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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股份”、“上市公司”或

“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167 号《关于

对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文件，公司对相关问

题逐项进行落实，现将有关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 4,036.14 万元，同比下降 26.83%。请结合经济环境、同行业其他公司情况、

公司订单及产销量情况等说明公司经营状况，量化说明公司净利润下降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4,036.14 万元，同比下降 26.83%。公司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76,492.88 63,094.55 2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36.14 5,515.82 -2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76.13 4,516.33 -18.60%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滑的主要原因为： 

1、原材料市场价格上升 

报告期内，受供需关系、国内环保严查以及部分原材料反倾销的影响，造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用料以及工程料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聚碳酸酯 PC 方面，由于传统石油

巨头相关产线检修、停产等因素，导致 PC 价格 2017 年大幅上涨。聚苯醚 PPE

方面，由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带动 PPE 整体需求快速提升加之 PPE 原料生产

企业减量供应，综合因素导致 PPE 原料价格 2017 年大幅上涨。其他相关原材料

价格也有不同幅度上涨。 

2、同行业企业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其他公司业绩同样面临挑战，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金发科技 普利特 国恩股份 银禧科技 公司 

营业收入 2,313,737.79 339,748.71 204,693.25 256,345.14 76,492.88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减（%） 
28.61 7.59 59.57 77.95 2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793.86 17,423.21 20,306.43 21,855.82 4,03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增减（%） 

-25.68 -37.31 55.11 42.86 -26.83 

备注：以上数据均整理自巨潮资讯上刊载的各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 

通过以上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年报可以看出，受 2017 年度因原材料市场情况

影响，在营业收入增加的情况下，“金发科技”、“普利特”公司净利润均较上年

同期有所下降，“银禧科技”公司因 2017 年度并购使其净利润大幅上升。 

3、产销率 

单位：吨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销量 49,750.73 48,286.88 

产量 50,030.48 47,389.94 

期末库存 1,574.38 1,425.98 

产销率 99.44% 101.89% 

从以上表格可知，公司产品产量与销量基本匹配，期末库存与产销率处于合

理水平。 



4、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受非经常性损益影响较大。

其中，政府补助收益本年较上年减少 939.73 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2.86 -84.8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2.23 1,361.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79 -6.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57 271.17 

合计 360.01 999.48 

5、期间费用的影响 

公司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受期间费用的影响较大，

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1,544.80 万元，其中工资费用、研发费用及运输保险费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098.90 万元。 

期间费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金额 

销售费用 2,482.94 1,568.00 914.94 

管理费用 5,715.11 4,920.60 794.51 

财务费用 576.56 741.21 -164.65 

期间费用合计 8,774.61 7,229.81 1,544.80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金额 

运输及保险 1,111.52 997.15 114.37 

工资及福利 1,639.28 1,002.38 636.90 

研究开发费 3,109.45 2,761.82 347.63 



合计 5,860.25 4,761.35 1,098.90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337.85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303%，销售现金比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267.56%。请结合你公司的

经营模式、收入确认原则、应收账款信用政策等说明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销售现金比率大幅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公司日常经营模式主要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环节 

采购模式：公司日常采购包括原材料、辅料、办公用品、五金配件、机器设

备及其他材料。供应链管理中心根据订单数量、库存情况、市场变化等因素综合

确定采购方案，并积极与全球知名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建立完整的供

应商评价体系，达到同时控制采购成本并保证采购产品质量的目的。 

生产模式：公司主要根据客户订单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制造管理

中心根据订单的不同特点综合协调各基地的生产活动。同时内部建立生产过程控

制程序，保障所有生产过程在受控条件下的标准化操作，保证产品生产质量。 

销售模式：公司面向客户主要采用直接销售模式。公司不仅提供客户所需要

的材料，还为客户在设计、工艺、后期使用等方面提供全面服务。 

2、公司根据客户信用度、合作时间、采购额、市场知名度等因素对客户进

行评级，将客户分为不同信用等级，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客户采用不同的信用政策

和信用额度。公司对购买了信用保险的客户，主要采用信用保险中核定的信用期

限。另，公司对信用度越高、合作时间越长、采购额越大、市场知名度高的客户

给予更加优惠的信用政策。对于相对较小客户，基本采用款到发货的方式。总体

来看，公司主要客户信用期限一般为 30～180 天。公司经营活动保持稳定，公司

上市前后收入确认原则、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均未发生变化，应收账款回款与客户

信用期限长短有关。 

3、2017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及销售现金比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4,370.66 66,539.50 -2,168.84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金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32.18 8.91 23.2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81.18 1,971.67 -1,290.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5,084.02 68,520.08 -3,436.0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1,339.63 56,157.38 5,182.25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332.39 3,249.92 1,082.47 

支付各项税费 4,402.54 2,695.22 1,707.3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47.31 2,312.98 1,034.3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3,421.87 64,415.50 9,00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37.85 4,104.58 -12,442.43 

营业收入 76,492.88 63,094.55 13,398.33 

销售现金比率 -10.90% 6.51%  

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销售现金比率大幅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1）近年家电及汽车领域等大客户增加，其账期较长且均以承兑票据结算，

导致销售商品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公司上游供应商以掌握资源的石油化工巨头及大型贸易商为主，其给

予公司的账期较短（主要为月结 30 天），而公司给予客户的账期则较长，导致公

司经营性现金流出较大。 

（3）政府补助收入减少，导致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

减少 1,290.49 万元。 

（4）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下游大客户订单所需的备货压力增加；且受

供需关系、国内环保严查以及部分原材料反倾销的影响，造成通用原料以及工程

原料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公司为满足销售业务增长的需求，为订单备货量

以及降低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使公司产品成本上升所带来的风险，增加原材料采

购，导致购买商品所支付的现金交上年同期增加 5,182.25 万元。 

（5）2017 年度公司为拓展市场，增加人才储备而导致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082.47 万元。 

（6）因公司营业规模增大，使公司支付税费、其他费用等较上年同期增加

2,741.65 万元。 



综上，根据公司的经营模式、收入确认原则、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再结合公

司所处的行业特性，公司的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销售现金比率

变化具有其合理性。 

三、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2.5 亿元，较期初增长 44.21%。

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的变化情况等因素说明应收账款账面

价值较期初增长的原因，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否计提充分，以及截至目前的回

款情况。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2.5 亿元，较期初增长 44.21%。 

1、公司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由营销管理中心负责，营销管理中心下设市场开发部、大客户部和

技术支持服务部。由于改性塑料是工业用品主要原材料之一，随着产业链分工和

全球采购模式的变化，材料供应商逐步被纳入下游知名客户的供应商资格认证体

系中，使得下游厂商更换供应商的转换成本较高。因此公司以与客户建立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共同成长与发展为销售策略。 

2、信用政策 

公司根据客户信用度、合作时间、采购额、市场知名度等因素对客户进行评

级，将客户分为不同信用等级，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客户采用不同的信用政策和信

用额度。公司对购买了信用保险的客户，主要采用信用保险中核定的信用期限。

另，公司对信用度越高、合作时间越长、采购额越大、市场知名度高的客户给予

更加优惠的信用政策。对于相对较小客户，基本采用款到发货的方式。总体来看，

公司主要客户信用期限一般为 30～180 天。公司在上市前后，信用政策未发生变

化。 

3、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增长的原因分析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2017.12.31 2016 年度/2016.12.31 增幅 

应收账款 24,339.45 16,877.61 44.21% 

营业收入 76,492.88 63,094.55 21.24%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长较快，主要原因为近年来公司产品下游中

家电、汽车和电子元器件等行业需求增加，公司抓住机遇，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

度，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公司的应收账款随营业收入增长也出现相应的

增长，随着公司信用度提高，合作时间长且信誉良好客户销售收入增加，而该类

客户信用期限相对较长，导致应收账款较期初增长。 

4、报告期末，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25,317.08 99.61% 977.63 3.86% 24,339.45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99.00 0.39% 99.00 100.00%  

合计 25,416.08 100.00% 1,076.63 4.24% 24,339.45 

 

报告期末，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末，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在 88%以上。 

公司在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制定并执行

较为严格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安排专人负责应收账款的对账、回款管理和逾期

应收账款的催收。公司对主要客户的应收账款购买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信

用保险。报告期末，公司应收款期末余额均按公司会计政策按账龄计提充分的坏

账准备。 

账龄 
年末数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22,374.20 671.23 3.00 

1 至 2 年 2,892.84 289.28 10.00 

2 至 3 年 35.28 7.06 20.00 

3 至 4 年 4.36 1.74 40.00 

4 至 5 年 10.40 8.32 80.00 

合计 25,317.08 977.63 3.86 



5、公司 2017 年末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截止日期 应收账款 2017 年末余额 目前回款情况 回款率 

2018 年 5 月 28 日 25,416.08 11,594.61 45.62% 

2017 年末的应收账款收回率为 45.62%主要原因是公司给予客户的信用期一

般为 30～180 天，部分应收账款尚在信用期内。此外另有部分客户经营情况受行

业景气度影响，资金周转困难导致应收账款逾期。对于未及时收回的应收账款公

司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减少或暂停交易 

公司持续评估客户的信用情况，对于客户存在超出预期的违反合同信用条款

的情况，公司会调低客户信用级别。公司根据客户的新的信用级别减少或者暂停

与其交易。逾期欠款的客户需要支付前次货款后，方能进行下一次交易。 

（2）催收货款 

对于逾期的应收款项，公司要求业务员进行催收，同时逾期应收账款的回款

情况纳入业务员的年度考核。逾期应收款项如不能收回，公司扣减业务员业绩提

成及绩效奖金。 

（3）提起诉讼和仲裁 

经多次催收和协调仍无法收回货款的，公司提起诉讼和仲裁程序，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 

（4）购买增信服务 

公司通过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业务服务。通过信用保险的服务，

提升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的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公司信用风险。 

（5）审慎选择新客户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国内外客户均存在回款不佳的情形。公司在选择新

客户时，对于资金实力偏弱、经营前景不佳以及不接受公司信用条款的客户予以

回避。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1.6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3%。请

结合改性塑料行业环境、公司产销政策等说明存货增长的原因；请结合存货性

质特点、市场行情以及你公司对存货的内部管理制度等，说明本期未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的依据和合理性。 

回复： 

（一） 报告期内存货增长原因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型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增长率 

原材料 9,825.55 57.93% 6,246.73 56.35% 3,578.82 57.29% 

在产品 1,201.51 7.08% 714.87 6.45% 486.64 68.07% 

库存商品 3,055.03 18.01% 2,062.88 18.61% 992.15 48.10% 

发出商品 2,880.36 16.98% 2,060.36 18.59% 820.00 39.80% 

合计 16,962.45 100% 11,084.84 100% 5,877.61 53.02%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较期初增长 5,877.61 万元，增长 53.02%，主要是原材

料和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1、2017 年原材料采购价格持续上涨，为保证满足业务增加需求，降低原料

价格波动对公司产品成本的影响，公司针对部分材料提前采购以做战略库存。 

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如下表： 

单位：万元/吨 

主要原材料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平均单价 增幅 平均单价 增幅 平均单价 

PC 1.78 32.71% 1.34 6.35% 1.26 

PS 0.87 24.36% 0.68 -2.71% 0.70 

PPE 2.21 26.33% 1.74 0.29% 1.73 

ABS 1.29 36.25% 0.95 14.34% 0.83 

PP 0.79 5.12% 0.75 -15.23% 0.88 

2、子公司江苏沃特特种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特种”）的 LCP



产品产能逐渐释放，在产品供应和服务交付等方面的要求有所提高，公司需要增

加 LCP 库存商品备货以满足按期交付的要求。江苏特种报告期末库存商品较期

初增加 1,043.60 万元，主要为满足客户的备货需求。 

（二） 报告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和合理性 

公司存货减值测试及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如下：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

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

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

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

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

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

影响。 

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具体确定方法如下： 

存货项目 可变现净值确定方法 持有目的 

原材料、在制品 

以资产负债表日各类产品平均售价减去至完工、销

售将要发生的成本费用；至完工、销售后将要发生

的成本、费用以当年实际发生数据确定。 

用于加工生产

产成品 

在产品 

以所对应的销售合同的产品售价减去至完工、销售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费用的金额，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 

用于加工生产

产品 

产成品、发出商品 
以所对应的销售合同的产品售价减去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用于对外出售 

由于公司原材料库存按计划采购，周转速度快；产品按单生产、销路通畅、

销售毛利较为稳定；报告期末存货按以上方法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迹象，

不存在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情形，因此公司期末存货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436.58 万元，同比增加 398%，请

详细说明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幅较大的原因以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436.58 万元，同比增加 398%，主要是计

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所致。 

2017 年末应收账款按账龄计提坏账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1 年以内 22,374.20 671.23 3.00 17,116.15 513.48 3.00 

1 至 2 年 2,892.84 289.28 10.00 292.47 29.25 10.00 

2 至 3 年 35.28 7.06 20.00 6.36 1.27 20.00 

3 至 4 年 4.36 1.74 40.00 11.04 4.42 40.00 

4 至 5 年 10.40 8.32 80.00 - - 80.00 

合计 25,317.08 977.63 3.86 17,426.03 548.42 3.15 

2017 年末公司按照账龄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29.21 万元。 

2017 年末其他应收款按账龄计提坏账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其他 

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其他 

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1 年以内 76.08 2.28 3.00 70.59 2.12 3.00 

1 至 2 年 7.58 0.76 10.00 7.15 0.71 10.00 

2 至 3 年 1.15 0.23 20.00 5.27 1.05 20.00 

3 年以上 36.03 32.99 91.58 31.04 25.00 80.55 

合计 120.84 36.26 30.01 114.05 28.88 25.33 

2017 年末公司按照账龄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7.37 万元。 

（一） 2017 年末公司坏账增加原因如下： 

1、近年来公司产品下游中家电、汽车和电子元器件等行业需求增加，公司

抓住机遇，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公司的应收账

款随营业收入增长也出现相应的增长。 



2、公司改性塑料产品的下游行业主要包括家电、汽车和电子元器件等行业，

下游行业的季节性特征导致公司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的销量较高，从而导致报

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2017 年，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为 31.94%。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884.27 14,905.65 23,266.16 24,436.80 

占全年收入比例 18.15% 19.49% 30.42% 31.94% 

3、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速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速，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市场

开拓力度的加大，公司信用度高、合作时间长的客户销售收入增加，而该类客户

信用期限相对更长。 

4、近年来下游光伏、家电和汽车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景气度有所下降，

公司客户经营情况暂时受到影响，导致公司部分客户应收账款逾期，从而使得应

收账款的增长速度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二） 严格按照公司会计政策充分计提坏账准备 

1、公司根据历史上货款回收情况，并参考实际销售对象的信用程度确定了

1 年以内、1-2 年、2-3 年、3-4 年、4-5 年及 5 年以上六个账龄区间，并按照以下

原则对应收账款的账龄进行划分： 

账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3% 10% 20% 40% 80% 100%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3% 10% 20% 40% 80% 100% 

当一个客户只有一笔应收账款时，其确认和收回均可与订单逐一对应，因此

期末应收账款账龄即为实际确认销售收入后到资产负债表日的时间；当同一客户

期末的应收账款余额包含多笔交易时，客户支付的款项用于偿还发生时间较早的

应收账款，因此期末应收账款账龄即为订单确认销售收入后到资产负债表日的时

间，并结合先发生先偿还的原则进行确定。 

2、基于公司业务特点、主要客户资信能力和以往款项回收状况，并结合公

司历史上坏账发生的实际情况，公司应收账款实际坏账的可能性较低，对于未及



时收回的应收账款公司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减少或暂停交易 

公司持续评估客户的信用情况，对于客户存在超出预期的违反合同信用条款

的情况，公司会调低客户信用级别。公司根据客户的新的信用级别减少或者暂停

与其交易。逾期欠款的客户需要支付前次货款后，方能进行下一次交易。 

（2）催收货款 

对于逾期的应收款项，公司要求业务员进行催收，同时逾期应收账款的回款

情况纳入业务员的年度考核。逾期应收款项如不能收回，公司扣减业务员业绩提

成及绩效奖金。 

（3）提起诉讼和仲裁 

经多次催收和协调仍无法收回货款的，公司提起诉讼和仲裁程序，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 

（4）购买增信服务 

公司通过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业务服务。通过信用保险的服务，

提升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的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公司信用风险。 

（5）审慎选择新客户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国内外客户均存在回款不佳的情形。公司在选择新

客户时，对于资金实力偏弱、经营前景不佳以及不接受公司信用条款的客户予以

回避。 

六、报告期内，你公司 4 家子公司惠州市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沃特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沃特特种材料制造有限公司、香港沃特有限公司全部

处于亏损状态。请详细说明上述子公司亏损的具体原因以及对扭亏为盈的应对

措施。 

回复： 

亏损子公司惠州市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沃特”）、江苏沃



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沃特”）、江苏沃特特种材料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沃特特种”）、香港沃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沃特”）

销售类型及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生产或销售类型 
主要销售

模式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惠州沃特 
改性通用塑料、

改性工程塑料 
外销 6,566.44 -213.73 10,669.06 307.98 

沃特特种 
精密电子元器件

材料产品 

外销+内

销 
1,043.50 -943.84 251.61 -548.42 

江苏沃特 
改性通用塑料、

改性工程塑料 
内销 4,754.44 -690.04 5,869.70 195.49 

香港沃特 
部分原材料的贸

易及市场开发 
材料贸易 337.36 -183.81 124.54 12.54 

（一） 惠州沃特 

1、亏损原因 

报告期由于受国际形势及国内消费增长的影响，出口订单逐渐向国内销售转

化，使出口/转厂订单有所减少，导致营业收入下降，而折旧摊销等费用未减少，

从而出现经营亏损。 

2、应对措施 

惠州沃特在 2017 年度积极开拓新国外客户，已成功开发日本大金空调材料

方案，将实现空调材料行业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的快速提升；2018 年一季

度，惠州沃特已实现盈利，有望在 2018 年度扭亏为盈。 

（二） 沃特特种 

1、亏损原因 

报告期内沃特特种仍处于项目建设阶段，市场正处于积极拓展中，虽然 2017

年营业收入较上期增长明显，但仍未进入全面销售期，产能利用率较低，每年研

发投入及固定折旧费用较大，导致报告期出现经营亏损。 



2、应对措施 

随着国内 5G 通讯领域的发展，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沃特特种加大市场开拓

力度，2018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增幅较大。同时，沃特特种通过优化生产工艺，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标准，增强产品的竞争力，盈利情况有望得到改善。 

（三） 江苏沃特 

1、亏损原因 

报告期内江苏沃特仍处于项目建设阶段，下半年受原材料 PPE 粉紧缺的影

响，订单交货不及时，产能利用率不足，规模效应暂未体现；期末资产总额

36,259.07 万元，营业收入仅 4,754.44 万元，资产规模与营业收入规模不匹配；

由于资产规模大，每年固定的折旧摊销等费用大，运营成本高，造成江苏沃特报

告期出现经营亏损。 

2、应对措施 

江苏沃特在 2017 年度开发了多款轻量化和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已获得客

户认可，目前已成为吉利、路虎等知名品牌汽车材料战略合作供应商，有助于江

苏沃特产能的释放。同时，江苏沃特拟实施降本增效，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四） 香港沃特 

1、亏损原因 

作为公司原料国际贸易、国际人才及技术对接窗口，报告期内香港沃特业务

拓展运营费用较大，营业收入虽然较上一年度增加，但仍无法覆盖现有成本费用，

造成报告期出现经营亏损。 

2、应对措施 

香港沃特拟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开拓第三方市场；同时，分析原材料价格走

势，通用战略性采购降低材料成本，严格控制运营费用，以提升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