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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惠技术”、

“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负责先

惠技术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 2023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已根据公司的

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

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署持续督导

协议，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

访、资料检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

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 

公司未发生须按有关规定公开发

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

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

督导措施等。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未发生须公告

的重大违法违规事项以及违背承

诺的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

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切实

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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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先惠技术进一步完

善公司的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

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和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促先惠技术进一步完

善公司的内控制度并规范运行。 

9 

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的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已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保荐

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及

时沟通、审阅，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

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

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事前或事后的及时审阅，不

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成内部控制

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下发的《关于上海先惠自动化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

函》，针对公司未及时对公司内

部制度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及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存在不足的

问题，要求公司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及时

修订公司有关制度，强化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有效执

行。 

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采取有效措

施对相关事项进行整改，切实提

高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避

免上述问题再次发生。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

履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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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

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

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经核查，不

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

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

涉嫌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

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

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

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相关

主体未发生该等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现场检查的相关

工作计划，并明确了具体的检查

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道

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

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

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

核查的其他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经核查，公

司未发生进行专项现场检查的情

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2年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对先惠技术进行了现场检查，

关注到公司未及时对内部制度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存在

不足的问题，并于2023年4月21日印发《关于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监管关注函》（沪证监公司字[2023]118号），要求公司采取有效措施，进一

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及时修订公司有关制度，强化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的有效执行。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组

织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组织公司

完善内部控制。公司已按照相关函件的要求对存在的问题落实整改措施，已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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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间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针对上述函件提到的问题，保荐机构已督导公司及相关人员按照监管部门的

要求积极整改，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持续全面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不断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保荐机构已督导公司及相关责任

人员对内幕信息登记方面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后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

内幕信息登记管理。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下游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行业波动的风险 

随着新能源汽车逐步替代传统汽车，以及储能市场的持续高速发展，长远来

看，新能源汽车仍存在较高的市场需求，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客户对新能源自

动化智能制造装备也将持续投入。但是，随着国内新能源车补贴的逐步退坡，电

能量密度低、续航性能差、技术水平落后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获得的政府补贴将

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行业也将随之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未来几

年不排除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行业出现波动，从而导致公司下游客户产能扩张

减少，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近几年来，意大利柯马、德国库卡、德国蒂森克虏伯等国际知名智能制造装

备企业纷纷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扩充在华的生产基地，国内一些上市公司也

加大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投入。国内外厂商的进入，使国内智能制造装备的市

场竞争更加激烈。同时，公司已初步进入欧洲市场，在境外市场面对具有本土优

势的国际知名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的直接竞争。 

目前，公司在技术水平、项目经验、品牌知名度、资金及技术人员储备方面

均与国际知名企业存在一定差距，如果未来公司不能迅速提高经营规模，增强资

本实力，扩大市场份额，将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风险。 

（三）客户集中的风险 

在下游中高端汽车制造行业寡头垄断、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市场集中度提高

的背景下，公司根据自身渠道资源，与大中型汽车集团、头部动力电池生产企业

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客户较为集中。 

公司主要汽车整车类客户包括上汽大众系、华晨宝马、一汽集团系、德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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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系等，汽车零部件类客户包括宁德时代新能源、孚能科技、上汽集团系、采埃

孚系等。公司的盈利水平及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依赖主要客户，如果未来主要客户

采购量减少、压低采购价格或不再采购，将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四）毛利率下降风险 

2023年度，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为24.76%，较上年有所上升。公司智能自

动化装备产品的毛利率水平主要受所处行业情况、市场供求关系、非标产品规格

及技术要求、公司销售及市场策略、原材料价格等因素综合影响而波动。如未来

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产品出现销售定价弱势、原材料采购价格及人工成本上升，

而公司不能在技术创新、生产效率、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保持竞争力，公司将面

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六）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发生坏账的风险 

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账面余额分别为103,691.81万元、

61,818.38万元，其中，公司账龄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余额占比分别为

84.47%、44.20%。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账面余额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42.35%、25.25%。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高主要系公司销售回款模式、报告期内经营规模快速增

长及下游客户生产经营受整体环境影响所致。公司主要客户信誉度较高，回款记

录良好，公司应收账款总体质量较好。如果未来主要客户的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公司不能有效管理应收账款，可能导致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公司可

能面临一定的营运资金紧张以及坏账损失风险。 

（七）存货账面价值较高的风险 

2023年末，公司的存货账面价值为74,114.11万元，占同期流动资产比重为

25.28%。公司存货主要为期末未完工交付的在产品。由于公司的智能自动化生产

线业务具有非标定制、合同金额较大、工期较长等特点，存货余额较高，一方面，

占用公司大量营运资金，影响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若在生产及交付过程中，

客户采购订单出现不利变化，将导致公司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降低，从而公司可能

存在存货减值风险。 

（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风险 

2023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856.08万元，公司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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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主要原因系由于行业惯例，客户主要以签订合

同、厂内整线验收（发货前或发货后）、量产验收和质保期结束几个时间节点分

期付款，签订合同时支付30%左右的预付款，厂内整线验收完成支付20%-30%货

款，量产验收完成支付30%货款，质保期结束再支付10%-20%左右质保金。而生

产物料的投入大部分集中在厂内整线验收完成前，部分标准件供应商与公司采用

一次性付款方式结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大。 

公司所处行业决定项目前期投入较大，项目前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增

加，将会进一步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与流出的差额增加，增加了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或较低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偿债能

力带来一定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与财务指标 

2023 年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1、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2023年末 2022年/2022年末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48,378,104.67 1,805,155,629.73 3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954,635.02 -94,431,275.9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22,298.40 -118,359,069.78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560,778.96 -535,187,978.7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8,478,656.22 1,136,125,023.05 3.73 

总资产 4,585,525,042.89 4,567,298,038.21 0.40 

2、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1.2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1.24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39 -1.5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5 -8.10 增加11.5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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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2.55 -10.15 增加12.70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94 11.43 减少5.49个百分点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2023年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35.63%，主要系控股子公司福建东恒新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自2022年第三季度并入合并范围，上年同期仅包含该控股子公司两

个季度数据所致。 

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134,385,911.01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加147,881,368.18元，主要

系公司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措施，加强人员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主营业务利润

率有所提升。 

2023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元/股）、稀释每股收益同比增加1.76元/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加1.94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

比增加11.55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加

12.70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所致。 

2023 年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减少 5.49 个百分点，主要系报告期

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同时公司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措施，加强

人员管理，精简研发团队规模，将研发费用更集中投入于核心技术研发。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技术优势、项目经验优势、核心客户优势、产品模式

优势、服务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具体情况如下： 

（一）技术优势 

智能自动化装备及工业制造数据系统产品制造过程涉及计算机软件、电气工

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工业设计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研发基础要求

较高，是一个大型的定制型系统。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储备并建立了强大的技

术团队，截至2023年末已取得253项专利权，139项软件著作权，能够满足上汽集

团系、上汽大众系、德国大众系、一汽集团系、华晨宝马、采埃孚系等全球知名

企业的严苛技术标准。 

公司是大众汽车（包括德国大众、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华晨宝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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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包（PACK）生产线主要供应商，实现了对进口产品的部分替代，也是宁德

时代、孚能科技的动力电池模组生产线供应商。同时，公司为少数直接为欧洲当

地主要汽车品牌提供动力电池包（PACK）生产线的中国企业；公司在燃油汽车

领域研发并生产制造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用于众多客户的中高端变速器、底

盘系统的生产，并最终提供给大众、奔驰、宝马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主流车型所使

用。众多优质知名客户的认可，是公司技术实力的综合体现。 

（二）项目经验优势 

智能自动化装备为大型非标产品，产品的成功涉及整体方案设计、机械与电

控方案设计、信息化功能设计、零部件采购、系统集成、安装调试、系统技术升

级等各环节，客户需求变化性和生产复杂性的提升导致项目管理难度较高。因此，

下游中高端优质客户在招标时，一般要求投标方具有丰富的项目经验，特别是具

有与世界排名靠前或国内前列的汽车厂商成功合作的经验。公司自成立以来，一

直致力于与汽车行业领先企业的合作，产品主要应用于中高端品牌汽车的生产，

产品线横跨燃油汽车及新能源汽车领域，具备丰富的项目经验，是公司业务开拓

的重要优势。 

（三）核心客户优势 

汽车行业中高端市场呈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优质客户是行业内的稀缺资源。

因此，智能制造装备供应商的客户资源在行业竞争中具有关键作用。公司经过多

年发展，在已进入的多个细分领域拥有国内外优质的客户资源，成功跻身上汽大

众系、一汽集团系、华晨宝马等汽车厂商，宁德时代、孚能科技等新能源汽车动

力系统厂商的供应商体系，还为上汽集团系、采埃孚系等国际知名汽车零部件生

产企业提供生产线装备。核心客户的积累成为公司发展的关键竞争优势。 

（四）产品模式优势 

公司的智能自动化装备和递缇智能的工业制造数据系统形成软硬件交叉互

补，其中，智能自动化装备属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硬件基础），工业制造

数据系统属于智能制造基础软件（软件基础），工业制造数据系统能够根据客户

需求提供智能预警系统、智能诊断等高级功能，大幅提升了智能自动化装备产品

的智能化水平，极大地丰富了客户选择，有助于公司对设备智能化要求高、技术

要求苛刻的客户维护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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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自动化产线与福建东恒的结构件存在协同效应。其中福建东恒产品属

于动力电池配套必备零部件，随着动力电池生产线的逐渐投产，其产品需求量更

大且产品周转快、回款更加及时，有利于降低智能自动化装备回款周期波动影响，

丰富公司的产品品类，形成“锂电池模组结构件+自动化产线”双轮驱动的产品布

局。同时，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使公司业务从新能源电池生产线领域

延伸至新能源电池零部件领域，增强了上市公司服务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客户

的能力。 

（五）服务优势 

智能自动化装备属于客户的核心生产设备，客户对供应商的服务能力和反应

速度较为重视。公司具有丰富的大中型客户项目服务经验，提供覆盖项目全流程

的高质量服务。项目开始前期，公司与客户密切交流，及时跟踪客户信息，了解

客户对于产品生产设计要求，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产品设计方案，力求在最短时间

内向客户交付满意的产品。项目进行厂内整线验收之后，公司安排专人进行配送、

对产品进行安装调试、及时反馈项目实施效果，同时还向客户提供工作人员培训

等服务。此外，质保期过后，也为售后服务提供快速响应速度保证。 

（六）产品质量优势 

公司承延严谨设计制造流程，产品具有高标准、高质量、高可靠性的特点。

公司拥有较强的生产能力，独立厂房包括粗加工车间、精加工车间、装配车间、

电气车间。生产设备包括 CNC 加工中心、装配平台、数控铣床、数控机床、精

密平面磨床和三坐标测量机等。生产车间实行 5S 质量管理条例，并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 体系认证，大力贯彻实施企业的标准化管理。 

综上所述，2023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2023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 14,553.45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94%。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459 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17.63%。 

2023 年度，公司在研项目正常开展，进展顺利，并取得一定的研发成果。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253 件，授权软件著作权 139

件。2023 年度，公司新增获得授权专利 38 件，新增授权软件著作权 2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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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2022年度，为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丰富公

司的产品类型由智能装备扩展到动力电池结构件，进一步提升为核心客户提供整

体服务的能力，增加客户粘性，公司根据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在做好自身智能自

动化装备业务的基础上，通过重大资产购买新增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

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石增辉、林陈彬、林立举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宁德

东恒（现更名为“福建东恒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东恒”）51%股

权。 

根据公司与石增辉签订的《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增辉关于

宁德东恒机械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书》约定，业绩承诺方承诺宁德东恒机械

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福建东恒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

1.5 亿元、1.6 亿元、1.7 亿元。 

2022年度，福建东恒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56亿元，

已完成2022年度业绩承诺。2023年度，福建东恒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1.77亿元，已完成2023年度业绩承诺。 

新增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对公

司的持续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23 年度新增业务进

展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年度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30,656,267.79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602,497,366.59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59,561,378.26 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642,597,787.00 

减：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602,497,36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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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11,987,677.62 

          直接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286,451,350.14 

          补充流动资金 304,058,338.83 

减：已结项项目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 3,267,848.49 

加：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22,728,806.34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59,561,378.26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存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户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南西支行 
121911706410304 339,400,000.00 

活期

存款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121911706410122 243,197,787.00 

活期

存款 
59,328,994.82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松江支行 
03004221019 60,000,000.00 

活期

存款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南西支行 
121938786210501 - 

活期

存款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731907707310117 - 

活期

存款 
232,383.44 

合计  642,597,787.00  59,561,378.26 

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先惠技术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颖琳、潘延庆，分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为19,374,117股、9,687,059股，2023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数未

发生增减变动。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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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直接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年初持股数 年末持股数 
年度内股份

增减变动量 

增减变

动原因 

潘延庆 董事、首席技术官 9,687,059 9,687,059 0 / 

王颖琳 董事、总经理 19,374,117 19,374,117 0 / 

张安军 

（离任） 
董事、副总经理 1,456,910 1,456,910 0 / 

陈益坚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20,000 20,000 0 / 

何佳川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0 0 0 / 

张明涛 副总经理 0 0 0 / 

缪龙娇 

（离任） 
董事 0 0 0 / 

邵辉 董事 0 0 0 / 

李柏龄 独立董事 0 0 0 / 

薛文革 独立董事 0 0 0 / 

戴勇斌 独立董事 0 0 0 / 

陈为林 
监事会主席、制造工

程部总监 
0 0 0 / 

郑彬锋 
监事、电气研发部经

理 
0 0 0 / 

徐强 职工代表监事 0 0 0 / 

杨金金 机械研发部副经理 0 0 0 / 

丁立勇 机械研发部副经理 0 0 0 / 

肖亮 长沙先惠副总经理 0 0 0 / 

张雷 机械研发部经理 0 0 0 / 

合计 / 30,538,086 30,538,086 0 /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

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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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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