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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伟时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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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

754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已收悉，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伟时电子”、“发行人”或“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对《审核问询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

查，就需要发行人及各相关中介机构做出书面说明和核查的有关问题逐项落实，

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审核问询函》所提问题进行了逐项回复，

请予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使用的简称或专有名词与《伟时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申报稿）》中的释义

相同。在本回复报告中，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

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加粗、不加粗）： 审核问询函问题回复、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楷体（加粗）： 对审核问询函问题回复、中介机构核查意见的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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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材料，1）公司 202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投入进度总计为 44.12%；2）“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

组件新建项目”投资建设进度占比为 30.28%，公司于 2023 年 2 月变更该项目， 

因客户需求增加大尺寸车载及 VR 背光显示模组生产规模，需新增项目实施地

点；3）“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投资建设进度占比为 

63.27%，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 

结合“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在变更前后产品品类、尺

寸、数量的对比情况，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及空间要求的具体差异情况，说明

新增实施用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目前资金投入进度及项目进展情况，是否存

在项目延期风险。（2）“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运行情况，资金未完全投入的原因及后续计划，是否与原计划保持

一致。（3）结合本次募投项目拟生产产品与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品类、尺寸、

技术及下游应用对比情况，说明两次募投项目产品的主要差异情况，本次募投

项目是否存在重复建设，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主业。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背光显示模组扩

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在变更前后产品品类、尺寸、数量的对比情况，

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及空间要求的具体差异情况，说明新增实施用地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目前资金投入进度及项目进展情况，是否存在项目延期风险。 

（一）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 

1、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主要系“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

件新建项目”延期所致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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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已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使用进度 

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

组件新建项目 
50,968.36 36,051.45 12,414.14 34.43% 

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 11,181.76 11,181.76 7,541.45 67.4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180.98 6,180.98 5,632.27 91.12% 

合计 68,331.10 53,414.19 25,587.86 47.90% 

如上表所示，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整体使

用进度为 47.90%，其中，受前期项目延期的影响，“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

显示组件新建项目”使用进度为 34.43%，导致前次募投项目整体投资进度较慢。 

2、“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延期则主要系实施空间

不足、需新增实施地点所致 

（1）原因 1：项目初始规划时间较早，且原先仅计划使用现有厂区空余空

间进行实施，导致至完成上市时剩余的实施空间已不足 

“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的最初规划系公司于 2018

年、IPO 申请前完成的，彼时公司并未规划新增地块用于该项目实施，仅拟使

用昆山厂区已有厂房内部的空置区域、以及厂区内一块 1,060m
2 的空地进行实

施。 

公司对于该项目的规划系于 2018 年完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完成发行上

市，2018 年末至 2020 年末，公司昆山主体所拥有的机器设备原值增幅超过

45%，相应已将原先预留给“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的

厂房空置区域占据，且剩余的 1,060m
2 空地亦已作为员工活动场地。故公司已

无完整地块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 

（2）原因 2：公司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在项目中增加大尺寸背光显示模

组产能，相应需配置更大规格的机器设备、进一步加剧了项目实施空间的不足 

与此同时，为满足市场对于大屏化产品需求的增长，公司拟在项目产品方

案中进一步增加大尺寸产品的产能配置及其占比。而尺寸规格越大的背光显示

模组，其生产所需的设备吨位越高、作业台工位数越多，相应便需占用更大的

生产场地面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项目实施空间不足的局面。详见本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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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在变更前后产品品类、尺

寸、数量的对比情况，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及空间要求的具体差异情况，说明

新增实施用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部分。 

3、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取得新增土地用于“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

示组件新建项目”实施、并于 2023年 6月正式动工建设，从而解决了实施空间

不足问题、导致项目延期的客观因素已消失 

经与相关政府部门持续沟通，公司最终于 2023 年 1 月通过竞拍方式取得了

用于“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的新增生产用地，并于

2023 年 2 月登记取得该地块的《不动产权证书》（苏（2023）昆山市不动产权

第 3009829 号）、解决项目实施空间不足的问题。 

在履行完毕审议、项目备案等相关程序后，公司于 2023 年 6 月开始在上述

地块上动工建设用于项目实施的厂房，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仅 5 个月工期，

厂房主体即已完成结构封顶、待进行相关验收，项目建设进度符合计划。 

故公司在取得新地块后，项目实施空间不足问题已得到解决，“背光显示模

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延期的客观因素已消失。 

（二）结合“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在变更前后产

品品类、尺寸、数量的对比情况，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及空间要求的具体差异

情况，说明新增实施用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变更前后产品品类、尺寸、数量的对比：增加了大尺寸型号产品及其占

比、产品平均尺寸增大 

“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产品方案的调整主要系公

司根据行业发展的趋势以及公司客户需求的变化对产品方案的细化，上述产品

方案的调整不涉及产品变更，生产流程上不存在本质差异。在调整前后的背光

显示模组产品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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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产 品

方案 

型号 
年生产规模

（万片） 

10.5 英寸以上 600 

8.0-10.5 英寸 1,000 

8.0 英寸以下 800 

合计 2,400 
 

产品名称 型号 
年生产规模

（万片） 

背光显示模组 

（车载） 

17.7 英寸以上 15 

10.5-17.7 英寸 550 

8-10.5 英寸 280 

8 英寸以下 200 

合计 1045 

背光显示模组 

（民生） 

VR 500 

其他 50 

合计 550 
 

考虑到产品规格尺寸是本次调整的主要因素，且“背光显示模组（民生）”

主要应用于 VR 等消费电子领域、产品尺寸均为 8.0 英寸以下，故为对比方便，

将上表信息重新简化整理如下： 

产品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型号 
产能规模 

（万片） 
型号 

产能规模 

（万片） 

背光显示

模组产品

方案 

    17.7英寸以上 15 

10.5英寸以上 600 10.5-17.7英寸 550 

8.0-10.5英寸 1,000 8.0-10.5英寸 280 

8.0英寸以下 800 8.0英寸以下 750 

合计 2,400 合计 1,595 

如上表所示，调整前后，项目产品方案总数量由 2,400 万片减少至 1,595 万

片，其中，“8.0-10.5 英寸”产能的下调系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

①公司新增了“17.7 英寸以上”大尺寸区间；②调整前，公司“10.5 英寸以上”

产品最大尺寸不超过 12.3 英寸，而调整后的“10.5-17.7 英寸”产品则在 12.3 英

寸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 15.6 英寸等更大尺寸的产品。 

因此，公司对于项目产品方案的调整，系一次“减少中小尺寸产能占比、

增加大尺寸产能占比”的过程，该调整也是公司适应车载显示产品大屏化需求

的举措，与近年来公司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相吻合，具有其必要性。以下为

2018 年与 2022 年公司车载背光显示模组分尺寸销售收入及占比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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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尺寸区间 
2018年度 2022年度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17.7英寸以上 - - 1,112.79 1.21% 

10.5-17.7英寸 8,226.27 9.25% 42,011.12 45.76% 

8.0-10.5英寸 52,979.45 59.54% 25,171.54 27.42% 

8.0英寸以下 27,773.73 31.21% 23,504.09 25.60% 

合计 88,979.45 100.00% 91,799.54 10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2018 年与 2022 年公司车载背光显示模组产品尺寸呈现

增大趋势，其中“10.5-17.7 英寸”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提升明显，且新增了

“17.7 英寸以上”产品的销售收入。 

虽然，由于调整的发生使得整体“名义产能”有所下降，但是调整后产品

的平均尺寸明显增大。而事实上，1 个大尺寸产品的面积可能等于若干个小尺

寸产品、且生产 1 个大尺寸产品的所需工时可能数倍于小尺寸产品。譬如，假

设以 8 英寸产品作为参照，在形状相同的情况下，17.7 英寸产品面积约为 8 英

寸产品面积的 4.9 倍， 17.7 英寸产品的生产工时约为 8 英寸产品生产工时的 3

倍。 

综上，“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调整后，在产品方案

中增加了大尺寸型号产品及其占比、产品平均尺寸相应增大，以适应市场需求

的变化趋势。 

2、变更前后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及空间要求的具体差异：增加大吨位设备

配置及无尘工作台数量，调整后空间要求较调整前增加超 20%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调整前后，生产流程不存在实质变化，而产品方案所对

应的关键生产设备配置及其空间要求则有所差异，具体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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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型号 
产能规模

（万片） 
所需关键设备 

所需

台数 

单位占地

（m
2） 

合计占地

（m
2） 

型号 
产能规模

（万片） 
所需关键设备 

所需

台数 

单位占地

（m
2） 

合计占地

（m
2） 

背光显示模组

产品方案 

 
17.7 英寸以上 15 

500t 注塑成型机 1 57.16 57.16 

1350t 注塑成型机 1 200.69 200.69 

300t 冲压机 1 76.11 76.11 

无尘作业台 50 4.00 200.00 

10.5 英寸以上 600 

450t 注塑成型机 10 50.02 500.22 

10.5-17.7 英寸 550 

350t 注塑成型机 2 49.14 98.28 

300t 冲压机 2 76.11 152.22 450t 注塑成型机 9 50.02 450.20 

无尘作业台 200 4.00 800.00 500t 注塑成型机 2 57.16 114.33 

 

650t 注塑成型机 1 79.56 79.56 

850t 注塑成型机 2 79.56 159.12 

250t 冲压机 3 63.42 190.27 

300t 冲压机 4 76.11 304.44 

无尘作业台 420 4.00 1,680.00 

半自动组立贴片机 3 49.92 149.76 

8.0-10.5 英寸 1,000 

220t 注塑成型机 18 33.23 598.09 

8.0-10.5 英寸 280 

350t 注塑成型机 6 49.14 294.84 

350t 注塑成型机 3 49.14 147.42 160t 冲压机 1 40.59 40.59 

125t 冲压机 13 27.91 362.79 200t 冲压机 3 50.74 152.22 

300t 冲压机 2 76.11 152.22 无尘作业台 180 4.00 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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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尘作业台 200 4.00 800.00 半自动组立贴片机 3 49.92 149.76 

半自动组立贴片机 6 49.92 299.52 
 

8.0 英寸以下 800 

220t 注塑成型机 10 33.23 332.27 

8.0 英寸以下 750 

220t 注塑成型机 5 33.23 166.14 

125t 冲压机 7 27.91 195.35 350t 注塑成型机 3 49.14 147.42 

无尘作业台 50 4.00 200.00 125t 冲压机 2 27.91 55.81 

全自动组立贴片机 3 302.40 907.20 160t 冲压机 2 40.59 81.18 

 

 

无尘作业台 50 4.00 200.00 

全自动组立贴片机 3 302.40 907.20 

合计 2,400     - 5,447.31 合计 1,595     - 6,675.09 

注：1、相关设备的占地面积为理论最小面积，包括其附属设备、周边操作空间所需预留面积，但不包括相关车间需预留的主副通道、线边仓储、无尘室相关设备及外围设施、通

道等相关占地面积； 

2、仅统计成型机、冲压机、组立贴片机等主要设备及无尘作业台的占地面积，不包括模具加工设备、其他自动化设备、检测设备、公辅设备等其他非关键设备的占地面积； 

3、除生产空间外，仓储空间也会占用较大空间、且同样会受尺寸产品变化的影响，此处亦暂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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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随着产品方案中大尺寸型号产品的新增及其占比的增加、以

及由此带来的产品平均尺寸增大，公司相应增加了大吨位成型机（如 650t、

850t 及 1350t）、冲压机、无尘工作台等关键生产设备设施的配置及数量。 

而根据测算，调整后仅上述关键设备设施的理论占地面积即需达到约

6,675.09m
2，较调整前同类设备设施的理论占地面积增加约 23%，值得强调的

是，该测算尚未考虑其他非关键设备以及更易受到产品尺寸影响的仓储空间等

其他因素。 

故随着产品方案的调整、相关生产空间需求将相应增加。 

3、公司现有厂区已无法满足募投项目实施的空间需求 

如本题之“（一）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之“2、‘背

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延期则主要系实施空间不足、需新

增实施地点所致”部分所述，公司现有厂区已无完整地块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 

而在此基础上，如本小题之“变更前后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及空间要求的

具体差异：增加大吨位设备配置及无尘工作台数量，调整后空间要求较调整前

增加超 20%”相关测算，调整后仅关键设备设施的理论占地面积即需达到约

6,675.09m
2，同样值得强调的是，该测算并未考虑其他非关键设备、车间主副通

道、线边仓储、无尘室设备及外围设施、通道等因素的占地面积，以及材料/产

品仓库、车间办公等其他重要功能性空间，公司募投项目实施空间拮据的情况

进一步加剧。 

故基于上述因素，公司于 2023 年 1 月取得新增土地用于项目的实施、以缓

解现有厂区空间拮据的情况。 

4、总结 

综上所述，前次募投项目调整后，产品方案中增加了大尺寸型号产品及其

占比、产品平均尺寸增大，并由此带来更大吨位设备及更多作业台的配置需求，

相应导致所需空间较调整前增加；而由于公司现有厂区已无完整地块用于项目

建设、无法满足募投项目实施的空间需求，上述产品方案调整所带动的占地需

求增加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该空间拮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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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司取得新增地块用于“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

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目前资金投入进度及项目进展情况，是否存在项目延期风险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已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使用进度 

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

组件新建项目 
50,968.36 36,051.45 12,414.14 34.43% 

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 11,181.76 11,181.76 7,541.45 67.4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180.98 6,180.98 5,632.27 91.12% 

合计 68,331.10 53,414.19 25,587.86 47.90%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整体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

47.90%，其中，“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

进度为 34.43%。 

如前文所述，在公司取得新增地块、解决项目实施空间受限问题后，“背光

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于 2023 年 6 月正式动工建设，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仅 5 个月工期，厂房主体即已完成结构封顶、待进行相关

验收，项目进展情况符合既定计划。按照合同相关付款节点安排，待封顶验收

完成后，公司预计将于 2023 年 12 月底前支付封顶节点相关款项，届时公司前

次募投项目“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进

度将达到 39.76%、整体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则达到 51.50%。 

而随着上述厂房建设趋近完工，后续装修、设备进场计划将有序推进，与

之相关的资金亦将陆续实现投入。 

综上，“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处于正常推进中，且

进展情况符合预期，相关资金后续亦将随着项目推进而逐步实现投入，项目再

次延期的风险较低。 

二、“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运

行情况，资金未完全投入的原因及后续计划，是否与原计划保持一致。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包括“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

“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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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运行情况良好。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其使用募集资金进度为 91.12%，资金未完全投入的原因系

尚有部分合同尾款未支付。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合同约定及资金支付计划陆续

实现资金投入，相关情况与原计划保持一致。 

“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目前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预计将于

2023 年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其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为 67.44%、已签署合同金额占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比例为 81.96%，资金未

完全投入的原因系尚有部分合同款项未进行支付及尚有部分配套辅助设备未进

行采购。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合同约定及资金支付计划陆续实现资金投入，并

根据既定计划完成后续相关配套辅助设备的采购，相关情况与原计划保持一致。 

三、结合本次募投项目拟生产产品与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品类、尺寸、技

术及下游应用对比情况，说明两次募投项目产品的主要差异情况，本次募投项

目是否存在重复建设，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主业。 

（一）结合本次募投项目拟生产产品与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品类、尺寸、

技术及下游应用对比情况，说明两次募投项目产品的主要差异情况，本次募投

项目是否存在重复建设 

本次募投项目“轻量化车载新型显示组件”建设完成后，公司将新增年产

433 万件轻量化结构件、185 万件新型背光显示模组的生产能力。 

1、“轻量化结构件”产品：非前次募投项目产品，针对该产品的投资不存

在重复建设情况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包括背光显示模组及显示组件、并未包含“轻量化

结构件”产品，故本次募投项目产品“轻量化结构件”并非前次募投项目产品，

本次募集资金针对于该产品的投资不存在重复建设情况。 

2、“新型背光显示模组产品”产品：系针对于 Mini-LED 及超大屏技术，

与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属于不同的技术代际，亦不存在重复建设情况 

除轻量化结构件外，本次募投项目还将新增 185 万片新型背光显示模组的

生产能力，该部分产品系由 156 万片 Mini-LED 背光显示模组产品及 29 万片超

大尺寸背光显示模组产品组成，分别针对于 Mini-LED 及超大屏技术，具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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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产品名称 具体产品 型号 
年生产规模 

（万片） 
针对的技术 

新型背光

显示模组 

（车载） 

Mini-LED 背

光显示模组 

8-10.5 英寸 111 采用 Mini-LED 背光显示技

术 10.5-17.7 英寸 45 

超大尺寸背光

显示模组 
17.7 英寸以上 29 

采用超大屏技术，在传统

背光显示技术基础上，对

背光显示的亮度、均匀性

以及配合异形曲面的加工

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 

 合计 185  

（1）Mini-LED 产品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产品中的背光显示模组产品均为传统技术产品，采用常

规型号 LED 灯珠、并采取“侧发光式”发光方法；而本次募投项目 185 万片背

光显示模组产品方案中，规划了 156 万片 Mini-LED 背光显示模组产品，Mini-

LED 背光显示模组采用了微型 LED 灯珠、并实现了“直下式”的发光结构，与

传统产品属于不同的技术代际；故本次募投项目针对于 Mini-LED 产品的投资

并不属于重复建设。 

（2）超大尺寸产品 

除上述 Mini-LED 产品外，剩余 29 万片背光显示模组产品则为“超大尺寸

背光显示模组”，虽产品尺寸同样归类于“17.7 英寸以上”，但本次募投项目的

产品将更多聚焦于其中的 30 英寸及以上尺寸区间，此类产品聚焦于超大屏技术，

在高辉度、均一性光亮保持方面以及配合异形曲面加工方面有着更高的技术复

杂度及工艺要求，对应公司核心技术中的“大型背光开发”、“异形曲面背光源”。

故超大尺寸产品所应用的核心技术亦明显区别于其他尺寸产品，本次募投项目

针对于超大尺寸产品的投资并非对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重复建设。 

同时，“17.7 英寸以上”背光显示模组产品也是目前公司产能较为稀缺、但

销售增速较高、占比提升显著的产品：2023 年 1-9 月，按年化数据计算，公司

“17.7 英寸以上”背光显示模组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6.38%，占车载背光

显示模组整体收入的比例亦由 2022 年的 1.21%增长至 6.22%。而本次募投项目

及前次募投项目合计将新增 44 万片“17.7 英寸以上”背光显示模组产能，占募

投实施后全部车载背光显示模组产能的比例仅为 1.61%，产能设计保守、且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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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公司当前需求增速较为可观的产品，并不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形。 

3、本次募投项目在投资“轻量化结构件”的同时增加“新型背光显示模组”

产能配置，除本身对相关产品的投资需求外，也是实现超大屏产品与轻量化结

构件协同的有效举措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轻量化结构件”将主要自用于公司背光显示模组成品

的生产。与此同时，基于技术拓展及客户需求的考虑，公司在超大屏背光显示

模组方面领域亦存在投资扩产的需要，而超大屏背光显示模组由于其本身较大

的尺寸规格及自重，恰好是轻量化结构件最大的需求领域，因此，公司将轻量

化结构件与新型背光显示模组的投资需求相结合、共同形成本次募投项目，能

够有效实现超大屏背光显示模组与轻量化结构件之间的生产协同。 

4、总结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中，“轻量化结构件”并非前次募投项目

产品，而“新型背光显示模组产品”亦是针对于 Mini-LED 及超大屏技术、与

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属于不同的技术代际，且公司在投资“轻量化结构件”的同

时增加“新型背光显示模组”的产能，能够有效实现超大屏背光显示模组与轻

量化结构件的生产协同性。 

故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并非对于前次募投项目的重复建设。 

（二）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主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背光显示模组、液晶显示模组、智能显示组件等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后，公司将新增年产 185 万件新型背光

显示模组、433 万件轻量化结构件的能力，是对公司核心产品车载背光显示模

组的升级以及对其上游的延伸。 

其中，“新型背光显示模组”仍属于公司主营业务中“背光显示模组”产品

范畴，且是公司在传统背光显示模组技术基础上，针对于 Mini-LED 及超大屏

等技术趋势所进行的开发及产能配置，是传统产品的技术延展。 

“轻量化结构件”则是车载背光显示模组的主要组件之一，起到保护、支

撑背光显示模组产品的作用及效果。公司目前涉及轻量化结构件的背光显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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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订单主要通过外购轻量化结构件实现，但其在工艺水平、交期、品质等方面

无法达到公司的理想水平。为更好更快地满足客户产品需求，公司拟实施本次

募投项目、实现轻量化结构件的自产，上述轻量化结构件均将在完成组装后，

以背光显示模组成品的形式完成销售。 

综上，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均与现有业务紧密相关，实施后与现有业务

具有高度的协同性，本次募集资金均投向主业。 

四、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关于前次募投项目延期公告并访谈发行人高级

管理人员，了解前次募投项目实施计划、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访谈发行人高

级管理人员、取得调整前后关键设备规格参数，了解调整后产品尺寸、所需关

键生产设备设施的变化对生产空间的影响，分析新增实施用地的必要性及合理

性；取得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募集资金投入明细表，实地查看

“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厂房建设情况，了解目前资金

投入进度及项目进展情况，分析项目延期风险； 

2、取得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募集资金投入明细表，访谈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前次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运行情况、资金

未完全投入的原因及后续计划； 

3、取得前次募投项目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访谈发行人高级

管理人员，了解本次募投项目拟生产产品与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分析是否存在

重复建设、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主业。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主要系实施空间不足导致“背光显示模组

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延期所致，随着发行人取得新增用地，导致

“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延期的客观因素已消失；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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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投项目初始规划时间较早、至上市后剩余的实施空间已不足，且前次募

投项目调整后实施空间要求增加，使得实施空间不足的情况进一步加剧，故公

司取得新增地块用于“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项目实施

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进展情况

符合预期，再次延期的风险较低；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运行情况良好，资金未完全

投入的原因系尚有部分合同尾款未支付；“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目前尚未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预计将于 2023 年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资金未完全投

入的原因系尚有部分合同款项未进行支付及尚有部分配套辅助设备未进行采购；

发行人后续将根据相关合同约定及资金支付计划陆续实现上述项目的资金投入，

相关情况与原计划保持一致； 

3、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中，“轻量化结构件”并非前次募投项目产品，

“新型背光显示模组产品”与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属于不同的技术代际，本次募

投项目并非对于前次募投项目的重复建设，此外，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均与

现有业务紧密相关，实施后与现有业务具有高度的协同性，本次募集资金均投

向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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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融资必要性 

请发行人结合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资产负债率、对外借款规

模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

规模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结合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资产负债率、对外借

款规模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

性和规模合理性。 

（一）结合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及日常营运需要等，公司资金

缺口测算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为 53,934.46 万元，综合

考虑公司的日常营运需要、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日常经营积累等，

谨慎测算，公司目前的资金缺口为 54,587.26 万元。具体测算和分析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金额 

截至2023年9月30日货币资金余额 ① 28,881.49 

其中：受限制的货币资金余额 ② 36.41 

截至2023年9月30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 ③ 24,000.00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其他债权投资余额 ④ 1,089.38 

截至2023年9月30日，发行人可自由支配的资金 ⑤=①-②+③+④ 53,934.46 

未来三年预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⑥ 21,183.89 

最低现金保有量 ⑦ 18,803.90 

未来三年预计现金分红所需资金 ⑧ 8,482.82 

IPO 募投项目投资需要 ⑨ 45,406.59 

本次募投项目投资需要 ⑩ 57,012.30 

总体资金需求合计 ⑪=⑦+⑧+⑨+⑩ 129,705.61 

总体资金缺口/剩余（缺口以负数表示） ⑫=⑤+⑥-⑫ -54,587.26 

1、可自由支配的资金 



 

7-1-18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28,881.49 万元，其中受限制

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36.41 万元，包括用于质押借款的定期存单；公司交易性金

融资产余额为 24,000.00 万元，均为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公司其他债权投资余额为 1,089.38 万元，为大额定期存单及其利息。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为 53,934.46 万元。 

2、未来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66.13 1,888.97 -640.32 

营业收入 135,873.46 120,051.47 110,16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0.72% 1.57% -0.58% 

三年平均比例 3.90% 

基于此，假设未来三年公司营业收入逐年增长 15%、同时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保持上表中过往三年的平均水平 3.90%，经测

算未来三年预计自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21,183.89 万元。 

3、最低现金保有量 

最低现金保有量系公司为维持其日常营运所需要的最低货币资金，根据最

低现金保有量=年付现成本总额÷货币资金周转次数计算。货币资金周转次数

（即 “现金周转率”）主要受净营业周期（即“现金周转天数”）影响，净营业

周期系外购承担付款义务，到收回因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应收款项的周

期，故净营业周期主要受到存货周转天数、应收款项周转天数及应付款项周转

天数的影响。净营业周期的长短是决定公司现金需要量的重要因素，较短的净

营业周期通常表明公司维持现有业务所需货币资金较少。 

根据公司 2022 年财务数据测算，公司在现行运营规模下日常经营需要保

有的最低货币资金为18,803.90万元，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财务指标 计算公式 计算结果 

最低货币资金保有量①（万元） ①=②/③ 18,8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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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计算公式 计算结果 

2022年度付现成本总额②（万元） ②=④+⑤-⑥ 122,361.23 

2022年度营业成本④（万元） ④ 110,934.95 

2022年度期间费用总额⑤（万元） ⑤ 15,810.81 

2022年度非付现成本总额⑥（万元） ⑥ 4,384.53 

货币资金周转次数③（次） ③=360/⑦ 6.51 

现金周转期⑦（天） ⑦=⑧+⑨-⑩ 55.32 

存货周转期⑧（天） ⑧ 51.72 

应收款项周转期⑨（天） ⑨ 81.84 

应付款项周转期⑩（天） ⑩ 78.24 

注：1、非付现成本总额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和使用权资

产摊销； 

2、应收款项周转期=360*（平均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平均应收票据账面余额+平均应收款项

融资账面余额+平均预付款项账面余额+平均合同资产账面余额）/营业收入； 

3、应付款项周转期=360*（平均应付账款账面余额+平均应付票据账面余额+平均合同负债

账面余额+平均预收账款余额）/营业成本。 

4、未来三年预计现金分红 

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14.41 5,239.64 8,169.12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2,108.29 1,064.17 2,554.00 

当年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例 
21.93% 20.31% 31.26%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最近三年年均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 
74.62% 

根据本小题之“2、未来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假设未来三年公司

营业收入逐年增长 15%，同时归母净利润率保持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平均值

6.29%，则公司未来三年合计归母净利润为 34,104.06 万元、年均 11,368.02 万元。

参照上表“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最近三年年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的比例”，假设公司未来三年合计现金分红金额占年均归母净利润的比例同样

保持 74.62%，则公司未来三年现金分红金额为 8,482.82 万元。 

5、前次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的预算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68,331.10 万元，截至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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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累计投入金额为人民币 22,924.51 万元，预计后续投入金额为人民币

45,406.5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累计投入金额 剩余投资金额 

1 
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

组件新建项目 
50,968.36 9,961.56 41,006.80 

2 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 11,181.76 7,388.58 3,793.18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180.98 5,574.37 606.61 

合计 68,331.10 22,924.51 45,406.59 

6、本次募投项目投资需要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轻量化车载

新型显示组件项目”计划投资 57,012.30 万元。 

7、公司总体资金缺口 

综上，综合考虑公司的日常运营需要、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及

具体使用安排、日常经营积累等因素，谨慎测算，公司目前的资金缺口为人民

币 54,587.26 万元。 

（二）结合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及对外借款情况，本次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 

公司一直秉持谨慎稳健的财务管理策略和业务习惯，鲜少对外大额借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短期借款金额分别为 227.81 万元、99.46 万元、0 万元和

0 万元，为子公司日本伟时应收票据贴现取得的银行借款；长期借款的金额分

别为 775.75 万元、530.54 万元、310.06 万元和 174.50 万元，为日本伟时向日本

山梨中央银行和日本三井住友银行借入的长期借款。长、短期借款合计占总负

债的比率较低，分别为 3.12%、1.94%、0.99%和 0.35%。故而，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处于较低水平，且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同兴达 65.01% 63.83% 67.03% 71.88% 

聚飞光电 41.81% 40.76% 41.32% 49.46% 

隆利科技 40.42% 54.81% 57.92% 64.32% 

翰博高新 68.05% 62.73% 56.91% 53.71% 

宝明科技 66.88% 54.71% 52.92% 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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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同行业公司平均值 56.43% 55.36% 55.22% 56.23% 

发行人 28.73% 20.64% 22.18% 22.44% 

注：数据来源于各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轻量化车载

新型显示组件项目”计划投资 57,012.30 万元，公司目前货币资金主要安排用于

采购原材料、发放薪酬等后续日常经营支出及保障流动性资金需求，不足以支

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如前所述，综合考虑公司的日常运营需要、货币资金

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及具体使用安排、日常经营积累等因素，公司目前仍有

较大的资金缺口。 

同时，若本次募投项目建设资金均以银行借款的方式实施，将提高公司的

财务风险及资金付现的现金流压力，且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长期维持在较

高水平，不符合公司一贯谨慎稳健的财务管理策略。反之，若本次募投项目建

设资金采用发行可转债的方式实施，可以减少公司利息支出、降低公司融资成

本；此外，可转债兼具股性和债性，其在转股期内实现转股，可以增加公司净

资产规模、并且无需再支付债券本金和利息，使得营运资金得到进一步改善。 

故而，本次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 

（三）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均按计划投入既定项目、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使用进度 

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

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 
50,968.36 36,051.45 12,414.14 34.43% 

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 11,181.76 11,181.76 7,541.45 67.4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180.98 6,180.98 5,632.27 91.12% 

合计 68,331.10 53,414.19 25,587.86 47.90% 

如上表所示，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整体使

用进度为 47.90%，剩余募集资金均有明确的投资安排及支出计划，将按计划陆

续实现投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前次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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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四）总结 

公司依靠自有资金及经营积累不足以支撑未来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综合

考虑日常营运需要、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日常经营积累情况，谨慎

测算，公司资金缺口为 54,587.26 万元。公司后续将根据上述资金缺口测算情

况，在履行相关程序的情况下，对本次拟募集资金规模进行调整。 

公司秉持谨慎稳健的财务管理策略和业务习惯，资产负债率保持较低水平，

相比银行借款等其他债务融资，可转债具有较低的融资成本，符合公司一贯谨

慎稳健的财务管理策略；此外，可转债兼具股性和债性，其在转股期内实现转

股，可以增加公司净资产规模，使得营运资金得到进一步改善。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均按计划投入既定项目、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的情形。 

二、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结合报告期内业务发展情况对发行人未来资金需求进行模拟测算，复核

本次募集资金规模的合理性； 

2、查询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并与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进行

了对比；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了解日常财务管理策略及实施本次融资的

背景与原因。 

3、获取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台账、募集资金账户网银明细、募集资金账户

的银行对账单，核查采购合同、入库单、验收单、支付水单、发票等支持性文

件，检查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综合考虑货币资金余额、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对外借款、资产负债率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的情况，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同时，发行

人拟依据资金缺口测算情况，在履行相关程序的情况下，对本次拟募集资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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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进行调整，以确保本次募集资金规模的合理性。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的信用期，

获取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 1-9 月管理层计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计算表，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 

2、计算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询问管理层差异原因； 

3、访谈公司管理层、财务负责人，了解轻量化车载新型显示组件项目的基

本情况，查阅《淮安伟时科技有限公司轻量化车载新型显示组件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了解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项目的背景以及

募集资金规模的确定依据； 

4、查阅报告期内各期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询问公司管理层、财务负责人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产销规模的变动情况、订单的获取情况，询问公司计算营运

资金缺口以 15%作为未来销售收入增长率的确定依据； 

5、获取管理层计算补充流动资金缺口的计算表，向管理层询问了测算过程，

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询问管理层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用途，分析募

集资金补流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6、获取公司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台账、募集资金账户的网

银明细、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对账单，检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是否与公司

说明中披露的金额相符；选择样本检查采购申请、采购合同、支付水单、发票

等支持性文件，检查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 

申报会计师认为，上述公司说明中关于募投项目的情况与其在上述核查过

程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 



 

7-1-24 

保荐机构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

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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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伟时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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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署页）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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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问询函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

回复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长：      

 山口胜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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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伟时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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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李峻毅  林臻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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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问询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

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

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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