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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63,165,794.60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偿还银行借款拟

投入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其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如下： 

募投项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万元） 

偿还银行借款 30,000.00 3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6,316.58 6,316.58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一）疫情对旅游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公司亟需直接融资增强资本实力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给我国旅游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旅游业对疫情总体呈现出响应很快、冲击面广、受创较深及影响深远等特征。封

城、封路、封村等全面阻隔疫情传播的防护措施，也使得旅游客流几乎全面阻断，

旅游业在一段时间内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旅游企业几乎全面停业；同时，未来旅

游市场的恢复也将是一个缓慢、逐步的过程。 

2020 年 1 月 24 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全力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暂停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文旅发电

[2020]29 号），“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做好文化和旅游

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求“即日起，全国旅行

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响应国家号召，本着

“对游客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宗旨，公司旗下分布于全国多个地

方的旅游项目主要业务陆续暂停运营。2020 年 2 月下旬以来，根据党中央的统

一部署，各地方在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公司下属多

个旅游项目陆续恢复运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公司仍需要继续支

付财务费用、人工成本和水电费等其他刚性费用，并要处理退订退款、合约取消

等问题，公司业务经营受到一定不利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受疫情影响导致的营运资金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同时，通过偿还银

行借款，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降低，有利于降低运营风险与财务风险，提升持续经

营能力。此外，股本金的补充也有助于加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提升整体风险抵御

能力。 

（二）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增强抗风险能力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且显著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和 2020 年 3 月末，公司合并报表

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7.49%、65.92%、61.00%和 63.11%。同期，公司同行业部

分 A 股上市公司（选择标准：选取申万二级旅游综合行业上市公司，除 B 股外）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4.30%、43.26%、48.31%、47.68%。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财务费用金额较高，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保持上升趋势，

且对营业利润影响显著。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982.57 67,664.22 64,820.06 53,944.06 

财务费用 2,143.38 10,668.51 8,803.85 7,370.40 

占比 71.86% 15.77% 13.58% 13.66% 

营业利润 -8,052.43 9,116.96 21,075.64 5,195.84 

通过本次发行，以募集资金偿还银行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

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可缓解公司为解决资

金需求而通过债权融资的压力，有助于控制有息债务的规模，减少公司财务费用

的支出，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 

（三）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疫情结束后旅游业仍大有可为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未来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仍较大，但分产

业看，第三产业在 GDP 中占比处于稳步增长状态，尤其是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

旅游业已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年国内旅游总收入为

5.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65%，境内旅游的人数为 60.10 亿人次，人均年出游次



 

数超过 4 次，我国已经进入了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既是大产业，亦是大民生，已

经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必需品。 

根据《“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十三五”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旅游经济稳步增长。城乡居民出游人数年均增长 10%左右，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

11%以上，旅游直接投资年均增长 14%以上。到 2020 年，旅游市场总规模达到

67 亿人次，旅游投资总额 2 万亿元，旅游业总收入达到 7 万亿元。综合效益显

著提升。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度达到 12%，对餐饮、住宿、民航、铁路

客运业的综合贡献率达到 85%以上，年均新增旅游就业人数 100 万人以上。旅游

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潜力巨大。 

虽然此次疫情将对旅游业造成不利影响，但旅游已日益泛化为涵盖一定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内容的双重性现代生活方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来看，旅游

业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此次疫情将加速文旅产品的迭代升级，游客

的出游意愿与需求将更加倾向于生态、康养、亲子和研学等产品，公司旗下项目

多为原生态旅游资源，较好地贴合了生态旅游需求。因此，公司将进一步提炼项

目 IP 内涵、丰富内容业态、叠加与细分市场需求相契合的产品与体验，更好地

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旅游需求。 

早在 2003 年的非典疫情期间，公司便积极谋求战略转型，从单一的索道投

资开发运营，转型到包含索道在内的景区综合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非典疫

情加速了公司战略的迭代升级。因此，此次疫情同样将给公司带来进一步发展机

遇。伴随着疫情结束，人民被压抑的旅游消费需求将会进行释放，旅游业将迎来

复苏，公司亦将抓住机遇谋求发展。公司将通过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期，在未来若

干年内实现并保持销售规模的持续稳步增长，提高市场占有率，巩固市场地位。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大股东支持公司快速发展的体现 

公司控股股东当代城建发计划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体现了控股

股东对公司支持的决心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利于保障公司的稳定持续

发展。随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注入，公司的财务状况将有所改善，资本实力将

得以增强，有利于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以及后续经营的持续运作，也有利于维护

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并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资本

结构将得到改善，流动性风险将有所降低，现金流压力适当缓解，有利于保障盈

利能力，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得到提升。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治理规范、内控完整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与完善，从而形成了较为规范、标准的公司治理体系和较

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程序。公司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也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保管、使用、投向以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

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

金的存储与使用，从而保证募集资金规范合理的使用，以防出现募集资金使用风

险。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使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资金压力有所

缓解，有利于公司抓住产业发展的契机，为主营业务扩张和外延式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盈利能力也将得到提升，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后，一方面

公司净资产规模得以增加，资本实力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

下降、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将有所提升，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得以增强。此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

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从而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平衡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战略需求，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改善公司

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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