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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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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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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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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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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动力 603129 无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雄秀 何晴 

电话 0571-89195143 0571-89195143 

办公地址 杭州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五洲路116号 杭州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五洲路116号 

电子信箱 board@cfmoto.com Board01@cfmoto.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134,798,375.86 2,082,561,727.96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6,455,192.94 964,502,291.60 -0.8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271,574.66 18,085,866.03 869.11 

营业收入 1,635,215,286.43 1,194,753,001.96 3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861,636.23 72,093,656.11 4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820,321.32 62,307,865.48 5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9 7.76 增加2.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0.53 45.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0.53 45.2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298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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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2 47,061,856 47,061,856 无 0 

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7 13,132,087 13,132,087 质押 7,450,000 

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7 9,904,762 0 无 0 

林阿锡 境内自然人 3.01 4,040,643 4,040,643 无 0 

赖翼双 境内自然人 3.01 4,040,043 0 质押 1,800,000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 2,928,811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3 2,320,063 0 无 0 

潘根富 境内自然人 1.36 1,824,819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蓝筹

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1,218,283 0 无 0 

赖金法 境内自然人 0.90 1,210,161 1,210,161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公司董事长赖国

贵先生，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公司董事

赖国强先生，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系

公司董事任建华先生，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系公司 2019 年实施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除上述外，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

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总体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但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摩

擦升温，复杂的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产生多重负面影响，在上述经济环境下，公司继续深入挖潜，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准确把握市场机会，实现营业收入 163,521.53 万元，同比增长 36.87%；实

现利润总额 11,452.14 万元，同比增长 35.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86.16 万元，

同比增长 44.06%。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 

（一）市场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坚持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重的市场策略，注重销售和

服务团队建设，狠抓市场与订单，针对客户需求快速反应，提高服务准确性、及时性，大力拓展

新客户，开拓和占领市场。 

国际方面上半年新增印度、荷比卢、希腊、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 6 家客户，并组织

开展了爱沙尼亚、立陶宛、捷克、瑞典、墨西哥等市场的经销商会议，报告期内实现了销售收入

103,317.97 万元，同比增长 25.27%，累计实现了销售四轮车 28,039 辆，两轮车 3,439 辆。在俄

罗斯、德国、瑞典、波兰等 17 个欧洲发达国家获得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销售份额。 

内销方面，公司持续加快销售渠道拓展，通过 VI 要求推进店面建设、活动推广、新品推广、

渠道拓展、强化新媒体运营能力等举措，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报告期内新增两轮车销售网络

28 家、KTM 销售网络 3 家,实现销售收入 60,203.56 万元，同比增长了 62.71%，累计实现了销售

两轮车 20,847 辆，四轮车 377 辆。 

（二）品牌建设方面 

公司坚持打造 CFMOTO 独特的机车运动文化，为提高品牌关注度和知名度，运营维护公司网站、



微信、微博等自有媒体平台，充分利用行业展会、媒体杂志、促销活动、网络推广等多种形式做

好品牌及产品推广工作，品牌传播进入系统及多元化阶段。 

国际方面推动和赞助进口商参与当地摩托展、汽车展、农业展、游艇展等展会，推动并支持

进口商在德国开展 Erzbergrodeo 赛事活动及赞助工作；推动各进口商在当地开展试乘试驾活动的

开展；完成形象店验收、新店建设及店中店的建设，大大提升了公司品牌知名度；邀请意大利、

法国等进口商及其媒体共同参与 2019 年春风日活动，CFMOTO 品牌在全球得到了更多客户的高度

认可。 

内销方面，报告期内国内销售渠道数量持续增加，并按照 VI 要求完成了整体店面建设，展示

了良好品牌形象；5 月份“2019 春风品牌日”在宁波盛大开启，为千名摩友带来了一场极致、纯

粹的机车轰趴盛宴；开展公司级品牌活动 50 多场（安驾、EMT、四轮超级联赛）、商家自主推广活

动≥300 场，在全国组建了上百家 650TR-G 车队；持续强化新媒体运营能力，对传统媒体合作、

新媒体的合作更符合客户的社交需求；加大了服务站建设，服务店数量累计达 300 多家。根据客

户需求增加摩旅驿站密度，完善客户的实时贴心保障服务，在市场端进一步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口

碑。 

（三）产品研发方面 

公司严格按照新产品五年战略规划，紧密跟踪、同步引进国际前沿技术，积极推进新产品开

发，严格把控开发进度与质量，强化技术标准管理思维与实际运用，提升了产品标准化与通用化，

以客户思维优化与完善了产品评价技术与标准，利用多方资源与平台，进行人员排兵布阵与培养

补充，抢抓新品开发日程，推动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专利管理、BOM 管理、标准化管理、认证管

理等，进一步夯实了研发实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8,657.0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5.30%，

新增实用新型专利 51 项、外观专利 4 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获得有效授权专利 497 项（境内

专利 430 项、境外专利 67 项），其中发明专利 17 项、实用新型专利 364 项、外观设计专利 121

项，为公司未来发展持续打基础。 

（四）生产制造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 N+2 周作业执行锁定模式，通过均衡化生产，优化了缺料预警机制，

建立自下而上的异常快速响应机制，保证了生产的协同性、连续性；通过车间产能、工时节拍汇

总分析调整，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及工装，提升现场管理、可视化管理、标准化作业等，最终实现

各车间生产效率的提升；加大了智能制造的设备投入，全力打造设计开发、生产制造、经营管理

的全过程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制造过程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降低生产周



期，提升了人均效率，进一步确保了销售订单保质保量的准时交付。 

（五）质量管控方面 

公司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质量目标管控体系、以顾客为导向的新品开发质量阀管控体系、

整车实物评价体系，以及零部件开发全生命周期质量培育体系建立；同时，为了加强质量改善，

建立了以 PDCA 质量环为主线的三级质量改善发布平台（TOP 问题挂牌督办）；通过各环节质量管

控措施的建立及不断的完善，提升了质量管理水平，保证了出厂产品质量。 

（六）运营管理方面 

为进一步夯实公司实力，公司持续导入同行业先进管理体系，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现有的

运营体制进行了完善，对内部的架构重新进行了梳理，优化了流程体系，提升了运营效率；大力

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加强各类人才的引进、发掘和培养，实施了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 322 名激励对象授予 287.40 万份期权股票，让员工共同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推动核心骨干

员工与公司捆绑发展，促进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和股东财富增长并举。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回购了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主要用于股权激励计划，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七）风险防范、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对外部环境的跟踪和研判，积极应对原材料上涨、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外

部变动因素，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战等重大事件，加强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协同，采取适度性地调整

物料库存、套期保值等有效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全面把控成本管理，注重环节和细节优化；增

强资金管控协调，防范经营风险，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下半年，公司将持续跟进行业转型趋势，积极有序地推进市场搭建、新品开发、产业链延伸

和平台合作，确保公司管理体系和管理水平再上台阶，为实现 2019 年公司整体经营目标及公司中

长期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