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各位董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4,250.81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6,719.88万元，

减少7.57%；营业利润30,978.61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07%；利润总额30,930.11万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11%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7,069.26万元，较去年同期

减少6.48%。 

一、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国爆发并向全球蔓延，全球上

下共同抗击疫情，为此采取了多项防控措施，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面对新冠病毒导致的经济下行等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公司领导层的正确领导下，

精准施策，公司围绕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继续深化营销改革，稳定现有业务，继续

市场和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新产品的开拓力度，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具体情况如下： 

1、子公司年产10万吨不饱和聚酯树脂技改扩建 

公司子公司天马集团为进一步提高不饱和聚酯树脂智能化生产线的控制水平，

降低生产成本，对原年产2.5万吨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线进行技改扩建，该项目已于

2020年11月动工。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10万吨不饱和聚酯树脂的生产能力，能够

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政策的要

求；将有利于公司把高性能不饱和聚酯树脂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2、新建5条薄毡生产线 

公司为进一步扩大公司薄毡产品的市场份额，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公司在薄毡

市场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新建5条薄毡生产线，现已完成一条生产线的

扩产并实现产能利用预期，第二条线尚在建设中。该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形成年产10

亿㎡的生产能力，将进一步消化公司生产的玻纤纱，巩固公司在薄毡产品上的市场

份额，提升公司在该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3、注销回购股份 

公司于2018年7月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时）、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8年7月25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以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1.5亿元），且不

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继续回购公司股份，用作公司股权

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6元/股（含16元/股），本次

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截至2019年7月24日，公司通过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49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最高成交价为10.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57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7,574,675.35元（含交易费用）。 

公司于2020年7月3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回购公司股份用途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回购的6,490,300股股份由原计划“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

司章程，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15,190,679股变更为408,700,379股。除此以外，

原回购方案中其他内容均不作变更。公司已于2020年7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6,490,300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并于2020年8

月20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4、积极推进再融资工作，改善公司资本结构 

为支持公司业务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竞

争力，保障业务结构调整升级项目顺利推进、拓宽公司资金渠道，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含5.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建设一条年产10

万吨无碱玻璃纤维粗纱池窑拉丝生产线及配套制品深加工车间，项目建设资金不足

部分由公司自筹。本次实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5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

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55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不含税）5,500,000.00元后实际收到的金额为544,500,000.00元。另减除申报会计师

费、律师费、资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发行费用（不含税）1,721,481.13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42,778,518.87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0年12月29日出具了天健验[2020]668号《验证报告》。

公司已经就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已经全

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1年1月15日上市。 

5、加强产品质量管控，提高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度，执行标准、操作标准的自觉

性增强，从根本上杜绝低级质量问题的发生。全面做好质量信息反馈的总结和整改，

确保整改落实到位、见到实效。加大质量教育力度，营造全员关心质量、关注质量

的良好氛围，进一步促进工作质量、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生产部门严格遵照公司

的生产管理制度，生产工作有序顺利开展，促进了公司的生产效率。 

6、完善“三会一层”管理结构，优化公司内控管理水平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保证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合法、合规和有效运

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完全和完整，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

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内部控制体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价，优化公司

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落实和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公司内

部逐步建立符合企业实际并具备可操作性的内部控制系统，避免了因内部控制不完

善而有损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公司已经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股东权益保障规范体系，形成了以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为权力、决策和监督机构，与管理层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

有效制衡、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保障全体股东和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按照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规范运行，充分保

障公司的稳健发展和股东权益。 

二、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1、实现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目标，打造国内玻纤复合材料领先企业 

（1）公司将继续巩固短切毡的领先地位，稳步提升其市场份额。 

公司短切毡主要应用于汽车车顶棚和玻璃钢，作为短切毡细分领域龙头，从规

模、技术方面具有领先优势，随公司产线技改后带来的产能增加、成本下降，公司

优势继续保持，目前公司已经积累了稳定的客户资源。短切毡作为汽车车顶棚的材

料使用时，不但可以增加顶棚的强度、刚性、尺寸稳定性、隔热性、隔音性，而且

由于短切毡重量较轻，从而可以起到减轻汽车重量的效果。下游随汽车轻量化的推

进，以轻短切毡为原料的汽车顶棚有望快速增长。公司通过管理和成本优势，不断

占领跨国领域原有市场，在国内车顶毡市场的市占率已超过50%，毛利和市场份额

有望进一步提升。 



（2）公司核心产品湿法毡的市场前景广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公司已经成为

湿法毡市场的龙头。目前，我国湿法毡市场规模仅占玻璃纤维行业总规模的3%左右、

且仍有部分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而北美市场湿法毡市场规模占玻璃纤维行业总规

模的30%、其应用领域更为宽广。随国际贸易壁垒提升，作为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公司未来将重点实施湿法毡扩张战略，积极在国内市场开拓新的应用领域，并加大

研发投入力度、消除技术瓶颈，打破国外核心技术壁垒，进一步扩大公司薄毡的市

场份额，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公司在薄毡市场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3）公司制定了“在现有玻纤制品基础上进行技术提升，实现质量升级产品优

化，逐步向高端产品转型”的发展战略。公司将不断加大对新产品的推广力度，丰

富产品种类，培养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力争将公司建成国内领先的玻纤复合材料

研发平台，依靠集成创新带动原始创新，形成“核心业务、增长业务、种子业务”

有机结合的完整业务结构。 

2、大力发展与汽车轻量化，轨道交通相关的热塑性连续纤维复合材料，确立公

司产业发展新核心 

交通领域对玻纤的需求主要表现在轨道交通和汽车轻量化方面。2020年是“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第二轮轨道交通建设的高峰期。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批

量审批以及开工的明显提速，将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已成为拉动投资、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向。“十四五”规划(2021年至

2025年)期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有望新增5000公里，年均新增1000公里左

右，总里程达1.3万公里。预计到2025年，中国内地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将

达到50个，运营里程将超过15000公里。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预计我国的轨道

交通投资量保持稳定增长。 

在环保趋严的大环境下，汽车轻量化将成为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玻

纤复合材料在同等条件下，其重量仅为钢体材料的1/3左右，且性能上更占优势，是

汽车轻量化的优质替代材料。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新能源汽车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这将进一步推动汽车轻量化进程。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

线图2.0》中提出，至2035年，我国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年销量将各占一半，汽车

产业实现电动化转型。因此，未来汽车轻量化拉动了玻纤行业的需求。 

热塑材料由于加工成型简单、效率高、具有可回收性等特点，随着中国经济绿



色化转型和绿色经济发展，热塑性复合材料已经在汽车及轨道交通轻量化、智能物

流、绿色建筑、体育休闲及现代农牧业养殖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热塑性

复合材料制品产量稳步增长。连续纤维复合材料作为新型的热塑性复合材料，比传

统短纤维热塑性复合材料在强度上有大幅度提升，由于减轻重量、节省燃料以及高

性能等优势，连续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广，有望成为长海又一个核心

产品。随着国内疫情的稳定，公司将积极与塑料制品、汽车配件、运动器材等下游

客户开展合作，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 

三、经营计划 

由疫情引发的需求和生产骤降，对投资、消费、出口都带来明显的冲击，新冠

疫情及相应的防控措施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北美、欧洲

等地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美国、英国等国家已出现第二波乃至第三波疫情抬头，

对实体经济造成持续较大冲击。同时欧美对华贸易政策形势仍未出现明显好转，美

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的贸易战、欧盟对中国实施的贸易救济政策仍在持续。今年

以来美元汇率走低，汇率波动汇兑损失增加，财务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公司经营业

绩指标略下滑。公司在总结2020年经营情况和分析 2021年经营形势的基础上，结合

公司战略发展的目标及产品市场开拓情况，计划 2021年公司实现50%的增长。（特

别提示：本计划不代表公司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

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玻纤行业自2020年4季度以来强势反

弹，下游需求的提升，让玻纤生产企业产销两旺，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当前的价

格水平已涨至2018年以来的高位，随着下游需求持续释放，供需格局逐步改善，且

低库存状态，有望延续行业景气度。 

2021年公司募投项目10万吨玻纤池窑投产后将在现有20万吨玻璃纤维及制品产

能的基础上新增50%的产能，产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马集团原年产2.5万吨不

饱和聚酯树脂生产线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10万吨不饱和聚酯树脂的生产能

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随着玻纤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应用到玻纤制品及玻纤复合材料。随着

汽车的普及，汽车轻量化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公司轻克重的短切毡将能更多的应

用在轻量化汽车上。报告期内电子薄毡产能利用率提高，销售增幅明显，公司未来

将根据产销情况，加大产能投放，扩大生产线，进一步扩大公司薄毡的市场份额，



满足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消化公司生产的玻纤纱，巩固公司在薄毡产品上的市场份

额，提升公司在该领域的市场影响力；随着湿法薄毡在下游应用领域的不断延伸及

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近几年公司湿法薄毡产能增长较快，公司预计2021年湿法薄

毡销量仍会保持稳步增长，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增加生产线扩大产能。 

公司将进一步强调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销售为导向，进一步加大技术创

新力度，提高产品性能，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和应用，结

合公司的研发情况，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充分发挥子公司的研发协同优势，提升公司

的研发能力与效率，重点开发及开拓现有产品，重视专利技术的积累和应用，同时

使得产品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国内或国际领先水平。 

2021年，公司根据长期的发展战略有序推进各项目的建设，推进项目顺利投产，

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将根据长期的发展

战略全力推动玻纤制品及化工产品的营销，加大客户开发力度，积极消化募投项目

新增产能，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上述经营计划、经营目标并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

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目标及承诺之间的差异。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鹏威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