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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机床工具行业上市公司运行概况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累计值）

金属加工机床订单同比增速（累计值）

行业企业盈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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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机床工具行业整体延续了 2020 年下半年以来的

恢复性增长态势，市场需求持续改善，行业运行继续保持向好

趋势。机床工具行业上市公司，作为行业内的优质企业和典

型企业，可从一个侧面展现行业的运行状态。本文从各上市

公司 2021 年年报入手，汇总分析重点监测的行业上市公司的

运行情况。

一、概况

根据本行业产品特征，我们对国内上市公司的机床工具产

品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甄选了行业特

征比较突出的 57家企业作为行业上市公司的重点监测和分析

的对象。2021年较 2020年增加 6家（其中 4家为 2021年度新上

市，1家为2022年初新上市，一家为主营业务回归）。这57家上

市公司中，深交所主板 23家，创业板 20家；上交所主板 6家，科

创板8家。

从行业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来看，华东地区居首，占

35.1%；华中地区其次，占28.1%；华南地区第三，为17.5%。具体

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行业上市公司地区分布情况

从行业上市公司的细分行业分布来看，金属切削机床行业

居首，占33.3%；磨料磨具行业其次，占26.3%；工量具行业第三，

占 12.3%；数控装置行业第四，占 10.5%；金属成形机床行业第

五，占 7%。机床附件及功能部件行业也占 7%。具体行业分布

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行业上市公司细分行业分布情况

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1、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2021年末，重点监测上市公司的资产总计为2390.1亿

元，同比增长15.3%。

负债合计为 1188 亿元，同比增长 17.5%。资产负债率为

49.7%，同比增长 0.9个百分点，同比增长的企业占 66.7%，同比

下降的企业占33.3%。

各分行业的资产负债情况见表1。

表1 各分行业资产负债情况表

从分布情况看，资产负债率在 40%以下的企业占比为

45.6%，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介于40%-60%之间的企业占比为

38.6%，同比增长 17.5个百分点；高于 60%的企业占比为 15.8%，

同比下降 3.5个百分点，其中有两家企业超过 100%。整体呈现

出两头收窄、中间扩展的明显变化。资产负债率的整体分布情

况见图3。

图3 资产负债率分布情况

2、收益情况

2021年，重点监测的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1.9亿元，

同比增长33%，仅1家企业同比下降。

实现利润总额 93.9亿元，同比增长 187.3%，有 13家企业同

比下降。

2021年末的亏损面为15.8%，同比保持持平。

各分行业的收益情况见表2。

表2 各分行业收益情况表

（下转本期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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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雕：立足科技自强自立，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北京精雕集团响应市场需求，开

展高端机床产业体系建设

当下，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加速高端化

升级发展的重要时期，新兴产业正呈现出

快速增长的趋势，如：医疗器械、半导体芯

片、精密微电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

空航天等。与此同时，国内相关产业中有

实力的高端企业，也正在这些原本由国外

企业占据优势的高端产业里努力寻求突

破，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端工

业产品。而高端工业产品的规模化供给，

需要规模化的高品质零件，这背后支撑的

则是能够实现高品质零件规模化生产的精

密制造体系。在该体系中，最核心的主体

为被誉为工业母机的“高端数控机床”。

要发展中国机床产业，必须拥有一个

雄厚的产业基础，而产业基础的建设，则

需要持续、大量的投入。自 2002年起，北

京精雕累计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支持精雕

发展的基础建设工作，现已构建起支撑精

雕机床产业稳定发展的“精雕机床产业体

系”，在精雕机床产业体系的支撑下，北京

精雕已经具备了参与国际高端数控机床

市场竞争的能力。

精雕机床产业体系包括：机床产品及

核心技术的研发体系、机床整机及配件产

品的规模化生产体系、支持精雕客户发展

的技术服务体系和养育精雕及精雕客户

做强的人文生态体系。其中，机床产品及

核心技术的研发体系作为推动北京精雕

持续发展的动力，处于四大支柱体系的龙

头地位。

二、北京精雕集团以科技创新和产

品研发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精雕现已构建了完善的精密数

控机床研发体系，形成了专业的基础技术

和产品研发团队，近 5年研发投入超过总

收入的 8%。持续的资源投入和不断的领

域深耕，助力北京精雕全面掌握了精密数

控机床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并拥有了

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核心功能部

件的独立研发和规模生产，还取得了丰硕

的研发成果，包括：机床主机、数控系统、

高速精密电主轴、高精度直驱转台、精密

驱动系统、CAM 软件、信息化管理软件、

刀库、精密制冷机等。

其中：机床主机的各项精度指标达到

微米级，可媲美国际一流品牌；数控系统

在机检测应用使精雕机具备了“车间级测

量机”的精密检测能力，“在机检测系统”

于 2018年被评为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

进展；精雕高速精密电主轴支撑精雕机实

现高品质的复合加工；高精度直驱转台保

障了五轴联动加工微米级精度的稳定实

现；精密驱动系统使精雕高速机具备了

“0.1微米进给，1微米切削，纳米级表面粗

糙度”的精密加工能力；CAM软件实现五

轴精密加工工艺的高效规划，软件的在机

检测算法精度于 2020年获得德国PTB的

权威认证；信息化管理软件有效管控各类

精密加工生产要素；刀库保障了精密加工

过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精密制冷机保证

了精密加工系统温度的稳定性。

通过以上核心功能部件的批量化应

用，北京精雕已累计向市场推出性能优

异、品质稳定的精雕机共 300 多个型号，

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北京精雕的

旗舰产品——精雕五轴高速加工中心已

成为市场认可的成熟产品。根据工信部

指导制定的《机床装备制造成熟度评价

规范》，精雕五轴高速加工中心的代表机

型 JDGR400T 获得了制造成熟度八级认

证，标志着其技术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JDGR400T 在加工新能源汽车零

件、医疗器械零件、光学零件、传动零件

等复杂结构零件时，可稳定实现微米级

加工精度。

三、北京精雕集团深度开展数字化

技术应用，提升企业创新技术成果

的产业化能力

得益于稳定的精密加工能力和合理

的软硬件配置，北京精雕在2018年首家推

出，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以精雕高速加

工中心为主体的“精雕精密加工技术体

系”。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北京精雕颠覆

了业内依靠“国外精密机床+三坐标测量

仪+操机工匠”的精密加工模式，革新了精

密零件需要依赖工匠“修出来”的加工方

法，实现了微米级零件加工的“一次合格

率”高于93%的水平。

精雕精密加工技术体系，通过“数控

加工经验数字化”，让精密加工彻底摆脱

了时间、空间、设备差异、人工技能等因素

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实现了由年轻学生操

机，也能保证精密加工结果的稳定性和一

致性，成功解决了精密加工无法实现规模

化生产的难题，为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升

级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精雕方案”。

该体系的广泛应用攻克了诸多业内

加工难题，例如：真空分子泵叶轮的数字

化制造，通过在精雕 CAM 软件中进行五

轴工艺的开发规划与模拟仿真，实现了一

次装夹 16h内完成所有加工，并且下机即

为“合格品”的卓越水平，不仅做到了用数

字化方法加工，还充分提升了五轴机床的

使用效率和五轴加工过程的安全性。

目前，北京精雕已与各领域客户在该

体系的支撑下共同解决了诸多行业难题，

形成了一批成熟、稳定、可复制的精密加

工解决方案，并逐渐在行业内形成了“精

雕机精密加工能力强”的影响力。到目前

为止，精雕机已在近百个专业领域中实现

应用，攻克了多项机加业内精密加工难

题，包括：CNC镜面研抛、精密铣削、微小

孔钻削、精密曲面铣车、精密磨削、在机检

测等。例如：精雕高速加工中心可连续82
小时进行镜面模具零件的研抛加工，表面

粗糙度 Sa小于 10nm；可在HRC30钢板上

稳定钻削6万个0.08mm的通孔，孔不通率

小于万分之一；可在 6分钟内完成非回转

曲面车削加工，较铣削加工时间缩短50分

钟；可实现5微米精度的孔磨削、加工效果

媲美坐标磨等等。

四、北京精雕集团为优秀人才提供

全面的职业发展方向

机床产业具有长周期、大投入、重资

产、高科技含量的典型特征。若要参与高

端数控机床市场的竞争，就必须构筑雄厚

的基础支撑——开展基础制造设施、核心

基础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迭代等方面的建

设。为此，北京精雕自2002年起，进行推动

公司发展的基础支撑建设，形成了成熟的

研发、生产、技术服务体系，这些体系成功

建设的关键是：人才队伍的打造和培养。

北京精雕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员工提

供全面、多样的职业发展方向。目前，北

京精雕针对优秀人才提供的技术类岗位

多达 19 个，包括：产品设计师、工艺工程

师、应用技术工程师、技术服务工程师等，

研发体系本科以上学历占66.17%。

为引导员工持续成长，实现职业技能

的不断提升，进而推动北京精雕稳定、高

效、长期的发展，集团建设了完善的人才

培养体系。为员工提供了管理和专业两

条职业发展通道，结合员工个人职业生涯

发展规划及公司人才需求，匹配合适的工

作岗位，确保员工个人优势得到最大程度

的发挥。为帮助员工快速胜任岗位要求，

集团从新人培训、职业培训、管理培训三

方面入手打造了立体化的培训体系，并通

过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讲师制度、学员

管理制度，以及打造线上和线下授课平

台，保证了体系的有效落实。

优质的人才资源支撑着北京精雕不

断蓬勃发展。在北京精雕的核心体系中，

基础技术研究是优秀人才的主战场，研发

方向涉及计算机、数控加工工艺、电控、精

密结构、精密制造等领域。生产技术研究

为优秀人才提供多重发展空间，通过对精

雕在机检测系统和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

用，保证北京精雕生产制造体系“μ级管

控”原则的落地，确保精雕机以高品质走

向市场。应用技术研究为优秀人才提供

实战应用场景，通过深入超 1万家客户的

生产现场，为客户解决生产应用难题，保

证客户能用好精雕机，并实现盈利和再发

展，进而促成精雕机的规模化销售。

未来，北京精雕集团仍将在国家方针

政策的指引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

术发展为支撑，积极建设并完善精雕机床

产业体系，助力中国机床行业立足科技自

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 （协会传媒部）

精雕机关键零部件均为自主研发、制造

七级叶轮加工 精雕CAM软件进行七级叶轮加工模拟仿真

北京精雕集团廊坊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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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协会毛予锋一行参观调研株钻公司
2022年8月汽车产销量同比

大幅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

势，汽车行业经济运行向好发展。8
月，虽受南方限电、疫情多发等不利因

素影响，汽车产销总体完成情况良

好。产销量虽比上月略有下降，但同

比仍呈现高速增长。8月，汽车产销分

别达到 239.5 万辆和 238.3 万辆，环比

下降 2.4%和 1.5%，同比增长 38.3%和

32.1%，增速均高于上月。

1-8月，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696.7
万辆和 1686 万辆，同比增长 4.8%和

1.7%，是二季度以来的首次产销双增长。

分车型情况：

8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15.7
万辆和 212.5 万辆，环比下降 2.4%和

2.3%，同比增长 43.7%和 36.5%。在乘

用车主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多功能

乘用车（MPV）产销呈快速增长，其他

三大类品种均呈下降，其中交叉型乘

用车降幅更为明显；与上年同期相比，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和运动型多用途

乘用车（SUV）产销均呈明显增长，多

功能乘用车（MPV）增速略低，交叉型

乘用车产销依然下降。

1-8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480.3
万辆和 1465.5万辆，同比增长 14.7%和

11.7%，增速比1-7月进一步提升。

8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3.8万

辆和 25.8万辆，产量环比下降 2.7%，销

量环比增长 5.0%，同比分别增长 3.1%
和 4%。商用车产销是自去年 4月份以

来的首次同比双增长，随着一批条件

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实物

量，商用车产销形势将逐步好转。

8月，在货车细分品种中，与上月相

比，微型货车产销呈较快增长，轻型货

车均呈下降，重型和中型货车产量依然

下降、销量呈现明显增长；与上年同期

相比，微型货车产销快速增长，轻型货

车产销增速略低，重型和中型呈不同程

度下降。在客车细分品种中，与上月相

比，三大类客车品种均实现不同程度增

长，其中中型客车增速最为明显；与上

年同期相比，大型客车产销呈现较快增

长，中型和轻型客车产销依然下降。

1- 8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16.5 万 辆 和 220.6 万 辆 ，同 比 下 降

34.1%和 36.2%。在商用车主要品种

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客车和货车产销

均呈较快下降。

1-8月，在货车主要品种中，与上

年同期相比，四大类货车品种产销依

然呈一定下降。在客车主要品种中，

与上年同期相比，三大类客车品种产

销均呈明显下降。

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月度产销再创历史新高，

分别达到69.1万辆和66.6万辆，环比增

长12%和12.4%，同比增长1.2倍和1倍。

1-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397万辆和386万辆，同比增长1.2倍和

1.1倍，市场占有率达到22.9%。在新能

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纯

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

电池汽车产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来源：汽车工业协会 责编：张芳丽）

超硬材料分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西宁顺利召开

2022 年 9月 1日，中国机床工具工业

协会会长毛予锋、协会行发委副主任委员

杜智强，协会工具分会名誉理事长萧伟

锋、秘书长查国兵一行 4人到株洲钻石切

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参观调研。株钻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社权陪同参观。

毛予锋一行先后参观了钻石工业园

研发中心、数控刀片生产线、整体刀具生

产线，以及精密工具产业园数控刀具生产

线和机夹焊接刀片生产线。

王社权向毛予锋一行详细介绍了株

钻公司的技术实力和重点产品的生产情

况以及产业链下游供应情况。株钻公司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硬质合金刀具研发、生

产、销售及服务基地之一，作为国家创新

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刀具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数控刀具组组长单位，株钻公

司长期致力于引领和推进国内硬质合金

切削行业的发展。

凭借本身的技术潜力和资源优势，

株钻公司从成立之初的数千万元销售收

入发展到目前近 20 亿的销售规模，产品

远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 年，株钻

公司数控刀片产品产量更是实现了一亿

片的大突破。“十四五”期间，株钻公司将

继续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不断做优做大

优势产品，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实现“再造一个株钻”的

发展目标。

恰逢株钻公司二十周年庆典，毛予锋

对株钻公司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希望株

钻公司凭借深耕高性能硬质合金刀片及

配套刀具行业的产业、技术、市场等实力，

不断加强自主创新，推动硬质合金刀片国

产化新进程，实现技术产量新突破，再创

新辉煌，为振兴中国机床工具工业行业贡

献株钻力量。 （供稿：株钻公司）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

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于 8 月

16日在西宁召开。会议由超硬材料分会

理事长闫宁主持。

闫宁理事长在会议致辞中谈到，2022
年上半年呈现出一种两极态势，作为上游

的超硬材料合成设备、原辅材料、金刚石及

微粉价格一路上涨，年中略有下调，各企业

生产状况良好，部分企业、部分产品持续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虽然培育钻石受价格

下降和珠宝淡季的影响略有起伏，但是整

体依然在高位运行，特别是受到资本和二

级市场的推崇；另一方面，超硬材料制品领

域由于下游石材、陶瓷、汽车等领域受到各

方因素影响进入下行区间，国际国内形势

造成外贸出口受阻和上游原材料价格普

涨，对制品企业造成了较大困扰，部分企业

出现了订单缺失和产品积压，价格竞争成

为主流，造成利润的普遍下滑。闫宁呼吁

行业同仁在困难时期统一思想，增进互信，

巩固和发展行业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超硬材料分会 2021-2022上半年工作总

结及 2022 下半年工作计划”、“分会 2021
及2022上半年财务收支情况”、“分会工作

条例修改申请”，以及“分会专家委员会委

员增补申请”等相关事项。

超硬材料分会高级顾问李志宏作专题

报告，对我国宏观经济相关数据及指标、超

硬材料及制品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及主要产

品统计进行总结分析，再结合我国超硬材

料及制品上市公司2021年报摘要、中国海

关进出口统计、美国进口统计、欧洲28国进

口统计、日本进口统计等相关数据，分析指

出我国超硬材料及制品产业虽然在 2021
年出现了强劲反弹，但是2022年上半年行

业发展也出现了必须清醒认知的新情况。

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市场

现状，会议组织召开“超硬材料及制品行

业发展座谈会”，与会企业代表积极分享

了在新形势下的行业趋势和企业发展经

验。（来源：协会超硬材料分会）

8月全球制造业PMI降至50.9%全球经济复苏动能趋弱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8月全球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9%，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连续3
个月环比下降，并创出2020年7月以来的新低，表明全球经济复

苏动能继续趋弱。

分析称，从历史数据变化看，当前 50.9%的指数水平明显低

于一季度 54.6%和二季度 53%的均值水平，显示全球制造业增速

逐季下探，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分区域看，8月，欧洲制造业PMI为49.5%，较上月下降0.6个

百分点，连续7个月环比下降。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影响导致欧洲

经济加速下行。从欧洲制造业PMI整体走势看，欧洲制造业面

临着持续下行压力。

同期，美洲制造业PMI为 52.3%，较上月下降 0.3个百分点，

连续3个月环比下降，美洲制造业增速延续放缓趋势。综合数据

变化，显示美洲制造业复苏趋势在转弱，美国的持续加息对美国

乃至美洲经济的影响在逐步显现。

8月，亚洲制造业PMI为 50.7%，与上月持平，表明亚洲制造

业呈现缓中趋稳走势。亚洲经济的缓中趋稳仍是当前全球经济

复苏的重要支撑，但全球需求收缩压力加大对亚洲经济复苏也产

生了影响。

分析认为，疫情的反复和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困扰产业链和供

应链的稳定性，直观表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持续宽松的货

币政策也助推了通胀压力。世界各国加强在经贸、金融、国际结

算等诸多领域的通力合作，稳定供应链，增加有效供给，化解需求

收缩压力，才能实现经济的平稳复苏。

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为49.4%，低于临界点，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制造业

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中新网）

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经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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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本期1版

3、效益情况

2021年，重点监测上

市公司的利润率（利润率

=利润总额/营业收入）

为 8%，同比增长 4.3个百

分点，同比增长的企业占

57.9%。

各分行业的利润率

情况见表3。

8 月 11 日，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

会执行副理事长郭长城、副秘书长穆

东辉、携汇智联公司总经理陈振华一

行到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规划发展部条件建设办公室

主任陆国杰、主任助理罗京京等相关

人员进行了接待。

双方就进一步推动国产装备在重

点领域应用，以及在航空装备制造领

域合作推广数控装备工业互联通讯协

议 (NC-Link)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研

讨。双方一致认为，在当前国内外政

治、经济环境下，加强航空装备制造领

域和机床工具领域合作是非常必要和

必须的，双方应建立常态化对接工作

机制，从而让航空装备制造用户充分

了解国产机床的发展和应用成果，让

机床制造企业进一步厘清提升技术能

力的方向。在当前航空装备制造逐步

向生产过程全要素数字化、智能化转

变的过程中，双方在 NC-Link 技术及

相关产品的应用推广上具有较大合作

空间。
（来源：协会平台公司 责编：兰海侠）

2022年1-7月机床工具行业经济

运行简讯
2022年1-7月，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重

点联系企业统计数据反映行业整体运行仍处

于下降区间，尚未从疫情影响中完全摆脱出

来。从 2022年 1-7月数据看，重点联系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0.5%，较 1-6月降幅加深

0.3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3.4%，较

1-6月增幅回落5.5个百分点。金属加工机床

新增订单同比下降 5.9%，较 1-6月降幅收窄

2.3个百分点，在手订单同比增长6.0%，较1-6
月增幅扩大0.9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2年1-7月，机床工

具进出口总额195.2亿美元，同比增长5.3%，较

1-6月增幅扩大1.8个百分点。机床工具进口总

额74.7亿美元，同比下降7.5%，较1-6月降幅收

窄1.6个百分点。出口总额120.4亿美元，同比

增长15.2%，较1-6月增幅扩大1.7个百分点。

目前，随着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高效统筹，我国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但

国内外环境仍复杂严峻，7月份以来多地再次

出现散发疫情，市场需求不足，成本压力大，

产销衔接不畅等问题仍然存在，都对行业运

行带来一定影响。 （来源：协会信息统计部）

表3 各分行业效益情况表

从利润率的分布来看，2021年度利润率在0%以下的企业占比为15.8%，与上年同期保持

持平；位于0%-10%之间的占比为28.1%，同比下降1.8个百分点；位于10%-15%之间的占比

为8.8%，同比下降5.3个百分

点；位于 15%以上的占比为

47.4%，同比上升 7 个百分

点。整体分布略往 15%以上

区域集中。利润率的整体分

布情况见图4。

2021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同比实现增长的企业占比为54.4%。从其分布来看，0%以下

的企业占比为15.8%，同比上升1.8个百分点；位于0%-10%之间的占比为31.6%，同比下降17.5
个百分点；位于10%-15%之

间的占比为 29.8%，同比上

升10.5个百分点；位于15%
以上的占比为 22.8%，同比

上升5.3个百分点。整体明

显往右侧偏移，且分布更为

均匀。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的整体分布情况见图5。

4、现金流情况

2021 年，重点监测的上

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表现为净流入，流入净额

为 119.1亿元；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表现为净流出，流

出净额为 163.1亿元；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表现为净流

入，流入净额为46.5亿元。

各分行业的净现金情况

见表4。

图5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分布情况

图4 行业上市公司利润率分布情况

表4 各分行业净现金流情况表

三、部分上市公司2021年运行情况

以下我们选择部分关注度较高的行业上市公司，介绍一下主要指标情况。

表5 部分上市公司主要经济指标

四、2021年上市公司总体运行情况评价

2021年重点监测的行业上市公司的运行情况与机床工具行业整体基本一致，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利润率等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和效益指标同比增长，且增幅均

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部分企业利润增幅超过100%。其主要原因有：特定用户

领域需求旺盛，在产品应用场景方面进行了深度开发，提升了核心竞争力、进口替

代加快，以及上年基数较低等。总体看，上市公司确实是行业企业中的优质群体。

重点监测的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整体毛利率有所

下降，存货及其中原材料和产成品都明显增长，原材料增幅尤为突出。同时存货周

转率提升，合同负债同比大幅增长。虽然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市场需求旺盛，但受新

冠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冲击，以及原材料大幅涨价等因素影响，行业上市公司同

样面临较大运营压力。 （来源：协会信息统计部）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2021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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