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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每股净资产＝归母净资产/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5、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2/（应收账款当期期末账面价值+应收账款上期期末账面价值）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2/（存货当期期末账面价值+存货上期期末账面价值）
7、息税前利润＝净利润+所得税+利息支出
8、利息保障倍数＝（净利润+所得税+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9、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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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因公司于 2022 年 6 月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20 年、2021 年的每股净资产、每股经

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和每股净现金流量中的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已进行同期可比调整。
（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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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计算公司报告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扣 除 非 经 常
损益前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75 0.56 0.6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75 0.56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3% 18.96% 23.10%

扣 除 非 经 常
损益后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64 0.55 0.5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64 0.55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6% 18.54% 22.42%

（三）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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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公司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3.10 - -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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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1.80 380.16 7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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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60 -38.24 2.1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 0.81 19.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4 32.86 77.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0.42 381.97 403.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07.23 113.66 165.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5,574.65 643.90 935.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125.33 29,321.96 31,767.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550.68 28,678.05 30,831.43

五、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
（一）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 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
行。

2、2018 年 12 月 7 日，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并要求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3、2021 年 12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关于企业
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4、2022 年 12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关于发行

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
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
开始执行。

报告期内，除上述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部分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调整外，公司未发生会计政策
变更事项。

（二）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三）会计差错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六、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1、资产构成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124,708.74 51.23% 116,531.21 64.86% 109,519.40 63.21%
非流动资产 118,713.02 48.77% 63,132.66 35.14% 63,750.15 36.79%
资产合计 243,421.76 100.00% 179,663.87 100.00% 173,269.55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资产规模逐年递增，从 2020 年末的 173,269.55 万元增长至 2022 年末的
243,421.76 万元。 发行人资产逐年递增的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1）发行人业务规模扩大，经营
业绩的持续积累；（2）发行人 2022 年在罗源设立子公司并新建厂房及生产线，导致 2022 年末非流
动资产规模扩大。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63.21%、64.86%和 51.23%，公司资产
的整体流动性较好，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

2、流动资产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46,557.33 37.33% 13,077.63 11.22% 22,482.53 20.53%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9,606.28 8.24% 5,632.22 5.14%
应收票据 807.83 0.65% 504.59 0.43% 1,767.17 1.61%
应收账款 47,700.52 38.25% 55,450.82 47.58% 39,523.55 36.09%
应收款项融资 75.48 0.06% 2,663.91 2.29% 14,463.13 13.21%
预付款项 2,320.16 1.86% 2,722.35 2.34% 794.42 0.73%
其他应收款 112.38 0.09% 235.54 0.20% 120.63 0.11%
存货 25,205.50 20.21% 32,117.02 27.56% 24,556.97 22.42%
其他流动资产 1,929.55 1.55% 153.07 0.13% 178.79 0.16%
流动资产合计 124,708.74 100.00% 116,531.21 100.00% 109,519.40 100.00%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构成，报告期各期末，上述三项资产合计占公
司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79.04%、86.36%和 95.79%。

公司主要流动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1）货币资金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货币资金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库存现金 0.47 0.46 0.45
银行存款 45,777.31 13,077.17 22,482.07
其他货币资金 779.55 - -
合计 46,557.33 13,077.63 22,482.53
其中 ：因抵押 、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
限制的款项总额 1,864.86 - -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货币资金分别为 22,482.53 万元、13,077.63 万元和 46,557.33 万元。 2022
年末受限资金系公司开立不可撤销的国际信用证保证金 779.55 万元和子公司福蓉源制造收到的
园区配套宿舍奖补专项资金 1,085.31 万元监管使用。 货币资金余额的波动原因参见本节“八、现金
流量分析”。

（2）交易性金融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9,606.28 5,632.22

其中：结构性存款 - 9,606.28 5,632.22
合计 - 9,606.28 5,632.22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分别为 5,632.22 万元、9,606.28 万元和 0.00 万元，均为公
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资金购买的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

（3）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款项融资 75.48 2,663.91 14,463.13
应收票据 850.34 504.59 1,767.17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 850.34 504.59 1,767.17
商业承兑汇票 - - -
减：坏账准备 42.52 - -
合计 883.30 3,168.50 16,230.30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合计账面价值分别为 16,230.30 万元、3,168.50
万元和 883.30 万元，占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 14.82%、2.72%和 0.71%。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账面价值逐年减少，主要原因为：（1）2021 年末，
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账面价值较 2020 年末下降 80.48%， 主要系公司主要客户比亚迪推
广使用迪链权证，自 2020 年逐步通过迪链权证方式支付货款，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有所减少，
导致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减少；（2）2022 年，受下游消费电子市场需求影响，公司 2022 年下半
年主营业务收入低于 2021 年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导致 2022 年末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账面价
值减少。

（4）应收账款
①应收账款变动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39,523.55 万元、55,450.82 万元和 47,700.52 万

元，占流动资产比重分别为 36.09%、47.58%和 38.25%。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随
着营业收入逐年增长而增长。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与当期营业收入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50,969.92 58,484.20 42,218.09
坏账准备 3,269.40 3,033.38 2,694.54
账面价值 47,700.52 55,450.82 39,523.55
账面余额/营业收入 22.61% 30.29% 25.52%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25.52%、30.29%和
22.61%。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先上升后下降，原因为：（1）公司主要客户比亚迪
推广使用迪链权证，自 2020 年逐步通过迪链权证方式支付货款，鉴于收到迪链权证不满足应收账
款终止确认的条件，公司仍在应收账款科目核算收到的迪链权证，导致 2021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大
幅增加；（2）2022 年，受下游消费电子市场需求影响，公司 2022 年下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低于 2021
年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导致 2022 年应收账款余额减少。

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按类别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按单项 计提 坏 账 准 备 的
应收账款 1,488.68 2.92 795.34 53.43 693.35

按账龄 组合 计 提 坏 账 准
备的应收账款 49,481.24 97.08 2,474.06 5.00 47,007.18

合计 50,969.92 100.00 3,269.40 6.41 47,700.52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按单项 计提 坏 账 准 备 的
应收账款 101.68 0.17 101.68 100.00 -

按账龄 组合 计 提 坏 账 准
备的应收账款 58,382.52 99.83 2,931.70 5.02 55,450.82

合计 58,484.20 100.00 3,033.38 5.19 55,450.82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按单项 计提 坏 账 准 备 的
应收账款 597.62 1.42 597.62 100.00 -

按账龄 组合 计 提 坏 账 准
备的应收账款 41,620.47 98.58 2,096.92 5.04 39,523.55

合计 42,218.09 100.00 2,694.54 6.38 39,523.55
其中，按账龄组合及预期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含 1 年） 49,481.24 5% 2,474.06 58,369.28 5% 2,918.46

1-2 年（含 2 年 ） - 10% - - 10% -

2-3 年（含 3 年 ） - 50% - - 50% -

3 年以上 - 100% - 13.24 100% 13.24

合计 49,481.24 5% 2,474.06 58,382.52 5.02% 2,931.70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含 1 年） 41,603.74 5% 2,080.19

1-2 年（含 2 年 ） - 10% -

2-3 年（含 3 年 ） - 50% -

3 年以上 16.74 100% 16.74

合计 41,620.47 5.04% 2,096.92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稳定，账龄在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均在 99%以上，主要
系信用期内销售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 公司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下游客户资
质良好，不存在长期未回收的大额应收账款，应收账款的安全性较高、质量较好。

③主要欠款客户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欠款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比
例

与公司关系

1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3,511.77 1 年以内 26.51% 无关联关系

2 Samsung Electronics H.K. Co., Ltd. 7,717.31 1 年以内 15.14% 无关联关系

3 立铠精密科技 （盐城 ）有限公司 7,504.35 1 年以内 14.72% 无关联关系

4 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 6,116.52 1 年以内 12.00% 无关联关系

5 捷普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5,262.33 1 年以内 10.32% 无关联关系

合计 40,112.27 - 78.70% -
注：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系按法人单位口径披露。
（5）预付款项
报告期内，公司预付款项主要为预付材料采购款。 报告期各期末，预付款项分别为 794.42 万

元、2,722.35 万元和 2,320.16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0.73%、2.34%和 1.86%。 鉴于公司原
材料主要为铝锭等大宗商品，公司需向供应商预付材料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预付款项的账龄构成
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2,319.97 99.99% 2,722.35 100.00% 794.36 99.99%
1 至 2 年 0.18 0.01% - - 0.06 0.01%
合计 2,320.16 100.00% 2,722.35 100.00% 794.42 100.00%

（6）其他应收款
报告期各期末，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余额 139.66 254.40 134.79
坏账准备 27.29 18.86 14.15
其他应收款净额 112.38 235.54 120.63

报告期各期末，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应收保证金、定金及备用金，余额较小。
（7）存货
①存货构成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净值 比例 净值 比例 净值 比例

原材料 13,935.30 55.29% 14,293.67 44.50% 13,435.15 54.71%
发出商品 7,493.74 29.73% 13,200.41 41.10% 8,041.82 32.75%
库存商品 1,756.62 6.97% 1,482.15 4.61% 1,453.68 5.92%
自制半成品 802.89 3.19% 1,925.15 5.99% 637.42 2.60%
周转材 料及低 值 易 耗
品 1,104.07 4.38% 949.42 2.96% 832.18 3.39%

合同履约成本 112.87 0.45% 223.01 0.69% 131.2 0.53%
委托加工物资 - - 43.21 0.13% 25.52 0.10%
合计 25,205.50 100.00% 32,117.02 100.00% 24,556.97 100.00%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发出商品、库存商品和自制半成品构成，存货构成基本稳定。 其中，原
材料主要为铝锭、圆铸锭和中间合金等，发出商品和库存商品主要为铝制结构件材料。 报告期各期
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24,556.97 万元、32,117.02 万元和 25,205.50 万元，占流动资产比重分
别为 22.42%、27.56%和 20.21%。

②存货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与营业成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成本 174,007.06 147,498.32 116,159.98
存货 25,205.50 32,117.02 24,556.97
期末存货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14.49% 21.77% 21.14%
存货周转率（次/年） 6.07 5.21 5.48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2021 年末存货金额大于 2020 年末、2022 年末，主要系公司 2021 年第四
季度订单较多，2021 年末发出商品金额较大。

③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
公司于每个会计期末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库存商品跌价准备 106.96 57.30 232.69
自制半成品跌价准备 12.95 16.17 15.41
发出商品跌价准备 - - -
合计 119.91 73.46 248.11

④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A、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产品类别、库龄分布及占比、跌价准备计提明细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库龄及跌价准备计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 年以内 1 年以上 小计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3,590.98 344.32 13,935.30 - 13,935.30
发出商品 7,490.31 3.43 7,493.74 - 7,493.74
库存商品 1,796.86 66.72 1,863.59 106.96 1,756.62
自制半成品 815.83 0.01 815.84 12.95 802.89
周转材料及低值易耗品 235.38 868.69 1,104.07 - 1,104.07
合同履约成本 112.87 - 112.87 - 112.87
委托加工物资 - - - - -
合计 24,042.23 1,283.17 25,325.40 119.91 25,205.50
占比 94.93% 5.07% 100.00% — —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年以内 1 年以上 小计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4,054.07 239.60 14,293.67 - 14,293.67
发出商品 13,196.91 3.49 13,200.41 - 13,200.41
库存商品 1,221.87 317.57 1,539.45 57.30 1,482.15
自制半成品 1,940.41 0.91 1,941.32 16.17 1,925.15
周转材料及低值易耗品 194.89 754.53 949.42 - 949.42
合同履约成本 223.01 - 223.01 - 223.01
委托加工物资 43.21 - 43.21 - 43.21
合计 30,874.37 1,316.10 32,190.49 73.47 32,117.02
占比 95.91% 4.09% 100.00% — —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年以内 1 年以上 小计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2,687.30 747.85 13,435.15 - 13,435.15
发出商品 8,039.88 1.95 8,041.82 - 8,041.82
库存商品 1,347.63 338.74 1,686.37 232.69 1,453.68
自制半成品 629.60 23.23 652.83 15.41 637.42
周转材料及低值易耗品 167.53 664.64 832.18 - 832.18
合同履约成本 131.20 - 131.20 - 131.20
委托加工物资 25.52 - 25.52 - 25.52
合计 23,028.66 1,776.41 24,805.07 248.10 24,556.97
占比 92.84% 7.16% 100.00% — —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龄一年以内的存货余额占比分别为 92.84%、95.91%和 94.93%，库龄结
构健康，可变现能力较强。 公司库龄一年以上的存货占比较小，主要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周转材料
及低值易耗品等。 具体分析如下：

a、报告期内，公司库龄一年以上的原材料主要为圆铸锭。 圆铸锭属于铝制金属材料，其性能稳
定且不会变质，不易受时间因素影响，不存在库龄较长、无法继续生产领用等情形，仍具备使用价
值。 报告期内，产成品存在较高的毛利率空间，测算的成品可变现净值大于预计总成本，公司的原
材料圆铸锭未产生跌价损失；

b、报告期内，公司库龄一年以上的库存商品主要为深加工白材。 公司存在库龄一年以上的库
存商品主要是由于公司库存商品对应终端产品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
每年更新迭代，公司需对被迭代的产品保持小量的库存以满足客户补货需求。 公司基于终端产品
的迭代情况，建立预警机制，对超过一定时间无订单的产品、终端产品接近生命周期末端的备货库
存按照废铝的市场价值减去销售费用、相关税金为可变现净值计提跌价准备；

c、报告期内，公司库龄一年以上的周转材料及低值易耗品主要为模具。 模具属于可多次使用、
价值相对高的周转材料，公司有较高的管理需求，因此，公司对模具采用五五摊销法核算。

B、存货周转率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英力股份 3.48 3.97 4.45
格林精密 4.66 4.17 6.62
和胜股份 6.23 7.21 5.81
平均值 4.79 5.12 5.63
发行人 6.07 5.21 5.48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5.48、5.21 和 6.07，存货周转率较为稳定，公司的存货周
转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具有合理性。

C、期后销售情况
a、报告期内，公司发出商品余额、期后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发出商品余额 7,493.74 13,200.41 8,041.82
期后销售金额 7,328.38 12,968.12 8,025.85
期后销售占比 97.79% 98.24% 99.80%

注：期后销售金额统计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发出商品期后销售占比在 97%以上，基本上已实现销售。
b、报告期内，公司库存商品余额、期后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库存商品余额 1,863.59 1,539.45 1,686.37
期后销售金额 798.93 843.51 1,072.29
期后销售占比 42.87% 54.79% 63.59%
期后未销售金额 1,064.66 695.94 614.08
跌价准备余额 106.96 57.30 232.60
跌价准备余额/
期后未销售金额 10.05% 8.23% 37.88%

注：期后销售金额统计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报告期各期末，库存商品期后实现销售的比例分别为 63.59%、54.79%和 42.87%。 公司库存商

品期后未完全销售，主要原因为公司库存商品对应的终端消费电子产品（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
等）每年更新迭代，公司需对被迭代的产品保持小量的库存以满足客户补货需求。 公司基于终端产
品的迭代情况，建立预警机制，对于超过一定时间无订单的产品、终端产品接近生命周期末端的备
货库存进行识别，按照废铝的市场价值减去销售费用、相关税金为可变现净值计提跌价准备，或直
接报废处理。 2021 年末跌价准备余额占期后未销售金额的比例较低，主要原因为 2021 年铝锭价格
上涨幅度较大，用于判断预计可变现净值的废铝价格上涨较多，公司采用同样原则判定，部分预计
可能存在跌价风险的库存商品余额低于可变现净值， 整体测算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较小；2022 年
末，跌价准备余额占期后未销售金额的比例较低，主要原因为 2022 年铝锭价格仍处于较高水平，
同时期后时间较短。

D、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行业上市公司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率对比如下：

证券简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英力股份 11.10% 4.66% 2.67%
格林精密 14.66% 8.67% 11.49%
和胜股份 2.21% 1.53% 1.81%
平均值 9.32% 4.95% 5.32%
发行人 0.47% 0.23% 1.00%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率为 1.00%、0.23%和 0.47%，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与
英力股份、格林精密存在一定差异，但与和胜股份接近，主要原因为存货可变现净值受产品材质的
种类影响较大。 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和胜股份存货材质与公司一致，均为铝制产品，铝制产品属于可
回收可利用的再生资源，报废的铝制产品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基础为废铝的回收价值；和胜股份存
货跌价准备率高于发行人，主要系受其汽车部件业务规模变动影响（和胜股份 2022 年 1 月定增反
馈回复披露），而发行人无汽车部件相关业务，因此和胜股份存货跌价准备率高于发行人；同行业
上市公司英力股份、格林精密均存在注塑产品业务，在产品报废的情况下回收价值不如铝制品，因
此产生的跌价金额高于铝制品。 以铝制产品为主要业务的上市公司期末存货跌价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存货跌价准备率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创新新材（600361.SH） 0.35% 0.08% -
和胜股份（002824.SZ） 2.21% 1.53% 1.81%
明泰铝业（601677.SH） 0.39% 0.30% 1.78%
南山铝业（600219.SH） 0.15% 0.00% 0.05%
亚太科技（002540.SZ） 0.69% 0.64% 0.78%
鑫铂股份（003038.SZ） 0.16% 0.16% 0.58%
豪美新材（002988.SZ） 3.64% 0.06% 0.07%
平均值 1.08% 0.40% 0.72%
剔除豪美新材平均值（注） 0.66% 0.45% 0.83%
发行人 0.47% 0.23% 1.00%

注：豪美新材 2022 年存货跌价准备率较高，根据其年报披露，主要系其子公司科建装饰正在
履行以前年度项目，未签定新项目，因原材料价格上涨，未履行完合同成本上升，导致合同亏损，因
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率与以铝制产品为主要业务的上市公司较为接近，
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较为充分。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库龄主要在一年以内；存货期后销售情况较好；报告期内存货周转率
与同行业基本一致； 报告期各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率与以铝制产品为主要业务的上市公司差异较
小；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符合会计准则及自身实际情况，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8）其他流动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待认证进项税额和留抵税额 1,741.00 0.02 141.43
应收退货成本 188.55 153.06 37.36
结构性存款 - - -
合计 1,929.55 153.07 178.79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余额分别为 178.79 万元、153.07 万元和 1,929.55 万元。 2022

年末，公司待认证进项税额和留抵税额大幅增加，主要系罗源子公司工程设备投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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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固定资产 49,195.95 41.44% 50,997.45 80.78% 51,742.08 81.16%
在建工程 35,854.49 30.20% 5,949.10 9.42% 1,902.25 2.98%
无形资产 24,921.41 20.99% 4,761.04 7.54% 4,875.13 7.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57.28 0.89% 693.26 1.10% 609.13 0.96%
其他非流动资产 7,683.89 6.47% 731.81 1.16% 4,621.55 7.2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8,713.02 100.00% 63,132.66 100.00% 63,750.15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分别为 63,750.15 万元、63,132.66 万元和 118,713.02 万元。 公
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构成，报告期各期末，上述三项资产合计占非
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91.79%、97.74%和 92.64%。

（1）固定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及其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净值 比例 净值 比例 净值 比例

机器设备 29,028.90 59.01% 30,193.50 59.21% 31,479.83 60.84%
房屋及建筑物 19,874.72 40.40% 20,667.49 40.53% 20,090.87 38.83%
运输设备 75.52 0.15% 45.79 0.09% 48.46 0.09%
其他 216.82 0.44% 90.24 0.18% 122.92 0.24%
小计 49,195.95 100.00% 50,997.02 100.00% 51,742.08 100.00%
固定资产清理 - - 0.44 0.00% - 0.00%
合计 49,195.95 100.00% 50,997.45 100.00% 51,742.08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51,742.08 万元、50,997.45 万元和 49,195.95 万
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81.16%、80.78%和 41.44%，2022 年末公司固定资产占比下降主要系公
司当年投资建设罗源子公司新增在建工程、土地及预付设备款导致非流动资产规模扩大所致。

（2）在建工程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建工程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在建工程 27,850.33 1,188.98 1,902.25
工程物资 8,004.16 4,760.12 -
合计 35,854.49 5,949.10 1,902.25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建工程分别为 1,902.25 万元、5,949.10 万元和 35,854.49 万元，占非流动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98%、9.42%和 30.20%。 2021 年末、2022 年末，工程物资余额主要为尚未安装
的机器设备；2022 年末，在建工程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 2022 年投资建设罗源子公司。

（3）无形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土地使用权 24,916.81 99.98% 4,760.48 99.99% 4,873.82 99.97%
软件 4.60 0.02% 0.56 0.01% 1.30 0.03%
合计 24,921.41 100.00% 4,761.04 100.00% 4,875.13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无形资产分别为 4,875.13 万元、4,761.04 万元和 24,921.41 万元，占非流动
资产的比例为 7.65%、7.54%和 20.99%，2022 年末，无形资产大幅增加主要系罗源子公司购置工业
用地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为预付工程设备款。
（二）负债分析
1、负债构成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44,068.41 78.57% 13,607.25 91.20% 19,541.24 81.94%
非流动负债 12,021.42 21.43% 1,312.62 8.80% 4,307.34 18.06%
负债合计 56,089.83 100.00% 14,919.87 100.00% 23,848.58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23,848.58 万元、14,919.87 万元和 56,089.83 万元。从负债
结构来看， 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 报告期内， 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1.94%、
91.20%和 78.57%。报告期内，公司负债总额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1）2020 年末至 2021 年末，公司
负债总额下降，主要系公司 2019 年首发募集资金到位后，权益融资增加，且公司新增资本性支出
较少，借款融资逐步减少；（2）2022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增加，主要系公司罗源子公司项目投资建
设，导致银行借款有所增加。

2、流动负债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短期借款 2,602.76 5.91% 1,500.00 11.02% 6,700.00 34.29%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29.89 0.22% - -
应付账款 21,451.14 48.68% 5,111.89 37.57% 6,468.31 33.10%
预收款项 - - 56.98 0.42% 41.22 0.21%
合同负债 814.64 1.85% 217.54 1.60% 55.80 0.29%
应付职工薪酬 725.46 1.65% 553.66 4.07% 749.92 3.84%
应交税费 3,099.58 7.03% 1,522.56 11.19% 1,351.51 6.92%
其他应付款 4,634.84 10.52% 3,031.22 22.28% 3,227.93 16.5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17.50 22.73% 1,000.00 7.35% 200.00 1.02%
其他流动负债 722.48 1.64% 583.51 4.29% 746.55 3.82%
流动负债合计 44,068.41 100.00% 13,607.25 100.00% 19,541.24 100.00%

（1）短期借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短期借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保证借款 2,500.00 1,500.00 6,700.00
商业汇票贴现 100.00 - -
应付利息 2.76 - -
合计 2,602.76 1,500.00 6,700.00

短期借款主要系公司为满足日常运营需要借入的银行借款。 公司于 2019 年首发募集资金到
位后，短期借款总体呈下降趋势。

（2）应付账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账款金额分别为 6,468.31 万元、5,111.89 万元和 21,451.14 万元，公司

应付账款主要包括材料采购款、应付工程款、应付设备款等。 2022 年末应付账款大幅增加，主要系
2022 年罗源子公司项目投建，导致应付工程设备款增加。

（3）应交税费
报告期各期末，应交税费按税种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企业所得税 2,884.75 1,196.56 1,161.73
增值税 - 59.90 -
其他税种 214.83 266.09 189.77
合计 3,099.58 1,522.56 1,351.51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交税费余额为 1,351.51 万元、1,522.56 万元和 3,099.58 万元，主要由企
业所得税构成。

（4）其他应付款
报告期各期末，其他应付款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保证金 1,090.70 351.14 484.37
技术服务费和业务经费 3,528.88 2,512.01 2,561.86
代收代付款项及其他 15.26 168.07 181.69
合计 4,634.84 3,031.22 3,227.93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分别为 3,227.93 万元、3,031.22 万元和 4,634.84 万元。 2022 年
末，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原因：公司设立子公司新建厂房及生产线，收取的供应商履约保证金有所
增加；公司 2022 年销售收入增加导致技术服务费相应增加。

（5）其他流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其他流动负债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预计质量损失 321.89 320.43 286.47
预计退货 258.21 206.96 54.40
待转销项税额 92.37 28.28 7.25
其他（未终止确认的票据背书） 50.00 27.84 398.43
合计 722.48 583.51 746.55

3、非流动负债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长期借款 9,806.71 81.58% 500.00 38.09% 3,800.00 88.22%
递延收益 2,214.70 18.42% 811.68 61.84% 502.51 11.67%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0.94 0.07% 4.83 0.1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021.42 100.00% 1,312.62 100.00% 4,307.34 100.00%

（1）长期借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长期借款分别为 3,800.00 万元、500.00 万元和 9,806.71 万元，公司长期借

款余额为保证借款， 其中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已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22 年末，公司长期借款增加，主要系公司罗源子公司项目投资建设，资金需求增加。

（2）递延收益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收益分别为 502.51 万元、811.68 万元和 2,214.70 万元，递延收益均为

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所示：

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2.83 8.56 5.60
速动比率（倍） 2.26 6.20 4.35
资产负债率（合并） 23.04% 8.30% 13.7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12.86% 8.30% 13.76%
财务指标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息税前利润（万元） 47,201.57 34,521.76 37,818.06
利息保障倍数 （倍） 69.41 187.68 77.45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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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和短期偿债指标存在一定波动。 2020 年至 2021 年，随着
公司 2019 年首发上市募集资金到位，权益融资增加，短期借款融资逐步减少，同时公司经营积累
增加，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逐步上升， 资产负债率逐步下降；2022 年初公司启动投资建设罗源子公
司，2022 年末应付账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有所增加，公司的负债率水平有所上升，短期偿
债能力相应下降。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为 23.04%，不存在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息税前利润分别为 37,818.06 万元、34,521.76 万元和 47,201.57 万元，利息保障
倍数分别为 77.45、187.68 和 69.41，公司具备较强的偿还借款利息的能力。

同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证券简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率（%）

英力股份 44.88 50.53 60.18
格林精密 17.84 19.76 35.53
和胜股份 46.68 48.93 39.16
平均值 36.47 39.74 44.95
发行人 23.04 8.30 13.76

流动比率

英力股份 1.83 1.29 1.13
格林精密 4.17 3.98 2.02
和胜股份 1.90 1.48 1.56
平均值 2.63 2.25 1.57
发行人 2.83 8.56 5.60

速动比率

英力股份 1.28 0.90 0.76
格林精密 3.58 3.31 1.67
和胜股份 1.47 1.13 1.19
平均值 2.11 1.78 1.21
发行人 2.26 6.20 4.35

注：数据来源于 Wind；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存在差异，主要系：①发行人业务板块聚焦于消费电子板块的
铝制结构件业务，而同行业上市公司业务范围较发行人广泛；②发行人主要面向苹果、三星等消费
电子中高端品牌，而同行业上市公司涉及的产品和终端品牌更多。 经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开披
露的年度报告、招股书等资料，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对应终端品牌如下：
项目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主要终端品牌

英力股份

从事消 费电子 产品 结
构件 模组及 相关 精密
模具的研发 、 设计 、生
产和销售

结构件模组 （93.78%）、精密
模具（6.22%）

服务的笔记本电脑终端应用品牌包括联想 、戴
尔 、小米 、宏碁 、惠普等全球主流及新兴笔记本
电脑品牌

格林精密
从事智 能终端 精密 结
构件 、 精密模 具的 研
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精密结构件 （93.55%）、精密
模具（6.45%）

成为亚马逊 、谷歌 、脸书 、联想 （含摩托 罗拉 ）、
TCL、华米 、菲比特等国内外全球智能终端知名
品牌的合格供应商

和胜股份 从事新 能源汽 车业 务
和消费电子业务

汽车部件（71.77%）、电子消
费品（17.80%）、耐用消费品
（8.64%）

在 3C 领域 ，配套主要终端客户有佳能 、小米 、华
为、OPPO、三星、索尼 、西部数据等 ；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 ，配套主要客户有 CATL、比亚迪 、理想 、
小鹏、广汽 、戴姆勒等

发行人
从事消 费电子 铝制 结
构件材料的研发 、生产
和销售

消费电子材（100.00%）
生产的铝制结构件材料主要用于苹果 、 三星等
品牌的中高端智能手机 、 折叠屏手机 、 平板电
脑 、笔记本电脑等产品

注 1：主要产品销售比例=该类产品销售收入 \ 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取自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发
行人 2022 年报数据）；

注 2：同行业公司上市公司主要终端品牌：英力股份取自 2022 年年报披露，格林精密取自创业
板首发招股书披露，和胜股份取自 2020 年社会责任报告披露。

综上，发行人专注于消费电子铝制结构件，面对的客户主要为三星、苹果等消费电子中高端品
牌，因此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存在差异。

（四）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周转率指标如下：
指标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4.37 4.07 4.92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天） 82.38 88.55 73.22
存货周转率（次 ） 6.07 5.21 5.48
存货周转天数 （天） 59.30 69.16 65.73

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证券简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英力股份 2.46 2.46 2.47
格林精密 3.61 2.89 3.75
和胜股份 3.23 3.68 3.58
平均值 3.10 3.01 3.27
发行人 4.37 4.07 4.92

存货周转率

英力股份 3.48 3.97 4.45
格林精密 4.66 4.17 6.62
和胜股份 6.23 7.21 5.81
平均值 4.79 5.12 5.63
发行人 6.07 5.21 5.48

1、应收账款周转率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为稳定，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处于较高水平。
2、存货周转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5.48、5.21 和 6.07，存货周转率较为稳定，公司的存货周

转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具有合理性。
（五）财务性投资情况
1、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认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除金融类

企业外，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是指：（1）财务性投资包括

但不限于：投资类金融业务；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不包括投资前后持股比例未增加的对集团
财务公司的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股权投资；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
款；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等。（2）金额较大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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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十（不包括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类金
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类金融业务指除人民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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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商业保理、典当及小额贷款等业务。

2、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资产科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主要构成 是 否 属 于 财 务 性
投资

1 其他应收款 112.38 保证金 、定金、备用金等 否

2 其他流动资产 1,929.55 待认证进项税额、 留抵税额和应收退货成
本 否

3 其他非流动资产 7,683.89 预付工程设备款 否

（1）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为 112.38 万元，主要为应收保证金、定金及备用金

等经营性往来款，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2）其他流动资产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为 1,929.55 万元，主要为待认证进项税额、留抵税

额和应收退货成本，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为 7,683.89 万元，主要为预付工程设备款，不属

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所述，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七、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成果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营业收入 225,386.35 16.74% 193,064.19 16.71% 165,416.31 27.30%
营业利润 39,384.32 15.55% 34,083.42 -7.42% 36,816.17 20.64%
利润总额 46,521.58 35.48% 34,337.82 -8.01% 37,329.80 21.16%
净利润 39,125.33 33.43% 29,321.96 -7.70% 31,767.38 20.77%
归属于 母公司 所有 者 的
净利润 39,125.33 33.43% 29,321.96 -7.70% 31,767.38 20.77%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 后 归
属 于母公 司所 有者的 净
利润

33,550.68 16.99% 28,678.05 -6.98% 30,831.43 20.83%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65,416.31 万元、193,064.19 万元和 225,386.35 万元，呈逐年
增长趋势，2020 年至 2022 年复合增长率达 16.73%，总体实现较快增长。

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增长 16.71%而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略微下降 6.98%，主要原因
为：（1）2021 年公司产品销量为 59,807.27 万吨，较 2020 年的 58,551.24 万吨略有增长，同时，2021
年原材料铝锭价格较 2020 年大幅增长，由于公司产品主要采用“基准铝价+加工费”的定价方式，
铝锭价格大幅上涨带动了销售单价的上涨， 因此 2021 年公司产品销量和单价的上涨导致公司营
业收入增长；（2）在出口业务中，公司与主要客户采用了协商确定价格的定价方式（综合考虑铝价
行情、竞争程度等因素），2021 年原材料铝锭价格大幅增长，销售价格调整略有滞后，导致公司出口
业务毛利较 2020 年有所下降。

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21 年同期同比增长 16.74%，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6.99%，
主要原因为：（1）公司抓住高端品牌旗舰机型等中高端机型需求旺盛的市场机遇，积极开拓市场，
实现销量同比上升，营业收入快速增长；（2）受高毛利产品销量占比提升以及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升
值等多方面因素影响，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较 2021 年同期有所提高，汇兑收益有所增长。

（一）营业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204,408.90 90.69% 176,614.72 91.48% 151,622.11 91.66%
其他业务收入 20,977.45 9.31% 16,449.47 8.52% 13,794.20 8.34%
营业总收入 225,386.35 100.00% 193,064.19 100.00% 165,416.31 100.00%

公司主要从事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生产产品经进一步加工
后用于制作智能手机中框结构件、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外壳等。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消费
电子材生产与销售，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废铝的销售。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65,416.31 万元、193,064.19 万元和 225,386.35 万元，2020 年至 2022 年复合增长率为 16.73%，总
体实现较快增长。 公司营收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1）近年来，远程办公和在线教育需求增加，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出货量持续增长。 报告期
内，公司抓住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新增市场需求，实现用于该两类产品的铝制结构件材料销量
持续增长。

（2） 公司是目前国内少数具备研发和生产供应 7 系可阳极氧化处理消费电子产品铝型材厂
家，也是目前生产 7 系铝制结构件材料质量最稳定的厂家之一。7 系铝合金材料满足高端智能手机
轻薄化、高硬度的要求，在主流品牌高端机型产品中的应用逐渐增多，2022 年公司用于智能手机的
铝制结构件材料销量大幅增长。

（3）公司在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领域深耕多年，在高品质圆铸锭的铸造、高品质铝合
金的配比、高精度铝合金的挤压以及自动化生产关键等核心环节具备技术优势，能够兼顾快速响
应和供货质量稳定，与著名品牌厂商如三星、苹果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4）报告期内，铝锭平均价格大幅上涨，由于公司产品主要采用“基准铝价+加工费”的定价方
式，公司产品的销售单价随基准铝价变动呈上涨的趋势，在销量稳定或增长的情况下，公司营业收
入增长。

1、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列示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金额 比例 同比变动 金额 比例 同 比 变
动 金额 比例

6 系合金 118,018.21 57.74% -1.53% 119,854.10 67.86% 19.66% 100,165.75 66.06%
7 系合金 86,390.69 42.26% 52.39% 56,689.60 32.10% 10.17% 51,454.70 33.94%
其他 - - - 71.01 0.04% - 1.66 0.00%
合计 204,408.90 100.00% 15.74% 176,614.72 100.00% 16.48% 151,622.11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专注于高附加值 6 系、7 系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结构根据市
场需求比例有所变化。

（1）6 系合金
公司 6 系合金主要用于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 2020 年至 2021 年，公司 6 系合金营

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9.66%，主要原因为：①近年来，远程办公和在线教育需求增加，公司用于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铝制结构件材料的销量大幅增长；②受基准铝价上涨影响，6 系合金销售
单价上涨，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2）7 系合金
公司 7 系合金主要用于手机和平板电脑等。 2020 年至 2021 年，公司 7 系合金营业收入较为稳

定；2022 年，公司 7 系合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52.39%，主要系随着 7 系合金在高端智能手机中的应
用逐渐增多及公司实现 7 系合金用于平板电脑的工艺突破， 公司对终端品牌三星的销量增长约
40%，带动公司 7 系合金收入增长。

2、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列示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地区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内销 137,891.09 67.46% 127,102.56 71.97% 108,853.81 71.79%
外销 66,517.81 32.54% 49,512.16 28.03% 42,768.30 28.21%
合计 204,408.90 100.00% 176,614.72 100.00% 151,622.11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以内销为主，内销收入占比约为 70%；外销收入以直接销售境外
企业为主，出口至保税区为辅。 公司直接销售至境外的主要客户为三星及其越南代工厂商，主要出
口区域为越南；公司出口至保税区的客户主要为富士康集团设置于保税区内的下属公司。

3、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模式列示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模式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模式
2022 年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直销 201,525.28 98.59% 170,434.56 96.50% 141,107.33 93.07%
经销 2,883.62 1.41% 6,180.16 3.50% 10,514.78 6.93%
合计 204,408.90 100.00% 176,614.72 100.00% 151,622.11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业务模式为直销，直销模式收入占比分别为 93.07%、96.50%和 98.59%。
发行人直销收入占比逐年增加，经销收入占比逐年减少，主要系与深圳睿创达销售模式由经销模
式转为对终端客户的直销模式所致。 深圳睿创达为发行人经销商，其销售的终端客户为长盈精密
（300115.SZ），2020 年 6 月起，为了稳定与终端客户的业务合作关系，发行人与深圳睿创达的交易
模式逐步由经销模式转变为对长盈精密直销模式，长盈精密与深圳睿创达已签合同、订单未执行
完的产品由深圳睿创达继续供货直至订单结束。 因此，发行人经销模式收入占比自 2020 年起逐步
下降。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深圳睿创达和长盈精密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2022 年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长盈精密 16,276.43 7.96% 21,462.60 12.15% 14,784.24 9.75%
深圳睿创达 - - - - 7,425.51 4.49%
合计 16,276.43 7.96% 21,462.60 12.15% 22,209.75 14.65%

4、主营业务收入按季度列示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季度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模式
2022 年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第一季度 57,342.03 28.05% 36,174.11 20.48% 30,993.95 20.44%
第二季度 48,513.01 23.73% 31,525.07 17.85% 28,939.16 19.09%
第三季度 46,335.32 22.67% 52,557.49 29.76% 51,566.09 34.01%
第四季度 52,218.54 25.55% 56,358.05 31.91% 40,122.90 26.46%
合计 204,408.90 100.00% 176,614.72 100.00% 151,622.11 100.00%

发行人生产经营存在季节性特征，2020 年、2021 年销售收入集中在下半年，主要系消费电子品
牌主要在下半年发布当年新品，且下半年感恩节、圣诞节等节日较多，亦为终端消费者需求旺季；
消费电子品牌厂商在新品发布、正式发售之前提前生产备货以满足后续市场需求，从而给消费电
子铝制结构件材料行业带来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2022 年公司上半年收入占比略高于下半年，主要
原因为：（1）2022 年下半年智能手机市场需求有所下降；（2） 三星于 2020 年 8 月发布 S7 系列平板
电脑，2022 年 2 月发布 S8 系列平板电脑，因三星平板电脑发布时间不同，导致发行人 2022 年三星
平板电脑相关收入集中在上半年。

（二）营业成本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成本 153,448.82 88.19% 131,376.19 89.07% 102,530.55 88.27%
其他业务成本 20,558.24 11.81% 16,122.13 10.93% 13,629.43 11.73%
营业总成本 174,007.06 100.00% 147,498.32 100.00% 116,159.98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成本主要是由主营业务成本构成，占比超过 85%；其他业务成本占比较
小，其他业务成本主要为废铝销售的成本。

1、主营业务成本分产品列示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6 系合金 96,182.78 62.68% 94,273.58 71.76% 75,037.49 73.19%
7 系合金 57,266.04 37.32% 37,080.89 28.22% 27,492.76 26.81%
其他 - - 21.72 0.02% 0.30 0.00%
合计 153,448.82 100.00% 131,376.19 100.00% 102,530.55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由 6 系合金、7 系合金构成，两类合金占比大于 99%，与主营
业务收入构成基本一致。

2、主营业务成本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直接材料 127,828.99 83.30% 109,929.85 83.68% 83,900.66 81.83%
直接人工 6,725.86 4.38% 5,394.66 4.11% 4,747.87 4.63%
制造费用 18,893.97 12.31% 16,051.68 12.22% 13,882.01 13.54%
合计 153,448.82 100.00% 131,376.19 100.00% 102,530.55 100.00%

报告期内，直接材料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81.83%、83.68%和 83.30%，发行人
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由直接材料构成。

报告期内，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变动较小。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成本
中的直接人工占比较小，占比在 4%至 5%之间；公司报告期内的制造费用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
在 12%-13%之间。

（三）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1、毛利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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