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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20273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已收悉。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测

导航”、“公司”、“发行人”）、保荐机构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保荐机构”、“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师”、“发行人律师”、“律师”）和发行

人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会

计师”）等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落实、核查，现回复如下，请

予审核。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相关用语简称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

含义。 

二、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三、本回复报告中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

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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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80,000 万元，其中 32,741.21 万元用于“北斗

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北斗建设项目”），

23,758.79 万元用于“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研发

中心项目”），其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北斗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41,543.15万元，项目建成并达产后，预计预测期内年均新增营业收入 70,870.80

万元，新增利润总额 13,981.92 万元，税后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0.57%，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6.49年，本次发行已经过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审查同意。2018

年及 2019 年，发行人主要终端产品接收机的产能利用率均为 85%。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生产设备账面价值为 838.52 万元，软件使用权账面价值

2,000.79 万元。本次募投项目中的北斗建设项目拟使用 20,812.68 万元购置生

产设备，4,200 万元购置软件，该项目效益测算年均新增营业收入 70,870.8 万

元，新增利润总额 13,981.92 万元。研发中心项目拟使用 6,228.6 万元购置研

发和实验测试设备，11,610 万元购置软件。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性，

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各项支出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存在将募集资金

变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补充流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募

集资金是否包含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2）说明本次募投

项目设备与软件资产的采购内容、购买的具体目标对象和对应金额，结合同行

业公司及发行人目前持有的软硬件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说明北斗建设项目

及研发中心项目进行大额设备及软件购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量化说明募投

项目新增设备、软件等资产的折旧摊销期限、金额，是否对未来经营业绩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应风险；（3）结合发行人历年研发投入及研发成

果说明本次研发中心项目的投资概算依据，研发中心项目与发行人已有在途研

发项目的异同，是否存在重复建设，上述研发项目是否处于概念阶段，是否具

备技术和经济可行性；（4）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在原料、技术、工艺路线、

研发升级创新的具体内容、产品结构、产品定价、毛利率，产能设计、销售模

式、销售区域及目标客户、运营模式及盈利模式、厂房建设等方面与发行人前

次募投项目的区别和联系；（5）结合两次募投项目产能的释放计划、近三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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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能利用率、产销率、行业需求和竞争情况、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公司人员

储备和技术储备、在手订单、意向性合同等方面，说明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

和具体的产能消化措施，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6）结合市场空间、目前效益

实现情况，本次募投项目和公司现有相关业务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终端产品市

场占有率、单位价格、收入、成本、产销率、增长率、毛利率、预测净利率等

内容，披露北斗建设项目效益测算的测算过程及关键参数的选取依据是否和公

司现有相关业务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若是，披露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

理性、相关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7）发行人及发行人聘请的中介机构是否

符合《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

暂行办法》《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是

否已取得该项目所需的全部审批或备案，若是，披露相关具体内容；若否，说

明后续计划、安排，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性，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各项支出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存在将募集资金变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形，补充流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包含本次发行

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 

（一）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性，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各

项支出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 万元

（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占募集资金

总额的比例 

是否属于 

资本性支出 

1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

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 
41,543.15 32,741.21 40.9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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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26,646.79  23,758.79 29.70% 是 

3 补充流动资金 23,500.00 23,500.00 29.38% 否 

合 计 91,689.94 80,000.00 100.00% - 

1、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41,543.15 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32,741.21 万元，其余

以自有资金投入，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总额 占比 拟投入募集资金 
是否属于 

资本性支出 

1 工程费用 27,496.85 66.19% 27,496.85 是 

1.1 场地建设 6,507.03 15.66% 6,507.03 是 

1.2 生产设备 20,812.68 50.10% 20,812.68 是 

1.3 其他设备 177.14  0.43% 177.14  是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306.36 12.77% 5,244.36 是 

2.1 工程建设费用 902.40  2.17% 902.40  是 

2.2 软件购置费 4,200.00 10.11% 4,200.00 是 

2.3 其他费用 203.96  0.49% 141.96  是 

3 预备费 1,640.16 3.95% -  -  

4 铺底流动资金 7,099.78 17.09% -  -  

合 计 41,543.15 100.00% 32,741.21 是 

注：其他费用中包含生产职工培训费 62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扣减后金额。 

（1）工程费用 

1）场地建设 

本项目场地建设包括普通厂房、无尘车间、仓储区、办公区、宿舍区，总建

设面积为 17,850.54 平方米。建设单价结合生产及办公等功能区要求、上海当地

市场价格、公司建设经验估算。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面积 

（m
2） 

建设单价 

（元/m
2） 

投资总额 

（万元） 

1 普通厂房 7,093.66 3,500.00  2,482.78  

2 无尘车间 2,064.09 5,000.00  1,032.05  

3 仓储区 5,133.63 3,000.00  1,540.09  

4 办公区 2,064.09 4,500.00  928.84  

5 宿舍区 1,495.06 3,500.00 523.27 

合 计 17,850.54  6,5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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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设备 

生产设备主要包括设备购置费和安装工程费。该项目所需设备种类及数量系

公司根据生产及配套设施要求予以确定，购置单价系公司参考同类设备的市场价

格进行估算。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功能性质 名称 
数量 

（台/套） 

购置金额 

（万元） 

一、设备购置费 

生产线检

测设备 

产品性能检

测 

信号发生器、GNSS 信号转发系统、

采集回放仪、频谱分析设备、通信接

口功能检测设备、车载电子干扰模拟

测试系统 

96 2,709.80  

生产线硬

件装置/生

产工具 

产品制造/可

靠性验证/修

复 

自动化检测生产线、自动化组装生产

线、电烙铁、FCT 治具、BGA 返修台、

振动台、高低温箱、屏蔽室、暗箱 

201 10,004.54  

性能检验

设备 

产品质量验

证 

L 波段抗干扰测试系统、测向测试系

统、车载动态跑车定位系统、模拟器、

生产户外环境模拟测试设备、结构件

尺寸测量设备、生产单项性能检测设

备、生产 ESD 检测设备 

73 2,847.86  

SMT 生产

设备 

PCBA 生 产

制造 

全自动印刷机、全自动高精度贴片机、

氮气回流炉、除尘机、在线激光打印

机、PCBA 贴片检验设备、选择性焊

锡机 

39 2,012.40  

生产环境

控制 
环境系统 

车间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防静电自

动监控系统 
12 552.00  

智能制造

管理 
智能仓储 智能仓储系统 1 1,695.00  

二、安装工程费 

生产设备（按照对应的设备购置费的 5.0%测算） - 991.08  

合 计 422 20,812.68 

3）其他设备 

其他设备主要包括打印机、电脑、集气罩、排气筒等及其安装工程费（按照

对应的设备购置费的5.0%测算），共计177.14万元。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工程建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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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费用共计902.40万元，按该项目所需的建设工程量进行测算，主要

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工程保险费等。 

2）软件购置费 

项目所需软件种类及数量系公司根据生产、物流、仓储等要求予以确定，均

系定制化开发。购置单价根据市场价格、公司定制化要求等进行估算。具体情况

如下： 

类别 功能性质 名称 
数量 

（台/套） 

购置金额 

（万元） 

制造管理软

件系统 
信息化系统 

MES 生产过程管理系统、SRM 供应

商系统、集成供应链系统升级 
3 2,700.00 

测试软件 测试软件 

板卡自动化检测软件、组合导航接

收机检测软件、GNSS 接收机自动化

检测软件 

3 1,500.00 

合 计 6 4,200.00 

3）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共计203.96万元，主要包括联合试运转费、生产职工培训费、办公

及生活家具购置费等。联合试运转费根据设备购置费进行测算，生产职工培训费、

办公及生活家居购置费根据项目人员数量进行测算。 

（3）预备费 

预备费是指在建设期内因各种不可预见因素的变化而预留的可能增加的费

用。项目预备费用合计1,640.16万元，具体计算过程为：（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5%。 

（4）铺底流动资金 

铺底流动资金是为保证项目正常运转所需的流动资金。根据项目运营预测，

铺底流动资金估算按项目投产后2年内的预计流动资产金额减去预计流动负债金

额对营运资金需求进行预测，铺底流动资金按测算所需营运资金的30%计算，为

7,099.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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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26,646.79 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23,758.79 万元，其余

以自有资金投入，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总额 占比 拟投入募集资金 
是否属于资

本性支出 

1 工程费用 11,996.01 45.02% 11,996.01 是 

1.1 场地建设 4,900.64 18.39% 4,900.64 是 

1.2 研发和实验测试设备 6,228.60 23.37% 6,228.60 是 

1.3 办公设备 866.78 3.25% 866.78 是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859.98 44.51% 11,762.78 是 

2.1 工程建设费用 109.98 0.41% 109.98 是 

2.2 软件购置费 11,610.00 43.57% 11,610.00 是 

2.3 其他费用 140.00 0.53% 42.80 是 

3 预备费 1,192.80 4.48% - - 

4 软件及服务器租赁费用 1,598.00 6.00% - - 

合 计 26,646.79 100.00% 23,758.79 是 

注：其他费用中包含生产职工培训费 70 万元，将扣除生产职工培训费后剩余的 70 万元中

42.80 万元纳入募集资金使用范围。 

（1）工程费用 

1）场地建设 

项目场地建设包括实验室、研发办公区，总建设面积为10,430.85平方米。建

设单价结合实验及办公等功能区要求、上海当地市场价格、公司建设经验估算。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面积 

（m
2） 

建设单价 

（万元/m
2） 

投资总额 

（万元） 

1 研发实验室 4,135.05  5,000.00  2,067.53  

2 研发办公区 6,295.80  4,500.00  2,833.11  

合 计 10,430.85  4,900.64  

2）研发和实验测试设备 

研发和实验测试设备主要包括设备购置费和安装工程费。项目所需设备种类

及数量系公司根据研发要求予以确定，购置单价系公司参考同类设备的市场价格

进行估算。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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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功能性质 名称 
数量 

（台/套） 

购置金额 

（万元） 

一、设备购置费 

（1）研发设备 

机器人研发

设备 
研发智能机器 自动驾驶验证平台 5 75.00  

自动驾驶研

发设备 

自动驾驶+雷达

+相机 
ISOBUS 套件、4D 影像雷达、相机 12 27.00  

性能检测研

发设备 

三维激光雷达+

测试仪器 

激光性能参数测量设备、激光发生

设备、三维激光雷达研发调试设备 
91 1,103.50  

信号测量研

发设备 

卫惯导航基础设

备+测试仪器 

卫惯产品研发调试设备、惯导器件

测量验证系统、高精度授时参考设

备、无线通信测试仪 

52 933.00  

信号模拟研

发设备 

北斗三号信号模

拟 
北斗三代卫星模拟器 1 600.00  

（2）实验检测设备 

自动驾驶实

验设备 

自动驾驶设备+

功能测试 

无人农场测试场地设备、研发测试

车辆、农业作业拖拉机与农具设

备、农业自动驾驶关键部件、工程

机械车辆 

72 1,618.00  

性能检测实

验设备 

环境测试设备

+EMC 测试设备 

研发可靠性测试设备、电池测试设

备 
27 391.50  

信号测量实

验设备 

三维激光雷达+

场地模拟测试 

激光雷达标校场地设备、影像与激

光扫描仪设备 
14 810.00  

信号模拟实

验设备 

北斗三号的广域

增强服务+屏蔽

室+抗干扰系统 

GNSS 信号回放与转发设备、信号

屏蔽与抗干扰测试设备 
13 374.00  

二、安装工程费 

研发设备（按照对应的设备购置费的 5.0%测算） / 136.93   

实验检测设备（按照对应的设备购置费的 5.0%测算） / 159.68   

合 计 287 6,228.60 

3）办公设备 

办公设备主要系台式主机、笔记本电脑、数据服务器、移动固态硬盘等与研

发活动相关的支持设备及其安装工程费（按照对应的设备购置费的5.0%测算），

共计866.78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办公需要及场景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等。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工程建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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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费用共计109.98万元，按项目所需的建设工程量进行测算，主要包

括前期工作费、工程保险费等。 

2）软件购置费 

项目所需软件种类及数量系公司根据研发需求予以确定，购置单价根据市场

价格、公司定制化要求等进行估算。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功能性质 名称 
数量 

（台/套） 

购置金额 

（万元） 

芯 片 仿 真

软件 
射频/热仿真等 射频/热仿真、Matlab 2 100.00  

芯片研发 

IC+可测试分析

软件+后端软件

+芯片 IP+RFIP 

硬件/IC、Mentor 可测试分析软

件、Synopsys 后端软件、ARM

开发软件、ARM-IP、芯片开发

公共 IP、GNSS 射频 IP 

41 2,535.00  

设计版图与全

掩模工程产品 

KGR 设计版图与全掩模工程产

品、SOC 芯片设计版图与全掩模

工程产品、KGR 核心 IP 

3 5,600.00  

三 维 采 集

设备软件 

多回波测量技

术+高精度角度

测量+流速测量 

激光测量多回波技术 IP、水深测

量技术 IP、光学仪器角度测量 IP 
3 1,500.00  

三 维 数 据

处理软件 

三维点云+无人

机影像+算法库

+图形化引擎 

点云数据处理参考软件、点云处

理核心算法 IP、图形交互式开发

软件及源码 

35 1,105.00  

AI 空间数

据识别 

AI+点云 3D 提

取 
基于 AI 的 3D 模型提取 IP 1 600.00  

增 强 服 务

软件 

实时定位及数

据后处理 

GNSS 网络差分服务软件、GNSS

数据综合处理软件 
3 170.00  

合 计 88 11,610.00 

3）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共计140.00万元，主要根据项目人员数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职工

培训费、办公及生活家具购置费等。 

（3）预备费 

预备费是指在建设期内因各种不可预见因素的变化而预留的可能增加的费

用。项目预备费用合计1,192.80万元，具体计算过程为：（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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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费用）*5%。 

（4）软件及服务器租赁费用 

软件及服务器租赁费用主要系为保证研发活动的顺利进行，租赁云服务器及

相关软件等产生的费用，共计 1,598.00 万元。 

（二）是否存在将募集资金变相用于补流的情形，补流比例是否符合相关

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2 月发布的《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

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发行优先股或董

事会确定发行对象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募集资金的，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比例不得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 万元

（含本数），其中费用化投入 23,5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总

金额的 29.38%，未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

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的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费用化投入 

金额 占比 

1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

产能建设项目 
32,741.21 - - 

2 
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23,758.79 - - 

3 补充流动资金 23,500.00 23,500.00 100.00% 

合 计 80,000.00 23,500.00 29.38%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及“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投入均为项目的资本性支出，项目的预备费、

铺底流动资金、职工培训费、软件及服务器租赁费用等费用性支出均未纳入募集

资金使用范围。因此，发行人不存在将募集资金变相用于补流的情形。 

（三）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包含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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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已经 2020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董事会决议日，公司在建工程为华测时空智能

创新产业园项目，已投入金额为 2,152.68 万元，资金支出主要包括地块地下土质

情况勘探费用等勘察设计费、地下室开挖过程中垃圾处理费用及项目地块场地平

整和临时围墙施工费用等临时设施费、施工水电费、项目地籍测量报告费、地下

室施工所需的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服务费用和地下室施工项目进度款等。截至董

事会决议日，公司在建工程主要包含了工程开工准备和部分地下室施工等相关工

程。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位

于华测时空智能创新产业园 B-C 座 1 层和 2 层、B 座 3 层和 6 层、E 座 5 层和 6

层，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位于华测时空智能创新产业园 B 座 4-5

层和 C 座 3-4 层。截至董事会决议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尚未开展建设。 

综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董事会

决议日（2020 年 8 月 18 日）前未投入资金，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本次董事

会前投入资金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将

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设备与软件资产的采购内容、购买的具体目标对象

和对应金额，结合同行业公司及发行人目前持有的软硬件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说明北斗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项目进行大额设备及软件购置的必要性和合

理性，并量化说明募投项目新增设备、软件等资产的折旧摊销期限、金额，是

否对未来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应风险 

（一）本次募投项目设备与软件资产的采购内容、购买的具体目标对象和

对应金额 

1、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 

（1）硬件设备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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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功能性质 具体目标对象 
数量 

（台/套） 

购置金额 

（万元） 

生产线检测

设备 
产品性能检测 

信号发生器 4 592.00 

GNSS 信号转发系统 50 110.00 

采集回放仪 4 180.00 

频谱分析设备 4 500.00  

通信接口功能检测设备 30 875.80  

车载电子干扰模拟测试系统 4 452.00  

生产线硬件

装置 / 生产

工具 

产品制造/可靠

性验证/修复 

自动化检测生产线 4 3,856.00 

自动化组装生产线 2 4,520.00 

电烙铁 4 0.04 

FCT 治具 100 58.00 

BGA 返修台 2 34.00 

振动台 42   1,056.00  

高低温箱 32      398.00  

屏蔽室 10 55.00 

暗箱 5 27.50 

性能检验设

备 
产品质量验证 

L 波段抗干扰测试系统 3 609.00 

测向测试系统 3 339.00 

车载动态跑车定位系统 2 406.00 

模拟器 1 678.00 

生产户外环境模拟测试设备 6 33.00  

结构件尺寸测量设备 4 458.00  

生产单项性能检测设备 39 247.90  

生产 ESD 检测设备 15 76.96  

SMT生产设

备 

PCBA 生产制

造 

全自动印刷机 2 146.00 

全自动高精度贴片机 2 484.00 

氮气回流炉 2 180.00 

除尘机 2 64.00 

在线激光打印机 2 208.00 

PCBA 贴片检验设备 27 478.40  

选择性焊锡机 2 452.00 

生产环境控

制 
环境系统 

车间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6 348.00 

防静电自动监控系统 6 204.00 

智能制造管

理 
智能仓储 智能仓储系统 1 1,695.00 

其他设备 

办公 
打印机 5 12.50 

电脑 150 150.00 

废气处理 
集气罩 20 6.00 

排气筒 1 0.20 

合 计 598 19,990.30 

（2）软件资产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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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功能性质 具体目标对象 
数量 

（台/套） 

购置金额 

（万元） 

制造管理软

件系统 
信息化系统 

MES 生产过程管理系统 1 1,400.00 

SRM 供应商系统 1 500.00 

集成供应链系统升级 1 800.00 

测试软件 仪器检测程序 

板卡自动化检测软件 1 300.00 

组合导航接收机检测软件 1 400.00 

GNSS 接收机自动化检测软件 1 800.00 

合 计 6 4,200.00  

2、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硬件设备购置 

类别 功能性质 具体目标对象 
数量 

（台/套） 

购置金额 

（万元） 

机器人研发

设备 
研发智能机器 自动驾驶验证平台 5 75.00 

自动驾驶研

发设备 

自动驾驶+雷达+

相机 

ISOBUS 套件 5 5.00 

4D 影像雷达 5 20.00 

相机 2 2.00 

性能检测研

发设备 

三维激光雷达+测

试仪器 

激光性能参数测量设备 54 345.00  

激光发生设备 23 413.50  

三维激光雷达研发调试设备 14 345.00  

信号测量研

发设备 

卫惯导航基础设

备+测试仪器 

卫惯产品研发调试设备 43 183.00  

惯导器件测量验证系统 2 570.00  

高精度授时参考设备 6 30.00  

无线通信测试仪 1 150.00 

信号模拟研

发设备 

北斗三号信号模

拟 
北斗三代卫星模拟器 1 600.00 

自动驾驶实

验设备 

自动驾驶设备+功

能测试 

无人农场测试场地设备 28 715.00  

研发测试车辆 2 40.00  

农业作业拖拉机与农具设备 11 405.00  

农业自动驾驶关键部件 19 138.00  

工程机械车辆 12 320.00  

性能检测实

验设备 

环 境 测 试 设 备

+EMC 测试设备 

研发可靠性测试设备 23 351.50  

电池测试设备 4 40.00  

信号测量实

验设备 

三维激光雷达+场

地模拟测试 

激光雷达标校场地设备 5 360.00  

影像与激光扫描仪设备 9 450.00  

信号模拟实

验设备 

北斗三号的广域

增强服务+屏蔽室

+抗干扰系统 

GNSS 信号回放与转发设备 11 270.00  

信号屏蔽与抗干扰测试设备 2 104.00  

配套支持设 数据存储和处理 数据服务器 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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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功能性质 具体目标对象 
数量 

（台/套） 

购置金额 

（万元） 

备 AI 数据运算服务器 2 400.00 

固态硬盘阵列服务器 2 40.00 

场景数据采集 移动固态硬盘 50 100.00 

办公 
台式主机 150 105.00 

笔记本电脑 115 80.50 

合计 607 6,757.50 

（2）软件资产购置 

类别 功能性质 具体目标对象 
数量 

（台/套） 

购置金额 

（万元） 

芯片仿真软

件 
射频/热仿真等 

射频/热仿真 1 90.00 

Matlab 1 10.00 

芯片研发 

IC+可测试分析软

件+后端软件+芯

片 IP+RFIP 

硬件/IC 8 240.00 

Mentor 可测试分析软件 1 15.00 

Synopsys 后端软件 2 70.00 

ARM 开发软件 20 200.00 

芯片开发公共 IP 7 1,410.00  

GNSS 射频 IP 3 600.00  

设计版图与全掩

模工程产品 

KGR 设计版图与全掩模工程产

品 
1 1,500.00 

SOC 芯片设计版图与全掩模工

程产品 
1 3,500.00 

KGR 核心 IP 1 600.00 

三维采集设

备软件 

多回波测量技术+

高精度角度测量+

流速测量 

激光测量多回波技术 IP 1 650.00  

水深测量技术 IP 1 700.00  

光学仪器角度测量 IP 1  150.00  

三维数据处

理软件 

三维点云+无人机

影像+算法库+图

形化引擎 

点云数据处理参考软件 7 200.00  

点云处理核心算法 IP 2 600.00  

图形交互式开发软件及源码 26 305.00  

AI 空间数据

识别 
AI+点云 3D 提取 基于 AI 的 3D 模型提取 IP 1 600.00 

增强服务软

件 

增强服务系统参

考 

GNSS 网络差分服务软件 1 150.00 

GNSS 数据综合处理软件 2 20.00 

合  计 88 11,610.00 

（二）结合同行业公司及发行人目前持有的软硬件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说明北斗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项目进行大额设备及软件购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019 年末，发行人持有的软硬件账面价值和账面原值均大幅低于同行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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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软硬件账面价值 软硬件账面原值 

营业收入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2019 年 

12 月 31 日 

002383.SZ 合众思壮 36,918.26 23.83% 82,280.89 53.12% 154,891.37 

300177.SZ 中海达 13,485.48 8.33% 25,826.09 15.95% 161,929.84 

002151.SZ 北斗星通 73,530.74 24.62% 143,877.72 48.17% 298,700.26 

300101.SZ 振芯科技 14,709.54 31.19% 42,744.41 90.63% 47,161.34 

002829.SZ 星网宇达 3,696.32 9.27% 7,247.52 18.18% 39,873.13 

上述五家公司均值 
 

19.45%  45.21%  

300627.SZ 华测导航 9,952.34 8.69% 16,277.72 14.21% 114,552.27 

注 1：上述数据均取自各家上市公司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 

注 2：软件硬件金额取自各期末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账面原值，并扣除与

房屋及建筑物、土地、交通工具相关的金额；营业收入取自当期营业收入。  

从上表可以看出，发行人持有的软硬件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中海达及星

网宇达较接近，但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一方面系同行业公司的业务范围和业务

特点与发行人不完全可比，例如合众思壮的位置服务平台、北斗星通的汽车智能

网联与工程服务等属于重资产型业务，振芯科技采用建造 -经营 -移交

（Build-Operate-Transfer）等模式的业务存在计入到无形资产的运营分成权，因

此占用软硬件资产金额较高，与发行人现有业务类型相比差异较大；另一方面，

发行人受租赁场地面积、结构等限制，无法为新增设备资产提供必要的场地条件，

生产和检测设备、研发配套设备以及生产和测试环境均需优化和提升。卫星导航

定位行业下游应用市场广阔，且有较强的产业政策支持，预计未来公司业务规模

将进一步增长。为抓住行业机遇，公司需要新增软硬件资产，实现设备和相关软

件升级，以支撑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和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从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来看，随着下游应用的蓬勃

发展，公司产品型号持续丰富，产品需求数量不断增长。公司原有设备及软件的

数量和性能无法满足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内容的需求，需要新增相应的设备及软件。

在硬件设备方面，通过购置生产线检测设备、自动化检测生产线、自动化组装生

产线、性能检验设备、质量检验设备等，用于产品关键性能测试、自动化组装和

检测、整机性能验证、可靠性验证及修复、质量检验等，大幅提高公司自动化生

产水平，增加检测频次，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严格管控和技术保护，满足下游高

精度应用需求。在软件方面，通过采购制造管理软件系统、自动化检测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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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有效提升生产信息化管理水平，快速、稳定、准确地对产品进行功能性测

试，为各项改善活动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全流程信息可视化的目标。 

从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来看，北斗三号正式开通，星座、频

点等的增加和升级，对技术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公司原有设备及软件无法满足本

次募投项目建设内容的需求及技术要求，需要新增配置相应的设备及软件。在硬

件方面，公司购置机器人研发设备、自动驾驶研发设备、性能检测研发设备、信

号测量研发设备、信号模拟研发设备等研发设备，构建智能机器人开发平台，添

置满足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采集设备研发所需仪器设备，升级与北斗三号相适应

的测试设备，增加北斗三代信号频点和仿真场景，以提升研发效率，降低研发成

本；公司购置自动驾驶实验设备、性能检测实验设备、信号测量实验设备、信号

模拟实验设备等实验检测设备，解决现有相关设备老化、数量不足以及测试场景

较为单一的问题，提供三维激光雷达的场地建模和场地测量环境，全面升级自动

驾驶设备测试环境，以对相关产品的研发进行技术验证，提升测试的全面性、准

确性。在软件方面，公司购置芯片仿真软件、芯片研发软件、三维采集设备软件、

三维数据处理软件、AI空间数据识别、增强服务软件等，解决现有软件、开发工

具、组件库等无法满足研发需要的问题，加快各类三维数据处理软件研发进度，

降低SOC芯片自研成本和缩短研发周期，提升现有的AI产品与空间数据识别算法

结合度问题，实现产品用户体验的差异化优势。 

综上，公司目前持有的软硬件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低于同行业公司是公司

现阶段发展战略的反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北斗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项目进行

大额设备及软件购置是公司下一步发展战略的需要，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经过公司

详细论证，投资构成经过详细测算，因此北斗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项目进行大额

设备及软件购置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量化说明募投项目新增设备、软件等资产的折旧摊销期限、金额，

是否对未来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应风险 

公司现行的折旧、摊销政策如下： 

项目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 残值率 



18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30 5% 

生产设备 年限平均法 3-5 5% 

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4 5% 

电子设备 年限平均法 3-5 5% 

项目 类别 摊销方法 预计使用寿命 依据 

无形资产 

非专利技术 年限平均法 5-10 年 预计通常使用年限 

软件使用权 年限平均法 3-5 年 预计通常使用年限 

商标使用权 年限平均法 5-10 年 预计通常使用年限 

软件著作权 年限平均法 5-10 年 预计通常使用年限 

土地使用权 年限平均法 50 年 土地使用权期限 

本次募投项目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参照公司现行的折旧、摊销方法、

年限以及对应资产的预计可使用期限估算，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折旧、摊销期限 残值率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30 5% 

生产设备、电子设备 5 5% 

无形资产 5 / 

预测期内每年新增折旧和摊销情况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建设期 运营期 

T1-T2 T3 T4 T5 T6 T7 T8-T12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

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

项目 

- 4,830.56 4,830.56 4,830.56 4,830.56 4,830.56 214.98 

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 3,564.78 3,564.78 3,564.78 3,564.78 3,564.78 158.22 

新增折旧、摊销费用 - 8,395.34 8,395.34 8,395.34 8,395.34 8,395.34 373.19 

新增折旧、摊销占募

投项目预计新增营业

收入比重 

- 16.58% 11.11% 11.47% 11.85% 11.85% 0.53% 

新增折旧、摊销费用

占 2019 年公司营业

收入比重 

- 7.33% 7.33% 7.33% 7.33% 7.33% 0.33% 

注 1：根据整体项目进度，建设期 T1、T2 不计提折旧、摊销费用，运营期 T3 及以后

开始计提折旧、摊销费用。 

注 2：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主要为加强公司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

发能力，不存在运营期，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此处列示主要系为谨慎测算募投项目整体

的折旧、摊销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对本次募投项目房屋建筑物设定的摊销年限为 30 年，对设备、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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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摊销年限为 5 年。运营期前五年公司每年预计将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

产摊销总计约 8,395.34 万元，第六年及以后每年预计将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无形

资产摊销降低至约 373.19 万元。通过对新增折旧摊销分别占募投项目预计新增

营业收入比重、占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比重的对比，可以看出，本次募投项目

实施完成后，新增折旧和摊销在运营期前五年对未来经营业绩影响相对较大，第

六年及以后年度对未来经营业绩影响较小。此外，随着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取得研发成果，并将其应用到产品中后也将给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因

此，募投项目带来的效益提升预计可以抵消折旧、摊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会

对未来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以及行业发展需要，在对项目进行

可行性研究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及其折旧费用等因素，项目顺

利实施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长远竞争力。  

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第五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一、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相关的风险/（二）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增加导致经营业绩下

滑的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按照公司现有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和

无形资产摊销政策，募投项目运营期前五年每年预计将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无

形资产摊销总计约 8,395.34万元，第六年及以后每年预计将新增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总计约 373.19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分别为 14,858.58

万元、11,869.08 万元、16,217.87 万元、11,507.43 万元。考虑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时间且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未来的整体经营业

绩未有明显增长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明显低于预期，则募投项

目实施完成后，公司面临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增加导致经营业绩下滑

的风险。 

三、结合发行人历年研发投入及研发成果说明本次研发中心项目的投资概

算依据，研发中心项目与发行人已有在途研发项目的异同，是否存在重复建设，

上述研发项目是否处于概念阶段，是否具备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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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发行人历年研发投入及研发成果说明本次研发中心项目的投资

概算依据 

1、公司历年来研发投入情况 

公司坚持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的业务方向，持续加强高精度核心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保持较高的技术研发投入，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17 年至 2019 年研发投

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近 50%。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公司

研发投入分别为 7,593.00 万元、13,255.28 万元、17,049.85 万元、15,348.46 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1.20%、13.92%、14.88%、18.24%。报告期内，

公司的研发投入构成以职工薪酬为主，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分别为 58.92%、61.77%、

57.49%、54.19%；折旧摊销占研发投入比重不高，分别为 8.54%、9.52%、8.80%、

11.69%。 

公司所选取的六个研发方向系面向未来发展所开展的技术研究方向，具有一

定的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从公司现有的研发设备及软件情况来看：（1）

现有研发设备数量不足，性能有待提升，例如为更好地测试硬件设备工作情况，

公司需要更新和升级研发可靠性测试设备等；（2）需要新增设备类型以满足研

发需求，例如需要新增用于研发三维激光雷达头的激光性能参数测量设备、新增

用于三维数据处理软件用户交互开发等的图形交互式开发软件及源码等；（3）

需要搭建必要的测试环境，进一步验证研发的可靠性，例如，需要新增测试场地

设备、研发测试车辆等，验证封闭和半封闭场景的无人驾驶在复杂环境下的技术

适应能力。前述设备设施及软件的购置和升级，将对公司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受原租赁场地面积、结构限制，公司也难以为新增设备提

供更多的空间，研发及实验检测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因此，相较于报告期内公司以职工薪酬为主的研发投入，发行人未来除继续

加大研发人员投入外，还拟通过本次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改善研发软硬件环境，

满足研发人员对研发工具的使用需求，丰富产品的研发实验检测平台，为研发方

向的顺利开展提供必要设施保障，以保持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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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研发中心项目是在现有研发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公司未来研发

目标和现有研发条件而确定的具体投资需求 

本次研发中心项目所涉及的高精度卫惯导航基础器件、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

采集装备、三维空间数据全流程处理软件、面向封闭和半封闭场景的行业智能机

器人、基于人工智能的空间数据自动识别、兼容北斗三号的广域增强服务等六个

研发方向，与公司核心技术密切相关，是公司业务战略发展方向上前瞻性的技术

研究与储备。公司报告期内在前述研发方向所取得的研发成果具体如下所示： 

研发方向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高精度卫惯导航

基础器件 

开发出基于国外

FPGA 的 B380 板

卡，支持北斗二代

系统；将自研 B380

板卡用于公司高精

度 GNSS 接收机产

品，开展技术验证 

持续提升自研板卡

B380 在基带信号

处理和定位解算方

面的性能；开展基

带芯片的前期准备

工 作 ， 摆 脱 在

FPGA 等关键部件

对国外依赖 

完成基带芯片的代

码设计、验证工作，

准备流片 

完成自研基带芯

片的流片工作；研

制基于自研芯片

的 新 一 代 板 卡

B560 

高精度空间三维

数据采集装备 

开展大量可行性调

研和论证工作 

基于国外三维激光

雷达头研发出 AS

系列多平台三维激

光雷达系统 

基于国外三维激光

雷达头研发出更长

测距的 AS 系列三维

激光雷达系统；与固

定翼无人机组成综

合解决方案 

对三维激光雷达

头的自主化进行

可行性调研 

三维空间数据全

流程处理软件 
/ 

研发出基于 AS 系

列三维激光雷达系

统采集的原始数据

的预处理软件 

以国家首个新型基

础测绘试点项目为

切入点，整合空间数

据采集、处理与应用

一体化的智能化全

息测绘解决方案 

对三维空间数据

全流程软件进行

市场调研和和技

术可行性分析工

作 

面向封闭和半封

闭场景的行业智

能机器人 

开始农机辅助驾驶

—农机导航系统的

关键技术研究工

作，如电磁液压控

制技术等 

研发出基于液压阀

的 NX200 农机导

航系统，并投入市

场进行验证 

研发出基于电动方

向盘的 NX300 农机

导航系统 

对完全无人的农

机自动驾驶技术

进行预研和技术

可行性分析 

基于人工智能的

空间数据自动识

别 

/ / / 

完成 AI 技术在本

行业的应用方向

调研；对 AI 在本

行业应用的技术

可行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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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方向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兼容北斗三号的

广域增强服务 

开展大量可行性调

研和论证工作 

开始对广域增强所

用的 PPP-RTK 技

术的关键技术进行

攻关，实现了关键

技术的储备 

研发出基于网络播

放的、面向中国重点

省份地区进行服务

的 SWAS 广域增强

服务系统并试用 

根据用户反馈，持

续优化 SWAS 算

法和软件，提升服

务可用性 

在高精度卫惯导航基础器件研究方向，公司目前已具备基带/高精度/卫惯松

组合/芯片等领域的设计能力，并推出了相关的板卡、模组产品。通过本次研发

中心项目建设，公司拟推出更加先进制程的支持北斗三号的全频点第二代一体化

芯片，进一步降低单位成本、功耗等；将全星座全频点的 GNSS 天线、自主 IMU

与 GNSS 芯片进行集成，并融入高精度终端定位算法、IMU 卫惯组合算法，提

升产品在复杂环境下精度和可靠性等。为此，公司需要添置卫惯产品研发调试设

备、惯导器件测量验证系统、高精度授时参考设备、芯片仿真软件、购买相关 IP

核的授权等，以实现预期研发成果，提升研发效率和质量，缩短公司研发周期， 

在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采集装备研究方向，公司现有的研发主要以集成外购

三维激光雷达头等核心部件的方式来开展相关工作。为实现三维激光雷达头等核

心部件安全可控，并降低产品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公司需要开展自研三维激

光雷达头的研发工作。相关工作需要配套光学设计、激光测距算法、高精度测角、

精密转轴等方面研发设备和研发人才，以及光学调试实验室、无尘车间等关键的

研发场地。 

在三维空间数据全流程处理软件研究方向，目前公司研发团队以自有三维采

集装备输出的点云原始数据的预处理和后处理为主开展研究，尚未形成全流程开

发设计。为了面向国土、电力、林业等行业形成三维空间数据全流程处理软件，

实现从外业数据到内业成果入库的全流程半自动化内业处理，为客户提供端到端

的三维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综合解决方案，公司需要加大投入进行软件定义、

核心数据处理算法研发等工作，因此需要购置点云数据处理参考软件等。 

在面向封闭和半封闭场景的行业智能机器人研究方向，公司已初步具备精准

农业领域相关无人化产品研发的场地和设备，但该研究方向需实现高效和复杂作

业场景模拟，对测试场地等要求较高。为研发出封闭区域特种车辆单机 L3 无人

驾驶系统、无人全流程作业机群方案等，公司需要购置相关设备，以满足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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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积水化整治、大型折腰式转向测试车辆等测试场景需要。 

在基于人工智能的空间数据自动识别研究方向，公司已在 AI 与行业应用场

景结合方面进行了大量调研与论证，已经确定该方向研究与应用的可行性。为研

发适用于测绘与自动控制领域的人工智能平台，形成与公司业务布局相适应的核

心人工智能算法库，解决测绘与自动控制领域的图像识别、图像提取的技术难题，

需要建设全自动化的 AI 训练与分布式运算软件平台。这对 AI 相关的服务器资

源和 AI 领域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需要采购大量 AI 训练所需要的服务器

资源以保障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兼容北斗三号的广域增强服务研究方向，公司针对提供广域增强服务所需

的核心算法进行持续攻关，研发出了 SWAS 系统，并面向中国重点省份地区提

供了试用服务。为了使 SWAS 系统具备面向全球服务的能力，并进一步提升服

务可用性和系统可靠性，公司需要更新升级信号类型和场景，增加多类型无线信

号测试，并对软件性能进行优化升级，因此需要购置 GNSS 信号回放与转发设备、

信号屏蔽与抗干扰测试设备等。 

总体来说，围绕着高精度定位的不断发展，公司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在公司现有研发条件下，无法全面深入开展上述研发方向的研究开发工作。为抓

住行业发展历史性机遇，达到预期研发成果，充分支撑产品化开发，需要加大研

发场所及研发设备等的投入。因此，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资概算系从行业技术发

展态势、公司发展阶段、公司现有研发成果、研发测试环境要求、研发场地以及

为实现预期研发成果所需要的研发设备和软件等方面综合考虑确定的，具有合理

性和必要性。 

（二）研发中心项目与发行人已有在途研发项目之间不存在重复建设 

本次研发中心项目和已有在研项目均系围绕公司核心技术而开展，致力于为

客户时空信息的获取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但二者在功能定位、具体研究内容等方

面存在差异，各有侧重，不存在重复建设情形，具体而言： 

1、功能定位 

本次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系公司基于历史研发成果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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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下游应用需求变化、公司发展战略等，选取具有发展潜力和

具有战略控制意义的领域作为未来重要研发方向，对开展这些研发方向所需的配

套研发设备、研发软件、实验和测试环境以及场地进行建设，以保证公司中长期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已有在研项目是公司在现有研发条件下，所开展的具体研发项目。一方

面解决公司现阶段业务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产品问题，为现有业务提供支撑，另一

方面对前瞻性技术开展研究，提前进行技术预研和储备。 

2、具体研发内容 

从具体研发内容来看，部分已有在研项目与研发中心项目所选取的研究方向

一致，但现阶段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处于初级阶段，或者是验证了研发方向的可行

性和提出技术路线框架等。研发中心项目是已有在研项目的升级和延伸，公司拟

通过购置先进的研发设备设施，进一步改善研发环境和优化研发条件，以保障公

司在六个研发方向上开展更深层次、更先进的研发工作，二者存在较大差异，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研发方向 研发中心项目 已有在研项目 

1 

高精度卫惯

导航基础器

件 

1、提升芯片制程工艺，采用不高于 28nm 的先

进制程；研发集成基带、射频、处理器、存储等

为一体的 SOC 芯片，进一步降低成本、功耗、

面积；全面支持包括北斗三号在内的全星座全频

点信号，显著提升跟踪卫星信号的通道数； 

2、板卡增加 SBAS、PPP、PPP-RTK 等更多的

定位模式，增加 IMU、里程计、视觉等多传感

器的信息融合，提高系统的持续适应性，适应更

多的应用场景。 

1、研发采用 55nm 制程的基

带芯片，未集成射频、处理

器、存储等部分； 

2、将原基于国外 FPGA 的板

卡B380的基带部分进行芯片

化，达到去 FPGA 的目的，

以摆脱关键部件对国外的依

赖。 

2 

高精度空间

三维数据采

集装备 

自研三维激光雷达头，并开发基于自研三维激光

雷达头的三维数据采集设备，同时加大对雷达及

摄影测量相关技术投入，研发激光雷达与

GNSS、INS 三种测量设备的系统集成等。 

以集成外购三维激光雷达头

的方式，结合公司 GNSS 和

INS 相关技术对三维数据采

集装备进行开发。 

3 

三维空间数

据全流程处

理软件 

1、形成面向测绘、电力、林业等行业的三维空

间数据全流程处理软件； 

2、对预处理后点云数据的分类、自动化滤波、

建模等进行研究，提升全流程处理软件的内业效

率，减少用户人机交互时间。 

开展市场调研，并对使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影像处理、

摄影测量等技术融合形成三

维空间数据全流程处理软件

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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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发方向 研发中心项目 已有在研项目 

4 

面向封闭和

半封闭场景

的行业智能

机器人 

1、综合运用视觉、毫米波雷达、力矩电机驱动

器技术等技术，采用人工智能算法、蚁群算法、

行车图法等路径规划算法，开发无人全流程机群

作业解决方案，实现封闭区域特种车辆单机 L3

无人驾驶系统，开展机群任务调度和协同作业；

2、通过全局路径规划和作业效率最优化策略规

划，避免重复作业或者遗漏作业，显著提升农机

作业车辆、工程机械的作业效率。 

开发农机辅助驾驶系统，使

其按照设定的直线或曲线进

行精准行驶；开展农机无人

驾驶前期预研工作；工程机

械车辆高程自动控制。 

5 

基于人工智

能的空间数

据自动识别 

1、结合特定物体的标注方法、数据集特征以及

关键人工智能算法库，研发与公司业务布局相适

应的核心人工智能算法库； 

2、研发适用于测绘与自动控制领域的人工智能

平台，实现海量数据预处理、智能化标注、大规

模分布式训练、自动化模型生成等功能，解决图

像识别、图像提取的技术难题。 

研究现有开源深度学习引擎

与本行业的图像识别、三维

图像分类提取等算法的适用

性，探索将研究成果应用于

未来农业、无人机测绘、智

能监测等产品的可行性 

6 

兼容北斗三

号的广域增

强服务 

1、面向国内其他省份及国外，部署参考站网络

等，使 SWAS 系统具备面向全球提供广域增强

服务的能力； 

2、从仅支持网络播放增强服务，升级为可通过

卫星播放增强服务，实现空地一体化增强服务； 

3、增加支持北斗三号新频点的增强信息播发。 

优化 SWAS 系统，完善 SWAS

系统面向中国重点省份提供

增强服务的性能和可用性。 

除此之外，其余已有在研项目，主要系常规研发项目，面向特定需求对产品

进行优化改进，与研发中心项目的研发方向不存在重叠，不存在重复建设。 

综上所述，研发中心项目与公司已有在研项目在功能定位、具体研发内容之

间存在差异，不存在重复建设。 

（三）研发方向不处于概念阶段，具备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1、研发中心项目具有技术可行性 

（1）高精度卫惯导航基础器件 

1）已掌握芯片设计能力，全频点全星座高精度基带芯片已经成功量产；2）

已掌握相关核心算法的设计和改进能力，基于璇玑芯片推出的板卡，集成了基带

算法、差分算法、松组合算法，该产品已经在测绘、监测、导航等领域得到应用，

产品性能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3）已打通技术到产品化的全流程，成功量产多

个板卡和模块产品，积累了丰富的产品化经验，具备将技术变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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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采集装备 

1）已具备高精度雷达测量主机集成技术、高精度 GNSS/INS 技术等用于自

研三维激光雷达头的关键技术，三维激光雷达头自研成功后，公司可以快速推出

新一代的三维数据采集设备产品并推向市场，且产品可以在尺寸、重量和成本等

方面取得领先地位；2）已经具备搭建三维扫描仪的整机研发和生产制造调试、

测试条件的技术能力，充分保障产品的可开发性和可生产性；3）拥有大地测量

领域的技术人才，深刻理解用户在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采集应用场景的具体需求，

更容易实现产品化。 

（3）三维空间数据全流程处理软件 

1）在三维采集设备的点云原始数据的预处理和后处理过程中，已积累点云

数据处理的相关技术，尤其是在软件层面的点云导入、渲染、编辑上等形成了一

定技术壁垒；2）在影像处理、摄影测量等技术开发方面，公司拥有地信领域相

关技术开发人员及开发经验，研发团队与国内外点云算法专家展开过多次技术交

流；3）已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等对点云自动划分分类滤波等方面进行了预研，具

备可行性；4）公司已在二维空间数据处理上有多年的积累，熟悉多个行业应用

的软件需求和数据处理流程，为三维空间数据处理提供了技术基础。 

（4）面向封闭和半封闭场景的行业智能机器人 

1）积累了厘米级 GNSS/INS 组合导航和位置补偿技术，满足复杂路面位置

和姿态数据高精度和高实时性要求；2）掌握了不同转向车辆模型控制和标准导

航路径规划技术，积累了局部路径规划和跟踪控制技术；3）积累了液压和力矩

电机等驱动控制技术，为伺服驱动矢量控制算法研究打下基础；4）积累了底盘

设计和平地机铲刀高精度控制技术，达到了机械臂和机器人无人作业的设计和实

现能力；5）积累了 NX100\NX200\NX300 自动驾驶系统设计、产品化和应用经

验，能够准确地把控用户的需求和痛点。 

（5）基于人工智能的空间数据自动识别 

1）公司已掌握了深度学习引擎结合通用算法模型的应用方法与技术难点，

积累了深度学习引擎结合通用图像识别算法方面的应用经验；2）搭建了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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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训练系统，验证了通用算法模型对农作物等物体检测的可行性，将进一步结

合深度学习引擎持续优化通用算法模型或研究新算法，提升算法模型的应用效率、

扩充应用场景；3）已组建 AI 人工智能研发团队，团队带头人拥有 10 余年的软

件研发经验，且公司会定期组织团队与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交流经验，并积极引进 

AI 算法工程师等相关人才。  

（6）兼容北斗三号的广域增强服务 

1）新增的北斗三号的 B1c、B2a 等新频点与现有部分频点相近，在核心算

法研究方面可在原有基础上实施兼容性开发，具备相应技术经验；2）已面向国

内重点区域提供广域增强服务，并在测试迭代过程中，逐步形成技术积累；3）

拥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对应的技术人员储备，并定期会与相关科研院所进行

技术交流等。 

2、研发中心项目具有经济可行性 

（1）夯实公司核心业务，进一步提升在新型测绘领域的产品竞争力 

通过对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采集装备的研究，解决激光头等核心部件成本高

昂的问题，公司一方面可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实现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可以向

市场提供更低成本、更高精度、更高效率的新型测量装备，满足实景三维、智慧

城市等领域的需求。同时，在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采集装备的技术上，配套商业

化的三维空间数据全流程处理软件形成综合性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显著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 

（2）扩展应用场景和提升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进一步扩大商业机会 

在上游高精度基础器件领域，研制更高集成度和更高制程的芯片，并开发相

应的 OEM 板卡和模组等产品，提升在测绘、监测、导航、电力、农业、交通等

多场景应用的技术能力。在下游市场应用领域，开发对应的自动化作业的解决方

案，从成本、鲁棒性、实时性上进行综合考虑，解决现有技术方案的适应性差、

落地难等问题，提高在复杂环境下的技术适应能力，真正实现 GNSS 智能装备高

效作业效率的提升和多样化场景的渗透。此外，广域增强服务可以使高精度卫星

导航定位不受地域限制，覆盖农业区域和海洋等缺乏基站和网络通讯等设施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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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激活更多高精度应用场景。 

（3）延伸公司在封闭和半封闭场景下工业无人驾驶等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面向封闭和半封闭场景的行业智能机器人、基于人工智能的空间数据自动识

别的研发，实现拖拉机等农机车辆、压路机等工程机械车辆的无人驾驶，有助于

增强公司在农业、施工等封闭和半封闭场景无人驾驶的技术能力，极大地补充和

提升公司现有产品和解决方案竞争力。比如，针对农田作业等特殊环境研发的完

全无人作业的自动驾驶系统，旨在实现农机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农机设备的无人

化，同时作业精度达到厘米级，实现在复杂环境下的高效作业。 

（4）公司高度重视研发投入，新兴市场未来发展市场空间广阔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投入，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研发投入年复合增长率近

50%，2020 年 1-9 月公司研发投入已达 15,348.46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为

18.24%，充分确保研发工作的顺利开展。以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采集装备为例，

其能够用来构建实景三维，除了可服务于基础测绘服务、土地利用服务、自然资

源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基本农田耕地保护、地质

勘查管理等工作外，在智慧城市、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也展现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未来，新型基础测绘的技术发展和应用将全面围绕实景三维来展开，已逐渐成为

行业共识。三维雷达是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采集装备的核心，根据 YOLE 预计，

三维激光雷达市场的年收入将从 2017年的 7.26亿美元增至 2023年的 50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为 43%。研发中心项目的应用市场规模预计将呈现稳定的上升态势，

为技术落地和成果转化提供可靠的市场基础。 

综上，本次研发中心项目不属于概念阶段，具备技术、经济可行性。 

四、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在原料、技术、工艺路线、研发升级创新的具

体内容、产品结构、产品定价、毛利率，产能设计、销售模式、销售区域及目

标客户、运营模式及盈利模式、厂房建设等方面与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的区别

和联系 

（一）本次募投项目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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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高精度 GNSS 接收机年产能将新增 50,000 台（套），

板卡年产能将新增 60,000 件，组合导航接收机年产能将新增 12,000 台（套）。 

高精度 GNSS 接收机是公司核心产品，也是北斗产业链的重要终端装备。

该产品主要集成高精度 GNSS 板卡、高精度卫星天线、ARM 处理器、4G/5G 无

线通讯模块、WiFi 通讯模块、蓝牙通讯模块、UHF 通讯模块、电池等，配合手

持终端和行业应用软件等，形成高精度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在大地测量、工程

测量等领域。高精度 GNSS 接收机兼容北斗系统、GPS、GLONASS 和 Galileo

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卫星信号，面向终端用户提供亚米级至毫米级的定位服务。公

司持续攻关高精度定位核心算法，不断提升定位精度等关键性能，同时结合用户

业务流进行产品使用设计，使其更加符合用户习惯。 

组合导航接收机主要增加了 IMU 惯性传感器，利用惯性导航系统与卫星导

航系统两种导航系统良好的信息互补性，通过深层次的组合导航技术和数据融合

技术可以提高导航系统的精度和可靠性，能够有效的应对卫星信号干扰、遮挡等

苛刻环境，提供稳定、连续、可信的高精度位置与姿态信息。公司组合导航接收

机凭借完善的组合导航算法，可在隧道、高架、林荫道、高楼边、峡谷等复杂环

境下提供高精度定位与姿态信息，满足飞机、高铁、汽车等高速运动载体和扫地

机器人、巡检机器人等低速无人驾驶机器人等的使用。 

板卡是高精度终端装备的核心基础器件，主要功能是跟踪捕获导航卫星信号

并实现高精度位置、速度等信息输出。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星座全频

点卫星导航定位定向板卡。面向高精度定位、定向、授时等应用领域，板卡可广

泛应用于多系统 CORS 参考站、高精度测绘、航空航天、形变监测、机械控制、

系统集成、精准农业、勘探、交通、海洋、港口、气象、国防、科研等行业，提

供厘米级的 RTK 定位和毫米级载波观测值。 

（二）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在原料、技术、工艺路线、研发升级创新的具体

内容、产品结构、产品定价、毛利率，产能设计、销售模式、销售区域及目标

客户、运营模式及盈利模式、厂房建设等方面与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的区别和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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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投项目形成的产品主要包括北斗测量型卫星导航接收机、GIS 采集器、

北斗位移监测系统和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等。其中，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具有可比

性的产品主要为北斗测量型卫星导航接收机，具体区别和联系如下： 

1、原料 

二者原料构成基本一致，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芯片、通讯模组、电容等）、

结构件（金属结构件、塑料结构件等）、线材（通讯电缆、连接线等）和配件（电

台、手簿等）等。本次募投项目产品所需原料在前次募投产品基础上进行了升级

和优化。例如，在电子元器件方面，通讯模组由 4G 模组升级成 5G 模组，提升

通信速率和实时性，优化云服务体验，另外增加了 IMU 惯导模组，提升复杂环

境下仪器设备定位精度和可靠性；在结构件方面，更多的选用金属外壳，减少仪

器体积同时提升仪器设备的抗摔性能；在配件方面，选用性能更好的手簿，提升

客户操作体验等。 

2、技术 

二者均围绕公司核心技术开展，在技术上具有延续性。但本次募投项目根据

行业发展趋势、下游需求变化，在前次募投项目技术基础上做了如下升级优化： 

（1）持续打磨高精度定位算法技术等，支持 RTK、PPP 等多模式解算，支

持接受 LBand 星基增强服务信号进行定位解算，提升了对主处理器的计算性能

要求； 

（2）采用高精度组合导航算法技术，通过惯导技术和卫星导航技术融合，

实现接收机在倾斜状态下依然可以实现对中测量的功能； 

（3）采用高度集成化 GNSS 单板整机技术，对核心器件进行单板级集成，

使整机体积和重量明显下降。 

3、工艺路线 

生产工艺均由焊接、调试、装配、检测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次募投产

品生产过程主要由人工实现，自动化程度低，过程数据无法实时全面记录。本次

募投产品通过建立自动化生产线和检测线，对工厂进行全流程自动化升级，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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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设备与产品、工艺设计互联，把机器人、智能设备和信息技术三者在制造过程

中融合，并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和生产系统的实时监控，实现产品制造自动

化和智能化，做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产追溯和质量监控。 

4、研发升级创新的具体内容 

在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基础上，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的研发升级创新具体内容

包括： 

（1）全面支持北斗三代全频点，实现支持北斗系统、GPS、GLONASS、

Galileo 和 QZSS 等多个卫星导航系统； 

（2）支持 5G 通讯技术，更好支持设备互联以及智能化应用； 

（3）惯导技术和卫星导航技术融合，支持倾斜测量，提升产品在复杂环境

下定位的精度和可靠性，提高作业效率； 

（4）实现产品小型化、智能化，降低了功耗和成本。 

5、产品结构 

前次募投项目产品主要为高精度 GNSS 接收机。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为高精度

GNSS 接收机、组合导航接收机和板卡。 

6、产品定价 

产品定价策略保持一致，均在充分考虑市场竞争的情况下，采用成本加成和

技术加成的方式定价。 

7、毛利率 

均系根据公司历史期间情况、产品特点、市场竞争情况、成本构成等综合预

计。前次募投项目毛利率为 49.60%，本次募投项目毛利率为 54.86%
1。 

8、产能设计 

前次募投项目产品产能设计基于人员数量及作业手法、仪器设备等因素确定。

                                                        
1 本次募投项目按照公司现行折旧摊销政策计提折旧摊销，对设备、软件等折旧摊销年限为 5 年，并于运

营期第 1 年开始计提折旧、摊销费用。基于谨慎性原则，为充分考虑折旧摊销因素，本次募投项目毛利率

为运营期前 5 年的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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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产能设计主要考虑自动化产线的节拍，基于瓶颈工艺所用时间

确定。 

前次募投项目通过对工厂技术水平的优化升级等，满足未来新产品生产需求，

假设以达产年产量作为设计的最大产能，前次募投项目产能设计为 21,000台（套）

/年；本次募投项目完全达产后，高精度GNSS接收机年产能将新增50,000台（套），

板卡年产能将新增 60,000 件，组合导航接收机年产能将新增 12,000 台（套）。 

9、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采用内销以直销与经销模式为主、外销以经销模式为主的销售模式。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中，组合导航接收机由于技术难度较高，对客户个性化场景技

术展示要求较高，为达到更好的销售效果和客户体验，故只采取直销的方式进行

销售。除此之外，本次募投项目其他产品和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销售模式与公司

当前销售模式保持一致，均采用内销以直销与经销模式为主，外销以经销模式为

主的方式。  

10、销售区域及目标客户 

在销售区域方面，二者均面向全球进行销售。在目标客户方面，前次募投项

目产品的目标客户以国土测量测绘部门、建设施工单位、水电等公共事业单位为

主。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在前次募投项目的基础上，根据公司近年来业务发展情况，

新增无人机、自动驾驶、低速无人驾驶机器人等领域的方案集成商、主机制造商

等客户群体。 

11、运营模式及盈利模式 

公司目前通过向目标客户销售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相关产品及解决方案获

得收入。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和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均采用同样的方式，运营模式及

盈利模式未发生变化。 

12、厂房建设 

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在租赁厂房进行生产。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在公司自有土地

上新建厂房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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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合两次募投项目产能的释放计划、近三年各产品产能利用率、产销

率、行业需求和竞争情况、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公司人员储备和技术储备、在手

订单、意向性合同等方面，说明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和具体的产能消化措施，

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一）公司两次募投项目产能释放计划 

公司两次募投项目产量的释放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台/套、片 

募投项目 产品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前次募投

项目 

北斗测量型卫星

导航接收机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本次募投

项目 

高精度 

GNSS 接收机 
- - - 32,500 50,000 50,000 

板卡 - - - 39,000 60,000 60,000 

组合导航接收机 - - - 7,800 12,000 12,000 

小计 - - - 79,300 122,000 122,000 

合 计 21,000 21,000 21,000 100,300 143,000 143,000 

（二）公司近三年各产品产能利用率、产销率情况 

高精度 GNSS 接收机和组合导航接收机生产工艺流程基本一致，按照耗用工

时的不同，组合导航接收机按照一定折算系数统一折合成高精度 GNSS 接收机的

数量，报告期内其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产能利用率 122.37% 85.44% 85.42% 105.47% 

产销率 88.63% 103.62% 88.77% 90.42% 

随着订单数量持续增长，2018 年公司扩大了生产场地、添加仪器设备等，

产能得到较大提升，而公司 2018、2019 年产量相对保持稳定增长，因此 2018

年和 2019 年产能利用率为 85.42%、85.44%。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产能利用

率已达 122.37%。2017 年至 2019 年度，公司产品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92.11%，保

持在较高水平。公司产品主要采用备货生产，2017 年至 2019 年度平均产销率为

94.27%，产销情况良好。 

目前公司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有待提升。公司虽然已经采取工艺优化、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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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治具和仪器设备、延长加班时间等方式，以突破设计产能瓶颈，但通过前述

方式提升的产能有限且不可持续。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公司产能已难以做到进一

步提升。随着公司收入规模逐步增长，公司需要新增产能以缓解供需问题。募投

项目的投产将扩大公司优势产品的生产规模，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板卡以自用为主，根据部分客户需求进行了少量销售，故未统

计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情况。 

（三）行业需求及竞争情况 

1、行业需求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并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

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的国家重

要空间基础设施。北斗系统从“北斗一号”到“北斗三号”，先后完成试验系统、

区域导航系统建设和全球区域覆盖，并实现系统功能和性能的持续升级。北斗三

号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开通，具备导航定位和通信数传两大功能，并可提供七类

服务。其中，全球导航定位授时服务、区域星基增强服务、区域精密单点定位服

务将极大提升北斗系统定位精度。具体而言，全球导航定位授时服务是卫星导航

系统的核心功能，实测定位精度达到 3 米左右，授时精度达亿分之一秒，居世界

各卫星导航系统前列；区域星基增强服务定位精度达到 1 米左右，完好可用告警

时间小于 6 秒；区域精密单点定位服务将定位精度提高到实时分米级，事后达到

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精度。2020 年 8 月 3 日，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

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指出“北斗系统一个重要的特色服务就

是高精度应用”。可以看出，随着北斗三号系统的建成并投入运营，发展北斗高

精度应用成为日益重要的任务之一，海量高精度应用需求将被激活。 

板卡和接收机作为卫星导航产业链中的核心基础器件和智能装备，是北斗产

业链的核心和基础，在北斗高精度定位中扮演必不可少的角色。北斗的高精度应

用价值需要通过板卡和接收机来实现。下游对高精度定位需求的增长，将极大提

升对本次募投产品的需要。 

（1）高精度 GNSS 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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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 GNSS 接收机下游应用市场广泛，每一个细分市场都能够带来较大的

市场需求，可以分为空间基础数据采集、基建施工、公用事业勘测设计等市场。 

1）空间基础数据采集 

主要市场可分为地形测绘、地籍调查、不动产确权等国土空间数据采集和智

慧城市等城市空间数据采集。根据《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 2019 年度总产值为 6,476 亿元，较 2018 年同比增长率约为

8.7%；资质单位测绘服务总值达 1,359 亿，较 2018 年同比增长 11.7%。产业规

模持续扩大，市场活跃度保持较高水平。测绘资质单位从 2012 年的 13,261 家增

长至 2019 年 21,292 家，年复合增长率达 7.0%。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测绘资质

单位已达 2.16 万家。地理信息产业和测绘资质单位的快速增长带来对高精度

GNSS 接收机的需求增长。此外，自然资源部正在开展 “十四五”基础测绘规

划编制工作，将大力加强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基础测绘核心供给

能力，推动在国家测绘基准体系建设与精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海洋测绘、内

陆水下测绘等方向凝练形成大项目、大工程，稳步做好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

建设，这为空间基础数据采集市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数据来源：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自然资源部 

2）基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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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场可分为公路、铁路、港口码头、海洋、城市轨道交通、水利大坝、

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屋建筑物建设等。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统筹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稳步推进，成为十四五

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 

2020 年 5 月 22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 2020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即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

和重大工程建设，带动了基建施工市场的发展。以交通运输产业为例，2020 年

上半年，全国轨道交通领域共计有 16 条铁路和 33 条城轨交通线获得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批复，涉及项目总投资额超 9,500 亿元，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等重点城市群的城际铁路规划建设也在加快推进。以重大水利工程为例，受

全国降雨及洪涝灾害影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继续加快推进，截至

2020 年 7 月，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已累计开工 146 项，未来 3 年发改委还将重

点推进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此外，在新型城镇化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预测，到 2025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 65.5%，新增

城镇人口 9,400 万人，城乡人口迁移近 8,000 万，城镇化持续高质量发展和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等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住房等的建设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

可以看出，在“两新一重”的推进下，各地重大投资项目有望加速落地，后续基

建投资具有较强的增长延续性，带动对高精度 GNSS 接收机提的市场需求。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国家从技术、人力、资金等方面加大

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较落后国家的基建投资扶持力度，带动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当前，北斗系统已面向全球提供服务，

为高精度 GNSS 接收机走出国门提供了进一步保证，带动我国高精度 GNSS 接

收机的境外市场空间扩容。 

3）公用事业勘测设计 

主要市场可分为市政公用勘测设计、水电勘测设计、电力勘测设计等。其中，

市政公用勘测设计又可以分为道路、桥隧工程、燃气热力、地下综合管廊、供水

排水、风景园林等勘测设计。公用事业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整体性与长期

性。随着城市居民的增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需求都会大量增长，公用事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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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巨大的投资潜力。以地下综合管廊为例，根据信达证券研究报告显示，目前

全国地下综合管廊已建设里程约 1,700 公里，全国 69 个城市在建地下综合管廊

总计约 1,000 公里，当前地下综合管廊总投资规模超过 1,700 亿元。预计未来地

下综合管廊需求超 3 万公里，投资规模将达 1.8 万亿，将为高精度 GNSS 接收机

带来巨大市场增长空间。 

基于历史销售积累，公司已经和上述领域的众多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能够充分享受行业市场容量增长带来的销售机会并转化为实际销售，从而消化新

增产能。 

（2）导航应用产品 

导航应用产品主要面向商业导航市场，可以分为无人机、自动驾驶、低速无

人驾驶机器人等领域。 

在无人机领域，无人机凭借机动灵活、高效快速、精细准确、作业成本低、

适用范围广、生产周期短的特点，在应对自然灾害、建设数字孪生城市、国土资

源调查、土地确权、不动产登记、灾难的应急救援、形变监测、电力巡检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无人机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2015 年至 2019 年，我国工

业无人机市场规模从 30.03 亿元增长至 151.79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近 50%。随

着无人机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商业应用的不断成熟，在农林植保、巡检、测绘与地

理信息、安防监控、物流运输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无人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将具有更大的商业价值，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到 2024 年，我国工业无人机市场

规模将突破 1,500 亿元。 

在自动驾驶领域，按场景可以划分为港口自动驾驶、矿车自动驾驶、乘用车

自动驾驶等。从市场发展来看，预计自动驾驶在园区/矿山/港口等半封闭场景将

率先落地，未来随着技术成熟度提高、配套政策不断完善、路侧设施智能化升级

等，乘用车自动驾驶将迎来快速发展。①港口自动驾驶的发展得益于港口繁重作

业的需要与政策层面的推动。2019 年 11 月，交通运输部等 9 部委联合印发了《关

于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智慧港口建设，推动港区内部集

卡和特殊场景集疏运通道集卡自动驾驶示范，到 2025 年，部分沿海集装箱枢纽

港初步形成全面感知、泛在互联、港车协同的智能化系统，到 2035 年，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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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港基本建成智能化。港口自动驾驶的发展得到国家层面支持，具有良好的发

展前景。目前，青岛、厦门和天津等港口已经开启自动驾驶应用，提高港口的自

动化水平和装卸效率。②矿车自动驾驶通过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保障矿车停

车、调度、定位、线路规划等满足生产需要的基础功能，因此高精度卫星导航定

位在矿车自动驾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矿产资源大国，我国拥有数量庞

大的煤、金属等矿物产区。2020 年 3 月 2 日，国家发改委等 8 部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煤矿智能化发展的 3 个阶段

性目标。以踏歌智行、易控智驾、慧拓智能等为代表的露天矿区无人化解决方案

提供商，联合北方股份、同力重工、中国重汽、徐工汽车等头部矿用车制造商共

同推进露天矿无人驾驶项目落地运行，中国矿区运输类无人驾驶取得了大力发展。

未来，随着推进智慧矿山发展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基建的不断加速，将极大

推动智慧矿山无人驾驶产业的发展，为本次募投产品应用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③全国乘用车自动驾驶市场预计将在 2020年至 2030年迎来发展的“黄金十年”。

2020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 11 部委联合印发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

略》，提出了 2025 年实现有条件智能驾驶汽车的规模化生产（L3 级别），2035

年全面将建成中国标准的智能汽车体系的愿景。根据各车企的智能驾驶规划，

2020 年可以被认为是国内 L3 级别车型推出元年。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

上汽集团推出了 L3 级别量产车型 Marvel X Pro、长安汽车推出了量产 L3 级别车

型 Uni-T、广汽集团推出了可量产 L3 级别车型 AionLX 等，乘用车自动驾驶汽

车正处于量产化与商业化落地的阶段。根据 IHS 预计，2020 年 L1/2 渗透率有

望达到 40%，2025 年 L3、L4/5 渗透率分别有望达到 15%、5%。从市场规模来

看，据摩根大通的研究分析，2019 年至 2025 年，中国 L1 到 L5 级的辅助驾驶和

自动驾驶市场规模将实现 33%的年均增长率，并于 2025 年达到约 71 亿美元。未

来我国乘用车自动驾驶市场面临着强劲的市场需求，拥有较高的发展动力，能够

为本次募投产品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在低速无人驾驶机器人领域，按照应用场景，可以分为割草机器人、巡检机

器人、无人配送机器人、清扫机器人、观光/接驳机器人等。精准的导航技术能

够帮助机器人完成既定工作，尤其是在复杂场景下的自主导航对机器人的功能实

现具有重要影响。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电子学会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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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86.8 亿美元，2014-2019 年平均增长率

达 20.9%。低速无人驾驶机器人能够实现在特定环境下作业，随着劳动力成本上

升和长期消费升级等因素，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品功能提升，将持续推动低速

无人驾驶机器人需求快速增长。根据 Research And Markets 的 2019 年发布的报

告，目前割草机器人市场大约 5.33 亿美元规模，到 2025 年将达到 12.62 亿美元，

年增长率约为 13％。巡检机器人可以应用在电力、安防等多个行业，能够实现

可以快速采集、实时信息传输、智能分析预警，减低人工巡检的人员安全风险，

以电力巡检机器人为例，其需求主要来自国家电网及地方电网，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2.1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9.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45.4%。未来五年，智

能电网建设改造还将继续提速，中国电力巡检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还将持续扩大，

到 2023 年有望达到 52.2 亿元。无人配送机器人可应用于酒店、写字楼、医院、

餐厅、校园、机场、社区等多个细分场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战中，

无人配送得到了广泛应用，未来将迎来加速发展。 

总体来说，公司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在北斗三号和 5G 商用的助推下，

未来几年是高精度市场扩张提速的关键时间窗口，需求端将拉动产业规模迸发，

高精度卫星定位有望充分受益。公司募投项目产品市场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

下游需求领域广泛且发展空间较大。未来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为新增产能消化提

供了充分的市场基础，新增产能规模较为合理。 

2、竞争情况 

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应用市场的规模近年来发展迅速，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

少数竞争者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市场竞争结构较为稳定。Trimble、Topcon、

Leica Geosystems、NovAtel 等国外企业是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行业内传统优势企

业，其产品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在技术、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占有率方面具有一

定的优势。随着北斗系统从“北斗一号”到“北斗三号”的发展，国内厂商凭借

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成本优势的持续积累以及对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逐渐获

取市场份额。 

我国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行业发展迅速。在市场形成初期，国外厂商凭借在

国外的成熟经验及解决方案快速抢占市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国内厂商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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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已经基本处于主导地位。华测导航、合众思壮、南方测绘、中海达、北斗星

通、振芯科技、星网宇达等各自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形成了各具特色、相互竞

争又相互促进的竞争格局。公司所处行业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且客户忠诚度较

高，市场竞争格局趋于成熟。 

公司作为国内少数能够为客户提供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应用解决方案的企

业之一，经过近年来快速发展，公司市场地位不断提升。2020 年上半年，公司

数据采集设备营业收入达 37,252.34 万元，规模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基于

多年来对下游应用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够将自身核心技术转化为解决行业痛点、

满足客户需求的特色产品，获得了下游行业客户的普遍认可，具有较强的品牌影

响力和竞争力。公司在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应用领域较强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

为本次募投产品产能消化提供了充分保障。 

（四）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公司人员储备和技术储备、在手订单、意向性合

同等情况 

1、人员储备和技术储备 

（1）人员储备 

公司从事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行业多年，在公司“成就客户，艰苦奋斗，自

我批判，开放进取，至诚守信，团队合作”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致力于打造素

质高、专业能力强的人才队伍，落实精兵强将战略。公司拥有较好的行业口碑，

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已经吸引、培养和留住了一大批管理、研发、生产、销售

人才，公司将有能力匹配本项目所需要的人员，顺利完成本项目的实施。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共有 1,175 名员工，其中研发与技术人员 553 人，占比

为 47.06%；销售人员 349 人，占比为 29.70%。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人员来源于

两种途径：一是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执行情况，从内部进行调配相关岗位的成

熟员工，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二是公司将通过外部招聘的方式补充经验丰富

的项目实施人员，公司制定了长期人才引进计划，对于特定岗位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人员将采取国内外招聘的方式引入。 

（2）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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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发展中，公司在高精度接收机集成、GNSS 芯片与板卡、高精度精

密定位算法、导航和自动控制等领域积累了核心技术。北斗建设项目是在公司现

有基础上进行升级扩建，所采用的核心技术具有延续性，能够充分保障本产能建

设项目的技术能力。例如，公司高精度接收机集成技术已经成为天线射频技术、

无线发射技术、整机电磁兼容屏蔽、结构材料，整机可靠性等一系列集成关键技

术的平台化技术，能够支撑本次募投产品的高质量升级开发；公司掌握高精度精

密定位算法，作为高精度定位领域最重要的算法技术，能够使原先米级的单点定

位精度提升到厘米级/毫米级，有利于保证本次募投产品的高精度定位核心竞争

力；公司掌握 GNSS/INS 组合导航技术，采用 GNSS 与 INS 融合进行定位定向，

借助惯导解决 GNSS 中断或者信号易受干扰、遮挡导致无法连续导航定位问题，

提升产品导航精度等。 

公司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精度卫星定位导航领域形成多项自主研

发的核心技术成果，并已申请相关专利。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拥有 273 项已获授权的专利（境内 250 项、境外 23 项），其中：发明

专利 83 项，实用新型 132 项，外观设计 58 项。公司也取得了一系列技术成果，

已获得 2 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 1 次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多次获得上海市科

学技术奖、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多个产品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

目。公司先后被获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院士专家模范站、工信部专利试点企业等称号。 

2、在手订单、意向性合同 

（1）高精度 GNSS 接收机 

高精度 GNSS 接收机已实现大批量出货，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公

司高精度 GNSS 接收机以标准化产品为主，主要采用备货生产，销售周期较短，

同时，GNSS 接收机的客户数量较多，较为分散。公司通常会与客户确认购买意

向后，直接签订销售合同，较少签订意向性合同，公司在手订单难以充分反应公

司未来销售预期。 

从历史销售业绩和行业地位来看，公司高精度 GNSS 接收机 2017 年至 2019

年销售量年复合增长率为 32.18%，2020 年 1-9 月公司高精度 GNSS 接收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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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超过 35,000 台/套，并保持了良好销售增长态势，位于行业领先水平。 

从客户基础来看，经过多年经营，公司已拥有上万家直销客户，已与百余家

经销商形成了广泛而稳固的合作关系，积累和储备了丰富的工程测量、测绘、研

究所、公用事业等领域的优质客户资源。公司客户数量众多，现有客户储备可为

项目投产实施提供较为直接的市场基础。同时，客户在选择高精度 GNSS 接收机

时，对相关产品性能、质量、操作便捷度等较为重视，通常会选择有使用记录的

产品。随着公司高精度 GNSS 接收机定位精度、质量、性能、操作便捷度不断在

应用案例中得到验证，受到了客户广泛认可，并且存在较多的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的情形，使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订单。 

从产品应用来看，高精度 GNSS 接收机下游应用市场广泛，包括地形测绘、

地籍调查、不动产确权等国土空间数据采集和智慧城市等城市空间数据采集，公

路、铁路、港口码头、海洋、城市轨道交通、水利大坝、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和

房屋建筑物建设等基建施工，以及公用事业勘测设计等多个领域。公司拥有“华

测”、“中绘”、“双微”、“华易”、“精灵”多个品牌三十多款产品，并配

套 RTK 软件，方便用户操作和使用，满足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客户的多样化需

求。 

（2）导航应用产品（板卡、组合导航接收机） 

公司导航应用产品已经实现销售，并积累了大量潜在目标客户。目前，公司

已与亿嘉和、西井科技、驭势科技、踏歌智行、常发集团等在无人驾驶领域发展

较快的领先企业以及部分研究所、高校等开展合作，用于低速无人驾驶机器人、

港口、矿区及农业等封闭半封闭场景的无人驾驶等。对于乘用车自动驾驶市场来

说，下游汽车企业对于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准入管理，供应商通常需要通过 

IATF16949 质量体系认证，经过技术、质量、生产等方面的评审和多个项目的

验证，才能进入其采购体系。公司已经通过 IATF1694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范围：导航设备（含软硬件）的研发和制造），为公司向汽车企业销售产

品奠定基础。目前，公司已同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

司等车企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已实现销售。 

在商业导航应用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预计未来下游客户需求将继续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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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涌现出更多优质的下游企业。公司将持续与客户就产品需求进行深入沟通，

参与客户产品研发和设计，通过充分挖掘客户需求并取得产品小批量订单等，不

断扩展客户。目前自动驾驶、低速驾驶机器人等行业正处于行业培育期，随着下

游市场的不断发展，客户订单的不断释放，预计公司订单规模将不断增长。公司

将充分利用客户建立的合作关系，消化本次募投项目的新增产能。 

（五）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和具体的产能消化措施，并充分披露相关风

险 

1、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 

（1）公司在高精度领域具备较强竞争优势和领先市场地位 

经公开资料查询，目前尚无相关权威统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发布与公司经

营领域相关的具体市场统计数据，主要同行业可比公司未披露报告期内市场占有

率数据。根据民生证券研究报告，高精度定位行业格局较为稳定，市场集中度较

高，主要以中海达、南方测绘、华测导航和合众思壮四家为主。按 GNSS 接收机

营业收入来看，中海达、南方测绘、华测导航和合众思壮 2017 年市场占有率分

别为 30%、30%、19%和 17%。 

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公司市场地位已经得到显著提升。公司现有数据采

集设备营业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7 至 2019 年度年复合增长率达 29.44%。

本次募投产品类型与合众思壮北斗高精度业务、中海达北斗+精准定位装备更为

接近。北斗星通基础产品除包括导航芯片/模块/板卡系列产品外，还包括导航定

位天线及通讯产品、辅助导航定位服务等产品。2020 年上半年，公司现有相关

业务营业收入达 37,252.34 万元，规模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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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取自可比公司定期报告，其中星网宇达未披露 2020 年 1-6 月分业务板块数据。 

公司所处行业中，技术研发、产品开发设计和下游应用理解都需要长时间积

淀，很难通过复制快速实现规模化。公司在高精度定位领域拥有深厚积累，相关

技术及产品在下游客户处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应用，历史销售情况证明公司能够充

分把握市场机会，验证了产品销售的可行性。 

（2）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稳步增长，并带动关联产业快速发展 

从我国市场来看，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的《2020 中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

达 3,450 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14.4％，北斗对产业的核心产值贡献率超过 80%。

其中，与卫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产业核心产值为 1,166 亿元，占总

产值的比重为 33.8％；由卫星导航衍生带动形成的关联产值达到 2,284 亿元，同

比增长 17.3%，有力支撑了产业总体产值和行业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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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3）高精度定位市场发展空间广阔，随着北斗三号开通以及 5G 通信、物

联网等技术发展，高精度定位应用市场尚处于新技术建设和应用培育期，市场潜

力巨大 

国内最早的高精度卫星导航技术应用于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相比于全站仪、

经纬仪和水准仪等光学设备，高精度卫星导航设备具有全天候的特点，且作用距

离比较长，更适应于测绘地理信息。 

随着国内高精度卫星导航核心技术的不断成熟、社会对卫星导航认知度的提

升，以及 5G 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卫星导航高精度应用的范围

不断拓宽，应用深度持续增强。2019 年高精度市场持续发展，国内各类高精度

接收机终端销量超过 20 万台/套，其中国产高精度接收机销量已占到 50％以上；

高精度天线出货量 31 万只，其中国内生产的天线超过 24.4 万只；高精度相关产

品销售收入从 2010 年的 11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2019 年的 74.8 亿元人民币，复合

增长率达 23.7％。在北斗三号正式开通的大背景下，高精度定位在智能驾驶、精

准农业、电网电力、轨道交通、测量测绘、建筑建造、智慧港口、智慧矿区、物

流安防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国内高精度市场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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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0 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4）下游行业应用市场广泛，市场容量逐步扩大，为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创

造了良好的市场空间 

具体情况参见“问题一/五、结合两次募投项目产能的释放计划、近三年各

产品产能利用率、产销率、行业需求和竞争情况、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公司人员储

备和技术储备、在手订单、意向性合同等方面，说明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和具

体的产能消化措施，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三）行业需求及竞争情况/1、行业需

求”。 

总体来说，公司目前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最近三年公司募投相关产品销量复

合增长率高。北斗高精度应用未来市场需求量大，再加上国内对卫星导航自主可

控的要求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公司基于现有技术、人员、市场等积累，认为

未来市场对于接收机和板卡的需求可以消化公司新增产能。本次北斗高精度基础

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

率，巩固公司从上游基础器件到下游应用的北斗产业布局。因此，北斗建设项目

的决策具备谨慎性，新增产能具备合理性。 

2、公司产能消化具体措施 

（1）持续开展营销网络建设，加大境内外市场开发力度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经过多年的积累，已掌握高精度定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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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能够根据对下游应用场景的深刻理解，将自身核心技术转化为解决行

业痛点、满足客户需求的特色产品。对于高精度 GNSS 接收机来说，在国内将通

过低成本、多品牌、全渠道的模式，做好直销建设和渠道下沉，提升市场占有率；

对于导航应用产品来说，公司将重点与行业领先企业合作，通过参与客户产品研

发和设计等方式，打造标杆项目，推动无人机、自动驾驶、低速无人驾驶机器人

等新兴应用场景尽快落地，共享行业发展红利。面对国际市场，公司将结合境外

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产品需求情况，采取符合当地需求的差异化营销策略，

打造本地化销售和服务团队，提高用户响应速度和服务水平，提高品牌影响力。

公司将凭借自身的技术、研发积累和稳定、高效的产品供应，持续建设营销网络，

加大对于客户需求的开发力度，重点巩固和培养大客户关系，消化本次募投项目

新增产能。 

（2）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满足产品升级需要 

经过长期的研发积累，公司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

布局。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 7,593.00 万元、13,255.28

万元、17,049.85 万元，年复合增长率近 50%，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1.20%、13.92%、14.88%。2020 年 1-9 月公司研发投入已达 15,348.46 万元，占

当期营业收入比重为 18.24%。公司坚持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的业务方向，持续

加强高精度核心技术的发展，未来将继续保持较高的技术研发投入。公司已在国

内建立了上海、武汉、南京 3 个研发基地，在海外建立了英国研发基地，为公司

持续的创新提供有效支撑。公司将面向自主可控、多元融合的技术发展趋势，面

向小巧轻便、低功耗、高集成度等产品发展要求，持续推动技术优化与迭代，以

满足产品升级需要。同时，公司将持续开展物联网云端研究，实现产品的在线操

作、远程控制、实时数据处理，综合提升产品综合竞争力。在国际市场，公司将

在对客户需求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技术研发和改进，实现本地化的产品和

解决方案，满足国际市场差异化需求。 

（3）保证产品生产质量和提升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 

公司坚持从产品开发阶段到产品量产阶段，开展全生命周期的质量保证及质

量改进活动。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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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IATF1694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等认证，

并严格按要求进行生产管理。凭借良好的产品质量，公司取得了“全国行业质量

领军企业”、“全国百佳质量诚信标杆示范企业”证书等。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实

施，公司将进一步提升自动化生产和检测水平，加强来料质量和过程质量检验，

更好地保证产品品质，提高生产效率。公司将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品

牌形象，促进本项目产品的产能消化。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新增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 

虽然公司已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可行性论证，合理规划募投项目产能释放

过程，但新增产能的消化需要依托于产品未来的竞争力、公司的销售拓展能力以

及北斗高精度应用市场发展情况等，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因此，公司在募集说

明书“第五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一、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风险”

中补充披露了“（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新增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系基于市场情况、公司产销情况、现有客户及业

务布局情况、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等因素综合确定。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公司高

精度 GNSS 接收机年产能将新增 50,000台（套），板卡年产能将新增 60,000 件，

组合导航接收机年产能将新增 12,000 台（套）。虽然公司已经过充分的市场调

研和可行性论证，合理规划募投项目产能释放过程，但新增产能的消化需要依托

于公司产品未来的竞争力、公司的销售拓展能力以及北斗高精度应用市场发展情

况等，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如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未来相关政策、竞争

对手策略、公司市场开拓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未来市场容量增速不及预

期，则公司可能面临新增产能不能被及时消化的风险。 

六、结合市场空间、目前效益实现情况，本次募投项目和公司现有相关业

务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终端产品市场占有率、单位价格、收入、成本、产销率、

增长率、毛利率、预测净利率等内容，披露北斗建设项目效益测算的测算过程

及关键参数的选取依据是否和公司现有相关业务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

若是，披露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 

（一）市场空间及目前效益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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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空间 

具体情况参见“问题一/五、结合两次募投项目产能的释放计划、近三年各

产品产能利用率、产销率、行业需求和竞争情况、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公司人员储

备和技术储备、在手订单、意向性合同等方面，说明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和具

体的产能消化措施，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五）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和具体

的产能消化措施，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1、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 

2、目前效益实现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67,815.32 万元、95,204.53 万元、114,552.27

万元和 84,133.56 万元，2017 年至 2019 年度年复合增长率近 30%。报告期内，

公司高精度 GNSS 接收机、组合导航接收机等智能装备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

重在 40%至 55%左右，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自主生产的板卡以自用为主，

根据部分客户需求进行了少量销售并积累大量潜在目标客户。  

（二）本次募投项目和公司现有相关业务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终端产品市

场占有率、单位价格、收入、成本、产销率、增长率、毛利率、预测净利率对

比情况 

由于公开资料披露有限，无法准确取得可比公司关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产品

（高精度 GNSS 接收机、组合导航接收机、板卡）的具体数据。因此，在对比收

入、成本、产销率、增长率、毛利率、预测净利率时，根据本次募投产品所属的

业务类别，选取了本公司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类似产品对应的相近业务板块进行对

比。 

1、终端产品市场占有率 

具体情况参见“问题一/五、结合两次募投项目产能的释放计划、近三年各

产品产能利用率、产销率、行业需求和竞争情况、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公司人员储

备和技术储备、在手订单、意向性合同等方面，说明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和具

体的产能消化措施，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五）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和具体

的产能消化措施，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1、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1）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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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领域具备较强竞争优势和领先市场地位”。 

2、单位价格 

经公开信息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的定期报告中未披

露与本次募投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因此无法直接获得详细的价格情况进行对比。 

从行业发展来看，随着我国卫星导航技术的不断成熟，国内高精度卫星导航

核心技术研发取得了长足进步，高精度卫星导航终端产品价格呈现出稳中趋降的

趋势，产品竞争力日益提高。市场参与者需要具备高水平产品研发创新能力，提

供更高性能和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提升产品附加值，以获得更显著的竞争

优势。 

公司始终坚持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的业务方向，经过多年的积累，掌握了高

精度定位领域核心技术。基于对下游应用场景的深刻理解，公司能够将自身核心

技术转化为解决行业痛点、满足客户需求的特色产品。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

公司保持了较高的技术研发投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近 50%，持续保证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和高附加值，以确保产品销售价格。 

3、收入、成本、毛利率 

类别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三年平均 

行业可比

公司类似

业务 

合众思壮北斗高精度业务 66,823.57 73,773.53 52,707.35 64,434.82 

中海达北斗+精准定位装备 87,377.34 92,440.07 83,617.30 87,811.57 

北斗星通基础产品 125,196.31 141,667.67 133,791.47 133,551.81 

振芯科技卫星定位终端 13,743.52 15,557.67 23,947.18 17,749.46 

星网宇达导航类 5,373.83 7,652.12 9,530.15 7,518.70 

行业平均营业收入 59,702.91 66,218.21 60,718.69 62,213.27 

公司现有

相关业务 
华测导航数据采集设备 83,451.13 67,361.29 49,807.70 66,873.37 

本次 

募投项目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

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达产

后预计年收入） 

70,870.80 

类别 项目 
营业成本（万元）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三年平均 

行业可比

公司类似

业务 

合众思壮北斗高精度业务 35,726.22 38,844.76 28,192.84 34,254.61 

中海达北斗+精准定位装备 38,320.56 41,349.43 41,107.82 40,259.27 

北斗星通基础产品 74,429.33 86,003.96 85,407.43 81,9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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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芯科技卫星定位终端 4,108.51 5,716.20 9,241.72 6,355.48 

星网宇达导航类 2,448.82 3,250.86 4,373.66 3,357.78 

行业平均营业成本 31,006.69  35,033.04  33,664.69  33,234.81 

公司现有

相关业务 
华测导航数据采集设备 39,872.29 33,870.16 23,837.17 32,526.54 

本次 

募投项目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

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达产

后预计总成本费用） 

57,821.78 

类别 项目 
毛利率（%）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三年平均 

行业可比

公司类似

业务 

合众思壮北斗高精度业务 46.54  47.35  46.51  46.80  

中海达北斗+精准定位装备 56.14  55.27  50.84  54.08  

北斗星通基础产品 40.55  39.29  36.16  38.67  

振芯科技卫星定位终端 70.11  63.26  61.41  64.93  

星网宇达导航类 54.43  57.52  54.11  55.35  

行业平均毛利率 53.55  52.54  49.81  51.97  

公司现有

相关业务 
华测导航数据采集设备 52.22  49.72  52.14  51.36  

本次 

募投项目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

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 
54.86 

注 1：上表数据来自 wind 资讯和各公司定期报告。 

注 2：可比公司定期报告中仅披露了分业务板块的营业成本，未包括对应的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本项目的总成本费用包括了前述相关成本。 

注 3：本次募投项目按照公司现行折旧摊销政策计提折旧摊销，对设备、软件等折旧摊

销年限为 5 年，并于运营期第 1 年开始计提折旧、摊销费用。基于谨慎性原则，为充分考虑

折旧摊销因素，本次募投项目预测毛利率按照运营期前 5 年的平均毛利率进行对比，下同。 

公司现有相关业务近三年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近三年平均营业收入略高

于行业平均营业收入。2017 年至 2019 年数据采集设备业务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

率达 29.44%，远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增长水平。公司作为国内高精度卫星导航

定位产业的领先企业之一，本次募投产品发展面临良好的增长机遇，收入预计将

持续增长。 

公司及行业可比公司近三年毛利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公司现有相关业务近

三年平均毛利率为 51.36%，其中高精度 GNSS 接收机近三年平均毛利率为

54.48%，略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类似业务近三年平均毛利率，主要系公司深

耕高精度定位领域，加强核心技术优化和发展，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预

测期内，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在折旧摊销期间的平均毛利率 54.86%，与行业可比

公司、公司现有产品的毛利率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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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本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相关业务、同行业可比公司类似业务的营业

收入、毛利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成本测算合理，效益预测具备谨慎性和合理性。  

4、产销率 

类别 项目 
产销率（%）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三年平均 

行业可比

公司类似

业务 

合众思壮北斗高精度业

务 
98.08 71.11 121.54 96.91 

中海达北斗+精准定位

装备 
102.99 97.12 91.12 97.08 

北斗星通基础产品 100.45 89.59 86.06 92.03 

振芯科技卫星定位终端 / / / / 

星网宇达导航类 / / / / 

行业平均产销率 100.51 85.94 99.58 95.34 

公司现有

相关业务 
华测导航数据采集设备 103.62 88.77 90.42 94.27 

本次 

募投项目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

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 
100.00 

注 1：上表数据来自 wind 资讯和各公司定期报告。振芯科技、星网宇达定期报告未披

露相关产销数据。 

注 2：华测导航数据采集设备系统计了公司主要主机类产品的产销率，即高精度 GNSS

接收机和组合导航接收机的产销率。 

公司及行业可比公司近三年平均产销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2019 年，公司产销率及可比公司行业平均产销率分别为 103.62%和 100.51%，产

品销售情况良好。本次募投项目产销率按 100.00%进行测算，与行业可比公司和

公司历史情况不存在显著差异，具备谨慎性和合理性。 

5、增长率 

类别 项目 
营业收入增长率（%）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三年平均 

行业可比

公司类似

业务 

合众思壮北斗高精度业务 -9.42 39.97 58.60 29.72  

中海达北斗+精准定位装备 -5.48 10.55 19.44 8.17  

北斗星通基础产品 -11.63 5.89 39.17 11.14  

振芯科技卫星定位终端 -11.66 -35.03 -19.17   -21.95  

星网宇达导航类 -29.77 -19.71 33.55 -5.31  

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13.59 0.33 26.32 4.35  

公司现有

相关业务 
华测导航数据采集设备 23.89 35.24 39.27 32.80  

注：上表数据来自 wind 资讯和各公司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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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来看，公司与本次募投产品相关业务板块近三年

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大幅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增长幅度水平，保持较快的

业绩增长态势，主要系公司产品竞争力强，对产品应用场景理解深刻，更能够满

足终端用户实际需求。 

2019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增长幅度水平分别为

23.89%、-13.59%，业绩增长趋势差别较大。合众思壮业绩下滑主要系其受自身

资金流动性的影响，导致各板块业务的开展受到较大影响；北斗星通业绩下滑主

要系其主动精简高风险、低收益的蓝牙模组代工业务、工程产品业务等，导致基

础产品收入下滑；振芯科技、星网宇达增长率下降主要系其产品结构变动影响所

致，其与公司可比业务板块的收入规模和占其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均有所下降。 

因本公司与可比公司在发展战略、技术优势、产品特点、市场策略等方面存

在一定差异，且各可比公司经营情况存在差异，故相关业务板块营业增长率有所

不同。公司始终聚焦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相关的核心技术及其产品的开发、

制造、集成和应用产业化，不断拓展多行业应用，保持了良好的营业收入增长率。 

6、净利率 

类别 项目 
净利率（%）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三年平均 

行业可比

公司 

合众思壮 -68.63 8.28 10.68 -16.56 

中海达 -9.93 11.19 8.54 3.27 

北斗星通 -25.42 4.31 5.22 -5.30 

振芯科技 1.09 4.53 9.51 5.04 

星网宇达 3.62 10.85 20.58 11.68 

行业平均净利率 -19.85 7.83 10.90 -0.37 

本公司 华测导航 12.40 11.33 19.08 14.27 

本次 

募投项目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

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 
11.67 

注 1：上表数据来自 wind 资讯和各公司定期报告。各可比公司年报未披露分板块净利

润率数据，故均采用整体净利率数据进行对比。 

注 2：本次募投项目按照公司现行折旧摊销政策计提折旧摊销，对设备、软件等折旧摊

销年限为 5 年，并于运营期第 1 年开始计提折旧、摊销费用。基于谨慎性原则，为充分考虑

折旧摊销因素，本次募投项目预测净利率按照运营期前 5 年的平均净利率进行对比，下同。 

2019 年度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净利率为负，主要系北斗星通、合众思壮、

中海达等均计提了大额资产减值损失。近三年公司平均净利率为 14.27%，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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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净利率，显示出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快速发展能力。预测期内，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在折旧摊销期间的平均净利率为 11.67%，略低于公司近三年

平均净利率，系充分考虑了折旧摊销等因素影响，体现了本次募投项目收益预测

的谨慎性。 

（三）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测算过程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总投资 41,543.15 万元，项目

建成并达产后，预计达产后预测期内年均为公司新增营业收入 70,870.80 万元，

新增利润总额 13,981.92 万元。税后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0.57%，税后投

资回收期为 6.49 年（含建设期 2 年）。具体效益测算过程如下：  

1、营业收入 

本项目建设期为 2 年，运营期 10 年，预测期为 12 年。项目预测期第 3 年

预计达产率为 65%，第 4 年及以后各年预计达产率为 100%。本次募投项目的营

业收入主要系根据现有业务的发展情况、未来发展规划、行业竞争和市场情况

等，按照审慎的原则进行确定。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销售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近三年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和目

前市场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同时，考虑到行业发展态势和公司技术优势，预测

本项目产品的销售价格以运营期第一年为基数，其后三年每年呈现 3%的下降趋

势，以后各年销售价格保持稳定。本项目的营业收入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台/套、片 

项目 T3 T4 T5 T6-T12 

营业

收入 

高精度 GNSS 接收机 39,000.00  58,200.00  56,400.00  54,600.00  

板卡 3,822.00  5,703.60  5,527.20  5,350.80  

组合导航接收机 7,800.00  11,640.00  11,280.00  10,920.00  

小计 50,622.00 75,543.60 73,207.20 70,870.80 

销量 

高精度 GNSS 接收机 32,5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板卡 39,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组合导航接收机 7,8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小计 79,300.00 122,000.00 122,000.00 122,000.00 

注：T3、T4、T5为预测期第 3、4、5年，以此类推。 

2）总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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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成本费用系产品生产发生的相关成本，包括原辅材料费、燃料及

动力费、折旧和摊销、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及其他费用，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T3 T4 T5 T6 T7 T8-T12 

1  原辅材料费 16,379.87  25,199.80  25,199.80  25,199.80  25,199.80  25,199.80  

2  燃料及动力费 59.36  91.32  91.32  91.32  91.32  91.32  

3  折旧和摊销 4,830.56  4,830.56  4,830.56  4,830.56  4,830.56  214.98  

4  工资及福利费 5,681.00  5,681.00  5,681.00  5,681.00  5,681.00  5,681.00  

5  修理费 347.45  534.54  534.54  534.54  534.54  534.54  

6  其他费用 18,637.30  27,791.70  26,945.92  26,100.15  26,100.15  26,100.15  

6.1  其他制造费用 312.14  444.92  444.92  444.92  444.92  444.92  

6.2  其他管理费用 8,453.87  12,615.78  12,225.60  11,835.42  11,835.42  11,835.42  

6.3  其他销售费用 9,871.29  14,731.00  14,275.40  13,819.81  13,819.81  13,819.81  

合计 45,935.54  64,128.91  63,283.14  62,437.36  62,437.36  57,821.78  

总成本费用测算依据如下： 

序号 项目 测算依据 

1 原辅材料费 
依据相关物料实际消耗量和物料价格进行测算，物料价格根据国

内当前市场近期实际价格和这些价格的变化趋势确定 

2 燃料及动力费 根据生产所需水、电消耗和价格进行测算 

3 折旧和摊销 

根据公司目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测算：建筑装修按

30年计算摊销，残值率为 5％；机器设备按 5年计算折旧，残值

率为 5％；软件等其他资产摊销年限为 5年 

4 工资及福利费 
根据项目所需人员，参考公司现有同类人员平均薪资水平测算，

社保、公积金等福利费按工资总额的 30%测算 

5 修理费 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2%测算 

6 其他费用 

项目正常年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其他制造费用、其他管理费用 

和其他销售费用。（1）其他制造费用按直接材料和人工的约 2%

测算；（2）其他管理费用按营业收入的约 5%测算；（3）其他销

售费用按年营业收入的约 20%测算 

3）期间费用 

由于本项目以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建设，未安排债务筹资，因此

期间费用主要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

发费用以公司历史经营数据为依据并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估算。 

项目 
达产年金额 

（万元） 

在本项目达产年 

收入中的占比 

公司最近三年 

平均费用率 

销售费用 16,744.81 23.63%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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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达产年金额 

（万元） 

在本项目达产年 

收入中的占比 

公司最近三年 

平均费用率 

管理费用 4,295.02 6.06% 6.80% 

研发费用 8,008.40 11.30% 13.65% 

合计 29,048.23 40.99% 45.86% 

4）税金及附加 

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应缴纳增值税的 5%进行计提，教育费附加按照应缴纳

增值税的 3%进行计提。项目达产年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140.32 万元，其中城市维

护建设税为 87.70 万元，教育费附加为 52.62 万元。 

5）所得税费用 

项目实施主体华测导航为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按 15%测算，预计项目达

产年均所得税费用为 2,097.29 万元。 

6）本次募投项目效益评价 

根据收入及成本、费用预测情况，本项目新增效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T3 T4 T5 T6 T7 T8-T12 

营业收入 50,622.00 75,543.60 73,207.20 70,870.80 70,870.80 70,870.80 

总成本费用 45,935.54 64,158.22 63,283.14 62,437.36 62,437.36 57,821.78 

营业税金及

附加 
0.00 0.00 153.61 140.32 140.32 140.32 

营业外收入 766.58 1,143.98 1,108.60 1,073.22 1,073.22 1,073.22 

利润总额 5,453.05 12,529.36 10,879.05 9,366.34 9,366.34 13,981.92 

所得税 817.96 1,879.40 1,631.86 1,404.95 1,404.95 2,097.29 

净利润 4,635.09 10,649.95 9,247.19 7,961.39 7,961.39 11,884.64 

注 1：营业外收入主要系软件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税收返还。公司根据政策要求并结

合公司业务历史的相关数据，按照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测算。 

注 2：本效益测算是根据报告编制时的情况预计。 

7）本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相关业务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分析 

本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相关业务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具体对比如下： 

主要效益指标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

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 

公司相关业务

近三年平均值 

可比公司类似业

务近三年平均值 

营业收入（万元） 70,870.80 66,873.37 62,213.27 

营业收入增长率 / 32.80%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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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效益指标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

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 

公司相关业务

近三年平均值 

可比公司类似业

务近三年平均值 

产销率 100.00% 94.27% 95.34% 

毛利率 54.86% 51.36% 51.97% 

净利率 11.67% 14.27% -0.37% 

注 1：上表中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取自 wind资讯和各公司定期报告。 

注 2：根据本次募投产品所属的业务类别，选取了本公司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类似产品对

应的相近业务板块进行对比，具体为合众思壮北斗高精度业务、中海达北斗+精准定位装备、

北斗星通基础产品、振芯科技卫星定位终端、星网宇达导航类。 

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度，高精度 GNSS 接收机、组合导航接收机等智能装

备为公司重要收入来源，取得了良好效益。公司终端产品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

领先地位。 

公司现有相关业务近三年营业收入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远高于同行业可

比公司增长水平，产品销售情况良好。本次效益测算产品单位价格综合考虑了

公司近三年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和目前市场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产品单位价格，并

充分考虑到高精度卫星导航终端产品价格呈现出稳中趋降的态势予以确定，符

合行业和公司实际发展情况，具有合理性、谨慎性。 

公司及行业可比公司近三年毛利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公司现有相关业务

近三年平均毛利率为 51.36%，其中高精度 GNSS 接收机近三年平均毛利率为

54.48%，略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类似业务近三年平均毛利率，主要系公司

深耕高精度定位领域，加强核心技术优化和发展，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预测期内，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在折旧摊销期间的平均毛利率 54.86%，与行业可

比公司、公司现有产品的毛利率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近三年公司平均净利率为 14.27%，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净利率，显示

出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本次募投项目预测净利率为 11.67%，略低于公司近三

年平均净利率，系充分考虑了折旧摊销等因素影响，体现了本次募投项目收益

预测较为谨慎。 

由上述测算可见，本次募投项目经济效益测算依据充分，测算谨慎、合理，

测算过程及关键参数的选取依据与公司现有相关业务和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

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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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楷体加粗部分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基本情况/5、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中补

充披露。 

七、发行人及发行人聘请的中介机构是否符合《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

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军工涉密业务咨询

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是否已取得该项目所需的全部审批

或备案，若是，披露相关具体内容；若否，说明后续计划、安排，并充分披露

相关风险 

（一）发行人及发行人聘请的中介机构是否符合《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

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军工涉密业务咨

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根据《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

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已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属于涉军企业。涉军企业实施上市后资本

运作行为，须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发行人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向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提交了军工事项审查申请。2020年 8月 31日，国

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局”）出具《国防科工局关于上海华测

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科工计[2020]724

号），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资本运作。2020 年 9月 16日，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

办公室下发《关于转发<国防科工局关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

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的通知》（沪国防办〔2020〕94号），将《国防科

工局关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转

发给发行人。 

因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改革，国防科工局于 2019年 12月印发《军工涉密

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科工安密[2019]1545 号）（以下简称

“《监督管理办法》”）。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后，原《军工涉密业务咨询

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科工安秘[2011]356号）（以下简称“《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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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办法（试行）》”）和《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科工安密[2012]105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监督管理办法》取消了《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为军工单位提

供咨询服务的咨询服务机构应当取得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资质的监管要求。 

根据国防科工局于 2020 年 3 月、2020 年 10 月发布的《军工涉密咨询服务

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工作常见问题解答》第一版、第二版的相关答复，新《监督管

理办法》实施后，涉密业务咨询服务不再实行安全保密条件事前审批；咨询服务

机构仍在有效期的《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合格证书》（以下简称

“《合格证书》”）不是承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的必备条件，可供军工单位确定

该中介机构安全保密条件参考；《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后，中介机构的安全保密

条件备案到期后无需再次申请，国防科工局不再发布《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单

位备案名录》且不再颁发《合格证书》。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各中介机构的军工资质情况如下： 

中介机构 资质证书 发证日期 有效期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 

《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

密条件备案证书》 
2018年 12月 12 日 叁年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

密条件备案证书》 
2019年 9月 6日 叁年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

所 

《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

密条件备案证书》 
2019年 10月 29 日 叁年 

根据《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涉军企业在选择咨

询服务单位时，应当选择安全保密体系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技防措施符合国家

保密标准的单位；涉军企业委托涉密业务咨询服务时，应当与咨询服务单位签订

保密协议，在保密协议中明确项目的密级、保密要求和保密责任，并对其履行保

密协议及安全保密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指导。咨询服务单位应当书面承诺其安全

保密管理符合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和《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咨询服务机构

应当具备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从事涉密业务的条件，应当按规定成立保密组

织和工作机构、制定完善的安全保密制度，并在涉密人员、涉密场所、涉密载体、

涉密项目、协作配套、涉密会议、宣传报道、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设备

管理等方面符合国家安全保密规定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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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签订《保密协议》，对其履行保密协议及安

全保密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指导，并将本次发行聘请的中介机构情况报上海市国

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备案，上述行为符合《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要求。保

荐机构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及

发行人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机构具备国家安全

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从事涉密业务的条件，已按照规定成立了保密组织和工作机

构、已制定了完善的安全保密制度，在涉密人员、涉密场所、涉密载体、涉密项

目、协作配套、涉密会议、宣传报道、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设备管理等

方面已符合国家安全保密规定和标准。本机构的安全保密管理符合国家安全保密

法律法规以及《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综上，发行人及发行人聘请的中介机构符合《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

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

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是否已取得该项目所需的全部审批或备案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包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取得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转发<国防科工局关于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的通知》（沪

国防办〔2020〕94 号），国防科工局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资本运作。 

根据《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已取得该项目所需的全部审批或备案。 

八、保荐机构、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会计师及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效益

测算报表及相关行业研究报告等资料； 

2、查阅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公开披露信息、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61 

 

情况的专项报告、前次募集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 

3、 访谈发行人相关负责人，就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的差别，本次

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合理性，本次募投项目的研发方向及在研项目情况等进行沟

通； 

4、取得发行人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不包含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

入资金的说明； 

5、查看了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了解发行人会计政策； 

6、查阅高精度卫星导航产业政策、市场发展趋势相关研究报告； 

7、取得公司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产销率情况的资料； 

8、网络检索同行业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业务内容、财务数据等资料。 

中介机构相关涉密人员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提交的军工事项审批材料以及国防科工局的审查批复； 

2、查阅《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

作管理暂行办法》《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军工涉密

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工作常见问题解答》等相关法律法规； 

3、查阅各中介机构提供的《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

以及与发行人签署的《保密协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发行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1、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合理，除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外，其他募投项

目投资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存在将募集资金变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募

集资金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

版）》的有关要求，本次募集资金未包含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已投入资金； 

2、本次募投项目进行大额设备及软件购置系项目建设及公司发展需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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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必要性和合理性，若未来相关政策、竞争对手策略、公司市场开拓、下游市场

发展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预计公司募投项目带来的效益提升可以抵消折旧、

摊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会对未来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研发中心项目与在研项目在功能定位、研究范围等方向存在差异，

不存在重复建设情形；本次募投研发中心项目不处于概念阶段，具备技术和经济

可行性； 

4、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产品在原料、技术、工艺路线、

研发升级创新内容等方面存在区别，是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升级和延伸； 

5、通过分析两次募投项目的产能释放计划、近三年各产品产能利用率、产

销率、行业需求和竞争情况、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公司人员储备和技术储备、在手

订单、意向性合同等方面，公司新增产能规模合理，并制定了有效的产能消化措

施； 

6、通过对比分析终端产品市场占有率、单位价格、收入、成本、产销率、

增长率、毛利率、预测净利率等内容，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谨慎、合理，与公

司现有相关业务及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7、发行人及发行人聘请的中介机构符合《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

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

保密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已取得该项目所需的全部审批或备案； 

8、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了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增加导

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新增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和北

斗建设项目的具体效益测算过程。 

 

问题二：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 47,474.36 万元，长期

股权投资为 2,338.46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为 7,477.93 万元，其他非流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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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为 1,062.94 万元等。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80,000 万元，其中 23,500 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结合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货币资金和交

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及未来使用计划、本次募投项目建设资金投入进度及融资安

排、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及预计未来大额资金支出等，分析说明在货币资金、交

易性金融资产余额等较大的情况下，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和规模合理性；（2）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

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

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并将财

务性投资总额与本次募集资金、净资产规模对比说明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及未来使

用计划、本次募投项目建设资金投入进度及融资安排、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及预

计未来大额资金支出等，分析说明在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等较大的

情况下，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规模合理性 

（一）发行人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相关软硬件技术产品和行业数据

应用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多年来专注于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产品

研制和方案提供。公司所属行业主要为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行业，属于国家战略

新兴产业。 

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的《2020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

展白皮书》，2019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3,450 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14.4％，北斗应用对产业的核心产值贡献率超过 80%。其中，与卫

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产业核心产值为 1,166 亿元，占总产值的比重



64 

 

为33.8％；由卫星导航衍生带动形成的关联产值达到2,284亿元，同比增长17.3%，

有力支撑了产业总体产值和行业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公司所属的高精

度卫星导航定位行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经过多年的行业探索，公司以 GNSS 高精度算法核心技术为技术基础，已构

建了从“二维”到“三维”、从静态到高动态、后处理到实时处理、陆地到“星

空地海一体化”的一套完整的应用体系。公司拥有较完备的产业布局，往上游延

伸至基础服务平台和芯片、天线、模组、板卡等基础器件，往下游向地理信息、

工程建设、电网巡检、位移监测、精准农业、交通管理、智慧城市、自动驾驶、

智能机器人等众多领域客户提供高端智能装备、软件、服务等应用解决方案。目

前已形成了空间地理信息、无人智能系统、精准农业、数字施工、商业导航五大

产业。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84,133.56 114,552.27 95,204.53 67,815.3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54.87 13,869.84 10,514.49 12,910.65 

由上表看出，公司近年来营业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40.39%、20.32%及 20.33%。另一方面，公司近年

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体增长，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分别

较上年同期增长-18.56%、31.91%及 56.26%。因此，公司近年来经营状况良好，

处于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 

（二）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及未来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及未来资金

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货币资金 24,905.87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433.98 

减：其他货币资金（保证金） 6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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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存放在境外的款项总额 1,828.94 

可使用资金合计 46,831.58 

资金未来使用计划：  

1、偿还短期借款 17,647.42 

2、偿还应付票据 9,602.97 

3、产业园建设所需资金（已扣除本次募投相关资金） 34,602.38 

未来所需资金合计 61,852.77 

由上表所示，发行人目前持有的可使用资金不足以支付未来的资金需求。 

（三）本次募投项目建设资金投入进度及融资安排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 万

元（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

建设项目 
41,543.15 32,741.21 

2 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6,646.79  23,758.79 

3 补充流动资金 23,500.00 23,500.00 

合计 91,689.94 80,000.00 

1、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 

该项目建设期两年，项目总投资为 41,543.15 万元。项目建设资金投入进度

及融资安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1 工程费用 27,496.85 27,496.85 10,998.74 16,498.11 - - 

1.1 场地建设 6,507.03 6,507.03 2,602.81 3,904.22 - - 

1.2 生产设备 20,812.68 20,812.68 8,325.07 12,487.61 - - 

1.3 其他设备 177.14 177.14 70.85 106.28 - -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306.36 5,244.36 2,122.55 3,183.82 - - 

2.1 工程建设费用 902.40 902.40 360.96 541.44 - - 

2.2 软件购置费 4,200.00 4,200.00 1,680.00 2,520.00 - - 

2.3 其他费用 203.96 141.96 81.58 122.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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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3 预备费 1,640.16 - 656.06 984.10 - - 

4 铺底流动资金 7,099.78 - - - 5,159.42 1,940.36 

合计 41,543.15 32,741.21 13,777.35 20,666.02 5,159.42 1,940.36 

2、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该项目建设期两年，项目总投资为 26,646.79 万元。项目建设资金投入进度

及融资安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第一年 第二年 

1 工程费用 11,996.01 11,996.01 4,798.40 7,197.61 

1.1 场地建设 4,900.64 4,900.64 1,960.25 2,940.38 

1.2 研发和实验测试设备 6,228.60 6,228.60 2,491.44 3,737.16 

1.3 办公设备 866.78 866.78 346.71 520.07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859.98 11,762.78 4,743.99 7,115.99 

2.1 工程建设费用 109.98 109.98 43.99 65.99 

2.2 软件购置费 11,610.00 11,610.00 4,644.00 6,966.00 

2.3 其他费用 140.00 42.80 56.00 84.00 

3 预备费 1,192.80 - 477.12 715.68 

4 软件及服务器租赁费用 1,598.00 - 799.00 799.00 

合计 26,646.79 23,758.79 10,818.52 15,828.27 

由上表看出，“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和“智能时

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用于场地建设的资金为11,407.67万元，而公司

预计产业园场地建设共需46,010.05万元。因此，公司产业园场地建设的资金缺口

较大。 

（四）日常运营资金需求 

项目采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未来营业收入增长所引起的相关经营性流动资

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变化，进而测算2020年至2022年公司流动资金缺口，经测

算发行人未来三年需要补充的流动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营

业收入 

2018 年度营

业收入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增长率 

2020 年末/年

度 

2021 年末/年

度 

2022 年末/年

度 
— 

营业收入 67,815.32 95,204.53 114,552.27 20%;25% 137,462.72 171,828.40 214,785.50 — 

项目 2017 年末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平均占比 2020 年预测 2021 年预测 2022 年预测 变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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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期末（B） 期末（C） 期末（D） （E=D-A） 

应收账款 21,022.40 37,371.31 46,206.22 36.86% 50,673.14 63,341.43 79,176.79 32,970.57 

应收票据 513.77 1,142.58 2,878.42 1.49% 2,048.42 2,560.52 3,200.65 322.23 

预付款项 4,575.03 5,985.95 4,449.81 5.64% 7,752.11 9,690.14 12,112.68 7,662.87 

存货 10,227.53 16,178.47 17,097.20 15.67% 21,535.85 26,919.82 33,649.77 16,552.57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36,338.72 60,678.31 70,631.64 59.66% 82,009.53 102,511.91 128,139.88 57,508.24 

应付账款 5,850.36 8,319.78 12,068.93 9.30% 12,784.72 15,980.90 19,976.12 7,907.19 

应付票据 3,717.27 9,412.11 7,855.19 7.41% 10,183.68 12,729.60 15,912.00 8,056.81 

预收款项 2,080.23 1,518.90 2,015.39 2.14% 2,942.74 3,678.42 4,598.03 2,582.64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11,647.87 19,250.78 21,939.51 18.85% 25,911.13 32,388.92 40,486.15 18,546.64 

流动资金占用 24,690.85 41,427.53 48,692.14 40.81% 56,098.39 70,122.99 87,653.74 38,961.60 

上述测算主要基于以下假设：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情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2017年至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29.97%。综合考虑公司历

史业绩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目标、下游市场发展等因素，结合2020年新冠肺炎

疫情对宏观环境、经济形势、公司业务开展的影响，谨慎假设公司2020年收入增

速为20%，其后年度收入增速为25%； 

3、假设发行人未来三年的流动现金需求等于经营性流动负债低于经营性流

动资产的部分； 

4、假设2017-2019年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中各科目占营业收入

比例的平均值适用于未来三年。 

由上可见，公司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求缺口为38,961.6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

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23,500.00万元，不超过公司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求

缺口。 

（五）未来大额资金支出 

发行人未来大额资金支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偿还银行借款和应付票据。报告期内发行人为生产经营的需要，在银行

进行贷款、开具银行陈兑汇票。贷款期限主要为一年，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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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3-6个月。截至2020年9月30日，发行人尚需偿还的银行借款和应付票据金

额合计为27,250.39万元； 

2、产业园建设需投入大量资金。发行人预计产业园场地建设共需46,010.05

万元，扣除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场地建设的11,407.67万元以外，发行人未来几年

内仍需投入34,602.38万元。 

综上，基于公司所处行业的飞速发展、未来资金的大额支出、日常营运资金

的需要等原因，公司现有的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不能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

的需求，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募集资金规模具有合理性。 

二、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

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

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并将财务性投资总

额与本次募集资金、净资产规模对比说明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创业板再融资关于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

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

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相关

规定： 

“1、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不限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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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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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额较大指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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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的 30％（不包含对类金融业务

的投资金额）。4、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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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财务性投资金额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5、保荐人、会计师及发行

人律师应结合投资背景、投资目的、投资期限以及形成过程等，就是否属于财务

性投资发表明确意见。6、上市公司投资类金融业务，适用本问答 20 的有关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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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融

机构外，其他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均为类金融机构。类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2、发行人不得将募集资金直接或变相用于

类金融业务。对于虽包括类金融业务，但类金融业务收入、利润占比均低于 30%，

且符合下列条件后可推进审核工作：（1）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

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类金融业务的金额（包括增资、借款等各种形式的资金

投入）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2）公司承诺在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前或募集资金到位 36 个月内，不再新增对类金融业务的资金投入（包含增资、

借款等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3、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密切相关，符合业态所

需、行业发展惯例及产业政策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供应链金融，暂不纳入类

金融计算口径。发行人应结合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以及供应链金融的具体经营内

容、服务对象、盈利来源，以及上述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之间的关系，

论证说明该业务是否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是否属于行业发展所需或符合行业惯

例。4、保荐人应就发行人最近一年一期类金融业务的内容、模式、规模等基本

情况及相关风险、债务偿付能力及经营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发行人

律师应就发行人最近一年一期类金融业务的经营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二）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

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经核查，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

月（即 2020 年 2 月 18 日）起至本回复签署日，公司存在投资以现金管理为目的

的大额存单、银行理财产品和收益凭证的情形，上述情形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

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不属于《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

监管要求（修订版）》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法律法规

所述的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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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存在两项拟实施的股权投资。其一，俄罗斯未来几年的国家基础

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将为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 GNSS 设备、解决方案带来巨大商

机，促进高精度卫星定位行业增长。为加快公司布局海外的步伐、积极拓展海外

市场，2020 年 3 月，公司与А к ц и о н е р н о г о  о б ще с т в а  «П

Р И Н »签订协议，投资约 3,675 万元，持有А к ц и о н е р н о г о  о б щ

е с т в а   «П Р И Н »86%股权，该笔投资正在交割过程中。投资标的系公司

代理商，其销售渠道较为丰富，且与公司主业相关，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

展方向，不属于财务性投资。其二，2020 年 11 月，宁波熙禾与无锡凌思科技有

限公司原股东签订增资协议，投资 400 万元，持有无锡凌思科技有限公司 20%

股权，该笔投资尚在进行中。该公司是一家集数据、软件、服务于一体的中国领

先的传感系统集成商，其主要产品为捷联惯性导航系统等，与公司主业相关，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属于财务性投资。除上述两项之外，公司不

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情况。 

（三）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

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 

1、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时间 交易内容 期末余额（元） 

1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 2020.4.24 理财产品 40,341,870.05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01.03 收益凭证 50,000,000.00 

3 中国工商银行徐泾支行 2020.4.8 理财产品 50,947,973.39 

4 广发银行 2020.6.5 理财产品 50,000,000.00 

5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2020.9.30 大额存单 53,000,000.00 

6 招商银行天钥桥支行 2020.9.25 理财产品 50,000.00 

合计 — — 244,339,843.44 

上表中理财产品、券商收益凭证及银行大额存单均系现金管理目的持有。截

至 2020 年 9 月末，发行人持有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14,133.98 万元。其中发行人在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徐泾支行以及招商银行天钥桥支行购买的净值

型理财产品余额为 9,133.98 万元，该类产品流动性较好，无固定期限，可以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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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赎回。产品收益率较为稳定，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市

场工具类、债券类等。另外，发行人在广发银行购买“薪加薪 16 号”结构性存

款 5,000.00 万元，该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 6 个月，收益

率较为稳定，年化收益率为 1.5%至 3.7%，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等。

上述产品均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故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2、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权益工具投资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权益工具投资情

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时间 初始投资金额 期末余额（元） 

1 
上海西虹桥导航技术有

限公司 
2018.11.13 1,500,000.00 1,153,839.13 

2 
上海数迹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18.10.26 3,600,000.00 2,961,604.79 

3 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09.30 1,588,759.69 

3,169,440.00 
2018.12.31 73,646.09 

4 
上海普巍信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018.12.06 3,000,000.00 2,822,104.83 

合计 — — 10,106,988.75 

上表中投资不属于再融资相关规定中的财务性投资行为，具体分析如下： 

（1）上海西虹桥导航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虹桥导航”）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西虹桥导航的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上海西虹桥商务开发有限公司 1,080.00 36.00% 

2 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20.00 34.00% 

3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10.00% 

4 华测导航 150.00 5.00% 

5 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5.00 2.50% 

6 上海势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5.00 2.50% 

7 深圳前海拓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00.00 10.00% 

合计 3,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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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虹桥导航成立于 2018 年 7 月，主营业务为导航相关的研发验证技术与前

瞻共性技术攻关与服务，导航产业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和技术成果转化。公司投资

西虹桥导航的目的是希望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做好技术储备，推动技术创

新，促进上下游的新技术、新业务模式与公司业务的结合，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

游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属于财

务性投资。 

（2）上海数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迹智能”）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数迹智能的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刘佩林 2,320.00 68.80% 

2 宁波熙禾 40.00 1.19% 

3 上海数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012.00 30.01% 

合计 3,372.00 100.00% 

数迹智能成立于 2016 年 3 月，专注于 3D 智能模组的研发，提供 3D 智能模

组及 VR/AR、机器人、无人机等行业的配套解决方案。公司投资数迹智能的目

的是考虑到数迹智能的主营业务与公司的移动测绘业务具有相关性，未来存在合

作的空间，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公司主营

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康仪器”） 

基康仪器成立于 1998 年 3 月，是一家专业从事设计、开发、生产精密传感

器、数据采集器、智能传感器终端等产品，并基于精密传感器的行业应用向下游

客户提供软件与物联网服务的企业。基康仪器于 2014 年 7 月在新三板挂牌，证

券代码为 830879。公司于 2018 年 9 月和 12 月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取得基康仪器

1,136,000 股股份，占其股本总额的 0.87%。 

公司投资基康仪器的目的是考虑到基康仪器的主营业务与公司的主营业务

具有相关性，未来存在合作的空间，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

产业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73 

 

（4）上海普巍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巍信息”）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普巍信息的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名称 

认缴出

资额 
持股比例 

1 李国涛 169.95 8.43% 

2 余炎 466.95 23.17% 

3 奚正 466.95 23.17% 

4 杨咏梅 20.15 1.00% 

5 宁波熙禾 297.00 14.74%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泽致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7.00 14.74% 

7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97.00 14.74% 

合计 2,015.00 100.00% 

普巍信息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主营业务为高新技术等领域的股权投资。宁

波熙禾投资普巍信息是希望借助普巍信息作为投资平台，投资与公司业务相关的

优秀公司，未来可作为华测导航的并购标的，是以收购或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

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是以获取该公司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

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借予他人款项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借予他人款项情况。 

4、委托理财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委托理财的情况。 

5、委托贷款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委托贷款的情况。 

6、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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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或增资的情况。 

7、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的情况。 

8、产业基金或并购基金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参与产业基金或并购基金的情况。 

9、发行人类金融业务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类

金融业务；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亦不包括直接或变相用于类金融业务的项目。 

综上所述，发行人最近一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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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将财务性投资总额与本次募集资金、净资产规模对比说明本次募集资

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财务性投资。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

余额为 24,433.98 万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权益工具投资余额为 1,010.70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104,438.39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合

计未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80,000.00 万元，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合计远低于募集资

金总额。发行人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仅为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使用安全

的前提下，提高短期闲置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 

1、丰富和完善“北斗+”“+北斗”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北斗技术融合、

产业融合的应用场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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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国内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产业的领先企业之一，始终聚焦高精度卫

星导航定位（GNSS）应用相关的核心技术及其产品的开发、制造、集成和应用

产业化。在积极探索空间地理信息领域新应用的同时，公司还推动北斗系统技术

融合、产业融合的多个应用场景落地。公司目前已形成了空间地理信息、无人智

能系统、精准农业、数字施工、商业导航五大产业应用体系。 

在北斗三号正式开通的大背景下，公司依托高精度卫星导航技术优势，以本

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为契机，推动高精度卫星导航技术与激光雷达、人工智能、自

动控制、惯性导航等技术的深度融合。本次募集资金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空间

地理信息产业布局，深化北斗系统与精准农业、数字施工、农林牧渔、电力能源

等传统应用领域融合，并推动北斗系统在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等新

兴应用领域的产业化，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2、强化公司在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领域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产能，增强

公司研发实力，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公司拟通过实施“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提升公

司高精度 GNSS 接收机和商业导航应用产品（包括板卡和组合导航接收机）产能，

巩固在空间地理信息产业和商业导航产业的优势地位。公司拟通过实施“智能时

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加大对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领域技术研究和投

入，推动其与激光雷达、人工智能、自动控制、惯性导航等技术的融合。 

3、满足公司主营业务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充分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 

自 2017 年上市以来，公司产品线持续丰富，主营业务快速增长。2017 年度

至 2019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67,815.32 万元、95,204.53 万元和 114,552.27 万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近 30%。公司对经营性流动资产的需求也相应增长，亟需更多的

营运资金。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等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银行债务融资。伴

随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未来将面临较大的资金需求。考虑到当前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为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公司有必要保持充足的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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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缓解公司因持续较

快发展所可能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增强抗风险能力，为公司主营业务增长与战

略布局实现提供有力的营运资金支持。 

综上所述，发行人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报告出

具日，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的情况，最近一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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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系发行人根据现有业务

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确定，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报告期内的年度报告等文件，并访谈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了解

公司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以及本次募投项目建设资金投入进度及融资安排； 

2、查阅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产业园建设项目预算等文件，了解公司

截至2020年9月30日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以及未来资金使用计划； 

3、查阅公司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告、公告文件、报告期内三会文

件，了解公司是否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情形； 

4、取得公司财务性投资有关科目发生额及余额、取得理财产品投资协议等

相关资料，检查所购理财产品的性质以及产品期限，判断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5、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对外投资与主营业务关系以及对外投资的主

要目的。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所处的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行业处

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发行人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

持有的可使用资金主要用于偿还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以及产业园建设的资金需求，

尚有资金缺口；根据测算，发行人未来三年需要补充的流动资金大于本次募集资

金中的补充流动资金，且未来存在大额资金支出。本次募集资金中的补充流动资



77 

 

金具有必要性和规模合理性。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认为：发行人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

今，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

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系发行人根据现

有业务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确定，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问题三：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与上海隽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隽梦”）、北极星云空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极星云”）、武汉

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鸟”）等公司存在关联交易情形，其

中，关联采购的金额分别为 200.38 万元、3,915.67 万元、5,119.10 万元和

2,487.32 万元；关联销售的金额分别为 843.88 万元、1,226.12 万元、1,047.03

万元和 87.42 万元。 

请发行人分项目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可能新增与上海隽梦、北极

星云、智能鸟及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如是，请从新增关联交易的原因及合

理性、关联交易的定价及其公允性等方面说明是否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况，是否

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分项目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可能新增与上海隽梦、

北极星云、智能鸟及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如是，请从新增关联交易的原因

及合理性、关联交易的定价及其公允性等方面说明是否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况，

是否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最近三年一期，发行人与上海隽梦、北极星云、智能鸟等公司关联销售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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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交易情况如下： 

（一）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智能鸟2
 销售商品 - - 395.38 - 

北极星云 销售商品 48.04 1.15 593.60 843.88 

北极星云 技术服务 - 1,013.54 237.14 - 

上海隽梦 销售商品 39.38 32.34 - - 

合计 87.42 1,047.03 1,226.12 843.88 

注：2017-2019 年数据为已审数，2020 年 1-9 月数据为未审数，下同。 

（二）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上海隽梦 采购商品 3,766.95 3,917.45 2,549.23 - 

北极星云 技术许可费 0.00 1,201.65 103.67 200.38 

智能鸟 采购商品 - - 1,262.77 - 

合计 3,766.95 5,119.10 3,915.67 200.38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上海隽梦主要采购生产 GNSS 接收机、导航接收机等终

端产品所需的配件手簿产品（包括配套的平台软件、电源适配器、数据线、电池、

连接线、天线等），向上海隽梦主要销售高精度模块产品；2018 年度，发行人

向智能鸟主要采购无人机产品，主要销售接收机、板卡以及配件等产品；报告期

内，发行人向北极星云主要采购技术服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许可），向北极

星云主要销售接收机、板卡、提供运维服务等产品和服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 万元

（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

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

资金。 

“北斗高精度基础器件及终端装备产能建设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 年，完全

达产后，高精度 GNSS 接收机预计年产能将新增 50,000 台（套），板卡年产能

                                                        
2 鉴于智能鸟已于 2019 年纳入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智能鸟与发行人之间的交易属于内部交易，不再

按照关联交易进行列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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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增 60,000 件，组合导航接收机年产能将新增 12,000 台（套）。本次募投项

目实施完成后，由于发行人产能扩张，相关终端产品所需的手簿等原材料将增加，

发行人与上海隽梦合作时间较长，双方合作情况良好，未来不排除继续向上海隽

梦采购终端产品所需的手簿产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手簿产品的平均单价如下： 

单位：元/件 

供应商名称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上海隽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05.46 1,394.91 1,389.69 1,174.23 

北京云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1,389.38 1,367.66 1,372.64 1,437.25 

上海航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670.94 1,848.59 1,668.70 1,566.53 

北京思必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63.50 840.71 - - 

深圳市多科电子有限公司 1,252.74 1,254.53 - - 

由于不同手簿产品型号配置、性能等有所差异，相关手簿产品的价格相应有

所差异。考虑相关产品配置、性能等差异的因素，发行人向上海隽梦与向其他供

应商采购的产品定价不存在重大差异，向上海隽梦采购手簿产品定价不存在显失

公允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上海隽梦采购的手簿金额占手簿采购总额的 1.10%、

62.76%、64.46%、73.12%，发行人采购的手簿产品供应商较多，未来采购将依

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可比供应商情况、产品更新换代需求、产品定价等情况合理

确定与上海隽梦的合作，发行人将确保相关定价公允、交易公平合理。因此，发

行人向上海隽梦采购手簿产品不会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智能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主要围绕高精度卫惯导航基础器件、

高精度空间三维数据采集装备、三维空间数据全流程处理软件、面向封闭和半封

闭场景的行业智能机器人、基于人工智能的空间数据自动识别、兼容北斗三号的

广域增强服务六个研究方向开展技术研究，形成从基础设施、增强服务到终端产

品与解决方案的完整生态链。本项目实施后不会因该募投项目直接新增关联交易。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系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部分款项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缓解发行人因持续较快发展所可能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增强抗风险能力，为发

行人主营业务增长与战略布局实现提供有力的营运资金支持。本项目实施后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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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该募投项目直接新增关联交易。 

2019 年 10 月 16 日，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发行

人以减资方式退出对参股公司北极星云空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同日，发

行人向北极星云委派担任副董事长职务的赵延平先生和担任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的吴思超先生辞去在北极星云担任的相关职务。本次减资完成后，发行人与北京

星云之间的交易将相应减少，截至目前，发行人尚不存在与北极星云之间持续发

生交易的计划。本次减资完成后，发行人不再持有北极星云股份，北极星云已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前述减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减资事项完成以及发

行人向北极星云委派的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去在北极星云担任的相关职务

满 12 个月后，北极星云不再是发行人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

发行人不存在与北极星云之间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 

为持续提升发行人在无人机航测领域的竞争力，实现与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

限公司更好的融合与协同，发行人于 2019 年向智能鸟增资 545 万元，持有智能

鸟的股权比例由 47.84%变更为 54%，成为智能鸟的控股股东。该次增资收购完

成后，智能鸟成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发行人与

智能鸟之间不存在合并范围内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查阅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等相关文件； 

3、查阅发行人提供的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新增关联交易的说明； 

4、查阅发行人提供的报告期内手簿产品供应商采购明细表以及相关采购合

同； 

5、查阅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材料； 

6、查阅北极星云出具的关于赵延平先生、吴思超先生的辞职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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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阅北极星云工商变更情况； 

8、查阅智能鸟工商档案。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除与上

海隽梦之间可能继续合作新增关联交易外，与北极星云、智能鸟及其他关联方不

存在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发行人采购的手簿产品可选供应商较多，发行人与上

海隽梦可能新增的关联交易会依据届时市场环境、可比供应商情况、产品更新换

代需求、产品定价等情况，在定价公允、交易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发

行人与上海隽梦之间可能的新增关联交易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况，不存在严重影

响公司生产经营独立性的情形。 

 

其他问题： 

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次发行及发行

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

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次发行及发行人自

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

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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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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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余洋 

     
马继光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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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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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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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陈  琨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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