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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成都西菱

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181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有关各方对关注函涉及的问

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对关注函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一：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竞争状况、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未

来发展战略以及最近两年净利润、净资产及每股收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变动情况等，详细说明制定此次利润分配及转增方案的主要考虑、确定依据及其

合理性，与公司业绩成长、发展规划是否匹配，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一）汽车发动机零部件行业 

公司汽车发动机零部件主要产品包括凸轮轴总成、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

以及涡轮增压器等，产品主要应用于燃油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主营业务归属于“汽车制造业”中的“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行业代码为 C3670。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主营业务归属于“汽车制造业”，细分行业为汽车零

部件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C36。 

汽车行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行业，行业整体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2022 年中国汽车千人保有量 226 辆，而发达国家千人汽车保有量多处



在 500-800 辆的水平，未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消费不断升级，我国汽车

行业仍然拥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近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成为汽车行业发展的重要导向，新能源汽车行业异军

突起，纯电动及混合动力汽车发展迅速，市场渗透率快速提升，行业结构发生较大

变化，给传统燃油汽车零部件企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燃油动力汽车经过长

期发展具有技术成熟、配套设施完善、安全性高、续航里程长、地域限制少的特点，

产销量规模依然占主导地位，同时混合动力汽车发展迅速，传统汽车发动机零部件

行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涡轮增压器具有提高内燃机功率、降低燃油消耗、

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效果，是燃油或混动车型提升动力、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

预计未来中国涡轮增压器配置需求持续提升。 

（二）军品及航空零部件行业 

公司加工的军品及航空零部件产品主要包括航空结构件、钣金件、系统件、轴

类件，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公司航空零部件业务所属行业为“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之“C3741 飞机制造”。 

军品及航空装备产业是维护国家安全、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国家

持续推动国防现代化，大力支持军品及国产航空装备行业的发展。 

在军品及军用航空领域，2021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确保

2027 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近年中国国防

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空军新一代军用飞机列装已具备一定规模，但与世界超级

大国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且周边安全和政治形势仍然较为复杂，新型高端军用先

进飞机仍将保持持续的装备需求。 

在民用航空领域，根据《中国商飞公司市场预测年报 2022-2041》，未来 20 年

中国航空客机市场将交付新机 9,284 架，价值约 1.47 万亿美元。我国自主研制的新

舟系列飞机和涡扇支线飞机 ARJ21 不断增量，国产大飞机 C919 试飞，未来中国国

产航空产业将不断发展壮大。国产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为包括公司在内的航空零部



件制造企业带来了持续成长的空间。 

二、竞争状况 

（一）汽车零部件行业 

在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凸轮轴总成、曲轴扭转减震器、连杆总成领域，随着汽车

工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大部分汽车发动机主机厂都已采用外购配套方式

组织生产，只有少数主机厂商为保障自身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的质量水平和供应能力

而自行制造配套。我国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生产企业较多，市场集中度不高，其中一

线汽车品牌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市场主要被外资企业和少数先进本土企业占领。公

司与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吉利汽车、理想汽车、长城汽车等大量知名客户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行业内具备了较高的市场地位和较强的综合竞争能力。 

在涡轮增压器领域，涡轮增压器设计、生产和检测要求较为严格，具有较高的

行业进入壁垒。在我国涡轮增压器市场中，外资企业博格华纳、三菱重工、石川岛

播磨、盖瑞特等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较高。目前，公司涡轮增压器

产品已获得了吉利、理想、航天三菱、江淮等客户的认可，公司通过研发创新不断

提升产品性能，降低产品成本，使得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未来随着公司产

能的提升和客户认可度的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将会进一步提升。 

（二）军品及航空零部件行业 

在航空零部件领域，在航空制造业历经数次战略性和专业化重组，目前形成了

以中航工业及其下属单位以及中国商飞为主的制造格局，各企业依据自身实力和技

术研发格局，承接不同类型航空器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我国航空零部件制造尤其是

军品领域开放时间较短，且行业进入有一定要求，行业内竞争者数量相对不多。围

绕航空工业的产业布局，我国航空零部件制造行业形成了以内部配套企业为主，科

研机构、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效补充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自进入军品及航空零

部件业务领域以来，通过并购与自建相结合的方式快速进入军品及航空零部件行业，

在相关市场占据一定市场地位。公司具备在精密铸造、锻造、热处理等特种工艺及

加工一体化优势，为客户提供综合性成本低的解决方案，预计未来在相关业务领域

会取得持续发展。 



三、公司发展阶段 

公司目前处于稳健增长阶段，2021 年、2022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4,994.44 万

元、110,723.65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46.14%、47.64%。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公司涡

轮增压器总成于 2022 年实现量产销售并成为公司收入的有力增长点，2022 年度销售

32.17 万台，实现销售收入 28,619.26 万元；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 15,043.64

万元，较上年同期进一步实现较大增长。公司计划将涡轮增压器产能逐步由 80 万台

/年提升至 160 万台/年，从而为公司市场开拓、产品交付和业绩提升提供坚实的基础

和保障。在军品及航空零部件领域，2022 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6,738.39 万元，同

比增长 74.06%。 

四、经营模式 

（一）汽车零部件业务 

1、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直销模式，产品主要向国内主机厂配套销售，部分产品销往国外。对

于新产品订单，公司获取订单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邀请招标的方式，客户研

发部门或技术部门在综合评判其供应商体系内各家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及技术研发能

力后，经双方进行技术交底并商议价格，最终选定公司作为某款产品的供应商，直

接按图生产或进行同步研发后生产；第二种是通过公开招标并按图开发的方式，此

种方式下客户会提供相对完整的设计图，公司中标后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生产；第

三种情况是公司作为补充的供应商得到订单的方式。此种情况是指在公司已经通过

技术评定进入某客户合格供应商体系的情况下，如果某款产品因需求量逐渐增大或

原供应商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等情况，客户从分散风险、保障供应的角度出发，从

其合格供应商体系中直接选取公司作为补充供应商，按照原产品技术标准和质量要

求供货。公司产品作为汽车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产品在得到主机厂的认可并批量

配套供应主机装配之前，需要经过样件试制、样件检测、疲劳测试、跑机试验、小

批量供货等一系列的过程，具有较长的开发量产周期。对以往年度既有产品的订单，

公司会在原有供货合同条款的基础上，与客户进行新的年度订单谈判，并最终确定

当年度订单。 

2、生产模式 



公司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等产品有从毛坯的锻造、铸造、

粗加工、精加工等较为完整的工艺处理能力。涡轮增压器产品建设了铸造、焊接、

总装等生产线。公司生产过程采用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分为铸造、锻造、粗加工、

精加工、涡轮增压器焊接与总装、涡壳铸造等生产线或车间。公司围绕销售计划制

定生产计划并结合市场预期进行合理生产备货。公司通常在年初根据年度综合经营

计划、年度销售计划及上年成品库存量，制定年度生产计划。生产部门根据每月销

售计划、成品安全库存标准，并结合当月成品库存量和下月预测订单量，编制月生

产计划。各生产工段根据月生产计划和生产能力状况等诸多因素制定周生产计划。 

3、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采购管理体制，设立了采购中心实行统一集中采购，参考国

际先进经验，制定了供应商选择评定和管理控制程序，对供应商实施有效的选择、

考核和管理。公司涡轮增压器、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等产品主

要原材料包括产品毛坯、钢材、废钢、球铁等原材料，产品所需的毛坯一部分通过

公司自建的铸造和锻造生产线生产满足需要，一部分通过外协采购的方式满足客户

需要，钢材、废钢、球铁等原辅材料则主要通过外购。公司涡轮增压器业务主要包

含研发和总装，产品总装所需主要零部件包括中间体组件、电子执行器、涡壳、压

壳等，根据涡轮增压器型号、性能要求筛选合格供应商并经过开发试制合格后进行

批量采购。 

（二）军品及航空零部件业务 

1、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采用直销方式。主要销售流程为：首先进入相关客户的合格供应商目

录，再通过比选及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取得订单。根据客户的订单要求以及发放的原

材料、数模、图纸等安排生产，生产完成后进行出厂检验，再通过公司自行运输或

物流运输方式交付给客户，客户进行入厂检验。 

2、生产模式 

在航空零部件生产方面，公司在生产上采用订单式生产的模式，生产组织按客

户来料及排产计划进行，加工完成后向客户交付。 



3、采购模式 

公司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为来料加工，不涉及原材料采购，需公司自行采购

的材料主要为各种刀具、切削液、导轨油等辅料，在公开市场容易取得，供应充足

稳定，且公司采购金额较小，一般采用就近、性价比优选原则向相关单位采购。 

五、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以“追求完美、创造卓越、成就最佳”为理念，实行汽车发动机零部件与

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并驾齐驱的业务发展战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视研发创

新，持续提升核心技术，优化工艺，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力争成为集多领域精密

零部件铸造、锻造、机加工、科研于一体、现代化、国际化的开放型企业，具体计

划为： 

1、在涡轮增压器领域，充分发挥现有产能潜力服务好现有客户，用好募集资金

扩大涡轮增压器产能，提升生产能力以满足客户交付需求，推进涡轮增压器新平台

研发，进一步提升产品性能，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实现涡轮增压

器业务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 

2、军品及航空零部件业务领域，充分发挥公司掌握先进工艺以及铸锻、加工一

体化的优势，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在 2022 年项目获取和产品定型的基础上，

继续围绕工艺创新和材料创新，构建航空军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推进先进工艺的高温合金铸造标准线试制生产；发挥快速主动充型工艺带来

的成本与效率优势，顺应汽车产业的轻量化发展，为客户在轻量化领域提供可靠解

决方案，推进副车架、底盘轻量化铸件； 

4、在凸轮轴总成、连杆总成、曲轴减震器领域，充分利用公司质量和市场资源

优势，提升公司产品市场份额，优化客户及产品结构，实现传统业务稳定发展； 

5、在新能源领域，加快氢燃料电池空压系统和氢气循环系统部件产品的开发与定

点。 

 

 



六、最近两年净利润、净资产及每股收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

情况 

项目 
2022 年度 

/2022 年末 

2021 年度 

/2021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07,236,531.50 749,943,811.41 4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991,609.86 20,040,477.05 8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319,333.05 15,860,388.50 11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5,858,159.93 1,317,002,173.83 28.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527,566.10 36,170,543.90 3.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49 0.1189 8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36 0.1188 79.80% 

2021 年至 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以及每股收益等指标均实现稳健

增长。整体来看公司经营情况稳健，发展状况良好，公司具备较强的持续盈利能力

和较好的分配基础。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的业绩增长情况相符。 

七、制定此次利润分配及转增方案的主要考虑、确定依据及其合理性，与公司

业绩成长、发展规划是否匹配，并提示相关风险。 

（一）制定此次利润分配及转增方案的主要考虑 

1、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积极回馈投资者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在遵循《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及公司回报规划规定，不影响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及未来长远发展的

前提下，采取积极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政策，积极回馈投资者，树立良好市

场形象。 

2、公司具备持续盈利能力，且具备利润分配基础 

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0,040,477.05

元、36,991,609.86 元，较上年同期分别提升 147.03%、84.58%。公司具备稳健、可

持续的盈利能力，本次分红方案具有合理的业绩基础。 

3、适当扩大股本，优化股本结构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按照母公司报表口径的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173,594,263.85 元，期末资本公积为 1,074,976,416.56 元，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充足，

期末资本公积金额较大，此次提议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拟通过扩大公司股本

的方式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同时将更加有利于公司拓展业

务，树立积极向上的市场形象，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的实际需求。 

（二）确定依据及其合理性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按照母公司报表口径净利润为 34,164,432.12 元，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173,594,263.85 元，期末资本公积为 1,074,976,416.56 元。本次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实施后，公司合计分配现金股利 19,017,461.50 元，占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比例 10.96%；转增股本 114,104,769 股，占期末资本公积 10.61%；

本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增至 304,279,384 股。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方案具有实施的基础，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的短缺，不会对公司项目资本支出及

研发投入造成不利影响。 

（三）与公司业绩成长、发展规划相匹配 

2021 年、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分别达到 46.14%、47.6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分别达到 174.03%、84.58%。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国家支柱性、

战略性产业，市场整体前景良好，公司在产品研发、市场网络、特种工艺及产品质

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随着公司涡轮增压器的扩产以及军品航空零部件业务

客户结构的多元化、新产品新项目的落地、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产品的推进以及研发

创新能力的提升，未来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在充分保证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情况下，扩大股本使公司股本规模与经营

规模及未来发展相匹配，分配现金股利与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将助力公司新业务

顺利开展，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促进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 

（四）风险提示 

公司发展规划与战略的实施受到宏观经济、国家政策、行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实施效率和效果存在不确定性，若未来国内外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或国

家产业政策、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波动。本次



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预计每股收益、

每股净资产等指标相应摊薄，投资者同比例增加所持有股份，其持股比例无实质变

化。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须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问题二：请说明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方案制订的具体过程，包括方案的提议人、

参与筹划人、内部审议程序、保密情况等，并自查是否存在信息泄漏和内幕交易情

形。 

回复： 

一、请说明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方案制订的具体过程，包括方案的提议人、参

与筹划人、内部审议程序、保密情况等 

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秘书杨浩先生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目

前盈利能力、股本现状、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等情况，制定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的初步方案；同日，公司董事会编制 2022 年度报告相关文件并将

该事项初步方案作为非调整事项告知公司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2023 年 4 月 23 日，根据公司董事长魏晓林先生的提议，公司董事会秘书杨浩先

生对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初步方案进行修订并形成了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预案，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将该预案同步反馈至审计及保荐机构。公司在信

息传递过程中，向相关人员强调应严格遵守相关保密制度、严禁内幕交易。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2022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预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2023 年 4 月 2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以晚间公告的形式披露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预案》（公告编号：2023-067）。 

二、自查是否存在信息泄漏和内幕交易情形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同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时登记备案，防

止内幕信息的泄露。经自查，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相关要求对内

部信息进行保密，不存在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的情形。 

问题三：请说明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方案披露前

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并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自

本次方案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回复： 

经核查，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方案披露前一个月

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自本次方案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

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问题四：请说明公司披露利润分配及转增方案前一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

研、自媒体宣传，以及投资者关系活动相关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或者

误导投资者、炒作股价的情形。 

回复： 

经自查，公司在披露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前一个月未接受媒体

采访、机构调研、自媒体宣传的情况，公司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开展投资者关系

活动，不存在向特定对象泄露利润分配预案相关信息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误

导投资者、炒作股价的情形。 

问题五：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经自查，公司目前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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