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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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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 

时间 2023 年 6 月 

接待对象 民生证券、东方财富证券 

地点 线上、线下（佛山总部大楼）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李跃进；证券事务代表 黄姗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记录 

一、公司主要情况说明 

2022 年科达依然聚焦三大业务发展，即建材机械、海外建材、锂电材料及

装备，2022 年全年收入 111.57 亿，整体归母净利润 42.51 亿元。111.57 亿营业

收入中，建材机械 56 亿，非洲陶瓷 33 亿，锂电材料 12 亿。从 2022 年整体利润

来看，公司战略投资项目蓝科锂业生产碳酸锂 3.1 万吨，销售约 3 万吨，对公司

归母净利润贡献在约 34 亿；剔除蓝科锂业投资收益影响后，公司主要利润来自

建材机械、海外建材业务。 

分业务板块来看，建材机械 56 亿收入，毛利率 26%，同比 21 年增加 5.5%。

主要得益于公司近几年的业务布局，以及产品结构的调整、区域分配、内部管理

的提升等，盈利水平获得提升。海外建材业务方面，目前公司在 5 个国家已经有

6 个陶瓷厂，另布局了 2 个洁具项目及 1 个玻璃项目，并继续增加建筑陶瓷生产

线的建设，未来产品会更多元化。2022 年来看，海外建材实现近 33 亿左右收入，

毛利率 43%，维持较高盈利水平。锂电材料方面，随着公司负极材料产能的释

放，业务规模从前期的 4 亿到 2022 年实现超过 10 亿，随着 2023 年福建二期产

能的逐步释放，2023 年产量会有所提升。2023 年负极材料价格有所波动，会遇

到比较大的挑战，公司也正尽可能地推动降本增效工作。 

2023 年公司还是秉持前期的发展战略，陶瓷机械继续往海外发展，提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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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占有率，在目前全球经济情况特别是国内房地产市场比较低迷的情形下，

今年订单可能会面临一些经营挑战。海外建材业务方面，后续公司会将业务拓展

到南美，希望今年能在南美启动新项目。海外建材会随着规划产能的释放，保持

较好增速，提升收入规模。锂电材料中负极材料方面，会随着近两年负极材料工

厂的逐步投产进行规模增长，公司目前在国内有三个工厂，安徽、福建、重庆，

整体 2-3 年规划是 15 万吨，后续会考虑新增一个海外工厂，中长期的规划在国

内+海外合计约 20 万吨负极材料产能。关于锂电材料的降本增效，公司希望通过

锂电材料整套设备的输出，去进行生产工艺的协同优化，因为公司的锂电材料装

备业务中也会做负极材料的生产制造装备，目前正在持续进行工艺的设计优化，

尽可能地降本增效，减少能耗，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对于投资业务蓝科锂业，碳

酸锂业务去年产量是 3.1 万吨，目前蓝科锂业正在做提质增效的工程，技改完成

后能够提升现有产能。 

二、问答 

1、22 年的营收及利润结构是怎样的？ 

回复：根据 2022 年 111.57 亿营业收入来看，约 50%收入来自于建材机械，

30%多来自于海外建材，10%来自于锂电材料。从 2022 年整体归母净利润 42.51

亿元来看，公司战略投资项目蓝科锂业对公司归母净利润贡献在 34 亿左右，剔

除投资收益贡献来看，超过 90%来自建材机械、海外建材。 

2、陶瓷机械市场规模在多少，科达陶瓷机械在海内外的主要竞争格局？ 

回复：陶瓷机械全球每年的市场份额大概在 200~250 亿。科达在全球排第

二、亚洲第一，可以提供整厂整线的服务，其他厂家主要做单机销售。同时，我

们每年会进行软硬件的投入，更具前瞻性的进行产品研发，提高产品的智能化水

平，助力行业的升级。 

在海外，我们主要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具备较好市场，例如亚洲、非洲

等地区。主要竞争对手为该领域排名第一的萨克米，作为意大利企业，其在欧美

地区较为具备优势。科达近几年也逐步切入欧洲市场，在 2018 年时收购了意大

利唯高，并在欧洲设立了子公司，未来也会重点关注欧美市场的拓展。 

3、陶瓷机械未来公司有哪些增量？如何克服国内的需求放缓？ 

回复：近年来，随着国内的房地产行业的回落，包括这两年基建的萎缩，国

内市场规模缩小了。所以目前我们有两个策略，第一是延伸开展耗材和配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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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加强业务的全球化拓展。以前我们的陶瓷机械业务国内占比更高，近 10

年来，科达从中国走向亚洲，从亚洲走向全球，我们接触的国家越多，开拓的市

场范围更广，业务规模也逐步提升，去年海外订单占比达到 55%。接下来，我们

将通过全球化的工厂布局，以及通过当地的生产及销售提升市场占有率。 

国内主要为存量市场，增长驱动来自于下游新产品的迭代拉动，以及陶机更

新换代。像岩板产品的出现，下游厂商需要迭代吨位更大的压机、规格更大的窑

炉等设备。此外，公司通过科达、力泰、唯高，实施多品牌战略，聚焦自身优势、

定位，覆盖多产品链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其次，我们将从装备供应商转变为全

方位服务商，开展包括耗材配件、运营、承包等各方面的服务。 

4、科达和欧洲的陶机设备相比来说，在性能和价格方面有什么区别？ 

回复：欧洲的设备是小批量、多花式、多规格、自动化程度高的柔性生产模

式，价格更贵，日产量相对较小。科达的设备特点是大批量、快速、性价比高，

更适合发展中国家使用的。 

5、公司在耗材方面的规划是什么？ 

回复：前期公司主要通过向供应商采购完成我们相关耗材、配件服务的配套。

目前公司正通过合资或是自营的方式开展服务，在海外也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

式，将配件、耗材及维修等服务前移，提升整体边际贡献。 

6、钢材降价对公司陶瓷机械业务的毛利率有影响吗？ 

回复：钢材从去年开始就在降价，也已经体现在我们的毛利率上。公司陶瓷

机械 22 年毛利率在 26 个百分点左右，相较于 21 年提升了 5 个百分点左右，其

中得益于钢材的降价以及“三精主义”的落实，三精主义就是在管理上做精简高

效，在成本上精打细算，在产品上精益求精。 

7、非洲海外建材业务的毛利率情况怎么样？有多少员工？人工成本如何？ 

回复：22 年非洲海外建材毛利率在 43%左右，净利率在 30%以上。截至 2022

年年底，公司海外 6000 多人，海外的人员主要是非洲工厂的人比较多，超过 90%

为本土员工。因为非洲的发展阶段还不需要那么高智能化的设备，所以产线上员

工会更多。我们的员工薪酬福利比当地其他工厂更好，但人工成本对比国内来说

也具有很好优势。 

8、如何想到要到非洲发展陶瓷行业？  

回复：公司最初主要做陶瓷机械，在实现国内甚至全球的龙头地位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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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尝试第二增长曲线。2015 年左右，公司在考察了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

国家后，与森大取得联系，一起到非洲开展调研。基于非洲庞大的人口背景、以

及依赖进口的瓷砖市场，公司决定和森大一起合作在非洲开展建陶业务。凭借科

达本身多年的陶瓷机械制造优势及经验，以及森大在非洲多年开展国际建材贸易

的渠道优势，合资公司随着持续的产能释放，迅速铺开了市场。 

9、公司海外销售建材中的瓷砖产品是什么规格，主要销售对象有哪些，除

了瓷砖还开拓哪些产品类型？ 

回复：目前在非洲子公司生产的瓷砖是小规格瓷砖，并根据当地客户审美进

行设计优化。当前非洲仍处于发展初期，现在瓷砖产品主要是市政工程以及部分

居民住宅需求，没有到真正的城镇化住宅需求爆发的时机，我们相信在未来的 10-

20 年期间，非洲城镇化率将进一步提升，带动居民个人在瓷砖、洁具、玻璃等建

材需求量的提升。因此，公司在原有建筑陶瓷产线基础上拓展建设了洁具、玻璃

产线，从产品策略上构建“陶瓷+洁具+玻璃”的架构，有利于实现进口替代，并

抢占市场先机，公司也会在合适时机继续培育新品类。 

10、海外建材今年有多少个项目在建？海外建设产线的资金筹备一般是怎

么样的？ 

回复：在陶瓷项目方面，塞内加尔二期 3 线、加纳五期 6 线已经在 3 月、5

月投产，另外有赞比亚二期、喀麦隆等项目在建；洁具项目建设方面，目前加纳

洁具一期项目已经顺利投产，肯尼亚基苏木项目还在建设中；在玻璃项目方面，

目前有坦桑尼亚建筑玻璃项目在建。 

资金筹备一般情况一部分是由股东出资，另一部分是通过贷款渠道。在股东

出资里面，科达是以持股比例去出资。与此同时，基于对公司海外建材业务的认

可，世界银行旗下金融机构 IFC 于 2020 年与公司签订了长期贷款协议，为非洲

项目提供 7 年期低息贷款，相较于非洲地区高利率的银行贷款，具备较好的资金

及财务成本优势。 

11、公司海外建材使用燃料主要是什么？成本相比国内如何？ 

回复：公司主要是使用燃煤，部分国家的工厂已经替换成天然气，未来将积

极配合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进一步提高清洁能源的占比。 

12、公司海外建材中除了非洲市场外，在南美是否会进一步的延伸规划？ 

回复：公司的建材业务正逐步延伸到南美，目前已在南美建立了团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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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业务外，公司也去智利、阿根廷等地看了一些矿区，整体基建环境比较差，

跟中国比起来条件比较艰难。但公司会时刻关注南美相关情况，不会放弃在那里

的布局。 

13、蓝科锂业碳酸锂一季度的销量是多少，相比去年同期变化如何？ 

回复：今年碳酸锂的价格波动比较大，整个供应链的采购需求不太强，导致

一季度的销售有一定下滑，蓝科锂业一季度的销量也比较低，约 0.14 万吨，但

销售价格在前期比较好的位置。其去年一季度销量为 0.67 万吨，因市场等因素

影响，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出现下滑。 

针对市场变化，蓝科已加强产销对接，积极与下游客户互通，拓展销售渠道，

加大销售力度，二季度以来价格逐步回暖至 20-30 万元/吨，蓝科锂业当前销售

情况也比较好，将努力完成全年 4 万吨的销售计划。 

14、蓝科锂业目前的产能以及 2023 年碳酸锂预计产销情况？ 

回复：蓝科锂业目前拥有 3 万吨/年碳酸锂产能装置，2023 年将努力达成生

产碳酸锂 3.6 万吨，销售碳酸锂 4 万吨的目标。未来 2~3 年内，公司希望通过技

术提升、工艺升级、后端沉锂母液回收等方式，实现 5 万吨/年以内的产能。 

15、蓝科锂业的销售结构是怎么样的？ 

回复：2022 年以来，蓝科锂业加大碳酸锂产品直接面向终端客户力度，增

加终端客户数量，目前公司碳酸锂产品销售主要以终端客户为主，无出口业务。 

16、碳酸锂的成本构成是怎样的？ 

回复：盐湖股份提供给蓝科锂业的老卤水为 2 元/立方米的固定价格，同时

收取盐田维护费，相关收取标准参照碳酸锂市场价格，并结合相关成本因素动态

收取。 

17、目前持有蓝科的股份在多少？ 

回复：公司间接持有蓝科锂业 43.58%股份，控制其 48.58%投票权。 

18、蓝科锂业是否有可能拿到更多的盐湖股份的卤水？ 

回复：根据测算，盐湖股份目前拥有的卤水可供提取碳酸锂的年产量为 10

万吨左右，根据当前相关安排，目前的规划已能够满足蓝科锂业技改后的产能需

求。对于蓝科的后续规划，我们将支持蓝科做好锂资源开发与利用，尽可能提高

锂产品价值。 

19、公司是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负极材料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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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公司从 2015 年开始涉足负极材料领域，到现在已有七年多的时间，

我们一直在以下几方面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第一，要把产品的稳定性和品质

做得足够好；第二，要把成本做得足够低，叠加科达设备研发与制造能力，目前

看到了一些效果，新增设备投产后都有一定的优势，福建二期项目强化了自动化

能力，人工、耗电有一定下降；第三就是客户的粘性，在 2022 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轮融资，引进了一些战略投资者，现在下游大客户锁定一部分产能，

目前因为产能建设稍慢一点，产销率还是比较高的。 

20、公司负极材料的产能规划情况。 

回复：目前公司安徽基地拥有 1 万吨/年人造石墨产能，福建一期拥有 4 万

吨/年石墨化加工和 1 万吨/年人造石墨成品产能。此外，福建二期 5 万吨/年一体

化项目、重庆基地 5 万吨/年人造石墨项目均在建设中。福建二期石墨化产线预

计今年三季度建成，预处理和成品车间争取年内建成；重庆项目正在抓紧进行前

期土地工作，争取年内投产。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关注海外市场，择机协同境外

资源启动 5 万吨负极材料的海外产能建设。 

21、公司负极材料业务基于在福建、重庆开设产能的原因是什么？ 

回复：公司锂电材料业务前期布局福建基地，主要考虑位置靠近下游客户，

同时当地具有较为有优势的电价，且能够供应一定比例的绿电，若未来涉及产品

出口会更为有优势（海外客户关注）。而重庆基地的布局主要是为下游储能电池

客户在当地的生产线建设，提供相关配套供应，以便及时提供相关产品及服务。 

22、公司设立了科达南粤基金，投资了广汽埃安，后续和这家公司是否会有

一些合作或拓展的方向？ 

回复：投资广汽埃安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比较看好其未来发展，我们认为这

笔投资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收益。其次，广汽埃安在所属行业里有一定竞争优势，

未来我们也将推动双方在负极材料业务方面的探讨、合作。 

23、公司的洁能环保业务指的是什么？ 

回复：科达当时为解决下游陶瓷厂高污染、高能耗的问题，自行研发、生产

了煤制气技术及装备，它能够将煤燃烧生成清洁程度媲美天然气的煤气，另外还

延伸了脱硫脱硝除尘的装备业务。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收缩环保业务，将保留煤制

气装备的业务。 

24、请介绍一下公司 6 月份解禁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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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公司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完成定向发行，当时定增对象基于对公司战

略及价值的认可，自愿延长锁定期至 36 个月，相关限售股已在 2023 年 6 月 5 日

上市流通。从前期的沟通及当前市场情况来看，各相关方对公司的战略规划及经

营发展还是比较认可的。 

25、请介绍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 

回复：（1）陶瓷机械方面，公司将争取 5 年内实现陶瓷机械业务的“百亿

目标”，在保持建陶装备强有力的竞争力的同时，向非陶瓷行业进行延伸，形成

60%陶瓷机械装备、20%配件及耗材等陶瓷关联产品、20%陶机通用化装备（应

用于石材、洁具、耐材、铝型材等其他领域）的业务结构，并成为“技术驱动、

成本领先、供应链全球化”的陶瓷机械高端制造引领者。 

（2）海外建材方面，公司计划在建材产品品类上进行延伸，并最终拓展至

家居建材领域。近年来，公司已持续在非洲多国推进建筑陶瓷项目产能扩建，并

已规划将品类延伸至洁具、建筑玻璃领域，在现有全部在建项目达产后，预计公

司将合计形成年产近 2 亿平方米建筑陶瓷、260 万件洁具及 20 万吨建筑玻璃的

产能，届时将成为非洲地区第一大建筑陶瓷供应商。目前，公司海外建材业务已

规划 5 年内实现百亿营收，通过非洲市场关联建材品类的拓展，形成 80%建筑

陶瓷、5%洁具、15%建筑玻璃的业务结构。 

（3）锂电材料及装备方面，自 2015 年进入负极材料领域以来，公司已初步

形成“负极材料+锂盐投资+锂电装备”的业务结构，锂电材料业务亦于 2022 年

突破 10 亿元的营收规模。下一阶段，公司将围绕重点客户的业务拓展，支持负

极材料的产能释放，并协同陶瓷机械技术优势发力锂电材料装备，并进一步延伸

至新能源装备领域，实现百亿规模的跨越，5 年内构建 60%负极材料、40%锂电

/新能源装备的业务结构。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