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64,718,5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剩余利润结转下年度。

公司本年度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鹰股份 60023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涌 傅缀芳 

办公地址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镇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镇 

电话 0580-8021228 0580-8021228 

电子信箱 gecl@zsptt.zj.cn gecl@zsptt.zj.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麻、毛、丝、绢纺成套机械装备以及亚麻纺、丝、织造染

整、制衣，同时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浙江金鹰塑料机械有限公司还生产塑料机械系列设备。 

 



（一）亚麻纱，绢丝业务 

麻类纤维纺织加工业，按照纤维和工艺技术特点主要分为亚麻纺、苎麻纺、黄麻纺、剑麻纺

等，公司的麻纺业务主要是亚麻纺织，主要产品是各类品支的亚麻纱、亚麻布，以中高支纱及细

薄高端面料为主。公司的绢纺业务是茧丝绸行业的子行业，主要产品是绢丝、绸。 

1、经营模式 

公司是传统的制造企业，纺织品的经营模式是通过市场调研、分析制定年度的经营目标和规

划，在采购原材料后经过不同分、子公司进行生产，分别制造出各种支数、型号的亚麻纱、绢丝、

布等产品，以满足和销售给不同需求的客户。公司内部设立有专门的纺织品销售部门，分别为内

销和进出口业务部门，其中内销方面主要负责国内的业务，而进出口部门则负责全球业务，其中

包含公司主要的销售地（欧洲、美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 

2、行业情况说明 

麻纺织行业在整个纺织行业中属于比较小而且有特色的一个行业，规模只占到全部纺织原料

的 1%左右，但是它具有其他天然纤维所不能比拟的突出性能：天然抗菌抑菌、舒适透气、吸湿排

汗、防紫外线等。麻纺织产品经典高雅、有品位，是其他天然纤维产品不能替代的，不断被各类

消费者接纳，市场空间广阔。经多年发展，公司在麻纺行业的市场占有率高、客户稳定。 

（二）机械业务 

1、经营模式 

公司纺织机械的业务模式是公司从研发、设计、原料采购、制造、销售一体化的方式。 

2、行业情况说明 

纺织机械行业受纺织业的影响较大，并呈现平滑的周期性变化，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导致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并呈差异化分布。客户对产品的性能要求趋于增强，对产品的效率要求高，未

来纺织机械业各企业将在产品的高速化、智能化、稳定性上逐渐拉开差距，向高端化发展。 

纺织机械板块是公司具有竞争优势的一项业务，自 2000年金鹰股份收购全球最大麻类纺织机

械生产厂商英国 makie 后，公司麻类机械装备业务技术实力得到加强，水平处于国际先进，具有

自主创新能力，并逐步将技术优势转换成市场份额成果，目前市场占有率居行业领先优势地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672,137,966.27 1,662,720,052.30 0.57 1,806,598,919.37 

营业收入 1,029,898,823.56 1,114,749,085.73 -7.61 1,175,972,283.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056,357.69 29,844,753.55 -2.64 25,698,436.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074,862.07 26,853,731.73 -32.69 23,163,158.1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76,081,670.55 1,176,343,874.00 -0.02 1,175,755,627.8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350,176.29 103,365,921.84 -42.58 82,263,900.1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08 0.00 0.0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08 0.00 0.0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47 2.54 减少0.07个百分点 2.1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04,124,980.83 229,035,090.30 291,539,825.34 305,198,92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714,217.91 4,232,161.98 10,698,125.89 10,411,85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343,800.36 4,290,479.29 6,726,169.73 3,714,41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115,688.84 5,856,572.99 31,245,728.20 62,363,563.9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6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03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

公司 

  170,952,293 46.87 0 质押 141,366,6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润之信 16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7,151,749 1.96 0 无   其他 

天津壹选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69,196 1.61 0 无   其他 

冷雨霜   2,086,701 0.5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桂宁   1,771,325 0.49 0 质押 46,800 境内自

然人 

吴宏斌   1,300,000 0.36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管圣启   1,166,193 0.3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156,300 0.32 0 无   国有法

人 

钟卫   1,153,500 0.3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费禹铭   1,118,800 0.3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亚麻纺织受到冲击的环境下一方面积极应对，花精力降低纺纱生产成本并提

升质量和新工艺，另一方面强化公司纺纱设备品牌并加强机械设备市场的开发和培育，使企业依

然保持了生产经营的稳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989.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61%，全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05.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64%。具体情况

用如下述表格进行阐述： 

(一)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29,898,823.56 1,114,749,085.73 -7.61 

营业成本 883,838,914.59 953,249,146.18 -7.28 

销售费用 30,514,274.95 32,190,358.02 -5.21 



管理费用 56,443,643.24 60,292,303.38 -6.38 

财务费用 -5,244,832.98 -814,968.15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50,176.29 103,365,921.84 -42.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02,850.76 -7,838,570.3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02,724.14 -115,133,140.96 不适用 

研发支出 22,760,764.00 25,074,283.31 -9.23 

 

收入和成本分析 

收入成本同比下降，主要是因为市场对亚麻的需求不足而导致亚麻销售单价大幅下降。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纺织行业 633,618,114.41 591,569,767.19 6.64 -9.99 -7.68 减少 2.34个百分点 

纺机行业 388,936,362.98 287,902,315.52 25.98 -2.19 -5.12 增加 2.29个百分点 

其他 678,255.83 274,353.04 59.55 -41.18 -13.88 减少 12.82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纺织品 532,850,883.71 499,461,143.03 6.27 -11.07 -7.70 减少 3.42个百分点 

纺机及配件 181,420,181.21 116,478,730.93 35.80 -11.39 -19.73 增加 6.67个百分点 

注塑机及配

件 

207,516,181.77 171,423,584.59 17.39 7.58 8.26 减少 0.52个百分点 

服装 100,767,230.70 92,108,624.16 8.59 -3.83 -7.57 增加 3.69个百分点 

其他 678,255.83 274,353.04 59.55 -41.18 -13.88 减少 12.82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境内 657,612,038.47 560,338,167.27 14.79 -13.10 -10.88 减少 2.12个百分点 

境外 365,620,694.75 319,408,268.48 12.64 5.65 1.15 增加 3.89个百分点 

 

 

(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

年增减（%） 

销售量比上

年增减（%） 

库存量比上

年增减（%） 

亚麻纱线 4,865吨 4,520吨 959 吨 0.39 1.96 56.19 

纺机 668 台 735台 252 台 -18.14 -9.26 -21.00 

塑机 848 台 921台 434 台 -0.47 2.68 -14.40 

（3）费用 

财务费用由 2015年的-81.50 万元减少到 2016 年的-524.48 万元，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通过



选择不同的结购汇点来规避外汇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同时加强了对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管理。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随着销售收入的减少也有所减少。 

（4）现金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度减少了 42.58%，主要原因是公司亚麻产品市场需求不

足而导致库存量和应收账款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度减少了 386 万元，主要是公司增加了锂电池材料项目

的投入。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度增加了 8603万元，主要是公司 2016 年贷款减少幅度

与 2015年相对比要小得多。 

（二）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行业格局和趋势 

纺织业务： 

麻纺行业是纺织行业中非常有特色的分支，尽管麻纺内需逐年增大，但出口比例仍然较大，

欧美、印度仍是亚麻制品最大消费中心，亚麻纺织品因其绿色、环保、低碳、天然等品质而一直

备受青睐，尤其是一个比较经典高雅的产品，现在正慢慢的被越来越多的各阶层消费人群所接受，

国内内需也逐渐呈上升趋势，对公司来说，有挑战与竞争，但更具有广阔的市场拓展空间。 

麻纺织行业利用创新驱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先进技术以及技术改造步

伐不断加快，客户的需求逐渐偏向品质高、质量好发展，同时对价格敏感，因此，性价比是未来

抢占市场比较重要的因素，如何在提高产品品质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是麻纺公司的关键突破点。 

绢丝纺行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现在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竞争压力，特别是来自其他纤维产

品的挑战和激烈竞争。对此，公司不断进行绢纺面料、绢与其他纤维混纺材料的研究，并关注市

场需求，寻求市场机会。 

机械业务： 

由于该行业的技术壁垒及公司深耕多年的经营维护，公司麻类成套纺机装备具有较高的市场

份额。未来公司将不断研发更先进和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投放市场，提升产品品质，并做好中国

麻纺织行业陈旧设备改造更新工作，推动行业发展。 

（2）公司发展战略 

牢固树立“诚信为本、创新为魂、励精图治、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以不断创新为动力，

经济效益为目标，实现重点突破，推进管理创新，强化成本管理与控制，坚持品牌建设不放松，

努力打造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转型升级目标，不断提升企业盈利水平。 

（3）经营计划 

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在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下，国内外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诸多困难严重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在这

充满机遇和挑战的 2017年，公司及全体员工务必抓住机遇，使企业在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加速

发展，增强发展意识，鼓足发展干劲，落实发展措施，明确各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全力以赴做好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切实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努力推进新项目实施进度。抓紧完成新

能源材料项目土建工程等及加快投入试生产，公司各单位和部门紧密合作，积极实现早日投产；

（二）要始终不渝开发新产品，推进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品牌建设，追求卓

越品质。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才有动力和发展后劲，尤其是加强装备研

发、新产品开发、工艺技术创新和改进。抓好品质管理，通过进一步完善质量考核监督机制与质

量检测手段，突破产品质量瓶颈。以高度重视质量的行为，严格把好各道工序和各个环节的产品

质量关。（三）着力深化管理升级，进一步强化成本管理与控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坚决落实

从严管理，大力实施精细化管理，认真落实企业生产成本预算控制，严格控制各项成本费用的开

支规模，节支增效。（四）高度重视营销队伍建设，努力探索新的营销管理方法和途径，切实提

高营销队伍的整体素质。充分调动营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创新营销模式，及时、主动捕捉市场

信息，大力开拓国内外新市场、新客户、新订单，做好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不断提高客户满

意度。时刻关注应收货款回拢力度，不断降低压缩应收货款。（五）要时刻加强生产、消防安全，

紧绷安全之弦不放松，防患于未然。积极开展各类安全宣传教育与培训，认真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总结经验，切实将安全落到实处。提高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处置能力，确保职工人身安全，杜绝

企业财产损失。 

（4）可能面对的风险 

a、市场风险 

麻纺产品的市场竞争特别是同质化产品竞争日趋激烈，产品的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 

对策：继续推进技术创新，优化人员结构、减少单位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强化营销队伍建设，

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b、应收账款风险  

行业低迷且受宏观货币政策影响，纺织行业上下游企业可能出现资金流动性困难情况，公司

应收账款将存在一定回收风险。 

对此，公司将严格控制风险，对客户进行资信调查，制定合理信用政策，加强合同管理，建

立催款责任制及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等措施。  

c、汇率风险 

公司亚麻纱的主要原材料及产成品涉及到进出口业务，采用美元为结算货币。自 2014年以来

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震荡态势，对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对策：2017年度公司将继续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

业绩的影响。 

d、新项目经营风险 

公司新建了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虽有专业技术较强实力合作单位,但公司此前无此行业运作

经验，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对策：对建设进度和进展严格把关和积极推动，强化管理的基础上积极调研市场、加强该行

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育。 

2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舟山达利绢纺制衣有限公司、舟山达利针织有限公司、浙江方正轻纺机械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浙江金鹰伊犁亚麻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金鹰股份六安麻纺有限公司、浙江金鹰特种纺

纱有限公司、江苏金鹰绢麻纺织有限公司、巩留金鹰亚麻制品有限公司、上海鑫鹰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金鹰绢纺有限公司、浙江华鹰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凡拓服饰

有限公司和浙江金鹰瑞翔新材料有限公司等 14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