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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的专项说明回复 

大信备字[2021]第 4-0002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2021年2月8日出具的《关于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已收悉。作为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捷精工”、“发行人”或“公司”）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提及的发行人有关财

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予以说明。 

说明：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所致。 

 

 

 

 

 

 

 

 

 

 

 

 



 

2-4-2 

问题 2：关于冲压零部件业务 

申报文件显示：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冲压零部件 32,455.33 万元、30,312.75 万元、

27,585.49 万元、10,087.99 万元，毛利金额分别为 10,504.24 万元、8,039.70

万元、6,499.92 万元、 2,201.65 万元 ，毛利率分别为 32.37%、26.52%、23.56%、

21.82%。 

（2）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金额持续下降，各期分别为 11,918.16万元、

8,366.41 万元、6,589.59 万元、2,023.01 万元。此外，发行人支架类产品销售

金额持续下降，各期分别为 20,702.13 万元、18,166.65 万元、13,728.44 万元、

4,992.60 万元。 

（3）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威巴克销售冲压零部件的毛利率分别为 37.55%、

32.72%、32.05%、30.13%，存在下降趋势，但均高于各期发行人向天纳克等其

他客户销售冲压件毛利率。 

（4）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冲压零部件毛利占比分别为 68.01%、55.82%、44.89%

及 38.35%，压铸零部件毛利占比持续上升。 

请发行人： 

（1）结合报告期内冲压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及可比公司可比业务情况，说

明发行人该类业务收入、毛利、毛利率持续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

可比公司可比业务趋势存在显著差异。 

（2）结合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冲压零部件的具体产品及对应终端客户

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向威巴克销售收入、毛利金额及毛利率持续大幅下滑的原

因，相关不利影响是否消除；发行人向威巴克销售冲压件毛利率高于其他同类

产品客户的原因。 

（3）结合主要客户需求变动情况、技术发展方向、发行人业务布局、冲压

及压铸设备的固定资产净值等，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冲压零部件毛利占比持续下

滑，压铸零部件毛利占比持续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冲压零部件生产设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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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资产减值风险，上述趋势变动情况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及发行人的应

对措施。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发行人回复： 

（一）结合报告期内冲压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及可比公司可比业务情况，

说明发行人该类业务收入、毛利、毛利率持续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与可比公司可比业务趋势存在显著差异 

1、结合报告期内冲压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及可比公司可比业务情况，说明

发行人该类业务收入、毛利、毛利率持续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收入分别为 30,312.75 万元、27,585.49

万元、23,498.97万元，毛利金额分别为 8,039.70万元、6,499.92 万元、4,885.65

万元 ，毛利率分别为 26.52%、23.56%、20.79%，上述指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其中冲压零部件销售收入下降主要系产品结构变动所致，毛利率下降主要系产品

价格、原材料价格波动及制造费用、人工分摊等因素变动影响；在销售收入与毛

利率下降情况下，发行人毛利金额呈现下降趋势。具体分析如下： 

（1）冲压零部件产品收入下降原因 

发行人冲压零部件销售收入下降主要系产品结构变动所致，产品结构的变动

受轻量化、产品量产周期及终端波动等因素综合影响。一方面，根据《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对于车辆整备质量的减重目标，2025 年汽车重量相比

2015年减重 20%，2030年汽车整车重量相比减重 35%。汽车零部件的轻量化的主

要方向包括从结构优化设计、轻量的材料以及先进的生产过程等角度进行研发改

进。轻量化发展是影响发行人报告期内冲压零部件产品收入下降的因素之一：一

方面，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受轻量化的影响包括部分产品材质由钢材改

为铝材或者塑料，且相应工艺转为铝压铸或者注塑工艺进行生产，该类产品材质

变动导致部分冲压零部件产品收入下降，同时也是报告期内发行人压铸零部件业

务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另外还包括产品结构的轻量化设计改进，产品重量减轻

后因钢材用量降低从而价格相应有所下降，导致该部分产品收入有所下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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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受轻量化发展影响的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项目 原冲压零部件 新改进产品 改进内容 

产品材料由钢材

改为铝材 

  

原钢材冲压零部件改为铝

压铸件 

  

原钢材冲压零部件改为铝

压铸件 

  

原钢材冲压零部件改为铝

压铸件 

  

原钢材冲压零部件改为铝

压铸件 

  

原钢材冲压零部件改为注

塑件 

产品结构设计 

改进 

  

通过研发测试，将产品结构

进行调整实现由 1.59kg减

轻至 1.48kg，产品钢材用量

减少导致价格下降 

受轻量化发展趋势影响，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中部分重量较重、单价较高

的支架类产品因结构设计改进、产品材质变更为铝铸造或者注塑产品而收入下降，

该部分产品各期收入金额分别为 3,931.06 万元、1,726.86 万元、909.82 万元，

是导致发行人冲压零部件收入下降的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结构也受发行人及下游一级供应商各期承

接项目量产阶段变化、终端车型的销量变动等因素影响。如报告期内，发行人下

游终端品牌别克汽车的销量下降导致发行人向配套该品牌的销售规模 2019 年下

降 12.96%，而随着特斯拉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发行人配套该车型产品销售规

模 2019 年增长 72.23%。 

（2）冲压零部件产品毛利率下降原因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毛利率下降主要受产品单位价格变动、原

材料价格波动以及制造费用、人工分摊等因素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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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1、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本期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0.76% -1.91% -0.72% 

2、材料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本期钢材采购价格变动率 -0.18% -1.51% 10.38% 

钢材采购价格波动对毛利率的影响 0.06% 0.54% -3.33% 

3、制造费用、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制造费用（万元） 5,419.03 5,493.17 5,640.38 

直接人工（万元） 1,869.87 2,037.61 2,143.11 

制造费用、直接人工成本占营业收入比例 31.02% 27.30% 25.68% 

注：仅考虑前后两期都有销售的产品单价变动情况，数值采用均价因素分析中“销售单

价变动对均价的影响”计算口径 

2019 年，发行人冲压零部件毛利率同比下降 2.96个百分点，主要由于：一

方面，公司部分规格型号产品价格有所下降，使得冲压零部件产品毛利率有所下

降，降价因素引致 2019年毛利率同比下降了 1.91个百分点。以主要客户长城集

团为例，2019 年公司销售其部分型号如行驶系总成件价格同比下降 13.69%，带

动冲压零部件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受当期冲压零部件收入减少因素

影响，公司冲压零部件制造费用、直接人工等固定成本分摊增加，使得冲压零部

件毛利率下降。2019 年，公司冲压零部件制造费用、直接人工成本占收入比例

由 25.68%提高至 27.30%，该因素使得毛利率同比下降 1.62个百分点。综合上述

因素，公司冲压零部件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 

2020 年,发行人冲压零部件毛利率同比下降 2.77 个百分点，主要系单位制

造费用上涨较多所致。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开工情况受到一定影

响，产能利用率下降使得单位制造费用分摊增加，并导致产品毛利率下降；另一

方面，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将运费计入成本，公司将该类费用归入制造费用，

进而影响当期毛利率-0.82个百分点。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的收入下降受行业轻量化发展趋势、

产品量产周期变化、终端车型变动等多重因素综合导致；毛利率下降受产品单位

价格变动、原材料价格波动以及制造费用、人工分摊等因素影响所致；发行人毛

利金额下降受收入和毛利率下降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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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收入、毛利变动与可比公司可比业务趋势一致 

经查阅同样从事冲压零部件产品同行业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虽未明确披露

轻量化产品占比的变动情况，但多数均有论述汽车轻量化发展情况的，具体如下： 

名称 轻量化内容 

博俊科技 

公司将全面推行和完善精益化生产管理模式，进行复杂汽车零部件的自

动化生产线的技术升级改造，开发适用于汽车轻量激光焊接技术，利用

铝合金、镁等轻质材料取代钢，打造异种材料的轻量化复合结构件激光

焊接生产基地 

威唐工业 

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相关箱体以及汽车轻量化的研发方面，也同

样积累了较多的高科技人才与技术经验。其相关的技术分析与研发能

力，受到下游市场的一致认可 

长华汽车 

随着整车轻量化和安全法规中碰撞安全性要求的提高，新材料在冲焊件

上的应用越来越多，如高强度钢板在汽车车身结构上就已得到广泛的应

用 

无锡振华 

同时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新能源车的销售不断增加，汽车车身零部件

轻量化趋势也日渐显现，高强度、轻量化的新材料正在不断被应用于汽

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生产中 

常青股份 
公司将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挖掘新市场、新领域，特别是新能

源汽车市场以及汽车轻量化相关汽车零部件市场 

注：信息源自上述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或年度报告。 

从同行业从事冲压零部件产品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发行人的产品变动

符合同行业公司对汽车行业零部件的发展趋势的分析和判断，且上述公司多数在

布局和发展轻量化产品，故发行人轻量化产品占比提升的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发展趋势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收入、毛利率变动与可比公司可比业务趋

势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 名称 2020 年度 2019 年 2018 年 

收入 

博俊科技 41,662.73 38,655.42 41,158.63 

威唐工业 11,642.67 8,108.01 8,759.17 

长华汽车 61,332.58 58,677.28 59,527.37 

无锡振华 100,792.33 116,071.74 125,432.43 

常青股份 184,664.64 151,595.84 159,249.25 

中捷精工 23,498.97 27,585.49 30,312.75 

毛利率 
博俊科技 22.52% 22.21% 26.81% 

威唐工业 13.02% 23.02% 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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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名称 2020 年度 2019 年 2018 年 

长华汽车 15.72% 18.49% 18.51% 

无锡振华 12.53% 13.28% 13.51% 

常青股份 17.46% 19.23% 19.45% 

中捷精工 20.79% 23.56% 26.52%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冲压零部件收入变动趋势与无锡振华、常青股份等可比

公司变动趋势一致，毛利率变动趋势与博俊科技、长华汽车、无锡振华等可比公

司一致。整体来看，发行人收入及毛利率变动趋势与同行业不存在明显差异。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业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

业务定位、产品类型及客户等因素差异所致。其中，发行人与博俊科技、威唐工

业下游客户均为一级供应商，其中在冲压业务方面，发行人冲压业务占比在 50%

左右，而博俊科技冲压业务收入占比在 90%左右，其冲压业务整体收入略高于发

行人，威唐工业占比 20%左右，整体冲压收入较低；长华汽车、无锡振华、常青

股份等主要客户为整车厂商，一级供应商规模相比主要为一级供应商配套的发行

人往往规模偏大，其中无锡振华、常青股份均以冲压业务为主，该类业务收入占

比均超过 90%，且其产品以单价较高的车身类产品为主， 冲压业务收入较高，

而长华汽车以相对单价较低、结构较小产品为主，且其冲压收入占比较低，其收

入相对低于无锡振华及常青股份。 

名称 业务定位 产品定位 主要客户类型 

博俊科技 冲压业务占比 90%左右 汽车框架及传动等产品 一级供应商 

威唐工业 
以模具业务为主，冲压

业务占比 20%左右 
各类冲压零部件 一级供应商 

长华汽车 
紧固件为主，冲压业务

占比 30%左右 

车身、底盘及动力等总

成产品 
整车厂商 

无锡振华 
冲压业务为主，占比

90%左右 
车身及动力等总成产品 整车厂商 

常青股份 
以冲压业务为主，占比

90%以上 
车身及底盘等总成产品 整车厂商 

中捷精工 

冲压、压铸、注塑及金

工多种工艺产品，2019

年冲压业务占比

49.34% 

底盘、动力等部位的支

架类、衬套类产品 
一级供应商 

报告期内，发行人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产品

类型、客户结构及边角料核算方式等差异导致。报告期内，发行人边角废料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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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减主营业务成本方式处理，剔除该因素影响测算，发行人冲压零部件毛利率分

别为 23.73%、20.43%、17.23%。按照剔除边角废料会计处理差异因素对比，发

行人与博俊科技、威唐工业等可比公司客户均以一级供应商为主，毛利率水平较

为相近；发行人毛利率水平高于长华汽车、无锡振华、常青股份等可比公司，主

要系长华汽车、无锡振华、常青股份等公司的直接客户均以整车厂商为主。另外，

无锡振华毛利率明显偏低，主要系其产品以毛利率相对偏低的车身冲压零部件为

主所致。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名称 产品定位 主要客户类型 废料处理方式 

博俊科技 汽车框架及传动等产品 一级供应商 计入其他业务收入 

威唐工业 各类冲压零部件 一级供应商 - 

长华汽车 
车身、底盘及动力等总

成产品 
整车厂商 计入其他业务收入 

无锡振华 车身及动力等总成产品 整车厂商 计入其他业务收入 

常青股份 车身及底盘等总成产品 整车厂商 计入主营业务收入 

中捷精工 
底盘、动力等部位的支

架类、衬套类产品 
一级供应商 冲减主营业务成本 

（二）结合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冲压零部件的具体产品及对应终端客

户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向威巴克销售收入、毛利金额及毛利率持续大幅下滑的

原因，相关不利影响是否消除；发行人向威巴克销售冲压件毛利率高于其他同

类产品客户的原因。 

1、结合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冲压零部件的具体产品及对应终端客户情

况，说明报告期内向威巴克销售收入、毛利金额及毛利率持续大幅下滑的原因，

相关不利影响是否消除 

（1）结合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冲压零部件的具体产品及对应终端客户

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向威巴克销售收入、毛利金额及毛利率持续大幅下滑的原

因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收入、毛利金额及毛利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销售收入 9,887.07  10,861.75 11,6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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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金额 2,546.94  3,125.99 3,539.08 

毛利率 25.76% 28.78% 30.48% 

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产品包括冲压零部件、压铸零部件及金工零部件，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规模持续下降主要系冲压零部件产品因下游

车型销量波动及产品量产周期下行等因素导致。其中，2019年相比 2018年销售

数量下降，主要系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销售的终端品牌福特销量下降、菲亚特

品牌退出中国等车型销量波动，以及配套大众销售的冲压 RZ8018170、总成

RZ8825124、总成 RZ8827306 等产品量产周期下行所致；2020 年相比 2019 年销

售数量下降，主要系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销售终端的雪佛兰配套产品总成 

Z31368510、总成 Z31368610、RZ20017301 临近 EOP所致。 

①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向终端客户销售冲压零部件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向终端客户销售冲压零部件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万元 

序

号 
终端整车品牌 

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向终端整车品牌的销售数量及金额 
车型销售量 

变动率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1 福特 186.47  1,393.96  179.32 1,550.05 336.38 1,730.29 10.58% -39.63% 

2 雪佛兰 42.69  214.92  174.44 1,279.57 120.28 407.84 -36.72% -27.10% 

3 别克 124.95  718.13  196.93 1,079.80 222.43 1,135.33 6.95% -18.49% 

4 日产 263.72  1,086.82  225.72 1,031.33 208.60 912.04 24.21% -13.13% 

5 大众 94.74  555.01  132.54 972.27 325.87 2,722.09 -16.86% 0.96% 

6 标致 23.48  99.88  44.20 203.17 70.36 359.54 -51.61% -57.54% 

7 捷豹路虎 2.33  15.55  19.84 133.29 33.76 230.37 23.40% -21.42% 

8 奥迪 62.42  130.05  61.83 112.09 81.73 124.23 5.77% 1.57% 

9 现代 81.98  148.34  59.13 108.74 74.89 134.78 -24.94% -11.82% 

10 菲亚特 11.28  40.11  17.43 63.03 134.28 576.57 - - 

数据来源：搜狐汽车、达示数据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终端品牌的冲压零部件产品销售规模

变动较大包括福特、雪佛兰、别克、大众及菲亚特等，具体变动原因如下： 

A、福特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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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福特的冲压零部件销售金额分别为

1,730.29 万元、1,550.05万元、1,393.96万元，呈现下降趋势，主要系福特汽

车销量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福特的销售金额和销售数量存在变动

趋势差异，主要系产品内部结构变动导致产品平均价格变动所致。报告期各期，

该类产品均价分别为 5.14元/件、8.64元/件、7.48元/件，其中 2019年单价上

涨较多，主要系虽福特汽车整体销量下降，发行人外销的单价均在 30元/件以上

的新量产产品总成 UU-EB0074-109、总成 UU-EB0070-109因新车型当期量产爬坡，

其销售占比由 8.70%提升至 39.07%，导致当期单价同比上涨。 

B、雪佛兰汽车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雪佛兰汽车的冲压零部件销售金额分

别为 407.84 万元、1,279.57 万元、214.92 万元。其中 2019 年增长较多，主要

系配套该终端品牌的总成 Z31368610、总成 Z31368510等产品新增量产所致；2020

年销售规模下降，主要系配套雪佛兰产品车型的总成 Z31368510、总成 

Z31368610、RZ20017301临近 EOP 量产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雪佛兰的销售金额和销售数量存在变

动趋势差异，主要系产品内部结构变动导致产品平均价格变动所致。报告期各期，

该类产品均价分别为 3.39 元/件、7.34 元/件、5.03 元/件，其中 2019 年同比

2018 年均价上涨，主要系单价均在 15 元/件以上的总成 Z31368610、总成

Z31368510 新增量产、销售占比提升所致；2020 年同比 2019 年均价下降，主要

系销售产品中单价较高产品总成 Z31368610、总成 Z31368510销售占比下降所致。 

C、别克汽车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别克的冲压零部件销售金额分别为

1,135.33 万元、1,079.80万元、718.13万元，呈现下降趋势，主要系别克汽车

汽车销量大幅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别克的销售金额和销售数量存在变动

趋势差异，主要系产品内部结构变动导致产品平均价格变动所致。报告期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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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产品单价分别为 5.10元/件、5.48元/件、5.75元/件，其中销售均价上涨，

主要系单价在 10元/件以上的总成 UG-70205-001、总成 A8175152 等产品投入量

产所致，2020 较 2019 销售均价继续上涨主要系销售价格高于均价的冲压 

RZ30219307 产品增量所致。 

D、大众汽车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大众的冲压零部件销售金额分别为

2,722.09 万元、972.27万元、555.01万元，呈现下降趋势，主要系配套该品牌

车型的冲压 RZ8018170、总成 RZ8825124、总成 RZ8827306、总成 HZ70205000等

产品量产周期下行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大众的销售金额和销售数量存在变动

趋势差异，主要系产品内部结构变动导致产品平均价格变动所致。报告期各期，

该类产品单价分别为 8.35元/件、7.34元/件、5.86元/件，其中 2019年均价下

降较多，主要系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大众的单价较高的总成 RZ8825124

量产周期下行、销售占比由 29.17%下降至 3.83%所致；2020年相比 2019年均价

有所下降，主要系总成 RZ8827306、总成 HZ70205000 等单价较高的产品量产周

期下行销售占比下降所致。 

E、菲亚特汽车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配套菲亚特的冲压零部件销售金额分别为

576.57 万元、63.03万元、40.11 万元，呈现下降趋势，主要系菲亚特品牌国内

销售下降所致。 

②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冲压零部件产品类型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冲压零部件产品类型情况如下。从产品

角度看，发行人报告期内支架类、减震悬置类产品下降金额较大，主要系冲压零

部件产品因下游车型销量波动及产品量产周期下行等因素导致。 

单位：g/件 

种类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毛利率 收入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收入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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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

类 
26.29% 2,454.33 54.50% 30.62% 3,334.30 50.60% 32.48% 4,570.81 54.63% 

减震

衬套 
14.96% 1,048.52 23.28% 18.92% 1,248.59 18.95% 20.63% 1,580.37 18.89% 

减震

悬置 
46.68% 919.49 20.42% 43.28% 1,946.79 29.54% 42.15% 2,136.49 25.54% 

其他 12.85% 81.25 1.80% 20.21% 59.92 0.91% 32.98% 78.74 0.94% 

小计 27.57% 4,503.58 100.00% 32.05% 6,589.59 100.00% 32.72% 8,366.41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32.72%、32.05%及 27.57%，

其中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开工情况受到一定影响，产能利用率下

降使得单位制造费用分摊增加，并导致产品毛利率下降；另一方面，公司根据新

收入准则规定将运费计入成本，公司将该类费用归入制造费用，进而影响当期毛

利率-0.82 个百分点。 

（2）发行人向威巴克销售相关不利影响已经消除，未来有望增长 

①汽车行业景气度上升，报告期内销量下降的终端品牌车型实现增长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威巴克集团销售的终端品牌销量下降的原因中福特汽

车、别克汽车等品牌车型的销量下降是重要因素，但上述车型为相对成熟车型， 

2020年销量已经有所回升。受新冠疫情因素影响，汽车行业 2020年一季度销量

下降幅度较大，但汽车行业自二季度开始景气度不断提升，发行人客户威巴克集

团的下游终端福特及别克等主要品牌汽车销量呈现同比增长趋势。2020 年度，

福特汽车、别克汽车等车型的年度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11%、7%，终端品牌车型销

量的提升有利于缓解公司通过威巴克集团向上述车型销售冲压零部件产品规模

下降的趋势，相关车型销量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辆 

序号 终端应用整车品牌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1 福特 25.60 23.15 38.35 

2 别克 92.67 86.65 106.30 

②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的金工、压铸等业务呈现增长趋势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规模呈现下降趋势，主要系冲压零部件

下降所致；而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的压铸零部件、金工零部件等业务呈现增

长趋势，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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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冲压零部件 4,503.58 6,589.59  8,366.41  

压铸零部件 1,074.09  832.46   592.29  

金工零部件 4,087.40 3,136.74  2,271.18  

其他 231.48 302.96 380.02 

合计 9,896.55 10,861.75 11,609.90 

随着汽车轻量化趋势发展，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的压铸零部

件、金工零部件的销售规模呈现持续增长趋势。2020 年度，在新冠疫情导致年

初开工延迟、开工率下降等复杂背景下，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金额略有下降。

其中，压铸零部件、金工零部件业务继续保持增长趋势，为发行人与该客户业务

提供了增长动力。 

③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 2020年下半年季度呈现增长趋势 

从 2020 年全年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收入来看，除因新冠疫情影响导致

发行人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销售收入低于 2019年同期外，2020 年第三季度、第

四季度的销售规模均高于 2019 年同期，具体如下： 

单位：万件，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数量 销售金额 数量 销售金额 数量 销售金额 数量 销售金额 

2019年 582.83  2,585.51  684.88  2,932.30  685.72  2,615.88  785.25  2,728.05  

2020年 624.43  2,030.74  656.32  2,302.35  811.12  2,667.21  877.86  2,896.25  

④发行人与威巴克集团合作关系稳定，新产品开发较多，未来业务可持续

性较强 

威巴克（Vibracoustic）是全球领先的汽车 NVH减震产品制造商，业务范围

覆盖超过 19 个国家，为 2018 年世界百强零部件供应商。发行人自 1998 年成立

即开始与威巴克集团开展业务合作，业务关系已经稳定发展 20 余年。 

报告期内，发行人积极与威巴克集团沟通合作机会，报告期内新定点项目

57 个，产品陆续量产能够带来新的增长点，另外公司目前也正在积极与威巴克

集团对接新项目，参与如通用集团等多个新品的报价及合作沟通。未来随着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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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投入及量产，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规模存在发展潜力。 

综上，发行人报告期内向威巴克集团销售规模下降的因素基本消除，且 2020

年下半年整体销售规模呈现同比增长趋势，随着发行人与威巴克集团新合作定点

项目的量产爬坡，预计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收入规模存在增长潜力，未来业

务具备较强可持续性。 

2、发行人向威巴克销售冲压件毛利率高于其他同类产品客户的原因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威巴克客户毛利率相对高于天纳克集团、

博戈集团、长城汽车集团等客户，主要系对其销售的产品以工序较多、结构相对

复杂的支架类、减震悬置等产品为主，该类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其中，发行人

向威巴克集团销售支架类产品毛利率在 30%左右，减震悬置类产品毛利率维持在

40%以上，上述因素导致公司对该客户销售毛利率高于其他同类产品客户。 

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天纳克集团、博戈集团及长城汽车集团销售产品前十

大的工序差异如下： 

威巴克集团 

序号 前十大产品 工艺复杂性 

1 冲压 RZ40000306 D 冲压+表处理 

2 总成 Z31368510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3 总成 Z31368610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4 总成 RZ8827306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5 总成 UU-EB0070-109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6 总成 UU-EB0074-109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7 冲压 RZ20017301 E 冲压 

8 总成 BO1001N10 C 冲压+焊接 

9 总成 RZ20012313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10 冲压 SS-EE0016-307 D 冲压+表处理 

天纳克集团 

序号 前十大产品 工艺复杂性 

1 冲压 CM01B085791 D 冲压+表处理 

2 冲压 CM01B012631 E 冲压 

3 冲压 OC01B310240 E 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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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冲压 OC01B099390 E 冲压 

5 冲压 OC01B088460 E 冲压 

6 冲压 OC01B091980 E 冲压 

7 冲压 IC10B079821 D 冲压+表处理 

8 冲压 OC01B091960 E 冲压 

9 冲压 CM05B065540 C 冲压+焊接 

10 冲压 OC99B304380 E 冲压 

博戈集团 

序号 前十大产品 工艺复杂性 

1 总成 762.135.151.674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2 冲压 782.133.148.053 D 冲压+表处理 

3 冲压 712.116.139.879-02 D 冲压+表处理 

4 冲压 782.133.147.535 D 冲压+表处理 

5 冲压 782.133.146.633 D 冲压+表处理 

6 冲压 712.116.139.875 E 冲压 

7 冲压 732.155.136.345 D 冲压+表处理 

8 冲压 782.116.145.825 D 冲压+表处理 

9 冲压 732.212.149.377 E 冲压 

10 冲压 712.122.145.914 D 冲压+表处理 

长城汽车集团 

序号 前十大产品 工艺复杂性 

1 总成 2904140XKZ1DA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2 总成 2904130XKZ1DA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3 总成 2810300XN20XA C 冲压+焊接 

4 总成 2810400XN20XA C 冲压+焊接 

5 总成 2801790XPW04A C 冲压+焊接 

6 总成 2801789XPW04A C 冲压+焊接 

7 总成 2801791XPW04A C 冲压+焊接 

8 总成 2911300XKR02A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9 总成 2911400XKR02A B 冲压+焊接+表处理 

10 总成 2801040xkv08A C 冲压+焊接 

注：上述产品为各主要客户 2019 年的前十大冲压零部件产品。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产品的工序明显多于其他客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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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产品以工序较多、结构相对复杂的支架类、减震悬置等产品

为主，该类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导致毛利率相比高于其他客户。 

（三）结合主要客户需求变动情况、技术发展方向、发行人业务布局、冲

压及压铸设备的固定资产净值等，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冲压零部件毛利占比持续

下滑，压铸零部件毛利占比持续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冲压零部件生产设备是

否存在资产减值风险，上述趋势变动情况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及发行人的

应对措施。 

1、发行人冲压零部件、压铸零部件毛利占比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毛利分别为8,039.70万元、6,499.92万元和

4,629.04万元，对应的毛利占比分别为55.82%、44.89%和38.53%，呈逐年下降态

势；压铸零部件毛利分别为1,418.99万元、3,313.03万元和3,361.59万元，对应

的毛利占比分别为9.85%、22.88%和26.51%，呈逐年上升态势。具体原因分析如

下： 

（1）主要客户需求变动与技术发展方向 

在汽车行业整体稳定发展的情况下，整体下游需求未发生明显变动。不过随

着新能源汽车、汽车轻量化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内结构发生

一定变化，如汽车零部件轻量化成为近几年的重要技术发展方向。汽车零部件轻

量化的方向主要包括产品结构优化设计、产品材质变更为铝合金等轻质材料以及

采用先进制程进行研发改进等。在轻量化发展趋势下，部分钢材冲压零部件产品

存在被铝压铸、注塑等轻量化产品一定程度的替代，但由于安全性能及成本考虑，

整体替代过程相对缓慢、替代比例存在限度。 

（2）发行人业务布局 

发行人工艺成熟、技术储备丰富，产品种类众多，产品覆盖冲压零部件、压

铸零部件、注塑零部件及金工零部件。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主要布

局在传统减震领域，并在非减震领域积极发展，如踏板业务报告期内出现快速增

长。报告期内虽然发行人在原有产品领域受轻量化等因素影响产品结构变动，导

致收入及毛利率有所下降，但随着发行人积极与下游客户合作开发、发行人与整



 

2-4-17 

车厂商合作的加强、非减震领域产品提升等有利因素，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业务和

毛利持续下降风险较低。 

近几年，发行人紧随行业发展趋势积极布局轻量化的铝压铸业务。报告期内，

受益于汽车行业轻量化发展趋势，发行人压铸零部件销售规模持续增长。随着发

行人压铸产品的规模化效应及生产工艺改善，报告期内发行人压铸零部件收入及

毛利率提升，导致毛利占比持续上升。 

（3）冲压及压铸设备的固定资产净值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及压铸主要设备的账面净值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设备/生产线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冲压 

压力机 1,589.32 1,726.05 1,589.74 

送料机 639.89 395.43 445.87 

机械手 774.44 894.28 825.40 

组焊机器人 575.95 701.78 834.13 

合计 3,579.60 3,717.54 3,695.14 

压铸 

压铸机 1,404.90  1,498.58   1,636.31  

熔化炉 109.69  124.08   128.73  

机加工设备 98.58  111.63   114.30  

合计 1,613.17  1,734.29   1,879.34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及压铸主要设备账面价值变动导致各期的折旧摊销金

额变动较小，对各类产品毛利及其占比的影响较低。 

综上，发行人报告期冲压零部件毛利占比持续下降、压铸零部件毛利占比持

续上升，主要系随着行业轻量化发展趋势及产品量产变动，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业

务收入及毛利占比下降，而压铸业务收入及毛利占比持续提升，公司相关业务发

展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另外，针对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业务下降，已原有减震领域

外的相关冲压零部件产品积极布局，如踏板类业务为公司冲压业务带来新的增长

点，结合未来定点产品量产情况，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业务持续下降风险较低。 

2、冲压零部件生产设备不存在资产减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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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虽然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业务毛利占比有所下降，冲压生产设备不

存在资产减值风险，主要原因包括：①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整体成新率较高，产能利用率也处于较高水平，不存在长时间闲置情形；②公司

冲压零部件业务目前整体盈利性良好，报告期各期冲压零部件毛利分别为

8,039.70万元、6,499.92万元和4,885.65万元，远高于各期末冲压设备账面净值；

③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类型下降主要集中在原有减震领域。基于在

冲压业务方面长期积累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优势，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非

减震领域冲压零部件产品的有所上升。如踏板类等非减震领域业务，报告期内，

发行人踏板类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636.32万元、2,209.70万元、2,086.89万元。

另外，随着特斯拉、长城汽车集团等客户已定点产品的量产爬坡，发行人预计向

2021年的销售收入呈现增长趋势。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规定，有确凿证据表明资产存在减值迹

象的，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结合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及发行人冲压设备的具体情况，逐条分析如下： 

会计准则规定的减值迹象 发行人减值迹象分析 

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

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

计的下跌 

不存在此类情况 

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

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

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

不利影响 

不存在此类情况 

汽车轻量化为长期发展趋势，进程相对缓慢且对冲压零部

件产品的影响存在一定限制，主要体现在： 

（1）基于汽车零部件产品对安全、质量的严格要求，下

游厂商的产品定点、认证及审核过程较为复杂，新产品开

发至投产周期较长； 

（2）基于安全性能的要求，汽车工业中对安全性能要求

较高的核心零部件产品仍然需要使用冲压零部件产品； 

（3）汽车零部件产品的钢材冲压、铝压铸、注塑等多种

工艺路线已经长期存在且相对成熟，钢材冲压工艺长期从

成本角度拥有竞争优势，虽然目前节能减排的政策驱动轻

量化发展，但轻量化程度的提升也取决于整车厂商及下游

消费需求对汽车成本上升的接受水平 

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

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

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不存在此类情况 

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

体已经损坏 

不存在此类情况 

（1）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发行人冲压主要设备成新

率为 70.58% 

（2）报告期内，每期末均对固定资产进行实地盘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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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规定的减值迹象 发行人减值迹象分析 

察固定资产使用状况，不存在呆滞、无法使用、陈旧、毁

损等情况 

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

计划提前处置 

不存在此类情况 

发行人生产设备的使用符合公司的预期，无终止使用或者

提前处置的计划 

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

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

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

（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

计金额等 

不存在此类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26.52%、

23.56%和 20.79%，证明报告期内利用机器设备生产的产

品销售可以弥补折旧支出 

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不存在此类情况 

综上，发行人冲压零部件生产设备不存在资产减值风险。 

3、上述趋势变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及发行人的应对措施 

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毛利及占比下降会影响报告期内财务指标，但不会影

响持续经营能力。发行人已采取如下措施来应对冲压产品毛利下降： 

一是基于与客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协同开发并跟踪汽车轻量化的发展趋

势。针对轻量化发展，发行人将继续提升自身产品轻量化生产工艺及技术储备，

协同铝压铸、注塑等工艺，为客户提供多种生产工艺的配套，保证能够持续满足

轻量化要求的新材质、新工艺等方面的要求，提升轻量化发展趋势下的竞争优势； 

二是基于长期积累及技术工艺优势，继续拓宽冲压应用领域。报告期内，为

应对轻量化影响，发行人已经向踏板等非减震领域进行拓展，且销售占比持续提

升。从长期战略布局考虑，凭借冲压领域长期积累及技术工艺优势，未来发行人

将继续加大相关新领域产品的研发，拓宽冲压零部件产品的应用领域； 

三是加强客户合作领域或者新客户的开发。发行人及下游一级供应商客户下

游终端品牌覆盖率较高，能够及时跟踪整车厂的技术要求及研发方向，并积极进

行配套的技术开发，持续增加新项目合作。另外，随着国内整车及零部件企业的

崛起，发行人凭借技术和质量优势，且将逐步拓展国内优质客户，增加新的客户

及订单，从而提升产品的未来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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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汽车零部件行业报告以及可比公司信息，结合访谈技术部门人员，

分析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业务收入、毛利、毛利率持续下降的合理性，并与上述可

比公司进行比较； 

2、查阅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产品明细就对应终端客户清单，查阅汽车

行业报告及产销数据，分析向威巴克销售收入、毛利金额及毛利率持续大幅下滑

的原因，并结合项目定点情况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销售部门人员等，了解未来

向该客户的销售趋势； 

3、查阅固定资产明细账，询问销售部门负责人了解主要客户需求变动情况、

技术发展方向以及业务布局情况，了解冲压零部件毛利占比下降而压铸零部件毛

利上升的原因；将发行人冲压设备减值情况、政策与《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进行对比，结合实地勘察，分析发行人对减值迹象的判断和减值确认

的依据是否合理，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访谈销售部门负责人，了解冲压零部

件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发行人的应对措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冲压零部件产品收入、毛利金额、毛利率持续下降具有合理原因，

与行业内的可比公司可比业务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 

2、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威巴克集团销售收入、毛利金额及毛利率下降主要

系冲压零部件业务因终端客户销量变动及原有产品量产下行等因素综合导致；

2020 年上述不利因素已基本消除，2020 年下半年各季度向该客户销售收入均实

现同比增长；发行人报告期内向威巴克集团销售产品工序复杂度及附加值相对较

高，故毛利率整体高于其他客户； 

3、发行人报告期冲压零部件毛利占比持续下降，压铸零部件毛利占比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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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具有合理原因；冲压零部件生产设备不存在资产减值风险；发行人冲压零部

件产品毛利及占比下降会影响报告期内财务指标，但不会影响持续经营能力，同

时发行人已采取措施应对上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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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关于模具业务 

申报文件显示：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模具销售数量分别为 174、514、168、77 套，销售

金额分别为 967.13 万元、967.68 万元、1,335.20 万元、582.44 万元。其中 2019

年向博戈、住友理工等客户销售金额增长较快。 

（2）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模具均为生产模具，均有对应零部件生产销售，

但各期向各类客户销售模具金额与后续零部件销售金额比例存在较大差异。同

时发行人各类对外提供模具分为摊销模（不确认收入）与生产模（确认收入）。 

（3）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一年以上库龄的存货主要为库存模具，各期末

库存模具金额分别为 398.18 万元、520.29 万元、369.63 万元及 427.72 万元。 

请发行人： 

（1）结合业务发展情况、各类模具销售种类披露报告期内模具销售金额持

续上升、销售数量存在较大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与客户约定情况，披露发行人对外提供模具划分为摊销模与生产

模的依据、各期数量、种类、金额以及各自对应的零部件生产销售情况。 

（3）披露各期向各主要客户销售模具种类、数量、金额以及与该模具后续

对应零部件生产的比例关系，并对各期存在异常比例的情形进行补充分析披露，

同时结合上述比例关系以及制造工艺难度简要披露各类模具的定价依据。 

（4）披露报告期各期末 1 年以上库存模具增减变动情况，结合报告期内模

具生产周期、验收周期、结转周期披露最近一期末 1 年以上库龄模具金额占比

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应验收未验收情形，是否存在利用模具结转、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等操纵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情形。2020 年减缓发行人模具验

收、结转的不利影响是否已经消除。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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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回复： 

（一）结合业务发展情况、各类模具销售种类披露报告期内模具销售金额

持续上升、销售数量存在较大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各类模具销售金额及数量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套 

模具类型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冲压模具 723.31  82 977.11 114.00 586.62 462.00 

压铸模具 156.64  21 303.57 37.00 343.54 42.00 

注塑模具 64.68  13 54.53 17.00 37.52 10.00 

合计 944.64  116 1,335.20 168.00 967.68 514.00 

注：在 2018年销售数量中，发行人向上汽集团销售工装夹具 400 套，金额合计 0.45

万元，该部分收入为冲压零部件临时夹具费用，整体金额较小。为有效反映公司模具变动情

况，在模具结构及变动分析中，使用剔除该部分数量后的模具数量；剔除该部分夹具数量后，

发行人当期冲压模具销售数量为 62 套，当期模具合计数量 114 套。 

报告期内，剔除向上汽集团销售工装夹具外，发行人模具销售数量分别为114

套、168套、116套，销售金额分别为967.23万元、1,335.20万元、944.64万元，

模具数量与金额变动趋势存在差异主要系模具因定制开发存在单价差异所致。由

于模具是公司按照客户产品开发要求设计定制，每套模具均有其独特性和专用

性，模具精度、模具使用寿命、体积、形态、组件等有所差异，价格通常经过协

商确定，从而导致公司模具的销售单价变动较大。 

冲压模具剔除2018年上汽集团夹具采购影响，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模具销

售单价分别为9.45万元/套、8.57万元/套、8.82万元/套，其中2018年平均模具

销售价格相对较高，主要系当期模具较大、制造工艺及工序较复杂的高端冲压模

具占比较高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压铸模具销售单价分别为8.18万元/套、8.20万元/套、7.46

万元/套。 

报告期内，注塑模具销售单价分别为3.75万元/套、3.21万元/套、4.98万元

/套，注塑模具制作难度及工艺复杂度均适中，各期平均单价相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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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模具工艺难度及价格差异情况请详见本题第三小问中“2、同时

结合上述比例关系以及制造工艺难度简要披露各类模具的定价依据”中根据模

具工艺难度不同的定价情况。 

2019年发行人模具收入相对较高，其中向博戈、住友理工等客户销售增长较

多，主要系终端汽车厂商大众冲压焊接产品开始批产，客户对发行人模具验收较

多；且该项目产品模具单位价格较高，使得发行人对博戈、住友理工模具销售金

额相对较高。2019年，发行人对博戈、住友理工大众项目模具销售明细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套 

客户名称 销售数量 金额 

博戈  9.00   181.10  

住友理工  20.00   213.88  

发行人各类模具波动情况： 

（1）受汽车轻量化的影响，报告期内发行人压铸零部件收入增长，相应的

压铸模具需求增加导致。2018 年度增加 151.26万元，其中威巴克集团的压铸模

具收入增加 110.42万元。 

（2）冲压模具报告期内波动较大，主要受客户新品开发及模具验收周期影

响，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套，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变动 2018 年度变动 

变动原因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威巴克集团 21 70.91 -15 -34.18 

2018 年度终端品牌如菲亚特、

标致、现代等销量下降影响，导

致相应模具开发减少；2019 年

度威巴克针对终端品牌福特、别

克新车型模具需求增加 

住友理工集团 2 101.68 -1 -15.64 
报告期内随定点产品增加而增

加 

博戈集团 11 189.19 -7 -28.86 

报告期内随定点产品增加而增

加，特别是大众新项目的定点开

发导致模具需求增加 

上海联谊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2 -54.70 

客户需求原因后续无较大量产

产品 

小计 34 361.78 -25 -133.38 - 

冲压模具总体变化 52 390.49 -52 -142.29 - 

注：上述数据剔除向上汽集团销售工装夹具 40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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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与客户约定情况，披露发行人对外提供模具划分为摊销模与生

产模的依据、各期数量、种类、金额以及各自对应的零部件生产销售情况。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产品多数需要依靠模具成型，报告期内，发

行人冲压零部件、压铸零部件及注塑零部件产品等产品均涉及模具开发和使用。

发行人按照客户要求完成模具开发，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与下游客户定点初期会

单独列明模具开发预计产生的费用。根据模具价款是否由客户单独承担并单独开

具模具发票，发行人将模具分为摊销模与生产模。其中，客户根据合同约定将向

发行人单独支付模具购买价款，且发行人向客户开具模具销售发票，客户拥有模

具的所有权，则为生产模，计入存货科目核算；而发行人在与客户的协议中未约

定购买价款的模具，发行人会与客户在产品定价中考虑模具成本因素，通过后续

相应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获得收益，该类模具则为摊销模，计入长期待摊费用核算。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类模具数量、种类以及各自对应零部件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套、万元 

模具类型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冲压

模具 

摊销模 216 6,700.63 270 6,171.61 218 6,907.67 

生产模 272 16,798.34 269 21,413.88 363 23,405.08 

小计 488 23,498.97 539 27,585.49 581 30,312.75 

压铸

模具 

摊销模 185 5,958.46 136 8,085.55 121 5,721.66 

生产模 41 7,501.86 38 4,574.47 49 3,701.76 

小计 226 13,460.33 174 12,660.02 170 9,423.43 

注塑

模具 

摊销模 31 1,638.48 41 2,522.21 45 2,589.98 

生产模 26 951.03 31 904.25 21 860.00 

小计 57 2,589.50 72 3,426.46 66 3,449.98 

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零部件、压铸零部件及注塑零部件对应模具中摊销模

和生产模各自占比差异主要系模具特性、不同客户采购政策等因素差异所致。 

从模具特性来看，冲压模具中各类模具占比较为均衡，多为尺寸较大且工艺

复杂的成套模具，开发周期较压铸及注塑模具的周期较长，企业开发时承担的风

险较大，不同承担方式主要系客户采购政策差异；压铸模具中摊销模具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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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压铸零部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模具型腔工作温度在 130-630℃之间，模

腔受温度梯度变化和高压注射的交变应力影响，容易产生冲蚀、开裂、掉块、龟

裂、磨损等情况导致模具失效，一般一个产品在一个项目周期过程中需要消耗多

套模具，故部分单独支付模具费用的客户只承担首套模具的费用，后续模具开发

费用需要自行承担，导致摊销模具的占比较高；注塑产品多为量大而重量小的产

品，一般以多型腔的模具为主且尺寸较小，相关模具开发成本相对不高，多采用

产品单价分摊方式。 

从客户角度来看，针对模具成本的承担方式，根据客户不同的采购政策，发

行人与主要客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具成本承担方式。在发行人前五大客户中，

博戈集团、威巴克集团、住友理工集团针对冲压零部件模具一般单独支付模具费

用，而天纳克集团及长城集团一般不单独支付模具费用，而是采用产品价格分摊

方式。 

（三）披露各期向各主要客户销售模具种类、数量、金额以及与该模具后

续对应零部件生产的比例关系，并对各期存在异常比例的情形进行补充分析披

露，同时结合上述比例关系以及制造工艺难度简要披露各类模具的定价依据。 

1、披露各期向各主要客户销售模具种类、数量、金额以及与该模具后续对

应零部件生产的比例关系，并对各期存在异常比例的情形进行补充分析披露 

单位：套，万元，万件 

2020 年度 

客户 模具种类 数量 金额 预期总销售金额 比例 

上汽集团 
冲压模具 3 260.00 3,876.12 6.71% 

压铸模具 2 12.70 990.00 1.28% 

威巴克集团 
冲压模具 11 106.73 13,416.21 0.80% 

压铸模具 9 98.70 21,531.12 0.46% 

长城汽车集团 冲压模具 37 106.30 - 0.00% 

博戈集团 
冲压模具 4 53.30 3,663.25 1.45% 

压铸模具 9 24.94 5,732.80 0.44% 

住友理工集团 
压铸模具 3 14.10 290.88 4.85% 

注塑模具 8 32.74 60.38 54.23% 

 86 709.51  49,560.76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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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 

客户 模具种类 数量 金额 预期总销售金额 比例 

住友理工集团 
冲压模具 4 105.07 2,718.40 3.87% 

压铸模具 25 220.30 8,739.73 2.52% 

博戈集团 
冲压模具 18 297.01 10,519.40 2.82% 

压铸模具 3 12.86 6,290.30 0.20% 

威巴克集团 
冲压模具 47 236.08 22,239.65 1.06% 

压铸模具 7 44.95 538.00 8.36% 

普利司通（常州）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 
冲压模具 3 134.00 2,143.70 6.25% 

上汽集团 
冲压模具 2 66.00 4,764.35 1.39% 

压铸模具 1 15.00 1,372.50 1.09% 

合计 110 1,131.27 59,326.03 1.91% 

2018 年度 

客户 模具种类 数量 金额 预期总销售金额 比例 

威巴克集团 
冲压模具 26 165.17 24,126.79 0.68% 

压铸模具 19 186.36 7,031.72 2.65% 

博戈集团 
冲压模具 7 107.82 20,632.89 0.52% 

压铸模具 2 8.33 3,375.00 0.25% 

普利司通（常州）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 
冲压模具 3 115.37 4,311.00 2.68% 

住友理工集团 
冲压模具 2 3.39 498.48 0.68% 

压铸模具 16 84.84 3,355.93 2.53% 

富来思特（无锡）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 

冲压模具 2 47.20 936.00 5.04% 

注塑模具 3 13.55 166.64 8.13% 

合计 80 732.03 64,434.46 1.14% 

注：（1）2020 年上汽集团、长城汽车集团模具对应预期销售收入无金额的为配合客户

开发车型的手工样件，其销售主要形成为手工样件模具的销售金额；（2）预期总销售金额

为定点协议中客户预测量产规模*产品单价，其中：①定点协议中客户预测量产规模为发行

人与客户签订的定点协议中约定数量。根据行业惯例，发行人与客户采取定点合作模式供货，

定点合作有利于保证汽车零部件产品质量及供货稳定性。在产品定点阶段，客户会根据产品

量产周期及销量预测，与发行人签订定点协议，并约定量产周期及数量；②产品单价在发行

人与客户进行产品定点合作时确定，在经过前期项目评估、报价、技术交流等程序后，确定

合作产品的具体品类型号、产品定价。预期总销售金额是根据定点协议中约定数量乘以产品

单价，测算的产品量产周期内的整体预期销售规模。 

2、同时结合上述比例关系以及制造工艺难度简要披露各类模具的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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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模具制造工艺分析如下： 

①冲压模具 

项目 小/低/简单 中/一般/中等 大/高/复杂 

模具大小 
尺寸一般 

600*400*350 以下 

尺寸一般

700*500*540 

尺寸 

1200*500*540 以上 

制造工艺难易度 精度要求低 精度要求一般 精度要求高 

工序复杂程度 6 道工序以下 6-12 道工序 12 道工序以上 

②压铸模具 

项目 小/低/简单 中/一般/中等 大/高/复杂 

模具大小 
适配 250-280 吨 

压铸机 

适配 350-400 吨 

压铸机 
适配 500-650 吨压铸机 

制造工艺难易度 
无滑块、型腔结构 

简单 

带滑块、型腔结构 

复杂 

滑块、局部挤压、 

抽真空 

工序复杂程度 1 模 1 腔 1 模 2 腔 1 模 4-8 腔 

③注塑模具 

项目 小/低/简单 中/一般/中等 大/高/复杂 

模具大小 
硫化适配 200t以下，

注塑适配 120t 以下 
硫化适配 300t，注塑适配 260t 

硫化适配 500t，注塑

适配 320t 

制造工艺

难易度 

硫化模压、注塑普通

流道无抽芯滑块 

结构 

硫化注射、注塑普通流道有抽

芯滑块结构或热流道无抽芯

滑块结构 

硫化冷流道、注塑热

流道有抽芯滑块结构 

工序复杂 

程度 
单穴 2-20 穴 20 穴以上 

报告期内，发行人客户对模具制作的需求差异较大，模具精度、模具使用寿

命、体积、形态等各不相同，发行人综合考虑制造工艺的难易及工序复杂程度以

及新品量产后的收益情况、新品投标竞争情况，采取“一模一价”的定价策略。 

报告期内，各类模具不同难度制造工艺的数量、平均单价如下表所示： 

单位：套,万元/套 

模具类型 
制造工艺难

度 

2020 年度 2019 年 2018 年 

数量 
平均 

单价 
数量 

平均 

单价 
数量 

平均 

单价 

冲压模具 

高 9.00  44.68  17.00 30.31 13.00 28.73 

中 17.00  11.31  18.00 13.36 12.00 8.89 

低 56.00  2.30  79.00 2.79 437.0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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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82.00  8.82 114.00 8.57 462.00 1.27 

压铸模具 

高 3.00  16.81  7.00 11.06 4.00 16.92 

中 8.00  8.57  11.00 9.75 20.00 8.80 

低 10.00  3.77  19.00 6.26 18.00 5.54 

小计 21.00  7.46  37.00 8.20 42.00 8.18 

注塑模具 小计 13.00  4.98 17 3.21 10 3.75 

冲压模具剔除2018年上汽集团夹具采购影响，报告期内，发行人冲压模具销

售单价分别为9.45万元/套、8.57万元/套、8.82万元/套，其中2018年平均模具

销售价格相对较高，主要系当期模具较大、制造工艺及工序较复杂的高端冲压模

具占比较高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压铸模具销售单价分别为8.18万元/套、8.20万元/套、7.46

万元/套。 

报告期内，注塑模具销售单价分别为、3.75万元/套、3.21万元/套、4.98

万元/套，注塑模具制作难度及工艺复杂度均适中，各期平均单价相差较小。 

（四）披露报告期各期末 1 年以上库存模具增减变动情况，结合报告期内

模具生产周期、验收周期、结转周期披露最近一期末 1 年以上库龄模具金额占

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应验收未验收情形，是否存在利用模具结转、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等操纵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情形。2020 年减缓发行人模具验

收、结转的不利影响是否已经消除。 

报告期各期末，1年以上库存模具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变动金额 金额 变动金额 金额 变动金额 

库存模具 313.71  -55.92  369.63 -150.66 520.29 122.11 

发行人模具业务从接触到成为客户供应商期间，一般只需经历前期沟通、模

具设计、模具生产、模具验收、客户认可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等阶段，整个周期

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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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前期沟通及

意向 
模具设计 模具生产 模具验收 客户评估认证 

时间 0.5-2 个月 0.5-1 个月 1-2 个月 3-6 个月 
3-12 个月或模具使

用寿命结束 

发行人模具生产周期包括设计、生产和试模，具体包括：①设计阶段。由于

发行人的模具产品均为定制化产品，每套产品均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设计，

设计周期为15-30天；②生产及试模阶段。模具生产制造周期包含加工、检验、

装配和修改调试等阶段，周期为30-60天。 

发行人模具生产完工后，需将模具交付客户进行产品的量产装配以及性能试

验，一般模具验收周期为90-180天。模具验收完成后，还需经过客户评估认证工

作，并最终签署零件提交保证书PSW协议，一般需要3-12个月或者模具使用寿命

结束。因此，自模具生产完工后至最终签署PSW协议，客户与发行人进行模具收

入结算，一般需要经过1-1.5年时间。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库存产品中模具库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年以内 559.07  64.06  521.33 58.51 758.44 59.31 

1 年以上 313.71  35.94  369.63 41.49 520.29 40.69 

合计 872.77  100.00  890.96 100.00 1,278.73 100.00 

综上所述，由于模具验收及客户评估认证周期相对较长，各期末1年以上模

具占比相对较高。截止2020年12月31日，1年以内的模具559.07万元，占比为

64.06%；1年以上的模具313.71万元，占比35.94%，模具库龄结构与2019年末库

龄情况基本相符。 

发行人不存在应验收未验收情形，不存在利用模具结转、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等操纵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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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模具收入明细表及模具订单统计表，结合模具的种

类、客户需求、工艺难度等分析模具定价、模具收入的金额及变动是否合理； 

2、获取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签订的合同、订单，检查关于模具的交付、保管

约定 

3、获取发行人最近一期末 1 年以上库龄模具明细，核实库龄较长的原因合

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发行人模具销售金额和数量波动原因合理； 

2、发行人最近一期末 1年以上库龄模具金额占比较高原因合理，不存在应

验收未验收情形，不存在利用模具结转、长期待摊费用等操作报告期内经营业绩

的情形。发行人 2020年减缓发行人模具验收、结转的不利影响已经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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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关于股份支付 

申报文件显示，发行人员工魏敏宇通过持股平台无锡普贤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发行人 7.54%股权，发行人认为魏敏宇获取的无锡普贤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属于家庭财产分配，未按照股份支付处理。 

请发行人： 

（1）说明魏敏宇任职的薪酬情况，并对比其他同级别员工的薪酬说明是否

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存在通过向其低价转让股份以换取服务的情形。 

（2）结合家庭财产分配的相关协议及约定，说明将魏敏宇间接获取发行人

股份的行为认定为家庭财产分配是否具备充足依据。 

（3）模拟测算并说明如按照股份支付处理，对发行人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

的影响。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发行人回复： 

（一）说明魏敏宇任职的薪酬情况，并对比其他同级别员工的薪酬说明是

否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存在通过向其低价转让股份以换取服务的情形。 

报告期内，魏敏宇在中捷精工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与其他同级别员工薪

酬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职级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魏敏宇薪酬 职员 7.20 7.20 7.67 

相同级别员工薪酬 职员 8.52 7.67 7.34 

差异  -1.32 -0.47 0.33 

注：薪资未包含公司缴纳社保公积金。 

由上表可知魏敏宇与其他同级别员工薪酬差异较小。此外，魏敏宇作为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在董事会秘书的领导下主要负责、协调公司信息披露及上市事务，

其薪资水平与其工作职务相匹配，不存在通过向其低价转让股份以换取其服务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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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家庭财产分配的相关协议及约定，说明将魏敏宇间接获取发行

人股份的行为认定为家庭财产分配是否具备充足依据。 

2017 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魏鹤良、魏忠及其直系亲属张君英、魏红、魏敏

宇约定通过持股平台普贤投资、宝宁投资以 1 元/股增资中捷精工的方式，对其

家庭内部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分配前后如下表所示： 

姓名 任职 亲属关系 
是否为实际

控制人 

家庭内部财产分

配前持股比例 

家庭内部财产分

配后持股比例 

魏忠 董事长、总经理 魏鹤良之子 是 49.00% 37.41% 

魏鹤良 董事 魏忠、魏红之父 是 51.00% 38.93% 

张君英 未任职 魏忠之妻 否 0.00% 9.04% 

魏红 未任职 魏鹤良之女 否 0.00% 5.58% 

魏敏宇 职员 魏忠之女 否 0.00% 9.04% 

注：持股比例=直接持股比例+间接持股比例。 

由上表可知，魏敏宇系实际控制人魏鹤良之孙女，魏忠之女。魏敏宇通过普

贤投资间接获取发行人股份系基于子女身份参与家庭内部财产分配，因此将魏敏

宇间接获取发行人股份的行为认定为家庭财产分配依据充足。 

（三）模拟测算并说明如按照股份支付处理，对发行人报告期主要财务数

据的影响。 

若发行人员工魏敏宇通过持股平台普贤投资取得发行人股权按照股份支付

处理，将导致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减少 5,738.04 万元至-1,683.95

万元，不影响发行人 2018年至 2020年经营业绩，不影响本次发行条件，具体测

算情况如下： 

姓名 

是否假设

参照股份

支付测算 

持有定增对象份额

对应发行人股数（单

位：万股）① 

入股价格 

（单位：元

/股）② 

公允价值 

（单位：元

/股）③ 

模拟测算的股份支

付费用 

（单位：万元） 

④=（③-②）*① 

魏敏宇 是 594.00 1.00 10.66 5,738.04 

合计 5,738.04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054.09 

按照股份支付处理后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683.95 

影响比例 -141.54% 

注：根据《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中关于股份支付的规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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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外部专业投资者入股价格 10.66 元/股作为股份支付的公允价值，并按照授予后

立即可行权进行模拟测算。 

上表测算股份支付费用对发行人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影响如下：（1）合并

资产负债表影响：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各期末资本公积增加 5,738.04

万元；留存收益减少 5,738.04 万元，各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金额不变。

（2）合并利润表影响：2018年度、2019年度及 2020年合并利润表不变。 

综上，若发行人员工魏敏宇通过持股平台普贤投资取得发行人股权按照股份

支付处理，发行人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683.95 万元，不影响

发行人 2018年至 2020年经营业绩。发行人 2019年、2020年净利润均为正，且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 万元，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

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第一套上市标准，依然符合上市条件。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薪资表，对比魏敏宇及其同级别员

工的薪酬情况。 

2、访谈中捷精工实际控制人，了解 2017年普贤投资、宝宁投资增资发行人

事宜以及家庭资产分配约定。 

3、查阅《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

（2020 年 6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

文件。 

4、测算发行人员工魏敏宇通过持股平台普贤投资取得发行人股权按照股份

支付处理对发行人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魏敏宇与其他同级别员工的薪酬差异较小，不存在通过向其低价转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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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以换取服务的情形。 

2、魏敏宇通过普贤投资间接获取发行人股份系基于子女身份参与家庭内部

财产分配，将其认定为家庭财产分配依据充足。 

3、发行人员工魏敏宇通过持股平台普贤投资取得发行人股权若按照股份支

付处理，不影响发行人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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