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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和宏观政策效应不断释放的共

同作用下，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公司顺应了国

内汽车市场产销的整体上升趋势，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2,417.10 万元，同比上升

9.7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上升 12.83%；实现利润总额 11,298.05 万元，同比上升

115.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13.34 万元,同比上升 101.13%。公司 2016

年经营状况及 2017年经营计划汇报如下： 

一、公司 2016 年经营状况 

1、曲轴产品结构成功转型 

自 2015 年以来，公司曲轴产业实施了“变大变小”战略，加强了乘用车曲轴产品

的市场开拓以及研发和生产能力。随着近年来乘用车发动机涡轮增压技术的大规模推广，

锻钢曲轴需求快速增加，公司把握市场时机，利用在锻钢曲轴领域研发和加工优势以及

精密锻件的产业链延伸优势积极拓展新市场，同时借助在现有客户中形成的良好口碑不

断取得新产品的开发权，使得乘用车曲轴产品的销售比例大幅提高。2016 年乘用车曲轴

产品的销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40.24%，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平均增长比例。公司乘用车曲

轴自 2015 年开始加速发展，乘用车曲轴生产线已满负荷生产。至此，公司已成功将产

品配套范围由以商用车为主，逐步形成到以商用车、乘用车零部件并重的战略格局。 

在船用发动机曲轴方面，公司除了稳固现有客户船机曲轴产品份额外，还在积极开

拓国际终端客户市场，并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近两年来船机曲轴的技术研发投入

和产品制造，公司积累了宝贵的船机曲轴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验，同时募投资金的到位

使得公司在船用发动机曲轴生产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资金保障，以上几个方面对于公司成

功切入到配套船用发动机业务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 

2、国际高端客户的开发取得重大突破 

公司近两年在对内不断强化产品研发和品质提升的同时，在国际业务拓展方面聘用

了部分有外资业务背景和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欧洲事务代表。通过大力推动与国

际知名品牌汽车制造厂商的业务沟通交流，公司 2016 年分别通过了沃尔沃和奔驰公司

供应商资格审核并取得了曲轴毛坯新产品的开发资格，标志着公司在技术、质量、生产、

财务等综合管理方面得到了国际顶级汽车制造商的认可。通过上述国际业务的成功拓展，



除在相应产品批量后会提高公司业绩外，也将会为曲轴加工业务带来国际业务开发机会，

为曲轴产品进入国际高端汽车品牌市场赢得了机遇，同时也将为打开更多国外及合资汽

车品牌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3、稳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全面开拓新客户、新市场 

公司凭借着较强的研发能力、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服务在现有客户中取得了良

好口碑。2016年，公司（含子公司）获得了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日野发动

机有限公司等 8家公司的优秀供应商奖项；获得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最佳质量

奖；获得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最佳供应商奖项；获得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质量改

善优秀课题奖；获得东风乘用车公司《A15 曲轴变更材料及加工工艺降成本》一等奖。

在报告期内，公司在获得现有产品市场认可的同时，积极开发新客户和新市场，全年公

司共完成了以沃尔沃和奔驰为代表的 14家新客户和新市场的开发，产品涵盖了离合器、

曲轴、齿轮及锻件毛坯，为今后公司业绩的不断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4、成本费用控制效果显著 

2016年，受到国家供给侧改革以及环保监控机制的强化等因素的影响，钢材类原材

料、纸箱、压盘等主要材料价格呈大幅度上涨趋势，公司紧密跟踪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

趋势，通过完善奖罚机制调动采购管理部门的积极性等各种方式降低企业采购成本；同

时在生产方面通过精益制造、智能化改造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物料周转

效率，为全年业绩的同比增长提供了有效支撑。此外，桂林曲轴公司整合了武汉曲轴公

司业务，提高了公司整体曲轴业务运营效率，避免武汉曲轴公司公司亏损进一步扩大。 

5、信息化系统得到全面优化 

公司在 2016 年全面启用了 SAP 系统，顺利地实现了原系统与新系统之间的过渡。

SAP系统在公司集中管控、产供销计划协调、物流跟踪方面具备世界先进功能。公司 SAP

系统的顺利启用，有利于实现供应链管理、生产与销售、人员与物资调配的合理优化，

使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集成，协调统一，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有效地保证了数据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二、公司 2017 年经营计划 

顺应2016年国民经济总体向好的发展态势，结合汽车市场的稳步提升的行业趋势，

公司将在 2017 年更加积极地拓展新客户、新市场以及国内外高端客户，深化精益制造

和品质国际化战略、进一步优化客户产品结构，努力实现公司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 30%



以上，主要措施如下：  

1、主要业务板块的发展计划 

（1）曲轴加工业务 

把握住目前商用车市场和乘用车市场双增长的机遇，稳固现有商用车曲轴产品市场

的份额，做精做强商用车曲轴产品。同时持续扩大乘用车曲轴产品占比，借助于发动机

涡轮增压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推广以及汽车排放标准的不断提升，持续与整车厂和发动机

厂开发高端和换代曲轴产品并取得先发优势。公司将利用精密锻件业务成功打入沃尔沃、

奔驰等国际高端客户的经验和机会，快速推进曲轴加工业务向国内高端客户和海外客户

拓展。 

（2）离合器业务 

公司离合器产品将在现有的巴西伊顿、印度伊顿、日本日野等国际客户基础上进一

步开发国际品牌的高端商用车离合器市场，同时在国内高端客户中利用公司离合器产品

的技术开发和高性价比的优势寻求替代现有进口离合器产品的机会。扩大离合器产品在

乘用车市场的份额，加大乘用车离合器的产品开发和客户拓展力度。此外，公司还将推

广客车减震器等新能源汽车离合器产品，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离合器配套市场。 

（3）齿轮业务 

公司齿轮产品将延续 2016 年的增长趋势，在确保现有螺旋锥齿轮产品和新能源汽

车动力总成电机轴产品的市场份额的基础上，2017 年公司将在曲轴齿轮和乘用车桥齿轮

的产品开发方面加大力度。同时为解决长期以来受制于齿轮毛坯供应短缺给生产带来的

影响，公司将完成齿轮毛坯锻造生产线的组建，这将为齿轮产品的生产和交付提供保障，

也将会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提高产品的盈利能力。 

（4）锻造业务 

公司继2016年公司获得沃尔沃曲轴毛坯、戴姆勒奔驰曲轴毛坯的定点开发资格后，

目前有多家合资与外资汽车制造厂商与公司进行业务接洽，2017年锻造业务将会在外部

高端客户的开发方面更进一步，从而为未来几年锻件销售和盈利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随着上汽通用五菱锻件毛坯产品及日本日野前轴产品的量产，锻件产品的外销比重将逐

步扩大。 

2、技术能力提升计划 

公司将建设博士后工作站并争取获得国家级实验室资质，进一步完善以客户为导向

的技术研发与创新体系，加大研发与技术投入，提升与发动机和整车企业进行同步开发



的能力以及自主研发能力，形成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此外，

公司将在欧洲成立研发机构，在产品国际化的同时也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经验，

从而为提升公司的产品开发能力奠定基础。 

3、智能化改造与产能建设计划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中的智能化改造项目除襄阳曲轴公司项目中

止外其他项目将于 2017 年基本达到预定的投资进度，各项智能化改造项目的完成将会

极大提高公司生产效率和产品的合格率，同时也使得各类产品性能和加工精度得到较大

提升，能够满足高端客户的产品性能和精度要求，有利于高端市场的拓展。 

鉴于乘用车曲轴产品的产能已趋于饱和，公司将建设两条共计 40 万根曲轴自动化

生产线，并于 2017年至 2018年上半年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自动化曲轴生产线的建成

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乘用车曲轴产能不足的现状，同时也将为引入国内外高端客户提供

设备制造能力保障。在离合器产品方面，公司 2017 年将完成 5 条离合器自动装配线的

安装与调试工作，并投入使用，将会明显提高离合器的装配效率和产品品质，有利于扩

大公司乘用车离合器产品市场。在齿轮产品方面，公司 2017 年将通过引进日本马扎克

数控车床及瑞士奥林康干切铣齿机等先进设备改造完成乘用车齿轮生产线。 

4、对外扩展计划 

公司计划选择适当的时机进一步扩大主营业务生产规模，将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的原则，选择部分与公司生产同类产品、技术工艺先进、有相对稳定市场和技术队伍，

并且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作为目标，通过合作、参股、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

进一步释放产能及扩大产品市场份额，同时使公司尽快实现国际化的合作。 

5、品质国际化战略的推进计划 

随着公司产品逐步进入国内外高端客户的采购体系，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化标准已纳

入公司战略目标。2017 年公司在国际化质量技术人才培训、质量标准优化提升、包括对

前期、制造、售后及供应商质量管理的强化以及质量成本控制等多个方面制订了详细的

工作计划和措施，将会有效保障公司产品品质，从而为公司各类产品拓展更多高端客户

提供了质量保证。 

6、成本控制计划 

2016 年公司在成本控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在 2017 年如果钢材及以钢铁为

主要原材料的生产物资持续维持在高价格水平，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公司在采购管理方面将紧密跟踪主要材料价格的波动和未来走向，积极开发新供应渠道，



建立严格的价格审批制度，对采购人员建立了有效的奖惩机制，以预算目标为导向和考

核标准，利用公司物资采购的规模优势努力控制采购成本。在制造成本控制方面继续深

化推进精益制造，优化产品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损失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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