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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不分配利润，资本公积不转增； 

 公司2022年度不分配利润，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资金需求及自

身发展需要的综合考虑；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 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276,978.72元，2022年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58,289,927.98元，母

公司财务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88,740,232.76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拟定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本年度拟不进行现

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本次利

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说明 

公司2022年度不分配利润，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资金需求及自身发

展需要的综合考虑。主要情况如下： 

（一）行业发展情况 

1、智能制造行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 



2021年全球智能制造市场规模达2,459亿美元，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5,762亿

美元，2021年至2028年复合年增长率预计将达到12.7%。 

新能源智能汽车的高速渗透带动全球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高速发展。2020

年以来，随着各个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行业进行不断的政策支持和资本投入，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持续创新高，渗透率快速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领跑全球，

根据中汽协发布数据，2022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全年产销量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

688.7万辆，分别同比增长96.9%和93.4%。市场占有率达到25.6%，相较2021年

高出12.1%，产销量创历史新高。 

欧洲和美国新能源汽车紧随中国加速发展。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协会

VDMA统计，2019年至2030年，新能源汽车电驱、电力电子、汽车电子、动力

电池、热管理系统等核心部件全球市场规模将超过3万亿元。美国相关智能制造

装备行业面临广阔的增长空间。 

医疗器材市场的持续扩大将有效带动医疗健康智能制造装备市场的高速发

展。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持续推进，国家医保集采政策的落地实施将带动国内

医疗器械市场的高速发展。目前，国内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约为8000亿元，每年

以20%的市场增速快速增长。而政府集采政策的实施又将进一步推进医疗器械

和高值耗材“国产化”的进程，极大地推动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实行进口替代。

持续扩容的医疗器材市场和对医疗器械技术及产品质量的极高要求，将有效带

动包括医疗耗材、医疗设备、体外诊断等相关领域的智能制造装备需求。 

“机器人+”推动智能制造向柔性化、数字化、智能化高速发展。近年来，

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聚焦技术创新、具体应用，鼓励帮扶机器人产业发展，

助力中国机器人产业从“做大”到“做强”，在国内推进进口替代，并在海外

扩大市场份额。“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计划2025年整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关键零部件性能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机器人产业营收

年增速超过20%；2035年产业综合实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工信部印发《“机

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2020

年翻番。根据国际机器人协会IFR数据统计，2022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安装量预计

增长至58.4万台。2021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总价值约为339亿美元，到2026年

可达到610.9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12.50%。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目前占全球市

场近43%，也是近年来销量增长最快的市场，进而带动智能制造行业快速发展。 



生成式AI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驱动智能制造跨越式发展。随着生成式AI

人工智能在多个行业中广泛应用，结合消费、制造业、互联网与大数据、数字

孪生、仿真模拟等各类应用场景，AI赋能产业发展已成为主流趋势。根据艾瑞

咨询数据，2022年我国AI产业规模达到1,958亿元，AI的产品形态和应用边界不

断拓宽。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制造业多个环节，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环

节均可以进行应用，随着渗透率的提升成熟度亦会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可以通

过自主学习，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完成工程设计中重复的低层次任务，并在演

进的过程中，形成更具有创造力的产品设计；在安排生产计划中，人工智能可

以进行需求预测，智能排产。人工智能可以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历史数据，包括

销售历史数据、供应链结构、产品价格等数据，做出更加准确的需求预测，使

企业更好地安排生产计划，管控成本，降本增效；同时也可以在资源不充足的

情况下，生成最佳生产计划。此外，通过人工智能结合工业数字化软件的应用，

可以进行预见性维护、生产工艺优化、智能化产品检测等。人工智能不断基于

工业企业生产形成的数据，不断进行迭代，优化设备运转、工艺流程、提高检

测效率、提高自动化程度，减少设备损耗，提高生产效率。 

2、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带动工业软件及数字化服务行业的高速发

展 

2021年底，八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出推进

智能制造，要立足制造本质，紧扣智能特征，以工艺、装备为核心，以数据为

基础，依托制造单元、车间、工厂、供应链等载体，构建虚实融合、知识驱动、

动态优化、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智能制造系统，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

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化。 

未来，工业企业将逐渐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对工业数字化软

件的需求不断增加。世界主要国家均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纷纷出台战略规

划，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10%，

工业数字化软件行业面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二）公司发展和经营状况 



公司面向的下游行业规模快速扩容，对智能制造和工业数字化服务需求不

断增加，公司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综合考虑所处行业态势及公司未来发展

规划，结合实施中的订单和新接订单对资金需求较高的现状以及公司2022年度

经营情况，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276,978.72元，2022

年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58,289,927.98元，母公司财务报表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188,740,232.76元。公司2022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下一年度，主要用于日常运营所需流动资金，优化企业资产结构和财务结构，

逐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在新产品、前沿技术上的持续进行技术研发，进一步

对新项目投入资金，促进公司高效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公司发展规划目标，最

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 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公司重视以利润分配方式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回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有利于公司

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与广大投资者

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四、 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已全票审议通过本次

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批准后实施。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充分考虑了目前的经营情况、资金需求及公司未来发展状况等各项

因素后，拟定了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利润分配方案。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现行的利润分配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

考虑了公司经营情况及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经营情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

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

司正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