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塑成型设备供应商博创智能闯关科创板

本报记者 杨洁

11月23日晚，上交所受理博创智能科创板IPO申请。 博创智能主要从事注塑成型装备业务，该装备为加工高分子复合材料的工作母机，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医疗、家电、建材、环保、包装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博创智能介绍，公司已与美的、长虹、海尔、海信、TCL等行业知

名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此次科创板上市，公司拟募资6.43亿元，提升装备智能化水平。

定位于二板智能注塑机专家

招股书介绍，博创智能主要从事注塑成型装备的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依托于工业互联网，为全球塑料工业提供智能制造和科技服务解决方案。

博创智能的主要产品和服务涵盖注塑成型装备、注塑自动化生产线和注塑工业云服务。 据介绍，注塑成型装备是塑料成型装备的重要分支，注塑成型装备占塑料成型装备总产值的40%以上，也是我国产量最大、产值最高、出口最多的塑料成型装备。 注塑成型装备广泛应用于

航空航天、交通、医疗、电子、家电、建材、环保等领域，是加工高分子复合材料的工作母机，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高端装备。

博创智能表示，公司在多个产品或技术领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如“超大型二板式伺服注射成型机”和“全自动大型塑料箱体智能生产线”列入了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产线）目录，填补了我国自行研发制造超大型注塑装备和成套智能注塑无

人化产线的空白。

注塑成型装备按锁模结构可分为二板式注塑机、三板式注塑机；按锁模力大小，可分为小型机、中型机和大型机。 在大型注塑机领域，博创智能定位于二板智能注塑机专家，在国内较早开展大型二板式注塑机代替三板式注塑机的技术研发；中小型注塑机系列在精密高效、伺

服节能、多组分共塑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创新。

此外，博创智能还开发了全新一代互联网注塑机，以及“注塑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招股书介绍，公司作为注塑装备行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单位，已累计为300多家工业企业实现超过7000台注塑机的互联互通，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量超13亿，每月解析量超15

万次。 公司联合华为等生态伙伴打造注塑云IOT+MES+人工智能知识库三维一体产品，成功实施了上海晨光、江苏三笑可洁、广东万兴玩具、厦门倍杰特、厦门维博、广州中新汽车零部件等标杆应用项目。

从收入上 看 ， 2019年 ，二 板式注 塑机在公 司收入 的占比 为 39 . 44 % ，三板 式注塑机 的收入 占比为 58 % ，注塑云平 台的收 入占比 为 1 . 83 % 。 2020年上 半年 ，二板 式注塑 机收入 占比为 24 . 54 % ，三板式注 塑机的 收入占 比 为 70 . 04 % ， 注 塑 云 平

台 的收入 占比则 提升至为 3 . 48 % 。

市场竞争激烈

招股书介绍，根据《中国塑料机械工业统计年鉴2019》数据，2017年至2019年我国注塑机行业市场规模分别为218.75亿元、226.86亿元和233.02亿元，同期公司注塑机国内销售收入为4.15亿元、3.86亿元和4.06亿元，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1.90%、1.70%和1.74%。 未来几年，我国注塑成型装备市场规模预计呈现增长态势，增速预计达到2%-3%。

博创智能表示，在注塑成型设备领域，公司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外中高端注塑机生产商和服务商，既包括奥地利恩格尔、德国克劳斯玛菲、德国阿博格、日本发那科等跨国企业，也包括海天国际、震雄集团、伊之密、泰瑞机器等国内知名企业，竞争的市场既包括国内市场，也

包括海外市场。

博创智能表示，上述竞争对手目前在企业规模和融资能力占有优势，一旦市场竞争加剧，则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毛利率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数据显示，报告期内（2017年至2019年和2020年1-6月），博创智能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32.74%、30.14%、32.17%和28.24%，呈现波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5076.52万元、5256.15万元、6303.56万元和3102.6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34.77%、42.20%、42.66%和37.57%，公司业务受到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

招股书介绍，我国注塑成型装备行业市场集中度很低，海天国际业务规模一家独大，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约30%，其2018年、2019年国内销售收入73.11亿元、61.73亿元，其他同行业竞争对手市场占有率均不超过5%，市场竞争比较激烈。

博创智能存货余额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为了提高订单响应速度、缩短交付时间及提高交付效率，储备了一定量的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同时随着客户及订单数量的增长，存放的存货余额逐年增长。 2017年末至2020年6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23404.09万元、24955.64万

元、28191.56万元以及30918.50万元，占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39.52%、34.31%、35.47%以及39.20%。

拟募资6.43亿元

博创智能实际控制人为朱康建、吴尚清夫妇，两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31.41%股份，并控制公司股东大会41.30%的表决权，朱康建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吴尚清现任公司董事。

公司此次上市拟募资6.43亿元，投向新一代互联网注塑装备智能生产项目、二板式注塑机智能制造技改及扩产项目、工业互联网“注塑云”平台项目、人工智能注塑成套装备研发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博创智能表示，公司将坚持注塑行业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向智能制造领域深耕，从注塑成型装备智能化、注塑数智化工厂和注塑云工业互联网平台三个层面建立人工智能与注塑加工制造业融合的系统工程，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

此外，公司还将对现有注塑装备制造生产线进行数智化改造和升级，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技术设备，构建新制造模式，扩大以二板式注塑机及新一代互联网注塑机为代表的注塑成型装备产能，提高工厂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

在市场战略上，公司将积极开拓海内外新市场，加强营销队伍建设，提高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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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洁

西安凯立

科创板首发申请获批

□本报记者 董添

日前，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

安凯立” ）首次发行上市申请获通过。公司募集资金

合计约6.5亿元，拟投资于“先进催化材料与技术创

新中心及产业化建设项目”“稀贵金属催化材料生

产再利用产业化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

专注环境治理领域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要求发行人代表结合发

行人研发投入、生产工艺、市场竞争格局，说明其技

术先进性、核心竞争力、发展空间、技术迭代风险。请

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 要求发行人代表说明发

行人认为其贵金属催化剂产品在活性、选择性、寿命

等核心技术指标整体优于同行业产品的依据是否充

分。同时要求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要求发行人

代表说明报告期内研发活动及人员薪酬等情况，以

及研发费用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要求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

公告显示，报告期内（2017年至2019年），公司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269.19万元、4317.78万元和

6533.07万元。 2019年，公司贵金属催化剂产品、贵

金属催化剂加工服务和催化应用技术研究开发服务

三类业务营收占比分别为 87.40% 、12.59% 和

0.01%。 公司主要客户包括海正药业、九洲药业、齐

鲁制药、海翔药业、药明康德等企业。

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1698.67万元、

1987.63万元和2404.72万元， 累计研发投入金额达

到6091万元。

近年来，公司围绕环境治理领域，研究开发了一

系列化工尾气催化燃烧催化剂及技术、 化工废水湿

法催化氧化技术及其催化剂。 公司发展成为以贵金

属催化剂的研发与生产、 催化应用技术的研发与工

程化、 废旧催化剂的回收与再利用等一体化协同发

展的技术驱动型高科技公司。

募资巩固主业

招股说明书显示，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

超过2336万股（未考虑公司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

择权），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25%，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公司主要从事贵金属催化剂的研发与生产、催

化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 废旧贵金属催化剂的回收

及再加工等业务。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

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合计约6.5亿元，拟投

资于“先进催化材料与技术创新中心及产业化建设

项目”“稀贵金属催化材料生产再利用产业化项

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

公司表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的主营业

务展开，进一步加强研究开发基础建设，加大研发创新

投入；新建基础化工、新能源等用贵金属催化剂生产和

回收线，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和产品结构，提升生产装备

和产品技术水平，增强公司产品和技术的竞争力。

具体来看， 先进催化材料与技术创新中心及产

业化建设项目建设期两年，拟投资3.2亿元。 该中心

将进行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催化材料产品的研发

和生产，配套研发可工程化的催化工艺技术，根据已

有的技术储备和未来市场的需求， 主要围绕高端均

相催化材料、新型复合催化材料、连续化工工艺用催

化材料、燃料电池催化材料、催化技术工艺包等进行

产业化研究并形成市场化销售。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

多相催化剂产能75吨、均相催化剂产能两吨，同时

拥有一系列催化技术工艺包的技术开发能力。

稀贵金属催化材料生产再利用产业化项目实施

地点位于陕西省铜川市新材料产业园， 项目实施主

体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铜川凯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建设期2年，拟投资2.5亿元。 本项目将以废旧催

化剂回收所得的贵金属为原料， 采用先进的催化剂

制备技术， 将其加工成高性能贵金属催化剂供客户

使用，使用后的废旧催化剂再回收利用，形成催化剂

产品供应、废旧催化剂回收再加工的循环产业链，形

成高效、环保、智能的贵金属催化剂回收生产线。

业务模式多样

报告期内，在主营业务收入中，除催化应用技术

服务外， 公司产生收入的产品形态均为贵金属催化

剂。由于贵金属原材料价格昂贵，持有较大量的贵金

属原材料需占用较大量的资金。 同时贵金属不参与

化学反应， 使用后的贵金属催化剂中所含的贵金属

具有回收价值， 可利用回收工艺回收出其中的贵金

属以实现循环使用。因此，贵金属行业普遍存在较多

样化的销售及采购模式。

销售模式方面，公司业务分为贵金属催化剂销售

模式以及贵金属催化剂加工模式。 贵金属催化剂销售

模式即由公司采购贵金属进行产品生产，加工成催化

剂产成品销售给下游客户。 加工模式即由客户提供贵

金属原材料，公司提供加工服务生产贵金属催化剂。加

工模式下，又分为来料加工模式以及垫料加工模式，即

客户先提供贵金属的为来料加工模式，公司先垫贵金

属后期客户进行归还的为垫料加工模式。 2019年，公

司短暂借用客户来料向其他客户提供垫料加工业务，

形成了垫料加工模式下的借料加工模式。

采购模式方面，除了直接采购贵金属原材料外，

公司还采购客户使用过的废旧贵金属催化剂并进行

回收形成贵金属原材料。 公司废旧催化剂采购为公

司催化剂销售业务所发展伴生， 是公司和下游客户

合作多年后基于良好合作和双方需要而产生的一种

贵金属行业存在的合作模式， 即公司向下游客户回

收采购其使用过后的废旧催化剂， 以回收出其中的

贵金属作为贵金属原材料采购的方式之一。

科创板IPO已提交注册

凯因科技：未来将重点聚焦慢性乙肝等领域研发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凯

因科技” ）科创板IPO日前已提交注册。 海通

证券为其保荐机构。凯因科技成立于2008年8

月，是一家以生物技术为平台，专注于病毒性

疾病领域， 致力于提供治疗解决方案的生物

医药公司。 此次凯因科技IPO拟募资10.92亿

元，用于新药研发、营销网络扩建以及补充流

动资金。

拥有多款成熟商业化品种

凯因科技以现有病毒病领域治疗药物的

生产及销售为基础，同时积极开展创新药的研

发。公司是国内首家成功开发出丙肝高治愈率

泛基因型全口服药物组合的医药企业，打破了

国外医药企业对国内丙肝治疗药物的垄断局

面，从而实现进口替代，将惠及千万患者，助力

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2030年消除病毒

性肝炎作为公共卫生威胁” 目标。

公司现有多款成熟的商业化品种，主要包

括重组人干扰素α2b和复方甘草酸苷药物两

大类，重组人干扰素α2b包括凯因益生（重组

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金舒喜（重组人干扰

素α2b阴道泡腾片）、复方甘草酸苷药物包括

凯因甘乐（复方甘草酸苷胶囊）和甘毓（复方

甘草酸苷片、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

其中，凯因益生是一种适合皮下注射的小

容量预充式注射剂， 为公司独家。 2017年至

2019年， 我国有10家企业生产重组人干扰素

α2b注射剂型，市场竞争较为充分。 销售额排

名前五的厂商占行业总体的72.96%、80.60%

和 93.56% 。 其中 ， 公司市场份额分别为

31.49%、33.92%和39.93%，位居行业第一名。

公司复方甘草酸苷产品拥有胶囊剂、片剂

和注射剂三种剂型，可满足不同应用场景患者

的治疗需求。 2017年至2019年，公司产品在复

方甘草酸苷市场份额为15.86% 、16.16%和

15.44%，位居行业第二名，国产企业第一名。

另外，公司重点开发的凯力唯（盐酸可洛

派韦胶囊）与赛波唯（索磷布韦片）联用的丙

肝泛基因型全口服药物组合（凯因方案）和派

益生 （培集成干扰素α-2注射液）、 安博司

（吡非尼酮片）等市场前景广阔的药物品种已

于近期获批上市。

公司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产品的商业化运

作， 核心管理团队有15年以上的营销及产品

商业化经验。 经过对市场的多年深耕，公司与

国药控股、上海医药、华润医药、九州通、华东

医药、瑞康医药等全国及区域性大型医药商业

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经销网络遍布全国，覆盖

等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等各类终

端， 其中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院覆盖超过

4000家。 公司已商业化产品包括凯因益生、凯

因甘乐、甘毓、金舒喜等品种，在各自细分市场

的市场份额位居前列。

在凯因益生、金舒喜、凯因甘乐、甘毓等多

个已商业化产品基础上，公司已打造出一个全

产业链的抗病毒药物开发平台，成功开发了即

将商业化产品凯力唯、赛波唯、派益生、安博

司。 公司拥有7个GMP生产车间，具备丰富的

药品剂型生产线：生物制品生产线包含小容量

注射剂（非最终灭菌）、冻干粉针剂和泡腾片

3个剂型；化学药品生产线包含小容量注射剂

（最终灭菌和非最终灭菌）、 冻干粉针剂、片

剂、胶囊剂4个剂型。 其中，化学药品最终灭菌

注射剂生产线通过乌克兰国际GMP认证

（PIC/S标准）。

研发投入占比较高

报告期内（2017年至2019年以及2020年

上半年）， 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8462.92万元、

8298.02万元、6291.02万元、3534.09万元，分

别占营收17.25%、11.76%、7.63%以及11.27%。

公司构建了以蛋白质药物精准单点修饰

长效技术、中和抗体发现技术、重组蛋白和抗

体产业化技术、抗病毒小分子创新药物设计技

术等为核心的生物医药技术平台，开启了一系

列创新性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公司近期获得

了两个创新药注册批件（培集成干扰素α-2

注射液“派益生” 和盐酸可洛派韦胶囊“凯力

唯” ）、两个创新药临床批件，并拥有10个以

创新药为核心的在研项目。 此外，公司承担了

7项“十二五”“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

大传染病防治专项。

凯因科技称，公司是国内首家成功开发出

丙肝高治愈率泛基因型全口服药物组合的医

药企业，打破了国外医药企业对国内丙肝治疗

药物的垄断局面，并将构建以泛基因型全口服

药物组合为核心的系统解决方案。 未来，公司

将重点聚焦慢性乙型肝炎和流感等病毒性疾

病领域的研发，持续开发提高临床治愈率的药

物组合。 同时，公司积极开发新冠病毒中和抗

体等新发病毒性传染病治疗药物，为全球重大

传染病的防控提供有力支撑。

具体来看，公司将通过唾液试纸条对患者

进行快速初筛，便携式POCT（Point� of� Care�

Testing，即时检验）定量检测仪快速确诊，建

立涵盖地市专家及县域市场“基层全科+病毒

病专科”的互联网诊疗服务网络。 公司将基于

慢性丙型肝炎治疗领域的样板经验，逐步构建

针对慢性乙型肝炎、 流感等领域的治疗方案。

未来一段时间内， 公司将围绕乙肝治疗策略，

关注直接抗病毒、降低HBsAg、免疫重建、降

低cccDNA等方面具有潜力的新靶点、临床新

发现等前沿研究趋势， 基于自身核心技术，通

过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的药物开发模式，开发能

够明显提高临床治愈率的创新药物或创新药

物组合。公司还将持续开发干扰素雾化和新型

冠状病毒中和抗体项目等针对新发病毒性疾

病的药物，为预防和治疗新发病毒性疾病持续

提供科技支持。

主营业务突出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4.83亿

元、6.9亿元、7.99亿元和2.97亿元，分别占营业收

入98.43%、97.73%、96.89%和94.63%。 其中，重

组人干扰素α2b所占比重相对较高， 销售收入

分别为2.49亿元、3.46亿元、4.57亿元、1.7亿元，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 51.67% 、50.13% 、57.19% 、

57.31%。公司称，随着未来四款新药商业化的逐

步实现，将会进一步推动收入的增长。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84.53%、87.39%、88.80%、88.73%。 公司称，在

未来经营中，受中标价格、人工成本上升、原材

料价格波动等影响，可能出现公司产品毛利率

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销售费用率维持在

55.05%至61.83%之间， 由于公司产品专业性

较强，目前部分产品尚未纳入医保目录，且随

着“两票制” 改革深入，市场推广服务职能逐

渐由专业学术推广服务商承担，因此销售用费

率较高。未来，随着公司产品品牌的树立，市场

占有率进一步提升，销售费用率将逐步下降。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分

别为8355.62万元、1.47亿元、1.88亿元和1.45

亿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的应收账

款余额较2018年年末增加4038.42万元，增幅

为27.40%。 截至2020年6月末，应收账款余额

较2019年末有所下降。公司也提示风险称，未

来， 如果市场环境发生恶化或部分主要经销

商出现经营风险， 公司的应收账款可能会产

生回收风险， 进而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

利影响。

拟募资6.43亿元

博创智能实际控制人为朱康建、吴尚清夫

妇， 两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31.41%股份，并

控制公司股东大会41.30%的表决权，朱康建现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吴尚清现任公司董事。

公司此次上市拟募资6.43亿元， 投向新

一代互联网注塑装备智能生产项目、 二板式

注塑机智能制造技改及扩产项目、 工业互联

网“注塑云”平台项目、人工智能注塑成套装

备研发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博创智能表示，公司将坚持注塑行业与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

融合的发展方向，向智能制造领域深耕，从注

塑成型装备智能化、注塑数智化工厂和注塑云

工业互联网平台三个层面建立人工智能与注

塑加工制造业融合的系统工程，为公司未来发

展提供新的驱动力。

此外， 公司还将对现有注塑装备制造生

产线进行数智化改造和升级， 应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先进技术设备，构建新制造模式，扩

大以二板式注塑机及新一代互联网注塑机为

代表的注塑成型装备产能，提高工厂自动化、

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

在市场战略上，公司将积极开拓海内外新

市场，加强营销队伍建设，提高市场占有率。

注塑成型设备供应商博创智能闯关科创板

11月23日晚，上交所受理博创智能科

创板IPO申请。 博创智能主要从事注塑成

型装备业务，该装备为加工高分子复合材

料的工作母机， 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

通、医疗、家电、建材、环保、包装等国民经

济各个领域。 博创智能介绍，公司已与美

的、长虹、海尔、海信、TCL等行业知名企

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此次科创板

上市，公司拟募资6.43亿元，提升装备智

能化水平。

定位于二板智能注塑机专家

招股书介绍， 博创智能主要从事注塑成

型装备的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依托

于工业互联网， 为全球塑料工业提供智能制

造和科技服务解决方案。

博创智能的主要产品和服务涵盖注塑成

型装备、 注塑自动化生产线和注塑工业云服

务。据介绍，注塑成型装备是塑料成型装备的

重要分支， 注塑成型装备占塑料成型装备总

产值的40%以上，也是我国产量最大、产值最

高、出口最多的塑料成型装备。注塑成型装备

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医疗、电子、家

电、建材、环保等领域，是加工高分子复合材

料的工作母机， 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高端

装备。

博创智能表示， 公司在多个产品或技术

领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填补国内市场空

白， 如“超大型二板式伺服注射成型机” 和

“全自动大型塑料箱体智能生产线” 列入了

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产品/产线）目

录， 填补了我国自行研发制造超大型注塑装

备和成套智能注塑无人化产线的空白。

注塑成型装备按锁模结构可分为二板式

注塑机、三板式注塑机；按锁模力大小，可分

为小型机、中型机和大型机。在大型注塑机领

域，博创智能定位于二板智能注塑机专家，在

国内较早开展大型二板式注塑机代替三板式

注塑机的技术研发； 中小型注塑机系列在精

密高效、伺服节能、多组分共塑等方面取得重

大的突破创新。

此外， 博创智能还开发了全新一代互联

网注塑机，以及“注塑云” 工业互联网平台。

招股书介绍， 公司作为注塑装备行业的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单位， 已累计

为300多家工业企业实现超过7000台注塑机

的互联互通， 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量超13

亿，每月解析量超15万次。 公司联合华为等

生态伙伴打造注塑云IOT+MES+人工智能

知识库三维一体产品，成功实施了上海晨光、

江苏三笑可洁、广东万兴玩具、厦门倍杰特、

厦门维博、 广州中新汽车零部件等标杆应用

项目。

从收入上看，2019年， 二板式注塑机在

公司收入的占比为39.44%， 三板式注塑机

的收入占比为58%，注塑云平台的收入占比

为1.83%。 2020年上半年，二板式注塑机收

入占比为24.54%， 三板式注塑机的收入占

比为70.04%， 注塑云平台的收入占比则提

升至为3.48%。

市场竞争激烈

招股书介绍，根据《中国塑料机械工业统

计年鉴2019》 数据，2017年至2019年我国注

塑机行业市场规模分别为218.75亿元、226.86

亿元和233.02亿元，同期公司注塑机国内销售

收入为4.15亿元、3.86亿元和4.06亿元，国内市

场份额分别为1.90%、1.70%和1.74%。 未来几

年， 我国注塑成型装备市场规模预计呈现增

长态势，增速预计达到2%-3%。

博创智能表示，在注塑成型设备领域，公

司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外中高端注塑机生

产商和服务商，既包括奥地利恩格尔、德国克

劳斯玛菲、德国阿博格、日本发那科等跨国企

业，也包括海天国际、震雄集团、伊之密、泰瑞

机器等国内知名企业， 竞争的市场既包括国

内市场，也包括海外市场。

博创智能表示， 上述竞争对手目前在企

业规模和融资能力占有优势， 一旦市场竞争

加剧，则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毛利率等可能

受到不利影响。

数据显示，报告期内（2017年至2019年

和2020年1-6月）， 博创智能的主营业务毛

利 率 分 别 为 32.74% 、30.14% 、32.17% 和

28.24%，呈现波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为5076.52万元、5256.15万元、

6303.56万元和3102.66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外销收入占当期主营业

务收入比例分别为34.77%、42.20%、42.66%

和37.57%，公司业务受到国际贸易环境变化

的影响较大。

招股书介绍，我国注塑成型装备行业市场

集中度很低， 海天国际业务规模一家独大，占

据国内市场份额约30%，其2018年、2019年国

内销售收入73.11亿元、61.73亿元，其他同行业

竞争对手市场占有率均不超过5%，市场竞争比

较激烈。

博创智能存货余额较大， 主要是因为公

司为了提高订单响应速度、 缩短交付时间及

提高交付效率， 储备了一定量的原材料和库

存商品；同时随着客户及订单数量的增长，存

放的存货余额逐年增长。 2017年末至2020年

6月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23404.09

万元 、24955.64 万元 、28191.56 万元以及

30918.50万元， 占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

39.52%、34.31%、35.47%以及3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