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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特别提示：本报告不代表公司 2022 年度盈利预测，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

实质性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环境、国家政策、行业发展、公司经营决策

等诸多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且应当

理解本报告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一、预算编制说明  

本预算报告遵循谨慎性原则，是在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框架内，综合 2022 

年宏观经济预期与企业各业务、产品发展及需求预期、新业务拓展计划、投融资

计划等因素，拟定 2022年度各项业务预算。公司预算编制按合并口径进行考虑，

包括博实股份母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二、预算编制基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 

2、宏观经济无重大不可预期因素、事件发生； 

3、公司经营无重大不可预期因素、事件发生，产品所处行业、市场、原材

料、能源电力、生产组织结构、劳动安全、信贷利率市场、税收政策、汇率等无

重大变化；  

4、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市场拓展计划、投融资计划能够顺利执行，不存

在受政府行为的重大影响、资金来源不足、市场供需价格变化等导致各项计划的

实施发生困难； 

5、公司“智能制造装备”+“工业服务”经营模式及经营成果符合预期； 

6、新冠疫情影响预算年度内基本可控，无其他不可抗拒力及不可预见因素

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预算编制依据  

1、公司目前生产排产计划； 

2、公司 2022 年度主要产品销售目标； 

3、公司 2022 年度工业服务业务计划；  

4、公司 2022 年度投资、筹资计划。 



四、2022 年度各项业务预算 

（一）生产经营 

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创新驱动技术领先，积极开展新技术、新产

品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提升相关行业的智能制造水平，引领公司各项业务的协

同发展。 

1、结合公司主要产品、核心竞争力及所面临的风险，公司于2022年产品战

略将着重发展如下方面： 

（1）固体物料后处理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在不同客户间推广、不同工厂

间复制，带来的增长空间； 

（2）新能源原料多晶硅扩产对不规则物料后处理智能装备需求的释放，以

及公司在新能源原料多晶硅领域的纵向研发拓展； 

（3）FFS固体物料后处理智能制造装备在 PVC、建材领域的规模应用； 

（4）随着我国在精细化学品工业上技术的积累、产业应用与进口替代的加

速，精细化工对智能制造装备的需求持续放大； 

（5）面向电石生产环节的无人工厂研发、示范应用与拓展； 

（6）面向硅铁、硅锰、工业硅等矿热炉领域的高温特种作业机器人（高危、

繁重、恶劣工况下）的研发、应用与拓展； 

（7）面向国民经济广泛行业规模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装车等整体解决

方案的推广和加速应用； 

（8）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的分阶段实施及持续产业化进展； 

（9）钢铁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技术开发、项目积累和产业化应用； 

(10)工业服务的持续增长和新承接生产运营类工业服务项目带来较大增量

的落地实施。 

2、2022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预测 

2021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近4亿元，其中，经营性现金流入

约21.96亿元，经营性现金流出约17.96亿元。 

2022年预计保持2021年之良好态势，销售业务规模呈稳步增长之趋势，客户

回款情况继续保持平稳健康。预计2022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入约为25亿元，其

中，主要来自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约为24亿元。伴随着销售的增



长及公司规模的扩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略有增长，预计为20亿元，其中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占比最高，约为60%，预计全年合计12亿元，其

次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预计全年合计4.2亿元。综上，2022年

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为5亿元。 

（二）投资计划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预算年度内的生产经营计划，在2022年度，公司有如下

四项重要的投资计划。 

1、公司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开始实施机器人及智能工厂产业化生

产项目的投资建设 

面对中国制造2025历史机遇，以及后疫情时期，中国制造对智能装备、智能

工厂的迫切需求，公司积极布局长三角经济带，于2021年8月在江苏昆山市花桥

经济开发区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亿元的全资子公司博实(苏州)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区域总部职能，并在2022年开始实施昆山机器人及智能工厂产业化

生产项目的投资建设。区域总部项目建成后能够缓解原材料、产成品运输压力，

有利于更好的吸引、储备多层次人才，有效地补充博实股份创新发展及业务规模

的扩增需求。 

围绕建设目标，博实（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末在昆山市花桥经济

开发区购买工业用地20亩，预算年度内开工建设。本项目目前规划设计总建筑面

积暂定3.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厂房、车间、仓库、办公、研发用房

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研发、生产设备购置。本项目总投资30,000万元，

其中建设及固定资产投资16,000万元，研发、生产经营等流动资金14,000万元，

预计建设期2年，计划2023年末项目竣工投入使用。 

2、在哈尔滨总部新建技术创新与服务中心（研发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升级信息化体系、加速工业服务集控系

统建设，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公司拟在哈尔滨总部厂区内土

地上建设技术创新与服务中心（研发中心）项目。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将拥

有一个工作环境优良、信息化设施先进的技术创新与服务中心（研发中心），显

著改善研发与技术创新环境，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吸引更多的技术人才，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自主创新实力和技术服务能力。 



计划建设的技术创新与服务中心（研发中心）项目目前正在规划中，暂定建

筑面积 10,600 平方米，投资额 7,000 万元。技术创新与服务中心（研发中心）

项目 2022 年 4-5月份开始启动前期报建手续工作，计划于 2023年下半年投入使

用。 

3、产品配套厂房项目 

随着公司近年来产品线不断丰富，销售规模总体增加，产品订单量维持高位，

目前公司哈尔滨总部日常生产及调试所需配套厂房场地越发紧张，个别产品在厂

区内的初步调试受到影响。为保证顺利履约合同交付产品，预算年度内公司拟在

哈尔滨总部厂区内建设新的产品配套厂房以满足生产所需。 

产品配套厂房项目正处于规划中，暂定建设面积 6,700平方米，投资额 3,000

万。项目 2022年 4-5月份开始启动前期报建手续工作，计划于 2023 年下半年投

入使用。 

4、实施矿热炉冶炼作业机器人及其智能工厂研发示范项目    

公司凭借自身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技术积累，经多年研发推出的针对电石出

炉环节的高温炉前作业机器人已在电石应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本研发示范项目

以电石出炉环节的高温炉前作业机器人为基础，结合捣炉机器人，重点研发在高

温环境稳定适用的电石巡检机器人、循环接料系统、锅搬运系统、喷溅料处理系

统、智能桁架机器人系统、输送破碎系统、风冷系统、除尘系统以及电石炉出炉

物料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并形成电石生产环节的无人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示范

性工程，实现电石生产过程中的无人工厂和智能工厂。 

同时，针对硅铁、硅锰、工业硅等其它矿热炉领域，本研发示范项目并行研

发包括硅锰出炉机器人、工业硅出炉机器人、硅铁出炉机器人、巡检机器人、循

环浇筑等智能装备，进行中试后，以此形成示范工程，进而掌握在上述矿热炉领

域的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由公司进行后续行业推广。 

本研发示范项目计划总投资11,000万元，其中9,000万元用于项目各分部系

统研制、试制费用、样机制造支出、示范工程中试费等支出，2,000万元用于研

发人员开支，预计研发周期自2022年起共3年。 

（三）筹资计划 

1、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筹资 



为满足上述投资计划，公司计划于2022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筹资，预

计共筹集资金4.5亿元，其中用于机器人及智能工厂产业化生产项目投资建设1.6

亿元，用于技术创新与服务中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7,000万元，用于矿热炉

冶炼作业机器人及其智能工厂研发示范项目9,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1.3亿元。

上述投资计划中所列示的项目，除利用可转换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外，短缺部分

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筹。在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筹资到位前，公司将以自有资

金垫付以上投资。 

2、使用银行授信计划 

公司近年与合作银行建立了良好的银企业务伙伴关系，其中母公司主要的授

信合作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为母公司提供的授信均为信用方式，对公司的客

户信用评级为“信誉情况好”。预算年度内母公司计划使用的银行授信主要用于

开具保函、票据贴现等用途。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筹资无法按计划到位，公司

将根据自有资金使用充裕情况，或考虑使用银行债务筹资计划。 

公司下属子公司哈尔滨博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与中国进出

口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为4,500万元。2022年博奥环境计

划偿还剩余借款1,500万元，届时，该笔借款全部偿还完毕。合并范围内其他子

公司根据其流动性需求，预算年度内可能有额度较小的短期银行融资需求。 

（四）研发计划    

     为加强公司整体解决方案供应能力，拓展智能制造装备多领域场景应用，

有效助力客户实现智能化生产，公司2022年有如下重点研发计划：    

1、针对不同矿热炉，研制对应的冶炼出炉作业智能装备系统，推动矿热炉

冶炼行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2、针对电石行业迫切的安全生产需求，研发电石成品后处理智能工厂系统，

实现电石成品后处理自动化、智能化；  

3、继续进行新能源行业多晶硅产成品自动化生产成套装备的研发，提高计

量精度和生产能力，满足新能源行业高速增长对智能装备的旺盛需求； 

4、针对炼钢厂的智能化装备需求，继续进行连铸回转台钢包全自动更换长

水口成套设备、机器人测温取样设备的研发，用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替代人工作业，

实现钢厂安全高效生产；  



5、在智能全自动装车转运系统产品方向，重点进行用于货运列车的可移动

式拆垛装载机组项目的研发，以提高货运列车装载率及装载效率； 

6、在固体物料后处理智能制造装备产品方向，公司继续进行或新开展如下

项目的研发：细粉料包装设备、新型冷拉伸套膜包装机、防腐防尘型FFS包装码

垛成套设备、吨袋自动包装成套设备、新型自动制袋填充封口一体化成套设备、

重膜包装机组； 

7、针对其他行业，开展如干混砂浆FFS包装机组、药品级注射葡萄糖包装机

组、液体FFS包装机组等智能设备的研发。 

预算年度内公司研发费用预计总投入1.06亿元，较上年增长20%左右。 

（五）利润分配计划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利润分配遵循如下顺序: 

亏损弥补--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

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提取公积金--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

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

取任意公积金； 

利润分配--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

份比例分配。 

近3年股利分配政策如下表所示： 

年份 分配基数 具体分配方案 

2020 102,255万股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

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9 102,255万股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

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8 68,170万股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0 元（含税），送红股 3 股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2021年股利分配方案分配基数与往年持平，为102,255万股，预计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2.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预计



于2022年5月完成股利支付，将产生现金流出25,563.75万元。 

五、预算年度内公司所面临的风险 

1、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及产业化进程不及预期的风险； 

2、基于5G的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司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中未

能深度应用的风险； 

3、能否有效整合自身和社会资源，加快技术创新的风险； 

4、后疫情时代复杂国际环境带来对智能装备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 

5、技术保密与面对不正当竞争的风险。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