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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时锐 联系电话：025-83387709 

保荐代表人姓名：李伟 联系电话：025-83387759 

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特光学”、“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对蓝特光学进行持续督导，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二、重大风险事项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研发能力未能匹配客户需求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具有定制化和非标准化特征，能否将客户产品理念快速转化

为设计方案和产品的设计研发能力，是公司是否可以从行业竞争中胜出的关键。

目前公司的下游行业包括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具有技术密集的特点，对产品

技术要求较高，部分行业产品更新换代快、技术革新相对频繁，行业内企业一直

在不断研发新的技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产品的应用场景、性能指标等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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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如果公司的设计研发能力和产品快速迭代能力无法与下游行业客户的产品

要求及技术创新速度相匹配，或者公司无法适应终端产品技术路线的快速更迭，

则公司将面临客户流失风险，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均可能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2、核心技术泄密、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公司为技术导向型企业，虽然将部分核心技术申请了专利，但仍存在部分技

术细节以技术秘密的形式予以保护，存在技术人员违反有关规定向外泄露或技术

被他人盗用的可能。同时，公司所处行业技术人才往往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其

对于新产品设计研发、产品品质控制等具有重要的作用，研发项目的顺利进行也

需要不断增强的技术人才团队作为保障。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公司面

对的人才竞争也将日趋激烈，技术团队的稳定性将面临考验，存在技术人员流失

的风险。若核心技术泄密、技术人员流失，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客户相对集中、产品定制化风险 

公司下游客户一般会综合考虑技术实力、生产规模、响应速度、合作历程等

因素对供应商进行选择，在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时，公司可能将面临主

要客户减少采购需求或者降低采购价格的情形，届时公司工艺优势及规模效应等

优势无法体现，进而对经营业绩、毛利率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下游更新迭代速度快，产品又存在定制化、非标化的特点，

部分产品项目周期的到期亦会对公司短期效益带来不利影响。 

2、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带来的风险 

光学光电子产业链分工精细，全球化程度高，因此易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和

贸易政策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欧美国家在相关技术、设备等方面拥有较为明

显的优势，中美贸易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3、项目推进未达到预期的风险 

为及时抓住市场发展机遇，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正积极推进一系列项

目建设。但在项目建设进程中，受行政审批、资金筹措、规划调整等多重因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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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项目建设进度可能不及预期；同时，公司的项目建设具有前瞻性，受宏观经

济、市场竞争、行业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新项目经济效益的实现周期

存在不确定性。为此，公司持续关注政策及市场变化，与相关各方保持密切有效

沟通，积极、稳健推进项目建设。 

（三）财务风险 

1、存货跌价风险 

公司目前采用的是“以销定产+合理备货” 的经营模式，期末存货主要系根

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及发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在产品，同时也会存

在根据客户订单计划等因素提前采购部分原材料，或为保证及时交付而提前进行

一定的备货，如因备货的产品市场需求发生不利变化、直接客户取消订单或采购

意向，公司可能存在提前备货的存货发生大额跌价的风险。 

同时，公司近期购置较多相关设备资产，投入较大，使得固定成本提高较多，

若公司产品产量因市场需求波动出现大幅减少，或因丧失竞争力而出现大幅降价，

也可能导致存货发生大额跌价准备，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汇率风险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呈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人民币汇率波动日趋市场化及复杂

化，受国内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若未来人民币汇率发生较大波动，

则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四）行业风险 

光学行业面向科学前沿并服务于国民经济社会，也是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关键

环节，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促进光学及相关行业的科研创新及产业化， 这

些政策也极大促进了我国消费电子、汽车电子、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产业规

模的扩大，为光学产品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尽管在未来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

我国产业政策将继续大力扶持光学行业的发展，但仍存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

宏观经济波动、技术更迭等因素，对政策的落实或新政策的出台造成一定的不确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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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消费电子、汽车电子、 AR/VR、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迅

速发展，为光学光电子开拓了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市场空间。随着行业技术的不

断进步，市场的逐步成熟，行业内外企业的投资意愿将不断增强，行业壁垒逐步

削弱，市场竞争面临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五）宏观环境风险 

全球经济和中美贸易政策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

响。全球经济放缓可能对消费电子、汽车、半导体等行业带来一定不利影响，进

而影响公司业绩。 

三、重大违规事项 

无。 

四、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持续督导期 

（2023 年 1-12 月）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754,463,485.95 380,366,107.43 9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908,358.79 96,068,395.87 8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1,659,577.52 34,337,000.97 37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316,360.49 66,209,410.73 238.80 

主要会计数据 
本持续督导期末 

（2023年 12月 31日） 
上年度末 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4,209,386.28 1,505,381,236.10 8.56 

总资产 2,288,053,049.99 1,926,668,701.06 18.76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持续督导期 上年同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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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2 月）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4 8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4 87.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40 0.09 3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7 6.48 增加 4.79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0.12 2.31 增加 7.81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8.69 17.42 减少 8.73 个百分点 

（三）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4,463,485.9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35%，

主要系公司把握消费电子、汽车智能驾驶等领域的发展机遇，2023年度公司主要

产品光学棱镜、玻璃非球面透镜、玻璃晶圆收入都呈现增长。 

2、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9,908,358.79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87.27%。净利润增长一方面是得益于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系公

司通过产品结构升级及成本优化等措施，使得2023年度综合毛利率增加4.46个百

分点。 

3、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61,659,577.5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0.8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的增长比

例高于净利润增长比例，主要系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第四季度新购置设备税前

100%加计扣除政策带来的税收优惠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导致2022年非经常性损

益较大。 

4、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38.80%，主要

系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5、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634,209,386.28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8.56%，主要系2023年盈利所致；总资产2,288,053,049.99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8.76%，总资产增长较多主要系2023年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所致。 

6、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4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50%，扣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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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0.4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4.44%，主要系公司2023

年度净利润增加所致。 

7、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1.27%，较上年同期增加4.79

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12%，较上年同期

增加7.81个百分点，主要得益于公司本期净利润大幅提高。 

8、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8.69%，较去年同期减少8.73

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98.35%，而研发费用总金

额同比变动不大。 

五、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是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贯坚持自主创新，始终把

技术创新作为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先后建设了“蓝特光学元件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 “浙江省蓝特高精

度光学元件研究院” 。依托公司长期的行业积累、优秀的技术人才以及合理的

研发体系，公司的技术水平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形成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公司

在光学行业深耕多年，包括核心技术人员在内的专业团队对光学加工工艺具有独

到的理解，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诀窍，使得公司在工艺领域掌握了包括超高精度玻

璃靠体加工、超高效大批量胶合切割、玻璃非球面透镜模具制造补偿、多模多穴

热模压加工、高精度中大尺寸超薄晶圆加工、光学级高精密光刻在内的多项核心

技术，并在主要产品的生产中加以综合运用。 

（2）生产管控优势 

公司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通过了 ISO 9001、IATF 16949 质量标准体系

认证，并建立了覆盖产品设计和开发、供应商管理、原材料检验、生产过程控制、

产成品质量检验、客户管理和售后服务全过程的系统化质量管理体系。公司组建

了专业性强、经验丰富的质保团队，对业务全流程进行监督。 为继续加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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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与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近年来公司在生产流程中积极推动信息化、自动

化改革，通过设计开发高效的 MES 系统、加大对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投入等方式， 

确保了大规模量产过程中对高品质的严格要求。在产品性能检测上，公司引进了

国内外各种高性能光学检测设备和环境检测设备，引进了先进的精密检测仪器，

保证了产品的良率和使用的稳定性。得益于严格的生产管控能力，公司的多款产

品能够达到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精度要求并确保稳定的供货品质。 

（3）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深耕光学元件行业多年， 通过持续在技术研发、质量管控等方面的投

入，为客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快速响应的优质服务，现已成为多家全球

知名企业的优质合作伙伴。上述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需要对供应商技术研发能

力、规模量产水平、品牌形象、质量控制及快速反应能力等进行全面的考核和评

估，并对进入供应体系后的表现进行持续考察。由于上述知名企业较为重视其供

应商结构的稳定性，尤其对于具备较高技术实力及规模量产能力的供应商，而公

司进入上述企业的供应链体系后，通过快速响应的能力、稳定的产品质量、及时

交付及量产保证的能力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因此，当因下游客户技术更迭、

新品发布而产生业务机会时，公司具备客户资源和先发优势。 

（4）产品布局优势 

公司产品类型丰富、规格齐全，目前产品涵盖了各类光学棱镜、玻璃非球面

透镜、玻璃晶圆等，具体产品种类达数千种，从用途上覆盖了消费电子、汽车电

子、 半导体加工、光学仪器等领域。依托多年行业积累和对客户需求的动态把

握，公司组织专门的研发力量，根据客户需求对产品进行创新，并通过设备、工

艺等方面的不断优化，具备了大规模定制化量产能力，能够以批量生产的方式满

足业内知名企业对产品的苛刻要求。公司通过战略性的产品布局，使得公司能够

适应未来市场的变化并逐步完成对产品的转型升级。 

（5）管理能力优势 

公司高度重视内部管理，通过创造稳定的生产环境和建立授权式的企业文化，

来满足客户多品种、多规格、小批量订制及少品种大批量订制的需求。通过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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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公司形成了高效、科学、清晰的组织架构，目前公司的研发管理、运

营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财务管理运作高效有序。同时，公司拥有稳

定、高效的光学行业专业管理团队，该团队具有多年的产品研发、产业化运营管

理及市场经验，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管理专家，对光学行业的发展趋势具有良好的

专业判断能力，能够敏锐地捕捉行业内的各种市场机会。 

（二）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2023年，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六、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2023年，公司费用化研发投入金额为6,557.5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7.15万

元，下降1.01%，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较小。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8.69%，较去年同期减少8.7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大幅

增长98.35%，而研发费用总金额同比变动不大。 

（二）研发进展 

2023年，公司在光学棱镜、玻璃非球面透镜、玻璃晶圆等方面不断进行技术

创新，新申请国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共11

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外观设计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项；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新获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外观设计专

利6项，软件著作权2项——公司累计获得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65项，外

观设计专利8项，软件著作权8项。 

七、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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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8月2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蓝特光

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29号）同意，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9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5.41

元，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63,026.9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7,513.30万元（不含

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5,513.60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20]377号《验资报告》。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管

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专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连同保荐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4 个募集资金专户、4 个定期存款账户，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秀洲支行 1204068029200069890 0.00 活期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 8110801012102046497 28,913.15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嘉兴科技支行 19380401040010001 0.00 活期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 8110801011602792789 139,589,023.98 活期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 8110801022102669909 10,000,000.00 大额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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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 8110801022402669906 10,000,000.00 大额存单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 8110801023002669904 10,000,000.00 大额存单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 8110801023002669900 10,000,000.00 大额存单 

合计  179,617,937.13  

（三）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55,513.60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35,138.21 

利息收入净额 B2 2,112.93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6,079.79 

利息收入净额 C2 1,553.26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41,218.00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3,666.19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17,961.79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7,961.79 

差异 G=E-F -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投入高精度玻璃晶圆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467.88 万元，

微棱镜产业基地扩产项目 5,611.91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六）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11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8,000 万元（含 18,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人民币 1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公司对该部分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安排与使用，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 

2023 年 12 月 5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截至该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8,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及时将上述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4,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使用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理财产品、结构性

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有效。 

2023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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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起始日 到期日 
是否

收回 

理财收

益（万

元） 

中信银行

嘉兴分行 

大额存单

A00620200106 
10,203.33 3.80 2020/9/21 2023/3/18 是 996.67 

中信银行

嘉兴分行 

大额存单

A00620200106 
5,101.67 3.80 2020/9/21 2023/3/18 是 498.33 

中信银行

嘉兴分行 

大额存单

A00620230139 
1,000.00 3.00 2023/3/20 

封闭三个月

后随时转让 
否  

中信银行

嘉兴分行 

大额存单

A00620230139 
1,000.00 3.00 2023/3/20 

封闭三个月

后随时转让 
否  

中信银行

嘉兴分行 

大额存单

A00620230139 
1,000.00 3.00 2023/3/20 

封闭三个月

后随时转让 
否  

中信银行

嘉兴分行 

大额存单

A00620230139 
1,000.00 3.00 2023/3/20 

封闭三个月

后随时转让 
否  

合  计  19,305.00     1,495.00 

5、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

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

等）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五）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2023 年 10 月 18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高精度玻璃晶圆产业基地建设

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1,284.30 万元以及募集资金账户历年理财与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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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2,254.56 万元，投入“微棱镜产业基地扩产项目”。 

（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 年，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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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5,513.6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79.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1,284.3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218.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8.34%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诺

投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高精度玻

璃晶圆产

业基地建

设项目 

是 26,819.97 5,535.67 5,535.67 467.88 5,535.67  100.00 [注 4] [注 4]  否 

微棱镜产

业基地建

设项目 

是[注 1] 20,893.63 20,893.63 20,893.63  22,230.59 1,336.96[注 3] 106.40 2023 年 6 月 4,262.88 是 否 

微棱镜产

业基地扩

产项目 

否  23,538.86[注 2] 23,538.86 5,611.91 5,611.91 -17,926.95  23.84  [注 5] [注 5]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7,800.00 7,800.00 7,800.00  7,839.83 39.83 100.51    否 

合  计 － 55,513.60 57,768.16 57,768.16 6,079.79 41,218.00 -16,550.1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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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高精度玻璃晶圆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由于 VR/AR 下游终端产品市场推进节奏不及预期等原因，导致项目建设进度

较原计划有所滞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2022 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并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行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该议案有效期结束前已全部归还。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详见“（四）/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微棱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变更投资总额，未变更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注 2]公司将“高精度玻璃晶圆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1,284.30 万元以及募集资金账户历年理财与利息收入金额 2,254.56 万元，合计 23,538.86 万元变更用途投入

“微棱镜产业基地扩产项目”。 

[注 3]公司将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资金中的 1,336.96 万元用于微棱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注 4]高精度玻璃晶圆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由于 VR/AR 下游终端产品市场推进节奏不及预期等原因，导致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尚处实施阶段。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后续公

司将根据下游市场发展情况，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注 5]微棱镜产业基地扩产项目尚处实施阶段，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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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蓝特光学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严格执

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2023 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技术人员持股存在变动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身份/职务 期初持股数 期末持股数 股份变动量 变动原因 

姚良 董事、副总经理 1,252,000.00 852,000.00 -400,000.00 
股权激励回

购注销 

郑斌杰 董事会秘书 25,000.00 - -25,000.00 
股权激励回

购注销 

陈骏 财务总监 213,000.00 100,000.00 -113,000.00 减持 

章利炳 副总经理 775,000.00 670,000.00 -105,000.00 
股权激励回

购注销、减持 

徐明阳 核心技术人员 852,000.00 728,000.00 -124,000.00 减持 

李青松 核心技术人员 1,913,155.00 1,889,655.00 -23,500.00 减持 

王晓明 董事（离任） 11,086,000.00 4,927,399.00 -6,158,601.00 减持 

俞周忠 

副总经理（离

任）、董事会秘

书（离任） 

3,408,000.00 3,622,000.00 214,000.00 增持 

注：王晓明、俞周忠已在本持续督导期内离任。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股份质押、冻结的情况。 

十、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