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董事： 

2017 年，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和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经营管理层

积极应对市场变化，调整经营管理策略，通过积极开拓新市场等措施充分发挥技

术、品牌等核心优势，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一、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如下工作：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目前募投项目《4 万吨/年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技改项目》生产线已基本

建成投产，处于投产初期，效益尚未完全体现出来。《环保型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

产线项目》是公司为扩大玻纤纱产能而实施的募投项目，由于该项目基建时间超

出公司计划施工进度，公司为确保项目安全实施，决定将该项目延期。《原年产

70,000 吨 E-CH 玻璃纤维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目前已扩产 1.3 万吨，还余 0.2 万

吨产能待扩。该项目延期主要是因为现有生产设备尚未到更换周期，若提前更换

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公司决定将该项目延期。《年产 7,200 吨连续纤维增

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是公司区别于现有热固型玻纤制品的新产品。长

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具有强度高、可设计性强、抗疲劳性能好等独特的性能

优势，能降低车辆制造商的组装成本、减少车体重量，带来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

因此热塑性复合材料在国内外汽车工业市场和轨道交通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核心部件是从国外采购，由于海运时间超出公司计划进度时间，公司决定将

该项目延期。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陆续改扩建，预计明年公司产能将进一步扩大，销售收

入将相应增加。 

2、严抓安全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安全生产组织管理，建立健全治隐排患的预防体系，

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持续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对安全生产进行考核。定期组

织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培训安全生产知识，向员

工讲解如何扑灭初起火灾，如何使用消防器材及发生火灾时如何逃生等。通过现



场演练，员工进一步了解灭火知识及灭火器材的使用，并实际操作了灭火器。既

增强了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又普及了消防知识，提高了员工的事故应急救援能

力，为安全生产打下了扎实基础，做到生产与安全两不误，两促进。生产部门严

格遵照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要求，生产工作有序顺利开展，促进了公司的生产效

率。 

3、挖掘市场潜力，拓展销售渠道  

报告期，公司随时关注国内外玻纤行业的发展趋势，抓住市场机会，扩大市

场份额。公司深入挖掘市场潜力，根据国内市场的客户集中度情况，逐步实行分

区域市场销售，实现市场细化管理，满足客户需求。通过国内外工业展会积极实

施品牌战略，创造客户价值。加强销售管理，加强风险管控，公司物流部、市场

部与销售部通力合作，全面提升了销售服务质量。以上举措使得公司在严峻的市

场环境下，仍取得销量和销售收入同比提高的成绩。 

4、提升员工激励机制 

针对不同岗位和不同年龄层的员工，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在薪资、培训、

福利、业绩考核等方面对员工进行激励。不断提高公司的薪资水平。通过营造亲

切和谐的工作环境、适量的群体活动，增加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及劳动效率。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业绩考核制度，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和发展空间。 

二、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2,719.0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5,927.09万

元，增长14.67%；营业利润23,330.79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3.76%；利润总额

23,584.53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5.12%；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0,194.05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21.62%。 

2、收入与成本 

（1）营业收入构成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光伏产业链相关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是否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广播电影电视业务》的

披露要求： 



否 

公司是否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从事互联网游戏业务》的披

露要求： 

否 

公司是否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从事 LED 产业链相关业务》

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是否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0 号——上市公司从事医疗器械业务》的披露

要求： 

否 

营业收入整体情况 

单位：元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2,027,190,741.15 100% 1,767,919,840.42 100% 14.67% 

分行业 

玻纤行业 1,293,485,212.29 63.81% 1,273,706,396.26 72.05% 1.55% 

化工行业 733,705,528.86 36.19% 494,213,444.16 27.95% 48.46% 

分产品 

玻璃纤维及制品 1,181,316,387.17 58.28% 1,176,766,889.93 66.56% 0.39% 

化工制品 733,705,528.86 36.19% 494,213,444.16 27.95% 48.46% 

玻璃钢制品 112,168,825.12 5.53% 96,939,506.33 5.48% 15.71% 

分地区 

境内 1,407,743,130.36 69.44% 1,113,387,653.79 62.98% 26.44% 

境外 619,447,610.79 30.56% 654,532,186.63 37.02% -5.36%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玻纤行业 1,293,485,212.29 866,849,371.43 32.98% 1.55% 9.31% -4.76% 

化工行业 733,705,528.86 646,843,772.10 11.84% 48.46% 57.27% -4.94% 

分产品 

玻璃纤维及

制品 
1,181,316,387.17 786,768,726.30 33.40% 0.39% 9.14% -5.34% 

化工制品 733,705,528.86 646,843,772.10 11.84% 48.46% 57.27% -4.94% 

玻璃钢制品 112,168,825.12 80,080,645.13 28.61% 15.71% 11.02% 3.02% 

分地区 

境内 1,407,743,130.36 1,066,466,569.05 24.24% 26.44% 41.47% -8.05% 

境外 619,447,610.79 447,226,574.48 27.80% -5.36% -0.71% -3.38%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 1 年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务数



据 

□ 适用 √ 不适用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玻璃纤维及制品 

销售量 吨 136,353.01 133,741.32 1.95% 

生产量 吨 133,992.7 134,066.85 -0.06% 

库存量 吨 8,500.3 10,860.61 -21.73% 

化工制品 

销售量 吨 66,919.6 40,874.96 63.72% 

生产量 吨 64,416.56 43,371.17 48.52% 

库存量 吨 1,250.33 3,753.37 -66.69% 

玻璃钢制品 

销售量 吨.千个 13,472.96 10,702.43 25.89% 

生产量 吨.千个 13,329.95 10,688.78 24.71% 

库存量 吨.千个 72.56 215.57 -66.34%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 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化工制品同比产销出现较大增长，主要是子公司天马瑞盛产能投放后，

产量、销量的增加。 

（4）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营业成本构成 

产品分类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玻璃纤维及制品       

材料  415,380,205.32 52.80% 392,805,419.64 54.49% -1.69% 

人工工资  94,141,486.67 11.97% 81,675,268.94 11.33% 0.64% 

折旧  66,056,026.97 8.40% 57,525,917.58 7.98% 0.42% 

动力能源  182,671,121.48 23.22% 163,134,275.04 22.63% 0.59% 

其他  28,519,885.86 3.62% 25,735,278.92 3.57% 0.05% 

化工制品       

材料  588,143,379.03 90.92% 368,320,879.03 89.55% 1.37% 

人工工资  11,171,016.21 1.73% 9,459,944.41 2.30% -0.57% 

折旧  7,232,129.74 1.12% 5,840,487.42 1.42% -0.30% 

动力能源  13,917,813.87 2.15% 9,788,985.95 2.38% -0.23% 

其他  26,379,433.26 4.08% 17,891,633.99 4.35% -0.27% 

玻璃钢制品       



材料  70,492,963.73 88.03% 44,504,064.07 61.70% 26.33% 

人工工资  5,116,573.88 6.39% 13,913,831.38 19.29% -12.90% 

折旧  1,470,598.59 1.84% 4,544,175.10 6.30% -4.46% 

动力能源  676,322.52 0.84% 1,709,475.39 2.37% -1.53% 

其他  2,324,186.41 2.90% 7,458,217.54 10.34% -7.44% 

说明 

无 

（6）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动 

□ 是 √ 否  

（7）公司报告期内业务、产品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有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95,304,860.24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9.63%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

比例 
0.00%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64,871,487.02 3.20% 

2 第二名 43,301,360.44 2.14% 

3 第三名 40,088,786.19 1.98% 

4 第四名 24,650,135.04 1.22% 

5 第五名 22,393,091.55 1.10% 

合计 -- 195,304,860.24 9.63%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406,880,083.17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26.30%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

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16,908,530.00 7.56% 

2 第二名 109,591,258.40 7.08% 

3 第三名 86,676,698.38 5.60% 

4 第四名 47,628,389.20 3.08% 

5 第五名 46,075,207.19 2.98% 

合计 -- 406,880,083.17 26.30%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费用 

单位：元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103,105,893.45 92,868,896.38 11.02%  

管理费用 151,713,467.36 137,858,932.49 10.05%  

财务费用 29,659,135.52 4,267,143.51 595.06% 主要是汇兑损失增加的影响 

4、研发投入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一直在研发新产品上加大投入，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同比增加了 616.88万元，增幅 10.30个百分点。 

近三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及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研发人员数量（人） 181 183 170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17.75% 20.22% 18.70% 

研发投入金额（元） 66,088,684.61 59,919,903.89 58,240,397.5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3.26% 3.39% 3.84% 

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金额（元） 0.00 0.00 0.00 

资本化研发支出占研发投入

的比例 
0.00% 0.00% 0.00% 

资本化研发支出占当期净利

润的比重 
0.00% 0.00% 0.00%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发生显著变化的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研发投入资本化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58,296,200.22 1,364,335,806.60 21.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80,583,825.36 1,035,081,832.34 2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7,712,374.86 329,253,974.26 14.7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52,003,671.82 47,492,094.94 3,589.0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93,644,830.70 664,183,140.31 155.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8,358,841.12 -616,691,045.37 109.5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3,000,000.00 1,177,303,951.38 -89.5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6,653,742.40 715,922,309.76 -48.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243,653,742.40 461,381,641.62 -152.81% 



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3,808,097.29 189,837,818.37 -8.44%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比上年同期增加170,451.16万元，主要是处

置长期资产净额的增加及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到期、锁汇收益入账、收回货币掉

期交易保证金等影响；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比上年同期增加102,946.17万元，主

要是购建长期资产支出的增加以及购入理财产品、掉期保证金支出、支付信用证

保证金等影响；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7,504.99万元，主

要是处置长期资产净额的增加及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到期、锁汇收益入账、收回

货币掉期交易保证金等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影响。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比上年同期减少 105,430.40 万元，主要是

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份融资的影响及同比银行借款发生额减少等影响；筹资活

动现金流出小计比上年同期减少 34,926.86 万元，主要是上期支付收购天马集团少

数股东股权对价等影响；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70,503.54

万元，主要是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份融资等因素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本年度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非主营业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资产及负债状况 

1、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比重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货币资金 611,534,603.92 19.70% 405,941,081.06 13.41% 6.29%  

应收账款 347,677,848.36 11.20% 338,891,316.14 11.20% 0.00%  

存货 167,483,819.22 5.40% 144,901,326.73 4.79% 0.61%  

投资性房地产  0.00% 16,047,631.65 0.53% -0.53%  

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1,078,876,727.18 34.76% 1,097,467,943.45 36.27% -1.51%  

在建工程 207,898,482.15 6.70% 67,030,121.68 2.22% 4.48%  

短期借款 88,000,000.00 2.84% 252,027,500.00 8.33% -5.49%  

长期借款   148,503,220.00 4.91% -4.91%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计提

的减值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期末数 

金融资产 

金融衍生工具 2,872,141.08 -2,872,141.08     0.00 

上述合计 2,872,141.08 -2,872,141.08     0.00 

金融负债 0.00 -1,446,926.18     1,446,926.18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计量属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无 

五、投资状况分析 

1、总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投资额（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元） 变动幅度 

88,005,200.00 237,980,000.00 -63.02% 

2、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被投资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投资

方式 
投资金额 

持股

比例 

资

金

来

源 

合

作

方 

投

资

期

限 

产

品

类

型 

预

计

收

益 

本期投资盈亏 

是

否

涉

诉 

披 露 日

期 （ 如

有） 

披露索引（如有） 

常州天马

瑞盛复合

材料有限

公司 

危险化学品

生产（不饱

和 聚 酯 树

脂）；危险化

学品 

增资 30,000,000.00 
100.

00% 

募

集 
无 无 无 

0.0

0 
20,270,241.40 否 

2017 年

03 月 31

日 

《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对全资子公司常

州天马瑞盛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增资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7） 

常州天马

集团有限

公司（原

建材二五

三厂） 

不饱和聚酯

树 脂 的 制

造；过氧化

甲乙酮,玻璃

纤 维 及 制

增资 28,305,200.00 
100.

00% 

自

有 
无 无 无 

0.0

0 
15,332,404.67 否 

2017 年

04 月 26

日 

《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对全资子公司天

马集团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7-019） 



3、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 

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2,872,141.08 -2,872,141.08 0.00 0.00 0.00 0.00 0.00 自有资金 

合计 2,872,141.08 -2,872,141.08 0.00 0.00 0.00 0.00 0.00 -- 

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 

年份 

募集 

方式 

募集

资金

总额 

本期已使

用募集资

金总额 

已累计使

用募集资

金总额 

报告期

内变更

用途的

募集资

金总额 

累计变

更用途

的募集

资金总

额 

累计变

更用途

的募集

资金总

额比例 

尚未使

用募集

资金总

额 

尚未使

用募集

资金用

途及去

向 

闲置两

年以上

募集资

金金额 

2016 年 非公开 78,207 17,931.87 24,957.62 0 0 0.00% 44,733.9 存放银 0 

品、玻璃钢

制品、化工

原料、玻纤

原 料 的 销

售；玻璃钢

及原辅材料

的检测、技

术培训及咨

询服务； 

常州天马

瑞盛复合

材料有限

公司 

危险化学品

生产（不饱

和 聚 酯 树

脂）；危险化

学品 

增资 20,000,000.00 
100.

00% 

募

集 
无 无 无 

0.0

0 
20,270,241.40 否 

2017 年

10 月 26

日 

《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对全资子公司常

州天马瑞盛复合材

料  有限公司增资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52） 

合计 -- -- 78,305,200.00 -- -- -- -- -- 
0.0

0 
55,872,887.47 -- -- -- 



发行 行 

合计 -- 78,207 17,931.87 24,957.62 0 0 0.00% 44,733.9 -- 0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70,257,505.63 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719,928.57 元；2017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79,318,739.53 元，2017 年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

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4,125,360.13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49,576,245.16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与闲

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4,845,288.70 元。 

2017 年 4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尚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1,000,000.00

元未到期。 

根据公司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为

6,360,000.00 元。同时，在理财产品尚未到期前，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了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待理财产品到期赎

回后置换金额为 104,551,719.03 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47,339,024.92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闲置募集资

金现金管理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3)

＝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环保型玻璃纤维池

窑拉丝生产线项目 
否 46,271.8 46,271.8 14,883.96 14,883.96 32.17% 

2018 年

03 月 31

日 

0 
不适

用 
否 

原年产 70,000 吨

E-CH 玻璃纤维生产

线扩能技改项目 

否 10,143.58 10,143.58    

2018 年

05 月 31

日 

0 
不适

用 
否 

年产 7,200 吨连续纤

维增强热塑性复合

材料生产线项目 

否 12,002 10,209 645.15 983.15 9.63% 

2018 年

08 月 31

日 

0 
不适

用 
否 

4 万吨/年不饱和聚

酯树脂生产技改项

目 

否 6,000 6,000 2,402.76 3,507.89 58.46% 

2018 年

01 月 31

日 

0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5,582.62 5,582.62  5,582.62 
100.00

% 
 0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80,000 78,207 17,931.87 24,957.62 -- --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合计 -- 80,000 78,207 17,931.87 24,957.62 -- -- 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1、“环保型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是公司为扩大玻纤纱产能而实施的募投项目，由于该项目基建时间

超出公司计划施工进度，公司为确保项目安全实施，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18 年 3

月 31 日。 

2、“原年产 70,000 吨 E-CH 玻璃纤维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延期主要是因为现有生产设备尚未到更换周期，

若提前更换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公司决定将该项目延期。 

3、“年产 7,200 吨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核心部件是从国外采购，由于海运时间超出公司

计划进度时间，公司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2016 年 9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 14,431,305.63 元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4,431,305.63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8 日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关于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6〕7484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适用 

2017 年 4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尚有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1.1 亿元未到期。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 2017 年度依据上述决议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

金管理（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累计金额为 113,122.00 万元，赎回保本型理财产品累计金额为 143,544.00

万元，取得投资收益含税金额为 2,396.87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32,700.00 万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未到期。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报告期无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4）“4 万吨/年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技改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情况 

“4 万吨/年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技改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天马瑞盛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该项目已在计划时间内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公

司于 2018 年 4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完工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9）。公告中披露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44.43

万元，公司计划将该节余募集资金补充天马瑞盛流动资金后，对该募集资金专户

予以注销”事项。由于天马瑞盛目前流动资金充裕，现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

息收入）44.43 万元补充母公司流动资金，并对该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 

六、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1、出售重大资产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出售重大资产。 

2、出售重大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

司 

类

型 

主要业务 
注册 

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常州天马

集团有限

公司(原建

材二五三

厂) 

子

公

司 

不饱和聚酯树脂

的制造；过氧化甲

乙酮,玻璃纤维及

制品、玻璃钢制

品、化工原料、玻

纤原料的销售；玻

璃钢及原辅材料

的检测、技术培训

及咨询服务； 

12,800

万人民

币 

788,319,777.

88 

470,930,487

.90 

771,877,558

.06 

10,502,711

.04 

13,491,139

.85 

常州市新

长海玻纤

有限公司 

子

公

司 

特种玻璃纤维及

制品制造，销售自

产产品 

1000 万

美元 

193,381,316.

77 

188,634,705

.79 

76,735,029.

18 

7,650,578.

85 

5,695,898.

83 

常州天马 子 危险化学品生产 8,500 178,364,493. 147,152,166 483,748,188 27,052,332 20,270,241



瑞盛复合

材料有限

公司 

公

司 

（不饱和聚酯树

脂）；危险化学品 

万人民

币 

64 .84 .40 .63 .40 

常州长海

气体有限

公司 

子

公

司 

气体研发 
1000 万

人民币 
9,864,576.78 

9,859,721.7

8 
0.00 -49,207.83 -49,207.83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常州南海船艇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 整合上下游，丰富公司产品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与潘春雷、朱菊英签署了

《常州南海船艇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天马集团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受

让潘春雷持有的常州南海船艇科技有限公司 7.93% 的股权，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

格受让朱菊英持有的常州南海船艇科技有限公司 7.57% 的股权，并完成了工商信

息变更。 

八、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玻璃纤维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种类繁多，因其具有绝缘性好、

耐热性强、抗腐蚀性好，机械强度高等优点，玻纤应用已从建筑建材、电子电器、

交通运输、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传统工业领域扩展到航天航空、风力发电、环

境工程、海洋工程等新兴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我国玻璃纤维行业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主要来自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拉动。

国际市场的扩大，给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留下发展空间，国内市场的增长，主要

源自于下游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进一步好转，玻纤市场增长趋势明朗，

预计2016~2020年全球玻纤需求复合增速在6%左右，而在风电、交通等需求带动下，

我国玻纤行业需求增速更高，预计未来五年的复合增速8~10%。 

2017年全球玻璃纤维产能超过508万吨，目前利用率为93%。从2017年的情况

来看，今年全球玻纤行业产销两旺，继续维持着稳步增长的趋势，行业产销率大

于100%，销售增长率大于产能增长率，玻纤行业竞争格局依然良好。从公司业务

情况来看，国内外市场产销增长明显。公司高端产品的增长大于中低端产品的增



长，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公司发展战略 

1、实现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目标，打造国内玻纤复合材料领先企业 

（1）公司将继续巩固短切毡的领先地位，稳步提升其市场份额。 

（2）公司核心产品湿法毡的市场前景广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公司已经成

为湿法毡市场的龙头。目前，我国湿法毡市场规模仅占玻璃纤维行业总规模的3%

左右、且仍有部分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而北美市场湿法毡市场规模占玻璃纤维

行业总规模的30%、其应用领域更为宽广。作为国内湿法毡的龙头企业，公司未来

将重点实施湿法毡扩张战略，积极在国内市场开拓新的应用领域，并加大研发投

入力度、消除技术瓶颈，打破国外核心技术壁垒，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 

（3）公司制定了“在现有玻纤制品基础上进行技术提升，实现质量升级产品优

化，逐步向高端产品转型”的发展战略。公司将不断加大对新产品的推广力度，丰

富产品种类，培养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力争将公司建成国内领先的玻纤复合材

料研发平台，依靠集成创新带动原始创新，形成“核心业务、增长业务、种子业务”

有机结合的完整业务结构。 

2、大力发展与汽车轻量化，轨道交通相关的热塑性连续纤维复合材料，确立

公司产业发展新核心 

交通领域对玻纤的需求主要表现在轨道交通和汽车轻量化方面。2017年5月由

住建部、发改委共同发布的《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十三五”规划》

表示“十三五”期间共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3,000公里以上，在国家政策的

大力推动下，预计我国的轨道交通投资量保持稳定增长。 

在环保趋严的大环境下，汽车轻量化将成为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玻纤复合材料在同等条件下，其重量仅为钢体材料的1/3左右，且性能上更占优势，

是汽车轻量化的优质替代材料。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新能源汽车迎来快速发展

时期，这将进一步推动汽车轻量化进程。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在《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技术路线图》中提出，2020年汽车年产销规模将达3,000万辆，新能源汽车销量

占比分别达7%-10%。因此，未来汽车轻量化拉动了玻纤行业的需求。 

目前，热固和热塑是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两个最主要的应用。热塑材料由于加

工成型简单、效率高、具有可回收性等特点，近几年高速发展，市场容量不断增

长。连续纤维复合材料作为新型的热塑性复合材料，比传统短纤维热塑性复合材

料在强度上有大幅度提升，由于减轻重量、节省燃料以及高性能等优势，连续纤



维复合材料的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广，有望成为长海又一个核心产品。 

（三）经营计划 

公司在总结2017年经营情况和分析 2018年经营形势的基础上，结合公司战略

发展的目标及产品市场开拓情况，计划 2018年公司实现30%以上的增长。特别提

示：本计划不代表公司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

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玻纤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应用到玻纤制品及玻纤复合材料。随

着汽车的普及，汽车轻量化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公司轻克重的短切毡将能更多

的应用在轻量化汽车上。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公司2018年或将提高短切毡的生

产规模，增加生产线提升生产效率；公司加大了对电子薄毡的推广力度并对产品

性能做了进一步的提升，报告期内电子薄毡产能利用率提高，销售增幅明显，公

司未来将根据产销情况，加大产能投放，扩大生产线；随着湿法薄毡在下游应用

领域的不断延伸及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近几年公司湿法薄毡产能增长较快，公

司预计2018年湿法薄毡销量仍会保持稳步增长，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增加生产线

扩大产能。 

公司将根据长期的发展战略有序推进“4万吨/年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技改项

目”、“环保型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原年产70,000吨 E-CH 玻璃纤维

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及“年产7,200吨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

募投项目的建设，推进募投项目顺利投产。 

上述经营计划、经营目标并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投资者及相关

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目标及承诺之间的差

异。 

（四）可能面对的风险 

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快速增大的风险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公司的固定资产规模快速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带

来折旧摊销费用的增加以及人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如果不能及时释放产能产生效

益，可能会有费用增加、利润下滑的风险。对此，公司将全力推动募投项目产品

和其他新产品的营销，加大客户开发力度，积极消化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确保公

司持续稳定发展。 

2、募集资金运用不达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目前募投项目“4 万吨/年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技改项目”生产线已基本



建成投产，处于投产初期，效益尚未完全体现出来。“环保型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

产线项目”及“原年产 70,000 吨 E-CH 玻璃纤维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尚未投产，

由于基建时间超出公司计划施工进度，现有生产设备尚未到更换周期，若提前更

换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年产 7,200 吨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生产线项

目”已完工一部分，等核心部件到位安装，公司为确保项目安全实施，决定将以

上募投项目延期。 

如果募投项目投产后实现的产量、销售收入、利润等较预期相差较大，公司

将面临利润下滑的风险。同时，如未来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募投项目无法按

预期实现销售，则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成本费用大

幅增加，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公司将根据长期的发展战略有

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继续加强募投项目的项目管理，从技术、管理等各个环

节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推进募投项目顺利投产。加强市场开拓能力，加大

产品销售区域，挖掘已有客户的新的增长点，及时了解客户需求，增加销售收入。

同时，根据市场环境情况，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变化。 

3、不能持续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技术创新与新产品研发工作，坚持新产品的

开发和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技术团队。公司通过与高

等院校的密切合作，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等方式，提高公司的自主创新与联合开

发能力。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公司一直在积极推出电子薄毡、

涂层毡、装饰板材等新产品，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是一种

知识密集、工艺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活动，需要长期的基础研究，技术工艺的积

累，同时新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到上市需要一定的时间，整个研发过程的每个环节

都环环相扣。虽然公司有着良好的研发基础、高水平的研发团队，若公司不能紧

跟国内外玻纤行业技术的发展趋势，充分满足客户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后续研发

投入不足，或在技术更新、新产品研发过程中出现研究方向偏差、无法逾越的技

术问题、产业化转化不利等情况，将可能使公司丧失技术和市场的领先地位，从

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公司将紧跟国内外玻纤行业技术的发

展趋势，及时根据客户需求调整产品参数，提高产品质量面对同类产品竞争，充

分满足客户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公司还制定了“在现有玻纤制品基础上进行技术

提升，实现质量升级产品优化，逐步向高端产品转型”的发展战略，加大技术创

新力度。 



十、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1、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四日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5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系信息”栏目上

披露的 2017 年 5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系信息”栏目上

披露的 2017 年 7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系信息”栏目上

披露的 2017 年 11 月 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1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系信息”栏目上

披露的 201711 月 1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12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系信息”栏目上

披露的 2017 年 12 月 1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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