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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智能”、“上市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于 2015年 12月 18 日披露了《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并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5]第 285号），上市公司现根据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

说明和答复，具体内容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1、本次交易方案中，若冠致自动化 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低于 3,000万元，

则科大智能有权单方面终止收购协议。草案显示，冠致自动化 2015年 1-10月净

利润为2,112.63万元，2015年11-12月预测净利润为534.16万元，合计2,646.79

万元。请补充披露： 

（1）冠致自动化 2015年未审主要财务数据，如净利润未达 3,000万元，请

说明是否存在终止收购计划； 

（2）请独立财务顾问谨慎履行职责，就冠致自动化 2015 年实现净利润是否

达标、是否可能导致交易终止或发生重大变动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业绩承诺补充安排中，冠致自动化 2015年的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3,300

万元的依据，与业绩预测数据不一致的原因； 

（4）2015年 1-10月，冠致自动化机器人工作站及其他业务收入仅 1,886.98

万元，但 2015年 11-12月的预测收入为 1,555.85万元，请结合在手订单说明该

预测的可实现性。 

答复： 

（1）冠致自动化 2015 年未审主要财务数据，如净利润未达 3,000 万元，

请说明是否存在终止收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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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冠致自动化 2015 年 1-10 月已审财务数据以及 2015 年 11-12 月未审已

实现收入，2015 年度冠致自动化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1,495.08 万元，预计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033.4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3,329.16 万元，该净利润数超过 3,000 万元。因此，不会出现因

净利润低于承诺数而终止收购计划的情形。 

（2）请独立财务顾问谨慎履行职责，就冠致自动化 2015 年实现净利润是

否达标、是否可能导致交易终止或发生重大变动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结合冠致自动化 2015年 1-10月已审财务数据

以及 2015年 11-12月未审已实现收入，2015年度冠致自动化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1,495.08万元，预计 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033.46 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329.16万元，该净利润数超过 3,000

万元。因此，不会出现因净利润低于承诺数而终止收购计划的情形。 

（3）业绩承诺补充安排中，冠致自动化 2015 年的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3,300

万元的依据，与业绩预测数据不一致的原因 

冠致自动化 2015 年承诺净利润数不低于 3,300 万元系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

《意向协议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冠致自动化）》、《盈

利补偿协议（冠致自动化）》的有关规定，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评估报告业绩

预测数据系根据冠致自动化在评估基准日在手订单及其实施情况等因素，本着谨

慎性原则预测的净利润。评估业绩预测中，冠致自动化 2015 年 11-12 月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533.97 万元。2015 年 1-10 月，冠致自动化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为2,171.58万元，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467.29万元，

因此 2015 年评估预测的冠致自动化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为

3,001.26 万元，高于科大智能可单方面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冠致自动化）》的 3,000 万元临界点；若冠致自动化 2015 年实现扣非后净

利润介于3,000万元至3,300万元之间，依据协议仅需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即可。

同时，冠致自动化未经审计的 2015 年已实现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大

于 3,300万元。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三、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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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业绩承诺补偿安排”中补充披露。 

（4）2015年 1-10月，冠致自动化机器人工作站及其他业务收入仅 1,886.98

万元，但 2015 年 11-12 月的预测收入为 1,555.85 万元，请结合在手订单说明

该预测的可实现性 

2015 年 11-12 月，冠致自动化机器人工作站及其他业务收入预测金额为

1,555.85 万元，其对应在手订单主要为大众六厂项目合同金额 899 万元（不含

税）、威驷贸易电气配套项目合同金额 649万元（不含税），上述项目在业绩预

测时预计均能于 2015 年完成验收。截至目前，上述项目均已完工验收，收入预

测已实现。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或估值情况”之“一、冠致自

动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情况”之“（四）收益法评估结果及变动分析”之

“2、收益法中主要数据的测算过程及依据”之“（1）营业收入”中补充披露。 

2、2013年、2014年、2015 年 1-10月，冠致自动化对上海大众的销售收入

占各期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8.57%、99.04%和 94.91%，对上海大众存在较大依

赖。请补充披露与上海大众签订合作协议的情况，说明对上海大众的销售是否有

可持续性，以及保持主要客户稳定性的措施。 

答复： 

（1）请补充披露与上海大众签订合作协议的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冠致自动化拥有在手订单金额 2.19亿元（不含税），其中

来自上海大众的在手订单金额 2.04亿元（不含税），占在手订单总金额 93.15%。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或估值情况”之“一、冠致自

动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情况”之“（四）收益法评估结果及变动分析”之

“2、收益法中主要数据的测算过程及依据”之“（1）营业收入”中补充披露。 

（2）说明对上海大众的销售是否有可持续性 

冠致自动化作为一家专业的工业智能化柔性生产线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产

品具有个性化、柔性化和智能化的特性。凭借在方案设计、技术研发、模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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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创新等关键环节形成的深厚行业经验积累和技术沉淀，冠致自动化打破了国

外高端机器人企业的长期垄断，成为上海大众 A级供应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在

一线主流汽车侧围焊装生产线细分领域与国外先进巨头直接竞争的企业之一。冠

致自动化对上海大众的销售可持续性分析如下： 

①双方具有稳定、良好和持续的合作基础 

冠致自动化一直与上海大众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对于汽车生产商

而言，生产线由于具有柔性化、多车型混线、控制系统程序复杂、精度要求高、

与生产同步调试等特征，稳定性至关重要，在新增车型时优先选择有合作经历的

合格供应商进行询价。上海大众是汽车行业知名厂商，对汽车制造过程中智能化

生产线的标准要求较高，其在生产线建设过程中，一般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而

是在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择能够与之保持长期合作、能够提供智能化生产线综合

解决方案和具有丰富项目管理经验的供应商，这确保了冠致自动化在原有车型生

产线基础上取得持续订单的空间；另一方面，冠致自动化是上海大众的 A级供应

商，其团队核心成员具有多年服务于大众汽车的丰富经验，在上海大众生产主力

车型的多个制造厂均有其承建的柔性焊装生产线，符合上海大众“替代进口，本

土战略”政策，在方案策划、设计、产品性能及项目管理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水

平，具备能够顺利完成复杂程度较高、规模较大订单项目的能力。 

②上海大众具有较为严格的供应商名录筛选标准 

上海大众对于合格供应商的入选考核有着一套较为严格的流程和标准，通常

需要通过上海大众规划部和采购部联合对供应商技术实力、项目管理水平、过往

项目业绩及经验、项目服务水平等方面综合考察和评判，确定达标合格后方可入

选其合格供应商名录。上海大众为保证其自身产品质量，在选择供应商时会优先

考虑过往合作良好的供应商，一般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冠致自动化目前是上海

大众 A级供应商，可参与上海大众汽车焊装生产线、总装线等领域的项目。 

③冠致自动化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积累 

汽车工业生产过程工艺复杂、精确度要求极高，对智能化生产线的工艺设计

要求十分复杂，对生产线运行精度要求极高，且在量产过程中容错率极低。冠致

自动化作为专业的柔性生产线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在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布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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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体方案的优化与设计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积累，

尤其在高节拍、高自动化率智能化柔性生产线控制技术等领域处于业内较为领先

水平。冠致自动化在提供满足上海大众现有工艺要求的智能化生产线综合解决方

案同时，还积极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从而更好的服务客户。 

④上海大众未来智能化生产线需求较大 

上海大众是我国知名汽车厂商，其汽车生产技术和标准处于行业较为领先水

平，汽车销量连续多年位居我国汽车销售市场前列，2014 年全年销售超过 170

万辆。上海大众当前在中国境内已布局 8家工厂，其多品牌战略（大众、斯柯达

等）、多车型种类（A、B、C级轿车、SUV、MPV、旅行车等）、多生产基地等特征

形成集团化的效应，规模较大。随着汽车消费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以及汽车产品

自身升级换代要求，存在大量因现有车型年度改款、系列车型升级换代以及新车

型投放带来持续的柔性化生产线需求。一方面，上海大众通常保持较为稳定产品

升级换代要求，年度改款通常会带来部件、配饰和外观等改动，系列车型升级会

带来整个车型的更新换代，因此会带动原有生产线的技术改进与新增柔性化生产

线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大众未来将持续投放新车型，会带来智能化柔性

生产线的新增需求。冠致自动化作为上海大众的 A级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合作基

础，同时具备本土化优势，符合上海大众未来“本土化战略”发展方向。 

汽车工业是我国工业生产智能化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上海大众在汽车工业

生产智能化领域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未来随着汽车工业生产智能化进程不断加

快，其新生产线的建设、传统生产线的升级与改造等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十分迫

切，市场空间广阔（根据大众集团公布的公开资料显示，在 2015 年到 2019年的

下一个五年规划中，将加大在华投资，主要用于兴建新工厂和开发新产品）。 

综上所述，冠致自动化对上海大众的销售具有可持续性。 

（3）保持主要客户稳定性的措施 

①加强技术创新和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巩固现有客户的良好合作关系 

凭借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良好的技术服务，冠致自动化设计和研发的智能

焊装生产线获得客户广泛的认可，具有良好的市场口碑。当前，冠致自动化在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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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器人应用技术、智能化柔性生产线控制技术等领域处于业内较为领先水平，

在高节拍、高自动化率生产线关键技术领域成功打破国外知名生产线集成商的技

术垄断，是上海大众在智能焊装生产线项目建设中优先选择的合格供应商，熟练

掌握了上海大众 MQB 平台的 VASS 标准。未来，冠致自动化将加强技术创新和提

升服务水平，继续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品质和进行工艺创新，进一步巩固现有客

户的良好合作关系。一方面，加强在生产线的方案设计、工艺布局、工业机器人

应用领域的技术研发，提升冠致自动化在高节拍、高自动化率生产线关键技术领

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提升冠致自动化的技术服务水平，发挥本土化优

势，加强与已有合作汽车厂商的技术合作与研发，保持现有客户的稳定性和持续

性。 

②积极拓展汽车领域其他客户和非汽车领域客户 

在巩固和提升既有客户市场规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其他汽车厂商客户。同

时，积极抓住我国当前工业智能化下游客户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向汽车产业

以外的领域进行拓展。冠致自动化当前已经积极布局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金

属加工等多个产业的生产自动化领域，为汽车领域新客户和非汽车领域客户的

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冠致自动化承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200 万元、6,500 万元、8,300 万元。请结合在手订单、业务发展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情况等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的预测依据、可实现性。 

答复： 

冠致自动化2016年、2017年、2018年业绩承诺的预测依据及可实现性分析如

下： 

（1）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冠致自动化在手订单 2.19 亿元（不含税），扣除 2015 年

11-12月份实际确认收入金额 0.45亿元，剩余 1.74亿元（不含税）订单预计大

部分将于 2016 年确认收入；同时，冠致自动化正在积极参与上海大众、一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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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沃尔沃、长安福特等车企的新车及改造车型生产线的招投标。随着业务的不

断拓展，在手订单将不断增加，因此，冠致自动化业绩承诺具有可实现性。 

（2）业务发展情况 

冠致自动化一直专注于智能焊装生产线的技术研究、方案设计、产品开发、

项目实施及系统维护，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得到了业界的充分认可，是少

数能打破国外高端机器人企业长期垄断一线主流车企侧围焊接生产线细分领域

的企业之一，在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技术领域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是上海大

众认定的A级供应商。 

冠致自动化所从事的业务属于国家重点鼓励的领域，市场空间广阔，近年来

业绩快速增长。2013年实现收入3,353.70万元、2014年实现收入14,648.42万元、

2015年预计可实现收入21,495.08万元（2015年1-10月已实现17,043.74万元），

2014年较2013年收入增长336.78%，2015年较2014年增长46.74%，收入增长较快。

冠致自动化201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6.18

万元，201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33.06万

元，预计2015年度可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29.16万元（2015年1-10月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2,467.29万元），2015年预计可实现扣非后净利润较2014年增长42.70%，

净利润增长较快。 

下一步，冠致自动化将积极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在巩固和提升既有客户市场

规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其他汽车厂商客户；同时，积极抓住我国当前工业智能

化下游客户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积极向汽车产业以外的领域进行拓展。 

（3）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情况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是国家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与支撑，更是现代化工业发

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和实力体现，工业机器人设备制造及应用水平的提高是提

升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核心和基础。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该行业发

展的重大政策。从国家发展战略、产业培育和发展鼓励政策、科技人才培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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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建设等多方面为我国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为工

业自动化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同行业可比上市收入及净利

润大都保持了高速增长。 

同行业上市公司收入增长情况： 

单位：万元 

证券简称 2012 年营业收入 2013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 2014 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 

智云股份 16,235.44 22,111.89 36.20% 21,903.00 -0.94% 

机器人 104,442.00 131,907.56 26.30% 152,353.51 15.50% 

三丰智能 24,917.37 28,693.13 15.15% 33,394.45 16.38% 

华昌达 25,017.74 21,202.78 -15.25% 43,685.85 106.04% 

天奇股份 171,886.76 174,690.12 1.63% 178,116.74 1.96% 

同行业上市公司利润增长情况： 

单位：万元 

证券简称 
2012 年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3 年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增长率 

2014 年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增长率 

智云股份 310.35 2,808.35 804.91% 2,249.01 -19.92% 

机器人 20,801.61 24,986.14 20.12% 32,567.00 30.34% 

三丰智能 4,500.03 2,474.65 -45.01% 3,009.86 21.63% 

华昌达 3,124.46 1,719.01 -44.98% 4,913.01 185.80% 

天奇股份 4,884.41 4,273.67 -12.50% 9,568.16 123.89% 

冠致自动化是一家专业的工业智能化柔性生产线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主要包括智能焊装生产线、机器人工作站等综合解

决方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提供全方位、智能化和定制化柔性生产线综合解

决方案的企业之一，是国内汽车智能焊装生产线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冠致自动

化近年的收入及利润增长率与同行业五家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处于合理水平。 

综上，冠致自动化所从事的业务属于国家重点鼓励的领域，市场空间广阔，

在行业中竞争力较强，近年来业绩增长较快，目前拥有较多的在手订单，其业绩

承诺具有可实现性。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三、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情况”

之“（四）业绩承诺补偿安排”中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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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3年、2014年、2015 年 1-10月，冠致自动化前五名供应商变动较大，

请补充披露其在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和客户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供应商变动较大

的原因。 

答复： 

（1）报告期内，冠致自动化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①2015 年 1-10 月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占采购总额比例 

1 上海世辰机电有限公司 1,639.72 9.82% 

2 上海苏华工业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935.00 5.60% 

3 江苏建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57.80 5.14% 

4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786.42 4.71% 

5 长春鼎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724.98 4.34% 

合计 4,943.94 29.61% 

②2014 年度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占采购总额比例 

1 长春鼎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86.36 7.48% 

2 上海肤雅进出口有限公司 968.08 7.34% 

3 苏州威名达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63.90 6.55% 

4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675.57 5.12% 

5 上海苏华工业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620.20 4.70% 

合计 4,114.09 31.21% 

③2013 年度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占采购总额比例 

1 上海奥特博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 2,305.50 43.80% 

2 上海富朗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89.20 11.19% 

3 长春大正博凯汽车设备有限公司 575.00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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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噢益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04.52 5.79% 

5 上海恩禧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89.01 3.59% 

合计 3,963.23 75.30% 

（2）前五名供应商变化较大的原因 

冠致自动化主要产品系客户定制化的生产线解决方案，产品具有非标特性，

客户需求存在差异性，不同项目所需原材料部件种类、规格型号、工艺要求等存

在较大差异，因而导致冠致自动化报告期内各年前五名供应商变化较大。报告期

内冠致自动化前五名供应商变化符合冠致自动化所属行业经营特征和实际经营

情况。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上海冠致工业

自动化有限公司”之“（七）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7、主要产品

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之“（3）报告期内，冠致自动化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中补充披露。 

5、2013年、2014年、2015 年 1-10月，冠致自动化主要产品汽车侧围智能

焊装生产线的毛利率分别为 25.71%、33.83%、30.19%，请补充披露毛利率变动

较大的主要原因。 

答复： 

报告期内冠致自动化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收入及毛利率分别为： 

单位：万元 

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2,890.47 13,668.26 12,456.47 

毛利率 25.71% 33.83% 30.19% 

2015年1-10月、2014年、2013年冠致自动化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毛利率

分别为30.19%、33.83%、25.71%。2013年度冠致自动化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

毛利率为25.71%，低于报告期其他各期毛利率，主要原因系冠致自动化成立于

2012年年底，2013年度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业务处于拓展期，业务规模相对

较小，出于市场拓展需要，加之相关成本投入较高，故而整体毛利率不高。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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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0月、2014年度冠致自动化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毛利率较2013年度提

升，主要系随着冠致自动化产品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产品盈利能力提高，

加之收入增长相应规模效应显现，毛利率有所提高。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之“三、冠致自动化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之“（二）盈利能

力分析”之“4、主营业务毛利构成及毛利情况分析”之“（2）主营业务毛利率”

中修改并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冠致自动化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智能焊装生产线。2015年 1-10月、

2014 年度和 2013 年度，冠致自动化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0.83%、32.40%

和 24.84%。报告期内，冠致自动化主营业务毛利率波动主要系智能焊装生产线

毛利率波动所致，而智能焊装生产线主要产品为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其毛

利率变化主要受该产品毛利率波动所致。 

2015年1-10月、2014年、2013年冠致自动化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毛利率

分别为30.19%、33.83%、25.71%。2013年度冠致自动化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

毛利率为25.71%，低于报告期其他各期毛利率，主要原因系冠致自动化成立于

2012年年底，2013年度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业务处于拓展期，业务规模相对

较小，出于市场拓展需要，加之相关成本投入较高，故而整体毛利率不高。2015

年1-10月、2014年度冠致自动化汽车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毛利率较2013年度提

升，主要系随着冠致自动化产品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产品盈利能力提高，

加之收入增长相应规模效应显现，毛利率有所提高。 

6、2015年 12月 10日，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冠致

自动化共同签署《终止对赌协议书》，终止了 2014 年 11 月 28 日、2015 年 9 月

18 日签署的对赌条款。请律师核查对赌协议是否完全终止、是否存在其他未尽

义务或附加条件，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对赌协议的签署情况 

2014 年 11 月 28 日，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冠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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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签署《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债转股（委托贷款及

第二轮增资）之补充协议》，对冠致自动化业绩承诺与补偿、上市时间、交易价

格保护等方面做出约定。 

2015年 9月 18日，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冠致自动

化签署《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第二轮增资之补充协议》。该协议

中，对业绩承诺与补偿、交易价格保护等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2）对赌条款的终止情况 

就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冠致自动化之间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2015 年 9 月 18 日签署的相关协议中的对赌条款，2015 年 12 月 10

日，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冠致自动化共同签署《终止对

赌协议书》，就上述协议涉及的对赌条款予以终止。 

2015 年 12 月 28 日，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冠致自

动化共同签署《终止对赌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书》，各方约定：（1）紫晨投资、旭

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冠致自动化之间于 2014年 11 月 28日、2015年

9 月 18 日签署的相关协议中的对赌条款，已完全终止；（2）紫晨投资、旭强投

资与冠致自动化及陆颖、张滨、颜丙军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相关的未尽义务或附

加条件；（3）该补充协议与《终止对赌协议书》约定不一致的，以该补充协议为

准。 

紫晨投资、旭强投资并出具确认函，确认：“1、因投资冠致自动化，紫晨投

资、旭强投资与冠致自动化及其股东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签署了《关于上海冠

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债转

股（委托贷款及第二轮增资）协议》、《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增资

协议及债转股（委托贷款及第二轮增资）之补充协议》，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签

署了《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第二轮增资协议》、《关于上海冠致工

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第二轮增资之补充协议》；2、因冠致自动化股东与科大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并购重组，紫晨投资、旭强投资已与冠致自动化及其股东

陆颖、颜丙军、张滨协商一致：2015 年 12 月 10 日起终止上述协议中约定的与

冠致自动化 IPO实施时间、业绩承诺与补偿、投资限制、股权退出等涉及对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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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全部条款；3、上述对赌条款终止后，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冠致自动化及

其股东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相关的未尽义务或附加条件；4、若本确认函内容与

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之前出具的声明、承诺、确认函不一致的，以本确认函内容

为准。”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上海冠致工业

自动化有限公司”之“（二）历史沿革”之“5、2015 年 10 月，注册资本增至

1,103.0492万元”中修改并补充披露。 

（3）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海润律师认为：紫晨投资和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以及冠

致自动化的对赌协议已完全终止，不存在未尽义务或附加条件。 

7、2014年 12月、2015年 10月，冠致自动化两次增加注册资本，紫晨投资、

旭强投资均认缴出资，入股价格远低于本次交易作价。请补充披露这两次股权交

易的作价对比，并说明与本次交易作价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其公允性。 

答复： 

根据2014年11月28日签订的《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增资协

议》，紫晨投资、旭强投资对冠致自动化第一次共投资720.00万元（分别为540

万元、180万元），本次增资根据预测的冠致自动化201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500万元为定价基准，按照8倍市盈率计算冠致自动化

估值，即冠致自动化估值为1.2亿元；根据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

张滨、冠致自动化签署《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债转股（委托贷款

及第二轮增资）协议》，紫晨投资、旭强投资有对冠致自动化进行第二轮增资的

权利；依据上述协议，2015年9月18日相关各方签订了《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

化有限公司之第二轮增资协议》，紫晨投资、旭强投资对冠致进行第二轮共投资

1,280万元（分别为960万元、320.00万元），本次增资根据预测的冠致自动化201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3,000万元为定价基准，

按照12倍市盈率计算冠致自动化估值，即冠致自动化估值为3.6亿元；本次交易，

中水致远以2015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对冠致自动化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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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值为80,210.60万元。最终根据交易双方的协商，并且签订了《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冠致自动化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80,000.00万

元。 

冠致自动化估值不同的原因分析如下： 

（1）估值时点不同 

冠致2014年12月、2015年10月两次增资时，其交易对价未经资产评估机构评

估，系按照增资时点预测当年扣非后净利润为定价基准，由增资各方协商后分别

按照8倍、12倍市盈率计算。 

本次估值，由中水致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本着客观、独立、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和操作规范，对冠致自动化股东全

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冠致自动化本次交易对价按照2015年承诺净利润

计算的市盈率为24.24倍。 

（2）股东承担的承诺义务不同 

根据2014年11月28日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冠致自动

化签署的《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债转股（委托贷款及

第二轮增资）之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1）若截至2019年6月30日，冠致自动

化未在国内证券市场公开挂牌发行交易或者被上市公司并购，或者冠致自动化扣

非后净利润连续2年发生下滑等情形，紫晨投资、旭强投资可以定向减资的方式

实现退出；2）陆颖、颜丙军、张滨承诺冠致自动化2014年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500万元，2016年扣非后净利润相对于2015年增长率不低于20%，否则对紫晨投

资、旭强投资予以补偿；3）协议各方对交易价格保护、投后管理等方面做出了

约定。 

根据2015年9月18日，紫晨投资、旭强投资与陆颖、颜丙军、张滨、冠致自

动化签署《关于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第二轮增资之补充协议》，该协

议约定：1）陆颖、颜丙军、张滨承诺冠致自动化2015年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3,000

万元，2016年扣非后净利润相对于2015年增长率不低于20%，否则对紫晨投资、

旭强投资予以补偿；2）协议各方并对交易价格保护、投后管理等方面做出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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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而在本次交易中，冠致动化股东作为补偿义务人承诺冠致动化2016年、2017

年、2018年实际净利润数（指冠致动化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该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为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5,200万元、6,500

万元、8,300万元。 

（3）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及锁定期不同 

冠致自动化2014年12月、2015年10月增资时以现金作为交易对价。而本次交

易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冠致自动化原股东在本

次交易完成后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有锁定期要求。 

（4）交易目的不同 

2014年12月、2015年10月两次增资，紫晨投资、旭强投资合计取得冠致自动

化9.34%股权，冠致自动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科大智能

取得冠致自动化100%股权。交易目的不同对交易价格产生一定影响。 

（5）本次交易作价的公允性 

根据中水致远以2015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冠致自动化100%股权进行

了评估，评估值为80,210.60万元，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本次交易最终作价确

定为80,000万元，本次交易作价小于评估值。同时，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重组

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相关性一致，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分

类，冠致自动化从事工业生产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设计、产品研制、系统实施与

技术服务业务，属于“C制造业——C35专用设备制造业”。目前，二级市场专用

设备制造业的平均市盈率为128.47倍（截至本次交易董事会召开日2015年12月18

日），专用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普遍较高。 

冠致自动化2014年12月、2015年10月增资与本次交易作价存在较大差异的主

要原因系估值时点不同、股东承担的承诺义务不同、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及锁定期

不同、交易目的不同。考虑前述差异，冠致自动化2014年12月、2015年10月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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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次交易作价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或估值情况”之“三、本次交

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之“（四）本次交易作价与紫晨投资、旭强投

资股权交易作价对比情况”中补充披露。 

8、2014 及 2015 年，冠致自动化对管理层及核心人员实施了股权激励。请

补充披露冠致自动化股权激励的具体内容、会计处理方式，业绩承诺期间股权激

励预计摊销费用，并说明在进行收益法评估测算时，不予预测未来期间股权激励

费用的合理性。请会计师对股权激励的成本分摊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发表明确

表意见，请评估机构、独立财务顾问对收益法估值的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冠致自动化股权激励的具体内容 

2014年4月18日，冠致自动化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冠致自动化注册

资本由200万元增至1,000万元，新增800万元注册资本，本次增资价格为1元/股。

其中：陆颖增加注册资本250万元，张滨增加注册资本50万元，颜丙军出资人民

币150万元，刘聪出资人民币60万元，禹和创投出资人民币290万元。 

鉴于：（1）参与2014年4月冠致自动化增资的颜丙军为冠致自动化员工、禹

和创投为冠致自动化员工持股平台；（2）该次增资入股价格低于2014年12月冠

致自动化引进新股东紫晨投资、旭强投资的增资价格。因此，该次增资中，颜丙

军、禹和创投（需扣除股东陆颖、张滨直接、间接持有的冠致自动化相应股份）

的增资属于股权激励。 

（2）冠致自动化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规定，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

取职工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授予后立即可行

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

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 

由于增资时，冠致自动化股权无公开市场交易价格，因此在会计处理时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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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增资日的增资价格（2014年 12月，紫晨投资、旭强投资对冠致自动化第一次

增资）为基础，计算对应的市净率，进而得出 2014 年 4 月颜丙军、禹和创投认

缴出资时点冠致自动化每股公允价值 2.74元。2014年 6月颜丙军、禹和创投实

缴出资额中应确认股权激励的出资额为 161.59 万元，应确认股权激励费用

281.17 万元；2015 年 8 月颜丙军、禹和创投实缴出资中应确认股权激励的出资

额为 189.04万元，应确认股权激励费用 328.92万元。 

截至2015年8月末，颜丙军、禹和创投2014年4月认缴的出资额已全部缴纳完

毕，冠致自动化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份已在报告期内全部确认股权激励费用，因

而进行收益法评估测算时未予预测。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上海冠致工业

自动化有限公司”之“（二）历史沿革”之“5、2015年10月，注册资本增至1,103.0492

万元”中修改并补充披露。 

经核查，华普天健认为，冠致自动化员工股权激励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水致远认为，冠致自动化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份

已在报告期内全部确认股权激励费用，因而进行收益法评估测算时未予预测，本

次交易冠致自动化收益法评估价值公允。 

9、2015年 10月 31日，冠致自动化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

额分别为 820万元、960万元。请补充披露借款方、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 

答复： 

截至 2015年 10月 31日，冠致自动化短期借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银行 借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利率 

上海银行浦东分行 冠致自动化 500.00 2014.11.13-2015.11.12 6.90% 

浦发银行青浦支行 冠致自动化 320.00 2015.08.13-2016.07.12 6.00% 

合计 - 820.00 - - 

注：浦发银行青浦支行短期借款 320万系旭强投资委托浦发银行青浦支行向冠致自动化

提供的委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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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之“三、冠致自动化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

况分析”之“2、负债结构分析”之“（2）流动负债分析”中修改披露。 

截至 2015年 10月 31日，冠致自动化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银行 借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利率 

浦发银行青浦支行 冠致自动化 960.00 2014.12.18-2016.05.17 6.00% 

注：长期借款 960 万元系紫晨投资委托浦发银行青浦支行向冠致自动化提供的委托贷

款。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之“三、冠致自动化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

况分析”之“2、负债结构分析”之“（2）流动负债分析”之“⑥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中补充披露。 

10、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10 月，标的公司华晓精密前五大客户及

前五大供应商中，KAGYO ENGINEERING CO.,LTD 均列于其中，该公司曾是华晓精

密实际控制人刘晓静持股的公司。请说明 KAGYO ENGINEERING CO.,LTD 与华晓精

密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必要性及业务合作模式，并说明交易定价是否公允。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发表意见。 

答复： 

KAGYO ENGINEERING CO.,LTD（以下简称“KAGYO”）成立于2012年4月。2015

年10月，刘晓静已将所持KAGYO全部股权转让。在上述股权转让前，刘晓静持有

该公司50%股权，日本自然人持有该公司50%股权。 

（1）华晓精密向 KAGYO ENGINEERING CO.,LTD 销售的具体内容、必要性、

业务合作模式及定价的公允性 

①向 KAGYO ENGINEERING CO.,LTD 销售的具体内容、必要性及业务合作模

式 

考虑到KAGYO系华晓精密实际控制人刘晓静参与投资的日本企业，该企业对

日本市场情况较为熟悉，华晓精密出于海外市场开拓的需要，因而通过KAGYO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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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日本销售市场。华晓精密向KAGYO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智能物流输送系统，华晓

精密通过KAGYO最终销售给日产车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产车体”）。 

②销售定价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华晓精密出于海外市场开拓的需要，通过 KAGYO 拓展日本销售市

场，考虑到海外市场品牌的培育需要一定的过程以及 KAGYO市场推广需要一定的

费用支出，给予 KAGYO相应销售价格，销售定价具有真实合理的商业背景，遵循

了公允性原则。报告期内华晓精密对 KAGYO的销售价格与 KAGYO 向日产车体的销

售金额进行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华晓精密向 KAGYO 的销售收入 KAGYO 向日产车体的销售收入 

2013 年度 914.97 1,194.21 

2014 年度 501.48 607.45 

2015 年 1-10月 507.94 587.78 

合计 1,924.39 2,389.44 

③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报告期内，华晓精密出于海外市场开拓的需要，

通过KAGYO拓展日本销售市场，对KAGYO的销售金额占比总体较小，考虑到海外市

场品牌的培育需要一定的过程以及KAGYO市场推广需要一定的费用支出，给予

KAGYO相应销售价格，销售定价具有真实合理的商业背景，遵循了公允性原则。 

（2）华晓精密向 KAGYO 采购的具体内容、必要性、业务合作模式及定价的

公允性 

①向 KAGYO 采购的具体内容、必要性及业务合作模式 

华晓精密向KAGYO采购的原材料主要用于生产的部分零部件。报告期内华晓

精密主要客户为雷诺、日产在华合资公司，该类客户对产品生产所需部分零部件

通常要求使用日本产品。考虑到KAGYO系华晓精密实际控制人刘晓静参与投资的

日本企业，该企业对日本国内产品供应情况也较为熟悉，因而报告期内华晓精密

委托该企业代为采购部分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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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采购定价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华晓精密向KAGYO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用于生产的部分零部件，

定价方式为协商定价，具体为华晓精密根据需求向KAGYO下达采购订单，KAGYO

根据订单在日本进行采购，加上一定的费用后销售给华晓精密。华晓精密向KAGYO

的采购具有其合理性，采购定价遵循了公允性原则。华晓精密通过KAGYO采购原

材料种类较多，华晓精密向KAGYO的采购金额与KAGYO的采购金额进行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华晓精密向 KAGYO 采购金额 KAGYO 的采购金额 

2013 年度 342.69 329.51 

2014 年度 971.21 933.86 

2015 年 1-10月 725.80 697.87 

合计 2,039.70 1,961.24 

③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报告期内华晓精密向 KAGYO 的采购具有其合理

性，采购定价遵循了公允性原则。 

11、2015 年 1-10 月，华晓精密营业收入较 2014 年有所下降，但净利润较

2014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请补充披露原因，并说明华晓精密近两年一期智能

物流输送系统、物流器具、智能检测设备三类收入构成大幅波动的原因。 

答复： 

（1）2015 年 1-10 月，华晓精密营业收入较 2014 年有所下降，但净利润较

2014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请补充披露原因 

华晓精密 2015年 1-10月利润表项目与 2014年度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0 月 2014 年度 变化幅度 

一、营业总收入        7,719.14        9,735.60  -20.71% 

其中：营业收入        7,719.14        9,735.60  -20.71% 

二、营业总成本        5,640.01        8,268.30  -31.79% 

营业成本        4,563.16        6,177.14  -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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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金及附加           33.74           71.52  -52.82% 

销售费用          398.37          546.47  -27.10% 

管理费用          881.39        1,320.23  -33.24% 

财务费用           17.61          -64.53  -127.30% 

资产减值损失         -254.26          217.47  -216.9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2,079.13    1,467.31  41.70% 

加：营业外收入        179.70      110.46  62.68% 

减：营业外支出         14.53        0.42  3,334.4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244.30    1,577.35  42.28% 

减：所得税费用        306.00      207.68  47.3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938.31    1,369.67  41.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38.31    1,369.67  41.52% 

由上表可知，2015 年 1-10 月华晓精密收入较 2014 年度下降 20.71%，而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 41.52%，主要系主营业务毛利率提高、期间费用率

下降以及资产减值损失的减少所致。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①华晓精密毛利率提高 

华晓精密 2015年 1-10月、2014年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40.86%、36.55%，

2015 年 1-10 月较 2014 毛利率提高，盈利能力增强，毛利上升因素对净利润贡

献增加。华晓精密收入主要来源于智能物流输送系统，2015年 1-10月主营业务

毛利率提高主要系智能物流输送系统毛利率上升。2015年 1-10 月、2014年度华

晓精密智能物流输送系统毛利率分别为 40.91%、33.56%，2015年 1-10月毛利率

较 2014年度提高了 7.35%，主要原因为 2014年华晓精密业务出现大幅增长，项

目实施工作量大，交货任务繁重，为确保完成生产任务，按时按质向客户交付产

品，树立市场良好形象，抢占市场份额，因而给予员工发放了超额奖励，从而导

致业务成本上升；同时，华晓精密产品系定制化产品，项目之间因技术复杂程度、

实施难度以及功能配置等不同，各年度项目毛利率亦存在一定差异，故而使得

2015年 1-10月毛利率较 2014 年度毛利率有所提高。 

②华晓精密费用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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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晓精密 2015年 1-10月、2014年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16.81%、18.51%，2015

年 1-10月期间费用率较 2014 年下降，主要系华晓精密内部管理的提升以及业务

规模的扩大，费用率下降从而净利润增加。 

③华晓精密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华晓精密 2015年 1-10月、2014年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254.26万元、217.47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主要为计提的应收款项的资产减值，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与

应收款项余额及账龄结构相关；华晓精密 2015 年 1-10 月较 2014 年资产减值损

失大幅减少，主要系收回了对刘晓静及其关联方的往来款 1,855.95 万元所致，

进而资产减值损失减少导致净利润增加。 

综合，华晓精密 2015年 1-10月净利润较 2014年大幅增长。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之“二、华晓精密财务报

告”之“（二）合并利润表”中补充披露。 

（2）说明华晓精密近两年一期智能物流输送系统、物流器具、智能检测设

备三类收入构成大幅波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华晓精密营业收入按产品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0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智能物流输送系统 6,567.94 85.12 6,297.01 64.68 2,831.11 66.15 

智能检测设备 503.28 6.52 2,615.81 26.87 — — 

物流器具 644.82 8.35 822.72 8.45 1,419.02 33.16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7,716.03 99.96 9,735.55 100.00 4,250.13 99.31 

其他业务收入 3.11 0.04 0.06 -  29.63 0.69 

营业收入合计 7,719.14 100.00 9,735.60 100.00 4,279.76 100.00 

华晓精密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智能物流输送系统。报告期内,华晓精密智能

物流输送系统、物流器具、智能检测设备三类收入构成存在波动，其主要原因为： 

①智能物流输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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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晓精密智能物流输送系统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 1-10 月营业收

入分别为 2,831.11万元、6,297.01万元、6,567.94万元，智能物流输送系统营

业收入逐年增长，原因系华晓精密产品主要定位于智能物流输送系统，2013 年

该产品处于业务开拓期，收入较小；随着华晓精密技术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智能

物流输送系统收入规模逐渐扩大。 

②智能检测设备及物流器具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 1-10 月华晓精密智能检测设备及物流器具

营业收入分别为 1,419.02万元、3,438.53万元、1,148.10万元，占同期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33.16%、35.32%、14.87%。近年来华晓精密集中精力开拓主导

产品智能物流输送系统销售市场，加之智能检测设备及物流器具并非华晓精密未

来业务发展重点，因而智能检测设备及物流器具收入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 

12、华晓精密“历史沿革”章节显示，2003 年 1 月设立时，设立人刘晓静

拥有日本永久居留权；但“交易对方”章节显示，刘晓静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请补充披露刘晓静目前是否拥有日本永久居留权，请律师核查后发

表意见。 

答复： 

根据刘晓静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侨务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刘晓静于 2000 年 10 月取得日本永久居留权，

2010年 5月放弃日本永久居留权，刘晓静现户籍所在地为苏州市虎丘区。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华晓精密工业

（苏州）有限公司”之“（二）历史沿革”之“1、2003 年 1月，华晓精密设立”

中补充披露。 

经核查，海润律师认为：刘晓静目前不再拥有日本永久居留权。 

13、请补充披露冠致自动化、华晓精密管理团队及核心人员的背景介绍。 

答复： 

（1）冠致自动化管理团队及核心人员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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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颖先生：中国国籍，1969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西北工业大学本科学

历。曾任深圳陇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克劳斯玛菲（中国）有限公司现

场经理、爱达克车辆工程（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市场总监、天津奥特博格自动

化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海奥特博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冠致自动化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禹和创投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滨先生：中国国籍，1976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哈尔滨理工大学本科

学历。曾任一汽海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设备维护工程师、上海 ABB工程有限公司

机器人售后服务工程师、上海奥特博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冠致自

动化副总经理、禹和创投执行事务合伙人。 

颜丙军先生：中国国籍，1976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甘肃工业大学本科

学历。曾任天津奥特博格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现任冠致自动化副总经

理、禹和创投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立彬先生：中国国籍，1976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天津工业大学本科

学历。曾任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设计三部主管、天津奥特博格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设计二部副部长，现任冠致自动化应用技术部经理。 

夏冬先生：中国国籍，1982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北京理工大学本科学

历。曾任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设计部工程师、项目运营部项目主管，现任

冠致自动化市场部经理。 

詹晓霞女士：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复旦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上海离合器总厂秘书和统计员、上海萨克斯动力总成部件系统有限公司物流

主管、统计和会计、上海联能置信非晶合金变压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置信

非晶变压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冠致自动化财务部经理。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上海冠致工业

自动化有限公司”之“（十二）核心人员情况”中补充披露。 

（2）华晓精密管理团队及核心人员背景介绍 

刘晓静先生：中国国籍，1964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日本城西大学本科

学历。曾任日正电计株式会社职员、主任、海外事业部部长、苏州东晓自动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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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市晶茂塑业科技有限公司监事、香港嘉豪实业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现任华晓精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苏州市美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天晓自动化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吴大熊先生：中国国籍，1978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河南理工大学本科

学历。曾任广运自动化工程（苏州）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及部门经理、华晓精密

技术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华晓精密副总经理。 

蒋淑湘女士：中国国籍，1979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厦门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雄鹰针织品印染（常熟）有限公司会计、翰林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会

计、上海高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财务主管、苏州东方之宝化妆品

有限公司财务主管，现任华晓精密财务部长。 

孙婷女士：中国国籍，1984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青岛科技大学本科学

历。曾任日本阿尔卑斯商务服务株式会社技术部社员、南京康满林化工实业有限

公司外贸销售部日语担当、安曼克进出口有限公司外贸业务部员工，现任华晓精

密海外事业部部长。 

贺沁女士：中国国籍，1989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硕

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英国 Elite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与执行人员，现任华晓精

密综合管理部部长助理。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华晓精密工业

（苏州）有限公司”之“（十二）核心人员情况”中补充披露。 

14、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软件企业认定证书并非业务资质，请修改冠致自动

化、华晓精密“取得的业务资质”的相关表述。 

答复： 

（1）冠致自动化及其下属子公司拥有的其他主要证书 

①其他主要证书 

截至目前，冠致自动化已拥有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公室颁发

的《证书》，项目编号：201501059，项目名称：汽车侧围焊接生产线；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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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②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截至目前，冠致自动化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信息披露如下： 

证书名称 证书/文件编号 被认证人 发证日期 发证机关 有效期 

高新技术企业 GR201431001656 冠致自动化 2014.10.23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

税局、上海市地税局、 

三年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上海冠致工

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之“（十）主要业务资质认证及其他”中修改并补充披露。 

（2）华晓精密及其下属子公司拥有的主要资质 

①主要业务资质 

截至目前，华晓精密及其下属子公司拥有与其业务相关的资质认证情况如

下：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被认证人 发证日期 发证机关 

CE 认证 MDC1327 华晓精密 2014.12.19 瑞士通用公正行 

CE 认证 SHEM141000272001MDC 华晓精密 2014.12.23 瑞士通用公正行 

②其他 

截至目前，华晓精密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信息披露如下： 

证书名称 证书/文件编号 被认证人 发证日期 发证机关 有效期 

高新技术企业 GR201332000908 华晓精密 2013.12.03 

江苏省科技厅、江苏

省财政厅、江苏省国

税局、江苏省地税局 

三年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苏-2014-E0149 天晓自动化 2014.12.26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 

软件企业

认定证书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华晓精密工

业（苏州）有限公司”之“（十）主要业务资质认证及其他”中修改并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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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6日 


	1、本次交易方案中，若冠致自动化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低于3,000万元，则科大智能有权单方面终止收购协议。草案显示，冠致自动化2015年1-10月净利润为2,112.63万元，2015年11-12月预测净利润为534.16万元，合计2,646.79万元。请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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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5年1-10月，华晓精密营业收入较2014年有所下降，但净利润较2014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请补充披露原因，并说明华晓精密近两年一期智能物流输送系统、物流器具、智能检测设备三类收入构成大幅波动的原因。
	12、华晓精密“历史沿革”章节显示，2003年1月设立时，设立人刘晓静拥有日本永久居留权；但“交易对方”章节显示，刘晓静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请补充披露刘晓静目前是否拥有日本永久居留权，请律师核查后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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