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 

 

 

一、我国汽车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经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

国汽车产业市场规模、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进入加速发展并全面

融入世界汽车工业体系的新时期。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已初步成

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形成了多品种、全系列的各类整

车和零部件生产及配套体系、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在世界汽车

产业的地位显著提升。 

2009 年初，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严重冲击，国家

出台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上

述《规划》及国家实施的其他一系列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

为我国汽车产销逐步走出低谷起到重大推动作用。2009 年我国

汽车产销首次突破 1,000 万辆，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

汽车年产量超千万辆的国家，产销分别完成 1,379.10 万辆和

1,364.4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8%和 46%，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

市场。我国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长安汽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历史机

遇。 

二、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投资于汽车产业相关项



 

目，用于做大做强现有主业，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如

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亿元） 

募集资金   

投入额 

（亿元） 

主要产品 

1 
长安汽车生产线扩能技术

改造项目 
16.4 16.4 

CM9、F202、G401 

等微型客车 

2 
小排量发动机产业升级项

目 
21.4 19.8 

CB、CC 系列   

发动机 

3 自主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5.9 3.8 - 

 合计 43.7 40.0 - 

注：1）公司将根据未来市场情况和生产经营需要，对长安汽车生产线扩能

技术改造项目和小排量发动机产业升级项目的具体产品结构进行相应调整。2）

实际投入自主研发能力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数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在投入长安汽车生产线扩能技术改造项目和小排量发动机产业升级项目后

的剩余资金。 

上述项目总投资约为 43.7 亿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

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置换。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要量的部分由公司自

筹解决。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入项目情况 

（一）汽车生产线扩能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投资概算 

微车扩能项目总投资为 164,31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04,246 万元，流动资金投资 36,641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情况

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总投资 164,319 

 工程费用 104,246 

  建筑工程费 29,409 

  设备购置费 74,637 

  设备安装费 150 

  工具器具及生产家具费 50 

 其他费用 21,451 

        其中：土地费用 17,600 

    预备费 1,981 

流动资金 36,641 

2、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1）有利于公司抓住机遇实现“以微为本”的发展战略 

国家发改委 2009 年发布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

把坚持扩大内需、坚持结构调整、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产业升级

确定为《规划》的基本原则。《规划》的实施，特别是小排量乘

用车减免购置税、汽车下乡等具体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小排量自主

品牌汽车的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实施，为长安汽车实现“以

微为本”的发展战略，更加坚定地走小排量、低油耗、低排放、

小型化、高动力性能的道路提供了难得历史机遇。 

2010 年，长安汽车除了将有多款小排量自主品牌轿车上市

外，还将积极巩固和扩大长安微型车的市场份额，进行 CMX 等微

型客车新车型生产设施投入，以满足市场对小排量乘用车的需

求。本项目的建设是对现有资源进行调整改造，使得公司在短期



 

内具备 CMX 等微型客车生产能力，同时淘汰部分旧车型生产设

施，扩大新车型产能的具体措施。 

2）是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我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犹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尽管 2006 年和 2007 年，长安汽车分别就

CM5 和 CM9 进行了技术改造投资，但是上述两款车型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8 年上市，投资行为与带动销量增长之间有一个时滞，

致使 2006 年和 2007 年的市场份额原地踏步，对 2008 年销量增

幅的带动作用也很有限。进入 2009 年以后，由于受到《规划》

的促进作用，且公司 CM5 和 CM9 两款车型均已形成了产能，2009

年，长安汽车微型客车销量达到 54.9 万辆，市场份额也增至

27.45%。 

上述事实再次证明，只有不断推出新车型并在适当的时机投

放市场，才能使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

优化公司现有生产资源，有利于公司在向市场继续投放 CM5 和

CM9 车型的基础上，及时将 CMX 等新产品投放市场，避免未来车

型因较长的投资时滞而出现断档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

场竞争力。 

3、项目效益预测 

本项目建成后当年产能达到设计产能的 68%，建成后第二年

及以后各年 100%达到设计产能。项目达纲年（第 6 年）可实现

营业收入 1,131,422 万元，利润总额 33,976 万元。 



 

4、主要设备 

本项目生产装置的主要设备为冲压、焊装、涂装、总装车间

新增的工艺设备，均在国内外市场上采购。 

5、项目的建设期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 20 个月。 

6、产品的产量 

本项目达产后，每年可生产 CM9、F202、G401 三种微型客车

合计 22 万辆。 

7、项目的选址及占地情况 

本项目建设场地位于重庆市主城区东部的鱼嘴组团 C 标准

区，项目占地 550 亩。鱼嘴组团规划面积 60 万平方公里，属于

一小时（车程）经济圈的核心区域，是重庆市未来的重点拓展区

域和都市区工业拓展的重点区域。鱼嘴组团今后的发展规划是建

成机械装备制造业、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业、高新技术产业、现

代物流业、房地产业、都市旅游业等六大支柱产业的综合性城市

新区。 

8、项目的组织方式 

本项目由公司作为主体实施。 

（二）小排量发动机产业升级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投资概算 

小排量发动机项目总投资为 213,614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62,930 万元，流动资金投资 23,771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情况

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总投资 213,614 

 工程费用 162,930 

  建筑工程费 13,857 

  设备购置费 145,582 

  设备安装费 2,891 

  工具器具及生产家具费 600 

 其他费用 21,902 

        其中：土地费用 11,200 

    预备费 5,011 

流动资金 23,771 

 

小排量发动机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15,703 万元，

因此项目实际资金需求量为 197,911 万元。 

2、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1）是公司自主品牌轿车及客车升级换代的需要 

本项目产品之一 CC 发动机为长安汽车根据当前世界汽油发

动机技术发展趋势，自主研发的全新机型，拥有全部知识产权，

是长安自主品牌轿车未来的主要机型。该发动机应用了当今世界

上诸多最为先进的 D-CVVT（双可变气门正时）、GDI（缸内直喷）、

TCI（废气涡轮增压中冷）等发动机新技术，表现出优异的动力

性、燃油经济性、NVH 品质以及排放等技术优势和卓越的市场竞



 

争力。该发动机包括自然吸气式和涡轮增压式两种，排量从1.299

升到1.598升，自然吸气式发动机升功率从55.3kW/L到56.3kW/L

不等，涡轮增压式发动机升功率为 80.4kW/L，排放可达国Ⅳ或

国Ⅴ标准。 

CB 系列发动机由长安汽车在已开发的 F系列（JL465Q4）发

动机平台基础上自主开发的一款能满足中国相关法规和规范要

求的发动机产品，有 CB10 和 CB08 两大产品类，其中 CB10 有横

置和纵置两种机型，CB08 有横置一种机型。横置和纵置机型分

别适合于小排量轿车和微型客车。CB10 排量为 1.0L，CB08 排量

为 0.8L。CB 系列发动机所具备非常突出的节油性能，搭载长安

之星油耗可降低 10%以上。匹配车型能满足中国第二阶段车外通

过噪声法规限值要求和国Ⅳ排放法规要求，同时满足产业未来发

展要求，具有大功率、大扭矩和低的燃油经济性。 

2）是公司改变发动机内部配套能力不足的需要 

根据我国汽车行业景气监测数据分析，进入 2009 年后，受

到《规划》的促进作用，国内汽车市场 2009 年出现了大幅度回

暖，特别是小排量自主品牌汽车出现了产销两旺的局面。 

2009 年末国务院决定 2010 年继续实行各种汽车优惠政策，

这将使长安汽车迎来黄金的发展机遇。因此，长安汽车考虑加速

科研手段的建设和产业能力的提升，加速 CB 系列发动机取代 F

系列发动机的进程，加速企业发展战略和“十一五”规划中部分

建设项目的建设进程，以满足市场对小排量自主品牌乘用车的需



 

求。整车发展的提速对发动机的配套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长安汽

车现有发动机厂能力饱和，因此，长安汽车拟加速发动机新基地

的建设，CC 发动机等新机型，以及 CB 系列发动机的部分能力将

在发动机新基地内投产。 

3、项目效益预测 

本项目建成后当年产能达到设计产能的 90%，建成后第二年

及以后各年 100%达到设计产能。项目达纲年（第 5 年）可实现

新增营业收入 403,476 万元，新增利润总额 26,208 万元。由于

本项目建成后生产的发动机并不对外销售，上述新增营业收入和

利润总额仅为按照市场价格模拟数据，本项目的效益最终体现在

公司生产和销售的汽车整车之中。 

4、主要设备 

1）CC 发动机所需设备 

CC 发动机生产所需设备主要包括气缸盖铸造生产线、曲轴

箱上体铸造生产线、曲轴箱下体铸造生产线、气缸盖机加生产线、

曲轴箱上、下体机加生产线以及发动机总装生产线。 

2）CB 发动机所需设备 

CB 发动机生产所需设备主要包括 CB 系列气缸盖铸造线、CB

系列气缸盖机加 1 线、CB 系列气缸盖机加 2 线、CB 系列发动机

总装 1线以及 CB 系列发动机总装 2 线。 

此外项目完成还需给排水、变配电与信息工程、采暖通风与

空调、压缩空气站、以及废水处理站等配套公用工程设备。 



 

上述主要设备全部在市场上以各种形式采购。 

5、项目的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 

6、产品的产量 

本项目达产后，每年可新增 CC 系列发动机综合生产能力 12

万台/年，新增 CB 系列发动机综合生产能力 30 万台/年。 

7、项目的选址及占地情况 

本项目建设场地位于重庆市主城区东部的鱼嘴组团 C 标准

区,项目占地 350 亩。鱼嘴组团规划面积 60 平方公里，属于一小

时（车程）经济圈的核心区域，是重庆市未来的重点拓展区域和

都市区工业拓展的重点区域。鱼嘴组团今后的发展规划是建成机

械装备制造业、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

流业、房地产业、都市旅游业等六大支柱产业的综合性城市新区。 

8、项目的组织方式 

本项目由公司作为主体实施。 

（三）自主研发能力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投资概算 

自主研发项目总投资为 59,4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56,315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总投资 59,400 

 工程费用 56,315 

  建筑工程费 5,859 

  设备购置费 48,924 

  设备安装费 1,432 

  工具器具及生产家具费 100 

 其他费用 1,235 

    预备费 1,850 

2、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

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

设各个方面”。 

自主创新是我国汽车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壮

大创新主体，形成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的着力点。国家发布的《规划》中，把“以企业为主体，加

强产品开发能力建设”作为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主要任务

之一。 

2）发展自主品牌必须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近年来，长安汽车每年均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自主研发工作，

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自主研发的长安

CM8、CV8、CV9、CV6、CV11、CV7、CM5、CM9 等乘用车、商用车



 

成功上市，成为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 

长安汽车是兵装集团的“龙头”企业，提高研发水平，着力

培育和提升自主品牌汽车，是兵装集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优势

企业的战略选择。培育、提升和做大做强自主品牌，必须持续不

断的提高汽车自主创新能力。因此，重视和加强对汽车自主研发

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和投入，是非常必要的。 

3）研发能力与需求还不匹配，自主研发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根据长安汽车规划，“十一五”期间，将集中打造 7 个轿车

平台、5 个微车平台、3 个全新发动机平台，相继推出一系列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和发动机。到 2010 年，长安汽车工

程研究院自主研发能力将达到 S5/P5 级。 

目前，长安汽研院仅具备开发 S4 级项目 2个+在研并行项目

4个，P4 级项目保持一年 1 个的能力，要达到上述目标，没有与

之相配的“硬件”条件是难以实现的。汽研院目前的能力与发展

的需要还不匹配，自主研发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4）加快研发能力建设，是市场竞争的需要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高水平的研发中心成为了汽车企业

快速成长的助推器。长安汽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排名汽车

行业第四，进入“第一阵营”。但长安汽研院设备投资累计不足

2.5 亿元，其产品研发侧重于“法规适应性”，在碰撞安全、材

料试验以及驱动试验领域为空白，产品研发能力不仅与国际大公

司有较大差距，而且与国内主要竞争对手相比也不具备优势。 



 

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

长安汽车要在“第一阵营”中站稳脚跟，就要加快研发能力建设

步伐，并在已经形成的研发平台的基础上，以性能开发为主导，

重点建设被动安全试验、电气试验、底盘试验等试验开发能力，

完善振动噪声、发动机试验等已有试验开发能力，初步建立材料

试验、驱动试验等试验开发能力，实现机车系统集成匹配核心技

术的突破。 

3、项目效益预测 

本项目旨在提升长安汽车自主研发能力，因此所获效益体现

在长安汽车整体的经营效益当中，无法准确单独核算。 

4、主要设备 

本项目所需实验设备主要包括样车、样机试制、底盘试验、

电气试验、安全试验、驱动系统试验、强度领域、内外饰试验、

耐候性试验、发动机性能及可靠性测试、制动性能试验、振动与

噪声测试、虚拟评价室以及相关辅助设备，同时需要进行相关的

信息化建设与软件开发等。 

上述主要设备全部在市场上以各种形式采购。 

5、项目的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 30 个月。 

6、产品的产量 

本项目完成后，长安汽车将达到 S5/P5 级设计开发能力，拥

有支撑 S5/P5 级设计开发能力的试验、试制手段，建设与设计、



 

开发、试验、试制能力相匹配的辅助设施。 

7、项目的选址及占地情况 

本项目拟新增设备布置在长安汽车工程研究院厂区样车试

制厂房内，所使用土地均为长安汽车工程研究院已有用地，无新

增用地。 

8、项目的组织方式 

本项目将由公司下属长安汽车工程研究院实施。 

四、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有利于

公司更好地把握我国汽车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生产

能力、提升研发能力，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并实现“打造世界一

流汽车企业”的长远目标。公司对以上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做

了认真的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并聘请专业机构编制了可行性研

究报告，预计实施后将取得良好的综合效益，故本次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项目具有可行性。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