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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拟采取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9,000.00万元（含），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川润液压液冷产品产业化及智能制造升级技

术改造项目 
20,972.72 20,972.72 

2 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 8,000.00 

合计 28,972.72 28,972.72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川润液压液冷产品产业化及智能制造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川润液压液冷产品产业化及智能制造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实施主体 四川川润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 20,972.72万元 

项目建设内容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增加产品品种，扩大生产产能，在现有产线基础

上拟新增阀块柔性生产线、FMS卧加柔性单元、电动单梁起重机、智

能制造执行系统（MES）等专业设备（不含涉及喷塑等高污染环节的

设备）及智能制造系统各类软硬件设备100余台套。项目建成后，年产

储能液冷系列产品10,000余套；年产数据中心液冷系列产品1,000余套，

年新增海上风电系列产品500余套。 

项目建设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港北六路85号 

2、项目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①强化基地产能储备，助力公司夯实成熟产品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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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润液压是公司旗下专注于开发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润滑液压冷却设

备及集成系统产品的重要实体。2020-2022 年川润液压分别形成营业收入

82,333.68 万元、94,804.91 万元以及 99,597.20 万元，业绩增幅明显，占公司当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达 64.67%、61.91%以及 58.63%。与此同时，由于川润液压位于

成都市郫都区的主要生产基地已投产运营超过 10 年，关键设备使用超过 5 年，

间歇性的局部技改已无法实现基地产能的大幅提升，2022 年度川润液压的产能

利用率已达到 95%以上，产能逐步达到瓶颈。 

紧张的产能利用现状，一方面将使得公司难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完成产品交

付，进而可能影响公司核心产品的市场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司没有富余的产

能空间用以布局新兴业务，极大限制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尤其是随着海上风电市

场的快速发展，基地有限的产能和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公司风电配套的液压、润滑、冷却等系统的产能将得到极大

程度的提升，助力公司夯实优势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②液冷温控市场处于规模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公司亟需抢占市场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到 2025 年，我国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

化应用条件。同时，随着“东数西算”等国家战略的推进实施，近年来我国数据

中心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新型储能和数据中心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极大提高了温控产品的需求。与

风冷产品相比，液冷产品具有低能耗、高散热、低噪声、低 TCO 的优势，近年

来液冷温控产品的市场渗透率也逐渐提升。目前，液冷温控市场处于规模化发展

的重要阶段，各温控厂商纷纷投入资金研发、生产液冷产品以及时抢占市场份额。

公司在风冷、水冷等冷却系统领域拥有长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拥有研发生产液

冷产品的能力，但受制于产能限制，目前公司尚未建立专门的液冷产品独立生产

线，液冷产品的生产规模受到极大制约。为迅速拓展公司液冷产品的市场规模，

提高产品生产能力，积极抢占市场，公司亟需通过实施本次募投项目以实现液冷

产品的规模化和产业化。 

③显著提升公司的智能制造水平和信息化管理水平，强化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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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川润液压有序推进各项管理改革工作，完成了数条生产线的智能化

改造，加强了内部协同，持续提升了质量保障能力。但整体上看，由于智能制造

和信息化管理的顶层规划不足，制造和管理之间、制造内部和管理内部的数据流

动仍然存在较多阻碍，信息孤岛仍然存在。基于公司“十四五”数字化发展蓝图，

构建川润液压智能制造和全链条高效信息化管理体系，将极大助力公司降本增效，

增强综合竞争力。 

川润液压作为公司旗下重要的经营实体，承担着开发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

的润滑液压冷却设备及集成系统产品的重要任务，对其研发体系进行全面的软硬

件升级，显著增强其研发创新能力，将促进公司形成“升级一代、开发一代、储

备一代”的科技创新格局，助力公司长远发展，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2）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①项目实施紧扣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具备良好的政策可行性基础 

近年来现代能源体系构建、双碳目标、智能制造、创新驱动发展等政策规划

持续发酵，对相关产业发展影响深远。本次项目实施紧扣国家新能源消纳配储、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海上风电产业布局及智能制造升级、研发创新等方向，从公

司主营业务和前期技术、市场沉淀角度出发，深化布局储能液冷系统、数据中心

液冷系统、海上风电液压润滑冷却系统等业务板块，项目实施在巩固公司优势产

品市场地位的同时，还将直接助力公司打造和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项目实施具

备良好的政策可行性基础。 

②项目布局业务市场前景良好，且公司营销服务体系完善、客户积淀雄厚 

现阶段，在多项能源发展规划政策引导下，沿海多个省份正积极推动海上风

电建设，海上风电被定位为重要的新兴产业。新能源消纳配储需求带动储能项目

加速落地，储能系统大容量、多场景趋势持续催生液冷技术应用的普及。同时，

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推动数据中心建设及单机柜功率密度的快速提升，PUE 能

耗监管趋严也在持续推动数据中心液冷技术的加速应用，项目整体市场前景良好。 

另一方面，公司在全国 16 个主要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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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服务体系能够快速响应及满足客户需求，确保市场营销向精细化、专业化发

展。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和通用电气、安德里茨、西门子、金风科技、远景能源、

明阳智能、南高齿、上海电气、东方电气、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国内外知名客

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优质稳定的客户结构为项目产品未来的推广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③优势产品订单饱满，新产品已具备初期订单和客户基础 

海上风电液压润滑冷却系统是公司优势产品之一，公司海上风电业务近年持

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客户结构囊括金风科技、远景能源、明阳智能、运达股

份、中车风电、中国海装、东方电气等风电整机领域绝大多数龙头企业，公司是

国内该领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通用电气、金风科技、中车风电及中国能源产业

发展年会等整机厂商和行业协会，先后授予公司“最佳交付奖”“年度优秀供应

商”“引领能源高质量发展新型领先技术产品”“最受欢迎风电机组配套设备品

牌”等多项荣誉。 

储能液冷系统是公司近期拟重点布局的产品，在风电主机厂商逐步进军储能

系统集成业务的大背景下，公司基于风电主机厂商的储能业务需求开展配套，从

而拓展储能温控赛道，在客户延续性上形成了有力保障。随着公司加大对该板块

的投入，结合储能市场的快速发展趋势，凭借工业温控纯水冷却单元关键部件方

面的核心技术，公司未来将着力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数据中心液冷系统是公司中期拟重点培育的产品，从散热方式、管道设计等

角度出发，数据中心液冷与储能温控系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基于工业温控的技

术沉淀，拓展储能温控业务，进一步开拓数据中心液冷业务具有可行性。 

④公司综合技术实力强劲，液压润滑冷却产品已在工业、风电领域成熟应用

多年，公司具备提供储能温控、数据中心液冷解决方案的技术实力 

公司长期致力于高端能源装备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并逐渐形成“风光热电

储一体化”新能源产品生态，并取得了多项专利技术。公司建立了省级院士专家

工作站，获得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资质，机械工业重大技术装备润滑液压技术设备

工程实验室并取得 CNAS（即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证。此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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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润滑、液压、冷却等方面多项国家标准制定以及发电机组在液冷系统方面

行业标准制定。 

公司成立以来，完成了多项“首台”“首套”标杆示范性项目的配套和建设

工作。公司系首台“风力发电机组润滑液压冷却综合系统”的国产化研制、国内

首台兆瓦级轨道交通“飞轮储能装置”二氧化碳压缩储能核心换热装备、全球首

个 10MW 二氧化碳储能示范项目提供整套储能换热装备、亚洲首批单机容量最

大的 10MW 海上风电机组液冷系统等示范性项目的核心供应商。 

整体上看，公司具备为客户提供液冷和温控解决方案的技术实力。 

3、项目投资概算 

经过可行性论证及项目收益测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20,972.72 万元，均为建设投资，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建设投资 20,972.72 100.00% 

1.1 其中：装修及其他工程费 2,359.55 11.25% 

1.2 软硬件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8,613.17 88.75% 

合计 20,972.72 100.00% 

4、项目经济效益及建设周期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投产后储能液冷配套产品、数据中心液冷配套产品和

海上风电配套产品的销售，计算周期为 12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第二年开始部

分业务可投入运营产生收入，预计第 5 年实现达产。本项目预计达产后税后内部

收益率为 21.84%，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5.76 年，具备良好的经

济效益。 

上述测算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测算结果不等同对公司未来业绩做出保证，

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

担赔偿责任，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5、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港北六路85号，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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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川润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6、项目土地情况 

本项目拟在川润液压现有生产基地预留厂房内开展液冷产品产业化及智能

制造升级建设，不涉及新征地块。 

7、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郫都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

（备案号：川投资备【2307-510124-04-02-507386】JXQB-0274号）。本项目不

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中规定的需要申报环

境影响评价的情形，无需履行环评相关程序。 

（二）补充流动资金 

1、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8,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增强公司的

资金实力，降低公司负债规模，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满足未

来业务不断增长的营运资金需求。 

2、必要性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分析 

（1）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27,322.19 万元、153,141.62 万元、

169,863.22 万元，公司经营规模逐步扩大。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公司日常

运营和持续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将进一步加大。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将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满足公司经营规模和业务发展的

需要。 

（2）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 

2020-2022 年各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9.94%、50.43%和 54.71%，

呈上升趋势。公司运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

决定，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可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司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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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保障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并有助于降低公司资金流动性风险，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及竞争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智能制造水平将显著提升、生产经

营规模显著扩大、业务板块进一步拓宽、研发实力和资金实力显著增强。项目建

设符合公司中长期经营战略布局，把握住了本行业及下游行业的发展趋势，项目

实施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和巩固在行业中的地位，增强企业的综合市场竞争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增加，

自有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将得到增强，财务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

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对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同时，

本次募投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募投项目陆续建成投产以及效益的实现，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水平将有大幅提高，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技术水平，

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

性。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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