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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宝钛股份”）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50,000.00 万元

（含 35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钛资源循环利用暨熔铸提质扩能项目 146,628.00 118,223.60 

2 
宇航级钛及钛合金智能锻造产线及供应

链协同建设项目 
125,827.50 111,907.70 

3 钛及钛合金近净成形生产线建设项目 27,126.50 22,547.70 

4 补充流动资金 97,321.00 97,321.00 

合计 396,903.00 350,000.00 

如本次发行可转债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

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经营状况和项目实际进度以自

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钛资源循环利用暨熔铸提质扩能项目”、“宇航级

钛及钛合金智能锻造产线及供应链协同建设项目”、“钛及钛合金近净成形生产

线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如下： 

（一）钛资源循环利用暨熔铸提质扩能项目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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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旨在通过新增大吨位真空自耗电弧炉（VAR炉）、电子束冷床炉（EB

炉）和等离子冷床炉（PAM 炉），并配套相应的加工设备和生产厂房，进行技

术升级和工艺流程改造，推动公司在钛及钛合金熔铸领域产业链补链、强链，着

重增强钛锭的产能规模，提升大规格及高端钛及钛合金铸锭的生产能力。同时，

致力于提升钛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以更好地响应国内外市场的

迫切需求，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此外，公司将增加智能制造化产线的升

级改造，从而提高建设管理效率，降低生产风险。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力求将宝

钛股份打造成为引领全球、具备世界一流水准的高端钛合金熔铸生产基地，树立

行业标杆，引领行业未来发展。 

本项目总投资为 146,628.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18,223.60万元。本项目

实施主体为宝钛股份，实施地点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宝钛工业园提质扩能二

期内，项目建设期为 4年。经过可行性论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能

够为公司节约大额采购成本。 

本项目备案、审批事项正在办理中。 

2、项目必要性 

（1）通过设备更新、技术升级、工艺流程改进，解决熔铸环节产能瓶颈，

提升大规格及高端钛及钛合金铸锭的生产能力 

我国在钛及钛锭的工业化生产中应用最广泛的是 VAR 炉和 EB 炉熔炼。宝

钛股份采用真空自耗电弧熔炼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产品亦

进入了欧、美、日等市场，取得了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冷床炉熔炼可以有效去

除高、低密度夹杂，在美国、日本等钛产业发达国家起步早，应用较为广泛。该

技术在国内起步相对较晚，但宝钛股份经过十几年的攻关、工艺创新，已经掌握

了冷床炉熔炼合金元素挥发损失规律和精准控制关键技术，实现了工业化批量生

产，目前受限于冷床炉数量及产能的限制，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 

近几年，随着航空航天、外贸、化工类等行业对宽幅钛带及厚板需求增多，

大规格 TC4 类及纯钛铸锭的需求量增加，受限于大吨位 VAR 熔炼炉数量及设备

能力，目前宝钛股份熔铸厂生产大规格钛及钛合金铸锭产能不足。随着钛加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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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钛加工装备的不断进步，传统的加工装备亟待技术升级，工艺流程需要及时

改进。本项目将购置大吨位 VAR 炉、EB 炉和 PAM 炉，并配套相应的加工设备

和生产厂房，为大规格铸锭提供有关技术支撑和综合保障；实现生产工艺升级改

进，为高端产品打通设备和工艺瓶颈，以满足现代工业对大规格钛材及高尖端领

域用钛材的需求。 

（2）形成钛及钛合金残料回收能力，实现钛资源循环利用，降低铸锭生产

成本 

近几年，随着铸锭产量及后续钛加工材产量的增加，公司钛及钛合金残料逐

年增加，残料回收能力亟待加强。随着熔铸进一步扩能，残料的产生量、处理量

及回收能力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近年低成本钛合金应用发展较快，市场对低成本

钛合金的应用极为迫切，公司急需增加新的熔炼炉，用于大量回收残料，降低残

料库存和铸锭生产成本。本次募投项目通过运用 EB 炉及其先进工艺，将提高钛

及钛合金残料的回收能力，实现钛资源循环利用，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强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 

（3）实现钛及钛合金产线绿色和智能制造升级，提高建设管理效率，降低

生产风险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变革，数字化建设在生产制造环节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尤其对于当下应用领域要求较高的钛及钛合金生产制造企业。《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力推进新型

工业化，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

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 

宝钛股份积极响应号召，建立新型智能制造工业体系，同时也为了提高生产

建设和管理效率，降低风险，解决数字化和智能化问题，需要在自动化生产线的

基础上，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一套智能化生产车间。通过

智能制造建设，加快铸锭生产管理流程、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可视化建设，实现

生产流程间信息的快速传递；提高钛及钛合金生产过程科学化统计与分析，提升

决策的及时性、有效性。通过与生产过程相匹配的装备自动化、信息化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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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造，提升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一致性，降低一线员工劳动强度，加快推动企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发展。 

3、项目可行性 

（1）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支持，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新材料产业是制造业转型提升的核心领域和重要支撑之一，政府主管部门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新材料行业发展的政策。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新材料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明确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为钛合金、高温合金等高性能材料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强调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为公

司募投项目在技术研发、设备引进、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了政策依据；明确将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为公司募投项目产品在航空航

天、海洋装备等领域的应用拓展了市场空间。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强调要推动原材料工业的绿色化转型，鼓

励企业采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这与公司募投项目实现钛资源循环利用理念高

度契合。 

陕西省将钛列为经济支柱产业，良好的政策环境对钛行业及公司长远发展形

成了有力的支持。《陕西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宝鸡市钛及钛

合金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等文件，对公司所从事的钛及钛合金产业提出

了主要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支持和鼓励企业争取中央和省级扶持资金。 

综上所述，国家及地方多项政策规划支持钛及钛合金产业发展，为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市场需求旺盛为项目建设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钛材料是一种重要的高性能金属材料，具有轻质、高强度、耐腐蚀等特点。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钛材料在航空、航天、化工、电力

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根据市场调查数据显示，全球钛材料市场规模逐年增

长，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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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的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其应用领域的需求和发展。空客公司在

《2023-2042 全球市场预测》报告中提到，未来 20 年全球钛材年均增长率 4.2%。

根据《2023 年全球钛合金市场报告》，2021 年至 2026 年钛合金的复合年增长率

为 6.5%，预计到 2026 年将达到 325 亿美元。此外，随着一般工业及民用市场对

低成本钛材的需求量增大，大力推广添加返回料的低成本、短流程的钛及钛合金

铸锭生产工艺路线已迫在眉睫。 

（3）先进的技术水平，为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公司拥有多项国际领先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我国钛加工企业

中首家被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委联合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曾出

色地完成了 8,000 多项国家科研课题，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700 余项，为国防现代

化建设和尖端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多年努力，公司已经取得多项发明

与实用新型专利，在行业内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储备，先进的技术水平

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4）生产与研发技术人员充足，人才储备为项目落地提供支持 

公司一贯注重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围绕公司的发展目标，通过人才引进和

内部培育，打造了一支专业门类齐全、梯队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培养了一批懂

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经营管理团队。公司研发团队拥有丰富的研发经验，理论

基础扎实、行业经验丰富，可以为项目建设提供专业化的人才保障。同时，公司

积极寻求外部合作，与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为公司产

品的技术研发、工艺改进、新产品开发等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此外，公司建

立了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采取内训、外训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为公司人才梯队

建设形成了有利的支持。 

（5）公司稳定优质的客户资源，为项目实施奠定客户基础 

公司在国内市场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016 年荣

获“大运工程”钛材唯一金牌供应商，并连续多次获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优秀供

应商，同时也是美国波音、法国空客、法国赛峰、美国古德里奇、加拿大庞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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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罗尔斯－罗伊斯等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公司所在地被誉为“中国钛城”、

“中国钛谷”。 

公司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稳定、优质的客户资料，公司主要客户为国防军

工企业或相关科研院所，其对于供应商的产品性能、技术水平、研发实力、生产

资质等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一旦进入其供应商体系并且实现规模化生产后一般

不会轻易更换。多年来，凭借先进的技术、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公司与下

游客户一直保持着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稳定的客户资源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本次募投项目产能消化奠定坚实的客户基础。 

（二）宇航级钛及钛合金智能锻造产线及供应链协同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旨在通过增加不同规格型号、不同吨位锻压机及配套设施，使锻造装

备配备更加合理，解决锻造产能不足的问题，提高锻造开坯的经济性效益。通过

新增精锻机及配套设施，采用自由锻+精锻工艺路线，降低生产火次、改善坯料

尺寸精度，优化工艺路线，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及成品率、降低生产成本，增

加宇航级高端钛合金产品质量稳定性及批次一致性，满足高品质锻件的要求，提

升产品利润空间。通过新增智能锻造平台建设，打造自动化、数字化、智慧化的

锻造产业。 

本项目总投资为 125,827.5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11,907.70万元。项目实

施主体为宝钛股份，实施地点为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宝钛工业园提质扩能二期内，

项目建设期为 3 年。经过可行性论证及项目收益测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

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能够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入。 

本项目备案、审批事项正在办理中。 

2、项目必要性 

（1）通过配备更加齐全的锻造设备，解决现有锻造产能不足的问题，保障

生产的连续性，渗透国内民机及出口宇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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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钛股份锻造产品近几年增长较快，亟需增加锻造产品产能。国内民机及出

口宇航两大市场对产品批次稳定性要求严格，规定供应商必须编制过程控制文件，

用来规范原材料制造的工艺过程，控制文件要求供应商生产工艺及参数、生产设

备固定。该类产品只能利用自有装备，通过产品工艺验证后方可生产。而宝钛股

份现有锻造主机将近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仍无法满足公司发展目标及市场需求，

且产能缺口较大。 

因此，目前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宝钛股份现有锻造装备能力严重不符，需通过

项目建设提升锻造产能，保障生产的连续性，渗透国内民机及出口宇航市场。 

（2）优化工艺路线，提高宇航级高端钛合金产品质量稳定性及批次一致性，

形成新质生产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国内民机及出口宇航两大市场产品特点为高质低价，商务模式是全球采购。

宝钛股份面对出口宇航市场国际化的产品价格，利润空间有限，产品价格已成为

加快国内民机国产化的掣肘，因此，公司亟需新增精锻机及配套设施，改进现有

生产工艺。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公司采用自由锻+精锻工艺，优化工艺路线，降低

生产成本，增加宇航级高端钛合金产品质量稳定性及批次一致性，满足高品质锻

件的要求，提升产品利润空间，形成新质生产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3）通过技术与工艺创新，突破深海装备瓶颈，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深海探测与资源开发是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而耐压材料是制约我国

深海装备自主化的核心瓶颈。当前，全球深海装备用钛合金市场由美、俄、日主

导，我国高端钛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深海科技列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其中，

耐蚀耐压材料是深海装备的“生命线”，而耐压材料需突破钛合金加工工艺瓶颈。

钛合金因其高强度、耐腐蚀特性成为主流选择，但其加工成本高昂，特种锻造工

艺仅少数企业掌握。突破钛合金精密锻造、焊接等“卡脖子”技术，是实现“深

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战略目标的底层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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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助力“海

洋强国”战略，提升我国在深海资源开发的国际话语权，推动高端制造就业。通

过技术与工艺创新，突破深海装备瓶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4）实现主要生产流程自动化、智能化 

本项目通过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建设达到世界领先的自动化、

智能化装备，减少人员劳动强度。锻造压机采用高性能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能够

精确控制锻造过程中的各种参数，实现自动化程序锻造功能。新建自动化智能有

轨装出炉车、智能天车、智能轨道运输车等装备，实现装出炉、物料转运的自动

化。建设数字化服务平台、数据中台建设。建立智能化远程集中控制和操作界面，

实现多个生产装备的统一调度，负责制定和调整生产计划，对接制造执行系统（以

下简称“MES”）逻辑重组生产制造流程，跟踪生产资源（人、设备、物料、客

户需求等）的实时状态，引入人工智能（AI）、工业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覆

盖生产全流程的实时精细化跟踪与监控，最终实现智慧化排产。建设车间内部现

场网络及大数据平台，完成 MES 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OA 系统）、工艺管

理系统、质量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等接入，实现来料、锻造、打磨等主要工

序物料信息的全流程管理，打造自动化、数字化、智慧化的锻造产业。 

3、项目可行性 

（1）国家产业战略布局及政策支持，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提出以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温合

金为核心，以轻质高强材料、金属基和陶瓷基复合材料、材料表面工程、3D 打

印材料为重点，大力发展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钛合金既属于新型轻质高强材料，

又可用作 3D 打印材料，属于先进结构复合材料。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深海科技”纳入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

明确提出推动其与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深海科技

涵盖探测、通信、材料及工程四大领域，需跨学科协作与产业链整合，而耐压材

料需突破钛合金加工工艺瓶颈。深海科技的战略布局，既对钛及钛合金工业提出

耐压材料精密成型、极端环境性能优化等关键技术攻关要求，更通过顶层需求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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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倒逼工艺革新与产业链升级，为行业向高附加值领域战略转型铺就高质量发展

路径。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发展国内高新技术需求的高端钛合金新材料，因此需

要采用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加快产品升级，生产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本项目的实施能提高钛及钛合金材料的技术水平，满足高

端钛及钛合金新材料的需求，为提升陕西省乃至全国的高端钛及钛合金新材料整

体水平，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出新的贡献。 

（2）市场需求旺盛为项目建设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随着国家“双循环”格局构建，以及“十四五”规划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政策的深化实施，推动我国钛工业向高端领域提升，航空、航天、大飞机、舰船、

石化、生活用钛、深海、医疗、建筑、3C 消费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等

产业仍将为钛工业提供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有效拉动钛产品的市场需求。《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深海科技”纳入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而钛及钛合金

系突破深海装备“卡脖子”的关键环节，这一战略举措，将继续推动钛及钛合金

行业在深海领域的需求增量。 

（3）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优势，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公司挺立科技创新，加强科研创新精准布局，聚焦重点研发、配套项目，加

大技术攻关支持力度，一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研制的多规格型材填补航空领域

应用空白。持续加强工艺标准引领，推进质量体系建设提档晋级，取得核能行业

合格供应商资质和 3A 级信用评价，获得行业准入。 

公司通过了 IS09001 标准质量体系认证、IS010012 标准测量管理体系“AAA”

认证、中国船级社认证、英国标准学会认证、法国 BVC 认证公司 AS/EN9100 标

准宇航质量体系认证。通过了波音、霍尼韦尔、空客公司、赛峰、罗罗等国际知

名公司的质量体系和产品认证，囊括了进入世界航空航天等高端应用领域主要通

行证。 

（4）原材料供应稳定，为项目实施提供源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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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钛及钛合金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目前唯一一

家具有“铸—锻—钛材加工”完整产业链的企业，是我国最大的以钛及钛合金为

主的专业化稀有金属生产科研基地。公司产品结构较为完整，产品涵盖海绵钛、

钛锭、各种规格钛材等，形成了完备的以稀有金属加工为主体的产业群和产业链，

能保证锻造工艺所需原材料的稳定和充足供应。 

（三）钛及钛合金近净成形生产线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旨在通过引进模锻装备及精密铸件设备，拓宽公司锻造产品的生产范

围，使公司首次具备模锻件的生产能力；扩充精密铸造生产能力，实现航空、航

发等领域高质量精密铸造产品的批量化生产，从而拓展公司产业涉及面，丰富钛

加工材的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创造企业新的盈利点，提升公司在钛材市场的

竞争力，满足客户对近净成形产品的需求。通过引进智能化平台建设，实现公司

产线的智能制造化。 

本项目总投资为 27,126.5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2,547.70万元。项目实施

主体为宝钛股份，实施地点为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项目建设期为 3 年。经过可

行性论证及项目收益测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实

施后，能够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入。 

本项目备案、审批事项正在办理中。 

2、项目必要性 

（1）锻造装备配备更加齐全，拓宽了公司锻造产品的生产范围，首次具备

模锻件的生产能力 

随着钛及钛合金产品的应用领域逐渐扩大，客户对于钛及钛合金小型模锻件

产品需求逐年增多。在面临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宝钛股份急需通过项目

建设引进模锻装备，增加模锻产能，从而拓展公司产业涉及面，丰富钛加工材的

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将出口及民用钛及钛合金小型模锻件作为突破口创造企

业新的盈利点，提升公司在钛材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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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充精密铸造生产能力，实现航空、航发等领域高质量精密铸造产品

的批量化生产 

随着全球制造业向智能化、精密化、绿色化方向加速转型，精密铸造技术作

为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基础工艺，在航空航天、能源动力、汽车工业、医疗器械

等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铸造精度与质量直接决定了复杂零部件的性能与可

靠性。因此从钛合金铸造技术的发展角度，增加精密铸造能力建设势在必行。 

目前，宝钛股份钛合金铸造产品在化工、能源等领域市场份额较大，但对于

市场容量和利润空间更大的航空类铸件市场份额相对较小，而精密铸造是航空铸

件最重要的形态，因此未来公司将进一步瞄准航空、航发以及航天等领域的钛合

金精密铸造市场。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宝钛股份拟建设一条具有较高自动化、智能化的精密铸

造生产线，提高公司精密铸件产能，改进产品质量，满足航空等领域高质量铸件

批次稳定性的需要。 

（3）通过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建设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变革，数字化方案在工程项目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为了提高“钛及钛合金近净成形”项目建设和管理效率，降低项目风

险，本次募投项目拟通过现代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建设达到国内领先的自动

化、智能化装备；建设数字化服务平台；打造自动化、数字化、智慧化的产业。 

通过本项目建设，引进模锻装备及精密铸件设备智能化平台可严控生产流程，

实现对设备运行状态和生产过程中参数的实时监测和分析，从而及时发现异常情

况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设备利用率和产品质量，提高产品一致性和可靠性。同

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分析追踪产品质量状态，从而降低质量

风险。 

3、项目可行性 

（1）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支持，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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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促进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突破发展，推动制造业优化

升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 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 

由此可见，精密铸件和模锻件符合国家新材料及智能制造等政策，是国家大

力鼓励的行业之一，本项目具有政策可行性。 

（2）市场需求旺盛为项目建设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十四五”期间“一带一路”及“碳达峰碳中和”等宏伟计划开始付诸实施，

智慧制造也蓬勃发展。随着钛及钛合金产品的应用领域逐渐扩大，出口及民用钛

合金模锻件市场需求增长，客户对于钛及钛合金小型模锻件产品的需求亦逐年增

多。在铸件领域，我国钛合金铸造产品主要用于化工、能源、航天、航空领域，

从全球市场看，钛合金铸造市场大部分集中在航空、航发领域，市场前景极其广

阔。随着国内外新一代航空器的放量，航空、航发类精密铸造产品需求仍将进一

步增加。 

综上，随着市场快速发展，小型模锻件和熔模精密铸件在航空、新能源汽车、

核电等领域需求激增，这为公司建设募投项目创造了市场基础，公司在该领域的

布局，能够满足用户对于钛及钛合金近净成形产品的应用需求。 

（3）具备精密铸造产品批量化生产的技术基础 

随着我国精密铸造产业的发展，已经能够为航空、汽车等领域提供大量的熔

模精密铸件，大吨位设备、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精密铸钢、铸铝、铸造高温合金

等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技术基础成熟。宝钛股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进行钛

合金铸件的试生产，为了发展精密铸造的生产能力，后续又投入了一条小批量手

工精密铸造制模制壳生产线。公司经过多年的试生产，掌握了钛合金精密铸件的

生产技术，具备了精密铸造产品批量化生产的技术基础。 

（4）深耕全产业链发展，产品品类齐全，具备成本控制和资源保障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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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我国最大的以钛及钛合金为主的专业化稀有金属生产科研基地，主导

产品钛材年产量位居世界同类企业前列，公司建立了“海绵钛、熔铸、锻造、板

材、带材、无缝管、焊管、棒丝材、精密铸造、原料处理”十大生产系统，产品

涵盖海绵钛、钛锭、各种规格钛材等，能够满足不同领域客户的需求。公司主动

聚焦新市场开发、新领域拓展、国之重器打造，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加快抢占行

业制高点、市场新需求点，是国内少有的具备从海绵钛生产到钛材加工全产业链

的企业，具有成本控制和资源保障优势。 

（四）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97,321.00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满足公

司日常经营资金需要，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满足未来营运资金需求。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升公司行业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整体呈增长趋势，未来随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公司业务规模将进一步增长，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日益增加。本次发行

可转债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公司缓解流动资金压力，为公

司未来阶段的经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有利于促进生产经

营的发展和效益提升，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优化资本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

改善公司财务结构，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提升公司资金实力，保障公司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与稳定性。同时，本项目

有利于维持公司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

东的利益。 

3、补充流动资金规模的合理性 

（1）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增长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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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增长率如下： 

项目 2024 年 2023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万元） 665,679.08 692,722.63 663,463.19 

营业收入增长率（%） -3.90% 4.41% 26.47% 

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8.99% 

结合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 8.99%，对未来三年营业

收入情况预测如下： 

项目 2027 年 2026 年 2025 年 

营业收入（万元） 861,879.43 790,774.48 725,535.69 

营业收入增长率（%） 8.99% 8.99% 8.99% 

注：上述预测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三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资

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过程及结果 

假设公司各项经营性资产、负债与营业收入保持较稳定的比例关系。公司利

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未来营业收入增长所导致的相关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的变

化，进而测算 2025 年至 2027 年未来三年的流动资金缺口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基期 预测期 

2024年 占比 2025E 2026 E 2027E 

营业收入 665,679.08 / 725,535.69 790,774.48 861,879.43 

经营性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73,806.57 11.09% 80,443.12 87,676.41 95,560.11 

应收账款 336,273.59 50.52% 366,510.68 399,466.63 435,385.91 

应收款项融资 7,444.66 1.12% 8,114.07 8,843.68 9,638.88 

预付账款 2,416.90 0.36% 2,634.22 2,871.09 3,129.25 

其他应收款 1,249.19 0.19% 1,361.51 1,483.94 1,617.37 

存货 391,893.93 58.87% 427,132.30 465,539.22 507,399.63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813,084.85 122.14% 886,195.90 965,880.96 1,052,731.15 

经营性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184,226.01 27.67% 200,791.27 218,846.04 238,5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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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账款 2.75 0.00% 3.00 3.27 3.56 

合同负债 12,835.27 1.93% 13,989.39 15,247.29 16,618.30 

应付职工薪酬 10,204.99 1.53% 11,122.61 12,122.73 13,212.78 

应交税费 3,053.83 0.46% 3,328.42 3,627.71 3,953.90 

其他应付款 4,367.49 0.66% 4,760.20 5,188.23 5,654.75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214,690.34 32.25% 233,994.89 255,035.26 277,967.55 

营运资本 598,394.51 89.89% 652,201.02 710,845.70 774,763.60 

流动资金需求 / / 53,806.50 58,644.68 63,917.90 

2025-2027 年流动资金

需求合计 
176,369.08 

根据上述测算，2025年至2027年公司预计累计产生流动资金缺口 176,369.08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拟补充流动资金 97,321.00 万元，未超过公司未来三年

营运资金缺口，与公司资产和经营规模相匹配。 

综上，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规模具备合理性。 

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管理安排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关于募集资金的各项公司治理制度，并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以保证资金

合理规范使用，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公司募集资金依法、合规使用。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

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方案切实可

行。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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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

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的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及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将相应增加，能够增强公司

的资金实力，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可转债转股前，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的财务成本较低，利息偿付风险较小。随着可转债持有人陆续转股，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随

着募投项目的投产，项目效益将逐步显现，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所投资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能力，加快实现现有业务的扩张，

促进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及综合实力。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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