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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0,000.00 万元人民币，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面向 TWS 应用的豆式锂离子电池项目”、“面向胎压

测试和物联网应用的高温锂锰电池项目”、“三元方形动力电池量产研究及测试

中心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额

（万元） 

1 面向TWS应用的豆式锂离子电池项目 116,215.25 105,000.00 

2 面向胎压测试和物联网应用的高温锂锰电池项目 33,302.77 30,000.00 

3 三元方形动力电池量产研究及测试中心项目 58,883.05 45,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0 70,000.00 

合计 278,401.07 250,000.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在不改变拟

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优先顺序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

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面向 TWS 应用的豆式锂离子电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购置国内外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在广东省惠州市公司现有工业

园区内，建设豆式锂离子电池自动化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豆式锂离

子电池 2 亿颗的产能，主要应用于以 TWS 耳机为主的可穿戴设备中。公司通过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豆式锂离子电池产能瓶颈，更好地满足

市场和客户需求，推动公司消费类锂离子电池业务在细分领域实现新发展；另一



 

 

方面有利于实现公司豆式锂离子电池自动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产品的稳定性、可

靠性，切实强化和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2、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1）把握 TWS 耳机爆发式增长契机，充分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 

锂离子电池的市场需求直接受到下游应用市场规模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技

术进步和消费升级的推动，TWS 耳机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再次掀起消费电池

巨大市场需求的源动力。 

1）TWS 耳机技术快速发展、体验性能大幅提升，引领消费电池新一轮增长 

智能手机无孔化变革促使 TWS 耳机成为新的消费趋势。随着智能手机持续

创新，屏下指纹、虚拟按键、一体化机身、无线快充、e-SIM、防尘防水等技术

不断迭代，最终都指向了终端无孔化趋势。传统 3.5mm 耳机接口占用了手机机

身部分体积，但其电流极小，仅能做音频传输使用，功能扩展性极为有限。2016

年起，苹果系、安卓系陆续取消 3.5mm 接口，无线体缠绕烦恼、使用便捷的 TWS 

耳机应运而生，成为无孔化变革中重要一环。此外，TWS 耳机的多功能整合及

智能化发展，使其成为万物互联的主要交互入口之一，拓展了多元化应用场景，

提升了生活便捷性，目标客户群有效扩大。 

根据 Counterpoint 研究报告统计，2016 年全球 TWS 耳机出货量 918 万副，

2019 年出货量 1.2 亿副，复合增长率达到 136%；预计 2020 年 TWS 耳机出货量

较 2019 年继续实现翻倍，2022 年将增长至 7 亿副，为其关键零部件消费类锂离

子电池的市场需求描绘了清晰的增长路径。豆式锂离子电池较针式和软包消费类

锂离子电池具有容量高、体积小、精度高等关键优势，受到中高端品牌的青睐，

持续处于供不应求的态势，细分市场空间巨大。 

2）把握 TWS 耳机逐步成为必不可少的可穿戴产品而迎来的行业爆发式增

长契机，建设先进产能，充分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 

TWS 耳机作为可集通话、健身追踪、语音助理等综合功能为一体，进而成

为万物互联重要交互入口的可穿戴设备，逐步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可穿戴产品，

庞大的市场需求将使 TWS 耳机迎来爆发式增长，苹果、华为、三星等手机制造



 

 

商，BOSE、SONY、JBL 等音频制造商，已纷纷布局这一蓝海市场，为 TWS 耳

机关键零部件豆式锂离子电池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本轮行业热潮更是带动了

市场对公司产品的较大需求，公司已与国内外领先的手机制造商、音频制造商建

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面对上述机遇，公司唯有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建设先

进产能、扩大生产规模，以更好地满足市场和客户对于豆式锂离子电池的迫切需

求，推动公司消费类锂离子电池业务在细分领域实现新发展，从而达到进一步深

化业务布局、增强盈利能力、提升市场地位的重要目标。 

（2）发挥技术优势，建设豆式锂离子电池生产线，缓解产能瓶颈 

TWS 耳机在多功能整合、智能化发展的同时，对电源系统小型化、长续航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积小、能量密度高、精度高的 TWS 耳机电池呈现供不

应求的态势。 

公司从事消费类锂离子电池业务已近 10 年，一直专注于研发和生产智能可

穿戴设备、蓝牙音箱等新兴产品适用的小型锂离子电池，在特定消费类细分市场

一直处于行业优势地位，是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在面向 TWS 耳机应用的电

池产品中，豆式锂离子电池在形状和能量密度方面均优于针式和软包消费类锂离

子电池，更符合 TWS 耳机小型化、长续航的要求，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公司

依靠深厚的技术积淀，独立研发并量产的豆式锂离子电池关键参数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并形成了稳定的技术专利，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能够提供高质量的面向

TWS 耳机应用的锂离子电池供应商，并获得了国内外中高端客户的认可和青睐。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包括豆式锂离子电池在内的消费类锂离子电池产

能利用率、产销率接近 100%，产能已经饱和，市场需求旺盛。 

面对豆式锂离子电池在 TWS 耳机市场大规模应用的市场机遇，公司作为行

业领先企业，不断增加先进产能，一方面有效解决产能瓶颈，提高产品交付能力，

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国产豆式锂离子电池专业技术水平，为蓬勃发展的中国消费

电子产业链提供安全保障。公司通过不断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

占据市场先机，巩固公司在消费类锂离子电池领域的优势地位。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公司具备行业领先的研发与技术优势，掌握豆式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技

术和生产工艺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小型消费类锂离子电池研发与生产的企业之一，践行严

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依据终端市场的应用需求及发展趋势制定了消费类锂离子电

池技术发展路径，经过在行业内多年的积累，已在小型消费类锂离子电池快速充

放电、高比能量密度、长循环次数等关键技术方面形成了先发优势，在细分行业

处于领先水平。 

对于面向 TWS 耳机应用的豆式锂离子电池，公司通过对工艺设计、极片制

造、封装方式等方面的自主研发，独立研发推出卷绕折边技术方案，并形成稳定

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高质量的 TWS 耳机用锂离子

电池生产企业之一，已量产的代表型号产品关键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公司在面向 TWS 应用豆式锂离子电池方面已累计申请专利 48 项（包

括 PCT 专利 4 项、发明专利 24 项），其中授权专利达到 14 项，涵盖“壳体密

封结构”、“电池结构设计”等诸多核心技术，已实现丰富的技术储备。公司在

面向 TWS 耳机应用的豆式锂离子电池领域形成的核心技术以及独立、清晰的专

利优势，为本次募投项目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 

（2）强大的客户资源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公司布局小型消费类锂离子电池市场较早，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安全可靠

的产品性能，在近 10 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良好的市场美誉度和知名度，核

心客户均为各细分行业的领先企业。 

公司量产的豆式锂离子电池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市场需求旺盛。目前，公司

已进入国际领先手机品牌商的 TWS 耳机供应链体系，随着其市场规模的快速扩

大，对公司豆式锂离子电池的需求也将日益增长。同时，公司与原有消费类锂离

子电池战略客户在 TWS 耳机新领域陆续达成合作，进一步丰富了豆式锂离子电

池的客户结构。此外，随着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豆式锂离子电池自动

化水平将得到极大提升，产能瓶颈得以缓解；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综合成本下降，



 

 

亦有利于公司扩大客户群体，提高市场竞争优势，并使锂离子电池能够向其他具

有小型化、高能量密度需求的应用领域拓展。 

综上，公司在 TWS 耳机领域以及原有智能可穿戴设备、蓝牙音箱领域积累

的优质客户资源，将不断转化为强劲的市场需求，为本次募投项目顺利开展提供

稳定的市场保障，不断巩固公司在消费类锂离子电池领域的优势地位。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16,215.25 万元，包含建设投资 3,367.35 万元、设备投资

101,997.75 万元、预备费 5,268.25 万元以及铺底流动资金 5,581.90 万元。本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105,000.00 万元。 

序

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投资金额占比 

1 建设投资 3,367.35 3,300.00 2.90% 

2 设备投资 101,997.75 101,700.00 87.77% 

3 预备费 5,268.25 - 4.53% 

4 铺底流动资金 5,581.90 - 4.80% 

合计 116,215.25 105,000.00 100.00% 

5、项目预期收益 

经测算，本项目运营期内预计年均营业收入为 160,883.33 万元，年均净利润

为 18,227.18 万元，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6、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 

7、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 

8、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项目不需新增用地，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情况如下： 

资格文件 文件编号 



 

 

立项备案 2020-441305-38-03-006584 

环评批复 正在办理中 

（二）面向胎压测试和物联网应用的高温锂锰电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配套性能优异的检测设备和质量

数据监控系统等，在广东省惠州市公司现有工业园区内，建设高温锂锰电池自动

化生产线及应用检测中心，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1.6 亿只高温锂锰电池（锂

锰扣式电池）的产能，主要应用于胎压监测系统（TPMS）、物联网终端等领域。

本项目的实施，符合胎压监测系统强制安装的政策要求，顺应胎压监测系统零部

件国产化的市场趋势，是完善和深化公司锂原电池业务布局、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2、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随着应用环境的日趋复杂，锂锰电池在适用温幅、使用寿命、电压稳定性、

大功率放电等性能方面不断提升，并广泛应用于智能仪表、追踪仪器（如 GPS

定位仪等）、医疗器械、汽车胎压监测系统等领域。我国于 2020 年起全面实施乘

用车 TPMS 强制安装政策，为高温锂锰电池带来确定增量；而近年来物联网的

高速发展，亦将加快高温锂锰电池在烟感器、探测器、无线红外报警等多元化场

景的应用，高温锂锰电池迎来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1）国内立法为 TPMS 产业链带来确定增量，公司扩产为市场需求提供充

分保障 

1）国内 TPMS 强制安装政策的落地，为 TPMS 及其产业链带来确定增量 

安全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永恒课题。汽车轮胎直接与地面接触，在行驶过程中

一直保持高速、高温状态，轮胎高压、缺气、破损等故障均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

是引起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TPMS 采用无线传输技术，利用固定于汽车轮胎内

的高灵敏度无线传感装置，采集并向车内主机实时传输轮胎压力、温度等数据，

在胎压出现异常时发出警报，保障行车安全、提高轮胎使用寿命，与安全气囊、

防抱死系统是世界公认的汽车三大安全系统。 



 

 

TPMS 的安装提高了汽车制造商成本，上世纪 90 年代末仅作为豪华车型的

配置面向市场。2005 年 4 月，美国最早立法，将 TPMS 列为汽车标准配置，于

2007 年起强制执行；欧盟、韩国等发达国家紧随其后，于 2014 年起强制执行。

我国早在 2011 年即出台《基于胎压监测模块的汽车胎气压监测系统》（GB/T 

26149-2010）的推荐性标准，但是由于缺乏强制性要求，国内市场 TPMS 的应用

情况并不广泛。2017 年 10 月，我国颁布《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

和试验方法》（GB 26149），对 TPMS 的安装提出了强制性要求：（1）对发动机

中置且宽高比小于或等于 0.9 的乘用车，其新申请型式批准车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其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2）

对其他 M1 类车辆，其新申请型式批准车型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其

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TPMS 强制安装政策的

落地，为 TPMS 及其产业链带来确定增量。从我国市场来看，根据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统计，2019 年国内乘用车产量 2,136 万辆，假设至 2025 年，每年产量不

变，则每年需新增 TPMS 产品 2,136 万套；另外，根据中国公安部统计，2019

年国内汽车保有量达到 2.6 亿辆，随着 TPMS 产品在国内应用的成熟，后装 TPMS

也具备较大的市场潜力。 

2）直接式 TPMS 产品渗透率逐步提升，高温锂锰电池需求旺盛 

TPMS 分为直接式和间接式两大类。间接式 TPMS 基于汽车 ABS 防抱死系

统监测车轮转速，某一轮胎失压导致其滚动半径变小、转速相对正常轮胎更快，

通过比较轮胎之间的转速差别，以达到监视胎压的目的。间接式的主要缺点是无

法定位哪一个轮胎出现异常，且无法对两个以上轮胎同时缺气的状况和速度超过

100 km/h 的情况进行判断。直接式 TPMS 在每个轮胎内安装压力传感器，直接

测量每个轮胎的压力并将信号发送至中央处理器，成为当前的主流胎压监测技术，

在美国和欧洲直接式 TPMS 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95%和 70%。我国 TPMS 市

场正值快速发展阶段，主流的直接式 TPMS 产品正在成为多数汽车厂商的安全

配套产品。高温锂锰电池作为直接式 TPMS 传感器、发射器工作的能量来源，

其市场规模也将随着直接式 TPMS 的广泛应用而实现快速增长。 

3）把握高温锂锰电池确定性增长机会，建设先进产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 



 

 

公司以锂亚电池、锂锰电池起家，多年以来积累了深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基

础，长期处于行业龙头地位。面对高温锂锰电池在新兴领域大规模应用的市场机

遇，公司亟需通过募投项目的建设，增加与市场发展相匹配的产能规模，以不断

提高产品交付能力，推动锂锰电池业务在新赛道上实现跨越式发展，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锂锰电池产业升级，进一步巩固细分领域

龙头地位 

1）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及日趋复杂的应用环境，迫切要求锂锰电池实现

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牢

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加强自主创新，抓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

断涌现的历史机遇，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公司建设高温锂锰电池

先进产能，是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核心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进而推动国内

高温锂锰电池产业进步、良性循环的重要选择。 

从政策指向来看，国家要求在经济结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把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锂原电池产品用途广泛，并关乎汽车、信息技术、能

源等诸多国家支柱产业的发展，国家及主管机关陆续出台政策支持、指导锂原电

池发展转型。2016 年 7 月，工信部发布《轻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

确“重点发展新型一次电池”；2016 年 1 月，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发布

《电池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重点推进锂原电池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

突破锂原电池关键技术，比能量提升至 400Wh/kg（Li/CFx+MnO2）、贮存寿命增

至 10 年以上，低温-40℃下可获得常温容量的 80%”等关键要求；2019 年 10 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新型锂原电池”再次

被列为鼓励类产业。锂锰电池能量密度大、使用寿命长、价格相对较低，成为目

前用量最大、市场范围最广阔的锂原电池，根据 LPI 统计，锂锰电池平均每年的

消费量占锂原电池总消费量的 51%以上，锂锰电池的产品结构升级是实现锂原电

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国内在 1979 年便开启了锂锰电池发展的序幕，但长



 

 

期以来我国主要的锂锰电池产品仍较多地面向传统市场，如计算器、遥控器、智

能表计等领域。随着应用环境的日趋复杂，市场对于锂锰电池的性能提出更高的

要求。对于面向 TPMS 的锂锰电池而言，一方面，轮胎由静止到高速行驶的过

程中，胎内空气温度可由正常室外温度上升至 120℃，普通锂锰电池会变形甚至

爆裂，需要配备使用温幅至少达到-40℃至 125℃的锂锰电池；另一方面，汽车高

速行驶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离心加速度，限制了 TPMS 产品的体积和重量，从

而对电池部件的封装、固定及小型化提出更高要求。此外，烟感器、无线红外报

警、医疗领域等新兴多元化场景，亦迫切需要锂锰电池制造企业突破传统产品舒

适圈，推动锂锰电池产品结构升级。 

2）公司努力践行高质量发展精神，推动核心技术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夯实

细分领域龙头地位 

锂锰电池已有近 50 年的发展历史，应用领域极其广泛。近年来，TPMS、

物联网终端、医疗领域等新增需求点迫切要求锂锰电池实现技术革新。从国外来

看，Maxell、村田公司具有专用于 TPMS 系统的高温锂锰扣式电池生产技术，是

该细分领域主要参与者；公司依托由锂原电池、消费类锂离子电池、动力电池构

成的丰富的产品体系、先进的技术研发平台，通过长期在电化学材料、结构、工

艺等方面的深度研究，率先突破锂锰电池在内部产气、高速离心力下正负极固定

等关键痛点的技术壁垒，形成了可靠应用于 TPMS、物联网终端等复杂场景的高

温锂锰电池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遵循德国汽车工业质量标准 VDA6.3、国际汽

车质量规范 IATF16949 等先进的制程管控体系，成为国内极少数真正具备面向

TPMS 和物联网应用的高温锂锰电池规模化生产的行业领先者。 

本次募投项目对标国际同类先进产品，适用于对高低温环境、使用寿命、体

积重量等方面有特定要求的应用场景，符合国家经济的升级发展要求和市场变化

趋势，是公司充分推动技术、管理优势转化为生产力的必然选择。一方面，率先

布局国内高性能锂锰电池赛道，进一步夯实细分领域龙头地位；另一方面，在产

业化过程中实现核心技术价值释放，促进生产技术和工艺进一步成熟，引领国内

锂锰电池产业突破技术壁垒，实现高质量发展。 



 

 

综上，公司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大幅增强高温锂锰电池规模化供应能力，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降低综合成本，增强国产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为全世界提供

高质量高温锂锰电池的重要目标，并始终在锂原电池领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率先掌握高温锂锰电池核心技术和生产工艺 

锂电池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锂电池的技术变革是由庞大的电化学知识体系和

深厚的技术工艺体系共同支撑的产物。公司拥有由数十名博士领衔的超过 1,400

名集材料、电化学、结构设计和电子电路设计等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组成的研

发团队，和包括两院院士和海内外专家组成的专业技术顾问团队，研发实力雄厚。

在从事锂锰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近 20 年的时间里，对锂锰电池的材料、结

构、工艺等关键领域不断实现技术改进，始终满足各终端市场的应用需求及发展

趋势。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主要面向 TPMS 和如烟感器、探测器等物联网终端，应

用环境的复杂化对锂锰电池的工作稳定性、使用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通

过内部结构设计、调整电解液材料配方、优化密封工艺等方式，解决了锂锰电池

内部产气、高速离心力下正负极固定等关键痛点，极大地提升了锂锰电池气密性

和工作稳定性。在上述技术变革和工艺创新的支持下，公司高温锂锰电池关键性

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赢得了国内外一流客户的认可与信任。 

公司在锂锰电池领域深厚的技术积累，不仅使公司具备针对客户个性化需求

进行锂电池研发生产的实力，还可引导客户根据公司产品的技术特点对其终端产

品进行优化设计，为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也为本次募投项目顺利

开展提供重要技术支持。 

（2）通过多项国际权威管理体系认证，制程能力持续提升 

制程控制是核心技术转化为持续、稳定、可靠生产力的重要保证。公司是行

业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具备锂原电池、消费类锂离子电池、动力电池先进生产能力

的电池制造商，多元化产品结构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公司锂电池制造技术工艺的积

淀和创新，同时促进了国际先进质量管理体系在公司各产品线的应用。 



 

 

汽车工业质量管理体系代表了制造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先进水平。公司在动力

电池产品的研发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循国际通行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并

在此基础上，投入大量资金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学习国际先进制程管理标准，

严控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以较高的综合评分获得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专门针

对汽车行业生产服务设立的 IATF16949 管理体系认证，以及代表世界汽车工业

领先水平的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设立的 VDA6.3 过程管理体系认证，在生产制度、

环境洁净度等方面亦均按照国际高端车企制程体系导入，获得国内外一流车企客

户的广泛认可。 

本次募投项目的高温锂锰电池面向 TPMS 产品配套，适用于汽车产业的生

产管控要求。公司是全球锂锰电池制造企业中极少数的具备汽车工业质量标准国

际认证的市场参与者，能够充分复用在汽车领域形成的制程标准和生产经验，保

障本次募投项目生产过程可持续地规范化、精细化运作，始终为市场提供高一致

性、高安全性的可靠的电池产品，进一步加强客户信任，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 

（3）国内外一流客户资源储备将不断转化为强劲的市场需求 

锂电池行业本身具有较高的技术、资金壁垒，其中，锂锰电池经过近 50 年

的发展，主要的市场参与者已相对固定，根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 LP Information

统计，前十大锂锰电池制造商占据了 76%的市场份额。锂锰电池系公司传统优势

产品，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安全可靠的产品性能，经过多年的发展沉淀，积累

了良好的市场美誉度和知名度，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仪表、追踪仪器、红外探测、

医疗器械等各类细分领域，行业地位全球领先。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扩产的高温锂锰电池产品，率先突破了工作温幅、密封性、

高速离心下正负极固定等痛点问题，高度满足下游多领域客户应用需求。在

TPMS 领域，公司积极接洽了行业内对该类产品有规模化需求的国内外龙头客户，

在产业链协同、合作研发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其

他细分领域，如通信设备、烟感器等，公司深耕原有客户产品升级换代需求和其

在新兴应用领域的需求，并积极开拓建立新的客户关系，共同助力实现公司为全

球提供高性能的高温锂锰电池的重要目标。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 33,302.77 万元，包含建设投资 2,052.00 万元、设备投资

28,510.79 万元、预备费 1,528.14 万元以及铺底流动资金 1,211.84 万元。本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投资金额占比 

1 建设投资 2,052.00 2,000.00 6.16% 

2 设备投资 28,510.79 28,000.00 85.61% 

3 预备费 1,528.14 - 4.59% 

4 铺底流动资金 1,211.84 - 3.64% 

合计 33,302.77 30,000.00 100.00% 

5、项目预期收益 

经测算，本项目运营期内预计年均营业收入为 36,773.33 万元，净利润为

3,750.01 万元，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6、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 

7、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 

8、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项目不需新增用地，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情况如下： 

资格文件 文件编号 

立项备案 正在办理中 

环评批复 惠仲环建[2018]63 号 

（三）三元方形动力电池量产研究及测试中心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配套性能优异的检测设备和质量

数据监控系统等，在湖北省荆门市公司现有工业园区内，建设具备兼容不同型号

尺寸、定制化开发、全自动化试生产等能力的三元方形动力电池量产研究及测试



 

 

中心。本项目的实施，顺应了国家和市场对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快充能力等性能

提升的要求，推动了前沿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应用的一体化发展，是进一步增强公

司在动力电池领域实力、提升新产品的开发效率、进而支撑公司动力电池业务的

保持稳步成长并建立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 

2、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1）顺应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动力电池提质增效的市场趋势，不断

提升公司动力电池技术水平和新产品开发能力 

随着能源紧缺与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共识。各国

陆续推出燃油车禁售时间表等一系列战略性支持政策，戴姆勒、宝马等国际汽车

巨头也纷纷加大了新能源汽车的布局与投入，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动

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续航能力、快充能力、使用寿命等关键性能

的不断突破和提升，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政策端来看，为顺应行业长远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市场的技术差异，

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与法规，引导、支持、鼓励和规范新能源汽车及动

力电池的健康可持续发展。2017 年 2 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促进汽车动力

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对锂离子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使用环境、充电能力

等提出要求。2019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

《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提出

持续提升电池能量密度和安全性，推进高功率快充、无线充电、移动充换电等技

术装备研发应用，提高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便利性。 

从市场端来看，不断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性能、满足不同消费者对新能源

汽车的多样化需求始终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全球汽车电动化的背景

下，动力电池技术不断进步，宝马、戴姆勒、大众等国际一线车企纷纷推出纯电

动平台及 400 公里以上的长续航里程车型；相应的，我国国产纯电动车续航里程

也由 2013 年的 150 公里提升至目前的 400 公里左右，部分高端车型续航里程已

迈向 500 公里。此外，国内外一线车企、动力电池企业在低温锂离子电池技术、

大功率充电技术、动力电池材料体系、动力电池可靠性等关键领域持续研究，推

动动力电池提质增效、进一步改善新能源汽车的便捷性与安全性。未来，随着新



 

 

能源汽车的不断渗透，并逐步从政策引导转向消费需求拉动，具备良好性能的新

能源汽车受到消费者青睐，市场需求将持续升温。 

三元方形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封装可靠度高、相对重量轻、续航能力强等

优势，是提升新能源乘用车续航里程等性能的主要技术路线之一，未来市场发展

空间广阔。 

（2）建设新产品全流程研发测试中心，满足下游客户共同研发的需求 

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是影响新能源汽车安全性、续航能力

等性能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全球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新能源车企加强与动力电池企业研发协同和产业合作，成为助力动力电池产业技

术进步、提高新能源车企市场竞争力、从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共赢

选择。国际中高端汽车品牌已纷纷布局国内具备技术优势的动力电池配套企业，

由市场端合作深入到研发端合作。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动力电池制造企业，亦需

要根据客户需求，进一步加强完善产研发中心的建设，一方面满足客户批量化样

件生产和多环节验证的需求，另一方面配合客户共同研发，掌握动力电池前沿技

术。 

公司深耕锂电池行业多年，始终坚持技术创新驱动发展进步，在全球大力发

展新能源汽车的历史变革中，公司在动力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方面已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研发体系。在三元方形电池领域，公司积累了丰富的产品开发、试制、测

试及应用经验，但现有三元方形动力电池技术中心试验线在生产效率、兼容性和

功能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面对市场对动力电池在续航能力、快充能力、驾驶

体验等方面的要求日益提升，公司需建设调整灵活、并与市场最新要求之相匹配

的动力电池研究试验线，满足下游客户对高端动力电池长期共同研发、形成产业

协同的迫切要求。 

（3）充分提升三元方形技术中心自动化水平及试制产能 

伴随着国家智能制造战略规划等各项政策的落地，中国式工业 4.0 时代正式

起航。2019 年 1 月，工信部发布《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18 年本）》，鼓

励企业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将自动化、信息化及智能化等贯穿于设计、生产、



 

 

管理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对行业内的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目前，国

内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在生产技术、产品性能、品牌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

亦在提高生产研发自动化水平的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本次募投项目将遵循 IATF 16949质量管理体系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过

程管理体系的要求，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制造及检测设备、MES 生产制造管理

系统及仿真系统等配套设备，建立全流程、全自动化量产能力的三元方形动力电

池智能化研究中心及检测中心。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一方面将全面提高公司三

元方形动力电池技术中心的自动化水平，减少人工干预，改善样件良品率、可靠

性，充分满足下游客户对试产线产能及自动化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进一步提

升车间环境洁净度，保障动力电池试制样件的品质，满足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

及标准的要求，并配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对试制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废料进行回收

和二次利用，实现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丰富的人才储备和技术积累，以及完善的制造过程管理体系，为本次

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深耕锂电池行业 20 余年，高度重视对产品的研发投入和自身研发综合

实力的提升，针对行业发展趋势，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做好新产品的研发和技术

储备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及研发体系。 

在人才储备方面，公司拥有由数十名博士领衔的超过 1,400 名集材料、电化

学、结构设计和电子电路设计等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组成的研发团队，和包括

两院院士和海内外专家组成的专业技术顾问团队，并与武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等多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整体科研实力

雄厚，并在动力电池领域已成功掌握了相关核心技术，取得了相应的技术成果拥

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 

在技术积累方面，公司在隔膜表面处理技术、正负极材料结构制备技术、动

力电池系统集成技术等方面的突破，有效保证了三元电池的一致性和安全性，提

高了三元电池的能量密度。同时，公司发明专利“一种高功率锂离子正极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于 2016 年获批湖北省科技成果认证，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防爆阀

的保护装置”于 2016 年获得授权；公司规划建设的智能化三元方形锂离子电池

项目“高比能锂离子动力电池智能工厂项目”、“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智能工厂试

点示范项目”分别于 2017 年成功获批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

式应用项目”、“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目前，公司三元方形锂离子电池技术

力量已经成熟，通过自主创新开发的已量产的三元电池能量密度达到 250Wh/kg，

具有较强的技术成果转化能力，为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持。 

在制造过程管理体系方面，公司严格按照国际汽车工业体系所要求的制造过

程管理组织生产。公司在动力电池的研发生产中，投入大量资金和专业技术人员，

不断学习国际先进制程管理标准，严控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以较高的综合评分获

得了 ISO 专门针对汽车行业生产服务设立的 IATF16949 管理体系认证，以及代表

世界汽车工业领先水平的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设立的 VDA6.3 过程管理体系认证，

在生产制度、环境洁净度等方面亦均按照国际高端车企制程体系导入，获得了国

内外一流车企客户的广泛认可，保证了本次三元方形动力电池量产研究的制程控

制。 

公司丰富的人才储备、深厚的技术积累、以及完善的制造过程管理体系，能

够为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三元方形动力电池性能的不

断提升提供充分保障。 

（2）成熟的研究及测试中心建设运营经验，为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提

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供应商，技术实力雄厚，拥有完善

的技术研发组织架构，具有成熟的研究及测试中心建设和运营经验，为本项目的

成功实施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 

目前，公司研究院已建立 NCM（镍钴锰）电池研究所、亿纬动力研究所、

小型电池研究所、未来技术研究所等，通过各类实验室、中试线等对动力电池、

消费类锂离子电池、锂原电池等领域，以及行业底层技术、应用技术、前沿技术

领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针对三元动力电池，公司建立了独立的 NCM 研究



 

 

院，并针对三元圆柱、三元方形、三元软包等细分领域设立了专门的技术中心。 

此外，公司设有研究检测中心，该中心于 2019 年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认可范围涵盖数十个与动力电池相关的测

试项目，标志着公司已具备国家及国际认可的管理水平及检测能力，对公司技术

创新及研发能力提升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公司在现有研究体系下，根据客户需求，针对三元方形动力电池建设具备新

产品全流程样件的量产研究及测试中心，充分借鉴了各类实验室、研究生产线的

建设运营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加强产业链协同，深化与下游

乘用车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 58,883.05 万元，包含建设投资 10,686.97 万元、设备投资

45,392.13 万元以及预备费 2,803.95 万元。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45,000.00 万元。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投资金额占比 

1 建设投资 10,686.97 5,000.00 18.15% 

2 设备投资 45,392.13 40,000.00 77.09% 

3 预备费 2,803.95 - 4.76% 

合计 58,883.05 45,000.00 100.00% 

5、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为公司的生产经营辅助配套项目，不进行效益测算。通过本项目的实

施能够加强公司在三元方形动力电池方面的技术储备和产品储备，丰富公司产品

线布局，进而有利于公司综合竞争实力的提升和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 

6、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 

7、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亿纬创能锂电池有限公司。 

8、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项目不需新增用地，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情况如下： 

资格文件 文件编号 

立项备案 正在办理中 

环评批复 正在办理中 

（四）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1）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 

公司主要从事锂原电池、锂离子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新能源汽车产

业蓬勃发展、储能领域持续升温、消费电子领域方兴未艾的市场机遇下，锂电池

行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公司作为行业内极少数的同时具备锂原电池、消费类锂离

子电池、动力电池生产制造的行业领先企业，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加快产能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支出较大，2016 年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固定资产由 101,286.84

万元，增至 327,371.74 万元；2016 年-2018 年，公司“购建固定无形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年均超过 100,000.00 万元，2019 年前三季度达到 138,547.44 万元。 

同时，公司的生产、销售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营业收入、净利润快速增

长，2016 年-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33,971.20 万元、298,230.48 

万元、435,119.06 万元和 457,718.96 万元，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已超过 2018 年度全年的营业收入。2016 年-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分别

为 31,525.57 万元、43,306.99 万元、58,293.84 万元及 117,269.89 万元，2019 年

前三季度净利润约为 2018 年度净利润的 2 倍。 

综上，随着公司行业地位的进一步巩固、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对于流

动资金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有效满足公司

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新增营运资金需求，为公司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奠定坚实

基础。 

（2）公司战略的全面实施，将增加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从整体战略来看，公司处于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公司将聚焦锂电池产品，

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积累为基础，做世界上最好的锂电池，努力实现“大而强”



 

 

的战略目标，成为全球领先的锂电池制造商。一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努力建设消

费电池、动力电池的优质产能，丰富产品序列，提高产品性能，拓展应用领域，

以持续夯实消费电池在各细分市场的行业领先地位，不断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和储能业务领域的市场地位，确立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继续加强技术研发，

始终掌握前沿技术。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注重技术研发与科技创新，并致力于

为不断提高锂电池安全性和一致性做出贡献，研发实力雄厚，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获授权的各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等共计 600 余

项。未来公司仍将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加强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

全方位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随着公司发展战略的逐步落地，公司流动性资金需求亦将持续增加，公司有

必要利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保证公司战略的稳步实施。 

（3）资金实力的增强有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相对充足的流动资金是公司各项业务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公司业

务规模不断扩大，流动资金需求相应增加，除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先进补充流动

性外，公司还通过银行借款等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利用财务杠杆，为公司的

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016 年以来，公司负债规模逐年增加，2016 年末、2017 年

末、2018 年末和 2019 年 9 月末，公司总负债分别为 229,345.84 万元、426,324.60

万元、632,990.55 万元和 682,026.40 万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分

别为 5059.86 万元、10,577.60 万元、30,645.15 万元和 69,282.31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一方面有利

于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负债规模；另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壮大公司资金实力，控

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财务安全水平和财务灵活性，支持公司稳

定、快速发展。 

2、项目可行性 

锂电池行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锂电池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持续

投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旨在改善公司日常运营面临的

资金压力，有效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及偿债压力，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符合锂电池



 

 

行业经营需要。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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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章制度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

定，方案切实可行。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面向 TWS 应用的豆式锂离子电池项

目”、“面向胎压测试和物联网应用的高温锂锰电池项目”、“三元方形动力电

池量产研究及测试中心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公司抓

住 TWS 耳机爆发式增长的市场机遇、把握 TPMS 强制安装政策实施带来的确定

增量、顺应新能源行业蓬勃发展市场前景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进一步优化生产

工艺、扩大优质产能、深化业务布局、实现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抗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为公司产能建设和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一方

面，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得以提高，有效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

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得以降低，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另一方

面，由于新建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因此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随着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序开展，公司的发展战略将得以有效实施，公司未来的盈利能

力、经营业绩将会得到显著提升。  



 

 

（本页无正文，为《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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