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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接受深

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翔丰华”）的委

托，担任其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 

保荐机构及本项目保荐代表人杨玺、周聪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

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交所的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

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 

（本上市保荐书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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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Xfh Technology Co., 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翔丰华 

股票代码 300890.SZ 

法定代表人 赵东辉 

董事会秘书 李茵 

证券事务代表 高易臻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清祥路 1 号宝能科技园 9 栋 C 座 20 楼

J 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清祥路 1 号宝能科技园 9 栋 C 座 20 楼

J 单元 

电话 0755-27289799 

传真 0755-27289066 

邮政编码 518109 

网址 http://www.xiangfenghua.com 

电子信箱 public@xfhinc.com 

经营范围 

改性石墨负极材料、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其它 

国内贸易（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 

批和禁止的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新能源

行业投资（具体投资项目另行申报） 

二、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翔丰华主要从事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先

进的锂电池负极材料供应商，主要产品可分为天然石墨和人造石墨两大类，产品

应用于动力、3C 消费电子和工业储能等锂电池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

成功切入比亚迪、LG 新能源、国轩高科、宁德时代、多氟多等知名锂电客户的

供应链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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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技术及研发水平 

（一）核心技术 

1、核心技术 

报告期内，翔丰华一直致力于开发高性能锂电池负极材料，通过持续的研发

投入，在天然石墨与人造石墨领域都拥有行业领先的制备技术，为翔丰华的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目前，翔丰华主要产品天然石墨和人造石墨应

用的核心技术均来自于自主研发，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核心技术/专利名称 技术概述 对应专利编号 技术来源 

主要产品

应用 

1 
一种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及制备方法 

石墨中有机物炭化热解，高温

热处理可提高石墨化度，使石

墨内部结构排列更加规整 

201110078683.9 自主研发 DT-1/DT-2 

2 
高比表面积膨胀石墨

的制备方法 

将石墨的层间距提高到适合

锂离子迁入和迁出的理想层

间距 

201210508884.2 自主研发 
DT-1/DT-2 
WP-
1/WP-2 

3 

一种硬碳包覆软碳被

用作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的制备方法 

对石墨进行炭化处理，过程中

有机物热解挥发 
201810379887.8 自主研发 DT-1/DT-2 

4 球形石墨粉碎机 

掌握了一种综合了搅拌磨和

高速动态冲击式复合化粒子

系统(PCS)的整形工艺，例如

针对X8产品原材料进行表面

处理，提高产品的振实密度 

- 自主研发 X8/HD-8 

5 球形石墨分级设备 

通过不同类型的磨粉机的串

联或者并联的方式的选择，实

现对产品原料的粒度分布的

正态分布控制，有效的提高材

料的加工性能，提高过程收

率，降低生产成本 

- 自主研发 
HSG/SG3
45/X6/X8 

6 

一种石墨烯改性锂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制

备方法 

独特的表面纳米包覆技术，制

备得到一种具有理想“核 -

壳”结构的石墨负极材料 

201610124604.6 
201810379356.9 

自主研发 WJ-1/X13 

7 
一种各向同性石墨负

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对石墨进行等静压、炭化、不

熔化、石墨化等处理，得到各

项同性的石墨颗粒 

201510308194.6 自主研发 
DT-1/DT-
2/DT-6 

8 

一种锂离子电池硅碳

纳米管复合负极材料

制备方法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复合，

得到的新型功能复合材料，各

材料在功能上互补，产生协同

作用，是复合材料综合性能优

于原材料 

201510035101.7 自主研发 
SC420/S

C600 

9 

一种低温高倍率动力

电池石墨负极材料的

制备方法 

采用高性价比的天然石墨原

料来制备具有较小嵌锂难度、

较短嵌锂路径、析锂保护层的

201510724397.3 自主研发 
DT-2/H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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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心技术/专利名称 技术概述 对应专利编号 技术来源 

主要产品

应用 

低温石墨负极材料，提高低温

环境下负极材料的容量发挥

和充放电能力 

10 

一种高温型锂离子电

池石墨负极材料的制

备方法 

利用一种成本低廉、工艺简单

的溶剂法制备负极材料，得到

的石墨负极具有良好的耐溶

剂性，保留了优异的导电性。

同时增加了高温下的使用寿

命，提高了电池高温存储性能

和安全性能 

201610127132.X 自主研发 
DT-1/X6-
10 

11 带氧化层的石墨球 

通过自主研发的多晶型天然

石墨复合改性技术，能够有效

改变石墨的表面状态，使石墨

层间结合力得到加强，改善石

墨与溶剂的相容性；同时还能

够改变石墨颗粒的形态，减轻

制膜过程中的择优取向，有利

于锂离子在石墨中嵌入和脱

出，从而提高石墨材料的高倍

率充/放电能力 

- 自主研发 CG-1 

12 
气相沉积制备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的方法 

采用气相沉积技术，使含碳气

体分子经高温裂解后沉积在

负极材料最外层包覆炭膜表

面，能够渗透到负极材料颗粒

空隙中，实现均匀光滑的包覆

效果，起到有效的保护效果，

从而提高负极材料的循环稳

定性 

201110078682.4 自主研发 
DT-1/DT-
2/SC420/
SC600 

13 

一种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用石墨烯/二氧化

钛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 

通过氧化石墨纳米片，制备

石墨烯/二氧化钛复合材料，

水热反应法制备的石墨烯/二

氧化钛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

导电性、电化学储锂容量

大、能量密度高、循环性能

好 

201310441415.8 自主研发 TiO2 

14 

一种锂离子电池用硅

碳复合负极材料的制

备方法 

利用等静压技术和碳化技术

对硅负极材料进行处理。备出

的硅碳负极材料首次可逆容

量大和循环性能优良，制备方

法简单，利于工业化。 

202010456796.7 自主研发 

SCX420

、
SCX600 

15 

一种锂离子电池改性

微晶石墨负极材料制

备方法 

在微晶石墨表面进行碳包覆，

包覆过程中加入催化剂以提

升石墨化度，最终使其容量提

高 

201610164406.2 自主研发 WJ-1 

16 
一种微晶石墨的提纯

方法 

将微晶石墨的固定碳含量提

高到 99%以上，使其铁、硫等

杂质含量极低 

201610568679.3 自主研发 W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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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心技术/专利名称 技术概述 对应专利编号 技术来源 

主要产品

应用 

17 

一 种 ZnO 包 覆

TiO2(B)负极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运用定向晶面生长技术、表面

改性技术等技术制备出微观

形貌可控二氧化钛负极材料 

201510126487.2 
201510126486.8 

自主研发 B 型 TiO2 

18 
一种多层石墨烯的制

备方法 

采用低成本技术制备出厚度

和孔径较小，导电性好，质量

高且稳定的石墨烯材料 

200910191895.0 自主研发 石墨烯 

19 

一种静电纺丝结合溶

胶-凝胶法制备多孔纳

米纤维的方法 

通过静电纺丝法，在高温下制

备多孔碳纳米管掺杂钛酸锂

纳米线 

201810379961.6 自主研发 钛酸锂 

20 

一种以氧化铝为模板

的碳包覆硅纳米管及

其制备方法 

通过模板刻蚀法，利用氢氧化

钠溶液刻蚀除掉氧化铝和有

机硅溶液中的金属氧化物得

到碳包覆的硅纳米管 

201910079901.7 自主研发 
SC420/S
C600 

21 

一种石墨烯二维异质

结柔性器件结构及其

制备方法 

以聚合物承载石墨烯薄膜，石

墨烯薄膜与二维半导体薄膜

构成异质结，并利用范德华力

剥离的方法制备器件 

201810896321.2 自主研发 石墨烯 

22 

一种铜掺杂核壳结构

硅碳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 

经喷雾干燥和后期高温处理，

在高分子包覆纳米硅过程中

同时进行络合反应达到对纳

米硅掺杂改性的目的 

201810378788.8 自主研发 
SC420/S
C600 

23 

一种制备铜锑掺杂的

锡碳锂离子负极材料

的方法/ 

一种制备锡碳锂离子

负极材料的方法 

通过球磨混合，等静压成型、

焙烧和打散整形工艺进行二

次造粒，经铜/二氧化铜改性

二氧化锡，实现二氧化锡与石

墨，石墨与石墨之间造粒，和

二者的表面改性，并采用二次

包覆技术明显改善二次造粒

过程中产生的表面缺陷，提升

产品的首次效率和循环性能 

201810379949.5/ 
201810223973.X 

自主研发 锡碳负极 

24 

碳纳米管 -MXene 复

合三维多孔碳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 

采用冷冻干燥和炭化技术，得

到 MXene 材料与石墨烯材料

的三维多孔复合碳材料 

201811516687.9 自主研发 
多孔碳材

料 

25 
一种磁性活性炭的制

备方法 

通过超声分散、微波加热法，

得到活性炭内部结构含有

Fe3O4 微粒的磁性活性炭 

201610125895.0 自主研发 活性炭 

2、公司核心技术先进性及具体表征 

公司中试生产的硅碳负极产品性能指标已达到行业龙头企业的水平。例如，

公司生产的高容量硅碳负极产品（XFH-3）具有 457.6mAh/g 克容量和 95.4%首

次效率，已达到行业龙头贝特瑞同类产品 S400 产品的水平。 

公司的部分人造石墨产品部分指标已达到行业龙头企业水平。公司生产的高

能量密度兼顾倍率性能人造石墨负极产品，通过优化工艺处理，具有 352.2mA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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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容量，94.2%首次效率，能够满足 3~5C 快充倍率，与杉杉股份生产的行业标

杆产品 QCG-X 性能接近。 

（二）研发费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及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3

月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研发投入合计 1,419.95 7,848.00 4,050.42 1,524.15 

营业收入 55,815.82 235,686.54 111,824.08 41,603.88 

研发投入合计占营业收入比

例 
2.54% 3.33% 3.62% 3.66% 

（三）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公司共有研发人员 121名，占员工总数的 13.37%。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周鹏伟、滕克军、赵东辉以及宋宏芳，其简历情况参见募集

说明书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十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

“（二）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从业简历”。最近三年，发行人其他核

心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动，不存在其他核心人员变动对公司研发及生产产生重大影

响的情形。 

随着经营规模的提升及研发激励机制的逐步完善，公司已建设出一支富于创

新、团结稳定的技术团队。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为公司的业务拓

展和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亦是品牌效应的直接体现。报告期内，公司新

获得专利 2 项，均为发明专利，已逐步应用于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中。 

四、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3月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资产总额 442,886.67 440,018.43 236,136.76 155,634.75 

负债总额 274,882.61 273,821.78 120,518.44 53,262.93 

归属于母 167,851.95 163,856.48 114,680.61 102,3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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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 3月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公司股东

权益 

少数股东

权益 
152.11 2,340.17 937.71 - 

股东权益

合计 
168,004.06 166,196.65 115,618.32 102,371.82 

2、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3月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营业收入 55,815.82 235,686.54 111,824.08 41,603.88 

营业利润 6,156.65 20,287.29 12,864.52 4,980.71 

利润总额 6,184.53 18,225.97 11,267.35 5,270.97 

净利润 5,436.92 15,263.18 9,921.66 4,545.31 

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

净利润 

5,481.16 16,063.23 9,983.94 4,545.31 

3、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3月

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900.42 -22,466.04 2,439.39 2,092.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778.75 -55,155.06 -4,361.45 -22,024.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672.87 93,446.57 -4,891.30 34,651.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06 16,002.66 -6,831.38 14,676.62 

（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168.88 -1,495.74 29.3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

免 
-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300.10 1,099.12 707.31 1,266.52 

债务重组损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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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 -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33.81 443.63 86.8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204.22 145.51 70.58 38.21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 -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 -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88 -1,893.53 -101.43 40.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 

所得税影响额 81.03 -126.71 -93.91 260.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41 -422.40 - - 

合计 448.75 -234.86 -281.73 1,200.95 

（三）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3 年 3 月末/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末/ 

2022 年度 

2021 年末/ 

2021 年度 

2020 年末/ 

2020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20 1.18 1.39 2.16 

速动比率（倍） 0.86 0.80 1.09 1.7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1.61% 49.60% 29.53% 16.88% 

资产负债率（合并） 62.07% 62.23% 51.04% 34.2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85 4.87 3.18 1.10 

存货周转率（次） 0.56 3.58 4.43 1.8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2.22 -2.08 0.24 0.21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0 1.48 -0.68 1.47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 
2.54% 3.33% 3.62% 3.66% 

注：根据当期合并财务报表计算（母公司资产负债率除外）。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预付账款）/流动负债，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100%，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期初账面价值+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2），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期初账面价值+存货期末账面价值）/2），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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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股本，每股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股本，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研发费用/营业收入×100%。 

（四）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公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0]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

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43 号）要求计

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报告期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2023 年 1-3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3.30 0.51 0.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3.03 0.47 0.46 

2022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11.16 1.48 1.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11.33 1.50 1.48 

2021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9.21 1.00  0.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9.47 1.03  1.01  

2020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5.99 0.56  0.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4.41 0.41  0.41  

五、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一）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 

1、经营风险 

（1）产品升级和新兴技术路线替代风险 

锂电池技术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工艺水平趋

于成熟，系目前的主流技术路线。但随着国内外科研力量和产业资本对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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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应用领域的持续投入，新型电池材料技术不断发展，商业化应用进程持续

推进，若公司研发进度滞后、未能及时根据下游电池路线进行相关技术储备，将

对未来经营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2）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 

公司主要采用随行就市的产品定价方式，受行业周期性变动、下游需求变化

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单价呈现一定波动。产品价格

波动对毛利率影响较大，产品售价每上升或下降 1%，则石墨负极材料毛利率增

加或减少 0.71 至 0.81 个百分点。如果未来新能源补贴政策退坡、新建产能逐渐

释放、市场竞争加剧、终端需求增速放缓、原材料价格波动加剧，下游客户盈利

空间缩小，其盈利压力将会进一步向上游传导，则公司可能面临产品价格下降风

险，给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进而使发行人面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经过多年生产经营，公司在产品质量、技术实力和成本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竞

争优势，本次募投项目新建配套石墨化和碳化一体化产线，可进一步降本增效，

抵消产品价格下降对公司盈利的不利影响。但公司主要客户为知名的锂电池生产

厂商，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如果未来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客户提出更高降价要

求等情况，公司将面临较大的产品价格下降风险。 

（3）原材料价格以及关键能源动力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初级石墨和石油焦、针状焦等焦类原料，其价格受到石化

行业大宗商品价格、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焦类原料价格出现

了一定幅度上涨，考虑到通货膨胀、未来供应扩张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地缘政治

风险上升等因素，原油等基础原料价格发生了较为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石化产

品的价格波动。报告期内，公司直接材料占成本的比重较高，主要原材料市场价

格的波动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和盈利水平具有较大影响。未来如果原材料价格

出现剧烈波动，且公司不能有效地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转移到下游或不能通

过技术工艺创新抵消成本上涨的压力，将会对公司盈利状况产生不利影响，进而

使发行人面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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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为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能源，也是石墨化生产成本的核心要素。本次募

投项目将新增高端人造石墨负极材料 60,000吨/年的一体化生产能力，若电力供

应不足或电力价格上调，将会影响募投项目效益和公司盈利能力。 

（4）安全生产的风险 

石墨负极材料的生产过程涉及高温高压工序，具有一定危险性，对操作安全

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虽然公司已根据行业标准和实际生产情况制定了安全规定、

标准和管理体系，并严格执行，但仍不能排除因操作不当、自然灾害等原因引发

安全生产事故，从而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5）委外加工价格波动和委外依赖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负极材料产品生产过程中存在将石墨化、炭化及分级等工序

委外加工的情况，其中人造石墨负极材料生产过程中的石墨化工序以委外加工为

主。报告期内，公司外协加工费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17.87%、30.10%、

29.45%以及 20.21%，占比较高。目前，公司石墨化产能仍不能完全满足自身加

工需求。若未来行业产能持续快速提升，石墨化外协加工需求亦将同步增加，外

协价格攀升将会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随着国家环保要求提高，

若环保核查再次导致石墨化加工行业产能紧张亦会导致公司外协石墨化加工成

本上升，从而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由于市场需求大幅增加，公司自有石墨化、粉碎等工序产能无法

满足生产需求，发行人委外加工物资金额大幅增长，对外委托加工程度提高，随

着发行人自有石墨化、粉碎等工序产能的提高，发行人对委外加工将有所下降。

若公司委外加工厂商其自身管理、产能等不能与公司的需求相匹配，或公司无法

实现自建石墨化产能等，对公司产品交货期及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将会导致公司

对委外厂商形成依赖，进一步削弱公司市场竞争力。 

（6）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占比均超过 90%，

客户集中度较高。虽然公司已与主要客户合作多年且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但

若未来行业景气度下降，主要客户自身出现业绩下滑甚至经营困难，且公司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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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开拓不及预期，则公司有可能面临订单减少的不利局面，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

造成较大影响。 

（7）环保和能耗风险 

公司生产石墨负极材料过程中产生的部分污染物会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公

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严格遵守国家、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相应环保设施

配备齐全，已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处理和责任制度，从而尽可能降低生产经营对环

境的影响。 

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以及节能减排要求的不断提高，环境保护要求

日趋严格，公司未来为执行环境保护新政策和新标准将承担更多的成本。在“碳

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下，我国各地进一步推进能耗“双控”工作，设定能源消

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若能源耗用的限制标准持续提高，且公司未能通过持续

投资和技术创新从而降低能耗，部分工序可能出现限产、停产等情况，进而对公

司经营业绩将产生不利影响。 

2、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无法回收的风险 

报告期内，随着销售收入增长，公司应收账款增加较快。报告期各期末，公

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35,458.01 万元、34,834.09 万元、61,901.03 万元

和 68,967.91 万元，占同期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2.78%、14.75%、14.07%、

15.57%，占比较高。 

若未来行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导致公司客户经营状

况发生困难等重大不利影响因素或其他突发事件，公司可能出现因应收账款不能

及时收回而形成坏账的风险，对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应收票据余额较大且无法回收的风险 

公司主要客户以票据回款为主，随着销售收入增长，公司应收票据增加较快。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票据账面价值分别为 15,625.82 万元、51,173.63 万元、

70,108.40万元、79,209.64万元，占同期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0.04%、21.67%、

15.93%和 17.88%，占比较高，公司应收票据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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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取的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等应收票据金额日益增加，如果公

司不能保持对应收票据的有效管理，或者下游客户经营情况发生不利变化，应收

票据出现无法及时承兑或背书支付的情况，公司将面临应收票据无法及时回收的

风险。 

（3）存货余额增长及减值的风险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产销规模持续扩大，期末存货余额较大。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7,387.83 万元、19,854.30 万元、85,686.67 万元和

71,988.86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1.17%、8.41%、19.47%和 16.25%。

由于下游需求旺盛、客户下单周期短且交货时间要求紧张，需要公司提前增加原

材料采购及产品备货，公司保持一定的库存量能够保障生产经营的稳定性。2021

年末、2022 年末、2023 年 3 月末，公司存货未出现减值迹象，未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若公司客户因产业政策、新能源汽车市场环境不景气、自身经营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等原因减少订单，或无法执行订单，下游市场需求持续下降，主要原材

料和产品价格继续下跌，可能导致公司原材料积压、在产品和产成品出现贬值，

公司面临存货减值的风险。 

（4）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较低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092.72 万元、2,439.39

万元、-22,466.04 万元和-23,900.42 万元。公司存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与净利润相差较大的情况，系公司自身发展阶段、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和结算方

式及自身经营决策所决定。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对于日常营运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加大，

在营运资金需求较大的行业特点背景下，如果未来公司客户经营状况恶化、大额

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结算政策以及银行信贷政策发生不利变化、新建项目未能产

生预期经济效益等，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存在持续恶化的风险。发行人可能将

无法筹措足额现金对本次可转债进行还本付息，则本次可转债将面临偿债风险。 

（5）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减值的风险 

公司着力于石墨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在自主化和一体化方面

具有突出优势，随着经营规模的快速提升，公司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规模相应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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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28,012.08 万元、47,566.83

万元、78,146.02 万元和 92,327.81 万元，在建工程账面价值分别为 12,354.16

万元、16,062.97 万元、26,103.98 万元和 28,229.85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后，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将进一步上升。如果未来下游行业发展、市场需

求不及预期或者技术路线变化等原因导致产能利用不足、生产设备闲置或被淘汰，

则公司将可能面临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减值的风险。 

（6）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重要子公司福建翔丰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15%；四川翔丰华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减免政策，适用企业所

得税税率为 15%。若公司在有效期满后因无法满足相关认定标准而不能持续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认定，或国家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导致无法继续享受所得税

优惠，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7）资产受限风险 

报告期内，为满足自身融资需要，发行人存在将部分资产进行抵押、质押担

保的情形。截至 2023 年 3 月末，受限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122,936.20 万元，

金额较大。如果因现金流动性等原因导致公司不能按时、足额偿还相应债务，则

公司受限资产有可能被冻结甚至处置，届时将对公司声誉及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8）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8.77%、26.11%、19.87%和

21.89%。2020-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呈下降态势，主要系报告期内原材

料价格上涨导致产品成本增加较快，而产品销售价格增长相对较慢所致。2023 年

1-3 月，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22 年回升，主要系原材料下降幅度超过销售

均价下降幅度所致。 

但是，若未来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产业链降本压力等因素导致公司产品

售价发生不利变化，或原材料价格波动、公司一体化产线效益不及预期等因素使

得公司单位成本发生不利变化，将会出现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或成本费用提高

等情况，则公司存在毛利率下降的风险，对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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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风险 

（1）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风险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周鹏伟、钟英浩。截至本发

行保荐书签署日，周鹏伟持有公司 14.49%股权，钟英浩持有公司 5.97%股权。 

假设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为 80,000.00 万元，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参与本次认购或在认购本次可转债后全额对外转让其认购的份额。按 2023

年 4 月 3 日交易均价和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孰高的 42.45 元/股计算，全部转股

后，公司新增 18,845,352 股股份，周鹏伟将持有公司 12.33%股权，仍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钟英浩将持有公司 5.08%股权，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公司股权较为分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

能会降低股东大会对于重大事项决策的效率，从而给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带

来潜在的风险。同时，由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潜在投资者可通过股权收

购或其他途径，造成实际控制人控制地位不稳定，影响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 

（2）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 

目前，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周鹏伟、钟英浩。2016 年 6 月 25 日，

周鹏伟和钟英浩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为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满 36 个月之日终止。2020 年 9 月 17 日，公司完成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周鹏伟和钟英浩一致行动关系将于 2023 年 9 月 16

日终止。如果周鹏伟和钟英浩在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一致行动协议，保

持一致行动人关系，将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3）规模增长带来的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1,603.88 万元、111,824.08 万元、

235,686.54 万元和 55,815.82 万元，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公司经营规模的快

速提升，且生产和研发基地分布在福建、四川等地区，对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

出更高的要求。若公司的管理能力无法及时跟进上述变化，将面临由于规模增长

所带来的管理风险，对于未来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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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行业相关的风险 

1、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产品下游为锂电池行业，终端运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以及储能等

领域。负极材料作为动力电池的重要原材料，随着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行业的高速

发展而同步进入快速发展期。 

产业链头部企业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改善工艺技术、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大生产规模；行业新增参与者亦在加速进场，努力

抢占市场份额。行业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行业毛利率水平下降，若公司不能通过

持续的技术创新在产品性能、质量水平以及单位成本等方面保持竞争优势，将会

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产能过剩的风险 

近年来，公司下游动力电池行业以及终端新能源汽车行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且储能等其他应用领域需求持续增长，市场需求旺盛，带动了负极材料生产企业

扩大生产规模。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产能、产量、销量均大

幅增长。本次募投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负极材料产能将再次大幅提升。如果未

来下游新能源汽车、储能、消费电子等终端行业市场需求增速不及预期，或主要

客户无法持续保持竞争优势，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新产品、新技术导致碳基负

极材料应用领域窄化等因素，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风险，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3、宏观经济及行业波动和政策变动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人造石

墨和天然石墨，下游行业主要为动力电池市场、消费电池市场和储能电池市场。 

近年来，国家发布一系列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产业政策，带动上游锂离子

动力电池行业及锂电池负极材料市场快速发展，若后续相关产业政策出现重大不

利变化，将对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此外，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摩擦时有发生，

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突发性事件仍有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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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经济增长放缓或者整个行业因产业政策变化发生周期性波动将影响整个新能

源锂电池行业的发展，从而对公司的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三）其他风险 

1、与募投项目相关的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产能消化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完成并达产后，公司将新增高端人造石墨负极材

料 60,000 吨/年的一体化生产能力，石墨负极材料产能将大幅提高。但如果受到

新能源汽车、储能、消费电子等终端行业发展减缓，产业政策变动，行业竞争加

剧，公司市场开拓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公司产品不适应下游市场发展的需要等因

素影响，则可能导致公司新增产能面临难以消化的市场风险。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石墨负极材料产能为 67,028 吨，募投项目的在建产

能 6 万吨，建成后公司产能达到 127,028 吨，较 2022 年末大幅增长。目前公司

市场份额相对较低，同行业可比公司仍在大幅扩产，预计未来市场中石墨负极材

料产能将大幅增加，如果未来人造石墨负极材料市场实际增速低于行业内企业扩

产时的预期甚至出现下降，则可能导致未来市场产能出现过剩情形，公司面临整

体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市场环境变化风险。 

（2）募投项目实施效果未达预期的风险 

本次发行相关的募投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募投项目 6 万吨人造

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将新增产能。经测算，项目建成后税后项

目内部收益率为 19.45%。 

尽管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谨慎、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和认

真的市场调查，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金额较大，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项

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产业政策变化、技术进步、市场变化、设备价格波动等

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盈利水平达不到预期的收益水

平。 

此外，当前负极材料行业景气度较高，吸引了大量投资，未来市场竞争可能

会加剧，可能导致未来负极材料产品价格下跌，使得项目未能取得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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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发行人每年平均新增折旧摊销金额 8,026.47 

万元，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较高。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市场环境、生产经营等方面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使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

如期达产并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的折旧及摊销将对发行

人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影响。 

（4）募投项目实施的风险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6 万吨人造石墨负

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但未来若出现新能源产

业政策、市场环境的不利变化，可能会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实现效益情况产生不

利影响。 

同时，若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的资金需求，资金缺口由

公司自筹解决。若公司自筹资金无法满足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导致投资项目不能

顺利实施，公司将会面临投资项目失败的风险，使公司无法按照既定计划实现预

期的经济效益。募投项目投产后，经营业绩也将随着内外部环境以及原材料、产

品价格波动而变化，经营业绩存在相应的风险。 

（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效益预测无法实现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较为谨慎的财务测算，但是若在募投项目实施

过程中，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公司经营状况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或者公司市场开拓未达预期、无法获得充足订单或相关业务毛利率不达预期，可

能存在募投项目预计效益无法实现的风险。 

（6）尚未完全取得募投项目用地的风险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本次募投项目之一“6 万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

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用地尚未完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

程中，预计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但不排除未来发生不可预见的原因导致该项目无

法按照预定计划取得相关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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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金缺口的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和拟募集资金分别为 120,000.00 万元、52,500.00 万

元，二者之间的差额为 67,500.00 万元，缺口主要为项目建设和经营过程中所需

的部分工程建设投资和铺底流动资金、预备费等支出。同时，公司将根据市场需

求情况确定其他扩产项目的投资建设节奏。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资信情况

良好，预计通过自有或自筹方式对建设项目进行资金投入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但

如果公司未来不能保持业绩持续增长、应收账款催收不力、资金管理效率低下，

从而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入不足，或者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收益不达预期，或者银行

授信额度大幅下降，则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可能面临一定的资金缺口风险。 

2、与本次可转债相关的风险 

（1）债券违约风险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为六年，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后一次偿还本金和最

后一年利息，如果在可转债存续期出现对公司经营管理和偿债能力有重大负面影

响的事件，可能影响到债券利息和本金的兑付。 

（2）可转债转股后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在此期间相关投资无法产生全

部的收益。本次可转债发行后，可转债的转股情况受发行窗口、二级市场股价波

动、投资者预期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如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开始的较短时间

内将大部分或全部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则可能导致当期每股收益、净资产收

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3）可转债到期不能转股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

及政治经济环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因

上述因素导致可转债未能在转股期内转股，公司则需对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偿付本息，从而增加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压力。 

（4）可转债价格波动甚至低于面值的风险 

可转债在上市交易、转股等过程中，受宏观经济形势、公司经营业绩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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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预期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价格可能会出现异常波动或与其投资价值严重

偏离的现象，从而可能使投资者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 

与普通公司债券不同，可转债持有者有权利在转股期内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

将可转债转换为上市公司股票。因可转债特有的转股权利，多数情况下可转债的

发行利率比同期限和评级的可比公司债券的利率更低。投资者持有可转债的利息

收入可能低于持有可比公司债券享有的利息收入。 

可转债的交易价格会受到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公司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为事

先约定的价格，不随着市场股价的波动而波动，有可能出现公司可转债的转股价

格会高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因此，如果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出现不利波动，

同时可转债本身的利率较低，公司可转债交易价格也会随之出现波动并甚至有可

能低于面值，从而可能使投资者面临一定的投资风险。 

为此，公司提醒投资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可能遇到的风

险，以及可转债特殊的产品特性，以便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5）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风险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将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当公司董事会提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获股东大会通过后，修正方案中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幅度存

在不确定性风险；同时，如公司股票价格仍低于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导致本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值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进而可能导致投资者向公司

回售本可转换公司债券或投资者持有本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不能转股的风险；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还可能导致转股时新增股本总数较修正前有所增加，对原有股东

持股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均产生一定的摊薄风险。 

（6）可转债存续期内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不实施的风险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设置了公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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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若在前述三十个

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未来在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时，公司董事会可能基于公司的股票情况、市

场因素、业务发展情况和财务状况等多重因素考虑，不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

案，或董事会虽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但方案未能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因此，

存续期内可转债持有人可能面临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不实施的风险。 

（7）未提供担保的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未提供担保措施，如果可转债存续期间出现对公司经营

管理和偿债能力有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可转债可能因未提供担保而增加风险。 

（8）信用评级变化的风险 

中证鹏元对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评级。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中证

鹏元将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环境的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等因素，出具

跟踪评级报告。如果由于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自身或评级标准等因素变化，从而

导致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等级发生不利变化，增加投资风险。 

3、本次审批的风险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批准，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发行

能否通过相关审批机构的批准以及最终通过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4、发行风险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结果将受到宏观经济和

行业发展情况、证券市场整体情况、公司股票价格走势、投资者对本次发行方案

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存在发行募集资金不足甚至无法成功实施的风险。 

5、不可抗力和其他意外因素的风险 

不排除因政治、经济、干旱或地震等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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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因素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六、本次发行情况 

发行证券的类型： 可转换公司债券 

证券面值： 100.00 元/张 

拟发行数量： 不超过 800 万张（含 800 万张） 

发行价格： 按面值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80,000.00 万元（含 80,000.00 万元） 

债券期限： 6 年 

发行方式： 

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

优先配售部分）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80,000.00 万元的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包

销，包销基数为 80,000.00 万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

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七、项目保荐代表人、项目其他成员情况 

国泰君安指定杨玺、周聪作为翔丰华本次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

保荐代表人。 

杨玺：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银行部助理董事、保荐代表人,曾参与东田微 IPO、

第一创业非公开发行、维冠机电 IPO、滨海能源收购海顺印业财务顾问、滨海能

源非公开发行、华融融德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等项目。 

周聪：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曾负责及参与亿道

信息、万兴科技、华智融、深南电路、锐科激光、嘉必优、特发服务、正弦电气、

澳华集团等 IPO 项目；莎普爱思非公开、海南橡胶非公开、广济药业非公开发

行等再融资项目。 

国泰君安指定刘光睿作为翔丰华本次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项

目协办人。 

刘光睿：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金融学和商务分析硕士，曾参

与智迪科技 IPO 项目。 

其他项目组成员还包括：许磊、林俊骁、焦颖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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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

明 

经核查，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保荐机构持有公司股票如下：国泰君安

自营股东账户持有发行人 3,747 股，占发行人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的

0.003%。 

除此之外，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

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保荐机构已建

立了有效的信息隔离墙管理制度，以上情形不影响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公正履

行保荐职责。 

除上述情形外，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

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况； 

3、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4、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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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保荐的一般承诺 

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对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并组织编制了申

请文件，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保荐的逐项承诺 

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就下列事项做出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

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文件、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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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推荐结论 

一、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3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拟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关于制定<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的

议案。 

二、股东大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发行人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拟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

于制定<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

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的议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就本次证券发行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



 

3-3-26 

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三、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东方投行将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保荐协议，在本次发行股

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认识到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人

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与发行人签订

承诺函、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体系。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

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履行有关关联交

易的信息披露制度；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

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

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

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

诺事项 

督导发行人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管理和使用

募集资金；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

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

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以及

中国证监会关于对外担保行为的相关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

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

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行保荐

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

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

相关约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并进

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四、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保荐代表人：杨玺、周聪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电话：021-3867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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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68876330 

五、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六、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在进行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的基础上，认为：发行

人经营独立、运行规范、经营业绩良好、内控有效，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深圳市翔丰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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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签字：                            

                      刘光睿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杨 玺                周 聪 

 

内核负责人签字：                              

                             刘益勇 

 

保荐业务负责人签字：                  

                           王  松 

 

 

保荐机构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签字：             贺  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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