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流动资产构成及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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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33,285.70 35.10 27,882.43 30.59 17,575.90 46.85 9,354.76 29.45

交易性金融资

产

30,160.33 31.80 30,065.47 32.98 - - 1,800.36 5.67

应收票据 - - 663.56 0.73 3,207.74 8.55 2,737.08 8.62

应收账款 17,294.70 18.24 20,076.80 22.02 10,949.56 29.19 12,722.67 40.05

预付款项 760.71 0.80 1,012.89 1.11 552.84 1.47 183.04 0.58

其他应收款 448.07 0.47 501.71 0.55 57.85 0.15 192.91 0.61

存货 12,893.09 13.59 10,951.82 12.01 5,136.12 13.69 4,711.49 14.83

其他流动资产 0.08 0.00 0.11 0.00 35.90 0.10 63.44 0.20

合计 94,842.70 100.00 91,154.78 100.00 37,515.91 100.00 31,765.74 100.00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存货，报告期各期末五项合计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98.62%、98.28%、98.34%和98.73%，流动资产结构良好，具有较强的可变现性。

（1）货币资金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货币资金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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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现金 1.30 0.00 0.26 0.00 0.03 0.00 0.33 0.00

银行存款 26,783.82 80.47 25,469.81 91.35 17,024.83 96.86 9,032.55 96.56

其他货 币 资

金

6,500.58 19.53 2,412.37 8.65 551.04 3.14 321.88 3.44

合计 33,285.70 100.00 27,882.43 100.00 17,575.90 100.00 9,354.76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货币资金分别为9,354.76万元、17,575.90万元、27,882.43万元和33,285.70万元，占流

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9.45%、46.85%、30.59%和35.10%。

2020年末公司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8,221.14万元，涨幅87.88%，主要原因为：①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较

多；②收回上年度购买的总体风险程度较低的理财产品。

2021年末公司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10,306.53万元，涨幅58.64%，主要原因为：①经营活动现金持续净

流入；②公司本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34,959.08万元，其中部分已用于现金管理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

2022年6月末公司货币资金较上期末增加5,403.26万元，主要原因系经营活动现金持续净流入。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货币资金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外汇买卖业务保证金和用于银行票据池业务

质押的定期存单。 2021年末， 其他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1,861.33万元， 主要系公司增加质押定期存单1,

275.14万元用于银行票据池业务；2022年6月末，其他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4,088.21万元，主要系质押远期结

售汇合约下的定期存单6,375.83万元用于银行票据池业务。

（2）交易性金融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分别为1,800.36万元、0万元、30,065.47万元和30,160.33万元，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67%、0.00%、32.98%和31.8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系总体

风险程度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较短、可变现性强，不存在净值下降的重大风险。

（3）应收票据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票据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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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银行承兑汇票 - - 663.56 100.00 3,207.74 100.00 2,737.08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损失风险较小， 各期末金额分别为2,737.08万元、3,

207.74万元、663.56万元和0.00万元，占流动资产比重分别为8.62%、8.55%、0.73%和0.00%。报告期内，公司收到

的银行承兑汇票均为客户为结算货款支付的汇票。 2021年末和2022年6月末公司账面应收票据减少，主要是

由于应收票据主要来自于轨道交通领域客户，2021年起该领域销售有所减少。

（4）应收账款

A、应收账款总体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净额分别为12,722.67万元、10,949.56万元、20,076.80万元和17,

294.70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0.05%、29.19%、22.02%和18.24%，占比趋于下降，应收账款规模总体

可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总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6月30日/2022年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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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8,568.76 21,450.27 11,687.25 13,502.70

减：坏账准备 1,274.05 1,373.47 737.69 780.03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7,294.70 20,076.80 10,949.56 12,722.67

营业收入 28,820.12 53,011.33 36,832.33 31,055.11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营业收

入

- 40.46% 31.73% 43.48%

2019年至2021年，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3.48%、31.73%和40.46%，应收账款规模

变动与公司业务规模变动相吻合。 2021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2020末增加9,763.02万元， 同比增长

83.54%，主要原因系2021年公司半导体设备领域结构件收入同比增加15,204.72万元，使得当年末半导体设备

领域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增加8,663.38万元。

B、应收账款账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的账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 龄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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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17,552.64 94.53 20,843.35 97.17 11,055.91 94.60 12,825.40 94.98

1-2年 516.59 2.78 183.53 0.86 408.83 3.50 561.25 4.16

2-3年 309.52 1.67 220.89 1.03 157.01 1.34 66.84 0.49

3年以上 190.00 1.02 202.51 0.94 65.50 0.56 49.22 0.36

合 计 18,568.76 100.00 21,450.27 100.00 11,687.25 100.00 13,502.70 100.00

公司客户主要为各领域内信誉较高的知名企业，公司通常会给予30天到120天的信用期。报告期内公司应

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于1年以内，账龄较短，回收风险较低，账龄分布与公司信用政策不存在明显差异。

截至2022年6月30日，账龄1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1,016.12万元，主要系：高铁座椅客户坦达集团受实际控

制权变更、管理层调整以及2022年以来疫情的影响，对供应商货款支付有所延迟；对客户英雄梦智能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应收账款65.50万元公司已胜诉，经法院强制执行仍未收到货款，公司已单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C、坏账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I、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按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账 龄 计提比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1年以内 5% 877.63 1,042.17 552.80 641.27

1-2年 10% 51.66 18.35 40.88 56.12

2-3年 50% 154.76 110.44 78.50 33.42

3年以上 100% 124.50 137.01 - 49.22

合 计 1,208.55 1,307.97 672.18 780.03

II、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020年末、2021年末及2022年6月末，公司存在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2020年末/2021年末/2022年6月末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英雄梦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65.50 65.50 100.00%

公司已胜诉， 经法院强制执行仍未

收到货款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其他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公司主要客户实力较为雄厚且信誉良好，

报告期内未发生大额坏账损失。 公司在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的同时，制定了稳健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并足额计

提了坏账准备。

D、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名应收账款客户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合计金额分别为7,304.48万元、7,305.75万元、17,224.77万元和14,

196.27万元，占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54.10%、62.51%、80.30%和76.45%。 公司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客户主要为各行业巨头或知名企业，实力较为雄厚且信誉良好。 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较

有保障，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较低。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2022年6月30日

阿诗特 4,613.76 24.85 无关联关系

超科林 4,041.38 21.76 无关联关系

捷普 3,200.95 17.24 无关联关系

ICHOR 1,615.48 8.70 无关联关系

Manz 724.69 3.90 无关联关系

合 计 14,196.27 76.45

2021年12月31日

超科林 8,246.87 38.45 无关联关系

捷普 3,204.53 14.94 无关联关系

阿诗特 2,513.96 11.72 无关联关系

ICHOR 2,418.75 11.28 无关联关系

迈柯唯 840.66 3.92 无关联关系

合 计 17,224.77 80.30

2020年12月31日

超科林 2,573.82 22.02 无关联关系

捷普 1,656.78 14.18 无关联关系

ICHOR 1,271.10 10.88 无关联关系

爱士惟 1,060.23 9.07 无关联关系

迈柯唯 743.81 6.36 无关联关系

合 计 7,305.75 62.51

2019年12月31日

爱士惟（注） 2,119.33 15.70 无关联关系

ICHOR 1,670.94 12.37 无关联关系

超科林 1,533.85 11.36 无关联关系

迈柯唯 996.67 7.38 无关联关系

Manz 983.69 7.29 无关联关系

合 计 7,304.48 54.10

注：发行人客户爱士惟原为SMA公司在华设立的两家子公司，后于2019年3月被境内自然人张勇控制的

公司收购。 发行人2019年1-3月对SMA的销售全部来源于对其境内子公司的销售，计入对SMA的销售收入；

自2019年4月起，发行人开始分别向SMA的德国公司和爱士惟销售产品，分别计入对SMA及爱士惟的销售收

入。

（5）预付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1年以内

（含1年）

760.70 1,012.88 552.83 168.04

1-2年 - - 0.01 15.00

2-3年 0.01 0.01 - -

3年以上 - - - -

合 计 760.71 1,012.89 552.84 183.04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付款项金额分别为183.04万元、552.84万元、1,012.89万元和760.71万元，占流动资

产的比重较低，主要为预付的采购款、电费、油费等项目，账龄主要集中在一年以内。 2020年以来，预付款项金

额相对较多，主要是公司半导体业务发展情况良好，部分需要预付款项的半导体设备结构件所需原材料采购

相应增加。

（6）其他应收款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保证金及押金、与员工相关的代扣代缴款项和应收出口退税款等，各期

末账面净额分别为192.91万元、57.85万元、501.71万元和448.07万元，2021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净额较高，主

要是：一方面由于当年出口销售较多，已申请的部分出口退税尚未收到；另一方面，华亚精密租赁厂房新增房

屋租赁押金。

报告期各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按性质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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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代扣代缴款项 70.69 14.98 65.59 12.42 50.59 83.09 46.34 22.82

备用金及暂借款 5.55 1.18 5.49 1.04 3.83 6.29 3.70 1.82

保证金及押金 158.96 33.69 113.58 21.51 0.44 0.72 135.86 66.89

出口退税 236.66 50.15 343.47 65.03 - - - -

其他 - - - - 6.03 9.90 17.21 8.48

余额合计 471.86 100.00 528.13 100.00 60.89 100.00 203.11 100.00

减：坏账准备 23.79 26.43 3.05 10.20

账面净额 448.07 501.71 57.85 192.91

（7）存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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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原材料 3,798.27 25.23 3,395.93 27.00 1,976.78 31.67 1,679.73 31.09

周转材料 107.92 0.72 110.89 0.88 90.01 1.44 87.76 1.62

在产品 2,245.76 14.92 2,648.99 21.06 1,213.02 19.43 1,025.13 18.98

产成品 8,903.01 59.14 6,423.90 51.07 2,962.82 47.46 2,609.32 48.30

其中：库存商品 4,770.23 31.69 3,333.96 26.50 1,972.19 31.59 1,871.01 34.64

发出商品 4,132.78 27.45 3,089.94 24.56 990.63 15.87 738.31 13.67

账面余额 15,054.96 100.00 12,579.71 100.00 6,242.63 100.00 5,401.93 100.00

减：跌价准备 2,161.87 1,627.89 1,106.51 690.45

账面价值 12,893.09 10,951.82 5,136.12 4,711.49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4,711.49万元、5,136.12万元、10,951.82万元和12,893.09万元，

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14.83%、13.69%、12.01%和13.59%。

公司的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构成，报告期各期末，以上各项合计占存货的比

重分别为98.38%、98.56%、99.12%和99.28%。 报告期各期末，受在手订单总量、订单生产进度和客户验收进度

等因素影响，存货各构成项目的余额和比重有所不同。

① 存货余额变动情况分析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稳步增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及各存货项目余额均呈增长趋势。 其中，

2021年度，公司存货账面余额12,579.71万元，同比增长101.51%，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均有明

显增加。 具体分析如下：

A、原材料余额变动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原材料账面余额分别为1,679.73万元、1,976.78万元、3,395.93万元和3,798.27万元，

占存货账面余额的比重分别为31.09%、31.67%、27.00%和25.23%，主要为铝材、碳钢、不锈钢等金属原材料、定

制零配件以及各类五金件等。

公司主要根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计划及采购计划，采购周期通常保持在一至四周，公司结合产品交货与

采购周期进行主要原材料的备货。

2020年末及2021年末，公司原材料账面余额较上年末分别增加297.05万元、1,419.16万元，2021年末涨幅

较大，主要原因为：2021年度，公司业务规模增长较快，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3.93%，且客户订单需求持续旺盛，

公司为应对客户订单的增加趋势，相应增加了原材料的采购备货。

B、在产品账面余额变动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在产品账面余额分别为1,025.13万元、1,213.02万元、2,648.99万元和2,245.76万元，

占存货账面余额的比重分别为18.98%、19.43%、21.06%和14.92%。 公司产品的生产周期通常为二至六周。

2020年末，公司在产品账面余额较上年末增加187.89万元，涨幅18.33%，主要系地铁牵引系统客户及半导

体设备领域部分客户在产订单增加。 2021年末， 公司在产品账面余额较上年末增加1,435.97万元， 涨幅

118.38%，涨幅较大，主要系2021年度，公司新能源及电力设备客户储能电池柜订单实现放量增长，期末在产品

增加较多；半导体设备领域客户收入持续增加，期末在产品亦有所增加。

C、发出商品账面余额变动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发出商品账面余额为738.31万元、990.63万元、3,089.94万元和4,132.78万元，占存货

账面余额的比重分别为13.67%、15.87%、24.56%和27.45%，有所波动。

2020年末及2021年末， 公司发出商品余额较上年末分别增加 252.32万元、2,099.31万元，2021年度涨幅

较大，主要受益于公司半导体设备核心客户需求持续旺盛，以及新能源及电力设备客户储能电池柜产品订单

放量增长，公司向上述客户交付的产品增加，部分产品期末尚在途运输，客户暂未确认所致。

D、库存商品账面余额变动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存商品账面余额为1,871.01万元、 1,972.19� 万元、3,333.96万元和4,770.23万元，

占存货账面余额的比重分别为34.64%、31.59%、26.50%和31.69%。

2021年度，公司库存商品账面余额较上年增幅69.05%，主要系公司半导体设备领域业务增长较快，年末在

手订单充裕，生产计划稳步进行；同时受疫情影响，物流发运延后，使得期末库存商品有所增加。

②存货跌价准备变动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分别为690.45万元、1,106.51万元、1,627.89万元和2,161.87万元，占存

货账面余额的比例分别为12.78%、17.73%、12.94%和14.36%，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

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对部分长期未使用的金属原材料和零配件，以及部分领域因客户采购计划变更等

因素导致长期未发出的库存商品计提了减值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具体分析如下：

A、公司存货周转率以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以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宝馨科技 1.91 2.55 2.21 2.74

科森科技 2.90 7.47 8.32 6.87

通润装备 1.98 5.61 6.39 6.82

今创集团 0.81 1.67 1.76 1.68

平均值 1.90 4.33 4.67 4.53

华亚智能 1.29 3.41 3.81 3.89

报告期内， 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3.89、3.81、3.41和1.29，2019-2021年存货周转率相对稳定，2022年1-6

月存货周转率有所下降，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客户叫料周期、发货周期有所延长。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变

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明显差异。

公司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主要系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生产经营模式、产品

结构差异所致。 其中：宝馨科技采用总部-制造基地的经营模式，各制造基地均保有一定的存货储备以保证对

客户需求的快速反应，今创集团主要为轨道交通车辆配套相关产品，生产及验收周期总体更长，期末存货余额

相对较高，使得各期存货周转率相对较低；科森科技和通润装备偏重于批量化产品的生产，生产周期及客户验

收期较短，期末存货余额相对较低，使得各期存货周转率相对较高。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情况良好，不存在明显不利变化，相较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明显异常

情形。

B、公司存货库龄分布及占比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余额库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22年6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13,517.36 89.79 11,288.53 89.74 5,040.20 80.74 4,482.56 82.98

1年以上 1,537.60 10.21 1,291.19 10.26 1,202.43 19.26 919.38 17.02

合计 15,054.96 100.00 12,579.71 100.00 6,242.63 100.00 5,401.93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龄1年以内的存货占比分别为82.98%、80.74%、89.74%和89.79%，占比较高且总体

呈上升态势。

报告期内，1年以上库龄存货主要为因客户采购计划变更等因素导致长期未发出的库存商品和长期未使

用的金属原材料和零配件。

报告期各期，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余额分别为690.45万元、1,106.51万元、1,627.89万元和2,161.87万

元，能够较好覆盖1年以上库龄存货的跌价风险，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C、公司存货期后销售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的期后销售/结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存货账面余额 15,054.96 12,579.71 6,242.63 5,401.93

期后销售/结转金额 10,896.19 10,769.25 5,159.15 4,565.90

期后销售/结转比例 72.38% 85.61% 82.64% 84.52%

注：期后销售/结转情况统计至2022年9月30日

截至2022年9月末，报告期各期末的存货期后销售/结转比例分别为84.52%、82.64%、85.61%和72.38%，未

销售或结转部分主要系部分呆滞原材料及因客户采购计划变更等因素导致长期未发出的库存商品。 对于该等

存在积压风险的存货，公司已按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充分计提了跌价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期后销售/结转情况良好，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D、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

公司简称 2022年6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宝馨科技 6.71 5.17 5.88 6.72

科森科技 3.39 4.74 2.66 23.15

通润装备 0.49 0.51 1.47 2.04

今创集团 5.07 4.97 3.33 2.36

平均值 3.92 3.85 3.34 8.57

华亚智能 14.36 12.94 17.73 12.78

由上表，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符

合公司小批量、多品种、定制化的经营特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情况、库龄结构和期后销售/结转情况良好，符合公司小批量、多品种、定

制化的经营特点，公司已按照相关会计政策足额、充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2、非流动资产构成及变动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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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200.00 8.03 - - - - - -

固定资产 8,485.08 56.75 8,591.08 72.69 7,943.26 74.56 8,399.87 75.36

在建工程 6.90 0.05 21.61 0.18 3.12 0.03 3.12 0.03

使用权资产 752.25 5.03 516.88 4.37 - -- -

无形资产 2,838.63 18.98 1,720.75 14.56 1,821.35 17.10 1,918.82 17.22

长期待摊费用 105.64 0.71 89.24 0.76 92.85 0.87 144.77 1.30

递延所得税资产 752.72 5.03 546.09 4.62 396.42 3.72 333.96 3.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810.75 5.42 332.61 2.81 396.85 3.72 345.21 3.10

合 计 14,951.96 100.00% 11,818.25 100.00 10,653.86 100.00 11,145.76 100.00

报告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构成，上述两项合计占非流动资产总额的比例分

别为92.58%、91.65%、87.25%和75.73%。 公司非流动资产的构成和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1）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22年6月末，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1,200万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为8.03%。 公司的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系对苏州肯美特设备集成有限公司的投资，持有其2.15%股权。

（2）固定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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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房屋建筑物 3,143.40 37.05 3,285.45 38.24 3,633.46 45.74 3,921.14 46.68

机器设备 4,674.03 55.09 4,789.65 55.75 3,769.28 47.45 3,988.23 47.48

运输设备 325.17 3.83 174.80 2.03 178.23 2.24 89.67 1.07

办公及电子设备 342.47 4.04 341.18 3.97 362.29 4.56 400.83 4.77

合 计 8,485.08 100.00 8,591.08 100.00 7,943.26 100.00 8,399.87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等，均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产，目前均正常使

用。

2020年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较上年末减少456.61万元，主要系账面固定资产正常计提折旧所致。

2021年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较上年末增加647.82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司为增加产能新购置了数控

激光切割机、大族激光切管机、数控液压折弯机等机器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运行良好，不存在非正常的闲置或未使用现象，不存在需要计提减值准备的情

形。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固定资产不存在被抵押的情形。

（3）在建工程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建工程分别为3.12万元、3.12万元、21.61万元和6.90万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

为0.03%、0.03%、0.18%、0.05%，整体占比较小。

（4）使用权资产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的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为752.25万元，系华亚精密租赁马来西亚当地房产用于

经营而形成的使用权资产，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物坐落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1 华亚智能

苏州金澄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春

耀路6号2号楼

4,036.97 2021.11.1-2023.10.31

2 华亚精密

CG�Century�SDN.

BHD

PT�5941,�Jalan�Cassia�

Selatan�5/2,�Taman�

Perindustrian�Batu�Kawan,�

14110�Simpang�Ampat,�

Pulau�Pinang,�Malaysia

11,148.00 2021.11.24-2022.11.23

3 华亚精密

BLU�COMET�

INDUSTRIAL�SD.

BHD

PT6032,�Jalan�Cassia�Selatan�

6/1,�Taman�Perindustrian�

Batu�Kawan,�14110�Simpang�

Ampat,�Pulau�Pinang,�

Malaysia

7,433.00 2021.12.1-2024.11.30

（5）无形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无形资产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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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土地使用权 2,704.78 95.28 1,575.80 91.58 1,617.36 88.80 1,658.92 86.46

软件 133.85 4.72 144.95 8.42 203.99 11.20 259.90 13.54

合计 2,838.63 100.00 1,720.75 100.00 1,821.35 100.00 1,918.82 100.00

a、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证书编号 土地面积 土地坐落位置 使用期限 用途

权利

性质

抵押情况

苏（2017）苏州市不动

产权第7003273号

59,784.30m2

相城区经济开发区漕湖产业

园春兴路58号

2060年1月14日 工业用地 出让 无

苏（2022）苏州市不动

产权第7011561号

33,314.00㎡

相城区黄埭镇春兴路南、华阳

路东

2072年5月11日 工业用地 出让 无

b、商标权

（a）境内商标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拥有28项境内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b）境外商标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3项境外注册商标，均为马德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c、专利权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目前所拥有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

告日

取得方式

1 发行人 一种导行波检测装置 ZL201110431101.0 发明专利 2011.12.21 2015.11.25 原始取得

2 发行人

一种用于检测传热管内壁缺

陷的传感器

ZL201110431105.9 发明专利 2011.12.21 2015.11.25 原始取得

3 发行人

一种电容储能无变压器多功

能电焊机

ZL201310014323.1 发明专利 2013.1.15 2015.5.13 原始取得

4 发行人 一种激光去毛刺加工设备 ZL201711402331.8 发明专利 2017.12.22 2020.6.26 原始取得

5 发行人

一种提高激光去毛刺效率的

光头装置及激光去毛刺方法

ZL201711402760.5 发明专利 2017.12.22 2020.6.26 原始取得

6 发行人

一种基于云数据的产能共享

车间

ZL201810379071.5 发明专利 2018.4.25 2019.12.31 原始取得

7 发行人

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车间

的车间自主学习方法

ZL201810379073.4 发明专利 2018.4.25 2019.9.30 原始取得

8 发行人 一种压销装置 ZL201910551214.0 发明专利 2019.6.24 2020.8.4 原始取得

9 发行人

一种方便空调机壳组装的工

装套

ZL201910550133.9 发明专利 2019.6.24 2021.1.5 原始取得

10 发行人 一种用于焊接底框的治具 ZL201910551226.3 发明专利 2019.6.24 2021.2.19 原始取得

11 发行人 一种箱式淋雨测试设备 ZL201910895731X 发明专利 2019.9.21 2021.10.19 原始取得

12 发行人

用于地铁牵引变流器机柜的

平面度检测装置

ZL202010692660.6 发明专利 2020.7.17 2022.5.27 原始取得

13

华亚智

能

用于地铁牵引台吊耳纠偏的

纠偏装置

ZL202010692688.X 发明专利 2020.7.17 2022.7.26 原始取得

14 发行人 汽车底盘焊接工装 ZL201320563991.5 实用新型 2013.9.11 2014.3.19 原始取得

15 发行人 一种钻模 ZL201320566013.6 实用新型 2013.9.12 2014.3.26 原始取得

16 发行人 一种厨柜箱体 ZL201320566120.9 实用新型 2013.9.12 2014.3.26 原始取得

17 发行人 折弯装置 ZL201320605541.8 实用新型 2013.9.26 2014.5.28 原始取得

18 发行人

一种可拆卸的焊接工装定位

模块

ZL201320682703.8 实用新型 2013.10.31 2014.4.16 原始取得

19 发行人 薄壁管焊接顶出工装 ZL201420630459.5 实用新型 2014.10.29 2015.3.18 原始取得

20 发行人

便于检测焊接螺钉安装垂直

度的手动拉弧式螺柱焊枪

ZL201420630546.0 实用新型 2014.10.29 2015.3.18 原始取得

21 发行人 圆管、矩形管用磷化工装 ZL201420630624.7 实用新型 2014.10.29 2015.3.18 原始取得

22 发行人 手动拉弧式螺柱焊枪 ZL201420630479.2 实用新型 2014.10.29 2015.3.18 原始取得

23 发行人

用于检测管道内壁腐蚀减薄

的导行波检测装置

ZL201420824301.1 实用新型 2014.12.24 2015.4.15 原始取得

24 发行人 座椅转架支撑臂 ZL201520715749.4 实用新型 2015.9.16 2016.1.27 原始取得

25 发行人 双色金属板 ZL201520715759.8 实用新型 2015.9.16 2016.1.27 原始取得

26 发行人 装配齐套物料车 ZL201620148840.7 实用新型 2016.2.29 2016.7.27 原始取得

27 发行人

测漏检测用管道开口封闭装

置

ZL201620150603.4 实用新型 2016.2.29 2016.12.14 原始取得

28 发行人

零电压开关多电平直流变换

器

ZL201620594775.0 实用新型 2016.6.18 2016.11.30 原始取得

29 发行人

具有负载优先级管理功能的

插排

ZL201620594777.X 实用新型 2016.6.18 2016.11.30 原始取得

30 发行人 一种激光去毛刺加工设备 ZL201721823880.8 实用新型 2017.12.22 2018.7.17 原始取得

31 发行人

一种用于机柜柜体门板的放

松结构

ZL201920572725.6 实用新型 2019.4.25 2019.12.13 原始取得

32 发行人 便携式直线度快速检验工装 ZL201920572354.1 实用新型 2019.4.25 2020.2.14 原始取得

33 发行人

一种光伏逆变器支撑板导向

柱

ZL201920590050.8 实用新型 2019.4.28 2019.11.8 原始取得

34 发行人 一种快速简易多定位工装 ZL201920590020.7 实用新型 2019.4.28 2019.12.17 原始取得

35 发行人 一种轨道交通座椅靠背结构 ZL201920590017.5 实用新型 2019.4.29 2019.12.27 原始取得

36 发行人

一种方便无影灯臂焊接的工

装夹具

ZL201921115705.2 实用新型 2019.7.17 2020.4.21 原始取得

37 发行人 一种珍珠棉卷放置架 ZL201921115707.1 实用新型 2019.7.17 2020.4.21 原始取得

38 发行人 一种方便管材焊接用的治具 ZL201921115708.6 实用新型 2019.7.17 2020.4.21 原始取得

39 发行人

一种组装结构焊接后的压平

装置

ZL201921115726.4 实用新型 2019.7.17 2020.4.21 原始取得

40 发行人 一种产品清洗用的吊篮 ZL201921115716.0 实用新型 2019.7.17 2020.6.5 原始取得

41 发行人

一种自动化喷涂装置的产品

固定装置

ZL201921343170.4 实用新型 2019.8.19 2020.5.8 原始取得

42 发行人

一种激光切割机送料板上的

支撑条

ZL201921343185.0 实用新型 2019.8.19 2020.4.28 原始取得

43 发行人 一种型材的运输装置 ZL201921343187.X 实用新型 2019.8.19 2020.6.5 原始取得

44 发行人 一种铳床的废料收集装置 ZL201921343191.6 实用新型 2019.8.19 2020.4.21 原始取得

45 发行人

一种方便操作人员操作铳床

的踩踏装置

ZL201921343194.X 实用新型 2019.8.19 2020.4.28 原始取得

46 发行人 一种矫平机的送料装置 ZL201921343946.2 实用新型 2019.8.19 2020.4.28 原始取得

47 发行人

一种提高加工精度的立式钻

床

ZL201921373425.1 实用新型 2019.8.22 2020.5.1 原始取得

48 发行人

一种提高加工效率的立式钻

床

ZL201921373426.6 实用新型 2019.8.22 2020.5.19 原始取得

49 发行人 一种型材激光加工机的夹头 ZL202021398756.3 实用新型 2020.7.16 2021.3.23 原始取得

50 发行人 一种铝合金加工件喷漆装置 ZL202021399051.3 实用新型 2020.7.16 2021.3.30 原始取得

51 发行人 组合式焊接平台固定机构 ZL202023261354.1 实用新型 2020.2.30 2021.9.28 原始取得

52 发行人 一种普拉迪型材加工中心 ZL202022270925.1 实用新型 2020.10.13 2021.9.14 原始取得

53 发行人 一种型材的激光加工机 ZL202022272213.3 实用新型 2020.10.13 2021.7.6 原始取得

54 发行人 一种激光切割机废料收集池 ZL202022272214.8 实用新型 2020.10.13 2021.7.6 原始取得

55 发行人 一种PVC板材定长切割机 ZL202022272215.2 实用新型 2020.10.13 2021.10.15 原始取得

56 发行人

一种电阻焊接机的电缆保护

装置

ZL202022272217.1 实用新型 2020.10.13 2021.7.6 原始取得

57 发行人 一种防焊接变形工装 ZL202023266671.2 实用新型 2020.12.30 2021.9.28 原始取得

58 发行人 一种标签自动选取装置 ZL202023266681.6 实用新型 2020.12.30 2021.12.21 原始取得

59 发行人

提高切割平整度的管材切割

辅助工装

ZL202023266866.7 实用新型 2020.12.30 2021.11.9 原始取得

60 发行人 一种防漏压铆螺钉检具 ZL202123388900.2 实用新型 2021.12.30 2022.5.13 原始取得

61 发行人

一种可调节作业角度的焊接

工装

ZL202123380750.0 实用新型 2021.12.30 2022.6.7 原始取得

62 发行人 一种管状结构件装配工装 ZL202123380748.3 实用新型 2021.12.30 2022.5.27 原始取得

63 发行人 一种喷涂用旋转工作台 ZL202123380747.9 实用新型 2021.12.30 2022.6.7 原始取得

64 发行人 带导轨结构的焊接作业平台 ZL202123388911.0 实用新型 2021.12.30 2022.6.24 原始取得

65

澳科泰

克

一种气密性阀门检测夹具 ZL202122181040.9 实用新型 2021.9.9 2022.5.10 原始取得

66

澳科泰

克

一种套设式阀门气密性检测

工具

ZL202122324061.1 实用新型 2021.9.24 2022.5.10 原始取得

67

澳科泰

克

一种用于真空阀门的条型测

漏结构

ZL202123058156.X 实用新型 2021.12.7 2022.7.8 原始取得

68

澳科泰

克

一种真空阀门的气密性连接

结构

ZL202122960316.3 实用新型 2021.11.29 2022.7.8 原始取得

69

澳科泰

克

一种用于真空阀门的测漏检

测夹具

ZL202122940613.1 实用新型 2021.11.26 2022.7.8 原始取得

70

澳科泰

克

一种气密性阀门检测设备 ZL202122543702.2 实用新型 2021.10.21 2022.7.8 原始取得

71

澳科泰

克

一种具有折弯功能的阀门连

接件

ZL202220827150.X 实用新型 2022.04.12 2022.9.23 原始取得

72

澳科泰

克

一种真空阀门的测漏夹具 ZL202220841469.8 实用新型 2022.04.12 2022.9.23 原始取得

73

澳科泰

克

一种真空阀门的定位连接管

道

ZL202220842957.0 实用新型 2022.04.12 2022.9.23 原始取得

74

澳科泰

克

一种半导体阀门连接件 ZL202220707306.0 实用新型 2022.03.28 2022.9.23 原始取得

75

澳科泰

克

一种真空阀门专用检测夹具 ZL202220605339.4 实用新型 2022.03.18 2022.9.23 原始取得

76

澳科泰

克

一种用于分解真空阀门的气

动装置

ZL202122921465.9 实用新型 2021.11.25 2022.9.23 原始取得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无形资产正常使用或运行良好，不存在明显减值迹象，不存在需要计提减

值准备的情形。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无形资产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形。

（6）长期待摊费用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余额分别为144.77万元、92.85万元、89.24万元和105.64万元，占非流动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30%、0.87%、0.76%和0.71%，占比较小。 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主要为新厂房和办公楼的装修

费、软件升级服务费以及半导体设备维修业务用的无尘车间净化工程等尚未摊销金额。

（7）递延所得税资产

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系资产减值准备（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可抵扣亏损、金融资产/负债

公允价值变动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分别为333.96万元、396.42万元、546.09万元和752.72万元。 报告

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均有所增长，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应收账款、存货规模相应增

加，相应的坏账准备、跌价准备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 发行人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345.21万元、396.85万元、332.61万元和810.75万

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10%、3.72%、2.81%和5.42%。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形成原因主

要为预付用于提升产能的设备采购款及预付中介机构上市服务费用。2022年1-6月，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增速

较快的主要原因系预付的设备采购款增长较多。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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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18,152.43 97.07 16,517.02 97.55 8,187.97 100.00 8,308.54 100.00

非流动负债 548.10 2.93 414.88 2.45 - - - -

负债总额 18,700.53 100.00 16,931.90 100.00 8,187.97 100.00 8,308.54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8,308.54万元、8,187.97万元、16,931.90万元和18,700.53万元。

1、流动负债构成及变动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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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 - - - - - 1,001.40 12.05

衍生金融负债 248.47 1.37 0.48 0.00 - - - -

应付票据 6,184.93 34.07 4,411.68 26.71 2,271.88 27.75 1,444.43 17.38

应付账款 7,824.33 43.10 8,215.68 49.74 3,920.70 47.88 4,561.00 54.90

预收款项 - - - - - - 19.34 0.23

合同负债 73.28 0.40 70.19 0.42 69.75 0.85 - -

应付职工薪酬 1,963.48 10.82 2,575.04 15.59 1,243.03 15.18 904.79 10.89

应交税费 1,223.47 6.74 914.23 5.54 337.38 4.12 321.57 3.87

其他应付款 390.83 2.15 208.67 1.26 338.72 4.14 56.02 0.67

其他流动负债 6.46 0.04 6.46 0.04 6.51 0.08 - -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37.17 1.31 114.59 0.69 - - - -

合计 18,152.43 100.00 16,517.02 100.00 8,187.97 100.00 8,308.54 100.00

公司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交税费构成，报告期各期末，以上

五项占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99.09%、94.93%、97.58%和94.73%。

（1）短期借款

公司仅在2019年末存在短期借款1,001.40万元，全部为银行借款，主要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

报告期内，公司信用良好，外部融资渠道通畅；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合理规划筹资，未发生违约情形。

（2）应付票据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分别为1,444.43万元、2,271.88万元、4,411.68万元和6,184.93万元。 报

告期内，公司应付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主要用于支付采购款。

报告期内，公司将部分应收票据、定期存单质押给银行及存放票据保证金，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以结算

部分采购款，从而降低对营运资金的占用，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2021年度及2022年1-6月，公司应付票据

余额增幅较大，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采购业务增加，应付票据余额相应增长。

（3）应付账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账款各期末余额分别为4,561.00万元、3,920.70万元、8,215.68万元和7,824.33万

元，占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54.90%、47.88%、49.74%和43.10%。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付账款主要为原材料采购款及外协加工款。 2021年末公司应付账款较2020年末增加

4,294.98万元，涨幅109.55%，主要系公司半导体设备领域产品及储能电池柜产品订单增长明显，对原材料采

购需求增加而带来的采购结算增加，与公司业务规模变化趋势相一致。

（4）预收款项、合同负债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将与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预收款项/合同负债账面价值分别为19.34万元、69.75万元、70.19万元

和73.28万元，占流动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0.23%、0.85%、0.42%和0.40%，总体占比较小。

（5）应付职工薪酬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分别为 904.79万元、1,243.03万元、2,575.04万元和1,963.48万元，

主要为短期薪酬。 2021年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上年末增加1,332.01万元，增幅107.16%，主要原因系：

一方面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和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 公司员工人数增加， 薪酬水平提高； 另一方面，

2021年以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公司自主招聘生产人员难以及时满足半导体设备等领域产品订单疾速增长

的用工需求，公司采用劳务派遣及劳务外包作为补充用工方式，对应的应付劳务费计入“应付职工薪酬” 。

（6）应交税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交税费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企业所得税 928.63 682.35 263.47 251.24

增值税 32.58 8.65 - 0.21

教育费附加 51.07 36.75 28.52 27.47

城市维护建设税 44.62 24.68 13.15 11.68

房产税 15.81 15.61 15.61 15.61

个人所得税 147.40 143.06 13.67 12.28

土地使用税 2.24 2.24 2.24 2.24

印花税 1.13 0.88 0.72 0.83

合计 1,223.47 914.23 337.38 321.57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交税费余额分别为321.57万元、337.38万元、914.23万元和1,223.47万元，占流动负

债的比例分别为3.87%、4.12%、5.54%和6.74%。 公司应交税费余额主要由应交企业所得税、教育费附加、城市

维护建设税及个人所得税等构成。

2021年末应交税费余额较2020年末增加576.85万元，增幅170.98%，主要系：①2021年盈利水平提升，应纳

税所得额增加导致年末应交企业所得税额增加；②2021年公司销售规模增长，使得教育费附加、城市维护建设

税等附加税相应增加；③2021年末，部分高管获得政府上市奖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使得期末应交个人

所得税较上年增加。

2022年6月末应交税费余额较上期末增加309.24万元，主要系①业务规模增长导致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教育费附加及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加；②2021年度公司现金分红，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尚未缴纳使得期末应

交个人所得税余额较高。

（7）其他应付款

公司其他应付款项主要包括维修费、运输费、中介机构费用等。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分别

为56.02万元、338.72万元、208.67万元和390.83万元，占流动负债的比重分别为0.67%、4.14%、1.26%和2.15%。

2020年末其他应付款余额较2019年末增加282.70万元，主要系期末应付中介机构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2、非流动负债构成及变动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分别为0万元、0万元、414.88万元和548.10万元，全部为租赁负债，系公司

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子公司华亚精密租赁厂房需支付的租金确认为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所

致。

（三）偿债能力分析

1、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偿债能力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5.22 5.52 4.58 3.82

速动比率（倍） 4.51 4.86 3.95 3.26

资产负债率（合并）（%） 17.03 16.44 17.00 19.3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6.35 15.77 16.84 19.35

财务指标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9,442.52 14,381.63 9,707.36 7,613.49

利息保障倍数（倍） 696.86 1,489.52 575.27 91.82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偿债能力指标总体保持较好水平，偿债能力较强；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3.82、4.58、5.52

和5.22，速动比率分别为3.26、3.95、4.86和4.51，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指标优良，短期偿债能力较强；公司息

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7,613.49万元、9,707.36万元、14,381.63万元和9,442.52万元；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91.82倍、575.27倍、1,489.52倍和696.86倍，长期偿债能力较好。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良好保障；公司经营风格稳健，日常

业务的开展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及短期银行借款，公司与银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未发生过信贷违约。

2、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偿债能力的比较分析

本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主要偿债指标对比分析如下：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宝馨科技（002514） 1.12 1.02 1.00 1.28

科森科技（603626） 1.44 1.33 0.86 0.66

通润装备（002150） 3.82 3.80 4.29 4.42

今创集团（603680） 1.97 2.38 1.89 1.54

平均值 2.09 2.13 2.01 1.98

本公司 5.22 5.52 4.58 3.82

速动比率（倍）

宝馨科技（002514） 0.93 0.76 0.64 0.99

科森科技（603626） 1.14 1.15 0.65 0.57

通润装备（002150） 2.91 2.94 3.60 3.95

今创集团（603680） 1.47 1.79 1.36 1.19

平均值 1.61 1.66 1.56 1.68

本公司 4.51 4.86 3.95 3.26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

（%）

宝馨科技（002514） 24.73 34.04 33.36 37.55

科森科技（603626） 42.45 47.84 55.99 57.95

通润装备（002150） 7.71 9.90 6.67 4.73

今创集团（603680） 36.42 37.63 42.58 48.25

平均值 27.83 32.35 34.65 37.12

本公司 16.35 15.77 16.84 19.35

注：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于Wind资讯和各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文件。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构成，资产流动性较强。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速动

比率总体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母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总体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母公司平均水

平。

综上，公司资产流动性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良好的盈利能力使得公司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1、公司的资产周转能力指标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主要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44 3.20 2.92 2.35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124.97 112.52 123.10 152.91

存货周转率（次/年） 1.29 3.41 3.81 3.89

存货周转天数（天） 139.06 105.57 94.49 92.64

注：应收账款及存货计算周转天数时，一年按360天计算。 2022年1-6月按180天计算周转天数。

（1）应收账款周转率

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各领域内信誉较高的知名企业，公司通常会给予30天到120天的信用期，2020年和2021

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与主要客户合同约定的收款进度基本匹配。

2019年度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高，主要原因为：受轨道交通领域、新能源及电力领域所属行业特征及产品

特殊性影响，该领域客户回款较慢；半导体设备领域部分客户因其内部暂时性流程较慢延迟结算，回款周期变

长。

（2）存货周转率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3.89、3.81、3.41和1.29，呈缓慢下降态势，主要是由于公司半导体设备领

域产品订单逐年增长，期末发出商品余额相应增加；受疫情及客户内部流程影响，半导体设备结构件产品的收

入确认周期相对较长。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不存在大幅下滑的情形。

2、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资产周转能力的比较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资产周转能力的比较分析如下：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年）

宝馨科技（002514） 0.93 1.70 1.50 2.05

科森科技（603626） 0.91 2.25 2.62 1.79

通润装备（002150） 2.55 6.60 6.76 6.92

今创集团（603680） 0.64 1.51 1.81 1.65

平均值 1.26 3.02 3.17 3.10

本公司 1.44 3.20 2.92 2.35

存货周转率（次/

年）

宝馨科技（002514） 1.91 2.55 2.21 2.74

科森科技（603626） 2.90 7.47 8.32 6.87

通润装备（002150） 1.98 5.61 6.39 6.82

今创集团（603680） 0.81 1.67 1.76 1.68

平均值 1.90 4.33 4.67 4.53

本公司 1.29 3.41 3.81 3.89

注：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数据来自Wind资讯和各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文件。

（1）应收账款周转率

总体而言，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效率良好。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通润装

备，主要是由于通润装备收入以金属工具箱柜产品出口为主，回款周期较短。 剔除通润装备后，2019至2021年

度，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平均值分别为1.83、1.98、1.82，低于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水平。

（2）存货周转率

2019至2021年度，公司存货周转率略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如下：公司存货周转率

水平低于科森科技、通润装备，系公司产品结构与科森科技、通润装备存在差异；公司产品具有“小批量、多品

种、工艺复杂、精密度高” 的定制化特点，产品生产周期较长；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科森科技和通润装备偏重于

批量化产品的生产，生产周期较短。

二、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主要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8,820.12 53,011.33 36,832.33 31,055.11

营业成本 17,885.85 32,113.70 22,154.28 20,212.77

营业利润 8,690.60 13,072.65 8,408.79 6,402.06

利润总额 8,656.37 13,050.17 8,412.67 6,347.06

净利润 7,442.41 11,117.30 7,178.84 5,492.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43.52 11,108.19 7,181.82 5,541.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234.28 10,571.90 6,892.81 5,436.71

销售毛利率 37.94 39.42 39.85 34.91

（一）营业收入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

入

28,723.28 99.66 52,789.20 99.58 36,714.45 99.68 30,936.80 99.62

其他业务收

入

96.84 0.34 222.14 0.42 117.89 0.32 118.30 0.38

合计 28,820.12 100.00 53,011.33 100.00 36,832.33 100.00 31,055.11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为精密金属制造结构件产品销售收入，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99%以

上，主营业务突出。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是金属废料及金属原材料销售收入，金额较小。

2、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分析

（1）主营业务收入业务领域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按业务领域列式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应用领域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半导体设备 17,136.48 59.66 33,103.31 62.71 17,898.59 48.75 10,662.83 34.47

新能源及电力设

备

7,370.17 25.66 10,063.25 19.06 9,468.12 25.79 9,408.73 30.41

通用设备 2,362.03 8.22 5,023.92 9.52 4,168.97 11.36 4,305.20 13.92

轨道交通 400.12 1.39 1,870.23 3.54 2,557.99 6.97 3,780.43 12.22

医疗器械 1,454.48 5.06 2,728.50 5.17 2,620.77 7.14 2,779.61 8.98

合计 28,723.28 100.00 52,789.20 100.00 36,714.45 100.00 30,936.8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2019年至2021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0.63%，增长主要来源于核心发

展的半导体设备业务领域。 受益于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良好发展，公司主要下游半导体设备客户采购量逐年上

升，半导体设备领域结构件产品已成为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司在夯实新能源及电力设备、通用设备和医疗器械等领域市场竞争地位的同时，将推动半导体设备领

域业务快速发展作为核心发展目标，并持续加大对半导体设备领域结构件的研发、生产和服务的投入。 相较于

其他业务领域产品，半导体设备领域结构件产品的毛利率相对较高；公司在产能紧张的情况下，主动收缩轨道

交通领域业务规模，放缓新能源及电力设备、通用设备等业务领域的发展速度，以更好满足半导体设备领域快

速增长的订单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半导体设备领域结构件业务客户主要为超科林、ICHOR、捷普和依工电子，结构件产品最

终应用于AMAT、Lam� Research、 中微半导体、Rudolph� Technologies等设备制造商所生产的半导体晶圆

制造设备及晶圆检测设备等产品。

2020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5,777.65万元，增幅18.68%，主要系受益于全球半导体市场恢复增

长，且公司防疫措施得当、产能迅速恢复，半导体设备领域结构件产品收入增长较多。 公司轨道交通领域部分

客户订单需求减少，且公司综合考虑回款时间、毛利水平等情况，减少与部分客户的合作，该领域结构件产品

收入下降，部分抵减了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

2021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16,074.75万元，增幅43.78%，其中：受益于全球半导体市场持续景气

和下游半导体设备厂商的产能扩张，公司半导体设备结构件产品的订单需求大幅上升，半导体设备业务领域

收入同比增加84.95%。 此外，储能电池柜产品订单实现放量增长，使得新能源及电力设备领域收入亦有所增

加。 在前述领域订单需求增长的情况下，公司综合考虑回款时间、毛利水平等情况，进一步减少了与轨道交通

领域部分客户的合作，该领域结构件产品收入下降，部分抵减了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

2022年1-6月，半导体设备业务领域订单需求依然旺盛；储能电池柜及储能式逆变器产品交付较多，使得

新能源及电力设备收入占比上升。

（2）主营业务收入地域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地域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区域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华东 9,162.15 20,755.62 18,968.81 17,698.41

东北 56.96 135.39 55.20 12.32

华北 470.42 789.25 399.12 1,232.44

其他 85.56 9.69 39.13 55.58

内销小计 9,775.09 21,689.95 19,462.26 18,998.75

东南亚 14,149.82 24,746.62 12,907.13 7,882.38

北美 827.68 980.53 967.81 858.46

欧洲 615.12 1,296.47 2,108.37 1,166.63

保税区 3,330.99 4,056.31 1,230.83 1,941.42

其他 24.58 19.32 38.05 89.16

外销小计 18,948.19 31,099.25 17,252.19 11,938.05

合计 28,723.28 52,789.20 36,714.45 30,936.80

报告期内，公司内销收入占比分别为61.41%、53.01%、41.09%和34.03%，内销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系公

司境内的半导体设备、新能源及电力设备等领域的主要客户集中在华东地区。

报告期内， 公司外销收入占比为38.59%、46.99%、58.91%和65.97%， 外销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保税

区，其中：东南亚地区系超科林、ICHOR、捷普等境外半导体设备主要客户集中的区域；保税区主要系液晶面板

清洗线设备客户Manz和储能式逆变器及储能电池柜客户阿诗特要求在上海保税区内向其交付产品。

（3）主营业务收入分季度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第一季度 13,246.00 9,135.36 6,766.23 4,648.31

第二季度 15,477.28 14,061.44 10,501.38 7,896.59

第三季度 - 14,528.84 10,027.97 8,788.75

第四季度 - 15,063.57 9,418.87 9,603.16

合计 28,723.28 52,789.20 36,714.45 30,936.80

报告期内，公司一季度受到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主营业务收入相对较低。 剩余三个季度的收入分布较为

均衡，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特征。

（二）营业成本分析

1、营业成本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17,877.86 99.96 31,942.76 99.47 22,078.88 99.66 20,159.73 99.74

其他业务成本 7.99 0.04 170.94 0.53 75.40 0.34 53.03 0.26

合 计 17,885.85 100.00 32,113.70 100.00 22,154.28 100.00 20,212.77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分别为20,212.77万元、22,154.28万元、32,113.70�万元和17,885.85万元，其中主

营业务成本占营业成本比例在99.00%以上，与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相匹配。

2、主营业务成本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按性质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11,983.62 67.03 20,336.23 63.66 14,643.11 66.32 13,412.82 66.53

直接人工 2,569.01 14.37 4,849.18 15.18 3,074.96 13.93 2,765.43 13.72

制造费用 1,898.80 10.62 3,851.78 12.06 2,925.97 13.25 2,883.54 14.30

外协加工费 1,111.71 6.22 2,441.10 7.64 1,434.44 6.50 1,079.82 5.36

运输费 314.73 1.76 464.47 1.45 - - - -

进项税转出 - - - - 0.40 0.00 18.13 0.09

合 计 17,877.86 100.00 31,942.76 100.00 22,078.88 100.00 20,159.73 100.00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金额分别为20,159.73万元、22,078.88万元、31,942.76万元及17,877.86万

元，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外协加工费用、运输费及进项税额转出。

（1）直接材料

报告期内，直接材料金额分别为13,412.82万元、14,643.11万元、20,336.23万元及11,983.62万元，占主营

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66.53%、66.32%、63.66%及67.03%。

2021年度直接材料占比较上年下降2.66个百分点，主要系一方面当期直接人工、外协加工费占比上升，另

一方面，公司半导体设备领域业务增长较快，该领域主要产品直接材料占比相对较低。2022年1-6月，直接材料

占比较2021年上升3.37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新能源及电力设备产品收入占比整体上升，该领域主要客户阿诗

特储能电池柜、配电柜等产品的直接材料占比较高所致。

（2）直接人工

报告期内，直接人工费用分别为2,765.43万元、3,074.96万元、4,849.18万元及2,569.01万元，占主营业务

成本比例分别为13.72%、13.93%、15.18%及14.37%。 直接人工主要包含自有生产员工的薪酬、劳务外包和劳务

派遣费用等。

2021年度直接人工占比较上年上升1.25个百分点， 主要系当期公司生产规模扩大， 自有生产员工人数增

加，人均薪酬提高，同时2021年度公司采用劳务外包及劳务派遣方式应对部分用工需求，使得人工成本上升。

（3）制造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制造费用分别为2,883.54万元、2,925.97万元、3,851.78万元及1,898.80万元，占主营业务

成本比例分别为14.30%、13.25%、12.06%及10.62%。 制造费用主要包括辅助生产车间人员工资、 机器设备折

旧、低值易耗品摊销以及水电费等。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分摊的制造费用占比持续下降。 2021年度，公

司制造费用较上年度增幅31.64%，主要系当期生产规模增长较快，制造费用中相应人员的薪酬、水电费等费用

金额增加所致。

（4）外协加工费

报告期内，公司外协加工工序主要为简单机械加工、表面处理等。 报告期内，公司外协加工费分别为1,

079.82万元、1,434.44万元、2,441.10万元及1,111.71万元，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5.36%、6.50%、7.64%

及6.22%。

（5）运输费用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 针对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且为履行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将

其自销售费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 2021年度及2022年1-6月，运输费用分别为464.47万元及314.73万元，占主

营业务成本比例分别为1.45%及1.76%。

（6）进项税转出

2019年度及2020年度，公司进项税转出金额分别为18.13万元及0.40万元，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09%、0.00%，占比较小。

（三）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1、公司毛利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下转A20版）

（上接A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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