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102          证券简称：斯瑞新材       公告编号：2024-016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外投资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斯瑞新材”）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陕西斯

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4】001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

就《问询函》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告显示，两个项目预计总投资额为 13.30 亿元，资金来源均为自筹资

金。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期末货币资金 0.74 亿元，交易性金融

资产 0.01 亿元，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11 亿元，与计划投入资金体量存在较

大差异。请公司：（1）补充披露产业园项目各细分项目和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

室项目分阶段的筹资及资金投入计划、资金来源和投入进度安排；（2）结合公

司财务报表中在手现金情况以及公司未来资金使用计划，补充说明新建项目资

金投入对日常经营产生的影响；（3）如未来相关筹资计划未能按期实现，公司

存在新建项目停滞、变更或终止风险，请补充披露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进一步完

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产业园项目各细分项目和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项目分阶

段的筹资及资金投入计划、资金来源和投入进度安排 

斯瑞新材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一）（以下简称“产业园项目”）预计总投

资 82,000.00 万元，建设周期 6年，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安斯瑞先进铜合金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瑞科技”）为主体实施。其中，年产 3万套医疗影像

装备等电真空用材料、零组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医疗项目”）预计

总投资 40,000.00 万元，建设周期为 4 年；年产 2,000 万套光模块芯片基座/壳

体材料及零组件项目（以下简称“光模块项目”）预计总投资 32,000.00 万元，

建设周期 5年；钨铜合金材料、零件项目（以下简称“钨铜项目”）预计总投资

10,000.00万元，建设周期 5年。 

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材料、零件、组件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火箭发动

机推力室项目”）预计总投资 51,000.00万元，建设周期 5年，由斯瑞新材为主

体实施。其中，一阶段预计总投资 23,000.00 万元，建设周期 3年；二阶段预计

总投资 28,000.00万元，建设周期 2年。 

1、前述项目具体资金投入计划与筹资计划 

（1）前述项目具体资金投入计划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合计 

产业园

项目 

医疗项

目

（注） 

24,898.59 4,709.04 4,778.42 5,613.95 - - 40,000.00 

光模块

项目 
- 15,432.45 4,161.22 4,039.45 5,477.13 2,889.76 32,000.00 

钨铜项

目 
- 4,006.30 353.67 1,316.79 92.30 4,230.94 10,000.00 

火箭发

动机推

力室项

目 

一阶段 4,605.68 5,686.77 12,707.55 - - - 23,000.00 

二阶段 - - - 14,298.23 13,701.76 - 28,000.00 

合计 29,504.27 29,834.56 22,000.86 25,268.42 19,271.19 7,120.70 133,000.00 

注：本次医疗项目建设系公司充分考虑各经营业务板块未来对生产场地的需求后，经审慎

决定，公司拟将原位于母公司的医疗项目搬迁至子公司斯瑞科技，相关生产设备同步迁

移，故本次医疗项目总投资中含有 2,590.93 万元系斯瑞科技购置母公司斯瑞新材现有设

备。 

（2）前述项目筹资计划 



单位：万元 

筹资计划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建设投资

金额 

自有资金 14,642.25 7,333.33 7,333.33 7,333.33 7,333.33 7,120.70 51,096.27 

债务融资 14,862.02 22,501.23 14,667.53 17,935.09 11,937.86 - 81,903.73 

合计 29,504.27 29,834.56 22,000.86 25,268.42 19,271.19 7,120.70 133,000.00 

2、前述项目的筹资及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公告的产业园项目、火箭发动机推力室项目预计在未来 6 年内

（2024-2029年）总投入 13.30亿元，其中，产业园项目--医疗项目投资金额包

含斯瑞科技购买母公司斯瑞新材现有 0.26 亿元设备，该部分设备购买不占用合

并报表层面的资金。公司自筹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债务融资以及未来可能进

行的股权融资等，具体分析如下： 

（1）自有资金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账面可用资金余额为 0.73 亿元（扣除 IPO 募

集资金专项资金）。 

2020-2022 年，公司累计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20 亿元，占同期净

利润的比例为 113.83%，现金流质量良好。若公司在未来几年内保持良好的现金

流水平，不考虑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对经营性现金流造成的不利影响，

按 2020-2022 年年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0.73 亿元测算，公司 2024-2029 年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能够提供 4.38亿元资金。 

公司截至 2023 年 9 月末的账面可用资金与未来 6 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合计金额共计 5.11 亿元，系本次拟新建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 

（2）债务融资 

截至 2023年 9 月 30日，公司总资产规模 16.37亿元，资产负债率 35.87%，



尚处于较低水平，亦为公司拟建设项目的债权融资提供了较大空间，除前述自有

资金外，若公司其余拟建设项目资金全部来自于债务融资，对公司资产负债率的

影响如下： 

项目 
债务融资后的资产负债率水平 

50.00% 57.48%（注） 60.00% 

增量债权融资金额 4.63 亿元 8.32 亿元 9.88 亿元 

注：博威合金（601137.SH）主营高性能有色合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产品和经营

模式上与公司具有可比性，公司 IPO 时亦曾在招股说明书中将其作为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

财务数据对比分析，博威合金（601137.SH）截至 2023 年 9 月末的资产负债率为 57.48%，

根据其近期公告，其偿债基础良好、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充足，利息保障倍数较高，能够满

足公司支付利息和偿还债务的需要。 

由上表可见，基于 2023 年 9 月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不考虑公司未来

经营性利润对自有资金的影响，谨慎估计，若未来 6年内公司将资产负债率上浮

至 57.48%，预计可实现增量的债权融资 8.32亿元，叠加前述自有资金共计 13.43

亿元，已能覆盖本次公告建设项目的全部投入。 

截至目前，公司现有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金额 5.61亿元。公司与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银行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公司实现前述债权融资金额具有可行性。公司将

根据前期项目建成投产后的销售、现金流等情况，合理安排后期项目建设。 

（3）股权融资 

除前述自有资金、债务融资外，公司也会根据市场环境考虑股权融资的方式，

但是，股权融资受股价波动等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次新建项目投资的时间周期

存在延后、搁置的风险，已在风险因素中充分揭示。 

（二）结合公司财务报表中在手现金情况以及公司未来资金使用计划，补充

说明新建项目资金投入对日常经营产生的影响 

公司本次公告拟新建项目的资金来源于账面自有资金、债务融资以及未来可

能进行的股权融资，其中，基于公司对未来经营性净现金流以及债权融资现金流

的合理估计，公司自有资金、债务融资预计可以覆盖项目建设投入，具体详见本

题回复之“（一）补充披露产业园项目各细分项目和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项目



分阶段的筹资及资金投入计划、资金来源和投入进度安排”。 

综上所述，公司以自筹资金能够满足新建项目资本金投入需求，债务融资空

间较大、筹集渠道较多，预计不会导致公司现金流紧张，为项目建设进行的专项

融资产生的利息可以资本化，在不考虑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对日常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公司预计本次新建项目对日常经营的影响整体可控。公

司也将根据项目的建设投产及产能消化情况，合理安排项目的建设节奏。 

（三）如未来相关筹资计划未能按期实现，公司存在新建项目停滞、变更或

终止风险，请补充披露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进一步完善风险提示。 

1、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继续发挥在铜基合金新材料领域的技术积累和技术优势，巩固并提升

原有市场的优势地位，同时加大新市场、新应用的开拓力度，扩大市场覆盖面，

合理规划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研究开发、市场开拓、内部控制、运营管理、财务

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经营业绩。 

在资金筹措方面，公司将综合考虑项目投资进度、自有资金使用情况、公司

资本结构、贷款政策等因素筹措资金，统筹资金管理，合理确定支付方式，确保

项目顺利实施。 

若筹资计划因不可预测或不可控因素导致未能按期实现，将可能引起项目实

施进度不及预期甚至项目终止的风险，针对短期内无法建成产生效益或预期终止

的项目，对于房产以及部分通用性较高的设备，公司届时将积极转做他用，对于

部分通用性较低的设备，公司将进行资产处置，及时止损，尽可能减少对日常经

营活动的影响。 

2、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公告建设项目预计投入资金较大，后续需要通过自筹方式解决资金

问题，相关资金筹措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能存在资金筹措的进度或

规模不达预期的风险，进而影响本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及建设进度。公司本次拟

建设项目预计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项目建设资金，最终贷款授信是否获得审

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如不能获得审批将对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受贷款



政策变化、利率波动等因素影响，存在融资成本上升的风险，将可能引起项目实

施进度不及预期甚至项目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审阅公司新建项目投资规模测算表及测算依据； 

2、审阅公司新建项目资金预测表以及具体投入与筹资计划； 

3、审阅公司关于投资建设的公告和项目备案文件； 

4、审阅公司取得的流动资金授信额度证明资料及已借款合同。 

5、访谈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相关事业部负责人，了解投资规模测

算、资金预测的具体过程，了解新建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公司已制定了产业园项目各细分项目和液体火

箭发动机推力室项目分阶段的筹资及资金投入计划，明确了资金来源和投入进度

安排；（2）新建项目资金投入对日常经营在资金周转和筹资成本费用支出方面具

有一定的影响；（3）针对相关筹资计划未能按期实现的风险，公司已进行了风险

提示并披露了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二、公告披露，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项目预计实现年产约 300 吨锻件、

400套火箭发动机喷注器面板、1,100套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内壁、外壁等零组件；

产业园项目预计实现年产 3 万套医疗影像装备等电真空用材料及零组件、年产

2,000 万套光模块芯片基座/壳体材料及零组件、年产 300 吨铜钨触头。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现存主营产品的具体构成；（2）补充披露新建

项目产品与公司现有产品在品种、性能及应用领域的区别与联系；（3）结合公

司在手订单及现有产能利用率情况，详细分析新增产能的合理性及必要性；（4）

补充披露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5）说明上述项目投产

后，在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公司现存主营产品的具体构成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年 1-9月，公司主营产品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 2021 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高强高导铜合金材料及制品 42,211.19 51.66% 44,206.59 47.70% 48,316.05 54.66% 

中高压电接触材料及制品 20,573.92 25.18% 26,111.48 28.17% 23,153.90 26.19% 

高性能金属铬粉 4,851.52 5.94% 4,779.97 5.16% 3,165.56 3.58% 

CT 和 DR 球管零组件 3,315.19 4.06% 3,989.01 4.30% 2,641.33 2.99% 

其他 10,764.50 13.17% 13,598.19 14.67% 11,113.89 12.57% 

合计 81,716.31 100.00% 92,685.24 100.00% 88,390.72 100.00%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包含高强高导铜合金材料及制品、中高压电接触材料及制

品、高性能金属铬粉及 CT和 DR球管零组件。本次投资建设火箭发动机推力室项

目产品属于高强高导铜合金材料及制品，2021 年至 2023年 1-9月，该项目产品

收入分别为 385.92 万元、2,138.94 万元和 1,001.43 万元，分别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为 0.44%、2.31%和 1.23%；医疗项目产品属于 CT 和 DR 球管零组件，

2021 年至 2023 年 1-9 月，该项目产品收入分别为 2,641.33 万元、3,989.01 万

元和 3,315.19 万元，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2.99%、4.30%和 4.06%；光

模块项目产品属于其他，2021年至 2023年 1-9月，该项目产品收入分别为 98.04

万元、383.42 万元和 933.22万元，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0.11%、0.41%

和 1.14%；钨铜项目产品属于中高压电接触材料及制品,2021 年至 2023 年 1-9

月，该项目产品收入分别为 3,461.45 万元、3,987.53 万元和 3,556.78 万元，

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3.92%、4.30%和 4.35%。 

总体来说，本次新建项目产品收入增速较快，但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较小，相关产品业绩易受市场环境、行业竞争、技术迭代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和波动风险。 

（二）补充披露新建项目产品与公司现有产品在品种、性能及应用领域的

区别与联系 



本次新建项目产品与公司现有产品在品种、性能及应用领域的区别与联系情

况如下： 

新建项目 与现有产品的区别与联系 

项目 产品 品种 性能及产出过程 应用领域 

火箭发动机

推力室项目 

锻件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火箭发动机喷注

器面板 
新增产品 

该产品所用原材料为公司生产的合

金材料，与现有产品（发动机推力室

内壁）生产工艺流程相比，从原材料

熔炼到成品加工，生产流程基本一

致，后续制造过程所有设备、场地均

可共用，且加工难度、工艺风险小于

现有产品。产品具有高导热、耐高

温、高疲劳强度等综合性能，是公司

生产的合金材料一个新的应用领

域。 

航天领域 

火箭发动机推力

室内壁、外壁等

零组件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产

业

园

项

目 

医疗项

目 

CT 球管零组件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DR 射线管零组

件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直线加速器零组

件 
新增产品 

该产品在当前 CT 球管零组件、DR

射线管零组件生产线上开发完成，

所用主要原材料为纯铜材料及公司

自产合金材料，已获部分客户验证。

后续扩大生产时，需要增加同类型

的自动化设备与生产场地。该产品

要满足超高真空度 1×10-10Pa 的气

密性要求；表面粗糙度 Ra 小于等于

0.2，指标均高于原来 CT 球管零组

件、DR 射线管零组件。 

医用电子加速

器，用于治疗肿

瘤 

半导体产品组件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高电压用 VI 导

电系统组件 
新增产品 

该产品采用公司自产合金料，在当

前 CT 球管零组件、DR 射线管零组

件生产线上开发完成，前期的开发

中，积累了较多的技术工艺经验。未

来根据市场进程与需求，增加同类

型的设备与生产场地，予以扩大产

能，响应市场的需求。 

用于 126KV 及

以上真空灭弧

室，支撑和导电 



新建项目 与现有产品的区别与联系 

项目 产品 品种 性能及产出过程 应用领域 

光模块

项目 

光模块芯片基座

材料及零组件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光模块芯片壳体

材料及零组件 
新增产品 

光模块外壳项目是基于目前客户对

于 800G 以上光模块散热方面的需

求、以客户需求为基础，与光模块基

座产品为同一类客户，拓宽产品范

围。主要原材料为公司生产的合金

材料，借助公司强大的铜合金（高强

度、高导热）方面的技术资源优势。

部分产线和设备与原产品共用，不

足的部分需要添置。铜合金光模块

外壳，相比目前市场光模块锌基外

壳，具有更好导热性能和强度，满足

800G 及以上光模块数据传输散热

需求。 

用于光数通讯领

域 

钨铜项

目 
铜钨触头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三）结合公司在手订单及现有产能利用率情况，详细分析新增产能的合

理性及必要性 

公司本次新建项目所生产的产品交付周期较短，部分客户虽签署年度框架

协议，但并未约定年度的保底采购规模，而日常订单均具有小额、高频率的特

点，故期末在手订单覆盖的时间较短、金额较小，较难反映公司下游客户的实

际需求情况。下文主要从现有产品产能利用率、公司近年来的销售增长率以及

当前市场空间情况等角度进行分析： 

1、火箭发动机推力室项目 

在现有产能利用率的层面，2023 年 1-9 月，该项目产品产能利用率情况如

下： 

项目 锻件（吨） 
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内壁、外壁等零组件

（套） 

产能 35.5 35 

产量 28.4 30 

销量 23 26 

产能利用率 80.00% 85.71% 



项目 锻件（吨） 
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内壁、外壁等零组件

（套） 

产销率 80.99% 86.67% 

注：火箭发动机喷注器面板系新增产品，暂无产能利用率。 

由上表可知，2023年 1-9月，该项目产品锻件、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内壁、外

壁等零组件产能分别为 35.5 吨和 35 套，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80.00%和 85.71%，

具有较高的产能利用率。 

从近年来销售增长率的角度，2021至 2023 年（2023年 1-9月数据作年化处

理），公司火箭推力室内壁及组件产品收入增加了约 950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86.01%，销售增长率较高。 

从下游市场需求的角度，根据《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统计，截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全球申请低轨卫星数量已达到 74,353 颗，美国

申请低轨卫星 50,626 颗，中国申请数量 14,220 颗；预计后续低轨道卫星将进入

密集发射期，同时各国对部署低轨道卫星的争夺将愈发激烈。根据国际电联 ITU

的规则，星座计划申报后 2年内需要发射部署计划的 10%，5年发射 50%，7年全

部发完。按照此规定，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需在 2027年 11月前发射已申

请的 12,922 颗卫星，否则需对申请的卫星数量进行相应调减。在此背景之下，

我国势必加快低轨卫星部署进度，这也将带动上游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内壁产品的

需求增长，公司现有产能难以满足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亟需通过新建生产线来

提高产品产能。 

因此，本次项目的实施扩充产能，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2、产业园项目 

（1）医疗项目 

在现有产能利用率的层面，2023 年 1-9 月，该项目产品产能利用率情况如

下： 

项目 CT 球管零组件（套） DR射线管零组件（套） 半导体产品组件（套） 

产能 2,950 5,180 540 

产量 2,490 4,230 450 

销量 2,472 4,059 390 



项目 CT 球管零组件（套） DR射线管零组件（套） 半导体产品组件（套） 

产能利用率 84.41% 81.66% 83.33% 

产销率 99.28% 95.96% 86.66% 

注：直线加速器零组件与高电压用 VI 导电系统组件系新增产品，暂无产能利用率。 

由上表可知，2023年 1-9月，该项目产品 CT球管零组件、DR射线管零组件

以及半导体产品组件产能分别为 2,950套、5,180套和 540套，产能利用率分别

为 84.41%、81.66%和 83.33%，具有较高的产能利用率。 

从近年来销售增长率的角度，2021至 2023 年（2023年 1-9月数据作年化处

理），公司 CT 和 DR 球管零组件产品收入增加了约 1,780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29.36%，销售增长率较高。 

从下游市场需求的角度，据行业研报数据，国内 2023年 CT球管零组件市场

规模为 4.28 亿元，2030 年 CT 球管零组件市场规模将达到 11.98 亿元，2023 至

2030 年复合增速为 15.84％，未来随着 CT 球管国内产能供给释放，相关医疗装

备零组件国产替代规模可观，公司拥有相关技术储备和客户基础，故积极扩产来

应对市场需求。 

因此，通过本次项目的实施扩充产能，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2）光模块项目 

在现有产能利用率的层面，2023 年 1-9 月，该项目产品产能利用率情况如

下： 

项目 光模块芯片基座（万套） 

产能 50.00 

产量 40.81 

销量 35.48 

产能利用率 95.86% 

产销率 86.96% 

注：光模块芯片壳体系新增产品，暂无产能利用率。 

由上表可知，2023 年 1-9 月，该项目产品光模块芯片基座材料及零组件产

能为 50.00万套，产能利用率为 95.86%，具有较高的产能利用率。 



从近年来的销售增长率的角度，2021年至 2023年（2023年 1-9 月数据作年

化处理），公司光模块芯片基座产品收入增加了约 1150 万元，收入复合增长率

为 256.25%，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 

从下游市场需求的角度，据 XYZ-Research 数据，2021年中国光模块市场规

模达到 415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约 3.8%，到 2022年底，国内光模块市场规模超

过了 475 亿元，同比增长约 14.5%，初步预测到 2025 年全国光模块市场规模将

进一步上升至 700 亿元，下游市场的快速发展是公司本次扩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本次项目的实施扩充产能，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3）钨铜项目 

在现有产能利用率的层面，2023 年 1-9 月，该项目产品产能利用率情况如

下： 

项目 铜钨触头（吨） 

产能 128.94 

产量 105.73 

销量 104.10 

产能利用率 82.00% 

产销率 98.46% 

由上表可知，2023年 1-9月，该项目产能为 128.94吨，产能利用率为 82.00%，

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 

从近年来的销售增长率层面，2021年至 2023年（2023年 1-9月数据作年化

处理），公司铜钨产品收入增加了约 1280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17.05%，保持较

快的增长。 

从下游市场需求的角度，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市场趋势下，我国将适应能源

消费升级新趋势，发挥电力作为清洁高效二次能源的优势，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

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品质，进一步拓展电能替代广度深度，持续提高全社会

电气化水平。预计 2030 年、2060 年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由目前的 27%

增长到 39%、70%左右。在此背景下，高压电接触材料属于输配电产业的关键基础



材料，钨铜高压开关作为清洁环保电力设备的重要配件，也面临着极佳的发展机

遇。 

因此，本次项目的实施扩充产能，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四）补充披露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火箭发动机推力室项目 

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推力室由喷注器、燃烧室和喷管组成，推进剂通过喷注器

注入燃烧室，生成燃烧产物，最后从喷管中冲出而产生推力。推力室材料要求必

须具备耐高温、高导热的性能，才能经受喷射出来的高速燃气流，确保发动机正

常工作。公司得益于在高强高导铜合金材料的行业领先地位和拥有的核心技术、

关键装备等，加大了对液体火箭市场的开拓。在全球主要国家重视航天领域发展

的背景下，预计火箭发射次数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进一步带动上游火箭

喷管铜合金市场的发展。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加大火箭及低轨卫星发射，公司

布局打开远期增长。据安信证券《领先材料技术平台，CT 球管&火箭喷管市场

放量可期》数据，在全球主要国家重视航天领域发展的背景下，2021 年国内火箭

发射次数为 55 次，预计 2025 年国内火箭发射次数为 97 次，2021-2025 年复合增

长率为 15.24%。2021 年国内火箭喷管用铜合金材料价值合计约 3.3 亿元，在此

假设下，预计 2025 年国内火箭喷管用铜合金材料价值合计约 7.01 亿元，2021-

2025 年复合增速为 20.73%。 

新建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下游市场需求、产

业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公司竞争力下降，未能与主要客户保持持续稳定合

作且市场开拓不力，公司可能面临项目产能过剩的风险。 

2、医疗项目 

据华泰证券《铜基材料平台型龙头，多领域持续突破》数据，国内 2023 年

CT 球管零组件市场规模为 4.28 亿元，2030 年 CT 球管零组件市场规模将达到

11.98 亿元，2023 至 2030 年复合增速为 15.84％，未来随着 CT 球管国内产能供

给释放，相关医疗装备零组件国产替代规模可观。此外，公司参与承接了国家工

信部设立的“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和“国家新材料生产示范



应用平台-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材料”两个项目，携手国内上下游单位，重

点攻关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关键材料、核心部件、整机系统的生产、测试、评价和

应用问题，国内医疗装备市场将不断扩大。 

新建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下游市场需求、产

业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公司竞争力下降，未能与主要客户保持持续稳定合

作且市场开拓不力，公司可能面临项目产能过剩的风险。 

3、光模块项目 

目前国内计算和存储能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在当前 5G 时代的发展背景

之下，整体通信行业呈现高景气运行，以光模块等为代表的核心市场正在迅速发

展，市场规模迎来不断提升。据 XYZ-Research 数据，2021 年中国光模块市场规

模达到 415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约 3.8%，到 2022 年底，国内光模块市场规模超

过了 475 亿元，同比增长约 14.5%，初步预测到 2025 年全国光模块市场规模将

进一步上升至 700 亿元。 

新建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下游市场需求、产

业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公司竞争力下降，未能与主要客户保持持续稳定合

作且市场开拓不力，公司可能面临项目产能过剩的风险。 

4、公司拟采取的产能消化措施 

（1）合理规划产能释放进度。公司在本次项目测算时考虑了新增产能的释

放过程，由于项目产能存在逐步释放过程，产能消化压力并不会在短期集中出现。

鉴于下游行业的良好发展机遇和公司产品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本次项目新增产能

可实现逐步消化。 

（2）巩固深化与现有客户合作，积极开拓新客户。公司为产能消化提供保

障，将持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并打造专业的培训体系、健全人员激励机制，提

高公司营销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强化公司营销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公司营销

人员的市场推广和开拓能力，增强与客户的紧密度。 

（3）持续完善企业管理体系。通过提高项目实施主体组织管理能力，降低

项目潜在风险；通过制定标准化方案、标准化流程，利用科学思维、科学工具，



促进项目供应链各环节良好配合。加强人才规划力度，提前规划和储备项目相关

各职能及专业对口的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提高项目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

人员能力水平。持续改进质量管理模式，深入探索创新，不断满足公司项目产品

多元化的业务需求，保证项目产品的高质量。综上，受益于行业整体景气，基于

公司业务基础和资源储备，公司将在维护和发展现有客户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客

户，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4）全面提升产品技术性能。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领域，公司将进一步

推进对高强高导特种铜合金、航天耐高温铜合金的开发与研究，提升铜合金锻造、

型材、棒材、线材等深加工技术和产品性能，以满足下游客户需求。医疗影像装

备零组件领域，由于球管工艺要求极高，需要满足设备高真空、高温、高转速、

高热容量等条件，公司将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完善的工艺流程和优异的产品质

量满足客户需求，从而实现产能的消化。光模块领域，公司将在先进 3D 打印/注

射成型/模压、真空熔渗定向凝固/气氛熔渗、微精密加工等关键技术研发方面持

续深耕，全面提升公司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能力，以满足下游客户需求。 

（五）上述项目投产后，将在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对公司主营业务产

生影响 

1、生产方面 

公司各事业部均有单独的生产管理部门，将对各项目新建产能部分与现有业

务的生产制造环节进行统一管理，符合公司长期经营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项

目投产后，公司项目相关产品产能将逐步增加，公司原有生产能力得到提升和改

进，有助于公司发挥规模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公司生产规模扩张会导致

公司采购销售规模、人员规模等快速增加，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难度将进一步增

加，亦对公司风险控制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2、采购方面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预计将显著增加，这将对公司的

供应链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公司将需要建立更强大和高效的供应链系统，以应

对日益增长的原材料需求。这可能包括建立与新供应商的关系，或加强与现有供

应商的合作。与此同时，为了确保高质量材料的稳定供应，公司可能需要与供应



商进行新的合同谈判，或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成本控制在扩大生

产规模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公司需采取策略，以优化采购流程，确保成本效益。

有效的成本管理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项目投产可能

导致公司对原材料的需求快速增加，可能会导致供应链短缺，进而影响采购计划，

增加产品质量风险。 

3、销售方面 

公司需积极开拓市场，以充分消化项目相关产品的新增产能。为了合理地消

化新增产能，公司可能需要新增配备一定的航天航空、医疗装备、电子通讯等市

场领域的销售人才，以扩大潜在客户群体。此外，根据现有产能利用率情况以及

项目规划，公司新增产能将有助于下游企业实现国产替代。同时，公司也将积极

进行市场开拓与渠道建设，以充分消化项目新增产能。若项目投产后，公司的市

场开拓与销售渠道建设未达预期，可能会导致公司新建产能消化缓慢，不能实现

预期效益，进而影响到公司的生产经营。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审阅新建项目具体的产品及产能规划情况； 

2、访谈公司相关事业部负责人，了解新建项目产品与公司现有产品在品种、

性能及应用领域的异同； 

3、审阅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4、查阅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手订单统计表，抽查对应订单及合

同； 

5、访谈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相关事业部负责人，了解公司新增产

能消化方面的措施。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公司现存主营产品的具体构成包含了新建项

目产品；（2）新建项目产品与公司现有产品相比，品种和性能存在一定差异，应



用领域基本一致；（3）经公司统计（未经审计），新建项目相关的现有产品 2023

年 9月末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处于较高水平，新增产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及必要

性；（4）公司已就产能过剩风险进行了风险提示并披露了拟采取的应对措施；（5）

上述项目投产后，在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对公司主营业务在成本效益等方面

具有一定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难度提高等挑战。 

 

三、公告披露，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项目建设期为 5 年，项目建设涉及工

程建设、设备采购安装等；产业园项目分为三个子项目，建设期分别为 4 年、5

年、5 年，建设期内将完成相关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软硬件设备的购置、安装

以及人员招聘等。 

请公司：（1）补充披露各细分项目的建设内容、金额及占比，包括但不限

于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情况、安装工程费用等；（2）补充披

露各细分项目分阶段的建设计划，说明投资规模及建设周期的测算依据及合理

性。（3）补充披露本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各细分项目的建设内容、金额及占比，包括但不限于土地、

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情况、安装工程费用等。 

1、斯瑞新材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一） 

该项目包含年产 3 万套医疗影像装备等电真空用材料、零组件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年产 2,000 万套光模块芯片基座/壳体材料及零组件项目及钨铜合金材料、

零件项目三个子项目，该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82,000.0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建设投资 74,529.65 90.89% 

1.1 工程费用 66,359.97 80.93% 

1.1.1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注） 42,145.49 51.40% 

1.1.2 建安工程费用 24,214.47 29.53%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90.40 2.55% 

1.3 基本预备费 6,079.28 7.41% 

2 铺底流动资金 7,470.35 9.11% 

 合计 82,000.00 100.00% 



注：设备及软件购置费中含有 2,590.93 万元系斯瑞科技购置公司现有设备。 

其中各细分项目情况如下： 

（1）年产 3 万套医疗影像装备等电真空用材料、零组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厂房建设以及购置相关生产、研发、检测等设备。

本项目建设内容金额及占比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注 1：设备购置费用中有 2,590.93 万元系斯瑞科技购置公司现有设备。 

注 2：项目建设基于现有土地 

②年产 2,000 万套光模块芯片基座/壳体材料及零组件项目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厂房建设以及购置生产、研发、检测等设备。本

项目建设内容金额及占比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建设投资 28,702.65 89.70% 

1.1 工程费用 26,664.30 83.33% 

1.1.1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19,497.81 60.93% 

1.1.2 建安工程费用 7,166.49 22.40% 

1.1.2.1 厂房建设 7,166.49 22.40%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71.56 2.10% 

1.2.1 土地（注） - - 

1.2.2 其他费用 671.56 2.10% 

1.3 基本预备费 1,366.79 4.27% 

2 铺底流动资金 3,297.35 10.30% 

3 合计 32,000.00 100.00%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总投资额比例 

1 建设投资 36,563.31 91.41% 

1.1 工程费用 31,160.91 77.90% 

1.1.1 设备购置费用（注 1） 17,184.28 42.96% 

1.1.2 建筑工程费用 13,976.63 34.94% 

1.2.2.1 厂房建设 13,976.63 34.94%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31.03 2.83% 

1.2.1 土地（注 2） - - 

1.2.2 其他费用 1,131.03 2.83% 

1.3 基本预备费 4,271.36 10.68% 

2 铺底流动资金 3,436.70 8.59% 

3 合计 40,000.00 100.00% 



注：项目建设基于现有土地。 

③钨铜合金材料、零件项目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厂房建设以及购置相关生产、研发、检测等设备。

本项目建设内容金额及占比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建设投资 9,263.69 92.64% 

1.1 工程费用 8,534.75 85.35% 

1.1.1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5,463.40 54.63% 

1.1.2 建安工程费用 3,071.35 30.71% 

1.1.2.1 厂房建设 3,071.35 30.71%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87.81 2.88% 

1.2.1 土地（注） - - 

1.2.2 其他费用 287.81 2.88% 

1.3 基本预备费 441.13 4.41% 

2 铺底流动资金 736.31 7.36% 

3 合计 10,000.00 100.00% 

注：项目建设系基于现有土地。 

（2）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材料、零件、组件产业化项目 

①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材料、零件、组件产业化项目（一阶段）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厂房改造以及购置生产、研发、检测等设备。本

项目建设内容金额及占比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建设投资 21,391.25 93.01% 

1.1 工程费用 20,332.12 88.40% 

1.1.1 设备购置费用 19,927.12 86.64% 

1.1.2 建筑工程费用 350.00 1.52% 

1.1.2.1 厂房改造 350.00 1.52% 

1.1.3 安装工程费用 55.00 0.24%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0.50 0.18% 

1.2.1 土地（注） - - 

1.2.2 其他费用 40.50 0.18% 

1.3 预备费 1,018.63 4.43% 

2 铺底流动资金 1,608.75 6.99% 

3 合计 23,000.00 100.00% 



注：项目建设系基于现有土地。 

②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材料、零件、组件产业化项目（二阶段）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为购置生产、研发、检测等设备。本项目建设内容金

额及占比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建设投资 26,993.26 96.40% 

1.1 工程费用 25,707.88 91.81% 

1.1.1 设备购置费用 25,707.88 91.81% 

1.1.2 建筑工程费用 - - 

1.1.3 安装工程费用 - -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 - 

1.3 预备费 1,285.38 4.59% 

2 铺底流动资金 1,006.73 3.60% 

3 合计 28,000.00 100.00% 

（二）补充披露各细分项目分阶段的建设计划，说明投资规模及建设周期的

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1、斯瑞新材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一） 

（1）年产 3 万套医疗影像装备等电真空用材料、零组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计划于 2024 年初开工建设，2024 年底厂房建设完成，2027 年完成设

备购置，分阶段投资建设计划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1 建设投资 36,563.31 91.41% 24,898.59 3,570.27 4,030.48 4,063.97 

1.1 工程费用 31,160.91 77.90% 22,092.61 2,793.05 3,157.50 3,117.75 

1.1.1 设备购置费用（注） 17,184.28 42.96% 8,315.98 2,793.05 2,957.50 3,117.75 

1.1.2 建筑工程费用 13,976.63 34.94% 13,776.63 - 200.00 -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31.03 2.83% 1,131.03 - - - 

1.3 预备费 4,271.36 10.68% 1,674.94 777.22 872.98 946.22 

2 铺底流动资金 3,436.70 8.59%  1,138.78 747.95 1,549.97 

 合计 40,000.00 100.00% 24,898.59 4,709.04 4,778.42 5,613.95 

注：设备购置费用中含有 2,590.93 万元系斯瑞科技购置公司现有设备。 



近年来，我国医疗影像装备市场维持稳定增长趋势。以 CT 球管设备为例，

随着我国 CT 设备装机量逐年上升，CT 球管零组件市场也不断增加。2023 年我

国 CT 球管零组件市场规模为 4.28 亿元，预计至 2030 年 CT 球管零组件市场规

模将达到 11.98 亿元，2023 至 2030 年复合增速为 15.84％，市场空间广阔。 

2021 至 2023 年（2023 年 1-9 月数据作年化处理），公司 CT 和 DR 球管零

组件产品收入增加了约 1,780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29.36%。基于公司历史业绩、

现有产能利用率及未来市场空间情况，公司需扩大产品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能力，

并基于该产能建设计划预测了未来的投资规模及建设周期。公司预计从 2024 至

2027 年新增产能将逐步建设完成，产能建设对应分年度投资计划情况如下： 

 

产品 项目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CT 球管零组件（套） 
新增产能（注 1） 8,000.00 7,000.00 7,000.00 8,000.00 

累计建设产能 8,000.00 15,000.00 22,000.00 30,000.00 

DR 射线管零组件（套） 
新增产能（注 2） 6,000.00 2,000.00 7,000.00 0.00 

累计建设产能 6,000.00 8,000.00 15,000.00 15,000.00 

直线加速器零组件（套） 
新增产能 70.00 38.00 48.00 344.00 

累计建设产能 70.00 108.00 156.00 500.00 

半导体产品组件（套） 
新增产能（注 3） 1,500.00 525.00 891.00 584.00 

累计建设产能 1,500.00 2,025.00 2,916.00 3,500.00 

高电压用 VI 导电系统组件（套） 
新增产能 3,000.00 2,000.00 10,000.00 15,000.00 

累计建设产能 3,000.00 5,000.00 15,000.00 30,000.00 

对应投资额（万元）（注 4） 24,898.59 4,709.04 4,778.42 5,613.95 

注 1：CT 球管零组件新增产能中含公司现有 4,000 套产能，系因该部分产能由斯瑞新材搬迁

至斯瑞科技； 

注 2：DR 射线管零组件新增产能中含公司现有 6,000 套产能，系因该部分产能由斯瑞新材

搬迁至斯瑞科技； 

注 3：半导体产品组件新增产能中含公司现有 900 套产能，系因该部分产能由斯瑞新材搬迁

至斯瑞科技； 

注 4：2024 年投资额较高主要系因第一年厂房建设投资较大。 

根据产能建设进度，公司将完成厂房建设并持续购买相关设备，在 2024 至

2027 年分别预计投入 24,898.59 万元、4,709.04 万元、4,778.42 万元以及 5,613.95

万元，因此该项目投资规模及建设周期具备合理性。 

（2）年产 2,000 万套光模块芯片基座/壳体材料及零组件项目 



项目计划于 2025 年初开工建设，2025 年底土建部分完工，生产设备分批购

置，2029 年完成购置。分阶段投资建设计划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1 建设投资 28,702.65 - 15,432.45 2,567.25 3,748.11 5,066.25 1,888.59 

1.1 工程费用 26,664.30 - 14,026.01 2,445.00 3,569.63 4,825.00 1,798.66 

1.1.1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19,497.81  6,859.52 2,445.00 3,569.63 4,825.00 1,798.66 

1.1.2 建安工程费用 7,166.49  7,166.49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71.56  671.56     

1.3 基本预备费 1,366.79 - 734.88 122.25 178.48 241.25 89.93 

2 铺底流动资金 3,297.35 - - 1,593.97 291.34 410.88 1,001.17 

 合计 32,000.00 - 15,432.45 4,161.22 4,039.45 5,477.13 2,889.76 

随着我国计算和存储能力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光模块市场规模不断提升。

2021 年中国光模块市场规模达到 415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约 3.8%，到 2022 年

底，国内光模块市场规模超过了 475 亿元，同比增长约 14.5%，初步预测到 2025

年全国光模块市场规模将进一步上升至 700 亿元，市场空间广阔。 

2021 年至 2023 年（2023 年 1-9 月数据作年化处理），公司光模块芯片基座

产品收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复合增长率为 256.25%。基于公司历史业绩、现有

产能利用率及未来市场空间情况，公司需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能力。本项目

将基于未来市场情况逐步建设新增产能，并以此为基础预测对应的投资规模及建

设周期，预计从 2025 年至 2029 年产能将逐步建设完成，产能建设对应分年度投

资计划情况如下： 

产品 项目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光模块基座（万套） 
新增产能 300.00 300.00 400.00 600.00 400.00 

累计建设产能 300.00 600.00 1,000.00 1,600.00 2,000.00 

光模块壳体（万套） 
新增产能 1,000.00 - - - - 

累计建设产能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对应投资额（万元）（注） 15,432.45 4,161.22 4,039.45 5,477.13 2,889.76 

注：2025 年投资额较高主要系因第一年厂房建设投资较大 



根据产能建设进度，公司将完成厂房建设并持续购买相关设备，在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预计投入 15,432.45 万元、4,161.22 万元、4,039.45 万元、5,477.13

万元以及 2,889.76 万元，因此该项目投资规模及建设周期具备合理性。 

（3）钨铜合金材料、零件项目 

项目计划于 2025 年初开工建设，2025 年底土建部分完工，生产设备分批购

置，2029 年完成购置。分阶段投资建设计划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1 建设投资 9,263.69 - 4,006.30 - 1,251.35 - 4,006.04 

1.1 工程费用 8,534.75 - 3,527.71 - 1,191.76 - 3,815.28 

1.1.1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5,463.40 - 456.36 - 1,191.76 - 3,815.28 

1.1.2 建安工程费用 3,071.35 - 3,071.35 - - - -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87.81 - 287.81 - - - - 

1.3 基本预备费 441.13 - 190.78 - 59.59 - 190.76 

2 铺底流动资金 736.31 - - 353.67 65.44 92.30 224.89 

3 合计 10,000.00 - 4,006.30 353.67 1,316.79 92.30 4,230.94 

2021 年至 2023 年（2023 年 1-9 月数据作年化处理），公司铜钨产品收入由

3,461 万元增长至 4,742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17.05%。基于公司历史业绩及现有

产能利用率情况，公司将通过本项目提升生产规模，对应的投资规模及建设周期

的测算将以该项目的产能建设计划为依据，预计从 2025 年至 2029 年产能将逐步

建设完成，产能建设对应分年度投资计划情况如下： 

产品 项目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铜钨触头（吨） 
新增产能 90.00 - 60.00 - 150.00 

累计建设产能 90.00 90.00 150.00 150.00 300.00 

对应投资额（万元）（注） 4,006.30 353.67 1,316.79 92.30 4,230.94 

注：2025 年投资额较高主要系因第一年厂房建设投资较大 

根据产能建设进度，公司将完成厂房建设并持续购买相关设备，在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预计投入 4,006.30 万元、353.67 万元、1,316.79 万元、92.30 万元

以及 4,230.94 万元，因此该项目投资规模及建设周期具备合理性。 

2、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材料、零件、组件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预计于 2024 年初开工建设，2028 年底完工，建设周期历时 5 年，项

目总投资额 5.10 亿元。其中一阶段计划于 2024 年初开工建设，2026 年底完工，

一阶段建设历时 3 年，投资额 2.30 亿元；二阶段计划于 2027 年开工建设，2028

年底完工，二阶段建设历时 2 年，投资额 2.80 亿元。分阶段投资建设计划明细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一阶段 二阶段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1 建设投资 48,384.52 4,198.64 5,280.99 11,911.62 13,760.00 13,233.27 

1.1 工程费用 46,040.00 3,992.92 5,012.16 11,327.04 13,104.76 12,603.12 

1.1.1 设备购置费用 45,635.00 3,942.92 4,847.16 11,137.04 13,104.76 12,603.12 

1.1.2 建筑工程费用 350.00 50.00 150.00 150.00 - - 

1.1.3 安装工程费用 55.00 - 15.00 40.00 - -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0.50 5.79 17.36 17.36 - - 

1.3 基本预备费 2,304.02 199.94 251.48 567.22 655.24 630.15 

2 铺底流动资金 2,615.48 407.04 405.78 795.93 538.23 468.49 

3 合计 51,000.00 4,605.68 5,686.77 12,707.55 14,298.23 13,701.76 

随着我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快速发展，火箭发射次数逐年上升。以人民日报披

露的 2022年火箭发射次数 55次为基数，预计我国火箭发射次数年均增速为 15%，

至 2025 年国内火箭发射次数将达到 97 次，相对应的火箭喷管用铜合金材料价值

约为 7.01 亿元。 

2021 年至 2023 年（2023 年 1-9 月数据作年化处理），公司火箭发动机推力

室产品收入由 385.92 万元增长至 1,335.24 万元，复合增长率 86.01%。基于公司

历史业绩、现有产能利用率及未来市场空间情况，公司将通过本项目新增火箭发

动机推力室产品生产规模及生产能力，逐步建设新增产能，对应的投资规模和建

设周期将以此为依据，预计从 2024 年至 2028 年产能将逐步建设完成，产能建设

对应分年度投资计划情况如下： 

产品 项目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锻件（吨） 
新增产能 150.00 30.00 20.00 50.00 50.00 

累计建设产能 150.00 180.00 200.00 250.00 300.00 

火箭发动机喷注器面板 新增产能 50.00 50.00 100.00 100.00 100.00 



（套） 累计建设产能 50.0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内壁、 

外壁等零组件（套） 

新增产能 140.00 140.00 220.00 300.00 300.00 

累计建设产能 140.00 280.00 500.00 800.00 1,100.00 

对应投资额（万元） 4,605.68 5,686.77 12,707.55 14,298.23 13,701.76 

根据产能建设进度，公司将完成厂房改造并持续购买相关设备，在 2025 年

至 2028 年分别预计投入 4,605.68 万元、5,686.77 万元、12,707.55 万元、14,298.23

万元以及 13,701.76 万元，因此该项目投资规模及建设周期具备合理性。 

（三）补充披露本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西安斯瑞先进铜合金科技有限公司“斯瑞新材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一）”可

行性研究报告》和《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材料、

零件、组件产业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审阅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2、查阅行业市场容量、市场增长率等相关资料； 

3、访谈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相关事业部负责人，了解公司新建产

能的合理性，产能消化措施。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各细分项目的建设内容、金额及占比已补充披

露；（2）各细分项目分阶段的建设计划已补充披露，投资规模及建设周期与公司

的产能建设计划匹配；（3）本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