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世纪营收利润双降 核心子公司净利润较预期差异达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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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300083.SZ，以下简称

“创世纪”）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创世纪实现营业收

入35.29亿元，同比下降22.04%，归

母 净 利 润 1.94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41.9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6479.58

万元，同比下降71.86%。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虽然

创世纪在积极拓宽业务领域，但受下

游市场需求下降影响，其营收和净

利润已连续两年出现显著下滑。此

外，作为其核心子公司的深圳创世

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

世纪”）业绩同样不及预期，净利润

较预测数值差异率高达66.49%。

官网显示，创世纪是一家集高

端智能装备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企业，产品包括钻铣加工

中心、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

心、龙门加工中心、型材加工中心、

数控车床、走心机、精雕加工中心、

五轴加工中心等一系列机床设备。

2024年第一季度，创世纪实现

营 业 收 入 8.56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4.27%，归母净利润5901.06万元，

同比下降51.46%，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3834.2万元，同比下降64.03%。

而在 2023 年度，创世纪实现

营业收入 35.29 亿元，同比下降

22.04%，归母净利润 1.94 亿元，同

比下降 41.96%，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6479.58万元，同比下降71.86%，

基本每股收益 0.12 元/股，同比下

降50%。

高端智能装备作为创世纪核

心 主 业 ，报 告 期 内 毛 利 率 为

22.85%，实现营收34.98亿元，占营

收比重达到99.11%。

对于业绩下滑情况，创世纪在

年报中指出，由于公司下游3C领

域应用较为广泛，主要客户集中于

高端消费电子产业链，并以国内作

为主要市场，受下游固定资产投资

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导致 2023

年业绩不及预期。

事实上，受上述因素影响，创

世纪在2022年度业绩就已出现下

滑。年报显示，2022 年创世纪实

现 营 收 45.27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3.97%，归母净利润 3.35 亿元，同

比下降 32.94%，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2.3亿元，同比下降39.41%。

彼时，创世纪指出，公司积

极应对下游 3C 市场需求大幅下

滑压力，大力开拓通用和新能源

领域业务，产品销售结构发生调

整，毛利率相对较高的 3C 领域

产品销售额占比下降，毛利率相

对较低的通用领域产品销售额

占比升高，拉低了公司产品综合

毛利率。

对于创世纪在通用和新能源

领域技术、研发、产能、营销等方

面的投入和各领域业务年销量、

销售额占比、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毛利率等数值变动情况，以及

短期内是否能够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等问题，记者致函创世纪，但是

对方并未回复。

相 比 于 2022 年 度 ，创 世 纪

2023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大幅

下降且远超营业收入下降幅度。

而在非主营业务中，创世纪

信用减值损失为-1.6 亿元，占利

润总额比例为-89.44%，主要系

对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计提坏账

准备所致。其他收益为1.37亿元，

占利润总额比例为 76.58%，主要

系收到软件退税款及其他政府

补助所致。

记者注意到，2021 年至 2023

年，其他收益金额分别为 2.08 亿

元、2.07亿元、1.37亿元，占利润总

额比例分别为 33.64%、50.22%、

76.58%，来自政府补助的收入占比

持续增高。

2023 年度，同样受到销售规

模减少、税收返还减少、政府补助

减少所致，创世纪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2.15亿元，同比下

降45.57%。

对于政府补助金额占利润总

额比例持续上升的原因以及公司

业绩是否对政府补贴存在依赖的

情况，创世纪同样未作回复。

业绩持续下滑

聚焦更新与拓展
工业母机赛道竞争加剧

由于在工业体系中发挥着

基石作用，机床这一制造机器的

机器往往被称为“工业母机”，一

般分为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床

和木工机床等。

“市场需求减弱，竞争加剧”

这一描述几乎见诸每家机床企

业2023年报。

多家企业援引中国机床工

具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指出，2023

年，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年初曾

恢复性增长，二季度开始持续

下滑，行业全年营业收入、利润

总额同 比 有 所 下 降 。 协 会 重

点 联 系 企 业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金属切削机床行业实现

营业收入 1586 亿元，同比下降

7.2%，金属加工机床的新增订

单和在手订单，同比分别下降

8.0%和14.3%。

同时，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

会数据还显示，2023年我国金属

加工机床消费额 1816 亿元，同

比下降 6.2%。其中金属切削机

床消费额 1108 亿元，同比下降

约15%；金属成形机床消费额则

有所回升，为 708 亿元，同比增

长11.8%。

但从供给侧数据及行业表

现来看，2023年我国机床行业已

出现趋稳趋势，部分企业在年报

中也表示2023年有利因素增加，

行业总体向好。

Wind 数据显示，2023 年我

国金属加工机床产量为 76.4 万

台，同比增长 1.2%，生产额为

1935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

金属切削机床生产61.3万台，同

比增长6.4%，实现近6年内产量

新高，占机床总产量比例超80%；

金属成形机床生产15.1万台，同

比下降 14.2%，产量已接近 20 年

内最低点。

此外，2023年机床行业营收

虽未止跌，但降幅较 2022 年的

5.61%已明显收窄，约为 0.64%；

归母净利润则大幅增长158.50%

至8.99亿元，为近10年新高。

此外，2023 年，机床企业间

业绩分化较为明显。

Wind 数据显示，A 股 15 家

机床企业中，2023年有6家企业

营收实现增长，增幅在2%至25%

之间，其余9家企业营收降幅则

在2%至19%之间。同期，多数企

业实现盈利，净利润最高超5亿

元，亏损最多则超15亿元；净利

润实现增长的仅有3家，增幅最

高超 100%，其余 12 家企业净利

润下降最高则超30倍。

部分新入局企业机床业务

营收也实现较快增长，如2022年

正式对外销售机床产品的豪迈

科技（002595.SZ），2023 年相关

业务营收同比增长111.76%。

“公司自成立之初，便致力

于机床装备的研发与制造，成

功自制电火花机床及三轴、四

轴、五轴机床等多种机型，并大

批量生产投入应用，持续进行

创新和产品升级迭代，奠定了

公司在轮胎模具行业及其他行

业业务和产品的竞争优势。”豪

迈科技方面表示，未来仍将充

分发挥公司机床产品在性能、

精度和稳定性方面的综合竞争

力，采用直销和经销等多种方

式对外销售。

趋稳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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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年 报 数 据 陆 续 披 露 ，

2023年机床行业运行状况逐渐浮

出水面。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初，

A 股 15 家机床企业已全部披露

2023年报。其中6家营收实现增

长，最高增幅接近25%；13家企业

实现盈利，但仅 3 家净利润同比

增长，从近3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来看，则超半数企业实现增长。同

时，新三板 5 家机床企业中，2023

年有3家实现盈利，有4家净利润

实现增长，但只有 2 家营收实现

增长。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2023 年，我国机床工具进出口保

持了多年的顺差态势，多数机床

企业海外营收实现增长。同时在

大规模设备更新及下游产品绿色

和智能化转型趋势下，国内机床

需求有望得到持续释放，出海、高

端化及新领域拓展等成为各企业

后续发展规划中的“高频词”，部

分新入局企业也纷纷“押宝”相关

方向。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及下游产

品绿色和智能化转型趋势下，机

床行业需求有望得到持续释放，

应用领域也有望进一步创新。

业内分析指出，机床寿命周

期通常为8~12年，我国此前机床

行业也多以 10 年为一轮发展周

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

上一轮机床需求高点在 2011~

2014 年，以 10 年周期计算，新一

轮设备更新高峰对应在 2021~

2024 年。在疫情因素影响下，此

轮换新需求可能将有所延缓。

同时，机床行业下游涉及工

业机器人、汽车、工程机械、工业基

础件等。近年来下游行业绿色及

智能化转型趋势明显，机床产品下

游应用领域也有望持续拓宽。

业内分析指出，目前新能源

汽车的“三电”系统及其部件如副

车架、减震塔、轮毂等的精密制造

需求持续增强，对多轴联动、多通

道高速数控机床产生巨大市场需

求。此外，随着钛合金材料进一

步在国内外各大手机品牌及产品

类型中逐步渗透，对数控机床需

求的成长空间有望持续打开。

在此背景下，多家企业均认

为复合、智能仍是后续机床行业

的重要发展方向。

“五轴联动加工技术的推广

及普及是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德数控（688305.SH）在年报中

指出，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是一种专

门用于加工复杂曲面的机床，具有

适用范围广、加工质量精、工作效

率高等优点，被认为是航空航天、

船舶、精密仪器、发电等行业加工

关键部件的最重要加工工具，预计

到2027年全球五轴联动数控机床

市场销售额将达到138.35亿美元。

“‘高速、高精、复合、智能’是

未来数控机床行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华中数控（300161.SZ）则在

年报中表示，向高速、高精度、高

可靠性方向发展主要是根据数控

机床高效加工需要，结合机床相

应功能部件性能的提升，开发相

应的数控系统；向多轴联动、复合

化方向发展则是针对高端重点领

域设备、精密医疗设备、精密仪器

等复杂加工要求，实现数控系统

的控制、高性能伺服驱动和精密

加工等功能。

更新与拓展

在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的

同时，创世纪还发布了一则《关

于深圳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盈

利预测未实现情况的说明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

据了解，深圳创世纪系创世纪

核心子公司，2023年其营业收入占

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97.85%。

2022年，创世纪以发行股份

方 式 收 购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19.13%股权。交易完成后，创世

纪持有其100%股权。

《公告》显示，根据评估报告

的收益法评估模型预测数据，

2023年度，深圳创世纪主营业务

收入预测数 44.97 亿元，实际数

33.27亿元，差异率为-26%，净利

润预测数6.41亿元，实际数2.15

亿元，差异率-66.49%。

其中，2023年深圳创世纪实

现通用机床业务收入 19.08 亿

元，较预测数差异率为-16.32%；

实现 3C 机床业务收入 13.61 亿

元，较预测数差异率为-36.90%。

对于深圳创世纪 2023 年度

实际盈利情况低于预测数据的

原因，创世纪指出，主要是受宏

观经济波动及其他因素影响，

2023年机床行业下游需求减弱，

行业整体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均出现下滑，且受消费电子行业

景气度下降影响，2023年深圳创

世纪优势业务3C机床业务大幅

下降。此外，受到下游客户无法

按账期回款影响，深圳创世纪

2023 年计提较大金额资产减值

和信用减值。

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方面，

创世纪指出，受到 2023 年行业

整体不景气影响，部分下游客

户出现回款困难情形，深圳创

世纪在积极催收货款的同时，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应收账款及

发出商品增加减值准备计提。

2023 年全年共计提信用减值准

备 1.72 亿 元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2153.59 万元，合计1.93 亿元，导

致标的公司整体业绩进一步下

降，净利润下降幅度大于营业

收入下滑幅度。

事实上，对比可以看出，深

圳创世纪业绩预测数与实际数

的差异率正在扩大。2022年度，

深圳创世纪预测实现营收51.73

亿元，实际营收44.42亿元，差异

率为-14.13%，预测实现营业利

润 10.31 亿元，实际利润 6.55 亿

元，差异率为-36.51%。

对于深圳创世纪收益预测

以及计提减值准备情况，创世纪

也曾受到深交所的问询。

彼时，深交所要求其说明深

圳创世纪业绩预测情况是否与

该资产组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及

其变动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本期

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

合理、审慎等问题。

对此，创世纪回复称，深圳

创世纪 2021年商誉资产组组合

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均超出预

测，2022 年受宏观环境的影响，

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未达预

期，2023 年一季度收入、营业利

润占预测数的比例与公司及可

比公司的历史占比具有可比

性，因此预测基本合理。且经

过评估，本期末商誉资产组组

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不低于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公 司 认 为 商 誉 不 存 在 减 值 。

故本期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计提。

记者注意到，2023 年度，创

世纪同样对该商誉资产组组合

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核心子公司业绩未达预期

2023 年，机床行业海外市场

保持较快发展，不少企业海外营

收出现增长。中国海关数据也显

示，2023年，机床工具进出口额为

209亿美元，同比增长1.2%，机床

工具进出口保持了自2019年6月

以来的顺差态势。

记者梳理发现，A 股 15 家机

床企业中，2023 年有 9 家海外营

收同比增长，其中 6 家增幅均在

60%以上，最高增幅接近5倍。

具体来看，2023年，海天精工

（601882.SH）海外地区实现营收约

5.94亿元，创下近10年新高，同比

增长超 76%；纽威数控（688697.

SH）国外地区实现营收约7.05亿

元，同比增长约 113%；浙海德曼

（688577.SH）国外地区实现营收约

1.19亿元，同比增长近5倍。

此外，2023年创世纪（300083.

SZ）、宇环数控（002903.SZ）、亚

威 股 份（002559.SZ）、秦 川 机 床

（000837.SZ）等海外营收也实现较

快增长，日发精机（002520.SZ）海

外营收虽有所下滑，但整体营收规

模仍接近15亿元，领先同业企业。

“近年来，随着国产数控机床

性能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内机床

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

求新的增长空间。”创世纪在2023

年报中表示，考虑到海外的广阔市

场空间及公司产品的优势，公司积

极开拓海外市场，后续公司将按计

划推进海外营销网络和生产基地

的建设工作，持续开拓东南亚和北

美等海外市场，通过开拓海外市

场，创造新的业绩增长点。

“2023年，公司克服困难积极

开发国外市场和海外客户，海外

区域销售收入同比保持快速增

长，重点增加海外市场独立性功

能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全球市场

营销布局，完成了新加坡和泰国

子公司的筹建。”海天精工也在

2023年报中指出，2023年公司开

始筹划海外区域产能布局。

除瞄准海外市场外，“研发新

产品”“开拓新市场”也日渐成为

机床行业高频词，且多指向五轴、

复合等高端产品。

如创世纪在年报中表示，2024

年，公司将积极推进五轴机床新产

品和海外市场新业务的发展；升级

创新产品的复合化、智能化、绿色

化和解决方案，引进先进技术，提

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2023年，公司积极拓展代理

渠道，重点开拓薄弱区域市场，加

大各类新产品海外推广力度。”亚

威股份在年报中也表示，2023年，

公司冲割复合机、四边折边机、伺

服压力机等新产品在多个国家实

现销售突破，销量稳步上升。

出海与转型

在年报中，创世纪披露，因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状况未达现

金分红条件，本年度拟不派发现

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份，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下一年度。

记者注意到，这已是创世纪

连续第七年未进行利润分配。

上次利润分配还是在2016年，彼

时创世纪（仅母公司）未分配利

润为 1.2 亿元，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2

元（含税）现金红利。

此后，创世纪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便连年为负。以 2020

年度至 2023 年度为例，创世纪

（仅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分别

为-48.09亿元、-50.41亿元、-22.45

亿元、-22.47 亿元，（合并报表）

未 分 配 利 润 分 别 为 - 30.98 亿

元 、- 26.05 亿 元 、- 22.76 亿

元、-20.82亿元。

4 月 26 日，创世纪发布《未

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年—

2025年）》，提出在当年实现的净

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未分配利

润为正数的情况下，公司应当进

行现金分红。

据中银证券、西南证券、国泰

君安等多家机构预测，2024年至

2026年，创世纪将实现归母净利

润为4.16亿元、5.34亿元、6.13亿

元。不过，以此计算，未来三年，

创世纪未分配利润或仍为负数。

不过，作为对比，创世纪披

露，下属公司在2024年度内拟使

用不超过22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同时，2024年第一

季度，创世纪的短期借款由期初余

额1.82亿元增至8.08亿元，长期

借款由1.13亿元增至2.08亿元。

在采访函中，记者询问该下

属公司具体名称、业绩情况、是

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对母公司

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以

及母公司对其自有资金的调配

能力等问题，未收到回复。

连续多年未分红

受上述因素影响，创世纪在2022年度业绩就已出现下滑。

2023年深圳创世纪实现通用

机床业务收入19.08亿元，较预

测数差异率为-16.32%；实现

3C机床业务收入13.61亿元，

较预测数差异率为-36.90%。

以2020年度至2023年度为例，创世纪（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分别为-30.98亿元、-26.05亿元、-22.76亿元、-20.82亿元。

4月9日，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创世纪展出公司产品。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