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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5         证券简称：卓郎智能        公告编号：临2022-032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郎智能、上市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2527 号），（以下简称：《半年报

问询函》）。 

公司对《半年报问询函》所述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现就《年报问

询函》中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简称与《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

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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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关联方欠款风险。半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40.60

亿元，其中公司对关联方利泰醒狮应收账款余额 26.57亿元，占公司应收账款总额

的 65.44%。根据前期监管工作函回复，利泰醒狮计划于未来 2 年内完成相关货款

的支付。请公司：（1）补充披露 2022年上半年公司对利泰醒狮应收账款的回收情

况以及截至 6 月末利泰醒狮欠款账龄分布情况；（2）结合利泰醒狮目前实际经营、

财务状况等说明后续是否存在欠款无法及时回收的风险，以及公司后续催收和保

障回款的措施；（3）结合公司对利泰醒狮长期存在大额应收账款且回款比例较低

的情况，说明相关欠款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是否存在利益侵

占等情形。 

回复： 

（1）补充披露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对利泰醒狮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以及截至 6

月末利泰醒狮欠款账龄分布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对利泰醒狮应收账款的回收共计 145 万人民币。截至 2022

年 6月末利泰醒狮欠款账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信用期内 - 

超过信用期三个月以内 5,104 

超过信用期三个月到六个月 2,687 

超过信用期六个月到一年 152,411 

超过信用期一年以上 2,496,624 

合计 2,656,826 

（2）结合利泰醒狮目前实际经营、财务状况等说明后续是否存在欠款无法及

时回收的风险，以及公司后续催收和保障回款的措施； 

2.1 利泰目前的经营状况 

自 2015 年起，利泰醒狮陆续于新疆库尔勒市、奎屯市、麦盖提县等地设立子

公司新建现代化纺纱项目。除中国新疆自治区外，结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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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转型战略以及配套产业政策引导，利泰醒狮还于 2015 年启动建设位于乌兹别

克斯坦共和国卡尔希市的现代化纺纱项目。由此，利泰醒狮向卓郎采购全流程纺织

机械用于新建纺纱厂，利泰醒狮各纺纱厂基本情况以及投资进度如下： 

新疆利泰成立于 2015 年 4 月，位于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20 亿元。新疆利泰的工厂占地 2,072 亩，项目共规划 12 个现代化纺纱车

间，产能共计 210万锭，总投资约人民币 65 亿元。项目于 2015年 4月开工建设，

一期项目 7 个车间于 2016 年 4 月起逐步投产，于 2016 年 10 月全部投入运营，二

期项目 1 个车间于 2018 年 5 月投入运营，其余 4 个车间也已全部建成并完成主要

设备的安装调试，受到疫情等外部环境影响，三期项目预计将于 2023 年一季度前

实现投产。 

奎屯利泰成立于 2015 年 5 月，位于新疆伊犁州奎屯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

亿元。奎屯利泰的工厂占地 1,227亩，项目共规划 6个现代化纺纱车间，产能共计

108 万锭，总投资约人民币 39.5 亿元。项目于 2015 年 6 月开工建设，一期项目 2

个车间分别于 2017 年 6 月和 10 月投入运营，二期项目中 2 个车间已于 2020 年四

季度投入运营，另外 1个纺纱车间已于 2021 年二季度实现投产。 

利泰国际成立于 2015 年 1 月，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利亚州卡尔希市市

郊，注册资本为 4,685 万美元。利泰国际的工厂占地 30 公顷，项目共规划 2 个现

代化纺纱车间和 1 个现代化织布车间，产能共计 24 万锭（纺纱）和高速织机 150

台，总投资约 2.1 亿元美金。项目于 2015 年 7 月开工建设，首个纺纱车间于 2017

年 8 月投入运营，另 1 个纺纱车间已于 2021 年四季度实现投产。织布车间尚在建

设中。2022 年 9 月，撒马尔罕上合峰会期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台专程报道

了利泰国际工厂的运营情况。 

麦盖提利泰成立于 2018 年 8 月，位于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城南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 亿元。麦盖提利泰的工厂占地 450亩，项目共规划 2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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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车间，产能共计 24 万锭，总投资约人民币 12 亿元。项目于 2019 年 3 月开工

建设，已于 2021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陆续实现投产。 

利泰醒狮在新疆投资布局，规模大范围广，前期建设准备时间较长，且项目进

度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对回款进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向利泰醒狮了解到，根

据利泰醒狮的经营规划，目前投资规划已基本到位。截止目前，利泰醒狮已完成于

新疆库尔勒市、奎屯市、麦盖提县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卡尔希市的现代化纺纱项

目，其中除库尔勒三期 4个车间尚未投产，其余车间均已投产。库尔勒三期项目受

到疫情影响，投产时间晚于预期，预计将于 2023年一季度前完成投产。 

2022 年上半年，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反复、国际环境趋于复杂等外部环境因素

影响，整体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全球纺纱厂开工率仅为 45.8%。下游服装消费行业

不景气传导至上游纺织市场，导致需求不足。2022 年上半年国内棉花价格持续下

跌，棉纱成品销售价格随之下降，而纺纱厂前期购入的高成本棉花匹配低售价的棉

纱成品，导致利润有所减少。虽然，利泰醒狮位于库尔勒、奎屯以及麦盖提的工厂

上半年开工率保持在 80%，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2022年上半年利泰醒狮经营性略

微亏损。 

尽管近期新疆地区疫情爆发，导致利泰醒狮部分工厂受到阶段性停产影响，但

2022 年 7 月以来，国内棉花价格逐步企稳，国家相继出台各类消费刺激政策,下游

纺织市场稍有好转。公司也将持续关注利泰醒狮所处行业以及自身的经营状况。 

2.2 利泰目前的财务状况 

利泰醒狮 2020年-2022年 1-6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人民币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营业收入 43.1 60.7 39.9 

净利润/(净亏损) (0.3) 1.0 0.5 

经营性现金流 4.7 8.4 1.5 

总资产 177.3 183.7 185.1 

资产负债率 79.5% 80.1%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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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能不断提升，2020 年至 2022 年 1-6 月利泰醒狮的营业收入及经营性现

金流均实现大幅增长。2020年-2021年净利润稳步增长，受到上述棉花价格短期持

续下跌而导致利泰醒狮的营业利润有所减少的影响，2022 年 1-6 月利泰醒狮净利

润短期内略微亏损，但考虑到利泰醒狮的资产规模会产生较大的折旧等非付现成本，

因此，即便在净利润略微亏损的情况下，利泰醒狮 2022 年 1-6 月经营性现金流仍

有较好的表现。2020 年末至 2022 年 6 月末，利泰醒狮的总体资产规模保持稳定，

资产负债率符合产能爬坡期大规模纺纱厂的财务状况，逐年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综上，利泰醒狮整体财务状况呈现向好的趋势。目前，利泰醒狮除库尔勒三期

受疫情影响暂未投产外，其余已建车间均已投产。后期，随着库尔勒三期的投产，

利泰醒狮的产能将有进一步提升。公司关注到近期国家相继出台各类消费刺激政策，

将对利泰醒狮的下游服装行业产生积极影响。此外，2022 年上半年对利泰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的棉花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也有所好转，目前国内棉花价格逐步趋于稳

定。结合上述外部及内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利泰醒狮未来的经营及偿债能力将有进

一步提升。 

2.3 公司后续催收和保障回款的措施 

2022 年上半年利泰醒狮向卓郎支付设备款共计人民币 145 万元。公司管理层

高度重视利泰醒狮的回款问题，持续跟踪利泰醒狮的项目进度及融资到位情况，积

极催收，已采取及计划采取的催收措施包括：发送催收函、委派专人跟踪利泰醒狮

所在行业以及自身经营和财务情况、与利泰醒狮管理层商议还款来源等，以保障上

市公司利益。经过公司与利泰醒狮的沟通，利泰醒狮计划于 2022年及 2023年完成

剩余货款的支付。还款来源主要包括：利泰醒狮运营现金流结余、利泰醒狮应收政

府的补贴款等。公司关注到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7 月印发的“自治区贯

彻落实国发〔2022〕12 号文件精神推进经济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财政

税收退税政策、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政策、加大贷款支持力度以及推动实际贷款利率

稳中有降等措施，将对利泰醒狮加快补贴款的收回以及改善流动性起到扶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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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与利泰醒狮支付货款相关的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公司也将对还款进度进行持

续跟踪。 

（3）结合公司对利泰醒狮长期存在大额应收账款且回款比例较低的情况，说

明相关欠款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是否存在利益侵占等情形。 

利泰醒狮历史年度回款情况良好。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公司自利泰醒狮累

计收回的货款 73.92亿占累计向其销售设备货款的比例为 74.2%。但 2020年起，由

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不可控客观因素，利泰醒狮部分项目落地缓慢，从而影响

项目融资进程，导致利泰醒狮回款速度减缓。公司认为关联方交易具备真实的商业

背景，近年来的欠款主要为外部环境变化所致。因此，关联方利泰醒狮的欠款不构

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没有非法占有上市公司利益。 

2.关于流动风险。半年报披露，报告期末新增已逾期未偿还的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余额 7300 万元，系对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分行的借款。

此外，公司报告期末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9365 万元，为对浦发银行乌

鲁木齐南湖路支行的借款。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与银行就逾期贷款偿还及

续贷事宜的沟通进展；（2）结合公司目前的资金情况、有息负债规模及偿债安排

等，补充披露逾期借款的风险敞口、还款进展，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债务逾期风险，

并充分提示风险；（3）说明上述流动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公司拟采

取的改善债务结构、缓解债务压力的应对措施。 

回复： 

（1）补充披露公司与银行就逾期贷款偿还及续贷事宜的沟通进展 

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逾期未偿还的借款及风险敞口金额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已逾期金额 风险敞口 

中国进出口银行 73,000 73,000 

浦发银行 93,650 93,650 

合计 166,650 16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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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 

2018 年 11 月 9 日，卓郎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自治区

分行借入期限为 4年的项目借款。该笔借款用于新疆工厂建设。根据分期还款安排，

于 2022 年 6月 20日应还款人民币 7,300万元。公司未能及时与银行就展期方案达

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展期协议，导致目前该笔借款已逾期。 

2）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南湖路支行 

2020 年 3 月 30 日，卓郎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于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南湖路支

行开具面额为 1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该笔承兑汇票由卓郎智能进行到期承兑，票

据的到期日为 2021年 3月 30日。该笔票据用于卓郎智能下属子公司的日常运营。

公司及银行未能在票据到期前就该笔借款的再融资安排完成协商，导致目前该笔贷

款逾期。 

关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逾期项目贷款，目前公司正在与银行商议展期方案。关

于浦发银行的逾期流动性贷款，公司目前正在与银行商议还款及续贷的方案。考虑

到疫情等外部环境对新疆运营主体的影响，在中央治疆方案的指引下，自治区党委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自治区贯彻落实国发

〔2022〕12 号文件精神推进经济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措施”,文件提出“按照市场化

原则，通过展期或续贷支持等方式，帮助受困企业抵御疫情影响，不得盲目限贷、

抽贷、断贷。”。公司将结合相关政策与银行积极沟通，力争于年底前完成该两笔

融资的展期及续贷工作。 

（2）结合公司目前的资金情况、有息负债规模及偿债安排等，补充披露逾期

借款的风险敞口、还款进展，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债务逾期风险，并充分提示风险；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货币资金共计 7.4 亿元，其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5.3

亿，可满足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有息负债共计 22.2 亿，除上述两笔已逾期贷



8 
 

款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银行债务逾期风险。公司近二年一期的借款余额（有息负债

本金）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22年 6月末 2021年 12月末 2020 年 12月末 

短期借款 1,388,466 1,360,690 1,968,816 

应付票据  50,000 489,000 

长期借款（含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 
832,000 1,159,881 1,530,750 

合计 2,220,466 2,570,571 3,988,566 

项目借款 148,000 148,000 200,000 

流动性借款 2,072,466 2,422,571 3,788,566 

自 2021 年起，公司通过优化业务结构等措施，有效降低融资规模，2022 年 6

月末借款余额较 2020 年末降低 44.3%。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有息债务 22.2 亿

中，项目借款金额为 1.5 亿，为公司建造厂房而借入的长期借款，剩余 20.7 亿为

流动性借款，除浦发贷款逾期，公司尚在与银行协商续贷方案以外，剩余流动性借

款的续贷、展期工作均在有序推进中。2022 年上半年共计完成流动性贷款续贷、

展期规模 8.5亿元。 

此外，2022 年上半年，公司通过整体运营结构的优化，财务偿债比率，包括

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均较上年末有所好转，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22年 6月末 2021年 12 月末 

流动资产 6,957,243 8,048,711 

流动负债 5,552,282 7,287,174 

流动比率 1.25 1.10 

总资产 10,706,382 12,127,896 

总负债 6,138,751 7,938,289 

资产负债率 57.3% 65.5% 

综上，公司目前货币资金可满足日常运营，2022 年上半年融资规模稳中有降，

财务偿债比率有所好转，短期内不存在较大流动性风险。但考虑到目前新疆地区的

疫情情况，逾期借款续贷或展期最终的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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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明上述流动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公司拟采取的改善债务

结构、缓解债务压力的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贷款逾期情况未影响公司正常运营，针对目前的债务结构及规模，公

司拟采取如下措施，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债务压力： 

1）通过公司治理改善盈利能力。公司自 2021年起在全球经济形势不佳的大背

景下，积极调整运营布局，出售旗下亏损业务，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公司未

来将持续监控下属各业务板块情况，必要时积极做出调整，提升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2）实施精细化运营管理，包括有效管理库存，减少资金沉淀，加强信用期管

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加快资金周转，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在保障经营资金需求

的情况下，尽可能控制融资规模，降低利息费用。 

3）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加强与银行的沟通合作，增强信任，保

持良好合作关系，避免出现金融机构抽贷，压贷的情况。 

4）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公司的所有有息债务均为向中国境内

银行借入的人民币借款。公司主要海外工厂位于德国，日常运营使用的货币为欧元。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德国银行沟通，力争获取境外银行的欧元授信，以降低公司融资

成本。 

3.关于货币资金。半年报披露，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7.42 亿元，为去年上

半年末的近 2倍，但期间利息收入仅 537万元，不到去年同期利息收入的 2成，资

金收益率大幅下降。请公司结合报告期日均货币资金余额、存款利率水平、资金

存放等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资金收益率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资金是否存在潜

在限制用途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回复： 

公司报告期及上年同期月均货币资金余额及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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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人民币 

 境外 境内 合计 境外占比 境内占比 

2022年 1-6月 730,240 293,551 1,023,791 71.3% 28.7% 

2021年 1-6月 157,670 1,166,705 1,324,375 11.9% 88.1% 

注：2021 年 6 月末公司银行存款共计 12.9 亿，其中包括货币资金 3.8 亿以及

长期借款保证金 9.1 亿（列示于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 

2022 年上半年公司货币资金主要存放于境外，公司境外子公司主要分布在欧

洲，存款币种主要为欧元，存款利率约为 0%。公司存放于境内的货币资金，存款

币种主要为人民币，存款利率为 0.25%-3.3%。报告期资金收益率同比大幅下降，

主要原因如下： 

1）境内借款保证金大幅下降 

公司部分境内银行借款存在保证金质押的担保方式。2021 年上半年，公司受

限资金中包括长期借款保证金 9.1亿。该部分保证金于 2021年下半年及 2022年上

半年随着借款到期陆续释放，并用以偿还借款，从而导致 2022 年 1-6 月境内月均

存款余额大幅下降。上年同期该等保证金为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本期境内存

款产生的利息收入随余额减少大幅下降。 

2）境外子公司资金余额增加 

2021 年，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 Saurer Netherlands Machinery Company B.V.

将自动络筒机、Temco 专用轴承和 Accotex 橡胶件三项产品及相关业务、资产、技

术作价 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23亿)出售给 Rieter Holding AG，公司于 2021年 8

月收到交易款。该笔款项随即部分用于偿还借款及支付供应商货款。因此，2022

年 6 月期末公司境外货币资金月均余额较同期有所上升,由于公司境外子公司主要

分布在欧洲，公司境外存款主要为欧元，欧元存款利率约为 0%。因此本期利息收

入并未随资金余额的上升而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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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资金，除已披露的日常运营所需形成的受限资金以外，不存在潜

在其他限制用途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4.关于其他应付款。前期，公司与关联方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未履行审

议及披露程序被出具监管措施。半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3.63 亿元，

其中账龄超过一年的其他应付款 9,707.90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前十大应

付对象、是否为关联方、发生时间、往来或拆借金额、形成原因、约定偿还时间、

利息安排等；（2）说明账龄超过 1 年的往来款的具体内容以及长期挂账的原因及

合理性。 

回复： 

（1）补充披露前十大应付对象、是否为关联方、发生时间、往来或拆借金额、

形成原因、约定偿还时间、利息安排等； 

截至 2022年 6月末，公司前十大应付对象及相关信息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序号 前十大应付对象名称 发生时间 金额 形成原因 

1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2018.10-2022.6 51,483 工厂基建工程款 

2 
宁夏如意科技时尚产业

有限公司 
2018.12 25,369 待结清交易款 

3 
乌鲁木齐国际纺服中心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1.12 20,270 政府补贴代垫款 

4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8.11-2021.12 18,028 工厂基建工程款 

5 
源讯信息技术（中国）

有限公司 
2021.10-2021.12 12,526 工厂基建工程款 

6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2021.12 12,486 审计费 

7 新疆鸿珊物流有限公司 2022.03-2022.06 6,044 物流运费 

8 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12-2022.4 4,223 工厂基建工程款 

9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 3,319 工厂基建工程款 

10 工会 2020.11-2022.06 2,505 应付工会费 

 合计  15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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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其他应付款的偿还时间均为结合合同约定，根据公司与供应商的沟通及具

体资金安排而定，均不包含利息，且付款对象均为非关联方。 

（2）说明账龄超过 1年的往来款的具体内容以及长期挂账的原因及合理性。 

账龄超过 1年的其他应付款项主要为工厂基建款，占全部一年以上其他应付款

项金额的 61%。由于工程规模大，工程期限较长，而部分工程款项需在项目完工验

收后再结清，因此导致以前年度确认的应付款项账龄较长。此外，账龄较长的其他

应付款包括待结清交易款以及生产运营过程中收到的保证金押金等。 

5.关于经营风险。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15亿元，同比

下滑 7.3%，扣非后归母净利润-9153.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亏 3797.30 万元，近

三年一期的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29.74%、20.22%、11.92%、12.95%，呈下滑趋势。

请公司：（1）结合所处行业整体发展情况、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主要产品竞

争力及毛利率变化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况等，分析公司 2020 年至今主业

盈利能力较弱的原因，说明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2）补充披露公司为

改善主营业务盈利情况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回复： 

（1）结合所处行业整体发展情况、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主要产品竞争力

及毛利率变化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况等，分析公司 2020 年至今主业盈利

能力较弱的原因，说明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 

行业及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重创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

界民生和经济均受到较大影响。为应对疫情，各国封锁措施一度使经济大面积停摆，

造成工厂生产停工、供应链整体不畅。在此背景下，纺织行业也出现明显下滑。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总体呈现修复走势，但仍受到疫情反复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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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供应链不畅，原材料价格上升，需求端观望情绪较重，纺织企业运行质量虽

较年初有所改善，但行业未复苏至疫情前水平，经营压力仍然较大。 

收入方面，公司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受全球经济形势、疫情反复、

贸易摩擦升级、投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境内外部分工厂开工率不足，生产进

度有所滞后；同时，部分原材料供应周期有所延长，导致部分产品的交货期延后，

交货量不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营业收入的实现。此外，由于公司已出售络

筒机，轴承以及橡胶件业务，因此报告期的营业收入未包含该三项业务的营业收入。

上年同期该三项业务收入贡献约 6.4 亿元，不含该三项业务的营业收入为 18.6 亿

元。若扣除该三项业务，本期营业收入同口径比较增长 24.3%。成本方面，全球普

遍物流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为弥补部分原材料短缺带来的暂时性的额外成

本，以及在收入未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高额的固定成本导致公司运营成

本端有较大压力。费用方面，公司由于境外公司重整产生相关费用以及针对逾期应

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导致近年来费用支出较大。综上，收入、成本、费用因素叠加，

导致近三年一期的扣非后净利润及毛利率下降。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随着疫情得到一定控制，纺机市场处于逐步复苏的

阶段，公司抓住市场机会，秉承客户至上的理念，通过多项举措聚焦优化产品、大

力开拓市场，推动销售的增长。2022年上半年期末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51%。该部分

订单将在未来逐步转化为销售收入。 

产品竞争力及毛利率变化情况 

作为历史悠久的智能化成套纺织设备全球领军企业之一，自品牌建立至今，长

期对纺织机械的研发投入及技术积累，使公司无论在产品设计能力、生产工艺、加

工精度和监测控制技术等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除产品完善的技术体系

及行业领先的技术能力以外，公司的产品竞争优势还包括：悠久传承并全球知名的

品牌、全球化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优质的产品性能和质量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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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分事业部的产品毛利同比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纺纱事业部 1,877,548 1,652,740 12.0% 2.5% 7.6% 
减少 8.4个

百分点 

技术事业部 443,140 365,476 17.5% -33.1% -26.3% 
减少 4.1个

百分点 

公司的主要产品纺织机械采用定制化生产模式，整机的生产周期约为 6-12 个

月，2022 年上半年发运设备对应的订单谈判时间约为 2021 年上半年，订单签署后，

全球普遍物流成本持续上升、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公司为弥补部分原材料短缺产

生暂时性的额外成本，而该部分上升的成本未能在已签署的销售合同中通过售价调

整反映，从而导致公司报告期毛利率同比下滑。对此，公司积极优化定价机制，对

于新接收的订单，适当提高产品售价，以此应对成本提高的影响。 

同行业可比情况 

公司选取了行业内规模与公司相近的瑞士上市公司立达股份以及国内上市公司

经纬纺机，对比分析营业收入，扣非归母净利润。其中，由于公司已于 2021 年向

立达股份出售络筒机，轴承以及橡胶件业务（以下简称：三项业务），因此 2022

年 1-6月的公司营业收入未包含该三项业务的营业收入，同时立达股份由于并购该

三项业务，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加瑞士法郎 6,890万元。为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公

司将三项业务收入自立达当期及公司去年同期营业收入中剔除，进行同口径比较分

析。除去已出售的三项业务影响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22年 1-6 月 2021年 1-6月 变化比率 

营业收入（不含三项业务）    

卓郎 2,314,580 1,862,333 24.3% 

立达股份 3,819,805 2,843,670 34.3% 

经纬纺机 2,942,726 2,119,093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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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非归母净利润 2022年 1-6 月 2021年 1-6月 变化比率 

卓郎 -91,537 -53,564 -71% 

立达股份 -174,477 37,632 -564% 

经纬纺机 28,161 168,000 -83% 

其中：经纬纺机涉足金融信托业务，此处我们仅选取其纺织机械装备分部进行对比分析。 

营业收入：剔除公司出售的业务影响后，公司报告期收入同比增长 24.3%，立

达股份收入同比增长 34.3%，表现优于公司。公司报告期部分原材料供应周期有所

延长，受疫情影响，物流有所限制，导致部分产品的交货期延后，交货量不及预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营业收入的实现。 

扣非归母净利润：公司扣非净利润下滑 71%，均优于立达股份下滑比例 564%以

及经纬纺机下滑比例 83%。公司 2021 年积极调整经营结构，推动战略转型，出售

亏损业务，导致公司在报告期，即便成本端仍有材料运费上涨压力的情况下，亏损

规模有所控制。 

2022 年上半年，纺机市场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反复、国际环境趋于复杂等外部

环境因素影响，总体尚未复苏至疫情前水平，国内外疫情反复、物流成本上升、原

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地缘局势持续紧张等严峻复杂形势，造成公司运营承受较大的

压力。但随着公司持续优化经营结构，加快全球范围的市场开拓，不断培育新的市

场空间，同时强化技术创新和精益管理，公司整体情况已逐步向好，包括在手订单

水平达到历史高位，对未来业绩逐步释放奠定了基础。综上，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补充披露公司为改善主营业务盈利情况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公司为改善主营业务盈利情况，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优化定价机制，提升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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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物流成本上升对公司境内外工厂形成压力，公司针对

近期签订的订单，在维持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适当提高产品售价，从而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 

2）优化调整经营结构，提高整体利润率水平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经营结构，推动公司战略转型，公司将自动络筒机、Temco

专用轴承和 Accotex 橡胶件三项产品及相关业务、资产、技术出售给 Rieter 

Holding AG 并于 2022 年上半年完成交割。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获得了一定的投资

收益，可以优化产品结构，推动经营利润增长。同时，也有助于充实公司的流动资

金，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 

此外，公司将刺绣业务资产出售给 Swiss Embroidery Solutions AG。由于刺

绣业务长期亏损，因此通过该项资产处置后，公司的整体经营性利润将有所提升。 

3）多方防控举措并举，积极推进复工复产 

2022 年上半年，面对新冠疫情反复，公司严格防控疫情，积极复工复产，稳

定推进生产经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有效推进，国内经济逐步复苏，纺机行业生产

经营稳健恢复，市场总体展现比较旺盛的需求。此外，受到多变的外部环境因素影

响导致下游纺纱厂投资决策滞后，对纺机行业的订单情况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在

中央治疆方案的指引下，以及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新疆纺织产业呈

现较为旺盛的复苏态势，公司也将抓住机遇，进一步提高在手订单水平，提升公司

业绩。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