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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印发的《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

462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博威合金”、“公司”、“申请人”或“发行人”）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保荐人”）、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对落实

函所列示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就本次落实函提出的问题书面回复如下，

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落实函回复所使用的简称与募集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以

下回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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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落实函回复中的字体格式说明如下：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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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内发行人新材料业务及新能源业务的具体存货构

成情况、存货金额及存货结构变动的原因，并结合存货库龄情况、原材料及产品

价格波动情况、存货期后结转情况等，说明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及差异原因；（2）结合在手订单覆盖情况、订单

执行周期，说明能够消化本次新增产能的依据是否合理、充分；（3）结合具体经

营模式，说明在持有大额订单的情况下，库存商品较多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及申

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回复】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新材料业务及新能源业务的具体存货构成情况、存货金

额及存货结构变动的原因，并结合存货库龄情况、原材料及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存货期后结转情况等，说明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存在差异及差异原因 

（一）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及变动原因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存货余额 

（万元） 

占比 

(%) 

存货余额 

（万元） 

占比

(%) 

存货余额 

（万元） 

占比 

(%) 

原材料 167,871.01 35.11 89,182.45 26.79 71,895.56 36.14 

自制半成品 9,368.77 1.96 20,815.43 6.25 13,942.66 7.01 

在产品 123,126.82 25.75 93,250.74 28.01 50,942.40 25.61 

库存商品 177,520.10 37.13 129,272.15 38.83 61,826.41 31.08 

包装物 229.65 0.05 308.47 0.09 244.87 0.12 

低值易耗品 49.40 0.01 70.53 0.02 68.52 0.03 

合计 478,165.76 100.00 332,899.77 100.00 198,920.43 100.00 

从存货余额看，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余额逐年上升，其

中新能源业务和新材料业务余额均有所上升。从存货构成看，公司存货余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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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构成，报告期各期末三者合计占比分别为 92.83%、

93.63%和 97.98%，2022 年占比提高，主要系公司自制半成品余额减少所致。公

司自制半成品主要系核算新能源业务自产的太阳能电池片，由于公司新能源业

务 2022 年产销规模大幅扩大，且 2022 年末新能源业务在手订单量较大，公司

根据交货计划进行生产备货，电池片耗用量增加，故期末自制半成品余额有所

下降。 

1、新材料业务 

公司新材料板块的主营业务为高性能、高精度有色合金材料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要分为有色合金棒材、线材、带材及精密细丝等，主要原材料是电解

铜、紫铜、电解锌等有色金属材料。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新材料业务存货构成情况

如下：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存货余额 

（万元） 
占比(%) 

存货余额 

（万元） 

占比

(%) 

存货余额 

（万元） 
占比(%) 

原材料 113,100.61 38.10 74,986.20 34.06 54,970.40 39.47 

自制半成品       

在产品 123,126.82 41.48 93,250.74 42.35 50,942.40 36.58 

库存商品 60,358.09 20.33 51,560.05 23.42 33,038.11 23.72 

包装物 229.65 0.08 308.47 0.14 244.87 0.18 

低值易耗品 49.40 0.02 70.53 0.03 68.52 0.05 

合计 296,864.56 100.00 220,176.00 100.00 139,264.31 100.00 

从存货余额看，公司新材料业务存货余额逐年上升，一方面原因系公司新

材料业务销售规模扩大导致的备库量增加，报告期各期公司新材料业务销售收

入分别为 605,874.96 万元、915,587.33 万元和 986,893.29 万元。截至 2022 年末，

“年产 5 万吨特殊合金带材项目”、“贝肯霍夫（越南）合金工厂项目”和“6700

吨铝焊丝项目”等项目已进入试产或部分投产阶段，备料、备库的增加也导致新

材料业务 2022 年末整体存货余额的增长。另一方面系受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

受新材料业务原材料电解铜及电解锌等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相应的期末

存货结存价值也有所增加，报告期内上海有色金属网 1#电解铜、0#电解锌日均

价走势情况如下： 



5 

 

 

注：数据来源为上海有色金属网 

从存货结构看，公司新材料业务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构

成，报告期各期末三者合计占比分别为 99.77%、98.83%和 99.91%，三者各自占

比各期末略有变动，主要系受期末时点备货、排产、发货等情况影响所致。 

2、新能源业务 

公司新能源板块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光伏电

站的建设运营，主要产品为单晶硅电池及组件。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新能源业务

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存货余额 

（万元） 
占比(%) 

存货余额 

（万元） 

占比

(%) 

存货余额 

（万元） 
占比(%) 

原材料 54,770.41 30.21 14,196.24 12.59 16,925.16 28.37 

自制半成品 9,368.77 5.17 20,815.43 18.47 13,942.66 23.37 

在产品       

库存商品 117,162.01 64.62 77,712.10 68.94 28,788.30 48.26 

包装物       

低值易耗品       

合计 181,301.19 100.00 112,723.77 100.00 59,656.1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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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货余额看，公司新能源业务存货余额逐年上升。公司新能源光伏组件

产品主要系销往美国，2021 年，由于美国对双面组件加征关税以及全球疫情影

响导致的海运费大幅上涨及货柜紧张等因素，光伏组件产品交货后延，导致 2021

年末新能源业务库存商品、自制半成品余额较 2020 年末增加较多。2022 年以

来，美国政府取消双面光伏组件 201 关税以及新增 24 个月太阳能组件双反关税

豁免等政策，美国光伏市场形势大好，公司客户在双反关税豁免期内加大了对

公司光伏组件的采购，并与公司签订了较多于 2023 年陆续交货的销售合同，公

司预计 2023 年光伏组件销量约 2,200MW，故公司根据销售计划进行备料、备

货，导致 2022 年末新能源业务存货余额大幅增长。 

从存货结构看，公司新能源业务存货由原材料、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构

成，2021 年末库存商品占比大幅增加主要系受美国对双面组件加征关税以及全

球疫情影响导致的海运费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延迟发货所致。如前所述，2022

年末公司原材料、库存商品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根据在手订单和销售计划进行

备料、备货，另备产过程中自制电池片耗用量增加，使得 2022 年末自制半成品

余额减少且占比下降。 

（二）结合存货库龄情况、原材料及产品价格波动情况、存货期后结转情况

等，说明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及

差异原因 

1、公司存货库龄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库龄情况如下： 

（1）2022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小计  

原材料  160,282.80   4,740.09   1,529.35   1,318.77   167,871.01  

自制半成

品 
 8,650.85   671.57   46.35   -     9,368.77  

在产品  122,553.72   556.08   17.02   0.01   123,126.83  

库存商品  175,210.64   696.94   1,202.68   409.84   177,520.10  

包装物  205.41   12.79   4.48   6.97   2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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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值易耗

品 
 33.90   3.20   6.03   6.26   49.39  

合计  466,937.32   6,680.67   2,805.91   1,741.85   478,165.75  

占比（%）  97.65   1.40   0.59   0.36   100.00  

（2）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小计  

原材料 84,869.54 2,381.69 1,226.66 704.56 89,182.45 

自制半成

品 
18,405.09 1,600.65 185.40 624.30 20,815.44 

在产品 92,989.41 261.33 0.01 - 93,250.75 

库存商品 127,456.24 1,396.83 103.03 316.05 129,272.15 

包装物 288.30 11.16 9.02 - 308.48 

低值易耗

品 
50.10 12.93 7.49 - 70.52 

合计 324,058.68 5,664.59 1,531.61 1,644.91 332,899.79 

占比（%） 97.34 1.70 0.46 0.49 100.00 

（3）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小计  

原材料 63,026.07 4,990.60 3,128.77 750.12 71,895.56 

自制半成品 12,774.88 496.55 668.81 2.43 13,942.67 

在产品 50,180.13 655.77 79.88 26.63 50,942.41 

库存商品 60,095.20 1,259.31 404.97 66.92 61,826.40 

包装物 215.69 29.18 - - 244.87 

低值易耗品 44.46 24.06 - - 68.52 

合计 186,336.43 7,455.47 4,282.43 846.10 198,920.43 

占比（%） 93.67 3.75 2.15 0.43 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存货库龄情况较好，主要集中于 1 年以内，报告期各期

末占比分别为 93.67%、97.34%和 97.65%，不存在存货大量积压的情形。 

2、公司原材料及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1）新材料业务 



8 

 

公司新材料业务主要原材料为电解铜、电解锌等有色金属，报告期内，公司

新材料业务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单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类别  2022 年度   变动(%)   2021 年度   变动(%)   2020 年度  

电解铜  60,181.56   -0.90   60,730.67   42.71   42,556.12  

紫铜  57,903.57   -0.97   58,470.19   41.33   41,372.71  

角料  49,815.05   -6.81   53,455.90   30.67   40,908.74  

电解锌  22,647.06   15.08   19,678.62   23.57   15,924.46  

电解镍  177,610.80   44.91   122,567.35   26.24   97,089.07  

锡锭  242,202.87   21.68   199,056.10   61.38   123,349.44  

如上表所示，电解铜和紫铜等原材料 2021 年采购均价较 2020 年大幅增加，

2022 年度与 2021 年基本持平，符合报告期铜价变动趋势。如本题回复一（一）

1 图 1 中上海有色金属网 2020~2022 年 1#电解铜日均价走势图所示，2020 年至

2021 年 5 月铜价总体处于上行趋势，冲高至 77,000 元/吨（含税），2021 年 6 月

至 2022 年 6 月铜价保持高位震荡，2022 年 7 月至 12 月铜价有所回落并维持

65,000 元/吨（含税）左右震荡。报告期内，电解锌、电解镍等其他有色金属采

购单价逐年上涨，符合市场实际情况，以电解锌为例，如本题回复一（一）1 图

1 中上海有色金属网 2020~2022 年 0#电解锌日均价走势图所示，报告期内电解

锌价格总体处于上行趋势。 

公司新材料业务主要产品有铜合金棒材、铜合金线材、铜合金板带和精密

细丝四类，报告期各期销售单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类别  2022 年度   变动(%)   2021 年度   变动(%)   2020 年度  

铜合金棒材  41,951.77   10.00   38,136.76   20.44   31,665.66  

铜合金线材  63,863.50   6.03   60,233.44   33.60   45,083.76  

铜合金板带  78,310.66   19.79   65,373.09   36.47   47,903.85  

精密细丝  56,313.75  -8.30  61,408.82  27.95   47,993.50  

新材料业务综

合毛利率

（%） 

11.98 - 12.67 -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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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材料产品主要定价原则为“原材料价格+加工费”，报告期内新材料

业务产品销售单价与原材料采购单价变动趋势一致，变动幅度有所差异，主要

系受公司产品组成成份影响。精密细丝 2022 年度销售均价较 2021 年度下降，

主要系受精密细丝业务结构的影响，2022 年来料加工业务（来料加工业务仅核

算加工费收入，不包含材料价格）占比提高，导致精密细丝综合销售均价有所下

降。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公司新

材料业务存货跌价风险较小。 

（2）新能源业务 

公司新能源业务的主要原料为硅片、铝边框、玻璃、银浆、背板、EVA 等，

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业务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单价情况如下： 

类别 单位 
 2022 年

度  
 变动(%)  

 2021 年

度  
 变动(%)  

 2020 年

度  

硅片 元/片  6.26   32.35   4.73   94.65   2.43  

铝边框 元/套  73.40   2.26   71.78   20.44   59.60  

玻璃 元/㎡  21.54   -29.72   30.65   20.43   25.45  

银浆 元/kg  4,895.83   -1.07   4,948.78   15.08   4,300.13  

EVA 元/㎡  14.31   -3.38   14.81   28.67   11.51  

背板 元/㎡  16.94   9.29   15.50   43.39   10.81  

电池片 元/片  10.27   78.61   5.75   3.42   5.56  

光伏组件单

位成本（不

考虑海运

费） 

元/瓦 1.97 0.55 1.96 0.32 1.95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光伏产业链中硅料、玻璃、EVA 胶膜等原辅料环节出

现较为严重的供需紧张情况，上游供需失衡带动硅片、电池片等环节价格上涨，

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单价提高，从而导致公司新能源产品中的光伏组件单位成

本提高，但受益于光伏行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单块组件面板功率提高、规模化效

应等因素影响，光伏组件单位成本提高的幅度小于主要原材料采购单价的涨幅。 

公司新能源业务主要产品为太阳能光伏组件，报告期各期销售单价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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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22 年度 变动(%) 2021 年度 变动(%) 2020 年度 

光伏组件销售单

价（元/瓦） 
2.63 16.37 2.26 -4.24 2.36 

光伏组件销售单

价（美元/瓦） 
0.38 6.53 0.35 -2.00 0.36 

新能源业务综合

毛利率（%） 
17.28 - 3.28 - 17.46 

公司新能源业务光伏组件的客户按照类型分为光伏电站开发商、EPC 和运

营商等，由于所在国家的政策、光伏发展的规划、光伏产品的价格和客户公司发

展策略的影响，主要客户光伏电站项目多为批量式集中建设，也对应向公司集

中采购光伏组件，故光伏组件销售单价变动不大，报告期各期分别为 0.36 美元

/瓦、0.35 美元/瓦和 0.38 美元/瓦，受单位成本的提高，公司毛利率有所下降。

2021 年，公司新能源业务毛利率下降还受疫情影响导致的海运费大涨所致。除

2021 年受海运费大涨的影响，公司新能源业务毛利率处于较高水平，公司新能

源业务存货跌价风险较小，公司在进行新能源业务存货跌价测试时已充分考虑

了海运费的影响。 

3、公司存货期后结转情况 

报告期各期存货期后结转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余额 

（万元） 

期后结转 

金额（万

元） 

结转比例

（%） 

存货余额 

（万元） 

期后结转 

金额（万

元） 

结转比例

（%） 

原材料 167,871.01 129,928.95 77.40 89,182.44 81,594.23 91.49 

自制半成

品 
9,368.77 5,326.91 56.86 20,815.44 20,097.52 96.55 

在产品 123,126.83 109,779.99 89.16 93,250.75 92,677.64 99.39 

库存商品 177,520.10 167,704.34 94.47 129,272.15 126,962.69 98.21 

包装物 229.65 180.63 78.65 308.48 284.24 92.14 

低值易耗

品 
49.39 17.38 35.20 70.52 55.03 78.03 

合计 478,165.75 412,938.19 86.36 332,899.78 321,671.35 96.63 

（续上表）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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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余额 

（万元） 

期后结转 

金额（万元） 

结转比例 

（%） 

原材料 71,895.55 67,582.65 94.00 

自制半成品 13,942.67 11,532.32 82.71 

在产品 50,942.41 50,681.07 99.49 

库存商品 61,826.40 60,010.49 97.06 

包装物 244.87 224.69 91.76 

低值易耗品 68.52 48.10 70.20 

合计 198,920.42 190,079.32 95.56 

如上表所示，2020 年末、2021 年末存货统计至次年末的结转比例分别为

95.56%和 96.63%，2022 年末存货统计至 2023 年 6 月末的结转比例为 86.36%，

公司存货期后结转情况较好，未见呆滞情况。 

4、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及差

异原因 

（1）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

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

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

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

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

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公司按照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提或转回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公司名称 存货跌价计提政策 

海亮股份

（002203）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

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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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

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

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

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

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鑫科材料

（600255）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

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

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

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

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

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

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天合光能

（688599）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

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

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产成品、拟出售光伏电站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

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

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

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

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

等，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

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

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

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

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③存货跌价准备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

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④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

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

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晶科能源

（688223）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

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

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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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

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

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

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

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如上表所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2）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新材料 

存货跌价准备（万元） 267.44  - - 

存货账面余额（万元） 297,132.00  220,176.00  135,562.67  

计提比例 0.09% 0.00% 0.00% 

新能源 

存货跌价准备（万元） 1,508.49  2,143.52  2,053.80  

存货账面余额（万元） 182,809.68  114,867.29  65,411.56  

计提比例 0.83% 1.87% 3.14% 

公司（新材料和 

新能源合计） 

存货跌价准备（万元） 1,775.93  2,143.52  2,053.80  

存货账面余额（万元） 479,941.68  335,043.29  200,974.23  

计提比例 0.37% 0.64% 1.02%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① 新材料业务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海亮股份计提比例 0.32% 0.02% 0.02% 

鑫科材料计提比例 0.95% 0.15% 0.11% 

公司新材料业务计提比例 0.09% 0.00% 0.00% 

公司新材料业务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差异较小，

同行业公司计提比例均低于 1%，主要系公司新材料业务属于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行业，公司新材料产品主要定价原则为“原材料价格+加工费”，主要原材料为

电解铜和电解锌等大宗金属商品，公司利润主要来自于相对稳定的加工费，加

工费根据自身产品的加工成本、运费及预期毛利等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报告

期各期公司新材料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14.98%、12.67%和 11.98%，故一般情况下，

公司存货不存在大幅减值的风险。此外，公司对新材料业务原材料进行套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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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公司根据提前备货的采购周期，针对固定采购价格的采购订单和部分较长

交货期限的销售合同，在期货市场上对相应数量的金属材料包括电解铜、电解

锌等进行了套期保值，以规避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公司对电解铜和电解锌等

主要原材料进行套期保值，使得公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购、产、销时点差异

导致的金属价格波动风险。报告期内，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执行情况较好，计入投

资收益的无效套期部分的损益金额较小，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得到了较好的

控制，故公司新材料业务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略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综上，公司新材料业务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

备的计提具有充分性。 

② 新能源业务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天合光能计提比例 2.78% 1.59% 2.45% 

晶科能源计提比例 3.58% 1.74% 1.43% 

公司新能源业务计提比例 0.83% 1.87% 3.14% 

公司新能源光伏组件产品主要系销往美国，公司美国客户主要为全球知名

光伏开发商、EPC 和运营商等，故其根据自身光伏电站的投建计划向公司采购

光伏组件，与公司签订其所需光伏组件的采购合同，并约定采购价格，故公司新

能源业务期末存货一般均有在手订单对应，公司期末根据在手订单约定的价格

减去预计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作为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公司新能源业务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略高于同行

业上市公司。2022 年以来，美国政府取消双面光伏组件 201 关税以及新增 24 个

月太阳能组件双反关税豁免等政策，美国光伏市场形势大好，公司客户在双反

关税豁免期内加大了对公司光伏组件的采购，公司销售情况及业绩较好，2022

年公司新能源业务毛利率达 17.28%，且 2022 年末新能源业务在手订单金额已

超过新能源业务期末存货结存金额，故有订单支持的存货基本不会发生减值，

公司新能源业务 2022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天合光能与晶科能源具有

合理性。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业务主要针对效率较低的 B 级、C 级电池片和

电池组件根据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新能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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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库龄主要集中于 1 年以内且期后结转情况较好，不存

在异常情形，存货发生跌价损失的风险较低。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已经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进行存货跌价测试并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结合在手订单覆盖情况、订单执行周期，说明能够消化本次新增产能的

依据是否合理、充分 

（一）本次新材料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能够充分消化，依据合理充分 

1、报告期内公司铜合金带材和线材收入分别以 36.74%和 22.73%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保持持续增长趋势，且从全年来看公司在手订单储备情况良好，本次新

材料募投项目“3 万吨特殊合金电子材料带材”和“2 万吨特殊合金电子材料线材”

建设期分别为 36 个月和 18 个月，铜合金带材和线材未来计划销售量能够覆盖

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的产能，能够消化本次募投新增产能 

从收入增长趋势看，公司铜合金带材和线材业务收入增长趋势较好，报告

期内，公司铜合金带材业务收入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36.74%；铜合金

线材业务收入呈增长趋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2.73%，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2022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带材业务收入 

（万元） 
304,879.07 228,648.66 131,807.45 119,252.54 

带材收入年均复合增

长率 
36.74% 

线材业务收入（万

元） 
191,550.36 175,028.65 112,605.72 103,623.44 

线材收入年均复合增

长率 
22.73% 

就公司铜合金带材的订单交货模式而言，订单的交货周期较短，在手订单一

般情况下不会超过 1 个月，80%订单于次月全部交货完成，从接到订单到交货的

周期一般为 30 天。就公司铜合金线材的订单交货模式而言，订单的交货周期较

短，大部分订单能够在收到订单的次月完成交货，交货周期一般为 15 天左右。

同时，公司铜合金带材和线材生产所需的电解铜和电解锌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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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铜合金行业的公司通常与客户根据上海有色金属网、伦敦金属交易所等电

解铜和电解锌的实时价格进行产品报价。综合上述两个因素，客户每个月需采购

的物料及其数量会受其实际排产情况和铜价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就铜合金行业内

主要客户的订货模式而言，客户首先会给出年度/季度需求预测并告知供应商，

但客户实际下订单时，会根据其实际的排产物料及其数量需求，并结合需求预测，

按一个交货周期向公司下达订单。因此，新材料行业的客户通常不像光伏行业的

客户会提前 1-2 年下订单，其在手订单基本上为一个交货周期的需求量。 

受公司铜合金带材、线材订单的短交货周期模式的影响，截至 2023 年 3 月

末，公司铜合金带材业务、线材业务在手订单金额分别为 39,509.41 万元、9,172.60

万元，上述在手订单金额仅为一个交货周期的在手订单量，若从全年来看，铜合

金带材和线材在手订单金额较高。 

公司深耕铜合金领域多年，并且以丰富的产品线和优异的产品性能为依托，

与新材料客户 3、新材料客户 1、新材料客户 2、新材料客户 4 等行业头部客户

及世界 500 强公司形成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公司产品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口

碑和坚实的客户基础，本次募投项目将为公司现有客户的未来需求量增长提供配

套服务，以进一步提高客户黏性和忠诚度，从而为公司市场需求的连续稳定和未

来新增产能的消化提供有效保障。 

公司大力推进国际化战略，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规划和推进国际市场布

局，聚焦汽车、消费电子、通讯、半导体等领域的头部企业，通过高层互访，在

品牌和研发配套能力、稳定供应以及本地化服务能力上，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公司已与众多行业内头部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客户潜在需求较大，但因现有产

能不足，公司在其全球采购份额中的占比仍较小。2023 年，公司管理层与部分主

要客户进行了商务洽谈，并就目前已释放的产能和规划的募投项目产能，与客户

就市场份额增量达成合作意向，确定了具体的增量目标、项目料号及推进计划。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铜合金带材和线材收入分别以 36.74%和 22.73%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保持持续增长趋势，公司铜合金带材和线材订单执行周期较短，通常

在 1 个月以内，从全年来看公司铜合金带材和线材在手订单金额较高。随着客户

开拓计划的推进及公司在主要客户中全球采购份额的进一步提升，本次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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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吨特殊合金电子材料带材”和“2 万吨特殊合金电子材料线材”建设期分

别为 36 个月和 18 个月，铜合金带材和线材未来计划销售量能够覆盖本次募投项

目达产后的产能，能够消化本次募投新增产能。 

2、本次新材料募投项目产品下游市场容量广阔，未来增长潜力较大，本次

新增产能规模与下游市场趋势变化相匹配，下游市场的新增需求能够消化本次

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从行业层面看，铜合金带材和线材主要应用于半导体芯片、新能源汽车、智

能终端设备（如智能手机、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产品等消费电子产品）、

智能互联装备（如通讯服务器、数据交换机、5G 基站，元宇宙的 AR/VR 和新能

源储能等设备）等国家重点发展行业。根据 IWCC（国际铜加工协会）数据，2021

年全球铜合金产品需求量为 709.03 万吨，相比 2020 年增加了 10.79%，其中铜

合金带材需求量为 272.93 万吨，需求量相比 2020 年增加了 12.70%，按公司 2021

年铜合金带材平均销售单价 65,373.09 元/吨测算，2021 年铜合金带材市场规模

为 1,784.23 亿元，市场规模相比 2020 年增加了 53.80%；铜合金线材需求量为

68.48 万吨，需求量相比 2020 年增加了 8.21%，按公司 2021 年铜合金线材平均

销售单价 60,233.44 元/吨测算，2021 年铜合金线材市场规模为 412.48 亿元，市

场规模相比 2020 年增加了 44.58%，未来市场将持续增长，发展空间广阔。 

（1）半导体芯片 

半导体行业中，公司的铜合金带材主要是加工集成电路封装的引线框架及

LED 支架的原材料。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预测，2022 年全球

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 5,800 亿美元。预计 2026 年全球半导体芯片市场规模将达

到 7,478.82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为 6.56%。中商产业研究院根据 Frost&Sullivan

数据预测，2022 年中国先进封装行业市场规模将达 507.5 亿元，2022-2025 年中

国先进封装行业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30.83%。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封测领域的引线框架材料，半导体产业是国家大

力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以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及华天科技为代表下游客户在 2020-

2022 年开始投资总计约 150 亿的封测扩产项目，为以蚀刻材料为代表的半导体

引线框架材料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根据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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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球半导体引线框架市场规模为 33.3 亿美元，预计到 2029 年市场规模将

增长到 53.2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6.9%。 

综上，受益于全球半导体芯片和封装行业市场规模的增长，全球半导体引线

框架等产品对本次新材料募投项目产品需求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6.9%，为

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提供了市场基础，本次新增产能规模与下游市场趋

势变化相匹配，具有合理性。 

（2）新能源汽车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铜合金带材主要是加工各类汽车连接器、汇流排、充电

枪、ECU、域控制器、电池软连接等的原材料。铜合金线材主要是加工各类汽车

连接器、各种深拉伸和弯折制造的受力零件以及焊接耗材等的原材料。根据

EVTank 统计数据，2022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082.4 万辆，同比增长

61.6%；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688.7

万辆，同比增长 93.4%。 

以汽车电子用材为例，目前主流新能源车的动力以锂离子电池为主，锂电

在充放电过程中所用的高低压连接器、新能源车智能化所需的高速连接器，相

比传统汽车而言是新增需求，是高强高导特殊合金材料应用的增量市场。以特

斯拉、比亚迪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将引领行业发展，新能源汽车在整个汽车销

售中的渗透率将进一步提高，为公司产品销售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根据 Bishop 

& Associates 数据，2021 年全球连接器市场规模为 779.9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4.3%，其中全球汽车连接器市场规模约为 176.26 亿美元，占全球连接器市场比

重为 22.6%。随着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趋势加速发展，汽车行业对数据传输、电

力传输的要求不断提高，连接器在整车内的用量还会不断提升。传统汽车单车需

要用到的连接器在 600 个左右，电动汽车内的连接器数量在 800 到 1000 个，而

且连接性能要求更高，价格更高。 

根据德国铜业协会数据显示，每辆纯电动汽车用铜及铜合金量达到 83 千克，

每辆混合动力汽车用铜及铜合金量达到 40 千克。根据 LMC Automotive 等机构

预测数据，203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2,500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汇流

排及高压连接器所用的铜及铜合金带材需求量将从 2022 年的 6.5 万吨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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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的 29.7 万吨，新增 23.2 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0.92%。未来全球汽车

产品中铜及铜合金带材需求量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应用产品类别  2022 2023E 2024E 2025E 2030E 

燃油车低压连接器 17.1 17.3 17.8 16.9 14.0 

燃油车大电流连接器 5.6 5.8 6.1 5.7 4.7 

新能源汽车汇流排 3.7 4.1 5.2 7.0 14.0 

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 2.8 5.1 5.5 8.0 15.7 

总需求量 29.2 32.3 34.6 37.6 48.4 

数据来源：LMC AUTOMOTIVE、AMCG、德国铜业协会、Counterpoint Research 

综上，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售规模的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等产品

对本次募投项目产品需求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0.92%，为本次募投项目新

增产能的消化提供了市场基础，本次新增产能规模与下游市场趋势变化相匹配，

具有合理性。 

（3）智能终端设备与智能互联装备 

智能终端设备的应用主要为 3C 消费电子及工业控制器。公司铜合金带材主

要是加工 3C 消费电子的屏蔽件、散热板及均温板、通讯信号及电源连接器端子

和接插件等的原材料，铜合金线材主要是加工消费电子中的插针引脚接线、弹性

端子元件、方针母线等的原材料。Statista 数据显示，2022-2028 年，全球消费电

子市场收入规模将从 9,980 亿美元增长至 11,530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61%。根据 Frost&Sullivan 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工业自动化市场规模达到

4,491.2 亿美元。未来随着全球工业 4.0 时代的持续推进，预计到 2025 年全球工

业自动化市场规模到将达 5,436.6 亿美元。未来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和全球工业自

动化市场规模较大，将为公司本次新材料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智能互联装备领域，公司智能互联装备的应用主要为通讯服务器、数据交

换机、5G 基站，元宇宙的 AR/VR 和新能源储能等，公司铜合金带材主要是加工

上述应用领域的各类连接器、继电器、散热部件、屏蔽部件等的原材料。公司铜

合金线材主要是加工上述应用领域的各类连接器的原材料。关于通讯行业，根据

《财富商业洞察》最近发布的报告预测，到 2027 年，全球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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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1,423.1 亿美元，预测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5.5%。据

TrendForce 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服务器出货量达到 1,443 万台，2023 年全球

服务器出货量将增长 1.31%，达到 1,461 万台。IDC 数据显示，2022-2025 年，国

内服务器规模将从 276 亿美元增长至 357 亿美元，年均复合则增速达 8.98%。

Statista 数据显示，2019-2022 年，中国 5G 基站数量从 15 万个增长至 231 万个，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48.79%。预计至 2024 年，中国 5G 基站数量将超过 600 万

个。 

公司本次新材料募投项目产品为通信和消费电子等领域各类连接器的原材

料，根据 Bishop & Associates 数据，2021 年全球连接器市场规模为 779.91 亿美

元，其中通信连接器占比 23.47%，排名第一，市场规模为 183.04 亿美元；根据

Bishop & Associates 预测，2025 年全球通信连接器市场规模将达到 215 亿美元左

右，相比 2021 年增长 17.46%。根据 AMCG、IDC、TrendForce 集邦咨询、

DigitalTimes 市场研究显示，2022 年，消费电子和通信设备领域用屏蔽罩、均温

板、服务器 VC 等产品的铜合金需求量约为 13.3 万吨，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15 万

吨左右，未来 3 年铜合金总需求量约为 43.1 万吨。 

在储能电池方面，BNEF 预计 2025 年全球电化学储能装机容量将达到

133GW，其中中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量将在 2025 年达到 55GW，2030 年全球

电化学储能装机容量将达到 358GW；在太阳能光伏领域，根据中国光伏协会

（CPIA）数据，2022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约为 230GW，同比增长 30.3%，中

国新增光伏装机量为 87.41GW，同比增长 59.3%。 

根据 CNESA、CESA、WoodMac、中国储能协会、中国光伏协会相关数据，

2022 年全球电化学储能市场和光伏市场新增装机中储能/光伏逆变器和光伏接线

盒产品对铜及铜合金需求量约为 9.9 万吨，2025 年全球电化学储能市场和光伏市

场新增装机中储能/光伏逆变器和光伏接线盒产品对铜及铜合金需求量预计为

20.8 万吨左右，2022 至 2025 年复合增长率达 28.08%。随着全球电化学储能和太

阳能光伏装机量和市场规模的增长，储能/光伏逆变器和光伏接线盒产品对铜及

铜合金的需求将保持增长趋势，是特殊合金材料应用的增量市场。 

综上，受益于全球消费电子、工业自动化、通信和储能电池、光伏等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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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上述领域各类连接器、屏蔽罩、均温板、服务器 VC

等产品对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的需求预计将保持增长趋势；储能电池和光伏领域中

储能/光伏逆变器和光伏接线盒产品对本次募投项目产品需求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将达到 28.08%，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提供了市场基础，本次新增产

能规模与下游市场趋势变化相匹配，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公司募投项目“3 万吨特殊合金电子材料带材”和“2 万吨特殊

合金电子材料线材”的产品主要应用于半导体芯片、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设备

和智能互联装备等高技术要求和高附加值的市场，受益于全球半导体芯片和封装

行业市场规模的增长，全球半导体引线框架等产品对本次募投项目产品需求的年

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6.9%；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售规模的大幅增长，新能源汽

车连接器等产品对本次募投项目产品需求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0.92%；受

益于全球消费电子、工业自动化、通信和储能电池、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市场规模

的持续增长，上述领域各类连接器、屏蔽罩、均温板、服务器 VC 等产品对本次

募投项目产品的需求预计将保持增长趋势；储能电池和光伏领域中储能/光伏逆

变器和光伏接线盒产品对本次募投项目产品需求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8.08%，本次新增产能规模与下游市场趋势变化相匹配，上述领域的新增市场需

求能够消化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综上所述，本次新材料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能够充分消化，依据合理充分。 

（二）本次新能源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能够充分消化，依据合理充分 

1、2022 年以来公司新能源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公司光伏组件业务在手订单

金额已超过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的产能，能够消化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报告期内，新能源业务收入分别为 144,557.88 万元、68,495.08 万元和

325,771.88 万元，2022 年公司新能源业务收入相比 2021 年增长 375.61%，主要

原因系：（1）2022 年以来，物流运输逐步恢复正常，越南至美国的海运费价格开

始快速下行，有利于降低公司销售产品的运输费用及公司产品的出口；（2）2022

年美国双面组件 201 关税取消，此外美国政府颁布“最终规定”，确认将在 2022

年 6 月 6 日至 2024 年 6 月 6 日豁免东南亚四国进口的光伏电池和组件反倾销或

反补贴税；“最终规定”要求截止日（2024 年 6 月 6 日）前购买的组件需在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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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日后 180 天内在美国使用或安装，受上述关税豁免政策的影响，美国光伏企业

在两年的双反关税豁免期内加大光伏投资和加快光伏电站建设，使美国光伏企业

加大了对公司光伏组件的采购量，使得公司新能源业务收入大幅增加。  

美国光伏电站开发商和EPC等根据其光伏电站的建设情况，通常提前1-2年

与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向公司采购光伏组件，以保障其光伏电站可以如期投建。公

司根据协议约定交期组织原材料的采购及生产，公司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与主

要客户在销售协议中一般约定10%~20%的预收款项，剩余款项在货到美国港或

收到发票后30天内付清。截至2023年3月末，公司光伏组件业务在手订单充裕，

订单执行周期通常为1-2年，在手订单规模已超过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的产能，

本次募投项目“1GW电池片扩产项目”实施后仍然不能满足在手订单的需求，因

此公司现有在手订单能够充分消化本次新能源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2、本次新能源募投项目下游市场容量广阔，未来增长潜力较大，并受美国

取消了双面组件 201 关税和新增 24 个月的双反关税豁免政策的影响，下游市场

的新增需求能够消化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根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2017 年至 2022 年，全球累计光伏装机量从 396GW

增长至 1,053GW，年复合增速为 21.61%。光伏产业维持了较快的增长速率，未

来发展前景广阔。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欧美能源转型的巨大需求推动，未来欧美光伏组件市场需求强劲，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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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光伏业务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根据 Infolink 最新全球光伏需求报告，

2021-2022 年美国市场光伏组件需求分别为 26GW 和 22GW，欧洲市场光伏组件

需求分别为 42GW 和 90GW。中性预期下，2023-2025 年，美国市场光伏组件预

期需求分别为 26GW、40GW 和 50GW，按 2.63 元/W 的平均价格测算，美国市

场光伏组件预计市场规模分别为 684 亿元、1,052 亿元和 1,315 亿元，欧洲市场

光伏组件预期需求分别为 115GW、130GW 和 146GW；乐观预期下，2023-2025

年，美国市场光伏组件预期需求分别为 30GW、50GW 和 60GW，按 2.63 元/W

的平均价格测算，美国市场光伏组件预计市场规模分别为 789 亿元、1,315 亿元

和 1,578 亿元，欧洲市场光伏组件预期需求分别为 136GW、152GW 和 175GW。 

 

数据来源：Infolink 

公司太阳能组件主要供应美国市场。2021 年受全球海运费大涨、以硅料为

代表的原材料价格高企以及美国对双面组件实施的关税政策等因素影响，公司

2021 年光伏组件销售量缩减至报告期内低点。2022 年，公司光伏组件产能利用

率反弹并饱和，一方面系全球海运逐步恢复，越南至美国的海运费迅速下行，使

公司光伏组件产品的销售费用大幅降低，销量快速回升；另一方面系 2022 年美

国取消了双面组件 201 关税和新增 24 个月的双反关税豁免，刺激了 2022 年美国

光伏组件需求重回高增长，公司生产经营恢复正常，2022 年太阳能组件销售量

同比大幅增长。另外，2022 年 12 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

及柬埔寨完成组装并出口美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的反规避调查初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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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认定包括越南博威尔特在内的 4 家强制应诉企业不构成反规避，使得美国市

场对越南博威尔特光伏组件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 

综上，公司募投项目“1GW 电池片扩产项目”下游市场容量广阔，根据

Infolink 最新全球光伏需求报告，中性预期下，2023-2025 年美国市场光伏组件预

期需求分别为 26GW、40GW 和 50GW，按 2.63 元/W 的平均价格测算，预计市

场规模分别为 684 亿元、1,052 亿元和 1,315 亿元，未来三年将保持持续增长趋

势，且受美国取消了双面组件 201 关税和新增 24 个月的双反关税豁免政策的影

响，未来需求向好，能够消化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综上所述，本次新能源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能够充分消化，依据合理充分。 

三、结合具体经营模式，说明在持有大额订单的情况下，库存商品较多的原

因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分业务的库存商品构成如下：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库存商品 

余额（万

元） 

占比(%) 

库存商品 

余额（万

元） 

占比

(%) 

库存商品 

余额（万

元） 

占比(%) 

新材料 60,358.09 34.00 51,560.05 39.88 33,038.11 53.44 

新能源 117,162.01 66.00 77,712.10 60.12 28,788.30 46.56 

合计 177,520.10 100.00 129,272.15 100.00 61,826.41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存商品余额呈增长趋势，主要系新材料和新能源业务

期末库存商品共同增加所致；从构成来看，新材料期末库存商品余额占比呈下降

趋势，而新能源期末库存商品余额占比呈上升趋势。 

1、新材料业务库存商品较多的原因 

公司新材料板块的主营业务为高性能、高精度有色合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有色合金棒材、线材、带材及精密细丝等，主要原材料是电

解铜、紫铜、电解锌等有色金属材料。公司采取“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存货

管理模式，新材料业务根据产品的销售情况、订单安排及预计需求，制定生产经

营计划，并根据与客户的订单和生产经营计划来组织当期的生产。公司对每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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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都设有安全库存，生产计划部门根据安全库存量和生产部门提交的原材料需

求制定周原材料需求计划和月原材料需求计划，采购部门按照计划安排原材料的

采购。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新材料业务库存商品余额分别为 33,038.11 万元，

51,560.05 万元，60,358.09 万元，新材料库存商品余额、月均主营业务成本、收

入及其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末/2022 年 2021 年末/2021 年 2020 年末/2020 年 

金额 

（万元） 

增长率 

(%) 

金额 

（万元） 

增长率 

(%) 

金额 

（万元） 

增长率 

(%) 

新材料库存

商品余额 
60,358.09 17.06 51,560.05 56.06 33,038.11 - 

新材料月均

主营业务成

本 

72,384.62  8.63 66,633.54  55.23 42,926.36  - 

新材料主营

业务收入 
986,893.29 7.79 915,587.33 51.12 605,874.96 -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新材料库存商品余额均低于各期新材料业务

的月均主营业务成本，因公司新材料业务订单执行周期通常较短，从接到订单到

交货的周期一般为 30 天左右，上述库存商品余额系公司为确保在手订单如期交

付而储备的合理库存。 

2021 年末，公司新材料业务库存商品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56.06%，主要原因

如下：一方面系公司新材料业务销售规模扩大导致的备库量也相应增加，2021 年

新材料主营业务收入和月均主营业务成本分别较以前年度增长 51.12%和 55.23%，

与库存商品的增长幅度较为接近；另一方面系受 2021 年电解铜及电解锌等主要

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所致，公司电解铜的采购平均单价从 2020 年的 42,556.12 元

/吨上涨至 2021 年的 60,730.67 元/吨，电解锌的采购平均单价从 2020 年的

15,924.46 元/吨上涨至 2021 年的 19,678.62 元/吨，相应的期末库存商品结存价值

也有所增加。 

2022 年末，公司新材料业务库存商品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17.06%，主要原因

如下：一方面系公司新材料业务销售规模扩大导致的备库量也相应增加，2022 年

新材料主营业务收入和月均主营业务成本分别较以前年度增长 7.79%和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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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系截至 2022 年末，“年产 5 万吨特殊合金带材项目”、“贝肯霍夫（越

南）合金工厂项目”和“6700 吨铝焊丝项目”等项目已进入试产或部分投产阶

段，上述新项目所产生的期末库存增加了新材料业务期末库存商品金额。 

综上，报告期各期末新材料业务库存商品系公司为确保在手订单如期交付而

储备的合理库存，新材料库存商品余额增加主要系受销售规模扩大及电解铜、电

解锌等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所致，2022 年末库存商品余额增加还受新项目

试产或部分投产而导致新增期末库存等因素影响，因而库存商品较多符合公司新

材料业务的经营模式，具有合理性。 

2、新能源业务库存商品较多的原因 

公司新能源板块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光伏电站

的建设运营，主要产品为单晶硅电池及组件。公司新能源业务研发、生产的主体

公司为越南博威尔特，境外销售的主要主体公司为美国博威尔特，主要销售区域

为美国市场，越南博威尔特销售给美国博威尔特后，通过美国博威尔特销售给美

国的光伏开发商、EPC 和运营商。报告期各期末新能源业务库存商品主要来自越

南博威尔特和美国博威尔特。美国光伏电站开发商和 EPC 等根据其光伏电站的

建设情况，通常提前 1-2 年与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向公司采购光伏组件，以保障其

光伏电站可以如期投建。公司根据协议约定交期组织原材料的采购及生产，越南

博威尔特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存货管理模式。公司新能源业务与客户主要采

用完税后交货（DDP）的交货方式，公司太阳能组件从越南报关出口到达美国港

口，一般需要 45 天左右；到达美国港口完成清关并内陆运输到客户项目地，根

据实际情况不同，一般需要 15-20 天左右，上述交货方式下越南发往美国客户项

目地途中的库存商品余额较大，增加了新能源业务的库存商品金额。 

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业务库存商品余额、越南发往美国客户项目地途中的

库存商品余额和新能源业务主营业务收入及其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末/2022 年 2021 年末/2021 年 2020 年末/2020 年 

金额 

（万元） 

增长率 

(%) 

金额 

（万元） 

增长率 

(%) 

金额 

（万元） 

增长率 

(%) 

新能源库存

商品余额 
117,162.01 50.76 77,712.10 169.94 28,78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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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越南

发往美国客

户项目地途

中的库存商

品余额 

88,214.81 349.16 19,640.11 2,169.80 865.28 - 

新能源主营

业务收入 
325,771.88 375.61 68,495.08 -52.62 144,557.88 -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各期末，新能源业务库存商品余额分别为 28,788.30 万

元、77,712.10 万元和 117,162.01 万元，2021 年末，新能源业务库存商品余额较

上年末增长 169.94%，主要原因如下：（1）2020 年 10 月，美国取消了对双面组

件的关税豁免，关税壁垒压缩了公司销售至美国市场新能源产品的盈利空间，受

上述美国对双面组件实施的关税政策影响以及 2021 年海运费大涨、以硅料为代

表的原材料价格高企等其他因素影响，使得公司 2021 年新能源业务收入较 2020

年下降 52.62%，降幅较大，对 2021 年新能源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不利

影响。受美国取消了对双面组件的关税豁免、海运费大幅上涨及货柜紧张影响，

公司与主要客户经协商延期了部分合同交货期，使得 2021 年末库存商品余额较

2020 年末大幅增加。（2）2021 年 11 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正式宣布恢

复双面组件 201 关税豁免权，意味着双面太阳能组件进口到美国不再征收关税，

公司太阳能组件产品在 2021 年 11 月以后开始陆续从越南发货，而 2020 年 10 月

以后受美国取消了对双面组件的关税豁免政策影响，太阳能组件发货较少，因而

2021 年末越南发往美国客户项目地途中的库存商品余额较 2020 年末大幅增加，

进一步增加了 2021 年末新能源业务的库存商品余额。 

2022 年末，新能源业务库存商品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50.76%，主要原因如下：

2022 年以来受美国双面组件 201 关税取消，此外美国政府颁布“最终规定”，

确认将在 2022 年 6 月 6 日至 2024 年 6 月 6 日豁免东南亚四国进口的光伏电池

和组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最终规定”要求截止日（2024 年 6 月 6 日）前购

买的组件需在截止日后 180 天内在美国使用或安装，受上述关税豁免政策的影

响，装机成本下降明显，美国光伏企业在两年的双反关税豁免期内加大了光伏投

资和加快了光伏电站建设。此外，2022 年 12 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越南、泰国、

马来西亚及柬埔寨完成组装并出口美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的反规避调查

初裁结果，初步认定包括越南博威尔特在内的 4 家强制应诉企业不构成反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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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述政策影响，美国光伏企业加大了对公司光伏组件的采购量，使得 2022 年

公司新能源业务在手订单及销售收入大幅增加，其中新能源业务收入较 2021 年

大幅增加 375.61%，公司根据在手订单进行备料、备货金额也大幅增加，使得新

能源业务期末库存商品大幅增加，其中 2022 年末越南发往美国客户项目地途中

的库存商品余额较上年末大幅增加 349.16%，与 2022 年新能源业务收入的增幅

基本匹配。 

综上，报告期各期末新能源业务库存商品系公司为确保在手订单如期交付而

储备的合理库存，新能源库存商品余额增加主要系受美国关于光伏行业贸易政策、

新能源业务在手订单及销售收入增加等因素影响所致，且公司新能源业务与客户

主要采用完税后交货（DDP）的交货方式，使得公司 2022 年新能源业务持有大

额订单的情况下，越南发往美国客户项目地途中的库存商品金额较大，因而库存

商品较多符合公司新能源业务的经营模式，具有合理性。 

【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公司财务总监及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存货构成情况、余额变

动及原因、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等； 

2、获取并查看公司存货库龄明细表、存货期后结转明细表，对公司存货库

龄及期后结转情况进行了解； 

3、获取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统计表、产品销售统计表，查看公司主要原材

料及产品价格波动情况，并向公司财务总监及相关人员了解波动原因，并分析

合理性； 

4、了解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获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测试表，评价

公司计算存货可变现净值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相关参数的合理性； 

5、通过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了解同行业可比公司

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与公司的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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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获取公司在手订单统计表，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在手订单覆盖情况、订单

执行周期及铜合金带材和线材预计未来销售情况，并了解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

能消化的依据，评价其合理性及充分性； 

7、查阅新材料及新能源业务相关行业研究报告，了解募投项目市场现状与

未来市场发展情况； 

8、向管理层了解公司具体经营模式、在手订单持有情况，评价库存商品较

多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1、公司新材料及新能源业务存货构成情况及其变动、存货余额变动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具有合理性；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不存在显著差异； 

2、公司本次新材料和新能源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能够充分消化，相关依据合

理、充分； 

3、公司库存商品较多符合公司经营模式，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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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发行人盖章页）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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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保荐人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姚焕军          赵  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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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

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张纳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