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上市公司”或 “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71 号)。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森源电气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

现就函件中需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9、你公司于 2016 年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 21.28 亿元，报告

期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070.67 万元。你公司自 2019 年 12 月起将募集

资金 8,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止。募投项目“核

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16,000 万元，报告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8,549.18 万元，报告期内投入金额 9.08 万元，项目经三次延期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1）请补充说明“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逐年具体投资明细及投资

进度、项目建设周期、项目核算情况及与投资计划的差异，是否存在延期风险。 

（2）请补充说明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用途、支付时间及金额，

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3）请补充说明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否影响项目正常进行，项目实

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是否能达到预期效益。 

请年审会计师和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请补充说明“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逐年具体投资明细及投资

进度、项目建设周期、项目核算情况及与投资计划的差异，是否存在延期风险。 

A、具体投资明细 



根据该项目的投资计划及具体建设内容，项目自募集资金到位后，各年的投

资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土建  552.40 7,273.89   

设备  23.66 272.62 220.81 8.08 

软件  10.00 77.98 88.74 1.00 

技术服务费等   20.00   

合计  586.06 7,644.50 309.55 9.08 

B、投资进度、项目建设周期、项目核算情况及与投资计划的差异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森源高

科核电电力装备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北京市石景山区西井路，项目

的建设期预计为 12 个月。该项目原计划利用北京森源高科核电电力装备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研发和创新平台，拟建设包括核电电力装备的抗老化性能及试

验技术研究中心、抗震性能及试验技术研究中心、耐高温性能及试验技术研究中

心、核电电气设备大容量开断技术研究中心、高寿命运行技术研究中心、核电电

气设备结构设计与研究中心及实验检测和科技成果转移创新服务平台，形成集核

电电力设备基础技术研究、应用技术研究、技术支持服务为一体的研发基地，为

公司核电电力设备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项目投资主要用于仪器设备及软件采

购、场地改造、人员人工费、科研业务费、专家合作费等。 

2017 年 8 月，因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该项目的推进低

于预期。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由

公司直接实施，实施地点变更为公司所在地。 

2018 年 7 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同意，公司对该项目的实施方式及投资规模进行了变更，拟自建新的研发

中心，并将原项目投资总额 16,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20,000 万元，不足部分投

资由公司自筹解决。 

该项目调整后由公司采用自建研发中心方式实施，所用土地由公司以自有资

金新购置土地，但因拆迁进度延缓，导致土地无法按计划及时交付，由此导致项

目推进低于预期。经 2019 年 4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



定将该项目延期至 2020 年 3 月。期间公司继续积极与政府沟通解决土地相关事

宜，且政府部门承诺力促在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拆迁交付及进行出让并达到开

工条件，经 2020 年 12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再次

将该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 

该项目各年投资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2016 年度 16,000.00 16,000.00 0 0 0 2018.1 

2017 年度 16,000.00 16,000.00 586.06 586.06 3.66 2018.1 

2018 年度 16,000.00 20,000.00 7,644.50 8,230.55 41.45 2020.3 

2019 年度 16,000.00 20,000.00 309.55 8,540.10 42.70 2020.3 

2020 年度 16,000.00 20,000.00 9.08 8,549.18 42.75 2021.12 

该项目投资进度与建设周期与原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该项目建设用

地因拆迁等原因的影响，所用土地未能如期交付，导致项目无法按计划推进。已

发生的项目投资情况，与项目投资计划不存在大的差异。 

C、是否存在延期风险 

公司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项目由公司采用自建研发中心方式实施，该项目所

用土地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新购置土地，所涉土地公司已与当地政府签署有用地意

向，该土地已经河南省政府批复为城市建设用地，项目建设符合地方政府的土地

规划和产业规划。该地块原计划 2018 年 8 月交付公司，但因拆迁进度延缓，

导致土地无法按计划及时交付，由此导致项目推进低于预期。地方政府已成立工

作小组，在积极推进拆迁工作，且承诺力促在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拆迁交付

及进行出让并达到开工条件。  

根据目前与政府负责拆迁部门沟通了解情况，拆迁工作仍未有进展，如不能

按承诺时间完成拆迁并交付，不排除存在继续延期的可能。公司也针对该情况，

正在与长葛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积极协商，采取包括调整其他符合条件的用

地在内的多种措施加快推动该项目的建设。 

（2）请补充说明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用途、支付时间及金额，



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A、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用途、支付时间及金额 

a、第一次补流（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森源电气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 8,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 12 月 24 日，该笔资金由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转至公司一般账户 1708026009048******，用于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

动。截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该笔流动资金使用完毕，主要用途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类别 金额 笔数 

2019.12.24-2020.1.20 材料采购 6,185.75 145 

2019.12.25-2020.1.20 运费、试验费及技术开发费 417.22 14 

2019.12.30-2020.1.20 员工工资薪金及社会保险 2,073.67 10 

合计 8,676.64 169 

b、第二次补流（2020 年 12 月至今） 

2020 年 12 月，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森源电气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 8,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20 年 12 月 24 日，该笔资金由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转至公司在某银行开立的一般账户。后该笔资金与该账户其他资金共

5.31 亿元被划扣，2021 年 4 月 26 日划扣资金已返还公司账户。具体情况请详见

问询函问题 1 回复。 

该笔资金目前仍存放于公司一般账户。 

B、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公司第一次补流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性支出，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第二次补流资金存在被开户银行划扣的情况，划

扣资金的具体情况尚无法核实。 

（3）请补充说明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否影响项目正常进行，项目实

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是否能达到预期效益。 

A、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否影响项目正常进行 



公司“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由公司采用自建研发中心方式实施，该

项目所用土地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新购置土地，所涉土地因拆迁进度延缓，导致土

地无法按计划及时交付，由此导致项目推进低于预期，目前地方政府已成立工作

小组，积极推进拆迁工作，且承诺力促在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拆迁交付及进行

出让并达到开工条件。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行。 

B、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020 年 12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重新

论证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因该项目已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公司对“核

电电力装备研究院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如下： 

a、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①拓展核电电力装备应用领域的需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输变电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在高低压成套开关等

输变电设备领域积累了系列研发成果，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在核电电力装备等高

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向更高技术含量的应用领域拓展。核电电力装

备行业壁垒较高，并且在技术方面具有严格的要求，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项目的

建设将整合公司各个技术研发平台，搭建围绕核电电力设备基础技术研究、应用

技术研究、技术支持服务为一体研发平台和试验中心，降低整体运营成本，充分

发挥协同效应。有助于公司更贴近客户、了解客户需求，及时掌握市场方向和技

术发展趋势，组织技术攻关，并促进相关产品在核电装备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项目建设对促进核电设备国产化、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实

现核电安全级开关设备自主化、国产替代进口具有重要的意义。 

②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公司主要产品输变电设备，主要应用于电网、核电、轨道交通、新能源、冶

金、石化等领域，其中核电电力装备代表了公司研发产品的安全性、高技术含量

等特点。公司在核电力装备领域的拓展是公司产品在新技术、新领域的的突破，

能够成为助推公司发展的新动能。随着我国核电领域的快速发展及核电产品国产



替代进口化的不断加速，公司需要不断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紧跟市场发展趋势，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的建设将大幅度提升公司核电安全级开关设备的研发水平，

提高产品设计水平和制造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核电相关技术储备、不断提升工

艺水平，提高公司核电产品市场竞争力。 

③公司不断提高技术研发实力的客观需求 

公司近年来深入布局核电电力装备领域，基于产品开发需求和研发人才队伍

的不断扩大，对高水平科研人才、试验场地、办公环境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的建设采用自建研发中心方式实施，将给公司提供一个完

整、相对集中的研发、试验、办公环境，有利于加强对高水平拔尖人才、科技骨

干的引进和培养，优化研发队伍人员结构，不断提高公司技术研发实力。 

b、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①政策可行性 

核电是电网承载基本电力负荷的三大基础发电方式之一，核电清洁稳定高

效，可大规模替代火电作为基荷能源，是未来国内能源投资增量的最重要来源，

对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实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20%的目标，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自 2015 年核准 8 台新建核电机组后，中国核电行业经历了 3 年多的“零

核准”状态。2020 年，国务院对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和浙江三澳核电一期工程

的核准，开启了国内核电的实质性重启。2018 年以来国内核电工程建设加快，

开启了新一轮规模化建设期，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在建核电机组 13 台，总装机

容量 1,387.1 万千瓦，在建机组装机容量世界第一。 

②技术可行性 

公司目前已具备中核集团供应商资格，且于 2018 年 10 月获得国家核安全局

下发的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和制造许可证，已具备核电安全级开关设备的工程设

计、制造及销售和服务资格。同时，公司借助已有的核电电力设备研究成果及其

推广应用，成功申报并获批组建了河南省核电开关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20

年 9 月，公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华龙一号（HPR1000）机组核

电 1E 级中、低压开关部分设备已通过鉴定大纲评审，为后续的鉴定试验工作和

研发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将依托公司电气化全产业链条的综合研发实力，促使公司核电电力装备



研发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进而为“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建设提

供有力保障。 

③市场可行性 

随着我国核电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后，特别是近两年，我国“华龙一号”技术

的成熟应用，并出口到国外，以及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抑制

核扩散的快堆技术）成功突破和示范工程的建设，核电设备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

发展机遇。 

公司紧抓国家重启新一轮核电项目的契机，积极推进核电力装备市场开发。

目前，公司已先后中标并交付山东海阳核电站供热项目、霞浦示范快堆项目等国

家重点工程，其中福建霞浦快堆项目为国内首个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抑制核扩散

的快堆技术）示范工程，彰显了公司在核电产品领域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竞争力，

对公司核电电力装备市场的拓展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截至目前，项目所处的市场环境没有发生大的不利变化，公司也在拓展核电

产品市场，且随着我国低碳经济规划的发展，非化石能源将成为绝对主体，能源

系统面临“再造”，我国核电建设将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也更有利于该项目的

实施。 

综上，公司已对该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重新论证，项目“实施的可

行性和必要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C、是否能达到预期效益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作为研发机构的投资建设，不直接产生经济

效益。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核对 2016 年度-2020 年度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对账单； 

2、取得项目投资支出明细表和与项目投资相关的土建工程、机器设备的主



要合同，并现场检查土建工程和主要机器设备的现有状况； 

3、查阅历年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核对项目进展情况； 

4、取得土地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访谈产业集聚区相关人员，了解拆迁情

况，并实地查看土地和拆迁工作的最新进展； 

5、访谈项目负责人，了解投资进度和项目建设周期的实际情况，分析与投

资计划的差异和产生差异的原因访谈财务负责人进行，了解项目核算情况； 

6、取得并核对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银行对账单和核算的会计台账； 

7、取得大额流动资金支出所对应的合同，分析使用的合理性； 

8、取得公司关联方名单及历年披露的关联交易，与银行对账单进行核对，

并分析、核对使用流动资金情况； 

9、对某银行进行访谈，核实存放资金是否使用受限及存放的合理性； 

10、比照项目可研报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否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已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开展配套工

程建设、购置部分设备仪器等；但因拆迁进度延缓，项目用地无法按计划及时交

付，导致项目多次延期，项目投资低于原有投资计划；目前政府负责的拆迁工作

仍低于预期进度，因此存在再次延期的风险。 

2、公司两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 12 月补充流动资金 8,000

万元主要用于采购原材料、支付职工薪酬、支付税金、缴纳投标保证金等，在

2020 年 1 月末前已基本使用完毕。除经常性关联交易外，不存在补充流动资金

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2020 年 12 月补充流动资金 8,000

万元目前存放于公司一般账户，但期间曾被开户银行划扣。核查期间保荐机构会

同会计师至某银行进行现场访谈、索取相关对账资料等程序，该银行相关工作人



员接受访谈并表示：被划扣资金未流向森源电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由于该银行无法提供更详实的资料，保荐机构无法核实第二次补流资金是否

曾经存在流向森源电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3、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未影响项目正常进行，公司已对项目的可行性和

必要性进行了重新论证，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该项

目为研究机构的投资建设，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本页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

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牛柯                        武佩增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