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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为加快汽车零部件生产数字化及轻量化，积极应对市场新变化成为当前

国家及地方政府政策规划的新导向，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新旧动能转换升级符合当

前行业发展趋势。 

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是汽车制造业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

要，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之一。近年来，随着整车消费市场和服务维修市场的

迅猛发展，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迅速，且发展趋势良好，并不断转型升级，向轻

量化、数字化、专业化方向转变。据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全年累计产

量完成 2780.9 万辆，累计销量完成 2808.1 万辆。同时，汽车产业链的全球化，

加速了整车企业的兼并重组，打破了原有的全球配套体系，从而促进了零部件企

业的兼并重组。汽车零部件产业为了适应整车厂的新需求，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

趋势： 

（1）汽车整车与零部件厂商协作关系发展变化 

新的零部件生产体系间可相互供货而形成的网络结构，有利于提高竞争程

度。整零厂商之间的组织关系越来越趋向合作竞争，提高组织效率，发挥整车和

零部件厂商各自的优势，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 

（2）全球化发展 

汽车供应链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是有目共睹的，由于消费市场的全球化，整车

厂势必利用独资、合资等不同的手段进入全球各消费热点，而整车厂的这种全球

布点随之引起的是零部件厂商的跟随。 

（3）技术的发展，零部件高端制造业升级 

随着对汽车安全、舒适及环保新能源要求的提高，汽车零部件制造技术也产

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产品环保化、电子化、智能化、信息交换网络化、零部

件产品模块化，通用化、产品轻量化、开发数子化，全球化等。 

（4）更加紧密和几乎同步的整零企业业务协同 

为了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整车厂越来越重视大规模定制的能力，而大规模

定制需要配套零配件产品支持模块化。模块化的出现，进一步促使整车制造商与

模块供应商在开发、制造、服务方面的紧密合作。 

（5）精益思想的延伸扩展 



成本的压力是促使企业不断改进的永恒动力。在原材料成本在合理范围内几

无下降空间的基础上，各种先进的管理、制造思想便被开发出来以进一步改进企

业运作效率，减少运营成本。 

（6）行业规范 

行业发展，标准先行，汽车零部件行业标准近年来不断完善，让人们看到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希望。同时由于市场和竞争的全球化趋势，导致各种行业规范

的渐次发展融合。 

（7）后市场 

高速增长的汽车销量为售后市场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影响售后市场的几

个主要因素在于整车保有量，长车龄汽车的占比情况以及乘用车年均行使距离。

对于乘用车年均行使距离，通过比较能看出中国市场年均行使距离顺致远远超过

了其它国家，这更加加速了售后市场的快速扩容。 

2、汽车零部件市场竞争新形势的变化对隆基机械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实现产品轻量化及工艺数字化成为必然选择。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汽车制动部

件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同行业的首家上市公司。

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以自主创新、科技进步为发展宗旨，并不断推进传统产品

的升级换代。由于企业机加工产能不能满足铸造产能的要求，因此，企业募集资

金对机加工工序进行扩能改造，以满足产能匹配的需求。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

保要求日益提高，以及汽车制动系统行业对产品性能要求的提高，对铸造工艺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铸造工艺是决定产品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冲天炉是铸造生产中耗能较大的设

备，也是对环境污染较严重的设备，采用冲天炉进行原料的熔炼，熔化的铁水含

杂质多、废品率高、人工成本也相对较高；在环境保护方面，即便冲天炉采用再

好的除尘处理手段，也难以达到国家环保政策要求。而中频电炉在人工、产品质

量、环保和安全生产等各个方面都完胜冲天炉，且能够更好的管理控制，与信息

管理系统进行对接。因此，建设单位拟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用于铸造

生产线的改造。以公司基础设施和技术优势为依托，通过引进智能、高效、节能、

环保的先进铸造装备，努力降低铸件产品重量，平稳产品制动曲线，提高使用寿

命，全面提升铸件产品品质，推动产品升级，强化产品在高端商用车配套市场的



竞争力。同时，采用信息化手段管理生产流程、质量控制流程、财务流程、产品

开发流程等所有内部流程，处理与机加工车间、与供应商、与客户的关联流程，

提升车间的数字化水平，确保产品质量，实现智能铸造。 

此外，铸造工艺的最主要原材料为原料铁，又分为灰铁和球铁。灰铁组织里

的石墨以片状存在，球铁组织里的石墨以球状存在。与灰铁相比，球铁在强度方

面具有绝对优势。球铁的抗拉强度是 60k，而灰铁只有 31k，球铁的屈服强度是

40k，而灰铁没有显示出屈服强度，易出现断裂。因此，在相同强度的要求下，

球铁比灰铁用量少，从而有效降低了产品重量，促进了汽车的轻量化发展。与球

铁相比，灰铁价格更加便宜，使用灰铁的铸件仍是市场的主流产品，但轻量化是

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未来市场空间更大，相信使用球铁的铸件比重将越来越大，

前景看好。本次技改将在铸造工艺的原材料使用方面根据客户需求加大使用球铁

的产品比重，着重推动产品的轻量化。 

为应对汽车制动系统市场对产品性能、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新形势，匹配机

加工产能，同时推动全厂智能制造发展，公司决定对三铸车间进行数字化车间升

级改造。通过本次升级改造，实现铸造生产过程的节能、降耗、减排，以及清洁、

安全生产，在提高铸件的产品性能、质量的同时，实现公司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1、项目名称：汽车轻量化底盘数字化车间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

“本项目”）； 

2、投资主体：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规模：新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行业最先进的轻量化制动部件数

字化铸造车间； 

4、投资估算：项目总投资为 15,72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4,578.14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141.86 万元； 

5、项目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为 18 个月。 

三、投资主体简介 

注册地址：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海燕  

注册资本： 416,100,301 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盘式制动器总成、制动毂、制动盘、轮毂、刹车片、 

刹车蹄片、锻件、铸件及木具、塑料、纸盒包装制品及进出口业务。 

隆基机械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中的制动部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汽车制动盘、汽车制动毂（分为普通制动毂和载重车制动毂）、刹车片和轮毂

等。隆基机械拥有近 20 年汽车制动部件从业经历，是国内国内规模最大、产品

型号最多的汽车制动部件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于 2010 年 3月成功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 

四、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节能降耗、安全环保和低碳的要求。 

冲天炉是铸造生产中耗能较大的设备，也是对环境污染较严重的设备，是当

前我国颗粒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多种大气污染物的重要排放源，2018 年

冲天炉熔炼工部被山东省列入关停项次。本次技改以节能环保的中频电炉替换原

有冲天炉，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节能降耗、安全环保和低碳的要求，可以很好的

保护环境，减少能源的浪费。 

2、项目建设促进了建设单位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项目的建设提高了企业铸造生产线的自动化能力，稳定了铸件产品质量，改

善了生产环境，全面提升了企业整体装备技术水平；同时，也使得铸造生产线与

企业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更好的对接，对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具有较大的促

进作用。 

3、项目建设提高了铸造产品质量及效率，对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具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本项目建设在整个铸造过程中通过对产品质量和设备性能的在线监测，可实

现造型、浇铸、清理、抛丸、检测全流程自动化，实现从原料到加工出合格铸件

成品全过程的程序化、数字化和远程控制。将进一步提高铸造产品质量及效率，

增强市场竞争力，对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项目建设具有较高的示范带动作用，将促进地方制造业发展。 



项目建设地龙口市是商务部批准的山东省唯一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山东

省政府批准的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同时，项目建设单位山东

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我国汽车零部件制造的骨干企业，同行业的首家上市

公司，在当地乃至全国零部件生产企业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本项目是隆基机

械向轻量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项目，符合当前零部件产业发展形势的新要

求，符合当前国家及地方的政策导向，符合龙口市“十三五”发展规划，有利于

“龙口市加快由‘龙口制造’向‘龙口智造’转型跨越，全面提质增效，建设全

国先进制造业强市”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本项目对其他汽车零部件企业具有

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其建设将促进龙口市乃至全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 

五、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为 1572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4578.14 万元，占总投资的

92.74%；铺底流动资金 1141.86 万元，占总投资的 7.26%。 

六、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为 18个月，项目达产后预计新增实现销售收入 36720.00万元、

利润总额 4792.89 万元、净利润 3988.96 万元，投资回收期 4.23 年（含建设期）。 

七、项目风险分析 

本项目是公司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和市场发展前景，经充分研究论证后审慎提

出的，有较高的可行性，但均是基于当前的市场环境、产业政策和技术发展趋势

等因素所进行的分析论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或项目完成后可能面临产业政策变

化、技术进步、产品市场变化、设备价格波动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投资

项目实施进度、实际收益不及预期。 

八、结论 

综上分析，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和公司发展战略，通过项目

的建设提高了企业铸造生产线的自动化能力，稳定了铸件产品质量，改善了生产

环境，全面提升了企业整体装备技术水平；同时，也使得铸造生产线与企业智能

化管理系统实现更好的对接，对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有效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和股东价值，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因此本项目具备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