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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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接待对象 
华泰柏瑞基金、民生证券、平安证券、平安养老、银国达私募、珠海巨石资产管

理、中信证券、鸿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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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专员 熊志峰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记录 

一、公司主要情况介绍 

2023 年上半年，公司重点围绕着陶瓷机械、海外建材、锂电材料和装备这

三大板块进行业务开展，实现收入 47.47 亿元，来自海外的营收超过 60%，其中

建材机械收入占比 44%，海外建材收入占比 40%、锂电材料收入占比 9%。 

陶瓷机械方面，上半年确实有一定经营压力，主要受国内房地产及产业链影

响，海外方面相对比较平稳，今年整体会有一些波动。为应对目前的整个行业大

环境的影响，科达采取以下策略：第一，从陶瓷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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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战略也是初有成效，

包括科达最近收购了国内陶瓷墨水龙头——国瓷康立泰 40%的股权。此次收购

后，公司与其共同设立子公司，由公司控股，借助公司海外陶机渠道共同推动海

外墨水、色釉料业务的开展。第二，公司希望通过全球化的布局，推进陶机销售。

目前公司在印度、土耳其、意大利拥有子公司，今年在印尼设立了子公司，并正

在筹划巴西子公司，希望通过在每个大洲的驻点优化全球销售网络，推进装备和

配件耗材的销售。第三，公司正在对陶机中的一些核心产品做通用化的探索，目

前已经开展了铝型材挤压机业务，这几年已经接了一定订单，成为国内铝型材企

业的首选之一。此外，公司还通过技术工艺的推进以及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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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一步提升陶机的竞争力。 

海外建材板块，近几年维持较快的增长，收入随着产能扩张逐渐释放，今年

上半年实现营收 19 亿。目前公司已于非洲肯尼亚、加纳、坦桑尼亚、塞内加尔、

赞比亚 5 国运营 6 个工厂，在建的工厂还有加纳五期六线、喀麦隆等陶瓷厂，以

及肯尼亚洁具厂、坦桑尼亚玻璃厂，同时我们还规划了秘鲁玻璃项目。截至今年

上半年，海外建材瓷砖的产量是 7000 多万㎡，洁具超 10 万件。同时，公司还延

展了洁具、玻璃等其他建材产品，洁具包括马桶、洗脸盆等。玻璃方面，目前公

司在建的项目以白玻、色玻为主，后续也会考虑布局其他领域玻璃。 

锂电材料及装备板块，目前公司自营的锂电材料主要为负极材料，截至 2023

年 6 月，公司通过安徽、福建基地已具备 4 万吨/年石墨化、2 万吨/年人造石墨

产能。同时，福建科达新能源一期增产技改项目、福建二期与重庆三期合计年产

10 万吨人造石墨产能正在建设中。目前因边生产边建设，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

力，公司一直持续开展降本增效工作，比如原材料的采购、能耗的优化、装备的

提升等方式，来提升盈利能力，等后续新增产能建设完毕、产能释放后，将会释

放规模效应。此外，公司也通过股权绑定等方式，增加下游客户的粘性。锂电装

备方面，公司上半年接单大约 5 亿，目前整体业务占比较小。战略投资业务方

面，蓝科锂业上半年销售 1.5 万吨，产量 1.4 万吨，今年目标生产 3.6 万吨，销

售 4 万吨。 

二、问答 

1、公司陶机未来的增长空间是怎么样的？ 

回复：2022 年建材机械营收约 56 亿元，前几年增长主要来自于国内下游产

品更新迭代的需求。2023 年上半年国内陶机业务受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大，海外

市场相对平稳。未来公司会进一步深化全球化的布局，通过在每个大洲运营子公

司，目前我们已在印度、土耳其、印尼等地设立子公司，未来也将探讨巴西子公

司，通过建立全球销售网络推进装备和配件耗材的销售。其次，公司积极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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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来看，

全球配件耗材的市场比陶机市场更为广阔，配件耗材的使用频率要比陶机高，两

者也会可以通过协同销售增加客户粘性，目前也已取得不错成效。包括科达最近

收购了意大利模具公司 FDS 70%股权，FDS 在模具制造领域具备强大的产品力

及品牌力，在业务、人才、技术、供应链及营销渠道等方面均可与科达陶机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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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形成互补，将为公司陶瓷机械业务团队进一步深耕欧洲市场、加强在欧洲基

地的资源整合增添强大助力。此外，在今年 7 月科达还收购了国内墨水龙头——

国瓷康立泰 40%的股权，并共同设立了广东康立泰公司，由科达制造控股，未来

共同开拓海外耗材市场。另外，公司也希望通过陶机的一些核心产品做一些通用

化的探索，目前主要聚焦铝型材挤压机和锂电装备两个方向，比如铝型材挤压机，

可以应用于光伏边框、汽车轮毂等领域；锂云母焙烧窑等装备，可以用于正负极

材料生产制造环节等。 

未来公司将争取 5 年内实现陶瓷机械业务的“百亿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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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洁具、

耐材、铝型材等其他领域）的业务结构。 

2、陶机上半年相比去年同期毛利率有提升吗？毛利率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回复：今年上半年陶机的毛利率相比去年同期有所提升，主要是因为海外陶

机订单占比的提升，带来整体毛利率的优化，目前我们也正在积极开展生产和管

理精益项目。 

3、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半年陶机海外营收占比的走势是怎样的？ 

回复：今年上半年陶机海外业务营收占比相比去年同期是提升的，考虑到行

业周期特性，但每个国家的周期性并不一定同步。基于此，未来我们希望借助全

球化的布局，通过覆盖更多国家来平滑周期的波动。 

4、上半年陶机海外订单占比如何？ 

回复：上半年海外订单接单占比已经超过 60%。除了陶机全球化布局外，近

期我们也通过对海外配件耗材进行一系列布局，比如收购意大利模具公司 FDS 

70%股权等，希望可以借助其客户资源，进一步拉动海外陶机订单的提升；其次，

我们也希望一些关键设备的通用化可以带来一些增量。 

5、公司的铝型材挤压机客户有哪些？ 

回复：公司的铝型材挤压机已供货永臻科技、坚美铝业等知名企业，可用于

铝合金建筑型材、光伏边框、电动汽车关键结构件、动力电池包壳体等领域。 

6、陶机业务直销为主还是经销为主？ 

回复：公司陶机业务国内为直销，海外为直销+代理模式。 

7、配件耗材市场如何？ 

回复：全球配件耗材的规模比陶机市场更大，我们会逐步选择这其中一些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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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较高的、使用场景及频率较频繁的品类去开展业务，与陶机业务协同发展，

提升盈利规模及能力。 

8、请介绍一下海外建材的合作模式？ 

回复：我们在非洲的模式是在毛里求斯成立 SPV，科达持有 51%、森大持有

49%，在每个国家设立项目公司，并延伸了陶瓷、洁具、玻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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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迅速铺开市场。 

9、海外建材毛利率较高的原因是什么？ 

回复：在科达于非洲建厂之前，非洲的瓷砖消费主要依赖于进口，相较于非

洲本土生产制造的瓷砖，进口瓷砖存在关税、运输费用等其他成本。科达建厂后，

立足于本地资源、本土市场、本土人力，采用本土化经营的策略，大大降低陶瓷

生产价格。在非洲陶瓷项目中，主要原材料实现本土化，本土员工占比超过 90%，

整体运营成本相较进口瓷砖产品更有优势。再加上非洲各国城镇化发展对于瓷砖

的需求在持续增加，科达的瓷砖业务在非洲深耕多年，已具备很好的知名度，综

合以上因素，海外建材维持一个较好的毛利水平。 

10、海外建材在非洲的销售情况是怎么样？销售区域主要在哪里？ 

回复：2022 年瓷砖销量 1.2 亿平方米，营收约 33 亿，产销平衡，近 5 年来

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 

公司目前在肯尼亚、加纳、赞比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 5 个国家有 6 个陶

瓷厂，除了在本国销售外，还向周边的国家出口，目标覆盖区域主要围绕在撒哈

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根据上半年情况来看，超过半数是在生产基地所在

国销售，另有部分是向周边出口。 

11、海外建材销售面向的群体主要为哪些？主要用于什么场景？ 

回复：非洲消费群体主要有市政工程及居民消费，针对不同群体，我们的产

品有不同层级可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另外，非洲人口基数较大，每个国家

的城镇化水平会有差异，整体城镇化速度不会像中国的速度，因此，在目前我们

的瓷砖产能达到一定规模后，我们正横向地扩展洁具和玻璃这些其他建材品类，

可更好的针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需求，同时洁具、玻璃等品类前期可通

过瓷砖已有的销售渠道，快速实现扩张。瓷砖产品主要为地砖，前期为当地市政

需求，目前家居消费正逐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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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非洲客户购买瓷砖除了做地砖用外是否还有其它用途？ 

回复：我们针对当地销售的瓷砖会做一些本土化的设计，主要还是用作地砖，

也会被用作墙砖。 

13、瓷砖销售价格是多少？汇率对海外建材营收有怎么样的影响？ 

回复：根据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对今年 1-2 月国内建筑陶瓷进出口分析，

我国陶瓷砖出口额增幅大幅高于出口量增幅，陶瓷砖出口平均单价为 9.07 美元/

平方米，意味着国内出口瓷砖的档次有所提升，再加上海运费的叠加进一步提升

中国出口瓷砖的价格。而非洲本土生产瓷砖的平均销售价格低于中国出口平均单

价，相对于这类进口瓷砖而言，本土的生产销售更具有竞争优势。 

海外建材销售一般按照当地货币结算，部分是美元结算，除了保留一部分的

运营资金外，其它的会及时换成美元，因此今年上半年会有一定汇兑收益。 

14、公司海外建材现有产能及规划是怎么样的？当地有什么竞争对手？ 

回复： 2022 年，公司瓷砖产量 1.2 亿㎡，产销平衡。今年上半年公司已于

非洲五国运营 6 个生产基地，拥有 16 条建筑陶瓷生产线、1 条洁具生产线，共

实现建筑陶瓷产品产量超 7,000 万平方米，洁具超 10 万件。同时，公司坦桑尼

亚建筑玻璃生产项目、加纳建筑陶瓷生产项目五期、喀麦隆陶瓷项目、肯尼亚基

苏木日产 4000 件陶瓷洁具生产项目等正在建设中，预计将于近年内投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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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来将持续在非洲多国推进建筑陶瓷项目产能扩建，并根据非洲各国的

城镇化发展阶段，横向将品类延伸至洁具、建筑玻璃领域，借助瓷砖渠道形成先

发优势，拓展至建材领域。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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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当地的进口瓷砖外，目前公司在非洲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一个来自于中

国的企业，两者目前的产能规模差不多。但随着我们规划的产能全部投产后，我

们将超过竞争对手的产能。但非洲的建材市场主要还是一个增量市场，行业并没

有处于激烈竞争的状态。 

15、海外建材的优势？ 

回复：一方面科达通过早期的提前布局，利用已有产能和市场份额已形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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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优势，形成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科达通过渠道管理、产品开发以及

精细化管理，已经实现了生产的规模化，已非常具有成本优势。 

16、非洲员工本土的人数在多少比例？ 

回复：截至目前，非洲本土的员工比例超过 90%，并且越来越多本地人被提

拔至管理岗位，担任基层管理岗位及部分中层的管理岗位工作。 

17、为什么考虑去南美及中亚布局？ 

回复：经过我们的调研，目前南美和中亚都有一些结构性机会，比如南美处

于一个二次城镇化复兴的阶段。我们考虑未来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先形成一个初

步的布局，抢占先发优势。当然，部分项目目前还在规划、探讨中。 

18、后面会和联塑在非洲展开一些合作吗？ 

回复：公司和联塑已经共同前往非洲进行调研，后续会逐步探讨协同合作。 

19、负极材料销售的产品类型有哪些？ 

回复：公司主要提供石墨化加工、人造石墨成品等，石墨化加工主要供给负

极材料厂商及自用，人造石墨成品主要面向储能客户。 

20、负极材料上半年毛利率情况是怎样的？公司采取了什么措施？ 

回复：上半年负极材料市场价格下降，加上公司一边生产、一边销售、一边

建厂，综合成本算起来毛利率水平较低。目前我们正通过规模化产能建设去降低

管理成本边际，优化导电和保温结构等降低能耗措施以及提升技术工艺等方式去

降本增效，未来努力实现毛利率达到行业内达到中高位置。 

21、锂电材料的规划是怎样的？ 

回复：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安徽、福建基地已具备 4 万吨/年

石墨化、2 万吨/年人造石墨产能。同时，福建科达新能源一期增产技改项目、福

建二期与重庆三期合计年产 10 万吨人造石墨产能正在建设中。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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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蓝科锂业上半年的业绩及销售情况怎么样？ 

回复：蓝科锂业上半年营收约 33.34 亿，对公司贡献归母净利润超 8 亿元。

上半年碳酸锂销量约 1.5 万吨，产量 1.41 万吨，其中一季度销售比较少，大部分

是在二季度销售的。蓝科锂业今年将努力完成 4 万吨的销售目标，3.6 万吨的生

产目标。 

23、蓝科锂业的碳酸锂成本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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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碳酸锂的每吨成本约 3 万元，具有成本优势及环保优势；同时蓝科锂

业还将支付部分卤水前系统维护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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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蓝科锂业的产能规划是怎么样的？ 

回复：蓝科锂业目前拥有 3 万吨/年碳酸锂产能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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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实现 5 万吨/年

以内的产能。 

25、蓝科锂业的股东主要是盐湖股份和科达制造两家公司，股东双方是如何

分工的？ 

回复：蓝科锂业的日常生产经营主要是由管理层负责，而在董事会层面，会

决策蓝科锂业的重大事项，并听取蓝科锂业的经营汇报。蓝科锂业董事会由 5 名

成员构成，其中科达制造提名 2 位董事，分别为科达制造的董事张仲华先生、董

秘李跃进先生，而张董目前也担任蓝科锂业的董事长。股东双方会在董事会层面

探讨蓝科锂业的未来发展，支持蓝科锂业的各项技改、研发、经营管理工作。 

26、蓝科锂业的技改项目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还是股东增资？ 

回复：蓝科锂业目前资金非常充裕，技改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7、去年 5 亿回购后续的用途是什么？ 

回复：根据回购方案规划，后续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进一步

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三方利

益结合，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28、公司没有实控人，有被收购的风险吗？ 

回复：公司自 2016 年起便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但公司各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合计数相对较高，目前各方沟通顺畅，均认可公司的发展，未看到其他方收购的

风险。 

29、请介绍一下公司的商誉情况 

回复：公司商誉约 9 亿，近一半来自于蓝科锂业，虽然近期碳酸锂价格有所

下跌，但蓝科成本较低，且为绿色循环项目，具备很好盈利水平及竞争优势；其

他来自于海外建材和陶机板块，相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运营情况良好。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