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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1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无锡制造中心智能化工厂改扩建项目及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相关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6月 13日披露《关

于拟投资建设无锡制造中心智能化工厂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和《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为帮助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现

将相关信息补充披露如下： 

1、关于无锡制造中心的现有产能瓶颈 

公司电动两轮车的现有产能为 200万辆/年，其中无锡制造中心的产能为 80万辆

/年，产能占比为 40%；2018 年公司电动两轮车的产量为 1,722,483 辆，产能利用率

达到 86.12%，其中无锡制造中心的产量为 517,418 辆，产能利用率为 64.68%。 

近年来，公司产量呈现逐年稳步增长态势。其中，2017 年电动两轮车的产量较

2016年增长 26.46%， 2018年电动两轮车的产量较 2017年增长 25.82%。若按照最近

一期的增长率测算，2019 年公司电动两轮车的产能利用率将达到 108.36%；同时，即

使不调整公司现有各工厂的各型产品的生产布局结构，无锡制造中心的产能利用率也

将达到 81.38%。若不提前布局，进行无锡制造中心智能化工厂改扩建项目的建设，

到 2020年即将面临产能瓶颈。 

2、新增产能及消化情况 

（1）新增产能情况 

无锡制造中心智能化工厂改扩建项目拟于 2020 年底完成第一期建设，并且根据

建设规划，公司将关闭无锡制造中心原有 80万辆的生产线，即到 2021 年开始启用第

一期后，可达到 100 万辆电动两轮车的产能，较原有产能新增 20 万辆/年；在 2021

年完成第二期建设，2022 年可达到 2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产能，较原有产能新增 120

万辆/年。 

另一方面，无锡制造中心现有生产设备较为陈旧，客观上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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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自行车行业“十三五”规划》的相关要求，引导行业由规模速度粗放型向

质量效益集约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管理、人力资本质量型转变，由低端比

较优势向复合比较优势转变，由传统的大规模批量化生产向大规模个性化生产转变，

由传统的生产型企业向生产和服务并重转变。大力提升行业装备自动化水平，引入高

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缩短与国际先进装备的差距，改善行业装备技术水平不平衡的

局面。逐步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集成化生产，向智能化制造迈进。另外，根据《关

于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关于进一步完善摩托

车准入管理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获得摩托车牌照的企业项目总投资不得低于 2

亿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不得低于 8,000万元。因此，公司也迫切需要通过无锡制

造中心智能化工厂改扩建项目的建设，快速提高生产设备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丰富电动两轮车产品的生产类型，提高电动两轮车产品的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

本。 

（2）新增产能的消化情况 

一方面，从公司自身情况来看：近年来，公司通过加快优化经销渠道结构、努力

巩固原有直销渠道优势、不断推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及时建立以业绩为中心的考核

与激励机制，实现了业务规模的良性增长。最近三年公司电动两轮车产品的销售呈现

稳步增长态势，具体情况如下： 

年份 销售量（单位：辆） 本期与上年同期增减（%） 

2016年 1,089,145 - 

2017年 1,363,565 25.20 

2018年 1,640,733 20.33 

    另一方面，从外部条件来看： 

一是行业的稳定发展为公司产品销售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根据中国自行车协

会《2018年 1-11 月份行业运行情况》，2018年 1-11 月，电动自行车规模以上企业

产量2,131.2万辆，同比增长 5.7%。规模以上电动自行车企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593.8

亿元，同比增长 4.7%。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2019 年一季度行业运行情况》，2019

年 1-3月份，电动自行车规模以上企业产量 572.3 万辆，同比增长 21.3%。规模以上

电动自行车企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160.7亿元，同比增长 9.7%；实现利润 7.3亿元，

同比增长 28.7%。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一季度行业运行基本符合预期。电动自行车

行业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增长势头，一季度产量有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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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新国标的执行为公司抢抓机遇拓展市场提供了强大助力。2019 年正式实施

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对整个行业格局变化带来影响：一方面，依据一系列法规和标准，

电动两轮车将分为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三大细分品类，将进一

步影响到行业竞争格局。原来数量众多的生产企业，若需继续进行生产，必须进行资

质条件更为严格的电动摩托车生产一致性能力准入审查。实力较弱的行业内的中小企

业由于难以达到准入要求，将被迫退出市场竞争，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上升，行业竞

争将逐步集中到行业内的现有大型企业之间。同时，亦有可能出现新的进入者参与本

行业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竞争形势的复杂化也可能促使品牌企业在工业设计、研

发制造、渠道建设、服务体验等领域采取创新举措，带动行业转型升级。总体来看，

随着市场进一步集中，具有品牌号召力、渠道优势突出、产品质量过硬的企业将获得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份额将逐渐向这些优势企业集中。 

三是出口市场前景较好。《中国自行车行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 ´十三

五´时期，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6%，到 2020 年突破 2,000 亿

元。自行车及零部件出口基本稳定，电动自行车出口大幅增长。” 

因此，公司将抓住电动两轮车行业稳步增长、新国标执行带来行业集中度提高、

国际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通过进一步做好产品研发设计、优化营销网络等手段，发

挥公司的既有优势，着力做好电动两轮车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销售工作，以消化新增

产能，为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资金来源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公司无锡制造中心智能化工厂改扩建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自有资金存量（不含应收票据 4,535.24 万元，不含募集资

金 22,365.16 万元）37,195.66 万元；另根据 2019 年 4 月 2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决议，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

元综合授信额度，可以支撑公司拟投资 37,062.54 万元建设无锡制造中心智能化工厂

改扩建项目。但在该项目的建设期间，该项目不能实现收入，可能会造成公司自有资

金减少，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程度的资金压力。 

（2）该项目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影响如下： 

○1 根据《无锡制造中心智能化工厂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达产后预计年

销售收入 299,716.00 万元，净利润为 6,032.12 万元，该项目经济效益较好。另外，

公司 2017 年和 2018 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较好，2017 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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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6.10万元，2018 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为 16,739.91万元。随着该项目达产后收

入和利润的增加，会带来现金流的增加。 

○2 从资产结构上看：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流动资产 105,787.25 万元，

资产总额 163,504.58 万元，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64.70%。按项目达成后测算，

两期建设资金投入 32,000.34 万元转为固定资产。若按照 2019年 3月 31 日资产结构

测算，自有资金投入 32,000.34 万元转为固定资产后，则公司流动资产变为约

73,786.91万元，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约 45.13%。随着项目达产后的销售收入和

利润的增加，会逐步提高流动资产的占比。 

4、原募投项目进度情况及变更募投项目的合理性 

(1) 原募投项目进度情况 

根据《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公司“营销网

络升级项目”预计投资总额 18,377.26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6,039 万元，主要

内容为组建 4 个运营中心，建立 21 个仓储物流中心，并在仓储物流中心所在城市开

设 21家旗舰店。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营销网络升级项目”已实际累计投入 1,688.54万元，

完成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的 10.43%。其中：建筑工程费用 353.02万元，设备购置费用

1,133.48万元，其他费用 202.04万元。已投入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门店装修建设、设

备采购以及终端仓储中心租赁等。2019 年 1-3 月，公司募集资金投入产生的营业收

入为 676.27 万元，利润总额为 25.99万元。 

(2)原募投项目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变更募投项目的合理性 

公司进行上述营销网络建设，是密切围绕公司当时经销渠道的现状和特点，为

了进一步弥补现有销售渠道的短板、丰富和完善营销网络、快速扩大销量而做出选择。

当时公司经销渠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销商数量多而分散，且主要为县（区）级的

小型经销商，截至 2017 年末，公司拥有 1,350 家经销商；二是单个经销商的资金实

力普遍较小，这些经销商在公司的提货，具有小批量、多频次的特点，同时，相对于

经销商自有门店的零售业务而言，其对分销商的批发业务存在短板，分销能力不足；

三是相对于在三四线城市、县域市场的渠道建设而言，公司在特大城市、省会城市以

及区域中心城市的经销渠道建设比较薄弱。因此，公司需要通过组建区域营销中心，

提升公司的市场反应速度、提高对经销商的营销管理和营销服务能力；通过建立仓储

物流中心，缩短经销商提货半径、提升对经销商的物流配送能力、提高经销商有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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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使用和周转效率；通过开设旗舰店，拓展公司在特大城市、省会城市以及区域中

心城市的经销渠道，提高在上述中心城市的销售服务能力和提升新日品牌形象。 

“营销网络升级项目”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较慢，其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是电动自行车行业传统终端销售主要采取在各城市“电动车一条街”、

车辆交易市场等相关专业商圈开设店面的模式，而相关城市的店面资源具有一定的稀

缺性，选址工作较为困难。 

另一方面，自 2018 年以来，随着电动两轮车行业市场营销的形势变化，和公司

销售渠道的发展，公司对销售渠道进行了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有以下两

点：第一，是为了快速提升渠道下沉能力、促进原有经销商体系提高批发业务能力，

着力引进了一批区域性规模客户，整合了部分区域的小型经销商资源。这些规模客户

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相较于原有县级经销商，其资金实力较为雄厚、单次提货能力较

强，二是其所在地一般为区域中心城市，三是其有意愿、也有能力在属地投入资金进

行大型店面、区域样板店或旗舰店的建设。第二，是为了降低在城市市场的渠道建设

成本、提升品牌形象，着力开展了与苏宁、国美等连锁卖场的合作，弥补原有销售渠

道的不足。公司在 2018 年进行上述的渠道结构调整以后，产品销量逐步提升，较 2017

年增加了 20.33%。 

在此情况下，相较于公司自行建设运营，若由区域性规模客户进行旗舰店店面的

建设运营，其资金使用效率、运营效率更高，且有利于公司节约资金资源和管理资源。

因此，为了避免资源的重复投入，拟不再对原“营销网络升级项目”进行投入，并变

更对“无锡制造中心智能化工厂改扩建项目”的投入。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