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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贵州航

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承接原保荐人国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并出具 2024 年半年度（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持续督导跟踪

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一）保荐人制定了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明确了现

场检查的工作要求。 

（二）保荐人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

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三）本持续督导期，保荐人通过与公司的日常沟通、现场回访等方式开展

持续督导工作。 

（四）本持续督导期，保荐人根据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持续督

导职责，具体内容包括： 

1、查阅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三会会议材料； 

2、查阅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内部审计等内部控制制度文件； 

3、查阅公司关联交易明细及相关内部审议文件、信息披露文件； 

4、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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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公

开信息查询； 

6、查询公司公告的各项承诺并核查承诺履行情况； 

7、通过公开网络检索、舆情监控等方式关注与发行人相关的媒体报道情况。 

二、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

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研发能力未能匹配客户需求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具有定制化和非标准化的特征，因此公司研发工作一直坚持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原则，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客户的需求，

按照定制化模式长期持续进行产品研发和试制工作。公司下游行业主要为航空航

天等高端装备领域，上述领域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该领域的主要企业一直通过

技术创新对产品性能和质量持续优化和升级，也要求公司产品能够持续符合下游

客户对锻件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要求。 

如果公司研发能力和技术实力无法与下游客户对锻件产品的设计需求相匹

配，如无法及时攻克技术难点，无法满足客户对产品高性能、高质量、高稳定性

的要求，则公司将面临客户流失风险，将对公司营业规模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2、技术人才流失及核心技术泄露风险 

面对市场化竞争的挑战，公司存在一定的技术人才流失风险，人才流失可能

对公司产品开发、技术与生产工艺研究产生一定不利影响。此外，如果个别员工

有意或无意，或者公司在对外合作研发或委外加工过程中，泄露了公司重要技术

信息、研发成果信息，造成公司核心技术泄密，可能会对公司的持续发展造成不



 3 

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市场拓展与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的锻造业务在产品质量、客户服务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仍面临着国

内外同行业企业的竞争。公司需投入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进行市场开拓，以

应对国内外竞争对手的竞争，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公司若不能在技术储备、产

品布局、销售与服务、成本控制等方面保持相对优势，公司可能难以保持市场竞

争优势，可能造成公司市场占有率降低，进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

不利影响。 

2、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使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高温合金、钛合金、铝合金和钢材等，原材

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较高。如未来主要原材料单位价格大幅增长，公司产

品价格未能因成本上升而及时、适度调整，公司产品毛利率及整体经营业绩将面

临下滑的风险。 

3、经营资质或第三方认证无法持续取得的风险 

由于业务经营需要，公司需取得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国际通行的认证机构颁

发的经营资质或认证。比如，国际航空发动机制造商对供应商的管理非常严格，

境外客户的供应商认证一般要求供应商具有 AS9100D 国际航空航天和国防组织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NADCAP 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对航空航天工业的特殊

产品和工艺认证等第三方认证，同时对质量管理体系、特种工艺（锻造、热处理、

无损探伤等）、产能、产品等多方面进行审核。供应商在通过认证审核后，一般

会取得认证周期为 1-3 年的供应商认证证书。公司只有持续符合国际航空发动机

制造商在质量管理体系、特种工艺等方面要求，才能在供应商认证到期后顺利通

过客户的续期审核，从而持续取得客户的供应商资格。 

目前公司已取得国内航空相关生产资质，且取得了 AS9100D 国际航空航天

和国防组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NADCAP 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对航空航天

工业的特殊产品和工艺认证等第三方认证。若公司未来未能持续遵守相关规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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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相关标准，则公司的经营资质或第三方认证可能存在不能及时续期，甚至被

取消的风险，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来自前五大客户（按同一控制口径）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

本持续督导期内达到 59.84%。如果未来上述客户经营策略或采购计划发生重大

调整，公司产品或技术如不能持续满足客户需求，或公司与上述客户的合作关系

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可能导致公司面临流失重要客户的风险，进而对公司后续的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5、资产抵押权、质押权实现的风险 

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公司拥有的川（2019）广汉市不动产权第 0013157 号

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兴业银行贵阳分行。前述抵押资产主要用于公司办公、生产及

仓储等，属于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之一。若未来因公司不能及时偿还借款导

致抵押权实现，则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公司共取得有效发明专利数 72 项，其中包括 1

项美国发明专利和 1 项墨西哥发明专利，公司专利有 5 项被质押，用于公司向银

行的借款提供担保，被质押的专利应用于公司部分核心技术，且与公司主营业务

有关。若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导致上述专利质押权实现，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核

心技术造成不利影响。 

6、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航空难变形金属材料环形锻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

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等高端装备领域，公司产品质量直接影响下游高端装备的性能

和质量。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高度重视产品质量控制，尚未出现由于重大质量

问题与客户发生纠纷的情况，但不排除未来由于发生重大质量问题，可能导致公

司面临向客户偿付索赔款甚至终止合作关系的风险，进而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7、安全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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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难变形金属材料环形锻件的生产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和安全规范。若生

产过程中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将对公司未来发展造成重

大负面影响。虽然公司在生产流程方面有较为严格的规范和要求，未发生过重大

安全事故，但依旧存在因管理不善、控制不严等人为因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风

险。 

8、产品暂定价格与最终审定价格差异导致业绩波动的风险 

公司部分产品以合同约定的结算价格为暂定价，最终价格以终端用户审定价

为基础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公司以暂定价为基础确认收入，如果后续与客户协商

确定的最终价格与暂定价格差异较大，可能导致公司存在收入及业绩波动的风

险。 

（三）财务风险 

1、存货减值风险 

2024 年 6 月末，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 74,901.02 万元，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

增长，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进行生产，以保证产品的交付，导致存货账面价值增加

较大。公司目前主要采用的是“以销定产，以产定存”的经营模式，期末存货主

要系根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及发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及发出

商品，因此，若客户单方面取消订单，或因自身需求变更等因素调整或取消订单

计划，均可能导致公司产品无法正常销售，进而会给公司经营造成一定的不利影

响。 

2、短期偿债能力及流动性较低的风险 

2024 年 6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9.44%，流动比率为 1.86，速动比率为

1.22，公司偿债能力偏低。随着公司主营业务快速增长，营运资金及新产能建设

项目资金需求量大，若未来不能有效地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库存，改善客户、供

应商信用期，公司将会面临流动性风险。 

3、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规模较大的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应收账款金额呈增长趋势。202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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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公司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账面价值合计为 118,754.11 万元。

2024 年 6 月末，应收票据、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余额为 7,116.49 万元。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占用了公司较多的流动资金，若不能及时收回，将增加公司资金

成本；同时，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如不能收回形成呆坏账，将会

对公司未来利润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4、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在进口原材料及出口产品时主要使用美元进行结算，人民币对美元的汇

率波动受国内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2024 年 1-6 月，公司汇兑收益

为 328.49 万元，如未来汇率发生不利变化，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

况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5、股份支付导致业绩下滑的风险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的激励机制，公司于 2022 年实施了两次股权激励

计划。按照已授予的股权激励计划数量测算，公司 2022 年、2023 年分别确认股

份支付费用 4,830.99 万元、8,340.53 万元，预计 2024 年、2025 年、2026 年将分

别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2,247.66 万元、1,053.01 万元、32.58 万元。尽管股权激励

有助于稳定人员结构以及稳定核心人才，但大额股份支付费用会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行业风险 

1、下游市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最终应用于航空、能源等终端领域，特别是在商用客机领域，

公司与全球主要航空发动机制造商均签订了长期协议，为多个主流商用航空发动

机型号供应机匣等环轧锻件产品。若公司下游航空发动机、商用客机市场由于重

大质量问题等原因，导致商用客机停飞或延期交付，将可能使下游市场需求发生

不利变化，进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2、公司参与配套同步研发的航空发动机整机无法顺利定型批产的风险 

按照行业惯例，参与型号的研制是未来承担型号批产任务的先决条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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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参与国内航空发动机整机的配套同步研发工作。据统计，全新研制一型跨代

航空发动机，比全新研制同一代飞机时间长一倍。航空发动机研制周期长，需经

过设计-制造-实验-修改设计-再制造-再试验的反复摸索和迭代过程，才能完全达

到技术指标要求，航空发动机整机研制风险较大。 

公司预研、在研、小批量生产的产品未来能否批产，取决于下游航空发动机

整机的定型批产。如果公司参与配套同步研发的航空发动机整机无法顺利定型批

产，可能对公司航空锻件未来业务发展和未来业绩增长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宏观环境风险 

目前全球经济仍处于周期性波动当中，尚未出现经济全面复苏的趋势，依然

面临下滑的可能，全球经济放缓可能对商用客机领域带来一定不利影响，进而间

接影响公司业绩。此外，若在未来因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公司出口目的地或终端

客户所在国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如限制从中国采购航空零部件或增加关税

等，公司可能会在税收、销售和业务开展方面遭遇不公平待遇，可能会对公司境

外业务开展及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部分产品最终应用于商用客机领域，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的波动将有可

能影响公众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影响下游民航运输业的整体发展，进而对航空

发动机的生产和销售造成影响。若宏观经济持续恶化，导致民航运输业及航空制

造业不景气，可能影响公司下游客户需求，进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目前以航空发动机锻件为主，产品也广泛应用在航天、燃气轮机、能源

装备等领域，有利于减少单一领域市场的波动性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六）其他重大风险 

2020 年 12 月 22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将在《出口管

理条例》中新设军事最终用户清单，2020 年 12 月 23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

全局在联邦公报上发布最终规则，修订《出口管制条例》，新增军事最终用户清

单并将中国多家实体列入清单，该清单包含公司。清单发布后，公司与美国客户

的技术交流（产品图纸、技术标准）需获取美国政府许可证。截至目前，美国政

府已批准公司客户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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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31 日，美国国防部根据《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的法定要求，

发布了中国军事企业清单，该清单包含公司。截至目前，该清单暂无具体制裁措

施。 

若未来出口目的地或终端客户所在国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如限制从中国

采购航空零部件或增加关税等，公司可能会在税收、销售和业务开展方面遭遇不

公平待遇，可能会对公司境外业务开展及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保荐人未发现公司存

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4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00,125.90 118,253.71 -1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50.99 11,585.11 -1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402.06 11,072.31 -1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73 -15,797.87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4 年 6 月末 2023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711.38 168,741.92 4.13 

总资产 351,046.09 340,882.64 2.98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82 -13.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81 -12.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65 0.78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8 8.35 减少2.37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5.43 7.98 减少2.55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4.31 3.77 增加0.5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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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收入：2024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15.33%，主要系 2024

年 1-6 月部分国内客户交付节奏调整，能源锻件、航空锻件收入同比下滑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2024 年 1-6 月，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少，主要系营业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24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 296.73 万元，由负转正，主要系公司外贸业务增长导致应收账款

现金回款比例增加以及公司加强存货管理、原材料采购支出减少所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024 年 6 月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较 2023 年末增长 4.13%，主要系公司经营积累导致未分配利润增加

所致。 

5、总资产：2024 年 6 月末，公司总资产较 2023 年末增长 2.98%，主要系随

着公司业务开展导致应收账款等资产增加所致。 

6、每股收益：2024 年 1-6 月，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分别下降 13.41%、12.35%、16.67%，主要系

公司净利润减少所致。 

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 年 1-6 月，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同比分别减少 2.37 个百分点、2.55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净资产有

所增加但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8、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2024 年 1-6 月，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同比增加 0.54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基本维持研发投入，研发投入较上

年同期小幅下降 3.24%，但部分国内客户交付节奏调整，能源锻件、航空锻件收

入同比下滑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5.33%，大于研发投入的下降比例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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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专业从事航空难变形金属材料环形锻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

自主技术创新和产学研合作，公司在新材料应用研究、近净成形先进制造工艺研

究、数字仿真工艺设计制造一体化应用研究、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

了多项自主创新，形成了难变形合金材料组织均匀性控制技术、低塑性材料成形

表面控制技术、复杂薄壁异型环轧锻件精确稳定轧制成形关键技术等十项核心技

术。 

2024 年 6 月末，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已共取得有效发明专利数 72 项，其中包

括 1 项美国发明专利和 1 项墨西哥发明专利，公司已 5 次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公司发明专利数量和质量均处于国内同行业前列；公司主持编制了 3 项国家标

准，参与编制了 9 项国家标准；公司为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4），

参与国家标准编制是公司行业地位和技术工艺水平的重要体现。公司承担了多项

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且与国内科研院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参与航空发动

机机匣等航空航天环轧锻件的新品研发与工艺创新研究，是公司科研实力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表现。公司荣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国家重点新产品、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单项冠军产品和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是公司整体研发实力

及技术水平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体现。 

1、工艺与技术创新优势 

（1）技术积累雄厚 

公司长期致力于航空新材料的应用研究和航空锻件先进制造工艺的研究，是

国内为数不多的航空环形锻件研制与生产的专业化企业，参与了我国多个型号发

动机研制和新材料的应用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整体研发实力及核心技

术具有较强竞争力。 

（2）参与国家重点型号的同步研发 

公司技术创新工作紧紧围绕国家重点型号研制，与航空发动机整机同步设

计、同步研究、同步试制、同步应用批产。目前公司参与了我国多个预研和在研

型号航空发动机环形锻件的同步研制，包括新一代航空发动机、长江系列国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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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发动机。 

（3）核心技术应用于国内外先进航空发动机 

公司在新材料的认知、工艺方案的数字化设计和仿真优化、智能制造等方面

进行了多项自主创新，实现了 Inconel718、René41、Waspaloy、718Plus 等主流

航空难变形金属材料的稳定轧制成形。公司核心技术产品应用于新一代航空发动

机、长江系列国产商用航空发动机、世界推力最大的商用航空发动机 GE9X、窄

体客机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 LEAP 发动机等国内外先进航空发动机。 

2、市场先入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依托自身强大的工艺技术优势，积极开拓国内外航空发动

机客户并取得明显成效。由于航空锻造行业存在明显的市场进入壁垒，行业新入

者需要具备成熟的技术工艺、取得行业第三方认证并进入客户的供应商目录、从

参与产品研制至产品批产，均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公司具备明显的市场先入优

势。 

一般而言，参与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是未来承担航空发动机批产任务的先决条

件。据统计，全新研制一型跨代航空发动机比全新研制同一代飞机时间长一倍。

新进入国内航空锻造行业的企业从参与预研到达到批产，需要较长的周期。公司

目前业已全面参与国内航空发动机预研、在研和型号改进工作，是国内航空发动

机环形锻件的主研制单位之一，因此公司在境内市场具备明显的先入优势。 

在国际商用航空发动机市场，从初期接触到通过终端客户的资格认证，通常

需要 3-5 年；而在通过了客户的资格认证后，下游客户还会通过单件首件包审核

等方式逐步考察供应商的持续供货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之后才会与供应商就部

分航空发动机型号签订长期协议，长协签订后一般 1-2 年实现长协项目产品的批

量交付，全过程周期较长。 

3、客户资源优势 

目前公司的客户群主要分为两大类：境内客户和境外先进装备制造商。境内

客户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集团下

属单位为主，境外市场主要终端客户为 GE 航空、普惠（P&W）、罗罗（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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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峰（SAFRAN）、霍尼韦尔（Honeywell）等国际知名航空发动机制造商。 

4、资质优势 

参与航空发动机环形锻件的研制生产须取得相关生产资质，而在国际上，参

与国际航空发动机环形锻件研制生产一般须取得国际航空组织的第三方认证及

客户的供应商资质。 

公司目前已取得国内航空相关生产资质、AS9100D 国际航空航天与国防组

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NADCAP 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对航空航天工业的特

殊产品和工艺认证（热处理、锻造），以及 GE 航空、赛峰（SAFRAN）、罗罗

（RR）、普惠（P&W）、霍尼韦尔（Honeywell）、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

限责任公司等知名客户的供应商资格认证，在行业内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5、生产制造能力提升优势 

2023 年初，公司精密环锻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全面建成投产，该生产线为“设

备+大数据+智能制造”的精益智能制造生产线，也是国内首条航空环锻全自动

控制生产线，由全自动下料线、柔性锻造线、全自动热处理线和智能仓储线构成，

能够提供高品质、低成本、短流程的精密环锻件系统解决方案。该产线的自动化

程度较高，能进一步降低人工成本，同时，智能化的提升也会带动公司产品质量、

精度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一次交检合格率，减少材料消耗，提升

公司的竞争力。 

6、人才优势 

人才优势是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不断取得突破的重要保障，公司核心技术人

员和主要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公司创始人团队深耕航空航天环形锻件

领域三十余年，能够基于对行业发展的深刻认识，结合公司技术特点和技术水平，

把握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及时、高效地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技术发展方向。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保荐人通过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市场信息，查阅公司定期

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等，未发现公司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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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6月 2023 年 1-6 月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4,311.63 4,456.20 -3.24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4,311.63 4,456.20 -3.24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4.31 3.77 增加 0.54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2024 年 1-6 月，公司研发投入下降 3.24%，主要系研发耗用材料金额较少以

及股份支付费用下降所致。2024 年 1-6 月，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同比

增加 0.54 个百分点，主要系客户需求放缓，能源锻件、航空锻件收入同比下滑

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5.33%，大于研发投入的下降比例所致。 

（二）研发进展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

称 

预计总投

资规模 

本期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

术

水

平 

具体

应用

前景 

1 

环 件 设

计 、 模

拟、轧制

控 制 一

体 化 技

术研究 

1,210.00 394.26 1,191.12 

完成了 MES 工艺系统

及 PPES 系统搭建、测

试；完成辗环设备相关

参数设计并开展设备试

制；完成炉温数据均匀

性控制；完成了薄壁高

筒件的研制；正在进行

新型节能加热炉研制 

实现全流程的工艺智能

仿真设计与优化，并与

设备互联；实现关键工

序自动化生产制；实现

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一

致性制造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2 

环 件 轧

制 质 量

稳 定 性

技 术 研

究 

3,231.90 419.07 2,488.02 

正在进行新一批航空锻

件制造过程稳定性提升

研究 

掌握影响产品质量的过

程因素及相关工艺参

数，突破部分环轧锻件

制造精确控制技术、组

织均匀性制造技术，提

高产品制造质量稳定性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3 

民 用 航

空 发 动

机 环 形

锻 件 质

量 稳 定

1,843.00 687.87 1,846.32 

正在开展新一批试验件

工艺验证及部分锻件参

数研究 

掌握民用航空发动机用

环件精密制造工艺参

数、控制要求及质量稳

定性控制技术，实现民

用航空发动机用环锻件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14 

序

号 

项目名

称 

预计总投

资规模 

本期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

术

水

平 

具体

应用

前景 

性 控 制

技 术 研

究 

的稳定性制造 

4 

某 新 型

发 动 机

核 心 机

环 锻 件

研制 

2,350.18 891.85 1,566.31 
正在开展新一批新材料

锻造工艺研究 

掌握某发动机用新材料

锻造工艺参数及环锻件

制造工艺参数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5 

环 锻 件

无 模 整

形 工 艺

及 设 备

共 性 技

术研究 

1,366.00 138.76 361.70 

正在进行环锻件无模整

形工艺设备研制及相关

工艺研究 

掌握环锻件无模整形工

艺技术及设备制备技术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6 

锻 件 复

合 制 坯

工 艺 技

术 及 设

备研究 

1,108.00 80.84 193.16 

正在进行环锻件复合制

坯工艺研究及工艺设备

研制 

掌握环锻件复合制坯工

艺技术及设备制备技术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7 

高 温 固

溶 型 镍

基 高 温

合 金 晶

粒 不 均

匀 长 大

机 理 与

控 制 技

术研究 

925.82 422.23 422.23 

正在进行镍基高温合金

晶粒不均匀长大机理问

题研究及控制研究 

掌握高温固溶型高温合

金晶粒均匀制造及与控

制技术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8 

高 筒 薄

壁 锻 件

环 坯 成

形 技 术

研究 

2,785.44 593.29 593.29 

正在开展薄壁环件极限

尺寸坯料成形及变形控

制工艺研究 

掌握薄壁环锻件极限尺

寸精密成形制备技术，

突破薄壁环锻件在锻

造、热处理、机加等工

序中的变形问题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航

天、 

9 

航 空 发

动 机 特

种 合 金

环 锻 件

精 密 轧

制 技 术

研究 

1,170.00 67.72 931.10 
正在进行合金组织均匀

性调控技术研究 

掌握特种合金环锻件精

密轧制全流程的技术并

实现批产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10 

立 式 轧

机 辗 环

工 艺 全

流 程 控

制 技 术

研究 

689.00 93.44 343.96 

完成立式轧机辗环工艺

设计模拟及其试验件生

产验证 

1、实现环件立式轧制工

序合格率 98%以上； 

2、实现 300T 立式轧机

产能提高 10%； 

3、实现 1250T 快锻机

产能提高 5%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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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

称 

预计总投

资规模 

本期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

术

水

平 

具体

应用

前景 

11 

某 型 发

动 机 异

形 环 轧

制 工 艺

研究 

640.00 47.89 93.21 

完成首批试验件的验

证，根据验证结果，正

在进行方案修订及设计

模拟 

掌握该异形环锻件轧制

的全流程工艺及技术 

国

内

领

先 

航空、

燃气轮

机 

12 

*** 高 温

合 金 环

轧 与 热

处 理 工

艺研究 

929.51 375.20 376.28 
正在对***用包套工装

进行机加及检测 

掌握***用环形锻件的

全流程生产工艺参数及

质量稳定性控制技术，

实现***用环锻件的稳

定性制造 

国

内

领

先 

***装

备 

合

计 
- 18,248.85 4,212.42 10,406.70 - - - -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本持续督导期，保荐人通过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

文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等核查程序进行核查，基于前述核查程序，

保荐人未发现公司存在新增业务。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公司 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34,864.06 万元，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为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用特种合金环轧锻件精密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和

补充流动资金，由于募集资金已全部按计划投入使用完毕，公司 2022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

案》。 

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14,648.84 万元，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为补充流动资金，由于募集资金已全部按计划投入使用完毕，公司

2023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3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均已完成注

销。本持续督导期，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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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减持情况 

2024 年 1-6 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

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增减变动的情形。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涉及质押、冻结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刘朝辉 副总经理、董事 质押 840,000 股 

十一、保荐人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保荐人未发现应当发

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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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良  魏宏敏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