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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00 元（含税）。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521,300,000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股利 208,520,0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

年度分配。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为 60.14%。 

（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3股。以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 521,300,000

股进行测算，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677,690,000 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如在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利润分配、转增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转增比例。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蓉科技 60332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卫 曾铃淋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双大道二段518

号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双大

道二段518号 

电话 028-82255381 028-82255381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scfrkj.cn zhengquanbu@scfrkj.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由于铝制结构件具有良好的散热效果、抗压抗弯能力强、抗刮伤抗划伤等优点，而且使用了

铝制结构件的手机、平板等终端产品的外观更加时尚美观、机身更薄、质感更好，深受消费者的

喜爱和认可，因而近年来铝制结构件在金属结构件中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笔记本电脑市场。随着 5G发展

的不断提速，铝制中框结构已取代全金属一体化机身结构成为智能手机行业的主流设计。2017年

以来，各大主流厂商先后推出采用高强度铝合金中框+玻璃或陶瓷背板设计的高端旗舰型号手机，

其中以 7 系高强度铝合金中框为主流趋势。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不断

升级换代和推陈出新，对铝制结构件特别是 7系高强度中框结构件的需求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 

1、智能手机出货量下滑，但高端手机市场特别是折叠屏手机保持高增长态势 

IDC 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比 2021 年下降 13.2%，降至 2.86 亿部，为十年

来首次低于 3 亿部。从全球市场来看，2022 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18.3%至

3.003 亿部，创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季度跌幅；2022 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11.3%

至 12.05亿台，创近十年来的最低年度出货量。2022 年，三星、苹果、小米、OPPO、vivo市场份

额位列前五位，合计占 70%市场份额，出货量分别为 2.609 亿台（份额 21.6%）、2.264 亿台（份

额 18.8%）、1.531亿台（份额 12.7%）、1.033亿台（份额 8.6%）、9900万台（份额 8.2%）。 

报告期内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滑，主要是因为消费者收入下降，消费能力降低；其次是大

部分产品创新不够，特别是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创新，导致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减弱，购机欲望不强；

第三是手机产品的耐用性增加，使得换机周期大大变长。 

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方面，其市场表现已经连续数个季度好于整体智能手机市场，而且，其

对市场的贡献也越来越大。折叠屏手机作为超高端机型的代表，自 2018年推出后，经过多年酝酿



和探索，已经度过了概念阶段，2022 年起进入成长阶段。从 2022 年的数据来看，相较于整体市

场的低迷，折叠屏手机增速迅猛。折叠屏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在 2022 年达到了 1490万部，同比

增长 68%。2022 年上半年，国内折叠屏产品出货量超过 110 万部，同比增幅约为 70%；到了第三

季度，国内折叠屏手机的单季出货量就超过了 100万部，同比增长约 246%，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

的单季出货量。 

2、平板市场需求相对平稳，苹果三星销量遥遥领先 

根据 IDC数据，2022 年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 1.63 亿台，同比下降了 3.3%，为三年来首次下

滑，但还是远远高于 2019年及之前的销售规模。 

苹果和三星分别是 2022 年平板市场销量冠亚军，依然保持往年格局。苹果 2022 年第四季度

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49.2%，同比增长 28.8%，2022 年全年市场份额为 38%，在

2022 年全年实现了 7%的增长，也是唯一一家实现正增长的品牌。在 2022年第四季度，除了苹果

和三星仍然保持同比增长，其他主要品牌均出现了同比负增长情况。三星 2022 年第四季度市场份

额为 16.8%，同比增长 7.1%，在全年的市场占有率 18.6%，同比持平。亚马逊、联想、华为分别

以 9.8%、7.1%、5.6%的市场份额，出货量位居第三到第五。 

3、笔记本电脑需求下滑明显，苹果销量实现正增长 

过去两年里，全球 PC市场曾一路高歌猛进，连续 7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而到了 2022年，

这股增长势头戛然而止，市场再次回到冬天。根据 IDC数据，2022年包括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

工作站在内的传统 PC 的全球出货量约为 2.92亿台，对比去年下滑了约 16.3%。但 IDC指出，2022

年的全年出货量仍远高于 2019年及之前的水平。其中，苹果品牌的 PC电脑市场份额为 9.8%，全

球排名第五，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品牌。 

笔记本电脑行业在 2022 年初表现较好，但是，2022 年 2 月爆发的俄乌冲突等导致需求急剧

下降，使得 2022年第二季度出货量下滑。进入下半年，通货膨胀和美国激进的加息政策进一步恶

化了市场形势。从 2022年全年来看，全球笔记本电脑总出货量为 1.909亿台，较 2021年的 2.473

亿台下降 22.8%。 

（二）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政策对所处行业的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多项国家政策的颁布实施，对公司所处行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思路。 

2022年 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三品”全

国行活动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

〔2022〕12 号）要求，开展电子产品“促消费”主题活动，组织“中国企业家对话—-谈消费”



高峰论坛，全力推动市场消费升级。重点针对智能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VR/AR

终端、蓝牙耳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消费电子产品，面向智慧家庭、智能办公、智能健身等

应用场景，开展专题促销活动。鼓励行业协会、互联网平台、生产销售企业整合行业资源，组织

开展“以旧换新”“汰旧换优”活动，促进废旧消费电子产品回收与新产品升级。 

2022年 11月 30日，2022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在数字时代和信息社会，新型

显示是信息呈现的主要载体和人机交互的基础窗口。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和全行业共同努力

下，我国新型显示产业不断跑出“加速度”、迈上“新台阶”，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显示面板年

产能达到 2 亿平方米，2021 年全行业营收超 5800 亿元，有力支撑智能手机、电视、显示器、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领域应用。显示无处不在的特征日益凸显，不断赋能消费电子、数字文创、

景观旅游、数字医疗、车载显示、虚拟显示等领域。产业链国际协同稳步增强，全要素配置不断

优化，显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发展前景极为广阔。 

2022年 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中，全面促

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提高供给质量，带动需求更好实现，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海洋装备等关

键领域，5G、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

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培育一批集群标杆，探索在集群中试点建设一批创新和公共

服务综合体。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

网络安全、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产业，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医

疗、智慧健康养老等重点领域开展数字化试点示范，大力发展第三方大数据服务产业。推进产业

数字化转型，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推动建设一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降低企业数字化

转型成本。加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力度。建设若干国际水准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深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数字化应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数字商

务建设，培育众包设计、智慧物流、智慧零售等新增长点。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

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智能手机铝制中框结构件材料、平板电脑外壳材料和笔记本电脑盖板、

底板、键盘材料以及穿戴产品、手机卡托、按键、铰链等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经过熔铸、挤压、精锯等工序加工后的铝合金材料，用于： 



1.制作智能手机、折叠屏手机的铝制中框，应用于三星、谷歌等品牌智能手机和折叠屏手机。 

2.制作平板电脑的外壳，应用于苹果 iPad、三星、谷歌等品牌平板。 

3.制作笔记本电脑盖板、底板和键盘，应用于苹果、联想、雷蛇等品牌笔记本电脑。 

4.制作手表、手机卡托、摄像头、按键、折叠屏手机铰链等，应用于三星、苹果、小米等品

牌产品。 

（三）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包括直销和经销模式。 

①直销模式下，公司与直销客户（消费电子品牌厂商、代工厂）签订买断式购销合同，客户

按需向公司发出采购订单，并约定具体技术要求、销售价格、数量、支付条款、交货时间和送货

方式等。直销模式下，公司也存在指定交易的情形，即公司通过品牌厂商的认证后，品牌厂商指

定其代工厂向其认证体系内的供应商采购，具体交易条款由供应商与代工厂协商。 

②经销模式下，公司通过经销商将公司产品销售给最终客户，并由经销商提供技术服务。公

司对经销商销售产品采用买断方式，产品的售后服务也由经销商负责。公司重视对经销商的供货

管理，保证供货及时，对经销商提供产品服务支持，增强经销商对终端客户的服务能力，提高客

户满意度。同时，公司也会直接面对终端客户进行必要的技术沟通，了解终端客户对所供产品的

技术和品质要求，特别是对于新项目、新产品，公司会协助经销商跟进终端客户的项目研发全过

程，直至接单稳定供货，以提高项目研发及接单成功率。 

2．定价模式  

基于公司所属的行业特性、产品技术难度及市场竞争环境，公司产品价格按照“基准铝价+

加工费”的原则，以成本导向为主同时兼顾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价格。对于出

口业务，采用 LME 价格作为确定基准铝价的依据，或者综合考虑铝价行情、竞争程度等因素与客

户协商确定价格。 

3．设计模式  

根据客户提供的图纸及技术要求，进行合金及产品研发设计，并对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及无

法满足制造工艺要求的内容，与客户进行协商修改确认。 

4．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采购方式，公司所需原材料均由公司采

购部统一进行。 



对于大宗物料采购，如重熔用铝锭采购，公司实行战略供应商采购制度，与一些规模比较大、

实力比较强的供应商签订框架协议，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证了原材料采购过程中的质量

控制与价格水平。具体的订货数量以每次的订单确认数量为准，根据客户订单及生产经营计划采

用持续分批量的形式向供应商采购。公司铝锭采购价格根据供应商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以国内

市场现货价或均价作为铝锭基价。 

对于非关键原材料主要采用招标、比价等方式，根据当时市场价格情况，综合考虑性价比进

行供应商选择。 

5．生产模式  

由于公司主要产品为定制型的非标准化产品，用户对产品的合金成分、几何尺寸、性能要求

均不同。公司的生产组织模式为“以销定产”模式，即完全根据客户的订单来安排、组织生产。 

（1）自主生产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公司计划物流部负责审核、接收销售部承接的客户订单，合

理下达、跟踪和更新挤压、深加工生产线的日作业计划，配合生产部门做好提高机台生产效率和

订单配套交付工作。 

（2）委托加工和租赁 

为满足客户需要，应对下游客户机型开发、新品发布等周期性生产高峰，确保按期交货，公

司在产能无法满足订单需求时通过外协厂商适当开展委托加工业务以及租赁其他厂家生产线进行

生产，以迅速补充产能的不足。 

（四）产品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  

公司在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行业深耕细作多年，形成了深厚的技术沉淀和具有自身

特色的竞争优势，使得公司在消费电子铝制结构件材料行业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公司是国内消费

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细分行业的专业厂家和核心企业，是美国苹果公司全球前 200 位供应商

之一，是韩国三星系列产品在国内的主力供应商。 

公司通过多年的持续研发和技术积累，在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

外壳、背板、中框结构件生产领域拥有十分成熟的技术，截至目前公司拥有多个发明专利和实用

新型专利。此外，公司还积极进行了新技术的储备和应用推广。公司是国内率先在手机、平板产

品中研发使用航空级 7 系铝合金材料的厂家，至今已成功开发并量产了多个 7系铝制结构件材料。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成为目前国内少数具备研发和生产供应 7 系可阳极氧化处理消费电子

产品铝型材的厂家，也是目前生产 7系铝制结构件材料质量最稳定的厂家之一。 



（五）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市场驱动 

面对全球需求疲软、消费电子行业整体下滑的不利形势，公司紧紧抓住中高端产品如三星品

牌 S 系列手机、折叠屏手机等旗舰机型，以及笔记本电脑材料需求旺盛的市场机遇，积极开拓市

场，通过大力承接订单来提高市场份额，实现了报告期内公司销量稳中有升的目标，主营收入同

比增加 15.74%；出口市场份额继续扩大，报告期内出口销量同比增长 15.12%。为公司业绩增长提

供新动力。 

2．科技创新驱动 

公司组织实施多项科技创新项目，全年研发投入超 1800万元。通过科技创新，全年共开发试

制成功多个 6系、7系牌号铝合金；全年开展重大技术难题攻关 30多项，成功研制出新型 7系铝

合金并运用到平板、折叠屏手机，切实提升了“福蓉”品牌业界影响力。推进公司生产线智能化

改造，完成了手机和笔电片检自动化生产线、挤压自动化生产线；为了提升效率和产品品质，改

造铸锭加热炉以改善加热均匀性；对利用率偏低的小挤压机进行技改，使其具备生产 7 系产品的

能力；采购新型模具加热炉替换原有设备，使得生产更加紧凑和连续，效率明显提高，为提高产

品市场竞争力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3．管理驱动 

2022年，公司推进各环节精细化降本增效工作。采取各种措施切实压低采购成本，部分常用

进口生产耗材实现国产化替代。加强对市场铝锭价格波动的实时跟踪监控，拓宽采购渠道，紧盯

大宗原材料价格走势，控制采购节奏，使得部分物资的采购费用有所下降。攻克 7 系手机和平板

成品率偏低难题，想方设法提升 6 系附加值偏低产品的成品率。抓好两金管控，严格进行存货及

应收账款考核。利用好年中美元升值契机，实现汇兑收益。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2,434,217,620.71 1,796,638,684.96 35.49 1,732,695,49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73,319,316.47 1,647,439,960.45 13.71 1,494,209,700.41 

营业收入 2,253,863,516.97 1,930,641,854.98 16.74 1,654,163,05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91,253,338.45 293,219,555.55 33.43 317,673,77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35,506,848.75 286,780,531.70 16.99 308,314,27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21,264,266.60 215,068,454.02 188.87 154,423,018.6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23 18.96 

增加3.27个百分

点 
2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505 0.5625 33.42 0.60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505 0.5625 33.42 0.609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17,687,748.24 525,592,550.49 515,347,328.30 595,235,88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5,892,100.42 143,872,941.18 87,415,662.34 64,072,63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93,707,394.00 90,830,874.95 87,805,825.28 63,162,75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09,018.20 364,821,353.02 70,415,192.40 189,636,739.3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1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83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 67,941,300 294,412,300 56.48 0 无 0 国有法



限公司 人 

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3,433,805 58,213,155 11.17 0 无 0 

国有法

人 

成都兴蜀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10,191,195 44,161,845 8.47 0 无 0 

国有法

人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四川资

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251,340 16,251,340 3.12 0 无 0 其他 

福建省国企改革重组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2,759,770 12,719,670 2.44 0 无 0 

国有法

人 

安吉志盈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89,720 11,222,120 2.15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安吉和盈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36,590 10,991,890 2.11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玄

元科新 3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4,784,700 4,784,700 0.92 0 无 0 其他 

徐州嘉骏华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691,250 3,500,050 0.67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盈富量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盈富增信添

利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056,100 2,056,100 0.39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均受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控制，

二者存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公司不了解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54亿元，较 2021年的 19.31亿元增长 16.74%；2022年度实

现净利润 3.91 亿元，较 2021 年的 2.93 亿元增长 33.43%；2022 年度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为 3.36

亿元，较 2021年的 2.87亿元增长 16.99%。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