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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8         证券简称：航发控制            公告编号:2025-012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

部分建设内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27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航发动力

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部

分建设内容方案》的议案，同意调整该募投项目的部分建设内容。本次调整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公告如下： 

一、本次调整前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相关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投资计划。项目总投资 41,410万元，其中厂房购置费 11,979.75 万元，工艺

设备购置费 27,170.98万元，建筑工程费 700.00万元，工艺设备安装费 294.30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 382.40 万元，预备费 882.57 万元。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41,410万元。 

2、建设内容。新增工艺设备 93 台（套）；购置现以租赁方式使用的中国航发长

空的厂房/土地（通州厂区 1处和昌平厂区 2 处）。 

3、建设周期及达产计划。本项目的计算期拟定 15年，其中建设期 4.5年，经营

期 10.5 年。建设期从 2022 年初开始，2026 年 6 月结束，2026 年底达到设计生产能

力。 

4、经济效益分析。本项目年均新增营业收入 37,902万元，年均新增净利润 3,289

万元，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 9.9年，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0.40%。 

（二）项目进展情况 

1、项目建设。截至2024年12月底，项目已完成签订合同购置工艺设备75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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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金额 25,686.83 万元。其中 42台（套）工艺设备已交付使用。 

2、资金使用。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项目累计支出募集资金 29,463.49 万元，

占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的 71.15%，其中：土地/厂房购置 7,119.60万元，建安工程 495.03

万元，工艺设备购置及安装 21,766.96万元，其他费用 81.90万元。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人和募集资金存管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与该项目实施单位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规范实施募投项目。 

二、本次调整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本次仅涉及调整该募投项目部分建设内容，不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不改变募

投项目的建设目标，项目总投资不变，使用募集资金额度不变。 

（一）调整原因 

为更好地实现项目建设目标，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及后续发展规划，规避潜在风险

的同时，提前布局新兴产业，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1、调减原因。项目原计划购置 3 处房产（土地），目前已完成 2 处房产（土地）。

剩余 1 处为北京市昌平区安福苑房产，涉及投资 4,860.15 万元。根据公司与中国航发

长空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该处房产的转让前提为完成北京市昌平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截至本公告出具日该处房产仍未完成相关竣工验收

备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与中国航发长空友好协商，公司计划不再购置此

处房产。 

2、调增原因。一是前期主力型号大批量生产交付，后续的修理任务快速增加，

需要补充相关能力。二是紧盯国家大力支持低空经济产业的契机，积极开展通航动力

等技术衍生产品研制，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围绕信息化、数智化生产制造补充

相关能力。 

（二）调整内容 

1、调减房产。原计划购置 3 处土地（房产）调减至购置 2 处土地（房产）。投资

由 11,979.75 万元调整至 7,119.60 万元。 

2、调增工艺设备。新增工艺设备由原来的 93 台（套）调整为 122 台（套）。主

要包括冷加工设备、计量检测设备等。投资由 27,170.98 万元调整至 32,031.13 万元。 

三、调整后的项目基本情况 

（一）调整后的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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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总投资 41,410 万元

保持不变，使用募集资金 41,410 万元保持不变。具体投资构成调整见下表： 

序号 投资类别 
原规划 

投资额（万元） 

现规划 

投资额（万元） 

1 工艺设备购置费 27,170.98 32,031.13 

2 厂房购置费 11,979.75 7,119.60 

3 建筑工程费 700.00 700.00 

4 工艺设备安装费 294.30 294.30 

5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82.40 382.40 

6 预备费 882.57 882.57 

合计 41,410.00 41,410.00 

项目建设期保持不变，2026 年 6 月结束，2026 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项目经济

效益不变，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 9.9 年，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0.40%。 

（二）项目市场分析 

公司承担了多型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产品的预研、研制、批量生产和大修任务，

已经形成了多种涡轴、涡桨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液压机械装置的设计能力和批生产能

力，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军用直升机、运输机、战斗机和通航飞行器。本项目涉及的

产品大部分已经处于批产状态，小部分处于小批试制状态，后续的订单需求确定，处

于稳步增长的态势。同时，在国家大力推动和政策支持下，全国各地低空经济迎来了

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公司作为传统的轴桨发动机配套单位，多年来在小发领域积累了

丰富的工程经验，在市场开拓方面具有先发优势，现阶段需要提前布局，把握住通航

市场的发展机遇。 

（三）项目调整的可行性 

通过本项目建设既增强了公司制造能力，提升了公司设计、工艺技术水平，促进

了产业技术融合与共同发展，提高了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后续开拓低空经济做好准备。

项目符合国家“十四五”、“十五五”重点支持的产业发展方向，产品技术含量高，市

场前景广阔，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项目进行调整后，项目可操作性更强，项目

未来发展更稳健。经财务分析，在现有的价格体系及计算基准下，项目各项经济指标

均满足要求，项目建成后具有较好的财务盈利能力。 

各项目投资估算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考虑了一定的动态因素，结构合理。在现有

的价格体系及计算基准下，项目的经济效益较好，各项经济指标都满足要求，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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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风险能力，经济、技术可行。 

因此，项目调整是可行的。 

（四）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风险分析。项目均属于人才、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项目实施风险主要来

源该项目产品需求增量所引起的技术风险，“十四五”大批量采购的推进引起的降价

风险，主机厂所及最终用户的需求调整带来的市场风险，原材料、二次配套件、外协

厂家加工质量和效率不能及时满足需求带来的供应链风险，高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

体制机制制约等方面的管理风险。 

2、风险应对措施。一是通过加大设计、工艺、制造等方面的研发投入，提升产

品在研制生产过程中的稳定性。二是通过采取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开展低成本设计、

优化工艺流程、提高技术成熟度、工艺稳定性等措施持续降低成本，同时充分利用国

内企业的地域优势，提供增值服务，在价格、服务等方面保持竞争优势，降低市场风

险。三是通过发挥中国航发的品牌优势，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培育战略供应商，

通过拓宽采购渠道、建强建稳供应商网络来降低供应链风险。四是持续深化改革，按

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化的、规范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构建完善的组织管理制

度体系；引进国内外经营管理、技术、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对管理、技术、营销三类

核心人才实行特殊薪酬政策，加大激励政策的实施力度，提升人才活力和效率，促进

产业化发展。 

综上所述，项目风险是可控的。 

四、董事会审议程序及结果 

2025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

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

障项目部分建设内容方案》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的

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调整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

系统能力保障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五、监事会意见 

2025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航

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

项目部分建设内容方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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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调整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部分建设内容。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拟调整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

力保障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上

述事项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上述事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调整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

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部分建设内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符合公司

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人对本次调整中国航发

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部分建设内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调整中国航发北京航科轴桨发动机控制系

统能力保障项目部分建设内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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