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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22                                   证券简称：海泰科 

债券代码：123200                                   债券简称：海泰转债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24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银华基金 张一诺；  

东方基金 权益部研究员 周玉风； 

西南证券 自营部门 刘一芃；  

西南证券 中小盘分析师 马嘉程； 

时间 2024 年 3 月 20 日 15:30-16:30 

地点 现场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梁庭波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见下文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3 月 21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1、请介绍公司情况及股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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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公司产品、发展历程 

公司创立于 2003 年，注册资本 8320 万元，公司长期致力于汽车注塑模具及塑料零部件

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项目管理服务。公司不断提升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追求持续

创新和环境友好，聚焦顾客关注点，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价值。经过 20 年的

不懈努力，公司发展成为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公司现有 4 家子公司：海泰科模具成立

于 2004 年，主要产品为汽车注塑模具及塑料零部件，系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基地。泰国海泰

科成立于 2019 年，主要产品为塑料零部件及模具维修服务，系公司的海外生产经营基地。

海泰科新材料、海泰科新材料（安徽）分别成立于 2022 年、2024 年，主要从事高分子新材

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公司专注于汽车注塑模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 年，公司是延锋（Yanfeng）、佛吉亚

（Faurecia）、埃驰（IAC）、劳士领（Röchling）、萨玛（SMG）、彼欧（Plastic Omnium）、格

拉默（GRAMMER AG）、安通林（Grupo Antolin）、麦格纳（Magna）、安道拓（Adient）等

国际知名汽车内外饰件企业的模具供应商。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通用、大众、奥迪、奔驰、

宝马、保时捷、雷诺、福特、克莱斯勒、捷豹路虎、沃尔沃等国际知名品牌；上汽通用、一

汽大众、一汽奥迪、广汽菲克等合资品牌；长城、长安、吉利、奇瑞等国内主流自主品牌，

以及理想、小鹏、蔚来、Rivian、比亚迪、吉利、问界、小米等新能源汽车品牌。公司连续

多年获评上汽通用的最佳或优秀模具供应商、连续多年获评一汽大众的“A 级模具供应商”

或“众创楷模”奖、2016 年起成为 Faurecia 的“全球战略供应商”、连续多年获评 IAC 的“年

度优秀供应商”和“最佳质量奖”，近年来，公司获评中国模具工业协会颁发的“中国大型

精密注塑模具重点骨干企业”、“优秀模具供应商”、“中国模具出口重点企业”等诸多荣誉奖

项。 

（2）实控人背景 

公司实控人、董事长孙文强先生，1972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高级工程师，接受系统专业化训练，同时有较长时间与材料相关的教学、社会任职经历，熟

悉改性塑料相关的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改性塑料材料生产及销售经验，通过青岛市科技局

的选拔，为 2022 年度青岛产业领军人才。现任青岛市城阳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主

席、副会长。 

公司实控人、董事兼总经理王纪学先生，1971 年出生，本科学历，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

业，高级工程师，1994 年至 2003 年历任青岛海尔模具公司 CAD/CAM 工程师、C3P 技术中

心副主任、质量部、制造部、项目部、采购部部长；2003 年起与公司孙总共同创办青岛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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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塑胶有限公司（公司前身），拥有丰富的、专业的注塑模具研发、设计、制造经验，为公

司核心技术人员。 

2、行业竞争格局及行业壁垒？ 

答：（1）竞争格局情况 

1）模具行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大行业、小企业”格局特征，行业内企业规模普遍较

小，模具产品以中低端为主，根据中国模具协会相关数据统计，在中国模具企业队伍中，占

比 1%不到的“重点骨干企业”和“出口重点企业”创造了中国模具近 20%的销售总额。而

在国际上，在德国 5000 家模具企业中的 100 家相对较大规模的企业实现了德国 90%的模具

产值；20 人以下的模具企业占 90%以上，且为 100 家模具企业配套，形成了竞争有序，互

补支撑的健康产业模式。在日本也是如此。 

2）伴随市场的成熟，中国模具到了一个由大到强的转变，随着汽车网联化、电动化、

轻量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汽车厂家推出新品的速度加快，“起跑即冲刺，开局即决战”的快

节奏开发模式要求供应商在“专、精”领域的要求越来越高，市场资源越来越向行业头部企

业聚集，新进的竞争者往往因为缺乏相应案例、标准和管理经验，获客机会在减少。 

3）近年来，海泰科获得中国模具工业协会颁发的“中国大型精密注塑模具重点骨干企

业”、“优秀模具供应商”、“中国模具出口重点企业”等诸多荣誉奖项。公司作为国内外知名

整车厂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获取订单的机会更多，随着募投项目产能释放，公司模具产品

未来市占率具备较大提升空间。 

4）经过 20 年的快速发展，公司凭借强大研发实力、领先的技术水平、严格的质量管控

和良好的服务获得数量庞大的稳定、优质客户群体。公司是延锋（Yanfeng）、佛吉亚（Faurecia）、

埃驰（IAC）、劳士领（Röchling）、萨玛（SMG）、彼欧（Plastic Omnium）、格拉默（GRAMMER 

AG）、安通林（Grupo Antolin）、麦格纳（Magna）、安道拓（Adient）等国际知名汽车内外饰

件企业的模具供应商。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通用、大众、奥迪、奔驰、宝马、保时捷、雷

诺、福特、克莱斯勒、捷豹路虎、沃尔沃等国际知名品牌，上汽通用、一汽大众、一汽奥迪、

广汽菲克等合资品牌，长城、长安、吉利、奇瑞等国内主流自主品牌，以及理想、小鹏、蔚

来、Rivian、比亚迪、吉利、问界、小米等新能源汽车品牌。经过 20 年的不懈努力，公司在

汽车模具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连续多年获评上汽通用的“最佳或优秀模具供应

商”和一汽大众的“A 级模具供应商”；2016 年起成为 Faurecia 的“全球战略供应商”；连续

多年获评 IAC 的“年度优秀供应商”和“最佳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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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壁垒 

模具行业内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模具产品以中低端为主，在大型、高精密注塑模具细分

行业，有实力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少。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大型、高精密注塑模具

细分行业存在着行业壁垒： 

1）技术与人才壁垒 

注塑模具属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定制化产品，对企业的设计研发水平、生产加工精密度、

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有很高要求。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是注塑模具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

键。随着人们对安全、舒适、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以汽车主机厂商为代表的下

游客户对零部件供应商和模具产品的性能、质量要求也更为严苛，而新产品的开发周期逐渐

缩短。模具制造企业必须准确把握下游产业的发展趋势，持续跟踪和吸收行业前沿技术，通

过不断的技术积累，以丰富的技术储备和完整的制造工艺体系，更好满足客户需求。新公司

由于缺乏长期技术积累，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行业发展要求的设计和制造技术水平。 

2）品牌与客户壁垒 

下游汽车厂商对模具的技术和产品质量有自己的标准体系，一旦选定供应商，倾向于长

期合作，呈现出较高的客户粘性。更换替代供应商往往意味着变更自己的技术质量标准体系，

特别是在新车型开发周期缩短的情况下，引进新的供应商，很可能因为未能按时交付，或者

设计风格、工艺要求不符需求，影响到新车型的开发上市进度。考虑到模具产品性能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汽车厂商在选择模具供应商时一般会选择规模较大、技术实力较强的有一定品

牌影响力的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整车厂和模具企业形成一种紧密合作关系，在后续

同类新增和改造项目中，整车厂会优先考虑有稳定合作关系的供应商。新进入者由于缺乏市

场和品牌积累，短时间内很难进入汽车厂商的供应链。 

3）管理壁垒 

模具制造大多是针对特定用户的个性化生产，属典型的离散制造，产品种类多，生产周

期长，活化劳动比重大，平衡生产和企业管理的难度大。不同客户对模具的技术、产品规格、

工艺精度和交付期限要求往往差异很大，生产商必须具备较高生产组织和管理水平，以适应

“精、专、特”的发展要求。模具企业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效组织研发、设计、生产和检

验等部门力量，并在原材料采购、销售订单管理、作业流程管理和装配试模等环节采取精细

化管理，通过更高的综合管理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新进入模具行业的企业，短期内难以

组建起高效的管理团队和稳定的管理机制，较难获得客户的认可。 

4）资金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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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模具行业具有固定投资较大、制造交付周期较长的特性，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在

建厂初期，企业需要购买专用生产加工设备，因为对精密加工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高，

目前主要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通常单台设备售价高达数百万，需要较多资金投入。由于

订单获取、设计、生产、发货到最终销售回款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所以对企业的生产营运资

金需求较大。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企业在技术、设备和人才等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因

此要求进入本行业的企业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3、模具使用寿命（周期），产品迭代情况如何？ 

答：首先，公司模具产品为定制产品，产品的生命周期基本服从于客户产品的生命周期

设计。在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和审美追求也在不断转变，使得

一款车的畅销期逐渐缩短。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获得市场认可，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汽车生产商纷纷加快了新车型的推出速度，缩短了旧车型的升级

改款周期。新车型的开发周期已由原来的 4 年左右缩短至 1-3 年，旧车改型周期也由原来的

6-24 个月缩短到 4-15 个月。无论是新推出车型还是旧车型改款，往往都涉及到汽车内外饰

件的整体或部分更新，而这些更新都需要定制相应的汽车内外饰模具，因此新车型开发与旧

车型改款速度的加快为汽车内外饰模具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发展空间。 

其次，生产模具产品所需的技术进步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存在明显的技术迭代问题，基

本的技术创新围绕产业的更加高效、更加节能，以及加工精度更加可靠稳定这几个方向，技

术进步与迭代以适应新材料和新工艺，实现与满足客户产品于体验为主。 

4、未来产能规划及业绩增长点 

答：公司未来产能规划和业绩增长点：  

（1）内外饰注塑模具：截至目前，公司首发募投“大型精密注塑模具项目”已于 2023

年陆续开始投产。达产后产能预计在每年 1000 套左右，2024 年及以后年度模具产量将稳步

增长。 

（2）“年产 15 万吨高分子新材料项目”计划总投资 50,315.59 万元，该项目建设期 2 年，

预计 2025 年开始试生产，达到设计产能的 60%，2026 年达到设计产能的 80%，预计 2027

年完全达产。 

（3）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点主要来源于上述募投项目投产新增产能带来的新增收入及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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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研发情况与核心技术有哪些？ 

答：公司以产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了以自主研发为主、合作

研发为辅的研发模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发管理体系、研发投入核算体系和研发人员培养

体系。公司拥有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青岛市企业工程中心，目前正在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 

公司自主研发一般流程为业务部门获得客户需求后提起研发需求，或者制造部/技术部

提起研发需求，技术部接受研发任务后，根据研发需求分配研发人员，设计完毕后，客户提

出的研发需求经客户代表、业务部、技术部、制造部共同评审通过后，下达给制造部进行生

产；制造部及技术部提起研发需求，需经技术部、制造部共同评审通过后，下达给制造部进

行生产。与此同时，公司积极和各大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制定了《产学研合作管理制度》，

以加强公司与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力度，提高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不断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以满足客户需求，进而开拓新市场、提高经济效益。 

公司通过前期的 CAD\CAE 软件进行模拟分析，优化模具结构，减小模具的重量，降低模

具成型周期，减少模具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的能耗。例如设计中选择高效散热的材料和 3D 打

印材料，结合 Moldflow 软件进行模拟分析，降低了成型周期，提高了产品质量，有效地减

少模具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的能耗。公司研发出模流工艺直接转换为注塑工艺的流程和方法，

将前期 CAE 验证过程中的优化结果直接转换成实际试模的注塑工艺，避免了生产中的缺陷，

降低了调试时间和能耗，快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公司在研发新工艺，新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和人力。2020-2023 年，公司研发投

入逐年增长。公司自主研发物理微发泡模具技术、化学微发泡模具技术、低压注塑模具技术、

CoreBack 注塑技术、Corein 注塑技术、高光模具技术、多色模具技术、IMD 模具技术、INS

模具技术、气辅模具技术、碳纤维板复合模具技术、模内装配模具技术、内/外分型保险杠

注塑模具技术、麻纤维及其表皮复合模具技术、汽车模具智能化设计技术、薄壁注塑技术等

多项核心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具有较强的行业竞争力，目前均已应用于模具制造，注塑

产品已批量生产。 

6、公司是否参与飞行汽车的研发？如何看待未来发展？ 

答：（1）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内外饰注塑模具及新材料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我

们注意到近期关于飞行汽车的相关报道，公司持续关注汽车行业相关技术的发展、创新，

及在未来低空经济领域的应用。截至目前，公司暂无产品应用于飞行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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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飞行汽车也将成

为未来的一大产业。但就目前而言，飞行汽车仍处在产品管理、产品认证、标准体系设计

等方面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与规划阶段，离真正的商业化尚有距离。飞行汽车在本质上依旧

为汽车，“飞起来”更多为辅助功能，但这一辅助功能则涉及安全、研发等问题。不仅如

此，在技术上，飞行汽车的动力电池需要克服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快速充电、长循

环寿命和热安全性等问题。同时，适航认证、“航线”制定、空中行驶规则、事故责任划

分、空中执法手段等问题以及空中交通基础设施、运营模式、经济成本、用户体验等，都

是飞行汽车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https://quote.eastmoney.com/unify/r/1.5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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