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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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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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2021年 4月 2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为：以

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公

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额结转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本次利润分

配预案中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金额将不会超过 2020 年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本预案

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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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奥股份 60500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法森 赵婷婷 

办公地址 青岛市城阳区兴海支路3号 青岛市城阳区兴海支路3号 

电话 0532-81107030 0532-81107030 

电子信箱 zhaofasen@victall.com zhaotingting@victal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车辆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一家为高速列车及城轨、

地铁车辆提供模块化产品与零部件的专业化公司。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轨道车辆内装产品、真空集

便系统、金属结构件、模块化产品和车外结构件等五大类，主要服务包括检修业务，如日常维修，

3 级修，4 级修，5 级修，专项修等，以及高速列车配套领域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和综合配套服

务，是中国中车、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已收购庞巴迪的轨道交通业务）、西班牙 CAF、西

班牙 Talgo 等国内外知名高速列车制造商的核心供应商。 

公司全程参与了中国高速列车的引进、消化、再创新的历程。自 2006 年的 CRH1 型、2 型、3

型、5 型系列动车组、2008 年的“和谐号”CRH380动车组、2015 年启动的全系列“复兴号”中国标准

动车组（160 公里、200 公里、300 公里）、以及满足-40℃运营条件的京哈线高寒动车组、满足低

温抗风沙条件的兰新线动车组、为迎接冬奥会的京张奥运智能化高铁、高速智能化货运动车组、

时速 600 公里磁悬浮动车组、京雄新型动车组等，公司都广泛参与了设计、制造和产品供货服务，

为中国高铁打造亮丽“中国名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营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1.研发设计模式 

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下设工业设计中心、仿真计算中心、样机及工程化试制车间及各产品组，

并建有专家工作站，主要负责公司新产品研发、产品过程开发、技术及标准化管理等。 

为了适应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公司研发中心制定了“加强平台建设、推进自主创新、

应用知识管理、紧跟市场需求、培育核心技术、打造精品产品”的方针目标。公司建立了以质量

管理体系 ISO9001 和铁路行业标准 IRIS 为主导的项目管理流程，从产品开发、设计验证、产品试

制、设计变更到最终产品确认，将具体管理流程穿插到每一个项目中，从设计开发的源头保证高

性能、高质量的产品。 

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激励机制激励员工进行技术创新。公司研发中心实行“项目制”管理，

设计项目的承接与决策全面考虑资源、成本、风险及长期战略发展；让员工收入与项目的盈亏、

进度、成果相关，形成有效的内部竞争机制，增强员工的积极性和危机意识。此外，研发中心与

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实质性的项目合作，通过“产、学、研”相结合，充分利用专业优

势进行联合开发，保持公司技术创新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2.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有真空集便系统配件、酚醛板/PC 板、铝型材、油漆/粉末、电器件、

胶衣/树脂/片材、不锈钢板、铝板等。公司供应商管理部负责供应商资源开发、供应商资质审核、

价格谈判及合作协议签订等。 

公司项目经营部根据客户下达的订单制定交付计划，各子公司及分厂的生产部门根据交付计

划制定生产计划，同时 SAP 系统根据生产计划自动生成采购计划，供应商管理部根据 SAP 系统中

采购信息记录和工艺 BOM 筛选匹配供应商和价格，由采购部相关人员根据采购计划负责向合格

供应商下达具体的采购订单，采购价格由供应商管理部采取比价、议价或招标等方式确定。 

在供应商管理方面，公司对供应商实行准入管理，建立了合格供应商目录及考核制度，公司

定期对供应商的生产规模、产品质量、供货能力以及供应价格等各方面指标进行综合考评，对于

产品质量、交期、价格等核心评价指标不符合公司要求的供应商，公司将其移除出合格供应商名

录。 

3.生产模式 

轨道交通车辆因车型的不同，在产品类型、设计方案、规格型号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直

接决定了本行业具有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短交期的特点；同时，由于轨道交通车辆安全运

营方面的高要求、高标准，也使得轨道交通配套产品需要具有高可靠性，具有明显的定制化特征。

这从客观上促使公司采取订单导向型生产模式，具体表现为：研发部门以客户具体的订单需求为



导向进行设计、开发，由生产制造中心根据项目经营部提供的销售计划制定生产计划，生产车间

根据生产计划组织生产。 

公司订单导向型生产模式符合公司产品生产的特性化要求，通过各个生产环节的优化和有序

衔接，全面推进精益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保证了产品的交货期和质量控制要求。 

4.销售模式 

公司作为轨道交通车辆配套产品制造商，主要客户为国内外轨道交通整车制造厂商。在销售

区域分布上，公司产品以内销为主、出口为辅。其中，国内市场主要以高铁动车组车辆配套为主，

城轨车辆配套为辅；国外市场主要为城轨车辆配套产品。 

公司下设项目经营部，负责公司产品的整体销售工作。公司项目经营部下设 4 个销售团队，

包括国内高铁业务部、国内地铁城轨业务部、国内检修备件业务部和海外业务部，分别负责各业

务单元的销售业务。同时，项目经营部设有专人负责跟踪客户订单完成情况、跟踪产品发货及销

售回款等工作。 

公司直接参与客户的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获取订单，并根据客户需求进行设计生产，所有销

售均通过直销模式实现，不存在经销模式和代理销售模式。 

（三）公司行业情况 

1.所处行业 

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动车组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按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C3714 高铁设备、配件制

造行业”。 

2.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发展概况 

国际市场方面，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

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持续提升，轨道交通运输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份额持续提高，轨

道交通装备的市场需求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以“绿色、环保、节能”等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为了保护环境，碳中和被各个国家均提上了议程，交通在大多数

国家碳排放中都占比较重。轨道交通特别是高铁作为方便快捷、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受

到世界各国的青睐。 

国内市场方面，轨道交通装备是国家公共交通和大宗运输的主要载体，属高端装备制造业，

也是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重要代表。截止到 2020 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14.63 万公里，

其中高铁 3.79 万公里。2020 年 8 月国铁集团出台的《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指出了

铁路发展目标：到 2035 年现代化铁路网率先建成。铁路网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

效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枢纽衔接顺畅，网络设施智慧升级，有效供给能力充沛。

全国铁路网 20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7 万公里左右。20 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铁路覆盖，其中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因此，轨道交通装备行业拥有广阔市场空间。此外，我国政府正强有

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及辐射区域互联互通工程建设将为我国轨道交通装

备制造业带来可观的市场需求。 

3.检修业务概况 

动车维修市场与动车保有量关系密切，我国动车保有量从 2010 年的 4,408 辆增加至 2020 年

的近 30,000 辆，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0%。随着我国动车组保有量的持续增长，我国动车维修市

场也将随之增长。据估计，我国动车开始规模投产十年后，大量在线的动车将需要五级检修和二

次五级检修，由于五级检修将对动车部件进行大面积更换，维修市场将出现大幅增长。并且，由

于电气化铁路和复线铁路运输能力更强，近年来，铁路电气化率和复线率也处于逐年提高态势，

加上电气化铁路建造要求高、难度大，复线铁路占地面积大，造价高。所以其两者检修要求和维

护成本也更高。维修市场数量及质量均有提高趋势。 



4.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中国中车、西门子、阿尔斯通、CAF 等国内外知名轨道交通整车制造厂商的配套产

品供应商，在轨道交通车辆配套产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市场上，公司参与了包括高速动

车组及其他轨道交通车辆的内装、卫生间、开闭机构、司机遮阳帘、贯通道系统、车外结构件、

车下结构件、照明系统等产品的配套研发工作。在国际市场上，公司产品已出口并应用于德国、

法国、奥地利、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的轨道交通车辆项目。 

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在过往经营中，多次将国内外先进前沿技术

应用于轨道交通行业，比如：集物联网技术、无线充电技术与娱乐系统一体的高端智能商务区座

椅，客室区智能调风系统，主动降噪风道技术，轻量化非金属材料结构风道、中顶板-风道-灯具

一体集成模块化技术，基于路局使用需求的轨道车辆抽污作业智能控制系统，低密度复合材料内

装产品等，已经逐步广泛应用于国内外轨道交通行业。多次引领、参与行业技术发展及应用变革。

公司先后设立了山东省轨道车辆可靠性工程实验室、山东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青岛市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青岛市高速列车客室综合智能设施技术创新中心等。公司将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及技

术创新，紧跟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确保在动车车辆内装配套产品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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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881,552,394.59 2,989,796,409.72 63.27 2,746,371,040.76 

营业收入 1,162,823,222.23 1,609,241,235.88 -27.74 1,510,892,182.2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5,351,138.11 235,702,719.44 -29.85 211,679,760.3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0,818,511.34 212,144,017.88 -76.05 210,997,533.3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74,353,374.86 1,577,261,783.30 82.24 1,341,740,499.8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749,495.24 -35,790,919.63 -89.29 338,110,261.7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1 1.04 -41.35 0.9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12 16.15 减少9.03个百分

点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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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809,431.01 276,933,320.76 176,922,024.73 453,158,44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401,878.77 33,625,540.31 -16,511,916.78 137,835,63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9,975,254.08 26,101,486.84 -23,451,342.76 38,193,11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697,266.41 19,053,602.23 -115,095,297.48 52,989,4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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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65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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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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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青燕 0 75,284,558 24.91 75,284,558 无   境内

自然

人 

唐山锐泽股权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0 52,420,000 17.34 52,42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孙汉本 0 29,400,295 9.73 29,400,295 质押 21,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久

盈二期新能源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14,000,000 4.63 14,0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乌兰察布太证盛宏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0 10,670,000 3.53 10,67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孙继龙 0 10,500,147 3.47 10,500,147 无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永先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10,670,000 3.53 10,67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通原欣荣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0 3,340,000 1.11 3,34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太证非凡投资有限公

司 

0 3,330,000 1.10 3,33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青岛威奥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0 2,928,333 0.97 2,928,333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本公司股东孙汉本与宿青燕系夫妻关系，孙继龙系孙汉本与宿

青燕之子，三人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宿青燕女士在报告期内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24.91%，通过持有青岛威奥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28.05%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0.27%，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孙汉本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9.73%，通过持有青岛

威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71.95%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份0.70%。

孙继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47%。宿青燕、孙汉本和

孙继龙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约定就威奥股份的经营管理事项行使对公司的相关股东权利时

保持一致行动。2.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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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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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4,881,552,394.59元，比上期期末增长 63.27%，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74,353,374.86 元，比上期期末增长 82.24%；在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162,823,222.2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7.7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351,138.11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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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主要为根据财政部的

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的公告》。 

其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内容参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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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拥有青岛罗美威奥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美威奥”）、

青岛科达智能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电气”）、唐山威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唐山威奥”）、长春威奥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威奥”）、青岛威奥精密模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威奥模具”）、MANTECH CORPORATION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科达”）、丹纳威

奥贯通道系统（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纳威奥”）、青岛威奥时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威奥新材料”）、威奥轨道交通减振降噪科技（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奥降噪”）、深圳

威奥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威奥”）、唐山丰钰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

山丰钰”）、成都威奥畅通科技有限公司（原“成都畅通宏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畅通”）等 12 家子公司。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合并范围的变动情况参见财务报表附注

八，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情况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