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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68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编号:2018-026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

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8】035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高度重视，对《问询

函》关注事项逐一复核、分析，现对意见函中涉及事项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生产经营 

1.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16 亿元，同比增长 28.41%；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 亿元，同比下降 14.24%。请公司结合产品种类、销量、单价、

毛利率、原材料价格等，补充披露公司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情况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的详细原因。 

【回复】 

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等项目同比增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增减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91,629.04 149,232.53 42,396.51 28.41% 

营业成本 155,125.30 109,815.41 45,309.89 41.26% 

税金及附加 1,903.17 1,428.72 474.45 33.21% 

销售费用 4,534.78 3,710.57 824.21 22.21% 

管理费用 13,464.88 13,398.05 66.83 0.50% 

财务费用 2,088.43 2,229.81 -141.38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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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2,120.01 1,291.32 828.69 64.17%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613.07 - 1,613.07 - 

净利润 12,723.10 14,836.57 -2,113.47 -14.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723.10 14,836.57 -2,113.47 -14.24%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8.41%，但营业成本、税

金及附加、销售费用、资产减值损失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41.26%、33.21%、22.21%、

64.17%，从而导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14.24%。  

（1）综合毛利率分析 

2017年，公司各类产品的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数量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数量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车身件 3,579.73 100,400.63 82,107.31 18.22% 3,376.71 89,561.46 66,468.51 25.78% 

底盘件 985.70 66,578.71 53,221.60 20.06% 987.68 41,002.36 27,934.49 31.87% 

其他 501.71 2,713.69 1,391.07 48.74% 719.09 3,594.21 2,134.59 40.61% 

主营业务

小计 

5,067.14 169,693.03 136,719.98 19.43% 5,083.48 134,158.03 96,537.59 28.04% 

其他业务

小计 

- 21,936.01 18,405.32 16.10% - 15,074.50 13,277.82 11.92% 

合计 - 191,629.04 155,125.30 19.05% - 149,232.53 109,815.41 26.41% 

2017年，公司营业毛利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2,913.38万元，下降 7.39%；2017年，

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19.05%，与上年同期相比降低 7.3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如下： 

A、2017年，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钢材价格持续上涨，从而导致综合毛利率下

降较多。2017 年，公司主营业务生产耗用钢材共计 184,606.90 吨，平均耗用单价为

3,932.25 元/吨，较 2016 年平均耗用单价 3,125.56 元/吨上涨 25.81%，假设产品价格不

变，会导致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 8.78 个百分点。尽管公司通过与客户沟通，部分产品销

售价格可以上调，但由于调整幅度低于钢材涨幅、调整时点滞后等因素，钢材价格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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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对公司综合毛利率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B、自 2016年起，公司较多新车型配套项目的模具安装调试完成并投入使用，新增模

具等固定资产、长期待摊费用较多，由于该部分新车型尚未规模化、大批量生产，但相关

资产已经开始折旧或摊销。当期计提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为 13,763.43 万元，较 2016 年

增加 4,046.48万元，上升 41.64%；长期待摊费用摊销为 1,286.24万元，较 2016年增加

675.29万元，上升 110.53%。上述折旧和摊销增加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综合毛利率有所下

降。 

（2）税金及附加分析 

2017 年，公司税金及附加共计 1,903.17 万元，较 2016 年增加 474.45 万元，上升

33.21%，主要原因系：A、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城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费附加增加 78.31万元，增长 10.28%；B、根据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要求，原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水利基金等相关税

费自 2016年 5月起在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从而导致 2017年上述税费增加 395.42万元，

增长 60.70%。 

（3）销售费用分析 

2017年，公司销售费用共计 4,534.78万元，较 2016年增加 824.20万元，上升 22.21%，

主要原因系 2017 年公司与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淮汽车”）所属异地分、子公司等离生产基地较远的客户业务量增加较多，从

而导致本期运输装卸费较上年增加 820.15万元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 

2017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2,120.01 万元，较 2016年增加 828.69 万元，上升

64.17%，主要原因系：A、本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增加，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为 687.37

万元，较 2016年增加 586.07万元，上升 578.55%；B、本年计提模具减值 175.78万元。 

综上，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

要原因系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模具折旧及摊销、税金及附加、运输装卸费以及资产减值

损失增加所致。 

 

2.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销售额 15.49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80.82%。请

公司分项列式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名称、车型类别、产品种类、销量、销售收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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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收入之比，并补充说明公司对主要客户是否存在重大依赖。 

【回复】 

（1）2017年，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1 客户 1  101,434.69  52.93% 

2 客户 2  27,487.22  14.34% 

3 客户 3  15,511.31  8.10% 

4 客户 4  7,125.73  3.72% 

5 客户 5  3,323.53  1.73% 

合计 154,882.48 80.82% 

（2）2017年，公司车身冲压及焊接零部件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量 销售金额 
占车身件

收入比 
主要车型 

1 客户 1 1,007.28 60,802.48 63.40% 
SUV、MPV、轿车、轻卡、

中重卡、多功能商用车 

2 客户 2 2,005.37 27,384.59 28.55% 轿车、SUV 

3 客户 5 2.42 2,142.24 2.23% 新能源车 

4 客户 6 167.60 1,156.34 1.21% 轿车、SUV 

5 客户 7 24.08 1,152.11 1.20% 中重卡 

合计 3,206.75 92,637.76 96.59%  

 

（3）2017年，公司底盘冲压及焊接零部件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量 销售金额 
占底盘件

收入比 
主要车型 

1 客户 1 829.32 38,294.40 59.08% 
SUV、MPV、轿车、轻卡、中

重卡、多功能商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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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户 3 30.32 15,511.31 23.93% 中重卡 

3 客户 4 18.00 7,125.73 10.99% 中重卡 

4 客户 5 26.86 1,181.29 1.82% 新能源车 

5 客户 8 12.91 531.50 0.82% 轻卡、新能源车 

合计 917.41 62,644.23 96.64%  

（4）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较高，存在一定的销售依赖，这主

要与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行业特点相关，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行业具有区域性强、为

整车厂商定点配套等特点，行业内主要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生产厂家均以各整车厂商为

中心，进行选址、布局、建设生产基地，因此，对整车厂商的销售集中度较高。 

同时，由于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为汽车生产所需的关键零部件，整车厂商对汽车冲

压及焊接零部件供应商的选择十分严格，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认证才能进入整车厂家的配

套体系，因此，一旦成为整车厂商的合格配套供应商，双方合作关系通常较为稳定，也有

利于产品专业化、精益化生产和降本增效，缩短产品开发周期，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

竞争力，符合整车商与供应商的共同利益。 

此外，近年来公司也在不断加大对其他整车厂家的业务拓展，先后新增了湖北新楚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汽（镇江）汽车有限公司等客户。2014年至 2017 年，公司对前五

大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为 87.51%、83.35%、82.58%和 80.82%，呈不断下降趋势。 

 

3.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产品生产量 4977.48 万件，同比减少 6.07%；报告期内实际冲

压次数 25,595万次，产能利用率 103.39%；实际焊接点数 86,670万点，产能利用率 96.25%。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 2016 年度实际冲压次数 19,732 万次，产能利用率 96.05%；

实际焊接点数 81,300 万点，产能利用率 98.94%。公司在产品生产量同比减少的情况下，

实际冲压次数及其产能利用率、实际焊接点数均同比增加。请公司结合产品类型、产销量、

生产工艺等，补充说明造成产品生产量、实际冲压次数与实际焊接点数之间差异的原因。 

【回复】 

2017年，公司产品产量、销量、销售单价及产能情况较 2016年比较如下： 

                                      单位：万件、元/件、万次、万点 

项目 2017年 2016年 变动幅度 

产量 4,977.48 5,299.38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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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 5,067.14 5,083.48 -0.32% 

销售单价 33.49 26.39 26.90% 

冲压次数 25,595 19,732 29.71% 

焊接点数 83,420 81,300 2.61% 

注：产量、销量为主营业务产品数据。 

由上表，公司 2017 年产销量均有所下降，但销售单价、冲压次数和焊接点数均有所

上升，主要原因系： 

A、公司产品销售构成中，产品规格较大、价格更高、生产工艺相对复杂的总成件产

销量有所上升，而总成件的冲压次数、焊接次数一般远多于零部件。 

单位：万件、万元 

项目 类别 

2017 年 2016 年 变动幅度 

销量 收入 销量 收入 销量 收入 

车身件 

零部件 1,977.43   19,307.93   1,922.05   20,412.49  2.88% -5.41% 

总成件 1,602.30   77,408.69   1,454.66   66,324.92  10.15% 16.71% 

底盘件 

零部件  622.49   27,436.49   635.76   18,337.43  -2.09% 49.62% 

总成件  363.21   37,393.59   351.91   21,716.28  3.21% 72.19% 

合计 

零部件 2,599.92   46,744.42   2,557.81   38,749.92  1.65% 20.63% 

总成件 1,965.51   114,802.28   1,806.57   88,041.20  8.80% 30.40% 

由上表，2017 年总成件销量较 2016 年增长 8.80%，因此冲压次数及焊接次数较上年

增加。2017 年总成件销量较 2016 年增长 8.80%，收入增长 30.40%，零部件销量较 2016

年增长 1.65%，收入增长 20.63%，总成件及零部件收入增幅远超销量增幅，由此，2017

年总成件及零部件中大件较多，大件的冲压次数较多。 

B、公司产品销售构成中，纵梁销售数量上升较多，纵梁的冲孔数（每个孔即一个冲

压次数）远高于横梁的冲压次数，纵梁冲孔数约为 280－400个左右，横梁冲孔数约为 40

－80个左右。 

单位：万件、万元、元/件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变动幅度 

销量 收入 单价 销量 收入 单价 销量 收入 单价 

横梁 28.42 6,673.42 234.80 29.87 8,887.41 297.53 -4.85% -24.91%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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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梁 9.07 14,171.70 1,563.14 2.97 2,027.04 683.15 205.55% 599.13% 128.81% 

C、2017年公司车架总成件销售增长较多，车架总成主要由纵梁、横梁及连接板等部

件通过焊接、铆接、螺栓坚固等方式连接完成。纵梁、横梁加工冲压次数及焊接点数的增

加远高于其产销量的增加。 

单位：万件、万元、元/件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变动幅度 

销量 收入 单价 销量 收入 单价 销量 收入 单价 

车架总成 4.41 14,767.26 2,087.77 2.48 5,177.68 2,087.77 77.64% 185.21% 60.55% 

 

上述因素导致 2017 年公司按件统计的产销量较 2016年有所下降，但冲压次数、焊接

点数等主要产能较 2016 年有所增加。 

 

二、关于公司财务信息 

4.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16 亿元，同比增长 28.41%。公司报告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 2.19 亿元，同比增长 70.66%；应收票据余额 1.43 亿元，同比增长 71.87%。

公司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余额增幅远高于营业收入增幅。请公司：（1）结合客户结构、销

售模式、结算政策等，补充披露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并说明报告期内信用

政策是否发生变化；（2）结合主要客户结算方式、信用期等情况，补充披露应收票据余额

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3）结合前期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补充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 2017年营业收入、截至 2017 年末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与 2016 年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增减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91,629.04 149,232.53 42,396.51 28.41% 

应收账款余额 23,236.24 13,503.47 9,732.77 72.08% 

应收票据余额 14,285.26 8,311.83 5,973.43 71.87% 

（1）应收账款余额波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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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客户为整车厂商，包括江淮汽车、奇瑞汽车、福田戴姆勒汽车、陕重汽等。

公司收入确认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发货至客户指定地点，客户验收入库后确认收入，

该方式包括汽车零部件业务和其他业务；另一种是发货至客户指定地点，客户上线使用后

出具验单，公司在收到客户验单后确认收入，该方式全部为汽车零部件业务。公司的主要

客户为整车厂商，各整车厂商的结算期各不相同，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模式、信用政策未

发生变化。 

截至 2017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6 年末大幅增长主要系：2017 年第四季度销售

收入增加，未到付款期应收货款增加所致。2017 年第四季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58,450.99

万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增加 11,311.56 万元，从而导致期末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余额

较高。 

（2）应收票据余额波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客户结算方式、信用期均未发生变化。2017 年末，应收票据余

额较 2016 年末增加 5,973.43 万元，增长 71.87%，主要原因系：A、2017 年收入较 2016

年增加 28.41%，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进行货款结算的金额相应增加，2017 年公司销售

收到银行承兑汇票 162,520.05 万元，较 2016年增加 45,522.07万元，增长 38.91%；B、

2017 年度，公司以直接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供应商支付货款情况增加，使用应收

票据背书支付供应商货款相应减少，2017 年末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 2016 年末增加

4,786.20万元，从而间接导致期末应收票据余额增加。 

（3）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及坏账分析 

2017 年末，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 23,022.24 万元。截

至 2018 年 4 月 26 日止，该应收款项已回款 22,121.91 万元，回款比例 96.09%，其中应

收账款余额前五名的客户款项已全部回收，回款情况良好。 

期末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 23,022.24 万元（其中 1年以

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为 99.97%），计提坏账金额为 1,151.42 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为 5.00%。 

（4）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合理，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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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1.54 亿元，同比增长 99.23%。请公司：（1）按

照预付对象归集，分项列示前五名预付款的公司名称、采购商品、采购金额、预付款期末

余额和同比变动幅度；（2）结合公司货款结算政策、与供应商约定的支付方式、期限等，

补充说明预付款项余额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1）截至 2017年末，前五名预付款项余额的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公司预付款项主要为钢材采购预付款。2016年至今，公司钢材采购的主要供应

商、结算方式、支付周期未发生变化，钢材采购款均以预付货款的形式支付。截至 2017

年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较 2016年末增长 99.23%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年末钢材采购量增加

及钢材采购价格上涨所致，其中： 

A、2017年第四季度，钢材价格呈上升趋势，为降低钢材价格上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于年末适当加大了钢材订货量。公司钢材订货周期一般为 45 天左右，公司 2017 年

11-12月钢材订货量为 43,733吨，较 2016年 11-12月增加 9,616吨，上升 28.19%； 

B、2017 年度，公司钢材平均采购价为 4,050.08 元/吨，较 2016 年平均采购价增加

了 998.99元/吨，涨幅 32.74%。 

 

6.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73.86 万元，同比下降

114.20%。公司最近四个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86 亿元、1.02 亿元、

5451.25 万元、-773.86 万元，呈现逐年下滑的态势。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负的具体原因；（2）结合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客户、销售政策、

信用及回款政策等，补充披露公司最近四个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年下滑的

单位名称 
采购 

类别 
采购金额 

2017年末 

余额 

2016年末 

余额 

余额变 

动幅度 

马钢（合肥）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钢材 32,950.82 4,662.97 3,205.33 45.48% 

马钢（芜湖）加工配售有限公司 钢材 8,201.80 4,111.15 406.09 912.36% 

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 钢材 14,950.42 2,696.92 179.38 1,403.45%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7,051.25 925.47 2,385.43 -61.20%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钢材 2,771.36 857.51 27.25 3,0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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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并说明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是否有相关应对措施。 

【回复】 

（1）2017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各项目较 2016年波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增减额 变动幅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7,928.04 62,084.81 -4,156.77 -6.7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85.52 791.08 1,094.44 138.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9,813.56 62,875.89 -3,062.33 -4.8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963.28 23,066.57 -3,103.29 -13.4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296.70 20,773.20 5,523.50 26.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265.89 10,591.78 674.11 6.3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61.54 2,993.09 68.46 2.2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587.42 57,424.64 3,162.78 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3.86 5,451.25 -6,225.11 -114.20% 

2017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负主要原因包括： 

A、2017年，主要客户（整车厂商）采用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货款的金额有所增

加，从而导致当期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 2016年略有减少； 

B、受 2017年公司整体薪酬上涨及当年支付上年末已计提但尚未支付的薪酬影响，本

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 2016年增加 5,523.50万元，增长 26.59%； 

C、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多，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较 2016 年增加 674.11万

元，增长 6.36%。 

（2）公司 2014 年至 2017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呈逐年下降趋势，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7,928.04 62,084.81 30,888.38 43,373.7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963.28 23,066.57 21,225.36 9,820.7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26,296.70 20,773.20 16,449.19 19,175.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3.86 5,451.25 7,802.14 13,0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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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客户、销售政策、信用及回款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年较 2014年下降，主要受经营业绩下滑影响所致；2015

年至 2017年系公司整体薪酬水平的上涨，支付员工薪酬的现金支出增加所致。 

（3）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相关措施 

2014年至 2017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呈逐年下降，但公司通过银行

贷款、票据支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等方式，满足经营所需，未对公司经营

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未来，公司将采取以下应对措施防范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A、公司将积极争取现有客户订单的基础上，努力开拓市场、提高市场份额，扩大公

司整体经营规模，加强盈利水平，从而降低经营风险； 

B、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促进应收款项的及时回笼，降低企业应收账款的坏账损失风

险； 

C、加强采购及存货管理，有效降低存货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占用； 

D、合理利用票据等多种支付手段，降低现金的实际支出； 

E、加强成本费用管控，降低相关支出。 

F、除此之外，公司亦将积极与各类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丰

富融资渠道和方式，满足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 

 

三、其他信息 

7.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运输装卸费 1587.83 万元，同比增长 106.83%。请公司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运输装卸费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 

【回复】 

2017年，公司运输装卸费 1,587.83万元，同比增加 820.15万元，增长 106.83%，主

要系 2017年公司与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异地分、

子公司等离生产基地较远的客户业务量增加较多，从而导致本期运输装卸费较 2016 年大

幅增加。公司向上述公司销售收入波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客户 2017 年度 2016年度 变动额 变动幅度 配送起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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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7,125.73 1,219.59 5,906.14 484.27% 
湖北十堰至

陕西西安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 
9,692.03 866.29 8,825.74 1018.80% 

安徽合肥至

安徽阜阳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6,935.85 - 6,935.85 - 

安徽合肥至

安徽安庆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2,021.51 1,928.65 92.86 4.81% 

安徽合肥至

山东青州 

四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1,010.68 536.55 474.13 88.37% 
安徽合肥至

四川遂宁 

合计 26,785.80 4,551.08 22,234.72 488.56%  

 

8.年报显示，公司募投项目“芜湖常瑞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扩张产项目”计划投资金额

1.66 亿元，累计投资金额 313.52 万元，占计划投资金额 1.89%，该项目预计投产日期为

2018 年 4 月。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项目的进展情况，并说明能否按照预计日期投产。如

否，请说明是否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回复】 

（1）本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经 2015 年 3 月 1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5 年 3 月 30 日 2015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芜湖常瑞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扩产项目的投资总额 16,589.33 万

元，募集资金投入 16,589.33 万元，计划于募集资金到位后 12个月内使用。 

本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内容 金额 占项目投资总额的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12,505.00 75.38% 

1.1 其中：设备购置 12,505.00 75.38% 

2 预备费 187.58 1.13% 

3 铺底流动资金 3,896.75 23.49% 

项目投资总额 16,589.33 100% 

（2）本项目进展情况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已通过出让方式取得本建设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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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使用权，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本项目实施所需的厂房正在建设过程中，同时，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13.52 万元用于设备购置，占计划投资金额 1.89%。 

本项目旨在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汽车”）提供冲压及焊接零部

件产品及服务，目前实施进展较为缓慢，主要原因为：2017 年，奇瑞汽车产销量均有所

放缓，其中：产量自 2016 年的 695,617万辆下降至 2017年的 688,919万辆，下降 0.96%；

销量自 2016年的 698,508 万辆下降至 2017年的 672,719万辆，下降 3.69%（数据来源：

中国汽车工业产销快讯）。子公司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常瑞”）

与奇瑞汽车的业务相对稳定，其生产基地现有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奇瑞汽车现有业务订单需

求。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出于谨慎考虑，放缓了本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度，并根据奇瑞汽车

2018年产销量变动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3）本项目后续安排及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2018年 3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根据《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芜湖常瑞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扩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9年 4月。 

由于芜湖常瑞现有产能能够满足公司与奇瑞汽车的业务订单，因此，本项目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超过原计划时间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根据整车市场环境及发展需求、奇瑞汽车经营情况及公司获取奇

瑞汽车订单情况，慎重推进本项目的投资建设。 

（4）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芜湖常瑞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扩产项目进展缓慢，

整体投资进度未达预期，系因市场需求尚未明了的情况下采取的相关措施，不会对公司经

营产生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0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