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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兴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Z H O N G X I N G H U A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L L P 
地址（ l o c a t i o n）：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 0 号丽泽 S O H O   B 座 2 0 层 
20/F,Tower B,Lize SOHO,20 Lize Road,Fengtai District,Beijing P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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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1）第 030062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

101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已收悉。根据贵所出具的审核问询函的要求，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对审核问询函

中涉及本所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 

现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有关问题向贵所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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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前次募集项目 

根据申报文件，（1）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包括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金

刚线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2）经相应程序审议，公

司将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金刚线产业

化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5,700 万元，共计 16,700 万元募集资金进行变更。

变更使用的募集资金拟用于新项目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

目；（3）公司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系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中，现有行政办公

及员工宿舍场地充足，推迟建设相关基础建设的建设进度；另金刚线产业化项目

中，公司金刚线制造技术的持续创新，生产效率较立项时提升 3 倍，仅需建设

20条产线即可实现原计划 60条产线的预计产能。 

请发行人说明：（1）调整后各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是否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预计效益实现情况；（2）结合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和专利技术等，分析金刚

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3）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

的具体内容、产品或服务类型、经营模式、预计产能和达产规划。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调整后各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是否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预计效益

实现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050.40 万

元，原募集资金用途为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金刚线产业化项目、研发技

术中心扩建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

意将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金刚线产业

化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5,700 万元，共计 16,700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用于光伏

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市时及上述项目变更后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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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及进展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上市时 变更后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

集资金 

金额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

集资金 

金额 

募集资金

累计投资 

金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完工程度） 

1 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 40,592.20 30,000.00 40,592.20 19,000.00  9,435.44  2022年10月 

2 金刚线产业化项目 15,877.99 8,000.00 10,177.99 2,300.00  1,126.92  2021年12月 

3 研发技术中心扩建项目 5,396.22 4,000.00 5,396.22 
2,419.19 

（注） 
2,419.19  已结项 

4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1,050.40 18,000.00 12,631.21  12,631.21  已结项 

5 
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

制造示范基地项目 
- - 18,323.00 16,700.00  10,209.39  2021年12月 

总计 79,866.41 53,050.40 92,489.41 53,050.40 35,822.15 - 

注：研发技术中心扩建项目于 2021 年 1 月结项，2021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用

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上表在计算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投资金额时已考虑上述因素。 

（二）调整后各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研发

技术中心扩建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完成并已结项，其余尚未结项的募投项

目实施进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开工建设 

时间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间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日募集资金投入

进度 

高精度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 2020 年 11 月 2022 年 10 月 49.66% 

金刚线产业化项目 2020 年 8 月 2021 年 12 月 49.00% 

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

示范基地项目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12 月 61.13% 

注 1：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变更后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注 2：考虑各募投项目建筑工程结算时间及外购辅助类设备的验收周期影响，项目实际

建设进度/安装进度均超过募集资金投入进度。 

上述尚未结项的募投项目的建设预期及目前进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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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情况 

募投项目名称 

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 金刚线产业化项目 
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

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 

1 项目开工日期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8 月 2021 年 3 月 

2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项目建设进度 

已完成主体厂区土建工程的

结构封顶，但尚未进行装修

及设备安装 

车间的建造工程已完

成，目前处于生产线技

改过程，预计于 2021 年

12 月投入使用 

已完成建设工程及装修

工程并已基本投入使用，

目前尚存少量设备未完

成调试 

3 
是否与公司预期建

设进度一致 
一致 

较公司前次披露建设进

度延迟 3 个月，主要系

技术改造根据生产需求

及地理位置分布分批进

行导致 

一致 

4 后续建设进度安排 

①计划于 2022 年 3 月之前完

成装修招标采购并进行厂房

装修； 

②计划于 2022 年 5 月之前完

成全部土建工程； 

③计划于 2022 年 8 月之前完

成所有装修工程； 

④计划于 2022 年 9 月完成设

备进场工序； 

⑤计划于 2022 年 10 月完成

设备调试并投入使用 

完成所有设备的调试并

转为固定资产 

完成所有设备的调试并

转为固定资产 

1、高精度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 

高精度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已开工建设 12 个月，募集资金投入进度为

49.66%，项目建设进展与公司预期时间一致，将会在 2022 年 10 月达到预计可使

用状态，该项目目前所处的建设进度如下图所示（蓝色为整体项目进度表，红色

为目前所处的区间）： 

序号 内容 
月进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 
项目

备案 
                        

2 
规划

设计 
                        

3 
招标 

采购 
                        

4 
土建

工程 
                        

5 
装修 

安装 
                        

6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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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月进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进场 

7 
设备

调试 
                        

2、金刚线产业化项目 

公司原披露金刚线产业化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为 2021 年 9 月，建

设进度略有延后主要系技术改造根据金刚线生产需求及地理位置分布分批进行

导致。截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已完成第三批次生产线（其中包含募投项

目对应的 20 条生产线）的技改安装，上述生产线预计将于 2021 年 12 月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公司金刚线生产线技改升级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项目 技改安装期间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间 

第一批次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 2021 年 7 月 

第二批次 2021 年 8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 2021 年 10 月 

第三批次（其中 20 条线为募

投项目） 
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第四批次 2021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 月 30 日 2022 年 2 月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对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进度为 49%，主要

原因为外购改造物料及安装费用的结算存在一定结算周期，公司预计将于 2022

年一季度对该募投项目完成结项并支付余款。 

3、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 

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已完成厂房建设工程及装修

工程，生产设备已进场，预计与公司前次披露项目时间进度一致。该项目募集资

金投入进度为 61.13%，项目完工进度高于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主要原因为购建

设施设备存在一定结算周期，公司预计将于 2022 年一季度对该募投项目完成结

项并支付余款。 

（三）调整后各募投项目的预计效益实现情况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研发技术中心扩建

项目外均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进入效益预测实现期。研发技术中心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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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系基于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考虑，旨在提升和改善公司金刚线切割技术相关

在研新产品的研发测试条件，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高新产品研发质量，项目

的实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除上述项目外，其余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达产后

的预计效益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指标 数值 备注 

高精度数控装备产业

化项目 

达产年平均营业收入（万元） 77,250 达产年平均 

达产年平均净利润（万元） 9,818 达产年平均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15.73% - 

财务净现值（万元，折现率=8%） 18,984 - 

静态投资回收期（年） 7.04 - 

金刚线产业化项目 

达产年平均营业收入（万元） 16,006 达产年平均 

达产年平均净利润（万元） 2,422 达产年平均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18% - 

财务净现值（万元，折现率=8%) 7,933 - 

静态投资回收期（年） 5.75 - 

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

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项目 

达产年平均营业收入（万元） 18,908 达产年平均 

达产年平均净利润（万元） 2,102 达产年平均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13.72% - 

财务净现值（万元，折现率=8%) 4,145 - 

静态投资回收期（年） 6.38 - 

二、结合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和专利技术等，分析金刚线生产效率大幅提

升的原因 

金刚线产业化项目原计划建设 60 条金刚线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并形成年产

320 万千米金刚线产能。基于公司金刚线制造技术的持续创新，公司金刚线生产

线的线速度提升、单机可同时生产金刚线辊数提升。应用上述技术，公司金刚线

生产线的生产效率较项目可研报告编制时点（2019 年 9 月）已大幅度提升，仅

需建设 20 条金刚线生产线即可形成年产 320 万千米金刚线产能。公司单条金刚

线技术改进情况如下表所示： 

指标 单位 技术改进前 技术改进后 

生产公里数 千米/辊 101 101 

线速度 米/分钟 20 30 

生产时间（生产公里数/（线速度*60/1000）） 小时 84 56 

换产时间 小时 3 3 

单轮时间（生产时间+换产时间） 小时 8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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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月生产轮次（30*24/单轮时间） 轮/月/线 8.3 12.2 

单次下辊数量 辊 6 12 

单月应产数量（单月生产轮次*单次下辊数量*（生产

线公里数-1 千米耗损）） 
千米/月/线 4,956 14,617 

单月实产数量（单月应产数量*良率） 千米/月/线 4,609 13,593 

20 条线年产能（单月实产数量*20*12） 千米 1,106,184.32 3,262,412.00 

注 1：换产时间为单轮生产完成后更换绕线辊以及重新布线的时间； 
注 2：良率为公司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谨慎估计的金刚线生产端良品率，假设技术改进前

后良品率一致。 

如上表所示，公司的技术改进主要体现在线速度从 20 米/分钟提升至 30 米/

分钟以及单次下辊数量由 6 辊提升至 12 辊，从而导致技改后产能较该募投项目

立项时点提升近 3 倍。因此，该项目仅需建设 20 条金刚线生产线即可形成年产

超过 320 万千米金刚线产能。 

上述技改涉及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均为公司自主研发，相关研发项目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技改方向 
项目立

项时间 
项目名称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项目累计

研发费用金额

（万元） 

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1 

有助于提

升金刚线

生产的线

速度 

2020.12 

细线电镀

金刚线工

艺研究 

1,856.09 

上砂过程是金刚线生产的核心工艺流

程，上砂的效率（速度）直接影响金刚

线的生产速度；上砂过程中金刚石微粉

颗粒在母线上分布的均匀性直接影响金

刚线的质量一致性。该项目致力于研究

新型金刚线高效添加剂。 

2 2020.12 

金刚线微

粉镀覆工

艺研究 

影响金刚线上砂过程的主要因素有电镀

电流、电镀液 pH 值、电镀液温度、电镀

液中金刚石微粉颗粒浓度、耐蚀性等；

该项目致力于研究新型微粉镀覆工艺，

实现上砂耐蚀性等指标的提升。 

3 

有助于提

升单次下

辊数量 

2020.12 

高产能电

镀金刚线

设备研发 

1,673.43 

该研发项目通过全新的产线结构设计，

将 6 线机升级为 12 线机，是指每条金刚

线生产线同时生产 6 根金刚线提升至同

时生产 12根金刚线且各金刚线单独进行

张力、电流、砂量等生产参数控制，这

样既可共用电镀液及各种金刚线原材

料，又可独立控制各根金刚线的生产，

可以极大地提升金刚线的生产效率、降

低金刚线生产线的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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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的具体内容、经营模式、

预计产能和达产规划 

（一）项目的具体内容、产品或服务类型及经营模式 

2021 年 3 月，公司在四川省乐山市投资建设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

造示范基地项目，启动了公司在光伏大硅片切割加工方面的产业化布局。项目建

设完成后，公司提供的产品将由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进一步向下游延

伸，为客户提供光伏硅片切割加工相关产品及服务。 

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主要包括两方面具体内容，其

一是为硅棒和硅片生产企业提供硅片切割加工服务并形成公司切割产品和服务

的示范效应；其二是在上述基地中导入公司最新切割设备、切割耗材和切割工艺

并持续进行研发，从而提升公司在高硬脆材料切割方面的产品创新能力。上述项

目主要为客户提供单晶硅片加工切割服务，目前代工的主要产品为 166mm 至

210mm 尺寸的单晶硅片。 

该项目的经营模式以代工方式为客户提供硅片切割加工产能，主要收入来源

为代工收入。其业务流程为：①与客户签订硅片代工合同，约定代工计划和质量

要求以及根据对应的每公斤原材料需提供约定尺寸的硅片数；②客户按照约定标

准提供单晶硅棒，公司检验硅棒质量；③公司按照约定标准及计划将单晶硅棒加

工成硅片，客户检验硅片质量；④收到客户发货通知后，公司进行合格成品硅片

的发运准备工作，并协助客户完成实际发货；⑤硅片加工费按照与客户合同约定

的周期，根据每周/月/批次实际硅片交付量进行结算。 

（二）项目预计产能、达产规划 

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预计产能及达产规划如下表

所示： 

项目名称 预计产能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项目预计满

产状态日期 

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

制造示范基地项目 
年产约5亿片G12硅片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12 月 

按照目前公司的研发进度、技术水平预测，该项目各年规划产量预测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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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示：  

单位：万片 

项目 

经营期（含产能爬坡期） 

预计投入使用 

第一年 

预计投入使用 

第二年 

预计投入使用 

第三年及以后 

产量 24,550 46,691 50,910 或以上 

截至本问询回复报告出具日，该项目已陆续投入使用，与原定达产时间一致。 

四、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首发募投项目可研报告，查阅发行人三会资料、相关公告资

料，了解募投项目的变更情况及变更后的效益预测情况； 

2、取得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台账、募集资金账户银行流水，查阅相关

募投项目的设备采购合同、建筑合同，并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实物

资产； 

3、获取发行人在研项目研发支出明细表，统计在研项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研发支出情况、研发人员工时情况； 

4、 获取发行人首发募投项目所在子公司的单月财务报表、销售收入等数

据，并查阅与该项目相关的产品销售台账和销售合同； 

5、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首发募投项目的具体推进情况以及募投项目各

个阶段建设情况是否按照可研报告的规划进行推进，现场走访募投项目并查看项

目建设进度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变更募投项目已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

程序，调整后的首发募投项目中除金刚线产业化项目因产线分批升级改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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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将略有延迟并于 2021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外，其余首发募投项目

均按照项目计划进度实施建设或已完成建设、投入。截至本问询回复报告出具日，

首发募投项目中的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项目、金刚线产业化项目、光伏大硅片

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均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进入效益预测

实现期。 

2、发行人金刚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主要系利用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立项

通过的新设研发项目实现的研发成果实施导致，该研发项目可以通过增加金刚线

生产线生产速度和提升单机生产线体数量两项主要技术改进措施，将单条金刚线

产线产能提升约三倍。因此，发行人根据募投项目实际产能情况调减拟投入募集

资金使用金额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3、发行人首发募投项目中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已

陆续投产并产生收入，项目建设进度与原定计划一致。 

问题 3：关于融资规模 

3.1 根据申报文件，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为“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

和“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56,555.37 万元，其中

资本性支出中主要包括截断机、开方机、磨倒机和切片机等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

的购置。 

请发行人说明：（1）“乐山 12GW机加及配套项目”和“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

及配套项目”中各项“建设内容”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各项投资金额的具体

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说明设备采购价格的公允性；（2）发行人自行生产与本次

募投项目拟购置的截断机、开方机、磨倒机和切片机等产品在功能和效率等方面

的区别，采用外购而非自产的原因。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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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和“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

目”中各项“建设内容”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各项投资金额的具体测算依

据和测算过程，说明设备采购价格的公允性 

（一）各项“建设内容”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各项投资金额的具体测

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9,000万元（含

49,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以下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 17,945.94 15,500.00 

2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 38,609.43 33,500.00 

合计 56,555.37 49,000.00 

1、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 

（1）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投资以及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项目计划投资金额为

17,945.94 万元，其中资本性支出拟投入金额为 15,745.94 万元，预备费、铺底流

动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2,200.00 万元。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是否属于资本性支

出，以及使用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是否资本

性支出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1 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 15,405.94 是 
15,500.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40.00 是 

3 预备费 450.00 否 - 

4 铺底流动资金 1,750.00 否 - 

投资总额 17,945.94 / 15,500.00 

（2）投资金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①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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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费用预计为 15,405.94 万元，主要系购置截

断机、开方机、磨倒机等机加设备及自动化设备等，具体设备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对应工序 项目 投资金额 

1 截断 截断机  1,120.00  

2 截断 截断配套设备  480.00  

3 开方 开方机  4,320.00  

4 磨倒 磨倒机  6,900.00  

5 自动化 自动化产线及配套设备  2,235.94  

6 信息化系统 信息化系统及实施  300.00  

7 其他 其它设备  50.00  

合计 15,405.94 

本项目所需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费用主要依据相关厂商提供的报价资

料，并结合市场行情价格综合测算，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 

②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本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计为 340.0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类设备、办公

类软件及项目相关的咨询费、服务费等费用。本项目租赁厂房已具备机加工序相

关配套设施，故无需另行投资建设配套安装工程，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具体明细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型 项目 投资金额 

1 办公类设备 办公用电脑等 120.00 

2 办公类软件 ERP/BPM/邮箱等 20.00 

3 其他办公支出 - 200.00 

合计 340.00 

本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测算系依据项目实际需求，参考市场相同或类似设

备、软件和服务的价格而确定，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 

③预备费 

本项目预备费共 450.00 万元，系针对项目实施中设备采购、安装设施等可

能发生的变动，需要事先预留的费用，按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工程建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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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费用投资额的 2.86%测算。 

出于谨慎考虑，预备费全部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或者金融机构贷款投入，不安

排使用募集资金。 

④铺底流动资金 

本项目铺底流动资金预算共 1,750.00 万元，系根据公司及近年新建项目前期

的实际运营情况和项目特点，综合考虑未来项目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经

营性流动资产以及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等经营性流动负债的情况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等因素，保证项目早期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流动资金。 

出于谨慎考虑，流动资金全部以自筹资金或者金融机构贷款投入，不安排使

用募集资金。 

2、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 

（1）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

置、安装工程、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投资以及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项目计划

投资总额为 38,609.43 万元，其中资本性支出拟投入金额为 33,609.43 万元，预备

费、流动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5,000 万元。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是否属于资本

性支出，以及使用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是否资本

性支出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1 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 25,509.43 是 

33,500 2 安装工程 7,200.00 是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00.00 是 

4 预备费 750.00 否 - 

5 铺底流动资金 4,250.00 否 - 

投资总额 38,609.43 / 33,500.00 

（2）投资金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①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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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费用预计为 25,509.43 万元，主要系购置切

片机、切片配套设备、插片清洗一体机、全自动分选机、自动化系统以及信息化

系统及实施，具体设备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对应工序 项目 投资金额 

1 切片 切片机  14,850.00  

2 切片 切片配套设备       560.00  

3 清洗 插片清洗一体机    2,300.00  

4 分选 全自动分选机    3,400.00  

5 自动化 自动化系统    3,899.43  

6 信息化系统 信息化系统及实施       500.00  

合计 25,509.43 

本项目所需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费用主要依据相关厂商提供的报价资

料，并结合市场行情价格综合测算，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 

②安装工程 

本项目安装工程费用预计 7,200.00 万元，包括装修工程、暖通电气工程、给

排水工程及其他零星工程费用，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对应工序 项目 投资金额 

1 安装工程类 装修工程 2,500.00 

2 安装工程类 暖通电气工程 3,100.00 

3 安装工程类 给排水工程 1,400.00 

4 安装工程类 其他零星工程 200.00 

合计 7,200.00 

本项目安装工程配套设备系根据项目规模、工艺需求等合理测算而得，相应

的安装工程费用系参考当地同类工程现行市场价格情况进行估算而得，具有可行

性和合理性。 

③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本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计为 900.0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类设备、办公

类软件、其他办公支出、其他支出及项目建设咨询服务费、设计费，具体明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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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型 项目 投资金额 

1 办公类设备 办公用电脑等 240.00 

2 办公类软件 ERP/BPM/邮箱等 30.00 

3 其他办公支出 - 300.00 

4 其他支出 通勤车辆等 30.00 

5 项目建设咨询服务费、设计费 - 300.00 

合计 900.00 

本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测算依据项目实际需求，参考市场相同或类似设

备、软件和服务的价格估算而得，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 

④预备费 

本项目预备费共 750.00 万元，系针对项目实施中设备采购、安装设施等可

能发生的变动，需要事先预留的费用，按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安装工程、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投资额的 2.23%测算。 

出于谨慎考虑，预备费全部以自筹资金或者金融机构贷款投入，不安排使用

募集资金。 

⑤铺底流动资金 

本项目铺底流动资金预算 4,250.00 万元，系根据公司及近年新建项目前期的

实际运营情况和项目特点，综合考虑未来项目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经营

性流动资产以及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等经营性流动负债的情况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等因素，保证项目早期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流动资金。 

出于谨慎考虑，流动资金全部以自筹资金或者金融机构贷款投入，不安排使

用募集资金。 

（二）设备采购价格的公允性 

本次募投项目设备投资规模系综合考虑项目实际投资需求、公司生产技术水

平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募投项目设备投资规模等因素确定。 

本次募投项目设备采购价格具备公允性，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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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 

公司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与同行业可比募投项目设备投资规模的比

较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设备类投资金

额披露时间 

产能规模 

（GW） 
产品类型 

机加设备投资 

（万元） 

单位机加设备投资 

（万元/GW） 

通威股份 15GW 单

晶拉棒切方项目 
2021/8/4 15 单晶硅棒 16,830.00 1,122.00 

本次募投项目 2021/7/20 12 单晶硅棒 12,820.00 1,068.33 

注：（1）根据通威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公告的《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之反馈意见的回复》，通威股份 15GW单晶拉棒切方

项目中“开方、磨倒机”设备投资金额为 16,830.00 万元；基于谨慎性考虑，上

表选取该项目“开方、磨倒机”设备投资金额作为可比机加设备投资金额。（2）

本次募投项目选取截断机、截断配套设备、开方机和磨倒机设备对应的投资金额

作为机加设备投资金额进行对比。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同期同类项目对比，本次募投项目机加设备单位投资金额

与同行业公司可比期间可比项目同类设备投资规模基本一致，本次募投项目设备

采购价格具备公允性。 

2、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 

公司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与同行业可比募投项目设备投资规模

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设备类投资金

额披露时间 

产能规模 

（GW） 
产品类型 

切片设备投资 

（万元） 

单位切片设备投资 

（万元/GW） 

阿特斯阜宁

10GW 硅片项目 
2021/6/28 10 单晶切片 44,512.73 4,451.27 

本次募投项目 2021/7/20 6 单晶硅片 25,509.43 4,251.57 

注：（1）根据阿特斯于 2021年 6月 28 日公告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阿特斯阜宁 10GW 硅

片项目中“设备及安装投资”金额为 44,512.73 万元，上表选取该项目上述金额

作为可比切片设备投资金额；（2）本次募投项目选取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金

额作为切片设备投资金额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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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同期同类项目对比，本次募投项目切片设备单位投资金额

与同行业公司可比期间可比项目同类设备投资规模基本一致，本次募投项目设备

采购价格具备公允性。 

综上，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单位设备投资金额与同行业公司可比期间可比项目

同类设备投资规模基本一致，本次募投项目设备采购价格具备公允性。 

二、发行人自行生产与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的截断机、开方机、磨倒机和

切片机等产品在功能和效率等方面的区别，采用外购而非自产的原因 

光伏硅棒和硅片切割环节的核心生产设备为截断机、开方机、切片机、磨倒

一体机、插片清洗一体机和全自动分选机。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高硬脆材料

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的切片机、开方

机和磨倒一体机均系公司自产设备。公司具备截断机生产能力，因本次募投项目

拟购置截断机数量较少（1GW 仅 0.67 台），投资金额较低，外购截断机与公司

自产截断机在性能与价格上较为接近，为优先满足本次募投项目和公司外销切片

机、开方机、磨倒一体机的产能需求，本次募投项目采用了部分外购截断机设备。

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插片清洗一体机和全自动分选机等设备，因此上述设备均采

用外购。 

公司自行生产与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的截断机在功能和效率的区别，如下表

所示： 

设备名称 功能 
效率指标 

产能 线缝损失 垂直度 崩边 

外购截断机 
单晶硅棒的截断、

取片、去头尾 
10min切 4,000mm棒长 0.55mm 0.8mm ≤1mm（80%以内） 

自产截断机 
单晶硅棒的截断、

取片、去头尾 
17min切 6,500mm棒长 0.38mm 0.8mm ≤1mm（80%以内） 

注：每单位线缝损失越小，单位成本越低。 

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的截断机与自产截断机在产能和线缝损失的参数上略

有不同，但功能、效率较为接近，可以满足募投项目投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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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了本次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各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测算依据、

过程和结果进行了复核和分析； 

2、查阅了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或相似项目的设备投资金额，并与发行人本

次募投项目投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3、查阅了发行人设备类产品的产能、排产计划、在手订单明细以及产品说

明书。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数额测算依据充分，测算过程和结果合理；设

备采购价格公允。 

2、发行人对外采购设备原因具备合理性。 

 

3.2 本次可转债预计募集资金量为不超过 4.9亿元，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

司净资产为 104,498.26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末是否存在已获准未发行的债务融

资工具，如存在，说明已获准未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如在本次可转债发行前发行是

否仍符合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 50%的要求。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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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末不存在已获准未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公司

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 50%的要求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已获准未发行的债务融资工

具。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8,818.34

万元，本次发行可转债预计募集资金量为不超过 49,000 万元，按全额发行测

算，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占最近一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比例为 45.03%，符合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

50%的要求。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前，公司将根据公司最近一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指标状况最终确定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规模，确保不超过

最近一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的上限。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已

获准未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 

2、查阅发行人披露的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信息，并与财务报表中的相应余额

或项目进行比较； 

3、查阅发行人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等公开披露信息； 

4、取得并检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 

5、检查董事会会议纪要，关注是否涉及债务融资工具发行。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发行债券，累计债券余额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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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已获准未发行的债务

融资工具。 

3、本次可转债发行符合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

50%的要求。 

问题 4：关于收益测算 

根据申报文件，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产品为硅棒，预计运营期平均营

业收入为 9,766.65 万元。由于该项目为代工产能，预测当期销售数量等于当期

实际产能。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产品为硅片，预计运营期平均营业

收入为 29,140.34 万元。由于该项目为代工产能，预测当期销售数量等于当期

实际产能。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测算的新增

营业收入是否建立在前次募投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达

产的前提下，前后两次募投效益是否能够有效区分；（2）本次募投项目效益的具

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分析引用的相关预测数据是否充分考虑供给增加后对产

品价格和毛利率的影响等因素；（3）项目销量测算的依据及合理性。请申报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测算的新增营业收入是否建

立在前次募投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达产的前提下，前

后两次募投效益是否能够有效区分 

（一）本次募投项目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测算的新增营业收入未建

立在前次募投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达产的前提下 

前次新增募投项目与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告日期 项目名称 项目情况 

2021/2/2

6 

光伏大硅片研

发中心及智能

投资总额约 1.83 亿元，项目预计达产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年产约 5 亿片 G12 单晶硅片产能规模。上述产能主要用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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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示范基地

项目 

割研发活动和为客户提供切割加工服务。目前切割加工服务的

主要客户包括通威股份、美科太阳能等。 

2021/7/2

1 

乐山 20GW 光

伏大硅片及配

套项目 

项目一期计划投资约 5.66 亿元，拟建设 6GW 光伏硅片的切片

产能和 12GW 硅棒加工产能，建设周期计划为 9 个月。该项目

为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主要产能配套京运通代工需求。 

项目二期计划投资约 10.83 亿人民币，拟建设 14GW 光伏硅片

的切片产能，项目二期将根据光伏产业发展情况择机启动。 

本次募投项目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与前次募投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

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是两个独立运行的项目，上述两个项目面对的客户群

体、生产地点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相关营业收入的测算单独进行，本次募投项目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测算的新增收入未建立在前次募投光伏大硅片研发

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达产的前提下。 

（二）前后两次募投效益能够有效区分 

公司设立子公司乐山高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上述项目。为保证收入和

各项费用能够合理区分，乐山高测法人组织下设立以下核算组织：乐山高测（法

人组织）、乐山一厂（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乐山二

厂（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一厂和二厂为制造车间，单独设置生产部

门、厂区总监，独立归集、核算料工费等成本，主要管理人员、生产工人直接归

属于各分厂，不存在交叉现象；一厂、二厂存货及采购、销售业务各自单独管理，

存货流转、采购订单及采购入库、销售订单及销售出库均是在各自厂区独立完成；

乐山高测作为管理协调组织，统一归集各项期间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

发费用等）。期间费用在法人报表上未进行分配，在项目报表上按照产值比例进

行分配。 

财务核算上，公司对上述两个项目采用项目核算的方式，分别设置乐山一分

厂、乐山二分厂两个核算项目进行核算，生产工单、物料收发、产品完工入库、

出库均按项目进行归集，各期单独核算两个项目的损益情况。 

综上，公司在管理和核算上能够单独核算项目损益，两次募投效益能够明确

划分。 

二、本次募投项目效益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分析引用的相关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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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否充分考虑供给增加后对产品价格和毛利率的影响等因素 

（一）本次募投项目效益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 

1、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概况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效益预测如下表所示： 

 

序号 效益指标 数值 备注 

1 营业收入（万元） 9,766.65 运营期平均值 

2 净利润（万元） 868.09 运营期平均值 

3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8.35 - 

4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万元） 198.67 按折现率 8% 

5 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年） 7.37 - 

注：内部收益率、净现值、回收期均按所得税后计算，下同。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效益预测如下表所示： 

序号 效益指标 数值 备注 

1 营业收入（万元） 29,140.34 运营期平均值 

2 净利润（万元） 3,030.35 运营期平均值 

3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15.13 - 

4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万元） 8,597.59 按折现率 8% 

5 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年） 5.63 - 

2、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效益测算 

（1） 项目收入测算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产品为硅棒。机加项目投产后达产率逐月提高，

项目第一年达产率预计 54%，预测第二年及后期达到满产状态，产能未考虑技改

带来的产能增加因素。由于该项目为代工产能，预测当期销售数量等于当期实际

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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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谨慎性考虑，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的产品售价预测基于公司与

意向客户签订的合作协议价格，并在此基础上考虑了未来价格下行的风险，项目

第 2 年售价下降 7%，第 3 年至第 5 年售价年均降幅为 5%。具体的项目运营期

收入测算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 第 10 年 

项目年收入 6,587 11,390 10,820 …… 9,765 

（2） 项目营业成本测算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的营业成本包括原材料成本、直接人工、其他

制造费用等。 

A、项目主要材料为金刚线、切割轮、磨轮及其他辅料组成。单位材料用量

以公司研发工艺人员核定用量预测，基于审慎考虑，原材料价格未考虑后续降价

的影响。 

B、按照公司实际水平预计生产制造中直接人工的平均薪酬，每年按照 5%

的增长幅度计算。 

C、项目燃料及动力包括水费、电费等，价格按照项目当地电价水平计算，

单位耗量系根据产品的行业情况预测设定。 

D、其他制造费用主要为固定资产折旧费、厂房租金和修理费、排污费及办

公福利费用等，固定资产中的设备及生产配套工程按照 10 年折旧、残值率 0%

计提折旧费。 

预计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运营期的营业成本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 第 10 年 

1 外购原材料、辅助材料 363 676 676 …… 676 

2 直接人工 2,233 2,472 1,921 …… 2,907 

3 制造费用 2,798 4,294 4,266 …… 4,696 

（3） 项目期间费用测算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系根据项目规划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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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照运营期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计算，其中，销售费用年平均占比按照 2.69%、

管理费用年平均占比按照 7.95%进行预测，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系综合考虑

募投项目岗位编制情况与当地薪酬水平合理测算而定。研发费用为公司对该项目

收取的技术使用费，按照 2%进行预测。 

预计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运营期的期间费用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 第 10 年 

1 销售费用 242 270 268 …… 265 

2 管理费用 1,127 769 779 …… 783 

3 研发费用 132 228 216 …… 195 

（4） 项目税费测算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税费测算按以下税率计算： 

A、所得税率：15%（以应纳税所得为计算基数）； 

B、增值税：13%（项目应征税率，以营业收入为计算基数）； 

C、城维费：7%（以增值税为计算基数）； 

D、教育费附加（含地方教育费附加）：5%（以增值税为计算基数）； 

E、水利基金：0.5%（以增值税为计算基数）。 

3、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效益测算 

（1） 项目收入测算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产品为硅片。项目投产后达产率逐月提高，

项目第一年达产率预计 46%，预测第二年及后期达到满产状态，产能未考虑技改

带来的产能增加因素。由于该项目为代工产能，预测当期销售数量等于当期实际

产能。 

基于谨慎性考虑，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产品预测售价参考切片

行业要求、代工价格和销售硅片的市场价格，项目产品售价预测低于公司历史产

品售价，同时考虑未来数年切片业务的竞争情况等因素，项目第 2-5 年考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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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价格年均降幅为 5%。 

具体的项目运营期收入测算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 第 10 年 

项目年收入 21,729 29,141 30,833  29,630 

（2） 项目营业成本测算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的营业成本包括原材料成本、直接人工、

其他制造费用等。 

A、项目主要材料为金刚线、切割液及其他辅料和包装物组成。单位材料用

量以公司研发工艺人员核定用量预测，基于审慎考虑，原材料价格未考虑后续降

价的影响。 

B、按照公司实际水平预计生产制造中直接人工的平均薪酬，每年按照 5%

的增长幅度计算。 

C、项目燃料及动力包括水费、电费等，价格按照项目当地电价水平计算，

单位耗量系根据产品的行业情况预测设定。 

D、其他制造费用主要为固定资产折旧费、厂房租金和修理费、排污费及办

公福利费用等，固定资产中的设备及生产配套工程按照 10 年折旧、残值率 0%

计提折旧费。 

预计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运营期的营业成本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 第 10 年 

1 外购原材料、辅助材料 4,192 8,573 8,833 …… 9,522 

2 直接人工 2,588 3,788 3,952 …… 5,358 

3 制造费用 5,534 9,509 9,636 …… 10,362 

（3） 项目期间费用测算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系根据项目规划预

计，分别按照运营期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计算，其中，销售费用年平均占比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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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管理费用年平均占比按照 4.80%进行预测，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系

综合考虑募投项目岗位编制情况与当地薪酬水平合理测算而定。研发费用为公司

对该项目收取的技术使用费，按照 2%进行预测。 

预计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运营期的期间费用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 第 10 年 

1 销售费用 323 464 473 …… 530 

2 管理费用 2,300 1,293 1,303 …… 1,372 

3 研发费用 435 583 617 …… 593 

（4） 项目期间费用测算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税费测算按以下税率计算： 

A、所得税率：15%（以应纳税所得为计算基数）； 

B、增值税：13%（项目应征税率，以营业收入为计算基数）； 

C、城维费：7%（以增值税为计算基数）； 

D、教育费附加（含地方教育费附加）：5%（以增值税为计算基数）； 

E、水利基金：0.5%（以增值税为计算基数）。 

（二）上述测算过程中引用的相关预测数据已充分考虑供给增加后对产品

价格和毛利率的影响等因素 

本次募投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中，引用的相关预测数据已充分考虑

供给增加后对产品价格和毛利率的影响等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 

本项目主要为客户搭配硅棒机械加工产能，主要收入来源于收取加工服务

费。公司根据加工的产品数量，向客户收取相对固定的单位产品加工服务费。因

此，单位产品加工费（即产品售价）相对稳定，波动幅度受行业产品价格波动影

响相对较小。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中，基于谨慎性考虑，假设行业供给增

加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情形下，客户降低加工费，基于现有业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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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费基础上，预测项目第 2 年加工费价格下降 7%，第 3 年至第 5 年加工费价格

年均降幅为 5%，而后保持稳定。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在测算产品价格时，已充

分考虑了供给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测算产品成本时，参考测算时点市场价格和市场未来趋势对乐山 12GW 机

加及配套项目的产品成本进行了谨慎预测，按照原材料成本、直接人工、燃料及

动力费、其他制造费用等进行拆分，其中原材料主要包括金刚线、切割轮、磨轮

及其他辅料，单位材料用量以公司研发工艺人员核定用量预测，基于审慎考虑，

原材料价格未考虑材料价格降价、技术改进导致材料用量下降的影响；直接人工

按照公司实际水平预计生产制造中直接人工的平均薪酬，每年按照 5%的增长幅

度计算；燃料及动力费包括水费、电费等，价格按照项目当地电价水平计算，单

位耗量系根据产品的行业情况预测设定；其他制造费用主要为固定资产折旧费、

厂房租金和修理费、排污费及办公福利费用等，固定资产中的设备及生产配套工

程按照 10 年折旧、残值率 0%计提折旧费。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在测算产品成本

时，未考虑降本增效带来的成本下降因素，进而在测算产品毛利率时亦已充分考

虑了不利影响。 

2、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 

本项目主要为客户提供硅片切割加工服务，主要收入来源于收取加工服务

费。公司根据加工的产品数量，向客户收取相对固定的单位产品加工服务费。因

此，单位产品加工费（即产品售价）相对稳定，波动幅度受行业产品价格波动影

响相对较小。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中，基于谨慎性考虑，假设行业供给增

加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情形下，客户降低加工费，基于现有业务代

工费基础上，参考切片行业要求、代工价格和销售硅片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谨慎预

测，项目第 2-5 年考虑加工费价格年均降幅为 5%，而后保持稳定。因此，本次

募投项目在测算产品价格时，已充分考虑了供给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测算产品成本时，参考测算时点市场的价格和市场未来趋势对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的产品成本进行了谨慎预测，按照原材料成本、直接人工、

燃料及动力费、其他制造费用等进行拆分，其中原材料主要包括金刚线、切割液

及其他辅料和包装物，单位材料用量以公司研发工艺人员核定用量预测，基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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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考虑，原材料价格未考虑材料价格降价、技术改进导致材料用量下降的影响；

直接人工按照公司实际水平预计生产制造中直接人工的平均薪酬，每年按照 5%

的增长幅度计算；燃料及动力费包括水费、电费等，价格按照项目当地电价水平

计算，单位耗量系根据产品的行业情况预测设定；其他制造费用主要为固定资产

折旧费、厂房租金和修理费、排污费及办公福利费用等，固定资产中的设备及生

产配套工程按照 10 年折旧、残值率 0%计提折旧费。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在测算

产品成本时，未考虑降本增效带来的成本下降因素，进而在测算产品毛利率时亦

已充分考虑了不利影响。 

三、项目销量测算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以代工模式为客户配套硅棒机械加工及硅片切割产能，主要收入来源于

收取加工服务费。以硅片加工环节为例，其业务流程为：①与客户签订硅片代工

合同，约定质量要求；②客户按照约定标准提供单晶硅棒，公司检验硅棒质量；

③公司按照约定标准及计划将单晶硅棒加工成硅片，客户检验硅片质量；④收到

客户发货通知后，公司进行合格成品硅片的发运准备工作，并协助客户完成实际

发货；⑤硅片加工费按照与客户合同约定的周期，根据每周/月/批次实际硅片产

出量进行结算。硅棒加工与上述硅片加工环节业务流程类似，由客户提供单晶硅

棒圆棒，将圆棒加工成可切片的抛光方棒并收取相应加工服务费。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与京运通进行长期战略合作，以代工模式为京运通

配套硅棒加工及硅片切割产能，项目具有稳定的客户来源，为新增产能消化提供

了有力保障。由于公司募投项目均为代工产能，预测当期销售数量等于当期实际

产能。 

在测算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实际产能过程中，公司依据客户生产炉

台台数及每炉每天生产的圆棒公斤数测算客户生产的单晶硅棒圆棒重量，根据公

司现有圆棒可加工形成方棒的理论比例折算上述客户生产的圆棒可加工的方棒

重量作为实际产能。上述测算过程已考虑产能逐月爬坡影响，同时，基于谨慎性

原则，未考虑技术进步带来的客户产能在测算期内提升以及公司加工产能提升情

形。 

在测算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实际产能过程中，公司依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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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数据测算理论单刀切割的硅片切割出片数，结合行业硅片切割良率经验值，

得到实际硅片出片数，并结合理论切割时间计算月度及年度硅片出片数。上述测

算数据基于公司现行生产技术指标基础上结合行业情况进行谨慎预测，基于上述

测算数据基础上，在预测期内假设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90%，最终计算实际产能。

上述测算未考虑工艺提升带来的切割时间下降以及硅片厚度下降至 160μm 以下

带来的产能提升。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销量测算依据公司实际经营数据及行业情况谨慎预测，

销量测算具有合理性。 

四、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发行人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乐山子公司的运行情况、管理

情况； 

2、查验发行人账务处理系统，对发行人账务系统辅助核算项目设置情况进

行审核，评估项目辅助核算的恰当性、准确性； 

3、取得并复核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相关假设条件、参数设定及测

算过程，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合理性与谨慎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在管理上设置乐山一厂、乐山二厂分别运行光伏大硅片研发中心

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和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主要管理人员、生产

人员相互独立；在财务核算上，发行人对上述两个项目采用项目核算的方式，

分别设置乐山一分厂、乐山二分厂两个核算项目进行核算，生产工单、物料收

发、产品完工入库、出库均按项目进行归集，每期单独核算两个项目的损益情

况。发行人从生产管理和财务核算上对两次募投项目分别进行管理和核算，保

证了两次募投项目效益的有效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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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依据项目生产流程设定对应工艺参数、产品价

格、项目成本等指标，并且在产能提升、产品价格变动以及生产成本变动等情

况是给予充分的谨慎性考虑。分析引用的相关预测数据结合行业特点、市场环

境以及公司情况多方面因素，充分考虑了供给增加后对产品价格和毛利率的影

响等因素。 

3、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与硅棒生产企业京运通进行长期战略合作，以

代工模式为京运通配套硅片切割及机械加工产能，本次募投项目销量测算依据

公司实际经营数据及行业情况谨慎预测，销量测算具有合理性。 

 

问题 5：关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申报文件，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为 26,442.09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次发行前，

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的具体情况；相关财务性投

资金额是否已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2）公司持有的理财产品的具体品种、

金额、收益率及持有时间；（3）结合相关投资情况分析公司是否满足最近一期不

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投资的要求。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次发行前，公司实施或

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的具体情况；相关财务性投资金额是

否已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一）关于财务性投资的认定 

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证券，除金融类企业外，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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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财务性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指出： 

（1）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

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2）类金融业务指除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持

牌机构以外的机构从事的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

业务等； 

（3）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

购或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

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4）金额较大是指，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并

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不包含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5）审议本次证券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

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金额（包含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应从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中扣除。 

（二）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

及类金融业务的情况 

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债的相关议案，自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2021 年 1 月 21 日）至

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情

况，具体分析如下： 

（1）财务性投资 

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不存在投资或拟投资产业基金、

并购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

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情况。

因此，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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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2）类金融业务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实施或拟

实施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类金融业务。 

综上，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实

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因此，不存在需要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中扣除相关财务性投资金额的情形。 

二、公司持有的理财产品的具体品种、金额、收益率及持有时间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问询回复报告出具日，公司存在使

用闲置资金购买风险较低、流动性好、收益波动性小的结构性存款、银行短期理

财产品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银

行

名

称 

理财产品 

名称 
报表科目 类型 收益率 购买金额 购买日 到期日 

截至本

问询回

复报告

出具日

余额 

1 

浦 

发 

银 

行 

公司稳利固定

持有期

JG9003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15%或

2.60%或

2.80% 

5,800.00 2020/12/24 2021/1/25 - 

2 

公司稳利固定

持有期

JG9003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15%或

2.60%或

2.80% 

3,000.00 2020/12/29 2021/1/28 - 

3 
公司稳利 

20JG9723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40%或

3.00%或

3.20%  

10,000.00 2020/12/31 2021/3/30 - 

4 

公司稳利固定

持有期

JG9014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15%或

2.80%或

3.00% 

10,000.00 2021/2/5 2021/5/6 - 

5 
公司稳利

21JG6033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40%或

3.25%或

3.45% 

4,800.00 2021/4/2 2021/7/2 - 

6 
公司稳利

21JG6083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40%或

2.95%或

3.15% 

10,300.00 2021/5/7 202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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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银

行

名

称 

理财产品 

名称 
报表科目 类型 收益率 购买金额 购买日 到期日 

截至本

问询回

复报告

出具日

余额 

7 
公司稳利

21JG6149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40%或

2.90%或

3.10% 

11,000.00 2021/6/11 2021/7/12 - 

8 
公司稳利

21JG6251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40%或

2.90%或

3.10% 

11,000.00 2021/7/28 2021/8/28 - 

9 
公司稳利

21JG5518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4%或

3.55%或

3.75% 

8,000.00 2021/10/8 2021/11/8 - 

10 
公司稳利

21JG6504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4%或

3.05%或

3.25% 

6,000.00 2021/11/17 
2021/12/1

7 
6,000.00 

11 

浙 

商 

银 

行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25% 973.46 2020/9/24 2021/7/15 - 

12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45%  111.71  2020/11/10 2021/4/21 - 

13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45%  492.24  2020/11/10 2021/4/21 - 

14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55%  1,407.33  2020/12/16 2021/2/9 - 

15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55%  1,575.93  2020/12/16 2021/2/12 - 

16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55%  599.66  2021/1/15 2021/2/26 - 

17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55%  398.83  2021/1/15 2021/2/15 - 

18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55%  467.92  2021/1/15 2021/2/15 - 

19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55%  498.46  2021/1/15 2021/2/15 - 

20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55%  284.30  2021/1/15 2021/2/9 - 

21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55%  162.66  2021/1/15 2021/2/8 - 

22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0%  516.66  2021/2/9 2021/3/29 - 

23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0%  298.68  2021/2/9 2021/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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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银

行

名

称 

理财产品 

名称 
报表科目 类型 收益率 购买金额 购买日 到期日 

截至本

问询回

复报告

出具日

余额 

24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0%  338.47  2021/2/9 2021/3/30 - 

25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0%  299.66  2021/2/9 2021/3/30 - 

26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0%  350.39  2021/2/9 2021/3/31 - 

27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45%  1,993.10  2021/2/25 2021/4/2 - 

28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45%  1,544.95  2021/2/26 2021/4/1 - 

29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5%  995.72  2021/4/2 2021/5/18 - 

30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5%  995.63  2021/4/2 2021/5/19 - 

31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5%  995.53  2021/4/2 2021/5/20 - 

32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5%  597.32  2021/4/2 2021/5/20 - 

33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5%  1,691.62  2021/4/2 2021/5/25 - 

34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35%  611.68  2021/4/26 2021/6/23 - 

35 
区块链应收款 

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

资产 

固定收

益类 
3.00%  1,591.87  2021/7/15 2021/9/14 - 

36 

兴

业

银

行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 

结构性存款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2.80% 1,800.00 2021/1/13 2021/4/13 - 

37 

中

信

银

行 

共赢智信汇率

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02842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48%-3.00%

-3.40% 
5,000.00 2021/1/18 2021/4/16 - 

38 民 

生 

银 

行 

聚赢股票-挂

钩沪深 300 指

数结构性存款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10%-3.80%  5,000.00  2021/4/7 2021/7/6 - 

39 

聚赢股票-挂

钩沪深 300 指

数结构性存款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10%-3.50%  5,000.00  2021/6/4 202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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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银

行

名

称 

理财产品 

名称 
报表科目 类型 收益率 购买金额 购买日 到期日 

截至本

问询回

复报告

出具日

余额 

40 

聚赢股票-挂

钩沪深 300 指

数结构性存款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10%-3.10%  5,000.00  2021/7/12 2021/9/14 - 

41 

聚赢股票-挂

钩沪深 300 指

数结构性存款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30%-3.70%  2,000.00  2021/9/24 

2021/10/2

9 
- 

42 

聚赢股票-挂

钩沪深 300 指

数结构性存款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30%-3.70%  2,000.00  2021/9/24 2021/12/3 2,000.00 

43 

聚赢股票-挂

钩沪深 300 指

数结构性存款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1.30%-3.70%  5,000.00  2021/9/24 2022/1/5 5,000.00 

44 

 

 

 

 

 

 

工 

商 

银 

行 

工银理财保本

型“随心 e”（定

向）2017 年第

3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2.10%  80.00  2021/3/22 2021/4/16 - 

45 

工银理财保本

型“随心 e”（定

向）2017 年第

3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2.10%  140.00  2021/4/1 2021/4/28 - 

46 

工银理财保本

型“随心 e”（定

向）2017 年第

3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2.10%  500.00  2021/5/6 2021/6/2 - 

47 

工银理财保本

型“随心 e”（定

向）2017 年第

3 期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保本浮

动收益 
2.10%  500.00  2021/6/9 2021/7/6 - 

注：区块链应收款理财产品是指以企业真实、合法的贸易背景为基础，采用区块链技术

对基于贸易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收款人、付款人、金额、付款日期、附带利息等信息

进行记载确认，支持债权转让的电子支付结算和融资工具。公司所购买的区块链应收款理财

产品的期限均在一年以内，该类理财产品到期后，承兑人承诺无条件支付给持有人应收款金

额及附带利息；同时，浙商银行为其提供保兑，保兑责任不会因为应收款的转让、质押、拆

分等行为或应收款签发时所对应贸易背景的变化而免除或变更，不存在重大信用风险。 

公司购买前述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系进行短期现金管理，已履行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旨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前述产品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



8-2-1-36 

 

金融产品。 

三、结合相关投资情况分析公司是否满足最近一期不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

投资的要求 

最近一期末（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未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

性投资（含类金融业务），公司主要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截至 2021/9/30 金额 截至 2021/9/30 财务性投资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9,003.60 - 

其他应收款 449.80 - 

其他流动资产 5,087.43 - 

合计 14,540.83 -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 

根据公司《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相关理财产品的产品说明书、风险揭

示书、理财产品合同等资料，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交

易性金融资产金额为 9,003.60 万元，主要系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的保本浮

动收益的结构性存款，交易性金融资产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银

行

名

称 

理财产品名称 类型 收益率 
购买 

金额 
风险等级 购买日 到期日 

1 

民

生

银

行 

聚赢股票-挂钩沪深

300 指数结构性存款 

保本

浮动

收益 

1.30%-3.70% 2,000.00 
低风险

（一级） 
2021/9/24 2021/10/29 

2 
聚赢股票-挂钩沪深

300 指数结构性存款 

保本

浮动

收益 

1.30%-3.70% 2,000.00 
低风险

（一级） 
2021/9/24 2021/12/3 

3 
聚赢股票-挂钩沪深

300 指数结构性存款 

保本

浮动

收益 

1.30%-3.70% 5,000.00 
低风险

（一级） 
2021/9/24 2022/1/5 

注：根据前述产品的理财产品计划说明书，风险等级由低至高为低风险（一级）/较低

风险（二级）/中等风险（三级）/较高风险（四级）/高风险（五级）。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最近一期末存在使用暂时闲置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上述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公司购买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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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财产品以安全性、流动性为前提，均投资于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上述

购买的结构性存款风险较低，均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因此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中规定的

财务性投资。 

（二）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449.80 万元，主要包括备

用金、押金、保证金，主要系公司员工差旅备用金以及公司设备类产品投标押金

及保证金等，金额相对较小，不存在以赚取投资收益为目的拆借资金等财务性投

资。 

（三）其他流动资产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其他流动资产金额为 5,087.43 万元，由待抵扣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预缴所得税构成，均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所述，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

括类金融业务）情形。 

四、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相关

规定及问答，了解认定的相关要求； 

2、查阅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文件、定期报告和相关明细账，检查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是否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

投资； 

3、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开立清单、所购买理财产品的产品说

明书、风险揭示书、理财产品合同、购买及赎回理财产品的凭证等资料，核查前

述理财产品是否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是否属于《科创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所规定的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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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査阅并取得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等相关资料，并对

发行人资产结构等科目进行分析；查阅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

应收款、其他流动资产等科目明细。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发行人不存

在实施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的情形，不存在需要从本次募集

资金总额中扣除相关财务性投资金额的情形。 

2、最近一期期末，发行人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

业务）的情形。 

问题 6：关于存货 

根据申报文件，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5,674.57 万元、

30,775.97 万元、33,865.03 万元及 46,896.88 万元，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19.10%、21.29%、17.65%和 18.44%，存货规模较大。 

请发行人结合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过程、存货的库龄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结合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过程、存货的库龄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 

（一）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对比情况 

公司名称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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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上机数控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

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

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

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

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

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

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宇晶股份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

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提取。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

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

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

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

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晶盛机电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

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

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

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

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

回的金额。 

美畅股份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存货成本高于其可

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

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

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

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

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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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

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三超新材 

存货可变现净值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

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期末，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

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

期损益。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岱勒新材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

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

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

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

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

回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

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东尼电子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量。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

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

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计算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原则为：对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可直接用于

出售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确定；对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

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各类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具体方法详述如下： 

对单个原材料、在产品项目，按期末账面价值加上生产完工至产成品尚需要发生

的人工费用、制造费用以及平均销售费用与资产负债表日该类产品的平均售价进行比

较，若比较的结果显示该等存货的账面价值大于可实现销售的可收回价值，则按该差

额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期末结存的各类库存商品，因公司以销定产，大多数库存商品有订单覆盖，

对该类库存商品，按期末该类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加上当期所有库存商品的平均销售

费用与订单价格进行比较；对于极少数公司为备货而生产的库存商品，按期末该类库

存商品的账面价值加上当期所有库存商品的平均销售费用与资产负债表日该类库存商

品的当前平均售价进行比较。若比较的结果显示该等存货的账面价值大于可实现销售

的可收回价值，则按该差额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恒星科技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

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

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

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

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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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

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

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高测股份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

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提取。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

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

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

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

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如上表所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不存

在重大差异。 

（二）存货类别、库龄及跌价准备余额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类别、库龄及跌价准备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21/9/30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存货跌价

计提比例 

库龄 1 年以内 库龄 1 年以上 小计 

原材料 12,647.53 2,167.10 14,814.63 1,458.83 13,355.80 9.85% 

半成品 613.34 15.59 628.93 13.35 615.58 2.12% 

在产品 10,385.87 0.27 10,386.14 73.61 10,312.53 0.71% 

产成品 5,833.08 853.51 6,686.59 527.64 6,158.95 7.89% 

发出商品 23,370.66 - 23,370.66 79.91 23,290.75 0.34% 



8-2-1-42 

 

委托加工

物资 
789.17 - 789.17 - 789.17 - 

合计 53,639.65 3,036.47 56,676.12 2,153.34 54,522.78 3.80% 

库龄结构

比例 
94.64% 5.36% 100% / / / 

2020/12/31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存货跌价

计提比例 
库龄 1 年以内 库龄 1 年以上 小计 

原材料 8,870.10 1,605.12 10,475.22 1,121.01 9,354.21 10.70% 

半成品 299.65 10.67 310.32 11.49 298.83 3.70% 

在产品 6,611.38 2.48 6,613.86 243.16 6,370.70 3.68% 

产成品 4,016.23 202.35 4,218.58 168.35 4,050.23 3.99% 

发出商品 13,375.24 198.84 13,574.08 317.61 13,256.47 2.34% 

委托加工

物资 
534.58 - 534.58 - 534.58 - 

合计 33,707.18 2,019.46 35,726.64 1,861.62 33,865.02 5.21% 

库龄结构

比例 
94.35% 5.65% 100% / / / 

2019/12/31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存货跌价

计提比例 
库龄 1 年以内 库龄 1 年以上 小计 

原材料 7,268.08 894.00 8,162.08 647.94 7,514.15 7.94% 

半成品 706.34 14.53 720.87 1.91 718.9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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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 6,331.95 - 6,331.95 - 6,331.95 -                     

产成品 4,772.85 1,130.01 5,902.86 374.65 5,528.21 6.35% 

发出商品 10,479.53 - 10,479.53 28.87 10,450.66 0.28% 

委托加工

物资 
232.04 - 232.04 - 232.04 -            

合计 29,790.79 2,038.54 31,829.33 1,053.36 30,775.97 3.31% 

库龄结构

比例 
93.60% 6.40% 100% / / 7.94% 

2018/12/31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存货跌价

计提比例 
库龄 1 年以内 库龄 1 年以上 小计 

原材料 5,952.18 0.03 5,952.21 0.95 5,951.26 0.02% 

半成品 882.74 - 882.74 - 882.74  -    

在产品 1,797.88 - 1,797.88 - 1,797.88  -    

产成品 4,698.99 113.73 4,812.72 100.87 4,711.85 2.10% 

发出商品 1,952.71 - 1,952.71 30.14 1,922.57 1.54% 

委托加工

物资 
408.27 - 408.27 - 408.27  -    

合计 15,692.77 113.76 15,806.53 131.96 15,674.57 0.83% 

库龄结构

比例 
99.28% 0.72% 100% / / /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存货库龄主要集中在 1 年以内，库龄 1 年以内的存货

账面余额占比分别为 99.28%、93.60%、94.35%及 94.64%，仅存在少量库龄 1 年

以上的存货，公司的存货库龄结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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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各期末对各类存货进行盘点清查，对成本大于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

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 9 月末，公

司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分别为 131.96 万元、1,053.36 万元、1,861.62 万元和 2,153.34

万元，存货整体不存在重大减值迹象，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主要由原材料和产成品

构成。 

（三）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过程及依据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的要求计算

存货可变现净值，对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

期损益。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及过程如下表所示： 

1、原材料 

单位：万元 

期间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 期末数 

2021 年 1-9 月 1,121.01 956.97 619.15 1,458.83 

2020 年度 647.94 1,033.10 560.03 1,121.01 

2019 年度 0.95 749.08 102.09 647.94 

2018 年度 15.07 85.80 99.92 0.95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的原材料均用于生产环节，不存在对外销售的情况。由

于公司金刚线产品不断向细线化方向发展，导致部分采购备用的微粉在颗粒规

格、锋利度等方面不完全适用于新线型金刚线，公司已对其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对光伏切割设备类产品进行迭代升级、对金刚线生产线进行

技术改造，导致部分机械零部件、易耗辅料不再适用，公司已根据谨慎性原则全

额计提跌价准备。对于除了前述全额计提跌价准备以外的其他原材料，公司按照

账面价值加上预计至完工时发生的成本、相关销售税费得到可售状态成本，参考

产品销售合同价格或市场价格进行跌价测试，对存在减值情形的原材料计提跌价

准备。报告期内，公司对实际生产中已经耗用或处置的原材料跌价进行了转销处

理。 

2、产成品 

单位：万元 

期间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 期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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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 期末数 

2021 年 1-9 月 168.35 510.17 150.87 527.65 

2020 年度 374.65 215.21 421.51 168.35 

2019 年度 100.87 381.55 107.77 374.65 

2018 年度 - 100.87 - 100.87 

报告期内，公司将新一代细线型金刚线产品推出市场后，原有粗线型产品的

需求减少、销售价格随之下降，当价格下降较快时，金刚线产成品将发生减值。

在光伏高效单晶取代常规多晶的趋势下，公司不断对截断机、切片机等光伏切割

设备产品进行迭代升级，导致个别库存切割设备存在减值迹象。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对产成品进行跌价测试，有相关合同覆盖的产成品按照合同价减预计销售税

费确定可变现净值，无订单覆盖的产成品按照市场价减预计销售税费确定可变现

净值，若账面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则将二者差额作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

报告期内，公司对已经实现销售或处置的产成品跌价进行了转销处理。 

3、发出商品 

单位：万元 

期间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 期末数 

2021 年 1-9 月 317.61 -0.72 236.98 79.91 

2020 年度 28.87 288.74 - 317.61 

2019 年度 30.14 66.81 68.08 28.87 

2018 年度 - 30.14 - 30.14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发出商品按照可变现净值进行跌价测试，可变现净值

根据与客户签署的合同价格减去估计销售税费确定，对存在跌价的发出商品计提

跌价准备。报告期内，公司对已经实现销售或处置的发出商品跌价进行了转销处

理。 

4、在产品 

单位：万元 

期间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 期末数 

2021 年 1-9 月 243.16 -2.42 167.13 73.61 

2020 年度 - 243.16 - 243.16 

2019 年度 - - - - 

2018 年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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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账面价值加上预计至完工时发生的成本、相关销售税费得到可售状

态成本，参考产品销售合同价格或市场价格进行跌价测试，对存在减值情形的在

产品计提跌价准备。报告期内，公司将已经完工的在产品所对应的跌价准备进行

了转销处理。 

综上所述，公司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制定了存货跌价计提政策，计提政

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报告期内遵循一贯性原则；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存

货进行跌价测试时，依据谨慎性原则，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综合考虑产品

合同售价或市场价格、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计提跌价

准备。因此，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分析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及流程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实

际经营情况和会计准则的要求，并分析报告期是否保持一贯性； 

2、获取并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存货跌价准备测算表，对存货可变现净

值计算过程及存货跌价准备测算过程进行复核，重点核查各参数选择的合理性，

验证存货跌价准备的准确性、充分性； 

3、分析比较发行人与可比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4、访谈发行人财务部门、生产部门、研发部门相关人员，了解发行人的现

有生产技术、生产工艺改进情况；访谈仓储部门相关人员，了解发行人库存物料

的呆滞情况以及日常领用、处置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相关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会

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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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关于员工人数和薪酬 

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员工总人数分别为 863人、1,237人、1,165

人、1,430人，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分别为 1,053.99 万元、1,463.01万元、2,253.36

万元和 3,914.09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管理人员月平均人数分别为 261人、361

人、283 人、387人；研发人员人数分别为 160人、222人、232人、232人。 

请发行人说明：（1）2020 年公司员工总人数下降而应付职工薪酬仍在增长

的原因；（2）报告期内，管理人员月平均人数发生较大波动的原因，人员调整的

必要性，对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性的影响。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2020 年公司员工总人数下降而应付职工薪酬仍在增长的原因 

2019 年末和 2020 年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具体构成及其变动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构成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额 

12 月工资及 13 薪   1,489.85    1,320.67      169.18  

绩效考核奖金      695.84              -        695.84  

解除职工劳动关系补偿             -           38.10      -38.10  

福利费和工会经费 67.67 104.24 -36.57 

合计   2,253.36    1,463.01      790.35  

2020 年末，公司员工总人数下降而应付职工薪酬仍保持增长主要系 2020 年

提取的绩效考核奖金尚未发放所致。2019 年，公司绩效考核奖金当年提取、当

年发放；2020 年末，公司当年提取的绩效考核奖金在次年发放，造成 2020 年末

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 2019 年末有所增长。 

二、报告期内，管理人员月平均人数发生较大波动的原因，人员调整的必

要性，对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性的影响 

报告期内，管理人员月平均人数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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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 

变动原因  2021 年 9 月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上期月平均人数 283 361 261 

本期新招 86 23 82 

本期离职 -10 -50 -29 

本期调岗 2 3 -7 

新增筹建人员 72 -  54 

投产后筹建人员到岗 -  -54 -  

本期月平均人数 433 283 361 

剔除筹建人员影响后 

月平均人数 
361 337 307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之《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对管理费用核

算口径作出如下规定：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

培训费、差旅费等在实际发生时，均计入管理费用。 

2019 年度，公司新设壶关高测子公司，筹建期间公司预先储备人员、并对

其进行相关培训，使其尽快满足岗位要求，筹建人员列入其他管理人员，筹建期

间产生的工资、社保、培训费等计入管理费用，因此 2019 年管理人员人数增加。 

2020 年度，公司管理人员人数减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公司陆续将青岛丛

林厂区金刚线生产基地搬迁至电费更为低廉的山西长治金刚线生产基地，搬迁过

程中生产线陆续停产，公司对相关仓储、行政管理辅助人员需求减少，叠加疫情

影响下的人员结构优化，造成当期管理人员离职人数增加；二是伴随着壶关高测

从筹建到正式投产，筹建人员按照其工作岗位确定工薪核算科目，不再统一计入

管理费用，人员核算口径变化引起管理人员人数减少。 

2021 年 2 月，公司新设乐山高测子公司，筹建期间公司预先配备储备人员，

造成当期新招管理人员人数增加，管理人员总人数随之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离职人员多为管理辅助人员，非核心关键管理人员；公司管

理人员变动主要受子公司壶关高测、乐山高测筹建前后人员核算口径变化的影

响，剔除筹建人员变动的影响后，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 9 月末管理人

员月平均人数为 307 人、337 人、361 人，呈逐年递增趋势，与公司生产规模扩

大、经营业绩增长相匹配。因此，管理人员月平均人数的变动不会影响生产经营



8-2-1-49 

 

的稳定性。 

三、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会计账簿，对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的构成进行分析； 

2、访谈发行人财务负责人、人力资源部门经办人员，了解发行人前后期间

工资结算、支付方式的变化情况； 

3、查验发行人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后支付情况，核实期末余额的真实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2020 年末，公司员工总人数下降而应付职工薪酬仍保持增长主要系 2020

年提取的绩效考核奖金尚未发放所致。2019 年，公司绩效考核奖金当年提取、

当年发放；2020 年末，公司当年提取的绩效考核奖金在次年发放，造成 2020 年

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 2019 年末有所增长。 

2、报告期内，管理人员月平均人数变动的主要由筹建人员的变动所致。公

司新设壶关高测、乐山高测，子公司筹建期间预先储备人员、并对其进行相关培

训，使其尽快满足岗位要求，筹建期间的储备人员列入其他管理人员，储备期间

产生的工资、社保、培训费等计入管理费用；壶关高测投产后，筹建期间的储备

人员按照其工作岗位确定工资、社保核算科目，不再统一计入管理费用，人员核

算口径变化引起管理人员人数减少。剔除筹建人员变动的影响后，发行人管理人

员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与发行人生产规模扩大、经营业绩增长相匹配，因此管

理人员月平均人数的变动不会影响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问题 8：关于政府补助 

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下游客户主要为光伏硅材料制造企业，下游客户受行

业政策影响较大。2018 年“531光伏新政”后，光伏发电补贴开始退坡且补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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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报告期内各期，公司其他收益中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204.65万元、439.76 万元、1,701.66万元、1,259.14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在光伏行业补贴强度降低的大背景下，公司政府补助金额整

体呈上升趋势的原因。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在光伏行业补贴强度降低的大背景下，公司政府补助金额整体呈上升

趋势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所属产业链环节为光伏行业上游硅棒和硅片制造环节，相关环节不直接获取

光伏发电补贴，光伏发电补贴主要针对光伏行业下游终端电站售电环节。 

报告期内，公司政府补助主要由技术研发类、高新企业类组成，报告期各期

占比分别为 96.83%、96.09%、41.87%和 87.63%。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9 月，

公司收到企业上市补贴 900万元和 100万元，剔除上述企业上市补贴影响后，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9 月，技术研发类和高新企业类政府补助占比分别为 82.64%和

92.85%。为持续保持公司产品的竞争优势和技术先进性，公司不断研发新产品、

拓展核心技术的应用场景，高硬脆切割设备研发投入、金刚线生产线技术改造投

入随之增加，相关政府补贴增加，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政府补助金额整体呈上升趋

势。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收益中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的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8 年度补助类别及明细  金额  占比 

一、技术研发类   

1、新型切割丝及切割设备的研制及产业化 10.00 4.89% 

2、第三批科技专项资金 5.05 2.47% 

3、科学技术奖励资金 0.15 0.07% 

小计 15.20 7.43% 

二、高新企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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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补助类别及明细  金额  占比 

1、2018 年科技基地建设资金 182.95 89.40% 

小计 182.95 89.40% 

三、专利申请类   

1、专利创造资助 1.50 0.73% 

小计 1.50 0.73% 

四、其他类   

1、青岛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科技专项资金 5.00 2.44% 

小计 5.00 2.44% 

 合   计  204.65 100% 

 

 2019 年度补助类别及明细   金额   占比  

一、技术研发类   

1、2019 年第一批科技专项资金 97.00 22.06% 

2、2019 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基金政府奖励 50.00 11.37% 

3、2019 年第二批科技专项资金 30.00 6.82% 

4、新型切割丝及切割设备的研制及产业化 10.00 2.27% 

5、2018 年青岛市技术发明奖 10.00 2.27% 

6、800 万千米金刚石线产业化项目支持资金 8.00 1.82% 

7、2017 年青岛市第四批科技专项资金 0.22 0.05% 

小计 205.22 46.67% 

二、高新企业类   

1、高新区科技类创新创业政策扶持资金政府奖励 174.31 39.64% 

2、2019 年第五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40.00 9.10% 

3、2018 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奖励资金 3.00 0.68% 

小计 217.31 49.42% 

三、专利申请类   

1、专利创造资助 1.76 0.40% 

2、小微企业专利奖励 0.40 0.09% 

小计 2.16 0.49% 

四、劳动用工类   

1、企业岗前培训补贴 6.57 1.49% 

小计 6.57 1.49% 

五、其他类   

1、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政府奖励 8.20 1.86% 

2、2018 年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奖励资金 0.30 0.07% 

小计 8.50 1.93% 

 合   计  439.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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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补助类别及明细   金额   占比  

一、技术研发类   

1、青岛市科技计划第四批 94.98 5.58% 

2、研发投入奖金 63.32 3.72% 

3、2019 创新券兑现政府奖励 25.00 1.47% 

4、新型切割丝及切割设备的研制及产业化 10.00 0.59% 

5、第七批科技专项资金 10.00 0.59% 

6、两化奖补资金 8.50 0.50% 

7、青岛市城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科技专项资金 1.16 0.07% 

小计 212.96 12.51% 

二、高新企业类    

1、2019 年度创新创业政策奖励资金 253.90 14.92% 

2、2020 年度第十一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区级资金）政府奖励 36.37 2.14% 

3、山西省科学技术厅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奖励 30.00 1.76% 

4、第四十八批产业发展资金（税收补贴） 25.80 1.52% 

5、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应用试点示范资金政府奖励 25.00 1.47% 

6、2020 年第四批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 25.00 1.47% 

7、2020 年高新技术企业新认定奖补 20.00 1.18% 

8、2019 年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补 15.00 0.88% 

9、高新技术企业资助、创新型企业研发补贴 10.00 0.59% 

10、青岛市第三批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 8.50 0.50% 

小计 449.57 26.42% 

三、专利申请类   

1、专利授权资助政府奖励 2.25 0.13% 

小计 2.25 0.13% 

四、劳动用工类   

1、稳岗补贴 56.35 3.31% 

2、就业补贴 13.36 0.78% 

3、长治市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收入政府奖励 11.47 0.68% 

4、市南区职业能力培训中心企业新录用员工补贴 4.98 0.29% 

5、企业岗前培训补贴 0.63 0.04% 

6、用人单位以工代训补贴 0.10 0.01% 

小计 86.88 5.11% 

五、其他类   

1、第四十一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企业上市补贴） 800.00 47.01% 

2、2020 年上市、挂牌、股改企业金融类资金有关补助（市级资

金）政府奖励（企业上市补贴） 
50.00 2.94% 

3、财政局 2020 年度第二十六批产业发展资金（企业上市补贴） 50.00 2.94% 

4、“小升规”工业企业奖励资金 50.00 2.94% 



8-2-1-53 

 

 2020 年度补助类别及明细   金额   占比  

小计 950.00 55.83% 

 合   计  1,701.66 100% 

 

 2021 年 1-9 月补助类别及明细   金额   占比  

一、技术研发类   

1、工信局技改资金政府奖励 884.00 49.69% 

2、2021 年重点研发专项立项经费政府奖励 180.00 10.12% 

3、科工局转 2020 年企业科研政府奖励 22.54 1.27% 

4、新型切割丝及切割设备的研制及产业化 7.50 0.42% 

5、支持科技创新补助 1.00 0.06% 

小计 1,095.04 61.56% 

二、高新企业类   

1、2020 年创新创业政策奖励资金（区级资金）政府奖励 286.67 16.11% 

2、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补助 100.00 5.62% 

3、青岛高新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升级特色载体专项资金（中央资

金）政府奖励 
40.00 2.25% 

4、2021 年度第二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府奖励 22.10 1.24% 

5、2021 年第二十二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府奖励 15.00 0.84% 

小计 463.77 26.07% 

三、专利申请类   

四、劳动用工类   

1、减负稳岗扩就业补助 2.98 0.17% 

2、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1.56 0.09% 

3、留青过节补贴（高新区）政府奖励 0.96 0.05% 

4、青岛市市南区职业能力培训中心政府奖励 0.90 0.05% 

5、企业新录用员工政府奖励 0.78 0.04% 

小计 7.18 0.40% 

五、其他类   

1、2021 年壮大资本市场补助（市级资金）政府奖励 100.00 5.62% 

2、2021 年第一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市级）政府奖励 50.00 2.81% 

3、“小升规”工业企业奖励资金 29.25 1.64% 

4、2020 年省级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奖励 20.00 1.12% 

5、2021 年第一批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市级）政府奖励 11.30 0.64% 

6、财政局进出口税补贴奖励 2.40 0.13% 

小计 212.95 11.97% 

 合   计  1,778.93 100% 

综上，在光伏行业补贴强度降低的大背景下，公司政府补助金额整体呈上升



8-2-1-54 

 

趋势具有合理性。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政府补助明细表、政府补助依据文件、银行收

款回单等资料，对发行人各期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进行审核； 

2、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及具体经办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收到的政府

补助的程序以及具体补助事项； 

3、根据发行人收到的政府补助的具体补助事项，对政府补助进行分类，分

析政府补助金额变动的原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不属于光伏行业发电补贴，政府补助金额的变动

主要受发行人的研发投入、技术改造升级以及形成的具体研发成果等科创活动支

出影响，相关政府补贴金额变动原因具有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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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 年 1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