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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 

安信证券、榜样投资、北京承天资产管理、北京深流投资管理、

北京众盟赢创投资管理、博时基金、创金合信基金、淳厚基金、

德邦基金、东方基金、东方马拉松投资、东方证券、东兴证券、

方正证券、丰熙投资、福信金融控股、富兰克林华美投信、高

毅资产、歌斐资产、工银安盛资管、观富资产、光大证券、归

德投资、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泰基金、国泰君安证券、国

投聚力、国元证券、海富通基金、和信金创投资、鹤禧投资、

恒大人寿、恒道投资、弘毅远方基金、泓澄投资、华创证券、

华富基金、华金证券、华泰证券、华夏基金、环懿投资、汇利

资产、汇添富基金、混沌道然、嘉合基金、江信基金、金舵投

资、精富资产、玖歌投资、凯鼎投资、宽远资产管理、坤为地

投资、乐中投资、美洲豹基金、民森资产、明良资产、南京证

券、南通天合投资管理、鹏华基金、平安证券、普尔投资、秋

阳予梁投资、趣时资产、瑞园资产、睿健资本、山东鲁商私募

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深圳新思哲、苏州君子兰、塔基资产、

太平洋证券、泰康资产、天风证券、文博启胜投资、无锡汇蠡

投资、西南证券、相聚资本、新活力资本、信德盈资产、兴健

资产、兴业证券、亚商投资、银河证券、盈峰资本、盈瀚投资、

永赢基金、誉华资产、泽铭投资、长安信托、长城证券、长江

证券、长信基金、长兴投资、中车金证投资、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中航证券、中金公司、中睿合银、中硕创业投资、中泰证



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中意资产、中银国际、中原证

券、中植企业集团、重庆信托、朱雀投资、准锦投资 

时间 2021年 10 月 26日 

地点 机会宝路演平台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财务总监熊仕军、董事会秘书王颖超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2021 年前三季度经营情况介绍 

2021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9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3.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6.6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14%。 

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63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22.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8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7.8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9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62%。 

拓展纤维板块以 T700S 级/T800S 级碳纤维为产品的军民

融合高强度碳纤维高效制备技术产业化项目在二季度之后产

能逐步释放，以 M40J/M55J级碳纤维为产品的高强高模型碳纤

维产业化项目今年根据需求逐步扩大产出。前三季度，拓展纤

维板块碳纤维业务实现收入 10.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02%。 

能源新材料板块碳梁业务受主要原材料碳纤维供应紧张、

价格上涨以及汇率同比变化的影响，产品订单交付不足，产品

盈利能力下降。前三季度，碳梁业务实现收入 5.38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2.83%。 

通用新材料板块预浸料业务继续积极拓展航空航天、风

电、轨道交通等高端行业产品应用领域，高端应用占比逐步提

升。前三季度，预浸料业务实现收入 2.87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81.92%。 

复合材料板块与精密机械板块各项产品研发和制造业务

有序推进，年初至报告期末，复合材料板块实现收入 5,654.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2.52%；精密机械板块除承担公司项

目建设所需装备配套任务以外，对外装备制造业务实现收入

2,151.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56%。 

回顾前三个季度，考虑到原材料价格上涨、供应紧张、汇

率上升、以及产品价格预期的影响等不利因素，整体上公司前

三季度运营平稳，业务比较健康，业绩稳定。 

二、问答环节 

1、公司前三季度业务情况？公司预计四季度成本压力如

何？民品能不能顺利传导价格？ 

公司前三季度收入平稳，碳梁和碳纤维占整体销售收入的

80%以上。 

成本压力方面，外购民品纤维涨价，电力供应紧张，公司

积极和客户、电力公司保持沟通，预计第四季度成本和前三季

度比应该是舒缓的。 

民品价格方面年初签订合同的按照年初合同价格执行，后

期新签的合同会按照新的市场价格执行。 

2、今年军品退税节奏比较慢的原因？科研项目验收和经

费确认节奏比较慢的原因？ 

军品退税是根据合同来的，公司能把控的只是签订合同后

会及时申请报备，中间流转审批的进度公司没有办法掌握控

制，公司也在和相关部门积极沟通，争取早日把已经申报的退

税完成。截至目前已收到部分退税款。 

科研项目的验收要配合国家项目和课题，进度快慢不一

样，项目验收后对应的政府补贴结转当期损益，公司研发费用

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3、T800 产能？T800H 毛利率？大合同进展？ 



T800H目前有 105吨产能，目前还在验证中，没有最终的

商业供货价格，最终正常销售的毛利率还要取决于未来公司的

产销量、成本控制水平、供货价格等。 

大合同目前在沟通协调中。 

4、第三季度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主要是第三季度民品纤维和碳梁较前两季度增长较多，产

品结构中民品占比提高，公司军民品毛利率差异较大，产品结

构变化导致毛利率下降。 

5、包头建设情况？投产时间？ 

包头项目一期建设 4000 吨，目前土建工程基本结束，后

续进入辅助工程及设备准备及安装，目前碳梁业务用碳纤维资

源紧张，公司希望尽快投产达产。 

6、公司的民品纤维型号？外购纤维的主要供应商？民品

纤维未来价格展望？ 

公司民品纤维有 T700S、T800S、T1000G 以及未来在包头

准备投产的低成本纤维产品。 

公司碳梁和部分预浸料业务有外购碳纤维，其中碳梁业务

的供应商有台湾台塑、土耳其阿克萨、吉林精功等。 

未来随着国内低成本纤维能力的增强和日本对大陆在

T700 级纤维禁运的放松，未来碳纤维民品紧张的状况可能会

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价格走势还需要看市场情况。 

7、包头电价会不会大幅提升？ 

目前了解和沟通的情况是包头项目用电政策没有变化，不

会大幅提升。 

8、碳梁预计今年营收增速情况？原材料涨价压缩了毛利

率几个点？之前公司提到碳梁主要看能不能开发出新产品来

满足市场需求，碳梁开发这块公司目前有哪些进展？难度高

吗？三季度应收账款较年中上升 8000 万元，较去年同比上升

45%，主要原因？存货今年为止上升了 1.1 亿元，主要原因？ 



碳梁由于原材料紧张，实际产能和交付受到影响，第三季

度原材料供应趋于缓解以后，公司也在积极保障交付，今年影

响碳梁毛利率主要是汇率波动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导致。 

碳梁是拉挤工艺产品，公司在拉挤方面也在积极开发新产

品、客户，公司开发的建筑补强板已经实现批量供货。 

应收款上升 8,000万，主要是原因是三季度民品交付量增

加，碳梁账期是三个月，导致应收款增加。 

存货增长主要是为了保证四季度交付，采购原材料、待交

付的产成品等。 

9、公司碳梁业务的利润贡献并不是很大，国内目前掌握

碳梁技术的也有好几家，未来可能更多，两位领导能不能展望

下风电碳梁未来的增长和格局，以及公司管理层对这块业务的

定位是怎么样的？ 

碳梁在近几年收入占比 30%左右。国内的风电厂家已经在

产品开发和测试，清洁能源未来增长风电是很重要的部分，我

们原来一直服务于国际上的客户，随着国内应用场景的展开，

公司和国内风电厂家有合作，开发合适的碳梁产品。  

10、丙烯腈价格上涨会不会对成本有较大影响？ 

军品纤维中，原材料占比不大，丙烯腈价格上涨对成本影

响有限；民品纤维价格随行就市，原材料涨价，售价也会有一

定比例的上涨，对成本有影响但是会通过价格传导。 

11、碳梁业务所需的碳纤维原材料公司未来是否有自产计

划，生产工艺和设备是否还有瓶颈？ 

包头项目当时的布局就是为碳梁提供原材料，当时碳梁原

材料主要来自境外采购，所以公司布局包头项目，为原材料来

源提供保障，工艺和设备目前没有瓶颈。 

12、请问复合材料目前研发生产的进度？航天的需求和订

单有没有新的进展？ 

复材中心的定位是研发中心，但是有一定的生产能力。配



合客户做研发，定型以后转批产，批产节奏取决于下游客户，

复材中心有参与各种研发性质的项目，可以从收入层面关注。 

关于航天应用，目前公司在和客户一起合作开发，也包括

做材料的替代工作，今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禁运给国产

碳纤维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3、在军品合同还没确定的情况下，前三季度军品收入的

价格是按照什么原则来确定的？是去年的价格吗？如果未来

需要下调军品售价，会追溯调整前三季度的收入吗？ 

军品合同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但业务并不受影响，公司

根据备产协议和客户订单积极组织生产和交付，收入确认是参

照去年的价格，并基于前期沟通情况合理估计，最终会跟据签

署的合同约定体现在年度报表中。 

14、公司在大丝束方面的发展战略是怎么样的，未来是为

了保障自供还是会将这一块作为碳纤维业务大规模发展？ 

包头项目本身是考虑公司碳梁业务的需求，行业发展非常

快，未来的发展还要看行业需求状况。 

15、包头客户是否需要维斯塔斯认证？ 

需要，但验证不会像第一次供货那样复杂，可能要几个月

的时间。 

16、能不能具体拆分下预浸料业务，未来的发展潜力，公

司未来的重点方向？ 

预浸料今年增长比较快，增长的主要来源是风电预浸料，

传统渔具领域竞争激烈，对性能等要求不高，价格低，近几年

公司一直在做客户结构调整，向中高端应用领域拓展。 

17、碳梁的生产专利是我们的么？如果给其他厂家供碳梁

是否有障碍？国内碳梁的应用是否受制于维塔斯专利？  

碳梁本身的生产目前不存在专利约束问题，维斯塔斯用碳

梁生产叶片涉及专利，限制了其他厂家用碳梁生产风电叶片，

但目前也有其他厂家开始用碳梁制造叶片，相信专利的影响在



弱化，公司给其他风电厂家供应碳梁不受专利影响。 

18、募投项目已经集中投放，今年出货主要集中在哪些领

域？ 

军民融合项目应用场景主要是气瓶、热场、建筑补强，该

型号产品订单比较多，目前产能有限，在气瓶领域提供的纤维

更多一些；高强高模项目的产品主要应用在卫星上。 

19、风电叶片现在也有碳玻混编的相关技术方案，公司是

否有相关产品的开发？ 

公司有开发碳玻混合的碳梁产品，目的是降低碳纤维在风

电叶片中的使用量，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20、民品碳纤维除了自供碳梁外，是否有大规模外供计

划？  

大丝束纤维主要是对内给碳梁做原材料保障，目前产能没

有大规模外销空间；公司 T700S/T800S产品主要是外售。 

21、复材中心目前是研发定位，但有生产能力，那长期是

什么定位呢？在会不会大规模生产航空航天的复材？ 

复材中心共规划三期，目前募集资金建了一期，自有资金

建了二期，公司想用几年时间进行复材能力建设及业务培育，

目标是有比较强的能力同时找到适合的业务，然后进入研发生

产一体化的阶段。复材中心项目是去年 6月份投产，通过一年

的运营，有很大的进步，如无人直升机、无人运输机、登机梯

等都是复材中心的产品。未来会基于业务资源的协同效应，努

力需求更多的业务和发展机会，提供更多复材产品。 

22、公司的产品可以在碳碳热场上用吗，难点在哪？ 

热场应用主要是干喷湿纺纤维，公司的产品在热场应用完

全没有问题。 

23、气瓶用碳纤维对成本影响也较高，会不会被其他材料

替代掉？ 

相对于其他几种高性能纤维，碳纤维还是有它的性能特点



和优势，碳纤维材料本身的技术性能，在气瓶应用上能够得到

更充分的发挥，目前在气瓶应用上暂时还看不到可以替代碳纤

维的材料。 

24、碳梁目前除了我们供应之外，还有哪些厂家可以做碳

梁？公司的竞争优势？ 

给维斯塔斯供应碳梁的厂家有美国一家以及国内还有另

外一家，据说也有一些其他厂家在为碳梁业务努力和准备；对

公司来说，拥有全产业链的业务布局优势，系统的纤维能力、

树脂能力、装备能力也包括风电业务的历史经验等在碳梁产品

的开发和业务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

可以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25、包头一期是否有大丝束？ 

原计划产品包括 24K和 48K，主要是以低成本纤维为主，

我们了解目前国内低成本产品也都在努力推进中。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年 10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