828.18 7.91% 8,297.94 10.42%

华南地区 3,472.18 3.42% 1,976.92 2.29% 1,093.25 1.37%

华中地区 2,108.33 2.08% 5,014.44 5.81% 5,156.74 6.47%

西北地区 35,522.72 35.00% 30,944.58 35.85% 25,620.28 32.16%

西南地区 11,241.86 11.07% 10,172.65 11.78% 6,496.14 8.15%

境外地区 439.94 0.43% 471.07 0.55% 361.71 0.45%

合计 101,506.81 100.00% 86,327.45 100.00% 79,658.46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我国境内地区。 境外销售整体占比较低，主要系出口的少量

烟（焰）条和炭/炭热场材料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地区特征较为明显，主要集中在西北、华北地区。 公司在西北地区取得的

营业收入是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2.16%、35.85%和 35.00%， 主要系公司产品对安全运输的要求
较高，远距离运输易产生安全问题且运输成本较高所致，公司具有较为明显的区位优势。

2021 年度，公司在华北地区销售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是由于公司炭/炭热场材料的主要客户中环
股份、包头晶澳、河北晶龙、邢台晶龙等位于华北地区，上述客户及其子公司订单需求增加，导致华北
地区销售收入及占比增加。 此外，公司在西南地区的销售收入有所增长，主要由于光伏市场需求旺盛，
位于西南地区的热场材料产品主要客户四川晶科、曲靖晶龙和隆基股份等相继扩产，引起西南市场的
收入增长。

4、营业收入季节性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季节性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季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一季度 21,460.00 21.15% 11,537.63 13.38% 8,033.31 10.08%
二季度 29,456.51 29.03% 26,278.44 30.48% 24,392.70 30.62%
三季度 20,642.10 20.34% 28,276.56 32.79% 10,553.26 13.25%
四季度 29,906.75 29.47% 20,135.10 23.35% 36,676.66 46.05%
合计 101,465.36 100.00% 86,227.73 100.00% 79,655.93 100.00%

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地区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波动，二季度和四季度占比较高。 第二季度及第
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主要以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为主，一方面是受传统农业生产因素的影响，另一
方面春夏季节是各地区旱涝、风雹等极端天气的多发期，市场需求量高于其他季度；第四季度的营业
收入主要以军品业务、智能计重系统为主，其中：受军方预算审批的影响，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
集中在上半年收到订单，受产品生产周期较长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四季度交付；智能计重系统的客户
为各级交通管理部门，受政府结算特点的影响，项目验收多集中在四季度。

炭/炭热场材料产品收入与下游光伏行业需求相关，而下游光伏行业受国家产业政策、补贴政策、
宏观经济状况、产业链各环节发展均衡程度等因素影响，无明显季节性波动。 2020 年以来，炭/炭热场
材料收入及占比大幅上升，公司营业收入季节性变动不再明显。

报告期内，受业务特点的影响，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呈现类似的波动情况，与实际经营情况相符。
（二）营业成本分析
1、营业成本的整体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成本 72,093.90 99.97% 59,884.40 99.85% 55,094.90 100.00%
其他业务成本 24.54 0.03% 88.43 0.15% - -
合计 72,118.44 100.00% 59,972.82 100.00% 55,094.9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分别为 55,094.90 万元、59,972.82 万元和 72,118.44 万元，公司营业成本
以主营业务成本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呈上升趋势，主要系随着销售规模增加而增加，且部分
材料采购价格上涨所致。

2、主营业务成本按业务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按业务结构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产品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军品

军用小型固体火
箭 7,529.30 10.44% 10,975.48 18.33% 15,550.27 28.22%

固体火箭发动机
耐烧蚀组件 2,757.54 3.82% 3,081.02 5.14% 5,135.21 9.32%

小计 10,286.84 14.27% 14,056.50 23.47% 20,685.48 37.55%

民品

增雨防雹火箭及
配套装备 16,718.86 23.19% 14,826.31 24.76% 11,088.82 20.13%

炭 /炭热场材料 29,419.95 40.81% 16,667.56 27.83% 10,846.63 19.69%
智能计重系统及
测控类系统集成 10,640.12 14.76% 11,999.45 20.04% 9,738.44 17.68%

其他民品 5,028.14 6.97% 2,334.58 3.90% 2,735.52 4.97%
小计 61,807.07 85.73% 45,827.90 76.53% 34,409.42 62.45%

主营业务成本总计 72,093.90 100.00% 59,884.40 100.00% 55,094.9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军品业务成本分别为 20,685.48 万元、14,056.50 万元和 10,286.84 万元，占比分别

为 37.55%、23.47%和 14.27%； 民品业务成本分别为 34,409.42万元、45,827.90万元和 61,807.07万元，
占比分别为 62.45%、76.53%和 85.73%。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与收入构成一致。

（1）军品业务成本变动分析
1）军用小型固体火箭成本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军用小型固体火箭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成本类型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军用小型固
体火箭

直接材料 5,378.20 71.43% 9,040.80 82.37% 13,799.33 88.74%
直接人工 545.68 7.25% 497.21 4.53% 511.44 3.29%
制造费用 1,605.42 21.32% 1,437.46 13.10% 1,239.50 7.97%

小计 7,529.30 100.00% 10,975.48 100.00% 15,550.27 100.00%
军用小型固体火箭成本主要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构成，其中，直接材料为军品研制

与生产过程中所耗用的主要材料，直接人工为研制项目人员薪酬，制造费用为外协费、折旧费、项目管
理费用及设计实验费等。

报告期内，军用小型固体火箭成本分别为 15,550.27万元、10,975.48万元和 7,529.30万元。
2020年以来，一方面，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规模下降，因而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公司按照军品

订单产品需求进行生产， 因而公司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产品结构有所调整， 导致制造费用占比有所增
加。

2）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成本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成本类型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固体火箭
发动机耐
烧蚀组件

直接材料 1,779.45 64.53% 1,910.23 62.00% 3,061.00 59.61%
直接人工 223.10 8.09% 246.48 8.00% 464.16 9.04%
制造费用 754.99 27.38% 924.31 30.00% 1,610.04 31.35%

小计 2,757.54 100.00% 3,081.02 100.00% 5,135.21 100.00%
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的直接材料为生产领用的主要材料；直接人工为生产工人薪酬；制造

费用包括生产车间的管理人员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设备修理费、产品外协费、水电费及其他辅助
材料等。 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复杂，经营所需的厂房及机器设备规模大，
且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量大，导致制造费用在成本中的比例较高。

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于 2019年集中交付，2020 年市场需求下降，相应成本下降。 2020 年
起，受到国际供应商对公司耐烧蚀材料所用预制体生产原材料出口的严格管控，国内市场该原材料价
格大幅上升，因而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成本中直接材料占比增加。

（2）民品业务成本变动分析
1）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成本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成本类型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增雨防雹火
箭及配套装

备

直接材料 12,141.33 72.62% 10,527.94 71.01% 8,505.58 76.70%
直接人工 1,765.24 10.56% 1,768.52 11.93% 1,001.75 9.03%
制造费用 2,812.30 16.82% 2,529.85 17.06% 1,581.49 14.26%

小计 16,718.86 100.00% 14,826.31 100.00% 11,088.82 100.00%
增雨防雹火箭的直接材料为生产领用的主要材料，包括大伞、药柱及酚醛材料加工成的火箭部件

等，延伸人影产品的直接材料以定制化采购产品为主，包括火箭弹储运箱、人影作业指挥系统等；直接
人工为生产工人薪酬；制造费用包括生产车间的管理人员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设备修理费、产品
外协费、水电费及其他辅助材料等。

报告期内，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的成本构成较为稳定，直接材料占成本比例有所上升，主要
一是由于市场上原材料及耗用材料的价格有所上升，二是随着订单需求的增加，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
装备生产所需原材料数量同等幅度增加而人工成本涨幅有限。

2）炭/炭热场材料成本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炭/炭热场材料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成本类型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炭 / 炭热场
材料

直接材料 11,742.94 39.91% 6,221.16 37.32% 3,827.16 35.28%
直接人工 2,434.07 8.27% 2,185.81 13.11% 1,229.23 11.33%
制造费用 15,242.94 51.81% 8,260.58 49.56% 5,790.24 53.38%
小计 29,419.95 100.00% 16,667.56 100.00% 10,846.63 100.00%

炭/炭热场材料生产耗用的直接材料为碳纤维预制体；直接人工为生产工人薪酬；制造费用包括丙
烯、树脂及液氮等辅助性材料、生产车间的管理人员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设备修理费、产品外协
费及水电费等。 与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相同，炭/炭热场材料的生产工艺复杂，需要大规模的机
器设备投入，设备运营又主要以消耗电力为主且消耗金额大，因此，制造费用在成本中的占比较高。
2020年以来，由于公司炭/炭热场材料的订单需求量增加，公司完善了质量体系建设，在重点质量环节
监控的基础上，对部分部件加工采用外协和外购。 外购部件的采购费用计入直接材料成本，导致直接
材料成本占比略有增加；外协加工的费用归集后按照生产工时在各产品间计入制造费用，导致制造费
用占比略有增加。此外，由于公司订单量增加，炭/炭热场材料的产量大幅增加，直接影响生产的材料成
本同时增加，但人工成本的固定部分存在规模摊薄效应，并未同比例上升随着投产量的增加，因而直
接人工占比有所下降。

3）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成本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成本类型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智能计重系
统及测控类
系统集成

直接材料 9,158.48 86.07% 9,056.11 75.47% 5,617.34 57.68%
直接人工 640.46 6.02% 766.16 6.38% 609.51 6.26%
制造费用 82.69 0.78% 1,614.39 13.45% 1,097.15 11.27%
土建施工费 758.49 7.13% 562.80 4.69% 2,414.44 24.79%

小计 10,640.12 100.00% 11,999.45 100.00% 9,738.44 100.00%
智能计重系统的直接材料包括生产秤台耗用的钢材、外购秤台、计重传感器等各类配件；直接人

工为车间生产人员薪酬；制造费用主要包括生产车间的管理人员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设备修理
费及水电费等。 报告期内，智能计重系统的成本主要以直接材料和土建施工费为主。 测控类系统集成
的直接材料主要为设备或配件成本；直接人工为项目人员薪酬；制造费用为设备安装调试成本等。

报告期内，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成本中直接材料占比上升，主要系公司当年承接的系
统集成业务中需采购的设备比重较高所致；土建施工费占比下降，主要系公司新承接的项目需要承担
的土建施工量减少所致。

（三）毛利率分析
1、毛利率变动及具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实现毛利分别为 24,561.03 万元、26,343.33 万元、29,371.45 万元，毛利率

分别为 30.83%、30.52%和 28.95%。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按照业务板块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产品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军品

军用小型固体火
箭 1,710.66 18.51% 3,654.46 24.98% 4,482.43 22.37%

固体火箭发动机
耐烧蚀组件 1,196.00 30.25% 1,153.32 27.24% 2,366.86 31.55%

小计 2,906.66 22.03% 4,807.78 25.49% 6,849.29 24.88%

民品

增雨防雹火箭及
配套装备 11,796.56 41.37% 10,187.21 40.73% 8,484.89 43.35%

炭 /炭热场材料 9,785.69 24.96% 7,769.74 31.79% 5,352.81 33.04%
智能计重系统及
测控类系统集成 3,174.69 22.98% 3,205.68 21.08% 3,231.91 24.92%

其他民品 1,707.86 25.35% 372.92 13.77% 642.12 19.01%
小计 26,464.79 29.98% 21,535.55 31.97% 17,711.74 33.98%

总计 29,371.45 28.95% 26,343.33 30.52% 24,561.03 30.83%
（1）军品业务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军品业务实现毛利分别为 6,849.29 万元、4,807.78 万元和 2,906.66 万元。 2020 年以来

军品业务毛利下降，主要受到军用小型固体火箭需求量下降的影响。
1）军用小型固体火箭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实现毛利分别为 4,482.43 万元、3,654.46 万元和 1,710.66 万元，

毛利率分别为 22.37%、24.98%和 18.51%。
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中的部分探空火箭研制项目是国防科研项目，其资金来源为国防科研试制费，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提高国防科研试制费使用效益，该类项目需在保证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再
考虑科研过程所需的必要补偿和研制单位合理收益，因而此类项目毛利率水平较低。 报告期内，随着
公司小型制导火箭项目系列化、低成本化和多平台研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该类产品的毛利率有所上
升。 各军品项目的研制目标、研制及生产难度不同，各项目之间的价格可比性较弱，由于不同时期军品
业务结构不同，因而毛利率有所波动。

2）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 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业务实现毛利分别为 2,366.86 万元、1,153.32 万元和

1,196.00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31.55%、27.24%和 30.25%。
2020年，受到国际供应商对公司耐烧蚀材料所用预制体生产原材料出口的严格管控，国内市场该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业务毛利率下降。 2021年受到客户需求的影响，固
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产品中毛利率相对较高的反推喷管销售增加， 毛利率相对较低的穿刺喉衬
产品销售减少，因而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毛利率有所增加。

2、民品业务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民品业务实现毛利分别为 17,711.74万元、21,535.55 万元和 26,464.79 万元。 受益于下

游光伏市场需求的提升，炭/炭热场材料的毛利逐年增加，民品业务毛利增加。
1）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 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实现毛利分别为 8,484.89 万元、10,187.21 万元和 11,796.56

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43.35%、40.73%和 41.37%。 报告期内，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业务毛利率相对
稳定。

2）炭/炭热场材料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炭/炭热场材料实现毛利分别为 5,352.81 万元、7,769.74 万元和 9,785.69 万元，毛利率

分别为 33.04%、31.79%和 24.96%。
2020年以来，随着炭/炭热场材料业务规模增加，公司完善质量体系建设，在重点质量环节监控的

基础上，对部分部件加工采用外协和外购，外协加工费用增加、外购部件成本增加导致炭/炭热场材料
毛利率下降。

3）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 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实现毛利分别 3,231.91 万元、3,205.68 万元和

3,174.69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24.92%、21.08%和 22.98%。 报告期内，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
实现毛利和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受到承做业务中设备材料采购占比较高的影响，2020 年毛利率略有
下降。

2、发行人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比较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水平比较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可比公司销售毛利率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新余国科 49.12% 49.39% 48.04%
万集科技 48.18% 61.20% 45.85%
博云新材 32.72% 29.17% 24.72%
金博股份 57.27% 62.59% 61.68%
平均值 46.82% 50.59% 45.07%
中位值 48.65% 55.30% 46.95%
发行人综合 28.95% 30.53% 30.84%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公司报告期内综合毛利率略低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是由于各业务类别、各产品的占比有所

不同所致。 公司主要业务或产品的毛利率与可比公司比较如下：
（1）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
公司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业务与新余国科的民品业务类似。

可比公司
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新余国科 50.08% 55.85% 57.30%
发行人 41.37% 40.73% 43.35%

资料来源：新余国科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民品业务毛利率。
由于一方面，公司集中力量发展军用小型固体火箭的研制生产，为提高效率将增雨防雹火箭的部

分部件采用外购，而新余国科相应产品的自制率相对较高，自制成本低于外购；另一方面，公司的增雨
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主要是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而新余国科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外，还包括气象检测
设备、软件、数字化系统等，公司的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的各类产品结构与新余国科有所不同。 因
此，公司增雨防雹火箭及配套装备业务毛利率低于新余国科。

（2）炭/炭热场材料及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
公司的炭/炭热场材料及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与博云新材的民品业务主要产品类似。

可比公司
炭 /炭热场材料及固体火箭发动机耐烧蚀组件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博云新材 40.51% 34.11% 35.02%
发行人 25.44% 31.12% 32.57%

资料来源：博云新材定期报告中披露的航空航天及民用炭/炭复合材料毛利率。
由于公司炭/炭热场材料生产中对部分部件加工采用外协和外购，外协加工费用增加、外购部件成

本增加导致炭/炭热场材料毛利率较低，因而总体上该类产品毛利率优于博云新材。
公司的炭/炭热场材料与金博股份热场系统系列产品类似。

可比公司
炭 /炭热场材料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博股份 57.25% 62.98% 62.08%
发行人 24.96% 31.79% 33.04%

资料来源：金博股份定期报告中披露的热场系统系列产品毛利率。
由于（1）碳纤维预制体是用于炭/炭热场材料生产的重要构件，公司从外部采购碳纤维预制体，而

金博股份的预制体为自主生产取得，外购较自制成本更高；（2）为了最终产品能高密度、材质均匀，综
合使用寿命长，使用性价比好，公司的炭/炭热场材料生产工艺流程包括化学气相沉积、液相致密、石墨
化处理及机械加工等多个工序，而金博股份自制碳纤维预制体，采用单一碳源气体化学气相沉积技术
制备碳基复合材料，生产工序与公司相比较少，因而公司的生产设备数量多，折旧成本较高。 因此，公
司炭/炭热场材料毛利率低于金博股份。

（3）智能计重体系
公司的智能计重体系与万集科技的动态称重产品类似。

可比公司
智能计重体系及测控类系统集成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万集科技 49.67% 61.20% 45.85%
发行人 22.98% 21.08% 24.92%

资料来源：万集科技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动态称重产品毛利率。
万集科技的动态称重系列中的计重收费系统与公司的智能计重系统属于同类产品，具有可比性。

由于无法获取其计重收费系统的单项毛利率，在此选取动态称重系列产品的毛利率进行比较。 报告期
内，公司智能计重系统及测控类系统集成毛利率低于万集科技的动态称重系列毛利率，主要原因是由
于万集科技的动态称重系列产品种类较多，包括计重收费系统、超限检测系统、高低速动态称重系统
及便携式称重系统等，其中的超限检测系统及便携式称重系统的毛利率普遍较高，导致其动态称重系
列的综合毛利率较高。

（四）利润主要来源及经营成果变化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主要项目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营业总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总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总收入
比例

营业总收入 101,506.81 100.00% 86,327.45 100.00% 79,658.46 100.00%
营业总成本 88,917.46 87.60% 75,451.08 87.40% 69,893.03 87.74%
其中：营业成本 72,118.44 71.05% 59,972.82 69.47% 55,094.90 69.16%
税金及附加 677.20 0.67% 694.16 0.80% 610.37 0.77%
销售费用 4,049.26 3.99% 4,409.56 5.11% 4,341.71 5.45%
管理费用 5,920.42 5.83% 4,067.31 4.71% 4,479.60 5.62%
研发费用 6,436.09 6.34% 5,670.55 6.57% 4,617.45 5.80%
财务费用 -283.95 -0.28% 636.69 0.74% 748.99 0.94%
其中：利息费用 29.12 0.03% 925.91 1.07% 1,049.48 1.32%
利息收入 359.21 0.35% 366.18 0.42% 269.34 0.34%
加：其他收益 1,276.43 1.26% 290.74 0.34% 1,330.75 1.67%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108.37 0.11% - -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188.58 0.19% - - -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1,094.19 -1.08% 18.99 0.02% 186.4 0.2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139.68 -0.14% -237.19 -0.27% -303.62 -0.3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94.21 -0.19% -65.91 -0.08% -55.42 -0.07%

营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列） 12,734.65 12.55% 10,883.01 12.61% 10,923.55 13.71%

加：营业外收入 741.52 0.73% 547.52 0.63% 36.09 0.05%
减：营业外支出 5.87 0.01% 30.31 0.04% 0.51 0.00%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号填列） 13,470.30 13.27% 11,400.22 13.21% 10,959.14 13.76%

减：所得税费用 1,235.02 1.22% 1,056.28 1.22% 1,064.38 1.34%
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12,235.29 12.05% 10,343.95 11.98% 9,894.75 12.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2,235.29 12.05% 10,343.95 11.98% 9,894.75 12.42%

1、营业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的变动情况及分析参见本节之“二、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营业收入分

析”的相关内容。
2、营业成本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的变动情况及分析参见本节之“二、盈利能力分析”之“（二）营业成本分

析”的相关内容。
3、期间费用分析
（1）期间费用整体占比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期间费用金额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销售费用 4,049.26 3.99% 4,409.56 5.11% 4,341.71 5.45%
管理费用 5,920.42 5.83% 4,067.31 4.71% 4,479.60 5.62%
研发费用 6,436.09 6.34% 5,670.55 6.57% 4,617.45 5.80%
财务费用 -283.95 -0.28% 636.69 0.74% 748.99 0.94%
合计 16,121.82 15.88% 14,784.11 17.13% 14,187.75 17.81%

公司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 各期分别为 14,187.75 万元、
14,784.11万元和 16,121.82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是 17.81%、17.13%和 15.88%。 期间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例相对保持稳定，且整体变动趋势与营业收入匹配。

（2）销售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销售费用主要项目及所占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销售服务费 1,883.52 46.52% 1,411.48 32.01% 1,484.71 34.20%
交通运输费 15.96 0.39% 1,169.39 26.52% 1,048.58 24.15%
职工薪酬 1,259.71 31.11% 992.75 22.51% 1,002.09 23.08%
差旅费 406.95 10.05% 469.38 10.64% 505.17 11.64%
业务招待费 121.85 3.01% 98.45 2.23% 105.96 2.44%
招标费 183.54 4.53% 94.03 2.13% 60.02 1.38%
广告宣传费 123.33 3.05% 80.95 1.84% 45.08 1.04%
其他费用 54.40 1.34% 93.14 2.11% 90.10 2.08%
合计 4,049.26 100.00% 4,409.56 100.00% 4,341.71 100.00%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发生额分别为 4,341.71万元、4,409.56万元和 4,049.2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5.45%、5.11%和 3.99%，各期销售费用率基本保持稳定。销售服务费、交通运输费和职工薪酬
是公司销售费用的主要组成。

公司销售服务费主要由技术服务费、设备安装费、计量检定费以及其他售后服务费构成。 技术服
务费主要为公司向各地人影办采购的增雨防雹火箭弹培训指导及作业后的残骸回收服务等技术服
务； 设备安装费主要为公司增雨防雹配套设备或者智能计重系统产品出售后委托当地人员进行安装
的费用；计量检定费主要为公司销售的智能计重系统相关产品的计量检定服务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
销售服务费分别为 1,484.71 万元、1,411.48 万元和 1,883.52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86%、
1.64%和 1.86%，随着业务规模增加公司 2021 年销售服务费有所增加，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服务费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总体上相对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职工薪酬分别为 1,002.09万元、992.75万元和 1,259.7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1.26%、1.15%和 1.24%。公司销售职工薪酬整体上呈上升趋势，销售人员按月考核，除增雨
防雹火箭及其配套装备业务以及军用小型固体火箭业务按月度营业收入或生产计划部下达的月任务
目标考核外，公司其他业务均以销售回款为考核基础。 随着公司整体销售规模上升，回款情况良好，销
售人员职工薪酬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中的交通运输分别为 1,048.58 万元、1,169.39 万元和 15.96 万元，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1.32%、1.35%和 0.02%。 2021年公司交通运输费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
要求，将交通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所致，2021年销售费用中的交通运输费主要是销售业务接待性用车
运输费、停车费、保险费等。

（3）管理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管理费用主要项目及所占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职工薪酬 2,976.95 50.28% 2,305.98 56.70% 2,621.59 58.52%
无形资产摊销 342.48 5.78% 348.62 8.57% 325.39 7.26%
修理费 1,392.84 23.53% 235.74 5.80% 258.91 5.78%
办公费 155.06 2.62% 213.39 5.25% 283.72 6.33%
咨询顾问费 162.16 2.74% 169.05 4.16% 180.12 4.02%
折旧费 174.71 2.95% 138.10 3.40% 248.85 5.56%
交通运输费 90.92 1.54% 136.95 3.37% 162.87 3.64%
差旅费 51.61 0.87% 44.93 1.10% 59.53 1.33%
业务招待费 42.49 0.72% 30.76 0.76% 40.77 0.91%
房屋租金 32.95 0.56% 26.00 0.64% 27.44 0.61%
邮电通讯费 13.87 0.23% 22.03 0.54% 21.63 0.48%
董事会费 14.47 0.24% 15.22 0.37% 16.84 0.38%
其他费用 469.90 7.94% 380.56 9.36% 231.94 5.18%
合计 5,920.42 100.00% 4,067.31 100.00% 4,479.60 100.00%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的发生额分别是 4,479.60万元、4,067.31万元、5,920.42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5.62%、4.71%和 5.83%。 管理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和修理费组成。

2020年管理人员职工薪酬较低，主要由于政府机构阶段性减免了公司承担的部分社保费用，管理
员工薪酬总数下降，使得 2020年管理费用下降。

2021年管理费用上升，主要是由于维修费用上升。 公司管理费用中的修理费主要系炭/炭热场材
料业务相关设备的修理维护支出，该业务所需设备投入大、维护成本高，随着下游光伏行业市场需求
的提升，炭/炭热场材料投产量大幅增加，为保障产品质量，公司对主要设备进行修理维护。 报告期内，
修理费呈上升趋势。 2021年管理费用中的修理费金额及占比较高，主要是炭/炭热场材料业务规模扩
张，主要生产设备使用产生的修理维护较多。

（4）研发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研发费用主要项目及所占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材料费 3,109.22 48.31% 2,805.50 49.47% 1,807.65 39.15%
职工薪酬 2,120.08 32.94% 1,421.55 25.07% 1,328.06 28.76%
试验试制费 791.66 12.30% 828.49 14.61% 1,143.34 24.76%
差旅费 98.33 1.53% 31.15 0.55% 65.95 1.43%
其他费用 316.79 4.92% 583.86 10.30% 272.46 5.90%
合计 6,436.09 100.00% 5,670.55 100.00% 4,617.45 100.00%

公司的研发费用主要由材料费、职工薪酬和试验试制费等构成。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的发生额分
别为 4,617.45万元、5,670.55万元和 6,436.09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80%、6.57%和 6.34%。
公司始终重视新产品与新技术的研发，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增长较快主要一方面系为激励研发人员积
极性而研发人员平均薪酬增加，另一方面系公司开展的研发项目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财务费用主要项目及所占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利息支出 29.12 925.91 1,049.48
减：利息收入 359.21 366.18 269.34
汇兑损益 27.48 62.51 -51.48
其他 18.66 14.44 20.33
合计 -283.95 636.69 748.99

公司各期财务费用分别为 748.99 万元、636.69 万元和-283.95 万元。 2021 年度财务费用大幅下
降，主要系公司在 IPO募集资金到位后，以 IPO募集资金偿还短期借款因而短期借款余额下降所致。

4、其他收益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政府补助 1,272.14 285.65 1,330.75
个税手续费返还 4.29 5.09 -
合计 1,276.43 290.74 1,330.75

2019年度、2020年度和 2021年度，公司其他收益分别为 1,330.75万元、290.74万元和 1,276.43万
元，其中主要是政府补助，包括专利奖励、项目奖励、政策奖励等。

5、投资收益
2019年度、2020年度和 2021年度，公司投资收益分别为 0.00 万元、0.00 万元、108.37 万元。 2021

年新增投资收益主要是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结构化存款，收到的结构化存款收益。
6、信用减值损失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997.31 1.09 82.98

应收票据减值损失 -100.85 1.18 33.17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3.97 16.72 70.26

合计 -1,094.19 18.99 186.40
2019年度、2020年度和 2021年度， 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分别为 186.40 万元、18.99 万元、-1,094.19

万元。公司将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账准备计入信用减值损失。报告期内主要信用
减值损失是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减值损失，具体情况及分析参见本节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一）资
产状况”之“2、流动资产的构成及分析”之“（3）应收账款”的相关内容。

（下转 D7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