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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1,000.00 万元（含 31,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

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高速锻件智能制造项目 21,577.00 20,412.00 

2 轴承套圈热处理生产线建设项目 3,131.00 2,962.00 

3 补充流动资金 7,626.00 7,626.00 

合计 32,334.00 31,000 

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则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

自有资金或其它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背景 

（一）轴承应用领域广泛，市场需求提升，带动轴承套圈行业发展 

轴承作为现代机械设备的关键零部件，是衡量国家工业化强度的代表性产品

之一，应用领域众多，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工程机械、家用电器、冶金等国民

经济各行各业。据 GrandViewResearch，2020 年全球轴承市场规模达 1,187 亿美

元，世界八大轴承企业 2020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合计 70.7%，轴承市场整体呈现

垄断态势；轴承套圈平均价值约为成品轴承的 35%左右，2020 年轴承套圈全球

市场规模约 2,160 亿元。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轨道交通、医疗器械、新能源、机器人、航

空航天等新兴下游产业高速发展，为轴承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些下游

领域对轴承的精密度、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有望带动轴承行业量价齐升，进

一步扩大轴承行业的市场规模。目前我国轴承工业已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并成为世界第三大轴承生产大国。中国轴承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我国轴承行业营

业收入从 2015 年的 1,567.00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 1,930.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4.26%，呈现增长趋势。 

（二）轴承行业专业化分工，产业链逐步向中国转移 

随着下游市场的不断发展，轴承产品的类型和规格不断拓展。而不同种类的

轴承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制造工艺、检验技术等要求不同，生产厂商较难在做

到产品类别全面化的同时保证质量和控制成本，所以多数企业将专注某个或者某

几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经营，进一步明确产品定位和在产业链中的分工，轴承企

业逐步轻资产化，选择将更多工序进行外包。 

中国依靠工艺稳定、劳动力素质较高、生产成本较低等优势吸引国际八大轴

承公司将轴承套圈毛坯成型、套圈车加工、热处理等磨前产品制造工序转移到中

国，为我国轴承套圈市场提供了持续的增长力。近年来国内磨前产品（即套圈制

造）加工能力和产品质量持续提升；而海外主要轴承生产国受疫情因素、劳动力

短缺及成本高企等影响，其轴承相关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有望进一步加速。

公司作为国际知名轴承企业的供应商，具备良好的工艺基础和产品研发能力，通

过紧抓轴承产业链转移及专业化分工契机，公司有望不断提升在市场竞争力及影

响力。 

（三）我国轴承高端产品占有率不高，国产化替代空间巨大 

目前我国中低档轴承约占总产量的 80%，而各类专用、精密、高可靠性等高

技术含量的轴承产品只占约 20%。当前高端产品主要依赖于进口，国产高端轴承

产品存在巨大缺口。随着我国轴承行业的技术研发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一大批优

势企业的不断涌现，国产高端轴承有望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根据国家规划，到 2025 年高速精密数控机床和高速动车组自主化率要达到 90%，

到 2030 年大飞机轴承的自主化率要达到 90%。 

金沃股份作为国内最大的轴承套圈制造商之一，有望受益于高端轴承进口替

代的趋势。在高端轴承进口替代的趋势下，公司积极进行国内优质客户的开发，

不断深化与国内客户的合作，实现新市场、新产品的持续开发。 

（四）新能源汽车行业蓬勃发展，带动轴承行业转型升级 

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步入全面高速发展阶段。根据 Marklines 数据显



示，2021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 650 万辆，同比增长 108%，占全部汽车销

量的 8.02%。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 85%是来自中国大陆市场和欧洲。2021 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全年实现销量 352.05 万辆，同比增长 157.48%。欧洲市场新能源

汽车渗透率已达到 13%。美国的新能源汽车 2021 年新售车辆中仅有 4%是电动

汽车，随着美国关于“加强美国在清洁汽车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在未来逐期

落地，海外市场需求将迎来新的增长点。 

2021 年，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特斯拉全年实现销量 93.6 万辆。大众汽车、

奥迪汽车、宝马汽车、奔驰汽车等传统燃油汽车也加大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倾斜

力度，未来下游市场整体需求仍将持续旺盛。随着汽车行业芯片短缺情况改善，

充电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提升，预计 2022 年，新能源汽车将持续增长态势，并将

带动上游相关零部件行业发展。 

汽车领域轴承产品对于耐用性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产品工艺要求相对高

于非汽车领域产品。新能源汽车用轴承产品以中大尺寸轴承为主，同时需要具备

高转速、重载荷、长寿命、低噪音等多种特殊性能。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蓬勃

发展，轴承工艺的日益复杂，其对上游轴承供应商的要求越来越高，倒逼轴承供

应商不断提升精益生产的能力。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高速锻件智能制造项目 

1、项目概述 

随着轴承行业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链逐渐转向中国发展的趋势，我国轴承细

分市场前景广阔。为紧抓行业市场机遇，公司拟进行高速锻件智能制造项目建设，

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新增锻造的工艺环节，优化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提升生产效

率及保障产品质量，增强产业一体化协同效益。 

2、项目必要性分析 

（1）把控产品品质，优化产品结构 

锻件是轴承生产的重要原材料，锻件质量、工艺过程控制对轴承的性能具有



重要影响，如锻件网状碳化物、流线会影响轴承疲劳寿命；锻件裂纹、过热、过

烧会严重影响轴承可靠性。因此，高质量的锻件产品是生产高质量轴承的基础。 

随着我国制造业水平的不断升级，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装备等新兴应用领

域的快速发展使以锻件为原材料的轴承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对轴承的

要求也往高精度、高转速、高可靠性、长寿命等方向发展，这对上游锻造工艺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外购的锻件不能完全把控质量，对后期车加工材料利用率、

生产效率及产品品质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的把控轴承套圈生产质量，

公司计划延伸产业链，增加锻造生产工艺，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使锻件精度、

密度、使用寿命等标准更好地契合公司要求，从而减少后期磨削加工次数，提高

生产效率和质量。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可从上游锻造工艺开始把控轴承套圈生产过程工艺

及品质，提高公司产品生产质量与效率，更好地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增强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 

（2）顺应下游市场需求，提升自动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 

在我国制造业开始转型升级并推动智能制造的背景下，锻件行业作为大型设

备的重要零部件制造行业，正在朝着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发展，锻造自

动化、高速锻等工艺生产的出现将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司发展之初，受资金、装备水平的限制未从事前端锻造工艺，而是向供应

商采购锻件满足生产所需。未来随着业务的拓展，外采锻件产品将难以满足公司

协同生产要求，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引进更

先进、自动化水平更高的生产设备，整体提升公司智能制造水平，提高原材料利

用率与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给客户提供更优质产品与服务的同时，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 

（3）完善产业链，保障产品品质，提升供应链水平 

为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实现公司对关键原材料的把控，保障

公司产品品质和原材料供应稳定性，公司需要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抢占先机，向

产业链上游锻件领域延伸。目前，公司经过多年稳定的发展，已具有向产业链上



游工序延伸的业务能力，计划通过增加高速锻生产工序，实现锻、车、热处理及

精磨一体的轴承套圈产业链布局。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向上游锻造生产工序延伸，完成轴承套圈全产业

链的协作布局，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把控轴承套圈生产全流程，保障公司产品

品质、供应稳定性，并且通过自产替代外购，打通生产环节，延申产业链，提升

市占率。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坚实

基础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提出我国制造业往“智能化、

绿色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其中，在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方针下，提出要“加快

应用清洁高效铸造、锻压、焊接、表面处理、切削等加工工艺，实现绿色生产”。

2021 年 3 月，中国锻压协会发布《锻造行业“十四五”发展纲要》，提出未来锻造

行业往精密锻造、自动化、数字化及信息化锻造方向发展，促使锻造行业逐渐由

大变强。高速锻作为自动化水平高、生产效率高的工艺设备，具有高效、节能、

环保等优势，符合锻造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高速锻等高端锻造装备符合国家绿色环保、智能制造等政策，是

国家大力鼓励的行业之一，本项目具有政策可行性。 

（2）下游需求旺盛，高端产品市占率提升，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 

金沃股份作为国内目前最大的轴承套圈制造商之一，公司产品定位于中高端

市场，已成为舍弗勒、斯凯孚等世界知名轴承企业的重要供应商，并获得客户的

高度认可。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主要客户业务规模较大，公司产品下游

需求旺盛，公司具备持续拓展客户的能力。 

目前我国中低档轴承约占总产量的 80%，而各类专用、精密、高可靠性等高

技术含量的轴承产品只占约 20%。当前高端产品主要依赖于进口，国产高端轴承

产品存在巨大缺口。随着我国轴承行业的技术研发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一大批优

势企业的不断涌现，国产中高端轴承将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具备较为广阔的市场



前景，将对关键零部件轴承套圈形成巨大需求。 

（3）行业经验积累深厚，研发团队建设完备，为项目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公司深耕轴承套圈行业多年，公司与上游锻件供应商长期合作，在与上游供

应商长期合作中，公司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锻件相关业务经验与行业资源。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下设技术部、研发部、精磨事业部、热处理事

业部、品保部和技术攻关小组，形成了新产品开发、装备研发、生产工艺优化、

品质控制相结合的研发体系；公司通过自主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已经

组建了一支专业知识储备深厚、从业经验丰富、结构合理的技术团队，其中核心

技术管理人员均拥有多年轴承套圈行业工作经验。高速锻件智能制造项目筹备初

期，就将高速锻件方面的专业人才充实到项目当中，并外部招聘了在行业大型轴

承钢企业有丰富经验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组建了专业实力较强的专业团队，为项

目建设和稳定运行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建设期为 2 年，投资总额为 21,577.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20,412.00 万元。 

5、立项、环保等报批事项 

公司本次高速锻件智能制造项目已完成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政策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公司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政策，项目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根据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情况，预计不存在障碍。 

（二）轴承套圈热处理生产线建设项目 

1、项目概述 

轴承生产工序环节众多，一般分为套圈毛坯成型、套圈车加工、套圈热处理、

精磨、装配五大工序。一般前 3 大工序为轴承套圈制造工序，生产出的产品为轴

承套圈（亦称“磨前产品”），相关技术称为“磨前技术”；后 2 大工序称为磨装工

序，生产出的产品为成品轴承，相关技术称为“磨装技术”。由于各个工序设备投



入大、生产要求高，为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保障产品品质，行业内轴承制造逐

步转向专业化分工模式，轴承套圈厂商负责前 3 项轴承套圈制造工序，成品轴承

厂商负责后 2 项磨装工序。公司作为轴承套圈厂商，专注于磨前产品及工艺技术，

但受资金实力、人员储备等限制，目前公司主要聚焦于轴承套圈毛坯成型、套圈

车加工生产等环节，而套圈热处理工序仍以外协生产或成品轴承厂商负责为主。 

未来随着轴承行业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链逐渐转向中国发展的趋势，我国轴

承细分市场的前景广阔，对轴承细分市场的要求也更高。为顺应行业发展要求和

紧抓行业市场机遇，公司拟进一步扩大轴承套圈热处理生产线的产能，加强轴承

套圈热处理工艺环节建设，优化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及保障产品质

量，增强产业一体化协同效益。 

2、项目必要性分析 

（1）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抢占市场机遇 

成品轴承主要由内圈、外圈、滚动体、保持架、密封件和油脂等零部件组成，

其中内圈和外圈统称为轴承套圈，轴承套圈是成品轴承中必不可少的关键零件，

轴承套圈的质量直接决定成品轴承的寿命和可靠性。由于我国多数轴承企业长期

以来对磨前产品（即轴承套圈，下同）技术的重视不够，大多轴承套圈产品应用

于中低端领域，轴承材料以及磨前技术工艺的不足成为制约我国轴承工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 

近年来，在国际轴承产业链向中国转移和轴承国产化替代的发展机遇下，我

国轴承磨前产品与技术的重视程度不断被提高，中高端轴承套圈逐渐成为轴承企

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我国轴承套圈企业迎来新的机遇。目前，国内能够

专业化生产中高档轴承套圈，进入八大国际轴承企业套圈采购体系的企业相对较

少。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进一步提升满足客户需求的

能力，通过加强热处理工艺环节建设，完善磨前产品产业链。 

（2）优化产业链布局，增强市场竞争力 

热处理通过改变金属材料表面或内部的显微组织结构，改善轴承套圈使用性



能。热处理技术决定着轴承的使用寿命、承受载荷、应用领域等，是轴承套圈生

产环节中关键的工序之一。受资金实力、人员储备等限制，公司目前主要聚焦于

轴承套圈磨车加工生产环节，而热处理加工通常采用外协生产或由成品轴承厂商

负责，公司自主生产较少。随着轴承行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成品轴承厂商

逐步将磨前产品制造工序由自制转向轴承套圈厂商生产，热处理加工作为磨前技

术的一部分也将为轴承套圈厂商带来新的市场空间。因此，公司建立热处理生产

线是完善磨前产品产业链布局，快速响应下游成品轴承客户需求的主要措施。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提升公司的加工范围和加工能力，进一步优化生

产工艺流程，进一步提升磨前产品工艺的布局，并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最大限

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稳定性，加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3）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实现可持续发展 

公司自成立以来，深耕轴承套圈细分市场，专业打造轴承套圈生产链，已成

为世界五大轴承公司重要的轴承套圈供应商。公司目前已拥有切割成形、车加工

等工序优势，但后端的热处理加工环节的茶能不足导致难以满足客户一站式生产

需求，导致公司部分利润流失。未来公司将瞄准国内外中高端轴承套圈市场，通

过延伸产业加工链条，拓宽加工品类，以满足客户一站式需求，成为卓越的轴承

套圈产品和服务供应商。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能够为未来业务发展奠定基础，增强业务拓展能力

与服务能力，满足客户的升级需求，提升公司在轴承产业链的核心优势，促进公

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顺应行业政策导向，为项目顺利建设创造了良好

条件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将“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

展”列为九项战略任务之一，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

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十大领域列入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其中，在高

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国家鼓励“以提升可靠性、精度保持性为重点，开发



高档数控系统、伺服电机、轴承、光栅等主要功能部件及关键应用软件，加快实

现产业化”。 

2021 年 6 月，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发布《全国轴承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强调要大力开发高端数控机床机器人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航天航空装

备领域、大型施工机械领域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制造强国战略重点领域的 70 多

种高端轴承。同时，“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加强轴承专用设备精度、保持性、

稳定性、使用寿命和可靠性，并将加工效率、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的发展目标。 

轴承套圈热处理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实施顺应我国轴承行业高端化、产业化的

发展趋势，符合我国政策导向，在政策上具备可行性。 

（2）轴承市场需求旺盛，为募投项目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 

轴承是工业核心基础零部件，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家用电器、

冶金等产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以及行业结构的调

整，我国轴承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轴承生产大国中国轴承工业

协会数据显示，我国轴承营业收入从 2015 年的 1,567.00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930.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4.26%。同时，轴承年产量从 2015 年的 190.00 亿

套增加至 2020 年的 198.00 亿套。 

未来，随着我国轴承工艺的进步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高速发展，轴承应用领

域将逐渐往中高端领域发展，进一步扩大市场需求。轴承市场的发展将同步带动

轴承套圈的市场需求，为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 

（3）工艺积累深厚，专业的技术团队，为募投项目的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将研发创新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坚持大力投入

技术研发，不断提升工艺水平。近年来，公司筹建了热处理研发场地，通过引入

现金设备并培育专业团队，满足公司热处理研发及生产的需要，公司已逐步掌握

热处理生产加工、热处理工艺检测等方面的工艺。 

在研发配套及成果转化方面，公司高度重视热处理研发产业化，拥有热处理

实验室，并引进先进的热处理实验设备及配套充足的热处理专业研发人员，以实



现热处理研发成果转化，加快热处理产业化进程。在热处理生产工艺方面，公司

基本掌握了碳氮共渗、马氏体淬火、贝氏体淬火等热处理核心工艺。在热处理工

艺检测方面，公司拥有的自动涡流探伤工艺检测技术，能精确检测热处理后进一

步造成的轴承套圈的非正产破裂和失效，显著提升探伤效率及检出率。 

针对热处理加工环节，公司已建立起专门的热处理事业部从事热处理技术及

工艺的研发。公司聘请热处理领域资深技术专家及生产人员，组建了专业技术团

队开展相关工作。截止 2021 年末，公司热处理事业部共有 61 人，专门从事热处

理相关研发、生产活动。 

目前公司已经掌握了轴承套圈热处理相关的加工工艺，完善的研发部门以及

经验丰富的研发人员，为本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建设期为 2 年，投资总额为 3,131.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2,962.00 万元。 

5、立项、环保等报批事项 

公司本次轴承套圈热处理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完成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政策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公司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政策，项目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根据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情况，预计不存在障碍。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概述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中的 7,626.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日常运

营资金需要。 

2、项目合理性及必要性分析 

（1）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升公司行业竞争力 

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呈现较快发展趋势，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55,509.41 万元和 89,559.18 万元。基于下游市场需求，预计未来几年内

公司仍将处于业务快速扩张阶段，市场开拓、日常经营等环节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也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实施，能有效缓解公

司快速发展带来的资金压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降低经营风险，是公司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切实保障。 

（2）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实施，可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

务结构，缓解公司营运资金压力，提升公司资金实力，保障公司快速发展的资金

需求与稳定性。同时，本项目有利于维持公司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巩固公司现

有市场地位，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募集资金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的

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有助于公司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巩固和提高公司在行

业内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影响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将相应增加，能够增强公司的资金

实力，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陆续投入，公司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的

业绩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由于募投项目的投入需要一定的周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效益，公司存在发行后短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

险。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方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

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

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

可行性。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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