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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投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5,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主营业务的持续增长需要流动资金作为保障 

（1）胶粘剂作为应用广泛的工业材料，迎来较大市场空间 

当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韧性好、潜力足、空间大

的特征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产业结构

升级的促进下，胶粘剂作为应用广泛的工业材料，将随着下游行业的持续增长迎

来较大的市场空间。根据中国胶粘剂和胶粘带工业协会发布的《中国胶粘带和胶

黏剂市场报告及“十三五”发展规划》显示，2020 年我国胶黏剂产量将达 1,033.7

万吨，销售额 1,328 亿元，我国胶黏剂行业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2）公司经营规模扩张导致流动资金需求增加 

目前公司已在湖北、上海、广州、常州四地进行了产业布局，并根据市场销

售规模扩大的需求，投资建设了宜城回天年产 2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胶粘剂及年产

1 万吨车辆用新材料建设项目；相继安装投产一批具备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全自

动产线。随着公司近年来的产线扩建、技术设备改造升级、产品工艺流程优化、

科研及检测仪器设备更新完备，公司的生产技术稳步提升、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产品质量持续提高，产能产量、销售规模和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公司经营规模

扩张导致管理、技术、人才投入等方面的流动资金需求增加。  

此外，公司近年来先后通过设立子公司、控股等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外延式

扩张，通过设立湖北回天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回天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回天新材料（宜城）有限公司，实现技术的提升和下游产业链的延伸，从而

布局细分领域、实现优势互补。为最大化发挥协同效应，公司前期产业链扩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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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整合需要充足的流动资金提供保障。 

（3）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流动资金需求增加 

公司作为国内胶粘剂的龙头企业，近年来收入规模也不断增长。2017 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年 1-6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5.15 亿元、

17.40 亿元、18.80 亿元及 10.24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33.90%、14.81%、

8.06%及 16.87%。受益于行业需求快速发展，公司预计在未来几年经营规模将

持续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2、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需要流动资金作保障 

（1）公司始终把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放在首位，持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 

先进的技术是公司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公司始终坚持技术研发在经营

中的重要地位，将技术研发作为公司可持续经营的支柱。公司已取得了多项科研

成果，其中 2 项产品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4 个系列产品被列入“国家级火炬

计划项目”；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等 13 项政府科技奖励；参与起草、修订

15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141 项

专利权，其中发明专利 75 项、实用新型专利 54 项、外观设计专利 12 项。 

为保持公司在胶粘剂领域的领先优势，公司研发投入逐年增加，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6,740.47 万元、7,281.29 万元及 9,219.58 万元，

最近两年研发投入增速分别为 8.02%、26.62%，始终保持较大研发投入。 

（2）高标准、高附加值的新兴市场要求更多流动资金投入研发 

随着 5G 通信、高铁、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的快速

崛起，胶粘剂在新兴行业迎来井喷式需求，同时对产品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以高端工程胶粘剂为主导产品，以市场为导向，聚焦高端产品、下游行业和

大客户，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继续推进低成本和

高质量的精品战略，加大科研投入，加速实现技术持续升级，促进产品结构持续

优化。 

为深化与华为等战略大客户合作，提高 5G、通信电子用胶粘剂等新材料的

产品技术水平和对行业标杆客户的服务能力，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对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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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广州回天增资 9 千万元，并设立通信电子材料技术研究院，整合内外部研发技

术资源，建立以 5G、通信电子产业领域高端胶粘剂等新材料的技术研发应用平

台，促进公司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研发创新是公司内生增长的重要源动力，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

尤其将在高标准、高附加值的新兴市场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升级促进产品升

级。公司在研项目的推进及新研发项目的实施，均需充足的流动资金作为保障。 

3、胶粘剂行业特点对营运资金有较高要求 

胶粘剂产品应用领域十分广泛，涉及众多行业，产品种类多样。在有限的生

产能力下，为保证交货速度，公司保持了安全库存规模，随着未来公司产品种类

的丰富和业务的快速增长，公司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提高经营效率。 

同时，公司的销售一般会给客户一定的信用期，特别是下游光伏行业普遍应

收账款账期较长，虽然公司应收账款不存在重大坏账风险，但由于应收账款需要

一定的回收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流动性。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平均为 18.92%，随着公司未来营业收入规模的增加，应收账款规模

也将进一步增长，对营运资金的需求相应增加。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将有所增加，有利于增

强公司资本实力，促进公司在相关领域积极稳妥布局业务，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及

市场竞争力，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公司内控体系完善，保障募集资金的合理规范使用 

公司己建立了以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通过不断改

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制环境。在募集资金

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使用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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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

用风险。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涉及报批事项。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能

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公司的研发、生产和服务实力，有助于提升

公司品牌影响力、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提高盈利水平，

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将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人员、资产、

财务以及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保持与公司关联方之

间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并投入使用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

将有所增长，营运资金将得到进一步充实，同时有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

财务风险，提升公司运营规模和经济效益，从而为公司和股东带来更好的投资回

报。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的

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

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盈利水平，有利于

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本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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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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