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增强可比公司的可比性、适当性，结合公司铝型材挤
压模具及配件产品的特点，首先从技术与工艺方面选择相近
的可比公司，其次从产品下游主要应用领域和上游主要采购
的原材料情况比较， 最后为减少规模效应对财务指标的影
响，选择业务规模相近的作为可比公司。

综合上述因素，最终选择合力科技、威唐工业两家作为
同行业可比公司。

同行业可比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０
日（含当日）
前２０日均价
（元 ／ 股）

２０２３年ＥＰＳ
（扣非前，
元 ／ 股）

２０２３年ＥＰＳ
（扣非后，
元 ／ 股）

２０２３年静态市盈率
（倍）

滚动市盈率
（倍）

扣非前 扣非后 扣非前 扣非后

６０３９１７．ＳＨ 合力科技 １２．８４ ０．２１４２ ０．１４３９ ５９．９３ ８９．２１ ５１０．５４ －
３００７０７．ＳＺ 威唐工业 １５．６８ ０．１１４８ ０．０５８２ １３６．６０ ２６９．３３ ７８．４５ ９８．５８
算术平均值（剔除负值和异常值） － － ５９．９３ ８９．２１ ７８．４５ ９８．５８

江顺科技

２．４２８３
（２０２３年）

２．５８１２
（２０２４年）

２．３５９１
（２０２３年）

２．４３７９
（２０２４年）

１５．３９
（２０２３年）

１４．４７
（２０２４年）

１５．８４
（２０２３年）

１５．３２
（２０２４年）

１５．０１ １５．９５

注１：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可比公司２０２３年扣非前 ／后每股收益＝２０２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０日总股本。
注３：可比公司扣非前 ／后滚动市盈率＝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０日前２０日均价（含当

日）÷［近四个季度（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０２４年９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
利润÷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０日总股本］。

注４：江顺科技扣非前 ／后滚动市盈率＝发行价格÷［近四个季度（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２０２４年９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发行后总股本］。

注５：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计算，剔除了负值以及超过１００的异常值。

（１）与可比公司静态市盈率比较
本次发行价格３７．３６元 ／股对应发行人２０２３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１５．８４倍，低于
扣除异常值和负值影响后可比公司的２０２３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８９．２１
倍（截止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０日）。

本次发行价格３７．３６元 ／股对应发行人２０２４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１５．３２倍，低于
扣除异常值和负值影响后可比公司的２０２３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８９．２１
倍（截止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０日）。

（２）与可比公司滚动市盈率比较
本次发行价格３７．３６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近四个季度 （计

算口径为２０２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２４年９月财务数据）扣非前后孰低的
归母净利润摊薄后滚动市盈率为１５．９５倍，低于扣除异常值和
负值影响后可比公司的平均滚动市盈率９８．５８倍（截至２０２５年
４月１０日）。

（三）发行人与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铝型材挤压配套

设备、精密机械零部件等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报
告期内，公司各主要产品在行业内的直接竞争对手均为非上
市公司，无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 进一步在细分行业领域中
选择，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产品可以找到部分以模具为主
营业务产品的已上市公司，而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和精密机
械零部件产品因其产品特点，其在细分行业内没有可比的已
上市公司；另一当面，考虑各期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业务
毛利占比接近５０％，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 因此，主要从主
营业务产品为模具的已上市公司中选取可比公司。

公司选取同样以金属模具为主要产品，技术与工艺较为
接近，主要原材料种类相近，且营业收入规模和公司较为接
近的合力科技、威唐工业作为同行业可比公司。 其中，合力科
技主要产品为精密铸造模具、热冲压模具和轻量化铝合金部
品。 威唐工业主要产品为冲压模具、检具、冲压零部件以及相
关工业自动化产品。

１、毛利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２０２４年度 ２０２３年度 ２０２２年度 主要产品类型

合力科技 － ２５．９７％ ２６．４２％ 铸造模具和热冲压模具、 铝合金部
件等

威唐工业 － ２５．８０％ ２９．４９％ 冲压模具、检具、冲压件等
平均值 － ２５．８９％ ２７．９６％ －

公司 ３９．０９％ ３８．９９％ ３８．６３％ 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 铝型材挤
压配套设备、精密机械零部件

注：上述毛利率计算中均未考虑运输费用、售后服务费用，同行业可比公
司暂未披露２０２４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
在重大差异，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方面，由于模具作
为下游行业的重要生产配套产品，其价格、毛利率等因所成
型产品不同、下游应用不同、生产工艺不同等存在差异，使得
模具产品的定价、生产成本也存在一定差异，从而使得各公
司模具产品毛利率水平不同。 另一方面，除模具产品外，公司
主要产品还包括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和精密机械零部件，合
力科技主要产品还包括铝合金部件，威唐工业主要产品还包
括冲压件等，各公司产品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公司毛利
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存在一定差异。

２、销售费用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２４年度 ２０２３年度 ２０２２年度

合力科技 － ５．５７％ ５．０７％
威唐工业 － ５．７５％ ８．６２％
平均值 － ５．６６％ ６．８５％
发行人 ８．５０％ ８．９４％ ８．１３％

注：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３年销售费用占比计算中均已还原运费及售后服务费，
同行业可比公司暂未披露２０２４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率整体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
均水平。

同行业可比公司之间销售费用率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
各公司的业务区域、客户结构和销售人员数量不同。 业务区
域方面，威唐工业外销收入占比约４０％－５５％，相对较高，运输
费用金额较大，因此销售费用率相对较高；客户结构和销售
人员数量方面，合力科技和威唐工业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
销售占比平均在５０％－８０％，客户结构较为集中，对应销售人
员数量较少，平均销售人员在１５－２５人左右；公司前五大客户
的销售占比在３０％左右，较为分散，因此销售人员数量较多，
同期平均销售人员在１００人以上， 对应销售人员薪酬总额较
大，相应差旅费和业务招待费较多。 如剔除上述运输费用、人
员薪酬及相应差旅费和业务招待费等因素，公司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之间销售费用率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２４年度 ２０２３年度 ２０２２年度
合力科技 － １．８６％ １．５７％
威唐工业 － １．８３％ １．８７％
平均值 － １．８５％ １．７２％
发行人 １．４６％ １．９７％ １．４４％

注：计算上述销售费用率已还原计入销售费用的售后服务费，同行业可
比公司暂未披露２０２４年年度报告。

剔除上述因素后，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

３、管理费用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２４年度 ２０２３年度 ２０２２年度

合力科技 － ６．５２％ ６．１１％
威唐工业 － ８．６５％ ６．９５％
平均值 － ７．５８％ ６．５３％
发行人 ９．２５％ ８．１８％ ６．９６％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暂未披露２０２４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率整体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
水平基本一致，略高于合力科技，低于威唐工业。 由于公司营
业收入规模和上述公司较为接近，因此管理费用率整体与平
均水平基本一致。

４、研发费用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２４年度 ２０２３年度 ２０２２年度

合力科技 － ４．９９％ ４．７９％
威唐工业 － ３．９８％ ３．２７％
平均值 － ４．４９％ ４．０３％
发行人 ４．５９％ ４．９２％ ５．０６％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暂未披露２０２４年年度报告。

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３年，公司研发费用率略高于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平均水平，主要由于公司较为注重新工艺和新产品的
研发投入，研发费用支出相对较多。

５、偿债能力对比情况
相关偿债能力指标与可比上市公司对比如下：

财务指标 公司简称 ２０２４．１２．３１ ２０２３．１２．３１ ２０２２．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
（合并）

合力科技 － ２４．７２％ ２６．０４％
威唐工业 － ４０．１６％ ４４．６７％
平均值 － ３２．４４％ ３５．３６％
发行人 ５２．０８％ ５６．７５％ ６２．５４％

流动比率（倍）

合力科技 － ３．３３ ３．３１
威唐工业 － ３．２６ ３．１７
平均值 － ３．２９ ３．２４
发行人 １．０５ １．１６ １．０７

速动比率（倍）

合力科技 － ２．１４ １．９２
威唐工业 － ２．６２ ２．５６
平均值 － ２．３８ ２．２４
发行人 ０．７２ ０．７９ ０．６８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暂未披露２０２４年年度报告。

整体而言， 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
平，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低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主要原
因系：一方面，公司的股东权益规模相对较小，设立至今未引
入外部投资机构股东，营运资金主要依靠前期的自身经营积
累。 随着公司在手订单数量的不断增加，对营运资金的需求
量亦相对增加，在目前融资渠道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公司主
要利用银行借款等债务工具保证资金的正常流转，导致流动
比率、速动比率相对较低，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 可比上市公
司则通过资本市场更多地进行股权融资，大幅增强了资金实
力和偿债能力。

另一方面，公司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业务在签署销售合
同后， 客户会预先支付一定比例的总价款作为设备预付款
项，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合同负债金额较大，分别为１７，９７７．８１
万元、２１，３３８．８７万元和１５，８０１．１４万元。 与其他负债的现金给
付义务不同，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随着产品交付收入确认而
转销，一般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运转正常，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公司
有足够的利润和现金用以支付到期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 同
时，公司信用状况较好，无逾期还贷的情况，与银行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授信充足，为日常生产经营提供了一定的外
部资金保证，总体偿债风险较小。 目前，随着公司自身生产经
营的不断积累，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和偿债能力指标已不断优
化。 未来，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会进一
步下降，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也将随之改善。

６、资产周转能力对比情况
报告期各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

转率指标如下：

公司简称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２０２４年度 ２０２３年度 ２０２２年度
合力科技 － ２．０９ ２．２７
威唐工业 － ３．２４ ３．２７
平均值 － ２．６６ ２．７７
发行人 ４．９８ ５．６１ ５．８７

公司简称
存货周转率（次）

２０２４年度 ２０２３年度 ２０２２年度
合力科技 － １．２８ １．２６
威唐工业 － ２．９４ ３．５９
平均值 － ２．１１ ２．４２
发行人 ２．９６ ２．７０ ２．２９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暂未披露２０２４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率指标整体
高于或接近行业平均水平，主要系随着公司规模增长以及内
部管理效率的提高，公司资产运营能力较好。

（四）发行人的竞争优势
１、产品优势
首先，发行人的产品优势体现在定制开发方面。 发行人

生产的铝型材挤压模具、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精密机械零
部件产品定制化程度较高，需适应客户应用的需求，根据客
户的场地、生产设备或应用场景的需要，设计并制造匹配性
高、精度高、质量性能稳定的产品。 与此同时，在技术革新和
应用领域扩展的驱动下，需要不断提高已有产品性能，及时
跟进新产品的开发。 发行人经过２０余年的生产实践积累，培
养了一支研发设计能力突出、 实践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并
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和先进设备投入，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的
产品定制需求。

其次， 发行人的产品优势体现在丰富的产品规格方面。
行业内企业众多，但大部分规模较小，由于技术、经验、资金、
人才等因素限制，产品种类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客户大规模、
多品类的产品需求。 在铝型材挤压模具方面，发行人产品覆
盖了从直径５０ｍｍ的微通道模具至１，２００ｍｍ的大规格模具，
产品品类丰富；在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方面，发行人产品覆
盖了冷床、加热炉、牵引机、淬火系统等在内的挤压配套设
备，系统集成优势显著，能够满足客户全产线的采购需求；在
精密机械零部件方面，发行人产品包括不同规格型号及用途
的轴类产品和焊接机壳等，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风力
发电领域、工程机械领域。

此外，发行人的优势还体现在产品配套服务方面。 对于
铝型材挤压模具，基于产品特点和使用特点，客户在生产使
用中存在一定的磨损，需要对其进行维修和保养，为了保障
客户生产，发行人需要及时响应处理；对于铝型材挤压配套
设备而言，基于其定制化特点、场地布局和产线集成要求，需
要对其安装、调试提供支持和指导。 发行人对上述产品的配
套服务能力较强，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和使用体验，从而进
一步增强了客户粘性。

综上，基于产品开发优势、丰富的产品规格优势和产品
配套服务能力， 发行人能够较大程度上满足客户的定制化、
一站式采购需求，发挥产品协同效应，提升客户采购的体验
度和满意度。

２、客户优势
在２０余年的经营中，发行人致力于铝型材挤压生产配套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从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到铝型
材挤压配套设备，为客户提供了一站式服务、一揽子技术解
决方案。 与此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并基于技术工艺和制造能
力的积累，衍生了精密机械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服务，积累了
丰富的客户资源。 在铝型材挤压模具及挤压配套设备方面，
发行人已与国内铝型材制造行业排名前列的知名企业如华
建铝业、栋梁铝业、鑫铂股份（００３０３８．ＳＺ）、豪美新材（００２９８８．
ＳＺ）、敏实集团、旭升集团（６０３３０５．ＳＨ）、兴发铝业（００９８．ＨＫ），

以及国外知名铝型材制造企业如ＷＩＳＰＥＣＯ等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精密机械零部件产品方面，发行人客户
包括中车公司 、 滨海通达 、 布兰肯集团 、 庞巴迪集团 、
Ｔｒａｋ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ｅ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ＧｍｂＨ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发行人和上述优质客户的合作，将为发行人未来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１）上述大客户对供
应商认证要求较高，一旦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保证
产品供应和质量稳定的情况下， 通常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
从而对其他竞争对手构建了较高的进入壁垒；（２）上述客户的
产品需求量大且需求结构丰富，经营规模大，经营稳定性和
抗风险能力强，随着客户需求升级和规模增长，将同步促进
发行人销售规模的提升；（３）上述客户属于行业的领先企业，
处在行业技术革新的前沿，对市场需求变化敏感性高，发行
人通过与其合作，将加快发行人技术创新、新品开发和应用，
巩固市场竞争优势；（４）基于上述客户的行业地位，将提升发
行人的品牌效应和产品美誉度，提升市场影响力，从而为新
客户的开发创造良好的基础。

３、技术研发优势
发行人拥有丰富的铝型材挤压模具及挤压配套设备研

发、设计及生产经验，构建了自主设计创新体系、精密制造体
系、信息化过程控制体系等，为持续开发和生产出高质量产
品提供了技术保障。

发行人依靠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建立了完备的模具设
计方案数据库，从而基于经验数据的总结分析提升发行人的
模具设计能力，同时运用铝型材模具仿真软件，提升发行人
产品设计的可靠性。 发行人主持起草了有色金属行业首部铝
型材热挤压模具行业标准，获批设立了“院士工作站”和“省
高精度工业模具数字化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立了行
业领先的技术优势。

在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研发方面，发行人基于对下游客
户生产特点、工作环境、操作习惯等的深刻理解，设计出与客
户需求相适应的设备产品并提供专业的系统集成和高品质
的售后服务，为客户持续提供生产运营数据服务，具备了全
生产线主要设备的自主研发、制造及安装能力，赢得广大客
户的高度认可。

４、人才优势
多年来，发行人已建立了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内部培

训机制、薪酬激励及职业发展管理机制，建立了完备的人才
梯队。 发行人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了一批管理和
技术骨干， 并通过定期培训的方式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同
时有计划地从外部引进各类专业人才，以适应业务规模快速
发展的需要，为发行人长远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后备力量。

（五）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空间和竞争格局
发行人主要从事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铝型材挤压配

套设备、精密机械零部件等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 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
精密机械零部件。 已成为国内铝型材挤压模具及挤压配套设
备行业内的领先企业。

２０２３年４月，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出具证明， 主要内容如
下：江顺科技是中国从事各类铜、铝、镁热挤出成形模具的专
业、权威研发制造企业，该公司制造的轨道列车型材、光伏型
材、新能源汽车型材、建筑型材、工业型材挤出模具技术水平
领先优势明显、模具设计与模拟仿真优化精准，模具装备精
良、加工精度高、信息化过程控制保障措施得力，使得模具成
形型材品质优、寿命长。 公司是相应领域排头兵客户的主要
挤压模具供应商，在轻金属挤压模具行业内从研发、制造、服
务全流程的质量体系建设具有示范性。 ２０２２年，该公司轻金
属挤压模具国内市场占有率在５％至７％， 轻金属挤压模具江
苏省市场占有率具有绝对市场占有率，国内市场排名第一。

２０２３年４月，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出具证明，主要
内容如下： 该公司为我国有色金属加工行业知名配套企业，
为２０２０年度“中国铝加工行业优秀供应商”，主要生产各类型
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 该公司研发制造的铝型材挤压辅助系
统（含铝棒加热炉、模具铝、在线淬火系统、牵引系统、冷床、
时效热处理炉、退火炉等），在系统集成度、自动化程度、稳定
性及关键参数控制精度等方面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近
年来综合市场占有率居国内第一位。

发行人所属行业的发展空间和竞争格局情况如下：
１、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空间
（１）模具行业概况
①模具行业产品分类及市场现状
模具被称为“工业之母”，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赋予原

材料以完整构型和精确尺寸的加工工具， 主要用于高效、大
批量生产工业产品中的有关零部件。 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
展，模具已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汽车、能源、消费电子等领
域。 根据加工成型方法的不同，模具可分为冲压模具、压铸模
具、锻造模具、铸造模具、挤压模具以及其他模具。 公司的模
具产品属于挤压模具分类。

由于绝大多数模具都是针对特定用户单件制作的，因此
模具企业与一般工业企业相比，呈现数量多、规模小、集中度
不高的行业特点。

近年来，得益于中国工业化程度提高以及经济的持续增
长，中国模具制造行业亦稳步增长。 我国模具制造企业通过
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不断进行业务转型和产业升
级，实现了快速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模具制造大国
和模具贸易大国。

模具行业与诸多行业关联性高、涉及面广，下游市场的
不断发展也带动我国模具行业快速发展。 特别是随着全球制
造业向中国转移，驱动我国制造业升级，也将给模具行业带
来新的增长机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模具行业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1

1、招股说明书所引用的第三方数据，非专门为本次发行准备，公司不存在
为此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的情形。

如上图所示，２０１１年以来我国模具行业市场规模不断增
长。 至２０１９年我国模具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了３，１１８．９６亿元，较
２０１１年增长近１０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模具产量（单位：万套）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２０１１年我国模具行业产量为
１，０４５．９６万套， 到２０１９年增长至２，４２５．１１万套，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
复合增长率达到１１．０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６年中国模具制造行业销售收入预测（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

随着我国模具制造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预计未来几年，
模具制造行业销售收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 根据上图 ，
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６年， 模具制造行业销售收入预计将从３，６８８．３７亿
元增长至４，４４５．３８亿元，仍将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中国模具行业进出口额统计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进出口方面，近年来模具出口规模逐年递增，进口规模
呈下降趋势。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我国模具进口
额为２４．８４亿美元， 到２０２１年进口额下降至１４．５８亿美元；２０１２
年，我国模具出口额为３７．３１亿美元，到２０２１年提升至７４．７９亿
美元，我国模具行业净出口额呈现较为显著的增长趋势。

综上，我国模具行业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及净出口的不
断增长有望给行业内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业务增长
机会。

②铝型材挤压模具市场发展情况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数据，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３年

我国铝挤压材产量为２，１３８万吨、２，２０２万吨、２，１５０万吨、２，３１５
万吨，根据目前的铝型材加工行业成本测算，平均每生产一吨
铝挤压材需要消耗模具成本约为２７０元， 因此， 经初步估算，
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３年铝挤压材产量所对应的挤压模具市场规模约
为５７．７３亿元、５９．４５亿元、５８．０５亿元、６２．５１亿元。

（２）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行业概况
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工业化程度的主要

标准之一，机械设备的生产能力直接决定了一国工业水平的
高低。为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保障工业４．０的顺利推进，必
须要有强大的工业机械产业作为支撑。

金属加工机械是工业机械的重要分支，一般分为金属切
削设备和金属成形设备。 公司的主要产品铝型材挤压配套设
备属于金属成形设备。

近年来，我国金属成形设备产量基本保持稳定。 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全年金属成形设备产量分别
为２３．０万台和２３．４万台；由于制造业开工率下降，导致２０２０年
中国金属成形设备累计产量略有下降为２０．２万台；２０２１年，中
国金属成形设备产量回升至２１万台。 未来，制造业开工率的
回升，金属成形设备产量会逐渐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中国金属成形设备产量（单位：万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３）精密机械零部件行业概况
精密机械零部件是机械设备中的核心零部件，是综合运

用高精密设备、金属加工工艺、精密检测技术、自动化技术
等，将金属材料加工成预定形状或尺寸的金属零部件。 精密
机械零部件既具有加工精度高、尺寸公差小、表面光洁度高
等精密特点，也具有尺寸稳定性高、抗疲劳与抗衰减性能好
等金属零件的特点。

精密机械零部件制造是各类精密设备仪器生产制造的
基础。 过去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加工能力与技术实力不
强，核心精密机械零部件行业通常为欧美日等外资企业所垄
断。 近年来，随着产业链中系统总成或部件装配业务向我国
转移，其子系统或部件的制造商也在我国积极寻找并支持具
有核心精密机械零部件生产能力的企业。 这一趋势在轨道交
通、航空航天、消费电子、风力发电等下游行业比较明显。

（４）下游行业概况
公司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和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的

收入占比较大，为公司的核心产品。 铝型材行业是其最直接
的下游行业，与公司所在行业关联度较高。

①铝型材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铝，由于其优良的结构及功能特性，同时结合铝及其合

金材料性能的改善和提高， 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以铝代
钢”、“以铝节木” 等材料替代应用亦成为化解铝产能过剩的
有效抓手。 当前，我国铝应用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随着我国工业现代化的不断高质量发展，铝应用领域的覆盖
面越来越广，受益于光伏、轨道交通、汽车轻量化、电子信息
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铝材市场也不断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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