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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22                                   证券简称：海泰科 

债券代码：123200                                   债券简称：海泰转债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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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东北证券薛进、刘天宇 

浙商资管李育 

东方基金李金龙 

时间 2024 年 5 月 21 日 15:00-17:00 

地点 腾讯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梁庭波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魏秋香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见下文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5 月 21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调研活动首先由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秘

书、证券事务代表通过腾讯会议线上的方式向参与调研人员主要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所处

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公司未来产能规划与业绩，并

进行相关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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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创立于 2003 年，注册资本 8320 万元，公司长期致力于汽车注塑模具及塑料零部件

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项目管理服务。公司不断提升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追求持续

创新和环境友好，聚焦顾客关注点，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价值。经过 20 多年

的不懈努力，公司发展成为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公司现有 5 家全资子公司：①海泰科

模具成立于 2004 年，主要产品为汽车内外饰注塑模具，系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基地；②海泰

科（泰国）成立于 2019 年，主要产品为塑料零部件及模具维修，系公司在东南亚的生产基

地；③海泰科新材料成立于 2022 年，主要从事高分子新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④海泰

科（安徽）成立于 2024 年，系海泰科新材料全资子公司，服务安徽、辐射长三角经济一体

化；⑤海泰科（欧洲）于 2023 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设立，于 2024 年完成注册登记，旨在实

现市场开拓、项目对接及售后服务无缝隙，为全球客户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与全面的优质服

务系海泰科布局欧洲市场，为公司完成国际化布局的重要举措。 

2、公司主要产品和客户 

公司客户主要为国内外知名整车厂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公司产品主要为汽车内外饰注

塑模具，内饰模具包括汽车仪表板模具、门板模具、副仪表板模具、立柱模具等，外饰模具

包括保险杠模具、格栅模具、扰流板模具、落水槽模具等。公司注塑模具主要用于汽车仪表

板、副仪表板、门板、风道、手套箱、A 柱、B 柱、头枕、保险杠、格栅、行李架、落水槽、

挡泥板、扰流板等汽车内外饰件的量产。 

公司专注于汽车注塑模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 多年，主要客户包括延锋（Yanfeng）、

佛吉亚（Faurecia）、埃驰（IAC）、劳士领（Röchling）、萨玛（SMG）、彼欧（Plastic Omnium）、

格拉默（GRAMMER AG）、安通林（Grupo Antolin）、麦格纳（Magna）、安道拓（Adient）

等国际知名汽车内外饰件企业。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通用、大众、奥迪、奔驰、宝马、保

时捷、雷诺、福特、克莱斯勒、捷豹路虎、沃尔沃等国际知名品牌；上汽通用、一汽大众、

一汽奥迪等合资品牌；长城、长安、吉利、奇瑞等国内主流自主品牌，以及理想、小鹏、蔚

来、Rivian、比亚迪、吉利、问界、小米、奇瑞等新能源汽车品牌。 

3、公司技术研发 

公司以产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了以自主研发为主、合作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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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辅的研发模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发管理体系、研发投入核算体系和研发人员培养体系。

2020-2023 年，公司研发投入逐年增长。截至 2024 年 3 月末，公司已累计获得 13 项发明专

利和 64 项实用新型专利，公司自主研发物理微发泡模具技术、化学微发泡模具技术、低压

注塑模具技术、CoreBack 注塑技术、Corein 注塑技术、高光模具技术、多色模具技术、IMD

模具技术、INS 模具技术、气辅模具技术、碳纤维板复合模具技术、模内装配模具技术、内

/外分型保险杠注塑模具技术、麻纤维及其表皮复合模具技术、汽车模具智能化设计技术、

薄壁注塑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具有较强的行业竞争力，目前均已应用于

模具制造，注塑产品已批量生产。 

4、公司荣誉 

公司连续多年获评上汽通用的最佳或优秀模具供应商、一汽大众的“A 级模具供应商”

或“众创楷模”奖、IAC 的“年度优秀供应商”或“最佳质量奖”，2016 年起成为 Faurecia

的“全球战略供应商”。近年来，公司获评中国模具工业协会颁发的“中国大型精密注塑模

具重点骨干企业”、“优秀模具供应商”、“中国模具出口重点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

东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环境特新中小企业”、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诸多荣

誉奖项。 

二、互动交流问答 

1、（1）去年三四季度净利润转负，请问是原因是什么？（2）请介绍一下公司一季度的

业绩情况，对营收进行拆解，各板块毛利率情况如何？（3）一季度综合毛利情况？（4）近

年来海外业务占比提升是何原因，国内外业务毛利率差别如何，将来的业务占比是否会进一

步变化？（5）今年各板块毛利率展望情况如何？（6）上游有色金属（（铝等）涨价对公司的

影响，公司如何应对？ 

答：（1）2023 年三、四季度公司净利润下降具体原因如下：①2023 年 6 月，公司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在第三、四季度共计提利息费用 1,533.85 万元，由此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增

加；②由于（“高合汽车项目”影响，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在第四季度对涉及该客户的应收

账款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415.67 万元以及存货全额计提跌价 984.65 万元，二者合计

1,400.32 万元，由此导致损失大幅增加；③为了更好的激励员工、实现公司员工与企业的共

同成长，公司 2023 年 9 月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在第三、四季度确认股权激励费用 264.61

万元，由此导致费用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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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①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21.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51%；

实现净利润 23.8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7.31%，扣非净利润-227.03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 129.23%。主要原因为 2024 年一季度，公司计提上述可转债利息 734 万元，增加股权激

励费用 129 万元。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计提汇兑损失等，导致营业收入增加而净利润下降。 

②2024 年一季度，公司注塑模具收入 11,290.2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2.70%，占总营

业收入的 81.05%；注塑模具毛利率 22.92%，较上年同期提高 1.04pct；塑料零部件收入

2,581.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52%，占总营业收入的 18.53%；塑料零部件毛利率 24.32%，

较上年同期提高 1.10pct。 

（3）2024 年一季度综合毛利率为 22.84%，2023 年一季度综合毛利率为 22.58%，同比

提高 0.26pct，略有上升。 

（4）①近两年，公司外销占比均在 60%以上。一方面泰国海泰科业务比较稳定，另一

方面近两年外销产品中保险杠等大型模具的产品占比有所提高，使得外销收入占比提升较

快。 

②公司产品为汽车内外饰注塑模具，属于高度定制化产品，不管是外销产品还是内销产

品，毛利率均会根据模具的大小、精密性高低、复杂程度，及客户工期安排等因素出现一定

的波动，但不会出现实质性差别。 

③公司高度重视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布局和业务开拓，并已在泰国、法国分别设立全资子

公司，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对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适时在汽车主要产业集中区域有序设立

分支机构，实现市场开拓、项目对接及售后服务无缝隙，为全球客户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与

全面的优质服务。 

（5）2024 年预计公司注塑模具与塑料零部件的毛利率将保持基本平稳。 

（6）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模板、模架、热流道等，市场整体供应充分，能够

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而模板、模架的主要原料为钢料。目前看，虽然市场上的原料有起

伏波动，但公司钢料的价格较为稳定，公司与供应商作为长期合作伙伴，对一级市场原料的

小幅度波动，通常会互相支持保持价格稳定。 

公司汽车注塑模具产品属于高度定制化产品，定价时会综合考虑原材料成本等多种因素，

在成本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利润水平进行报价。同时，客户基于对模具质量的控制一般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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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商或者规格、型号；因此，客户对于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的模具价格变

化也较为容易接受。公司通过（“成本+利润”的定价机制，有效将成本波动传导至销售价格，

因此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毛利率的波动影响相对较小，未对汽车注塑模具毛利率产生不利影

响。 

2、当前来看四月份经营情况如何？在手订单情况如何？ 

答：截至 2024 年 3 月末，公司汽车内外饰注塑模具在手订单为 83,586 万元，较上期增

长 9.29%，其中新能源汽车注塑模具在手订单为 29,060 万元，较上期增长 2.65%；传统燃油

车注塑模具在手订单为 54,526 万元，较上期增长 13.19%。 

3、公司各类产品发货到验收周期业务多久？确认收入的时间节点和百分比？ 

答：（1）收入确认周期：内单销售于客户最终验收合格后或未验收但超过约定的异议期

限后确认收入，收入确认周期约为 5-10 个月，平均 6 个月左右。外单销售于模具完成出口

报关时确认收入，收入确认周期约 1～2 个月。 

（2）收款方式：由于模具产品为定制化产品，根据客户项目及下游整车厂的付款进度

不同，不同客户以及同一客户的不同项目的验收程序、款项结算等约定均存在一定差异。公

司会对客户的信用进行评价，包括资金风险、项目可持续性、利润率等进行评价。典型阶段

为“签订单-预验收-终验收-质保期”，不同阶段付款比例一般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有如下几

种回款节点： 

1）签订单 30%-首次试模合格 30%-预验收 30%-验收合格 10%； 

2）签订单 30%-PPAP（生产件批准程序）后 40%-SOP（标准作业程序）后 30%； 

3）签订单 40%-预验收合格后 40%-终验收合格后 20% 

4）首次试模 50%-模具交付后 40%-模具交付后 6 个月 10%。 

4、注塑模具业务方面，2023年各主要分类模具占比情况，毛利率水平差距如何？下游

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供货是否对不同整车类别有供货品类侧重，燃油车和新能车的产品毛

利率情况是否有差别？今年模具业务整体的增长展望情况？ 

答：（1）2023 年，公司注塑模具收入 48,816.26 万元，其中：内饰模具收入为 31,377.16，

占注塑模具业务收入 64.28%，外饰模具收入 17,174.51 万元，占注塑模具业务收入 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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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外饰毛利率比内饰毛利率略高。 

（2）不管是新能源汽车，还是传统燃油汽车，均需要内外饰件，均需要内外饰注塑模

具，公司对是否为新能源车模具无特殊侧重。 

不管是新能源汽车还是传统燃油汽车注塑模具，均属于高度定制化产品，其毛利率会根

据模具的大小、精密性高低、复杂程度，及客户工期安排等因素出现一定的波动。 

（3）从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情况看，今年模具业务将会保持稳健增长。 

5、塑料件业务方面，相关客户与模具业务的交叉情况，两者是否有明显的协同？今年

塑料件业务的增长展望情况？ 

答：（1）公司现有塑料零部件业务仅限于泰国海泰科，且以泰国延锋的项目为主。 

（2）今年泰国海泰科的业务主要依据客户的排产计划，从客户项目预测，营收预计同

比增长 10%左右。 

6、模具、塑料件接入新客户的验证周期如何？竞争壁垒如何？ 

答：（1）接入新客户的验证周期 

1）对于注塑模具供应商来说，进入汽车厂的供应商名单是一个复杂且耗时的过程。这

个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多个因素，如公司的规模、技术实力、产品质量、行业声誉以及汽车厂

的具体要求等。如下： 

①首先，汽车厂通常会对潜在供应商进行严格的评估，包括对其生产能力、质量管理体

系、技术水平、交货能力、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考察。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周到数月的时间。 

②其次，旦通过初步评估，供应商还需要与汽车厂进行多轮的技术交流和商务谈判，以

确保双方对模具的设计、制造、交付和售后服务等方面有明确的共识。这个过程也可能需要

一定的时间。 

③最后，即使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合同，供应商还需要按照合同要求完成模具的制

造和交付。这个周期的长短取决于模具的复杂程度、生产能力和交货时间等因素。海泰科主

要承接大型精密注塑模具，其制造、交付周期和验收周期较长，一般需要 1~2 年甚至更长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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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汽车塑料件供应商来说， 

汽车注塑件供应商进入汽车厂供应商名单的周期同样是一个相对较长且复杂的过程。具

体周期的长短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主要如下： 

①初步评估：汽车厂会对潜在的注塑件供应商进行初步评估，包括对其生产能力、质量

管理体系、技术实力、财务状况、行业声誉等方面的考察。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周到数月的

时间，具体取决于汽车厂的要求和流程。 

②技术交流与商务谈判：如果供应商通过了初步评估，接下来需要与汽车厂进行技术交

流和商务谈判。这包括了解汽车厂的具体需求、技术规格、质量要求、交货期等，并讨论合

作细节，如价格、付款方式、售后服务等。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多轮的沟通和协商，持续时间

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③样品测试与认证：在正式合作之前，汽车厂通常会要求供应商提供样品进行测试和认

证。供应商需要按照汽车厂的要求准备样品，并经过严格的测试和评估，以确保产品符合汽

车厂的质量标准和要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具体取决于样品的复杂程

度和测试流程。 

④合同签订与履行：一旦样品通过测试和认证，双方将签订正式的合作合同。供应商需

要按照合同要求完成产品的制造和交付，并确保产品质量、交货期等方面符合合同规定。合

同履行的周期取决于具体的订单量和交货期要求，可能从数周到数月不等。 

（2）模具行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大行业、小企业”格局特征，行业内企业规模普遍

较小，模具产品以中低端为主，在大型、高精密注塑模具细分行业，有实力的竞争者也越来

越少。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大型、高精密注塑模具细分行业存在着行业壁垒： 

1）技术与人才壁垒 

注塑模具属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定制化产品，对企业的设计研发水平、生产加工精密度、

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有很高要求。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是注塑模具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

键。随着人们对安全、舒适、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以汽车主机厂商为代表的下

游客户对零部件供应商和模具产品的性能、质量要求也更为严苛，而新产品的开发周期逐渐

缩短。模具制造企业必须准确把握下游产业的发展趋势，持续跟踪和吸收行业前沿技术，通

过不断的技术积累，以丰富的技术储备和完整的制造工艺体系，更好满足客户需求。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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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长期技术积累，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行业发展要求的设计和制造技术水平。 

2）品牌与客户壁垒 

下游汽车厂商对模具的技术和产品质量有自己的标准体系，一旦选定供应商，倾向于长

期合作，呈现出较高的客户粘性。更换替代供应商往往意味着变更自己的技术质量标准体系，

特别是在新车型开发周期缩短的情况下，引进新的供应商，很可能因为未能按时交付，或者

设计风格、工艺要求不符需求，影响到新车型的开发上市进度。考虑到模具产品性能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汽车厂商在选择模具供应商时一般会选择规模较大、技术实力较强的有一定品

牌影响力的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整车厂和模具企业形成一种紧密合作关系，在后续

同类新增和改造项目中，整车厂会优先考虑有稳定合作关系的供应商。新进入者由于缺乏市

场和品牌积累，短时间内很难进入汽车厂商的供应链。 

3）管理壁垒 

模具制造大多是针对特定用户的个性化生产，属典型的离散制造，产品种类多，生产周

期长，活化劳动比重大，平衡生产和企业管理的难度大。不同客户对模具的技术、产品规格、

工艺精度和交付期限要求往往差异很大，生产商必须具备较高生产组织和管理水平，以适应

“精、专、特”的发展要求。模具企业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效组织研发、设计、生产和检

验等部门力量，并在原材料采购、销售订单管理、作业流程管理和装配试模等环节采取精细

化管理，通过更高的综合管理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新进入模具行业的企业，短期内难以

组建起高效的管理团队和稳定的管理机制，较难获得客户的认可。 

4）资金壁垒 

注塑模具行业具有固定投资较大、制造交付周期较长的特性，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在

建厂初期，企业需要购买专用生产加工设备，因为对精密加工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高，

目前主要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通常单台设备售价高达数百万，需要较多资金投入。由于

订单获取、设计、生产、发货到最终销售回款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所以对企业的生产营运资

金需求较大。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企业在技术、设备和人才等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因

此要求进入本行业的企业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综上，模具行业内有能力从研发、设计、生产到销售，提供一整套配套服务的模具企业

为数不多，更多企业只能够面向特定需求生成一种或几种模具，发展空间有限。资金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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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强的企业订单需求逐年增加，业务规模逐年增大，客户数量随之

增加；而那些无法实现大额资金周转，产能无法满足客户特定需求，并且技术研发能力弱，

无法通过提高技术实现成本下降的企业规模将无法保持持续增长。因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

模具行业，只有那些资金投入较大，具有较强研发能力，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加强与下

游客户配套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 

7、公司各板块业务的产能情况如何，利用率情况如何？产品自主生产和外协加工的比

例情况？ 

答：（1）公司未来产能规划情况如下： 

1）内外饰注塑模具：截至目前，公司首发募投“大型精密注塑模具项目”已经陆续开始

投产，2024 年及以后年度模具产量将稳步增长，达产后产能预计在每年 1000 套左右。 

2）“年产 15 万吨高分子新材料项目”计划总投资 50,315.59 万元，该项目建设期 2 年，

预计 2025 年开始试生产，达到设计产能的 60%，2026 年达到设计产能的 80%，预计 2027

年完全达产。 

（2）产品自主生产和外协加工的比例情况： 

2023 年，公司注塑模具外协加工的成本占比为 22%，从同行业对比看，外协加工占比

20%以上是一个稳定的模式。公司外协采购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对于部分非常用工序，公司不具备生产条件的特殊处理工艺，从成本原则考虑，公

司采取委外加工方式完成，如：皮纹、雕刻等工序采购。 

2）注塑模具为非标准化定制产品，产品因客户的需求而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产品设计

结构、加工工序及复杂程度、加工时间各不相同，单件产品生产所需耗用的时间、占用的设

备及人员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公司核心生产环节为设计、关键零部件的精加工、装配和调试等；公司委托外协加工商

加工的主要系非关键零部件的单工序或者多工序加工，技术含量相对较低、附加值较小，不

属于公司的核心生产环节。随着公司生产规模扩大，承接订单量增加，即使新产能投放，一

些非关键零部件的单工序或者多工序外协加工仍然会持续，预计可减少的外协加工对利润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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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与华为、小米等相关业务的合作情况如何？（具体到车型及相应产品品类占比

情况） 

答：（1）公司为问界、小米汽车提供部分内外饰注塑模具，具体车型包括问界 5、问界

7、问界 9，及小米某款车型。鉴于商业保密原则，公司与问界、小米提供的产品和合作的进

一步信息不便透露，敬请理解。 

（2）2023 年，公司用于问界车型的注塑模具确认收入 326 万，占主营业收入比例 0.6%。

用于小米汽车的相关注塑模具暂未确认收入，预计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 

9、近期海运费上涨对公司的影响？ 

答：近期由于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海运费有所波动，但由于海运运费占公司营业成本

比例较少，对公司毛利率影响较小。 

10、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近两年转负，主要原因？ 

答：公司 2022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为 964.84 万元，2023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为

4,287.64 万元。近两年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的原因如下： 

一方面公司现金流入减少，主要由于近两年公司外销占比在 60-75%，且主要为欧盟区

域，外销在报关时确认销售收入，这个时点公司收到的货款较少。另外，自欧元区加息周期

以来，特别伴随着俄乌战争，导致欧元区整个经济下滑严重，欧洲部分一级供应商（客户）

货款支付周期拉长，使得公司货款回笼越来越慢。同时，由于欧元区高利率，公司考虑资金

成本，也减少了反向保理融资业务。因此，应收账款回款减少，使得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较少。 

另一方面公司经营现金流出增加，主要由于近两年公司生产规模扩大，订单增加，向供

应商支付的货款较多，同时生产规模扩大对人才的需求更大，人员储备数量增加，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也相应增加，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多，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金额

较大。 

公司预计 2024 年经营现金净流量将有所改善，主要为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大对

客户回款催收力度，特别是加大对逾期货款的回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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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合汽车项目”影响，应收账款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415.67万元以及存货全额

计提跌价 984.65万元，二者合计 1,400.32万元，当前来看是否能够收回？ 

答：据悉美国当地时间 2024 年 5 月 16 日，iAutoGroupInc.（（简称：（“iAuto”）与华人运

通正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iAuto 将注资十亿美金。内容包含：股权重组、并购相关的

合作，技术和研发、工程的合作，品牌和海内外市场营销的整合。在 iAuto 的资金支持下，

高合汽车已经开始重新组建团队并在不久将来恢复生产和销售。据了解，高合内部已成立供

应商端事务工作小组，公司与高合汽车方面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与沟通，我们认为将来能够收

回计提的相关损失。 

12、根据股权激励，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今年营收计划是否目标 6亿，净利润是否有目标？ 

答：根据公司 2024 年度预算方案，预计 2024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左右。 

13、转债每年对财务费用的影响情况如何，公司对转债后续转股意图如何？ 

答：公司发行可转债后，公司平均每年需计提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3,800 万元左右，由于

计提金额较大，会减少公司净利润金额，对公司经营情况有一定影响。 

公司可转债已于 2024 年 1 月 3 日进入转股期，公司将根据二级市场情况、公司股价走

势及预期、转股情况等因素，积极促进债券在转股期内完成转股。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基本情况
	2、公司主要产品和客户
	3、公司技术研发
	4、公司荣誉
	二、互动交流问答
	1、（1）去年三四季度净利润转负，请问是原因是什么？（2）请介绍一下公司一季度的业绩情况，对营收进行拆解，各板块毛利率情况如何？（3）一季度综合毛利情况？（4）近年来海外业务占比提升是何原因，国内外业务毛利率差别如何，将来的业务占比是否会进一步变化？（5）今年各板块毛利率展望情况如何？（6）上游有色金属（铝等）涨价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如何应对？
	2、当前来看四月份经营情况如何？在手订单情况如何？
	3、公司各类产品发货到验收周期业务多久？确认收入的时间节点和百分比？
	4、注塑模具业务方面，2023年各主要分类模具占比情况，毛利率水平差距如何？下游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供货是否对不同整车类别有供货品类侧重，燃油车和新能车的产品毛利率情况是否有差别？今年模具业务整体的增长展望情况？
	5、塑料件业务方面，相关客户与模具业务的交叉情况，两者是否有明显的协同？今年塑料件业务的增长展望情况？
	6、模具、塑料件接入新客户的验证周期如何？竞争壁垒如何？
	7、公司各板块业务的产能情况如何，利用率情况如何？产品自主生产和外协加工的比例情况？
	8、公司与华为、小米等相关业务的合作情况如何？（具体到车型及相应产品品类占比情况）
	9、近期海运费上涨对公司的影响？
	10、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近两年转负，主要原因？
	11、“高合汽车项目”影响，应收账款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415.67万元以及存货全额计提跌价984.65万元，二者合计1,400.32万元，当前来看是否能够收回？
	12、根据股权激励，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今年营收计划是否目标6亿，净利润是否有目标？
	13、转债每年对财务费用的影响情况如何，公司对转债后续转股意图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