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699                                                  公司简称：均胜电子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二〇一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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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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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总股本 949,289,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94,92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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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胜电子 600699 辽源得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喻凯   

办公地址 宁波高新区聚贤路1266号   

电话 0574-87907001   

电子信箱 kai.yu@joyson.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7 年，我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国内汽车市场气氛相较往年高热度有所下降，根据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7 年全国汽车销量约 2,887.9 万辆，同比增长 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

落约 10.6%。随着中国汽车市场整体保有率的上升，新车需求的动能正在逐渐减弱，行业正进入

缓慢增长的新常态。 

虽然汽车销量增速放缓，但新能源汽车势头继续保持强劲，销量达 77.7 万辆，同比增长 53.3%。

尽管从年初开始，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下调政策，但随着一系列其他政策

的陆续出台，不可否认，新能源汽车将长期作为国家重点扶植的战略新兴产业。 

此外，智能驾驶领域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随着全球整车厂商，汽车零配件巨头，互联网公

司，软件，芯片公司的持续加入，行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竞争。而各种“联盟”的成立，也让合



纵连横成为了促进智能驾驶领域快速发展的催化剂。在中国，伴随着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的出台，智能驾驶也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将更加促进中国在该领域的资源整合与协

同。 

2017 年，全球汽车零配件市场的兼并重组依旧活跃。2017 年 3 月，三星完成对哈曼的 80 亿

美元并购；2017 年 4 月，李尔公司宣布完成对安通林汽车座椅业务的收购；2017 年 5 月，博世以

5.95 亿美元向郑煤机出售其起动机与发电机业务；奥托立夫和德尔福也相继宣布对旗下新兴业务

的拆分。此外，均胜也于 2017 年 11 月正式签署高田资产购买协议，以不高于 15.88 亿美元的对

价购买高田除气体发生器以外的全部资产，完善布局汽车安全领域。随着行业的快速变革，智能

驾驶、数字化，电动化等趋势已显著改变汽车零配件行业的生态格局，供应商转变商业模式以应

对变革势在必行。各大汽车零配件公司也将持续通过外延形式，调整产品和业务线，退出或者转

营新增长领域，加快业务变革，重塑其战略格局。 

总体来说，2017 年内的行业发展趋势依旧明显，持续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

化”展开。而“新四化”正在激烈推动颠覆着行业的变革和加速发展。新的出行商业模式将颠覆

汽车所有权、个人出行与物流模式，为汽车行业带来全新的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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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5,355,043,856.48 37,232,570,835.60 -5.04 11,409,391,083.97 

营业收入 26,605,600,272.90 18,552,409,199.63 43.41 8,082,534,21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95,870,260.54 453,693,825.86 -12.75 399,857,88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5,210,153.05 387,312,304.45 -111.67 324,068,85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690,213,522.58 12,703,408,884.31 -0.10 3,794,230,05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01,328,374.71 673,689,473.95 182.23 585,155,500.2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2 0.66 -36.36 0.6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2 0.66 -36.36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1 9.30 

减少6.19个百

分点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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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6,275,229.55 6,564,424,857.79 6,320,878,489.13 7,194,021,69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7,904,396.42 407,695,694.29 271,091,130.92 -490,820,96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53,839,847.80 214,148,720.72 110,491,276.04 -523,689,99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2,035,703.06 731,887,482.75 -74,294,606.97 901,699,795.87 

其中第四季度利润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美国政府税改对净利润一次性影响约 0.65 亿元； 

（2）高田资产收购项目专门发生的一次性中介服务费用约 1.11 亿元； 

（3）四季度，KSS 因新产品的量产爬坡毛利率相对较低，同时为新产品量产发生额外的费用和支

出合计影响约 2.45 亿元； 

（4）墨西哥工厂的整合造成的一次性影响约 1.27 亿元； 

（5）KSS 其他减值准备和存货核销约 0.47 亿元； 

（6）研发支出使同比管理费用增加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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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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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1,884,213 318,617,180 33.56   质押 235,5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汇安基金－兴业银行－上海爱建

信托－爱建信托春晓 8号事务管

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241,799 26,241,799 2.76 26,241,799 无  其他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均胜 2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26,023,118 26,023,118 2.74 26,023,118 无  其他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富 13号资产管理计划 
26,023,117 26,023,117 2.74 26,023,117 无  其他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023,117 26,023,117 2.74 26,023,117 质押 26,023,117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华富基金－工商银行－华富基金

东方同胜 1号资产管理计划 
26,023,117 26,023,117 2.74 26,023,117 无  其他 

国联安基金－工商银行－国联安

－齐瑞管理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6,023,117 26,023,117 2.74 26,023,117 无  其他 

王剑峰 3,407,047 20,801,542 2.19  无  
境内自然

人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均胜 1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20,556,076 20,556,076 2.17 20,556,076 无  其他 

袁红 18,211,100 18,211,100 1.92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剑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报告期

内王剑峰先生将其参与设立的均胜资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 3,407,047股股份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划转至王剑峰先生个人普通账户名下。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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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05,600,272.90 18,552,409,199.63 43.41 

营业成本 22,245,311,734.75 15,055,792,237.94 47.75 

销售费用 770,959,776.80 468,043,569.24 64.72 

管理费用 2,540,090,717.99 1,736,957,367.96 46.24 

财务费用 508,999,826.91 510,351,966.24 -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1,328,374.71 673,689,473.95 182.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6,919,133.72 -9,023,214,807.04 66.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4,685,034.54 14,022,287,777.17 -129.20 

研发支出 1,980,135,202.39 1,159,629,279.00 70.76 

 

1. 收入和成本分析 

√适用 □不适用  

营业收入: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持续发展和 KSS 及 PCC 业务并表。 

营业成本:营业成本增长主要原因为 KSS及 PCC 并表后营业收入的增长导致的营业成本的同步增加

和公司部分业务处于前期投入阶段（量产爬坡）。 

销售费用: 除因 KSS 及 PCC 并表因素外，报告期内公司因加大业务拓展力度获得较多新订单和新

产品集中量产使销售费用有较大增长。 

管理费用:除因 KSS 及 PCC 并表因素外，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另外因高田资产收购项目有

一次性费用发生，使管理费用有一定增长。 

财务费用: 2016 年年底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归还了部分银行贷款，使公司财务费用和去

年基本持平，费用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持续发展和 KSS 及 PCC 的并表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投资活动现金主要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提升产能而进行的固

定资产构建。去年同期主要为并购 KSS 及 PCC 支付的现金，所以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较

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6 年年底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因此本期公司归还了

部分银行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导致筹资活动体现为现金流出。 

研发支出:系 KSS 及 PCC 的研发费用并表以及原有业务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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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汽车零部件 

 

26,227,585,083.66 21,897,315,920.64 16.51 43.59 47.99 
减少 2.49

个百分点 

合计 
26,227,585,083.66 21,897,315,920.64 16.51 43.59 47.99 

减少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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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能汽车电子 –  

人 机 交 互 产 品

(HMI) 

5,405,702,264.71 4,186,786,181.97 22.55 5.96 8.80 
减少 2.03

个百分点 

智能汽车电子 –  

车载互联系统 
3,328,882,927.23 2,940,322,413.73 11.67 48.07 48.39 

减少 0.19

个百分点 

智能汽车电子 –  

汽车安全系统 
13,794,953,851.39 11,911,751,740.90 13.65 89.76 92.92 

减少 1.42

个百分点 

智能汽车电子 –  

电子功能件及总成 
2,658,753,674.38 2,036,688,165.39 23.40 8.69 10.20 

减少 1.05

个百分点 

新能源汽车电子 591,257,848.95 484,173,410.09 18.11 33.53 32.42 
增加 0.69

个百分点 

智能制造（工业自

动化） 
448,034,517.00 337,594,008.56 24.65 -40.83 -41.67 

增加 1.08

个百分点 

合计： 26,227,585,083.66 21,897,315,920.64 16.51 43.59 47.99 
减少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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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地区 9,138,164,416.97 7,550,151,697.51 17.38 56.85 56.39 
增加 0.24

个百分点 

国外地区 17,089,420,666.69 14,347,164,223.13 16.05 37.37 43.92 
减少 3.82

个百分点 

合计： 26,227,585,083.66 21,897,315,920.64 16.51 43.59 47.99 
减少 2.4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人机交互产品（HMI）业务在 17 年上半年受主要客户增速放缓影响，毛利率出现一定波动，下半

年随着客户的企稳和回升、公司新产品和项目的导入，该业务逐渐恢复平稳，毛利率环比有所改

善。该业务 17 年新获订单量为 126 亿元，为未来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车载互联系统营收持续增长，17 年下半年毛利率较上半年环比回升趋势明显。该业务 17 年新获

得订单量约 40 亿元，保持强劲态势； 

汽车安全系统营收持续增长，新产品的量产爬坡对毛利润率有一定影响，随着良品率的提升预计

在 18 年毛利率将有明显改善。该业务 17 年新获得订单量约 22 亿美元（不考虑高田资产的收购）； 

功能件及总成业务营收保持持续增长，同时获得约 59 亿元新订单，为未来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新能源汽车电子业务继续保持较高增速，特别是在中国市场，规模效应开始发挥，使毛利率同比

有所提升。 

 

(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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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能汽车电子–  

人机交互产品(HMI) 
30,803,013.00 30,803,013.00 1,235,344.00 5.85 6.98 

              

       -   

智能汽车电子– 

车载互联系统 
3,055,792.60 2,837,521.70 269,853.90 48.89 38.25 423.15 

智能汽车电子– 

汽车安全系统 
80,442,430.25 66,767,217.11 19,655,849.14 75.00 71.61 228.66 

智能汽车电子– 

电子功能件及总成 
30,601,662.95 31,374,160.24 8,546,020.71 9.28 8.71 -8.29 

新能源汽车电子 1,983,131.00 1,974,127.50 109,727.50 39.08 36.33 8.94 

产销量情况说明 

汽车安全系统：客户需求旺盛，生产量高于库存量。2016 年安全系统业务部分并表，与 2017 年

同比口径不完全一致；  

车载互联系统：该业务产销量持续稳定增长。2016 年车载互联系统业务部分并表，与 2017 年同

比口径不完全一致； 

新能源汽车电子：公司该业务产、销量均有较大增长，主要系公司相关客户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增

所致。 

 

(3).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汽车零部件 原材料 16,383,929,324.63 74.82 10,827,792,765.80 73.18 51.31 

汽车零部件 制造费用 5,513,386,596.01 25.18 3,968,668,575.33 26.82 38.92 

汽车零部件 合计 21,897,315,920.64 100.00 14,796,461,341.13 100.00 47.99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智能汽车电子 – 

人机交互产品(HMI) 
原材料 3,019,671,549.26 72.12 2,639,198,918.23 68.59 14.42 

智能汽车电子 –  

人机交互产品(HMI) 
制造费用 1,167,114,632.72 27.88 1,208,779,576.46 31.41 -3.45 

智能汽车电子 – 

车载互联系统 
原材料 2,460,392,495.15 83.68 1,632,560,924.58 82.39 50.71 

智能汽车电子 –  

车载互联系统 
制造费用 479,929,918.58 16.32 348,939,205.03 17.61 37.54 

智能汽车电子 –  

汽车安全系统 
原材料 8,720,800,939.14 73.21 4,516,288,318.95 73.14 93.10 

智能汽车电子 –  

汽车安全系统 
制造费用 3,190,950,801.76 26.79 1,658,150,664.93 26.86 92.44 

智能汽车电子 –  

电子功能件及总成 
原材料 1,575,653,287.15 77.36 1,389,807,176.07 75.20 13.37 

智能汽车电子 –  

电子功能件及总成 
制造费用 461,034,878.23 22.64 458,341,737.71 24.80 0.59 

新能源汽车电子 原材料 379,645,819.74 78.41 278,882,972.00 76.28 36.13 

新能源汽车电子 制造费用 104,527,590.35 21.59 86,742,460.77 23.72 20.50 

智能制造 原材料 227,765,234.19 67.47 371,054,455.97 64.11 -38.62 

智能制造 制造费用 109,828,774.37 32.53 207,714,930.43 35.89 -47.13 

 

成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原材料在成本中所占比例有所增加；而随着公司产能在低成本

地区的投产和规模效益的发挥，使制造费用在成本中的比例有所下降。 

 

(4). 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8,355 百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69%；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2,903 百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13%；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

购额 0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2. 费用 

√适用 □不适用  

销售费用:除因 KSS 及 PCC 并表因素外，报告期内公司因加大业务拓展力度获得较多新订单使销售

费用有较大增长。 



管理费用:除因 KSS 及 PCC 并表因素外，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另外因高田资产收购项目有

一次性费用发生，使管理费用有一定增长。 

财务费用: 2016 年年底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归还了部分银行贷款，使公司财务费用和去

年基本持平，费用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下降。 

 

3.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1,032,726,788.20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947,408,414.19 

研发投入合计 1,980,135,202.39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7.44%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3,113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10.98%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47.85% 

 

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作为技术驱动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始终坚持技术优先的原则，保持在工程技术和研发领

域的高投入。与去年同期相比，研发投入增加约 8.2 亿元，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提升 1.19 个百

分点，研发人员数增加超过 1000 人，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研发的持续投入保证公司主要业务在行

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得到客户广泛认可，17 年整体新获得订单超过 380 亿元，保持强劲势头。 

 

4. 现金流 

√适用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化: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持续发展和 KSS 及 PCC 的并表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化:本期投资活动现金主要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提升产能而进行的固

定资产构建。去年同期主要为并购 KSS 及 PCC 支付的现金，所以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较

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化:2016 年年底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因此本期公司归还了

部分银行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导致筹资活动体现为现金流出。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因 PIA 转让、政府补助和闲置资金理财等因素产生的非经收益合计约 4.4 亿元。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4,184,778,367.83 11.84 9,191,003,348.07 24.69 -54.47 

应收账款 4,357,842,153.57 12.33 4,401,700,195.98 11.82 -1.00 

存货 3,787,701,454.32 10.71 3,003,625,378.63 8.07 26.10 

固定资产 6,284,182,683.02 17.77 5,578,169,211.23 14.98 12.66 

在建工程 1,362,611,760.89 3.85 1,072,097,625.17 2.88 27.10 

短期借款 4,597,414,669.51 13.00 3,625,480,525.93 9.74 26.81 

长期借款 6,665,162,663.00 18.85 9,113,488,978.42 24.48 -26.86 

应付账款 5,127,856,178.22 14.50 4,303,959,061.39 11.56 19.14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减少系偿还部分有息债务所致。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行业经营性分析如下： 

汽车制造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1. 产能状况 

□适用  √不适用  

2. 整车产销量 

□适用  √不适用  

3. 零部件产销量 

√适用  □不适用  

按零部件类别 

√适用  □不适用  

 
销量 产量 

零部件类别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智能汽车电子 –  

人机交互产品(HMI) 
30,803,013.00 28,794,047.00 6.98 30,803,013.00 29,101,593.00 5.85 

智能汽车电子 –  

车载互联系统 
2,182,709.00 2,052,387.00 6.35 2,182,709.00 2,052,387.00 6.35 

智能汽车电子 –  

汽车安全系统 
66,697,345.03 38,906,784.60 71.43 78,800,747.49 45,967,102.70 71.43 

智能汽车电子 –  

电子功能件及总成 
44,833,001.40 28,860,185.29 55.35 43,353,023.31 28,002,994.11 54.82 

新能源汽车电子 1,621,659.50 1,448,090.19 11.99 1,539,625.00 1,425,890.55 7.98 

 

按市场类别 

□适用  √不适用  

4. 新能源汽车业务 

□适用  √不适用  

5.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五)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发起设立财

产保险公司的议案》，公司拟出资 2 亿元通过新设立的保险公司将公司车联网、车载信息服务和汽

车安全领域技术与汽车金融服务相结合上，探索相关领域的商业模式，具体包括促进创新车联网

技术和车险产品的发展，开展更公平、科学的车险定价模式，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

公司 ADAS 系统，即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进一步促进驾驶者改善驾驶行为习惯，加强行车道路安

全，减少财产损失；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均胜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的议案》，公司拟通过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均胜科技对汽车电子进行增资，增资总金额为 4.43

亿元。 

2017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对 KSS Holdings, 

Inc.增资的议案》，为了抓住汽车安全市场变革的机会，我们对 KSS 进行了大规模投入和整合，帮

助其在全球进行扩张、开拓客户、优化产能、提高运营效率，获得了客户高度认可，累计新增订

单近 50 亿美元，包括一些明星企业的知名项目。为满足 KSS 上述全球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以自

有资金对 KSS 增资 3,000 万美元。 

2017 年 1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KSS 

Holdings, Inc.增资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为满足 KSS 业务发展、全球并购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的需求，公司出资 1.5 亿美元对 KSS 进行增资。 

2017 年 11 月 21 日，公司设立子公司 Joyson KSS Auto Safety S.A.，Joyson KSS Auto Safety S.A.

与高田及其各区域子公司完成资产购买系列协议的签署，收购破产程序中高田除 PSAN 业务以外

的资产（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预计不少于 4.35 亿美元，以及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包），

不承担其债权、债务。公司于北京时间 2018 年 4 月 12 日凌晨，完成对购买高田公司除 PSAN 业

务以外主要资产的交割事宜,购买的目标资产最终实际支付的对价为 15.88 亿美元。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11月21日，公司子公司Joyson KSS Auto Safety S.A.与高田及其各区域子公司完成资产购

买系列协议的签署，收购破产程序中高田除PSAN业务以外的资产（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预计不

少于4.35亿美元，以及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包），不承担其债权、债务。公司于北京时间2018

年4月12日凌晨，完成对购买高田公司除PSAN业务以外主要资产的交割事宜，购买的目标资产最

终实际支付的对价为15.88亿美元。具体内容详见《均胜电子关于购买高田公司主要资产完成交割

的公告》。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六)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

Preh IMA Automation GmbH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 Preh Automation 

100%股权转让。 

 

(七)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所处 

行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宁波均胜汽车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汽车零

部件  

汽车零部

件制造  
95,100.00 

75(直接) 
266,535.29 167,385.19 

25(间接) 

德国普瑞控股有限公司  
汽车零

部件  

汽车零部

件制造  
470,599.00 欧元 100.00 811,002.99 979,873.75 

Quin GmbH  
汽车零

部件  

汽车零部

件制造  
1,250,000.00 欧元 100.00 192,642.46 132,723.56 

KSS Holdings Inc.  
汽车零

部件  

汽车零部

件制造  
1,100.00 美元 100.00 1,317,809.57 1,399,438.77 

 

(八)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格局和趋势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以来，汽车行业增速放缓，未来预计保持平稳低速增长，预计 2018 年国内市场需求



总量在 2960-3000 万台之间，同比仅增长 1.7-3.1%。从全球来看，根据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

的预测，2018 年销量将达到 8570 万台，增长率仅将保持在 1%。受下游整车行业增速放缓影响且

竞争加剧影响，降价压力可能将进一步向零部件公司传导，同时，人工成本的上升、原材料成本

的波动以及融资成本的增加等因素也会对零部件传统业务产生一定影响。 

从汽车行业未来趋势来看，“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新四化的技术变革将推动新

兴业务的快速增长。尤其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新能源汽车以及智能汽车将进入快速爆发期。而

新技术、新业务的爆发也为许多传统零配件供应商提供了一个从硬件销售转型为功能与服务销售

的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新兴业务仍然处于一个投入期，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盈利仍需要

等待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同时，国际零部件巨头的竞争以及互联网巨头等公司的跨界进入，汽车

零部件新兴业务也面临诸多升级和挑战。 

从中国汽车行业全球化趋势来看，随着中国宣布对进口汽车关税下降以及合资车企外资持股

比例的有序放开，中国汽车企业面临的全球竞争将愈发激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为汽车零部

件企业，必须不断补强平台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积极加快全球化布局，打造能与国际零部件巨

头相媲美的全球研发、生产以及销售等能力。 

 

(二) 公司发展战略 

√适用  □不适用  

汽车安全和汽车电子曾经是欧美日企业垄断的行业。面对机遇与挑战，均胜通过持续的并购

和整合，成功走出一条有“均胜特色“的道路。围绕着汽车电子，汽车安全，公司在短短 7 年时

间内实现了技术转型升级、产业国际化和资本平台突破三大飞跃。公司将继续坚守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加大传统业务的产能扩张和整合力度，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规模效应，提高盈利能力；

同时保持前沿业务的投入强度，在未来新兴业务的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并在细分领域继续保持全

球领先，向全面价值创造升级。 

 

1、 传统业务的整合扩张以及盈利能力的提升 

在完成日本高田主要资产的顺利交割后，均胜安全一跃成为全球被动安全市场第二大供应商。

均胜电子由此跻身全球前 30 大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行列，一举改写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市

场的地位。新公司将向全球提供更优质可靠的安全解决方案，以推动下一代全球汽车出行技术的

发展。 

面对机遇，均胜也拥有更多的责任和挑战。在完成高田主要资产的交割后，公司的首要任务

是稳定供应链体系，为整车厂客户以及终端消费者提供最值得信赖的产品。同时，新公司均胜安

全将致力于整合旗下 KSS 和高田的主要资产，优化汽车安全业务的产能及供应链体系，加强客户

共享。均胜安全的规模效应将逐步显现，提升利润率。此外，均胜安全及均胜其他业务也将成功

进入到较为封闭的日本市场，从而补齐客户结构的短板。（稍后补充高田和 KSS 整合的具体计划，

均胜安全相关信息） 

在内部管理上，均胜安全总部设在美国密西根州奥本山，将整合 KSS 和高田的主要资产在全

球的业务，并按业务的地域分布，即中国、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日、韩等），进行分区管

理，在各区域设立区域总部，开展销售、研发、制造等业务；总部按职能对各地区分部进行管理、

指导和支持。采用这样矩阵式的管理，既可以让各区域按不同市场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策略相对

独立发展，还能减少跨区域的贸易增加抗风险能力。均胜安全的管理层团队由均胜、KSS 和原高

田的职业经理人共同组成，具有多年行业经验和全球化运营的能力，在并购项目推进和交割后的

整合过程中，已得到整车厂商客户的高度认可，完成能够保证业务的顺利融合和持续发展。 

除了汽车安全业务，公司也将持续扩大 HMI 业务的产能。从产品形态看，人机交互中控系统

未来将逐渐由按钮、旋钮式渐转变为屏幕触控式，从而实现单品价值的提升。 



传统业务营收的提升将有助于规模效应的发挥，提升利润水平，获得良好的现金流，以支持

前沿业务的投入。销售规模的提升也有助于提升行业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 

 

2、 新兴业务的持续投入，保持细分市场领先地位 

在无人驾驶、智能车联、新能源管理系统和汽车金融等新兴领域，随着其他领域巨头的跨界

进入，竞争激烈程度增大，高资金投入、技术密集、回报周期较长，使进入门槛进一步提升，部

分原有企业也面临被整合风险。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下，公司将围绕核心竞争力，依靠传统业务

的稳健现金流，加大在前沿领域细分市场的投入强度，保持领先性。 

公司的无人驾驶业务仍然会围绕环视、前视和内视三个方向开展，将支持更多的功能和特性，

公司也将拓展更多国内外客户，逐步推进 L3 层级功能的量产，为 L4 层级的功能作预研。 

公司致力于从提供硬件和配套软件为主向关键技术和数据服务升级。进一步推进车联网、车

载信息服务和数据业务研发和落地，同时推动智能车联产品与 ADAS 产品相融合，发挥协同性。 

新能源管理业务的方向是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持续扩大中国市场的电池管理系统和弱混

（48V）系统市场份额，希望通过三年时间在中国主流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25-30%。同时继续加大

高压（800V）电池管理系统、无线充电商业化进程，为未来新能源电池管理技术发展方向做提前

的技术储备。 

公司在上海的整合中心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投入使用，为公司旗下产品的横向整合提供技术和

人力上的支持，加速高度一体化的驾驶舱解决方案进程。 

此外，公司在 17 年发起设立保险公司，将交通和车辆有关大数据处理能力与具体的汽车金融

服务结合，探索智能汽车和车联网领域的新的商业模式。 

公司也将这些新兴技术与公司的传统业务结合，推进商业化进程，为各类客户提供更优质的

解决方案。 

公司力争在 2018 年实现全年营收超 500 亿元，在继续向 100 亿美元营收目标努力的同时，

进一步向提升经营质量、向价值创造迈进，巩固在全球汽车零配件行业的领导地位。 

 

(三) 经营计划 

□ 适用  √不适用  

 

(四)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不适用  

整合风险 

虽然公司在一系列的收购兼并后积累了一定的整合与管理经验，但未来公司能否充分发挥并

购标的企业的特点及优势，并将其同公司原有业务有机结合产生良性协同效应，仍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通过全球业务布局努力控制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影响。但受不可控因素影响，局部地

区汇率在短时间内可能存在剧烈波动，对公司还是会造成影响。未来公司将通过一系列整合和工

具来降低该方面的风险。另外在合并报表过程中，因需要进行货币转换，会对最终的财务数据产

生一定的影响。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在汽车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可能会使

公司可能面临制造成本上升的压力。公司将继续利用各子公司间的供应链渠道及自有的全球化运

营系统，提高采购领域的整体议价能力，从而对原材料波动、上下游波动和地区市场波动的抗风



险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新兴领域和行业发展慢于预期的风险 

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和智能车联等领域虽然为整个行业所关注热点，但仍存在行业整体商

业化进度慢于预期的风险，这将对行业公司带来普遍影响。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 [2017]13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适当的变更和调整，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28日披露的《均胜电子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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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80户，详见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九“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4户，详见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八“合

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