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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7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召开 2020 年第 28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

会议审核结果，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公司已就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进行了回复。 

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发出的二次审核意

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意见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逐项落实，

对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并就有关情况做出书面回复，请予审核。 

在本回复中，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北京翠微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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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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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019 年，标的资产保险导流实现收入 6784.99 万元，请

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在保险导流业务中公司履行的具体义务，是

否对公司未来经营造成风险，请会计师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海科融通向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机构（以下合称“保险机构”）提供导流服

务，通过在其收单商户的 APP 界面中提供弹出窗口，商户自主选择或不选择相

关产品服务，若最终成交便获取一定的推广服务收益。 

一、海科融通在保险导流业务中履行的具体义务 

海科融通在开展保险导流业务过程中需要履行的具体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在其收单商户的 APP 界面中提供弹出窗口，商户自主选择或不选择相关

产品服务。 

2、在商户选择相关产品服务的前提下，接受商户的委托向保险机构及相关

方提供商户的基本信息。 

3、在商户选择相关产品服务的前提下，接受商户的委托完成相关服务扣款，

并支付给保险机构完成投保。 

4、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数据格式传输合作保险产品所需的数据，并维持系

统的正常运转及稳定。 

5、在出现网络平台不能正常使用等情况时，及时联系各方解决。 

二、开展保险导流业务不会对未来经营造成重大风险 

（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签署合作协议，合作保险机构已将相关产品在保

险监管机构进行备案，保险导流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海科融通未来经营造成

重大风险 

在开展该业务过程中，海科融通与保险机构等相关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

的原则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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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及相关监管政策要求签署合作协议，为合作方提供导流服务。海科融通已与相

关方签署合作协议并履行合同义务，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关

协议对海科融通在保险导流业务中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截至目前，相关协议履

行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协议继续履行的争议或纠纷，合作保险机构已将相关产

品在保险监管机构进行备案。 

因此，保险导流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海科融通未来经营造成重大风险。 

（二）保险导流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1、为积极响应商户需求，提升综合商户服务能力，海科融通 2018 年末以

来上线保险导流业务后推广效果良好 

基于商户对结算资金安全到账的需求，早在海科融通开展保险导流业务之前，

市场上就已出现相关产品及业务。保险公司针对商户的需求，推出了资金安全到

账类保险产品，并寻求与收单机构合作，充分利用收单机构的商户规模优势达成

产品推广效果。一方面，通过开展保险导流业务，相关第三方支付机构可额外增

加一部分增值服务收益；另一方面，在新增商户的拓展过程中，相关资金安全到

账类保险产品的呈现为商户提供了增强保障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标的公

司新增商户的拓展。 

为积极响应商户需求，提升综合商户服务能力，海科融通于 2018 年 7 月内

部立项，经过相关调研、论证和系统测试等准备，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在其业务

系统中上线保险导流业务，上线以来推广效果良好。2018 年以来，海科融通保

险导流业务形成的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保险导流服务收入 3,031.54 7,569.34 14.45 

注：2019 年和 2020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2、新增商户投保率整体趋于相对稳定，保险导流业务将随收单业务保持持

续经营 

保险导流业务上线后，选择相关产品服务的商户以新增商户为主。2019 年

一季度，由于保险导流业务处于新上线推广期，公司在商户 APP 中对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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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集中推广展示，新增商户投保率较高。随着商户对保险产品认知程度提高，

保险产品展示频次恢复正常，因此 2019 年二季度以来新增商户投保率较一季度

下降，此后整体趋于稳定。 

2019 年第一季度以来，海科融通各季度新增商户投保率情况如下： 

2019 年以来各季度新增商户投保率情况 

 

注：投保率=定制机投保商户数/定制机新增商户数 

作为增值业务的一种，保险导流业务随着收单业务的发展而产生。未来，海

科融通将持续巩固并提升收单业务主业，积极拓展新增商户，新增商户入网后将

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或不选择相关产品服务，从而为保险导流业务的持续发展

提供基础。 

从业务的持续运营来看，保险导流业务将随收单业务共同发展，保持持续经

营。 

3、综合选择与更合适的保险机构合作，不存在重大依赖保险机构的情形 

自 2011 年首批获得全国收单业务牌照以来，海科融通积极拓展主营业务，

并积累了庞大的商户规模，截至 2020 年 5 月末活跃商户数达 855.74 万户。长期

以来，海科融通积极探寻合适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商户资源增加盈利点。保险导

流业务中，海科融通作为重要的流量控制方，通过综合选择与更合适的保险机构

合作，不仅拓展了增值服务收入，而且也有利于巩固收单主业、提高用户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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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家保险公司而言，其理论上均可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定制相关产品，并

与收单机构进行合作。 

自决定上线保险导流业务以来，海科融通先后与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泰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等保险机构进行了接洽，并商谈合作方案。业务推进过程中，海

科融通在综合考虑各家产品、系统对接、服务收益等因素后，与新疆前海联合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目前合作情

况良好。未来，海科融通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积极在市场上选取更有竞争力的

合作方，共同为广大商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保险导流业务中，海科融通综合选择与更合适的保险机构合作，不存

在重大依赖保险机构的情形。 

4、保险导流业务收入确认准确，不存在其他可预期的新增大额成本 

海科融通已与相关保险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依据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海科融通基于所提供的保险导流服务收取服务收入。商户在选择相关产品服务后，

海科融通对于扣取、支付的保费仅作为代收代付款项处理，不确认收入。海科融

通根据保险机构出具的月结算单，对交易数据进行核对，并以此为基础按协议约

定的服务收费比例计算当月的保险导流服务收入，相关收入确认准确。海科融通

与前述 2 家保险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服务收费比例均依据商业谈判确定。 

海科融通的保险导流业务系基于收单业务衍生的增值服务，导流收入的取得

依托于公司开展收单业务的拓展投入（商户基础）和终端投入（展示媒介）；同

时，保险导流业务直接相关的方案设计、系统搭建、日常运维等，海科融通均需

投入资源。因此，保险导流业务发生的成本已实际包含在收单总成本中。在成本

核算时，海科融通将产生保险导流服务收入的收单总成本在收单业务和保险导流

业务之间进行分摊。具体分摊方式为：首先，按照交易规模将成本在购买保险交

易和未购买保险交易之间分摊；之后，将购买保险交易对应的成本部分按照保险

导流服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收单收入+保险导流服务收入）的比重，计算出保险

导流服务成本。海科融通从内部管理角度，在核算时根据保险导流业务的收入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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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匹配一部分成本，具有合理性。除此之外，海科融通不存在其他应计未计的成

本。目前，保险导流业务已稳定运行，不存在其他可预期的新增大额成本。 

整体来看，截至目前保险导流业务开展情况良好，未来具有可持续性。 

（三）海科融通积极拓展包括保险导流业务在内的增值服务，未来具有发

展空间 

与收单业务相比，保险导流业务属于增值业务的一种类型，目前收入规模及

占比仍相对较小。与此同时，标的公司正积极拓展综合商户服务能力，深度挖掘

商户价值，在收单服务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信息服务、营销服务、会员服务等其他

类型的增值服务，扩大增值业务规模，增强收单商户粘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在

继续利用好流量资源开展相关导流业务的同时，标的公司近期正就“积分云电商”

业务进行前期筹备，未来的支付场景中用户可获取积分并在积分商城中换购合作

商家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用户粘性，同时在运营中获取相应的增值

服务收益。 

根据公开信息查询，部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其年报中披露了增值服务业

务的发展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19 年 2018 年 

增值服务 占支付业务比例 增值服务 占支付业务比例 

拉卡拉 44,174 10.18% 20,117 3.86% 

汇付天下 51,850 18.58% 4,671 1.72% 

注：拉卡拉增值服务收入取其披露的“商户经营业务”，支付业务收入取其披露的“支

付业务”；汇付天下增值服务收入取其披露的“SaaS 服务”，支付业务收入取其披露的“综

合商户收单”。 

由上表，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拉卡拉、汇付天下近年来增值服务收入的规模

增长较快，且其占核心主业支付业务收入的比例亦快速提升，一定程度上反应了

行业内公司积极拓展增值服务业务的发展趋势。相对而言，海科融通报告期内增

值服务收入的规模及占比均较小，未来具有发展空间。 

本次盈利预测在 2019 年基础上，未来期按 2019 年占收单收入的比例 2.83%

整体预测增值服务所产生的收入，具体预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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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1-12 月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其他收入 1,285.29 9,095.52 10,490.04 11,585.28 11,585.28 11,585.28 

占收单收入 2.60% 2.83% 2.83% 2.83% 2.83% 2.83% 

整体来看，海科融通预测期增值服务所产生的收入最高仅为 11,585.28 万元，

预测结果相对谨慎。 

综上，海科融通积极拓展包括保险导流业务在内的增值服务，符合行业的发

展趋势。相较于可比公司，海科融通目前增值业务规模较小，未来具有发展空间。 

（四）保险导流业务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对保险导流业务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提示如下： 

“为积极响应商户需求，提升综合商户服务能力，海科融通 2018 年末以来

上线保险导流业务后推广效果良好。2018 年、2019 年 1-10 月，海科融通实现保

险导流服务收入 14.45 万元、6,784.99 万元。作为增值业务的一种，保险导流业

务随着收单业务的发展而产生。未来，海科融通将持续巩固并提升收单业务主业，

积极拓展新增商户，新增商户入网后将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或不选择相关产品

服务，从而为保险导流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从业务的持续运营来看，保险

导流业务将随收单业务共同发展，保持持续经营。截至目前，保险导流业务开展

情况良好。即便如此，仍无法完全排除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等的不利变化，从而

影响保险导流业务的盈利能力。因此，保险导流业务的盈利能力存在下降的风险。”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海科融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与保险机构等相关方签署

协议，并履行协议项下相关义务，包括在其收单商户的 APP 界面中提供弹出窗

口、接受商户委托提供商户的基本信息和完成相关服务扣款等。合作保险机构已

将相关产品在保险监管机构进行备案，保险导流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海科融通

未来经营造成重大风险。为积极响应商户需求，提升综合商户服务能力，海科融

通 2018 年末以来上线保险导流业务后推广效果良好；新增商户投保率整体趋于

相对稳定，保险导流业务将随收单业务保持持续经营；海科融通综合选择与更合

适的保险机构合作，不存在重大依赖保险机构的情形；保险导流业务收入确认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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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不存在其他可预期的新增大额成本。海科融通积极拓展包括保险导流业务在

内的增值服务，符合行业的发展趋势。相较于可比公司，海科融通增值业务规模

较小，未来具有发展空间。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对保险导流业务盈利能力

下降的风险补充进行风险提示。 

经核查，律师认为：海科融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与保险机构等相关方签署协

议，并履行协议项下相关义务，截至目前合作各方履约情况良好，保险导流业务

的正常开展不会对海科融通未来经营造成重大风险。 

四、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五、主营业务发展

情况/（十五）标的公司保险导流业务基本情况”“重大风险提示”及“第十三

节  风险因素/二、与标的资产经营相关的风险”等处对上述情况予以补充披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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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二次审

核意见回复》之盖章页）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