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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中 

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2〕133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浙江晶盛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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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010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

函）奉悉。我们已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及的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晶盛机电公司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39.51%、35.55%、36.60%、38.18%；向

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8.55%、85.38%、83.35%、

84.35%，占比较大。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行业政策、产品迭代、市场竞争、原材料供

给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毛利率变动的原因；（2）结合行业

特点、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与主要客户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业务合

作关系或协议，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对主要客户重大依赖的情形。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事项涉及的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问题 1） 

(一) 结合行业政策、产品迭代、市场竞争、原材料供给及同行业可比公司

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产品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晶体生长设备 42.26 54.84 40.52 68.83 38.13 69.89 43.62 76.50 

智能化加工设备 37.73 19.57 37.10 14.47 35.36 16.21 37.85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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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改造及服务 34.90 11.69 31.17 2.66 34.94 5.32   

蓝宝石产品 21.78 6.95 12.76 5.09 18.26 2.12 15.70 4.93 

其他 34.65 4.03 21.63 1.61 4.19 1.40 16.81 1.91 

主营业务小计 38.68 97.08 37.87 92.66 36.53 94.94 40.95 94.26 

其他业务小计 21.63 2.92 20.69 7.34 17.10 5.06 15.80 5.74 

综合毛利率 38.18 100.00 36.60 100.00 35.55 100.00 39.51 100.00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

为 39.51%、35.55%、36.60%、38.18%，2019 年综合毛利率较 2018 年有所下滑，

2020 年至 2021 年 1-9 月则连续提升，报告期内综合毛利率呈现出一定的波动。

报告期内晶体生长设备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76.50%、69.89%、68.83%和 54.84%，

智能化加工设备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10.92%、16.21%、14.47%和 19.57%，两类

业务的合计收入占比分别为 87.42%、86.10%、83.30%和 74.41%，收入贡献度较

高且稳定，因此公司综合毛利率的变动主要受晶体生长设备和智能化加工设备的

毛利率变动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晶体生长设备和智能化加工设备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和集成

电路领域，结合行业政策、产品迭代、市场竞争、原材料供给及同行业可比公司

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1. 晶体生长设备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晶体生长设备平均单位售价、成本及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晶体生长设备 2021 年 1-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销售单价（不含税） 133.72[注] 145.40 149.16 144.33 

单位成本 77.22[注] 86.48 92.29 81.37 

销售单价变动（%） -8.03 -2.52 3.35 / 

单位成本变动（%） -10.71 -6.30 13.42 / 

毛利率（%） 42.26 40.52 38.13 43.62 

毛利率变动量（%） 1.74 2.39 -5.49 / 

[注]2021年 1-9 月，除去部分定制化简配产品的影响，产品销售单价（不含税）为 148.67

万元，单位成本为 85.50 万元，毛利率为 42.49% 

(1) 2019年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 

公司 2019年度晶体生长设备产品的毛利率较 2018年度下降 5.4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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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产品销售单价与单位成本均有上涨，但单位成本涨幅高于销售单价涨

幅所致。 

产品成本从每台 81.37 万元上升至 92.29 万元，上升了 13.42%。主要因为

公司产品不断升级，推出拉速更快、投料量更大的单晶炉，能够提高单台产能、

促进效率提升，同时产品改进升级需要更大的炉体部件、更大功率的电气部件，

更多零部件的投入增加了产品成本。 

产品售价从每台 144.33万元上升至每台 149.16万元，上升了 3.35%，涨幅

较小。主要因为 2018 年出台了针对光伏行业的“5•31 政策”，从优化光伏发电

新增建设规模、加快光伏发电补贴退坡并降低补贴强度、进一步加大市场化配置

项目力度等三方面，对 2018 年度的政策安排进行了调整和规范，使光伏产业链

产生了结构性调整，导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规模锐减，并向产业链上游硅片环节

传导，导致硅片等光伏产品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下跌，进而导致公司下游硅片企

业出现短期开工率不足、扩产计划延后等情形。公司在 2019 年完成验收并确认

收入的部分订单是在 2018年“5•31政策”出台后半年内签订的。由于受到下游

需求减弱的影响，客户对产品价格较为敏感，导致公司升级后的晶体生长设备虽

然较以往价格更高，但是难以获得与成本相匹配的售价，因此 2019 年产品毛利

率较 2018年有所下降。 

(2) 2020年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 

2020 年度晶体生长设备产品的毛利率较 2019 年度上升 2.39 个百分点，主

要是由于产品单位成本降幅略大于销售单价所致。 

2020 年，“5•31 政策”影响逐渐消退，同时受 2019 年以来的国内光伏行业

“平价上网”政策影响，光伏发电将成为一种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可靠的和可持

续性的电力来源，实现从政策驱动向内生驱动的转变，促进了光伏产业链的需求

提升。产业链内企业为了行业持续稳定的发展，需要始终保持技术创新、持续降

本增效。在光伏硅片领域，为推动行业实现大幅度降低成本，2019 年 8 月，中

环股份推出了 210mm大尺寸硅片。在行业政策、技术进步、产品迭代的共同推动

下，中环股份、隆基股份等行业龙头企业自 2019年下半年起纷纷推出扩产计划。 

公司作为行业内上游设备龙头企业，不断推动技术进步、推广大尺寸设备的

下游应用，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毛利率的前提下，让利于客户，进一步提高公司市

场竞争力，并促进行业良性发展。2020年，公司产品售价从 2019 年每台 1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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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下降至每台 145.40万元，下降了 2.52%。 

在下游客户扩产的影响下，公司订单快速增加，产量从 2019 年的 1,429 台

上升至 2020 年的 2,879 台，产能利用率从 2019 年的 83.47%提升到 2020 年的

99.86%。同时公司导入了精益制造的管理体系，通过产品质量和生产的先期策划，

对产品不断优化设计，对部分零部件进行模块化集成，减少制造过程中的浪费，

在满足客户交付要求的同时大幅度优化库存管理和现场精益管理水平，持续降低

了成本。产品成本从每台 92.29 万元下降至 86.48万元，下降了 6.30%。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 2020 年产品毛利率较上年有所提升。 

(3) 2021年 1-9月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 

2021年 1-9月晶体生长设备产品的毛利率较 2020年度上升 1.74个百分点，

除去部分定制化简配产品的影响，产品销售单价为 148.67 万元，单位成本为

85.50万元，毛利率为 42.49%，较 2020年度上升 1.97个百分点，未发生较大变

化。 

2021 年 1-9 月，随着来自下游硅片厂商的 210mm 相关设备订单持续增加，

公司大硅片用晶体生长设备产销量和订单量持续上升。产品产量增加导致的大规

模采购，加强了公司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使产品能够继续保持较高毛利率。同

时公司创建技术与规模双领先的质量管理模式，实施“稳健批量”和“柔性快速”

双模制造管理模式，持续强化精益生产和全流程质量管理，打造高效率的生产制

造过程和装配零缺陷的产品交付能力，实现产能和质量提升。 

2. 智能化加工设备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智能化加工设备产品售价、成本及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智能化加工设备 2021 年 1-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销售单价（不含税） 214.59 204.27 191.64 158.27 

单位成本 133.62 128.49 123.87 98.37 

销售单价变动（%） 5.05 6.59 21.08 / 

单位成本变动（%） 3.99 3.73 25.92 / 

毛利率（%） 37.73 37.10 35.36 37.85 

毛利率变动量（%） 0.63 1.74 -2.49 / 

公司智能化加工设备主要包括晶体加工设备（单晶硅滚磨机、截断机、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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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金刚线切片机等）、晶片加工设备（晶片研磨机、减薄机、抛光机）、外延设

备、叠瓦组件设备等。不同设备的销售单价、单位成本略有不同，但整体毛利率

基本保持稳定。 

其中，2019 年受到光伏行业的“5•31 政策”影响，公司下游硅片企业出现

短期开工率不足、扩产计划延后等情形，导致智能化加工设备总体的毛利率有所

降低。2020 年起，随着“5•31 政策”影响逐渐消退，公司智能化加工设备毛利

率恢复到正常水平。 

3.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如下： 

公司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行业平均（%）[注] 36.01 37.37 38.12 38.14 

晶盛机电（%） 38.18 36.60 35.55 39.51 

[注]行业平均中的可比上市公司选自最近一期末证监会行业分类“C35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的上市公司（ST 除外）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与行业平均水平差异较小。进一步地在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选取与公司技术及产品类型可比性高的生产晶体生长及加工设备的上市公司

作为比较对象，剔除了可比性低的其他上市公司，结果如下：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说明[注 1] 

2021 年 1-9

月[注 2] 
2020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835368 连城数控 综合毛利率 34.93 35.05 34.77 39.58 

002371 北方华创 
电子工艺装

备 
/ 29.44 35.23 34.72 

601908 京运通 
高端装备业

务 
/ 35.78 40.83 45.05 

平均值 34.93 33.42 36.94 39.78 

公司 38.18 36.60 35.55 39.51 

[注 1]由于连城数控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单晶炉和线切设备，同公司业务相近，故选取

其综合毛利率进行比较；由于北方华创主要业务包括电子工艺装备和电子元器件研发制造，

单晶炉属于电子工艺装备业务的产品之一，因此选取其电子工艺装备的毛利率进行比较；由

于京运通主营业务为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发电、新材料和节能环保四大产业，单晶炉属于

高端装备事业部，因此选取其高端装备业务的毛利率进行比较。 

[注 2]由于北方华创和京运通在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未披露分行业或分产品的营业

收入，所以 2021 年 1-9 月仅与连城数控进行比较 

报告期内，公司的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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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数控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的披露，连城数控的业务与关联方隆基股份长期合

作，对其销售比重较高；北方华创主要从事电子工艺装备和电子元器件研发制造，

电子工艺装备业务中除包括单晶炉外，还包括刻蚀、PVD、立式炉等半导体设备，

产品结构与公司略有不同；京运通近年来营业收入以单晶硅片业务为主，基于其

业务战略和自身硅片建设需要，单晶炉主要用于自供。由于受到 2018 年“5•31

政策”影响，主要业务属于光伏领域的连城数控和京运通在 2019 年的毛利率均

有下滑，与公司变动趋势一致。由于公司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对产品进行升级，

推出用于生产 210mm大尺寸硅片的单晶炉等新产品，加强市场竞争力和对供应商

的议价能力，同时通过精益生产控制成本，使 2020 年以后的毛利率逐渐上升。

总体上，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水平和变动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相比具有合

理性。 

4、总结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综合毛利率（%） 38.18 36.60 35.55 39.51 

主营业务毛利率贡献率 37.55 35.09 34.68 38.60 

其他业务毛利率贡献率 0.63 1.52 0.87 0.91 

主营业务产品毛利率贡献率（%）[注] 

晶体生长设备 23.18 27.89 26.65 33.37 

智能化加工设备 7.38 5.37 5.73 4.13 

设备改造及服务 4.08 0.83 1.86  

蓝宝石产品 1.51 0.65 0.39 0.77 

其他 1.40 0.35 0.06 0.32 

主要产品毛利率变动量（%） 

晶体生长设备 1.74 2.39 -5.49 - 

智能化加工设备 0.63 1.74 -2.49 - 

[注]毛利率贡献率=毛利率*收入占比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如上表所示，从公司产

品结构上看，综合毛利率主要受晶体生长设备和智能化加工设备毛利率变动影响，

而前述设备产品毛利率受其销售单价和单位成本的变动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产品

主要应用于光伏和集成电路领域，受到光伏行业 2018年“5•31政策”影响，公

司 2019年毛利率出现下降。2020 年，在平价上网政策、行业技术创新并持续降

本增效的共同驱动下，公司积极挖掘客户需求，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产品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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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下游扩产机会，设备订单持续增加。2021 年 1-9 月，公司主要产品在市场

竞争中形成技术领先和规模化制造的双重优势，使公司市场竞争地位得到进一步

巩固。同时，由于公司产量提升形成的规模效应、规模采购原材料议价能力的提

升，公司毛利率随之持续上升。公司报告期内综合毛利率先降后升，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相比具有合理性。 

 

(二) 结合行业特点、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与主要客户是否存在

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或协议，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对主要客户重

大依赖的情形 

1. 行业特点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主要为光伏领域硅片制造厂商。光伏产业为技术

快速更新迭代的产业，为持续降本增效和提升竞争力，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

技术储备以取得最先进的技术和布局最先进的产能。近年来，光伏行业的龙头企

业依靠资金、技术、成本、渠道等优势不断扩大规模，与此同时，二三线小厂和

落后产能陆续出局或被整合，促使行业集中度得到提升。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数据，2020 年国内光伏制造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扩产步伐加快，扩产单体规

模增大，硅片产量排名前五的企业在国内总产量中的占比为 88.1%，同时头部企

业产量规模也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随着单晶技术路线的明确、大尺寸硅片的推广以及后端加工工艺

的成熟，在光伏行业高景气度的驱动下，各大硅片厂商都进行了产能扩张。其中，

中环股份、隆基股份占据单晶硅市场份额较高，2015年至 2020 年，两者合计产

能份额的平均值超过 50%。除此之外的主要厂商还包括晶科能源、晶澳科技、美

科太阳能、通威股份和阿特斯等。近年来新的企业陆续进入硅片制造领域：上机

数控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投产单晶大硅片业务并迅速扩张；高景太阳能和双良

节能则分别于 2020年 12月和 2021 年 3月相继公布将开展硅片业务。 

公司深入理解并掌握晶体硅生长设备及截断、切磨等设备的关键技术和工艺，

光伏领域相关装备在技术和业务规模上均取得了行业认可的地位，其中长晶设备

技术和销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为太阳能光伏产业的

晶体硅材料生产企业，包括中环股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上机数控、高景太

阳能和双良节能等行业内知名的上市公司或大型企业。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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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8.55%、85.38%、83.35%、84.35%，客

户集中度较高，符合行业特点。 

2.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从产品类别看，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晶体生长设备和智能化加

工设备。国内主要的晶体生长及加工设备供应商包括连城数控、北方华创和京运

通等。由于京运通的单晶炉主要用于自供，北方华创主要业务领域为半导体及电

子元器件，未详细披露单晶炉生产销售情况，因此将连城数控与公司情况进行比

较。根据连城数控的定期报告，其 2018年、2019年、2020年对前五大客户销售

占比分别为 91.57%、91.94%、99.33%，主要因为连城数控为隆基股份的晶体生

长设备主要供应商，由于隆基股份长期占据单晶硅市场较高份额，连城数控对前

五大客户销售占比较高。 

从应用领域看，上市公司捷佳伟创、迈为股份和高测股份均位于光伏产业链。

捷佳伟创主要为太阳能光伏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生产提供工艺

流程中的关键设备；迈为股份主要生产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生产线成套设备，主

要应用于光伏产业链的中游电池片生产环节；高测股份主要生产光伏切割设备和

切割耗材，处于光伏产业链上游，下游主要客户为光伏硅材料制造企业。以上三

家公司均位于光伏产业链中上游，在 2018年、2019年、2020 年的前五大客户销

售占比情况如下： 

公司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捷佳伟创 47.30% 52.67% 37.50% 

迈为股份 63.00% 57.07% 56.37% 

高测股份 71.55% 65.47% 58.67% 

平均 60.62% 58.40% 50.85% 

上述光伏产业链中设备生产企业的前五大销售占比情况体现出光伏行业集

中度较高的特点。报告期内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情形符合产业链的实际情况。 

3. 公司与主要客户存在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但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与中环股份、晶科能源等业内知名企业保持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彼

此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共同促进行业快速发展。公司与包括上机数控、高景太阳

能、双良节能在内的新进厂商亦开展了紧密的业务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了多项重大经营合同，已公开披露的订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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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2018 年，公司与中环股份签订了 21.1933 亿元设备采购合同；2019 年，公

司分别与中环股份、晶科能源、上机数控分别签订了 14.247亿元、9.541亿元、

5.5386 亿元的设备采购合同；2020 年，公司与中环股份签订了 12.27 亿元的设

备采购合同；2021年，公司分别与中环股份、双良节能、高景太阳能签订了 81.615

亿元、22.425亿元、27.61亿元的设备采购合同。公司通过持续的自主技术创新、

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专业化的技术支持服务来满足客户的需求，持续获得订单。

公司产品具有技术先进性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被其他供应商替代的风险较

小，公司与主要客户的业务合作关系长期、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具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等业务体系，与主要客户在资

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具备独立面向市场

获取业务的能力。公司与主要客户的业务合作建立在双方互利互惠原则的基础上，

是双方基于合理商业逻辑的市场化行为。公司与主要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 

4. 公司对主要客户不构成重大依赖 

在光伏领域，公司作为设备供应商，与下游硅片制造的主要厂商形成紧密的

长期合作关系，有利于双方业务共同稳定发展，促进行业效率提升与技术进步。

中环股份作为光伏单晶硅片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也是集成电路硅片领域的重要

制造商，系公司报告期内的第一大客户。 

公司与中环股份的合作具有一定的合作背景和历史基础。2010 年公司与天

津环欧（中环股份子公司）合作承担的国家 02 专项子课题“8 英寸区熔硅单晶

炉国产设备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天津环欧使用公司研制的新型直拉区熔单晶

炉结合自有工艺技术，拉制 8 英寸区熔硅单晶棒。2017 年公司与中环股份、无

锡市政府合资组建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参股 10%，实现合作方互

利共赢，强化了公司在半导体关键设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2019 年，中环股份

推出了 210mm大尺寸硅片，公司与中环股份是大尺寸光伏单晶硅片 G12技术路线

的引领者和实践者，通过与行业领先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共同推动行业技术

进步。双方无论在光伏还是半导体领域均是十分紧密的合作伙伴。 

报告期内除中环股份以外，公司与晶科能源、晶澳科技等主要客户均保持了

多年的业务合作，同时与双良节能、高景太阳能等新增客户签订了重大销售合同。

公司主要客户信誉良好，实力雄厚，履约能力强，业务发展迅速，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同时公司具备随时向新客户供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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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半导体设备、辅材耗材新产品研发力度及市场开拓，

继续加强在蓝宝石材料领域的技术研发、成本控制和市场拓展，增加业务增长点

和客户范围。在集成电路领域，公司与有研新材、上海新昇、合晶科技、中晶科

技、神工股份等公司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半导体设备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公

司的半导体坩埚、阀门、磁流体等重要半导体零部件、耗材已经取得客户的认证

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国内半导体材料客户中的综合配套能力，丰富了公司

产品端的产业链。在蓝宝石材料领域，公司与中图半导体、三安光电建立了合作

关系。同时公司与消费电子视窗防护领域的制造龙头蓝思科技合作，成立宁夏鑫

晶盛电子材料公司，从事蓝宝石材料的生产及加工，为蓝宝石材料在消费电子应

用领域的规模应用提前布局。2019 年以来蓝宝石销售收入占比持续上升。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高，符合行业特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情况相符；公司与主要客户存在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公

司对主要客户不构成重大依赖。 

 

(三) 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和结论 

1. 核查程序 

(1)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明细表和成本明细表，复核毛利率计算的

准确性； 

(2) 检查销售合同、发票等收入确认相关单据，复核销售单价计价的准确性，

了解业务合作情况； 

(3) 检查采购明细，核查原材料采购价格计价的准确性，分析复核公司生产

成本归集和分配的合理性； 

(4) 查阅行业政策的变化，分析行业政策变化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5) 查阅了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的变动情况，分析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毛利率变动的趋势； 

(6) 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了解产品售价、产品成本及毛利率波动的原因，了

解与主要客户的合作情况； 

(7) 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查

询主要客户公司主营业务、注册地等基本信息，核查公司与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8) 访谈公司主要客户，了解与公司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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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信息，分析行业客户集中度情况。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的变动原因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公司主要客户较为集中，符合行业特点；公司与

主要客户存在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公司与主要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

成对于主要客户的重大依赖情形。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补充披露上述事项涉及的

风险。 

 

二、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70,000 万元，其中 313,420 万元用

于碳化硅衬底晶片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56,370 万元用于 12 英寸

集成电路大硅片设备测试实验线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二）、43,210 万元用于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三）和 157,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一计划年产 40万片 6 英寸及以上尺寸的导电型和

半绝缘型碳化硅衬底晶片，建设期 60 个月，达产后每年可实现新增销售收入为

235,565.50 万元；项目三计划年产年产 35 台半导体材料减薄设备、45 台套半

导体材料抛光设备，达产后每年可实现新增销售收入为 62,300.00 万元。本次

募投项目尚未取得环评文件及土地使用权证。发行人在流动资金需求测算中预

计未来三年收入增长率达 33.98%。截至目前，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均未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发行人将前募资金中的 5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2）……（3）……（4）结合募投产品的市

场空间、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发行人技术优势、在手订单和意向性合同等，

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项目一、项目三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5）结合发行人目

前业务的盈利水平、产品价格、现有市场价格、期间费用占比、税率等说明募

投项目效益测算是否具备合理性和谨慎性；（6）量化分析本次募投新增折旧对

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7）……（8）结合公司近三年业绩增长情况、在手订

单、行业发展趋势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收入增长预测的依据及合理

性；（9）……。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3）—（7）涉及的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对（4）（5）（6）（8）核查并发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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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意见，发行人律师对（2）（7）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人对申报文件中

关于前募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填报的准确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

函问题 2） 

(一) 结合募投产品的市场空间、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发行人技术优势、

在手订单和意向性合同等，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项目一、项目三新增产能的消

化能力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调整后本次募投项目不再

包括碳化硅衬底晶片生产基地项目。 

“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涉及新增产能，

具体说明如下： 

1、半导体大硅片需求快速增长，带动减薄、抛光等半导体专用设备需求 

根据 SEMI 数据，2014 年全球半导体硅片出货面积为 100.98 亿平方英寸，

到 2020年硅片出货面积已达 124.07 亿平方英寸，复合增长率为 3.49%，整体呈

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 12英寸为当前主流硅片尺寸，2020年约占整体硅片市场

的 68.4%。然而 12 英寸半导体硅片市场目前主要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的知名企业占据，前五大厂商占比高达 96%，中国大陆作为全球硅片重

要的需求市场，但 12 英寸硅片长期依赖进口，国产自给率低，大尺寸硅片国产

替代提升空间广阔。 

 

数据来源：SEMI 

近年来，中环领先等国内半导体硅片厂商相继投建 12 英寸硅片生产线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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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我国大尺寸半导体硅片制造领域的产能缺口，根据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经统

计国内主要半导体硅片制造商产能情况，目前国内 8 英寸和 12 英寸硅片合计产

能分别为月产 183 万片及 54 万片，到 2025 年 8 英寸和 12 英寸硅片规划产能分

别为月产 365万片、310万片。而硅片设备是硅片生产制造的基础，一方面，国

内硅片产能的迅速扩张使得 12 英寸硅片制造设备的市场需求逐步上升；另一方

面，随着国内半导体设备技术进步以及《瓦森纳协议》对 12 英寸大硅片的生产

技术、原材料和设备的对华出口进行严格管制，凭借着本土渠道和服务等优势，

国产化硅片制造设备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有望打破美国、日本和欧洲公司对半

导体硅片设备市场的垄断。 

根据中金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假设 2025 年新建硅片产能

能够全部达产则国内大尺寸硅片制造设备市场规模将达到 329 亿元，其中切磨设

备与抛光机的市场规模合计约为 82.2亿元。公司本项目 100%达产后，每年销售

收入预计达到 6.23 亿元，考虑到大硅片迫切的国产化需求，预计募投项目产能

能够得到市场消化。 

2、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当前国内半导体减薄、抛光设备，尤其是大尺寸设备的整体国产化率较低，

核心供应商集中在日本、美国等国。在硅片抛光领域，BBS Kinmei 的边缘抛光

机、日本不二越的 8 英寸抛光线、美国 Lapmaster 的 12 英寸双面抛光机、日本

冈本的 12 英寸最终抛光机等进口设备，几乎将国内市场垄断；在先进封装减薄

机领域，国内应用最广的是日本 DISCO公司和日本东京精密的某几款机型。进口

设备售价较为昂贵，且《瓦森纳协议》对 12 英寸大硅片的生产技术、原材料和

设备的对华出口进行严格管制，为半导体设备国产化提供契机。 

3、公司技术优势 

公司利用自身在半导体材料装备领域的领先技术，通过多年技术攻关，解决

了半导体级减薄机、双面研磨机、双面抛光机、边缘抛光机、最终抛光机、硅外

延生长设备、碳化硅外延生长设备等“卡脖子”技术难题。公司部分产品性能指

标已达到国外先进产品的水平，相比于进口设备还具有性价比优势。 

4、在手订单和意向性合同 

经过多年研发和技术积累，公司凭借产品质量可靠、性能优异、持续创新等

特点，与客户 B、中晶科技等多个国内企业建立了较为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牢



                                                                                     

第 14 页 共 22 页 

固的客户关系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客户支撑，在手订单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 产品或服务 现状 金额（万元） 

1 客户 B 
8-12 寸减薄抛

光设备 
签订合同 14,100.00 

2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寸抛光线 签订合同 8,000.00 

合计 22,100.00 

综上，随着国内大硅片产能扩建，对生产设备的需求增加，减薄、抛光设备

具备较大的市场空间和国产化需求。公司部分产品性能指标已达到国外先进产品

的水平，已取得在手订单。公司具备该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 

 

(二) 结合发行人目前业务的盈利水平、产品价格、现有市场价格、期间费

用占比、税率等说明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是否具备合理性和谨慎性 

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涉及“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

项目”，具体说明如下： 

1. 目前业务的盈利水平 

受益于光伏行业下游硅片厂商积极推进产能扩张，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

持续提升设备交付能力和质量管理，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实现稳步增长。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253,571.15 万元、

310,974.28万元、381,067.97 万元及 399,149.06万元，目前业务盈利情况与募

投项目 100%达产后盈利情况对比如下： 

（1）毛利率 

项目 2021 年 1-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智能化加工设备毛利率 37.73% 37.10% 35.36% 37.85% 

募投项目预计毛利率 32.23% 

根据上表，募投项目预计毛利率略低于公司智能化加工设备报告期毛利率，

具有谨慎性。 

（2）净利润率 

项目 2021 年 1-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公司报告期净利润率 27.81% 22.52% 20.50% 22.96% 

募投项目预计净利润率 23.01% 



                                                                                     

第 15 页 共 22 页 

根据上表，募投项目预计净利润率位于公司报告期净利润率范围之内。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预计盈利水平与报告期内当前业务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2. 相关产品价格、现有市场价格 

目前，半导体减薄、抛光设备领域的国内市场由日本不二越、DISCO、东京

精密和美国 Lapmaster等国外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进口设备售价大都

较为昂贵，并往往伴随着对国内半导体的技术管制与限售政策，因此在政策和市

场的共同驱动下，国内半导体减薄、抛光设备，尤其是大尺寸硅片相关设备的国

产替代空间较大。“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的

主要产品为成熟产品，由于本项目产品类型较多，包括 8-12 英寸减薄机、边缘

抛光机、双面抛光机、最终抛光机等，因此在效益测算过程中，已形成销售的减

薄、抛光设备产品价格系基于公司过往订单价格确定；新设备类型的价格系基于

过往订单价格并结合型号差别、技术工艺优化情况综合调整后确定。 

3. 期间费用占比 

“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的期间费用主要

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由于本次募投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募集资

金及自有资金，效益测算未包括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现有业务费用率与募投项目测算费用率情况如下： 

费用类别 
募投项目测

算费用率 

公司现有业务费用率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销售费用率 0.86% 0.86% 1.48% 1.80% 

其他管理费用率[注] 1.00% 1.08% 1.36% 1.61% 

研发费用率 3.00% 5.96% 5.98% 7.21% 

[注]其他管理费用为管理费用扣除薪酬费用、折旧摊销。在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中，

薪酬费用和折旧摊销系根据项目需要的管理人员和设备情况另外单独测算 

由于公司业务快速增长产生的规模效应，期间费用率逐年下降。本次募投项

目效益测算过程中采用的期间费用占比等数据充分参考报告期内公司各年度期

间费用水平，选取公司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2020 年的经审计财务数据计算费

用率后作为参考依据。 

本次募投项目销售费用率与公司 2020 年情况一致。其他管理费用率是除了

薪酬费用、折旧摊销以外的管理费用率。由于现有公司管理人员承担了较多集团

管理职能，并且公司原有的固定资产情况与本次募投新增固定资产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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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效益测算时根据募投项目所需管理人员数量和生产设备情况对薪酬费用

和折旧摊销单独测算。 

研发费用费率为 3.00%，低于公司最近一年 2020 年度研发费用率，主要系

因为项目前期部分研发内容已完成，募投项目中主要针对后续工艺流程和技术升

级进行研发，因此效益测算时选取的研发费用费率低于公司现有业务的研发费用

率。 

此外，项目运行后可以充分依托公司现有的核心管理团队、研发中心、研发

团队等资源，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降低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

综上，效益测算中期间费用占比的情况具有合理性和谨慎性。 

4.税率 

“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实施主体为晶盛

机电公司，晶盛机电公司最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为 2021年 12月取得，证书

编号：GR202133007256，有效期三年。募投项目所得税税率采用 15%计算具有合

理性、谨慎性。 

5、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分析 

当前国内半导体设备的整体国产化率较低，国内可比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中，

北方华创是国内重要的半导体装备供应商，产品线覆盖了刻蚀机、PVD、CVD、立

式炉、清洗设备等；高测股份的业务包括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可应用于光伏及

半导体领域硅材料生产环节等；华海清科是化学机械抛光（CMP）设备供应商，

用于集成电路生产线。根据上述可比公司相关情况，对该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关

键指标毛利率进行了对比分析，情况如下： 

公司 业务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北方华创 电子工艺装备 29.44% 35.23% 34.72% 

高测股份 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 37.10% 36.50% 40.87% 

华海清科 CMP 设备 36.75% 30.16% 24.51% 

平均 34.43% 33.96% 33.37% 

晶盛机电 
建设期后投产首年 26.82% 

达产后稳定期 32.23% 

根据上表，公司本募投项目的达产后稳定期的毛利率水平与可比公司毛利率

的平均值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的测算具有谨慎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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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基于目前业务的盈利水平、产品价格、现有市场价格、期间

费用占比、税率等对本次募投项目进行效益测算，具备合理性和谨慎性。 

 

(三) 量化分析本次募投新增折旧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新增固定资产投入 99,580.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 新增固定资产投入 预计每年折旧 

12 英寸集成电路大硅片设备测试实验线

项目 
56,370.00 4,219.75 

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

生产制造项目 
43,210.00 3,397.50 

合计 99,580.00 7,617.25 

本次募投项目中，固定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采用分类直线法计提折旧，房

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20 年，残值率 5%；专用设备折旧年限为 10 年，残值率

5%；通用设备折旧年限为 3 年，残值率 5%。根据本次募投项目可研报告，12 英

寸集成电路大硅片设备测试实验线项目为公司研发体系的一部分，不直接产生营

业收入及净利润，建设期为 3 年；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

制造项目建设期为 2年，预计在第 3年投产 50%，在第 6年达产 100%。结合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入、净利润预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折旧在项目投资建

设的第 3年起对公司现有及未来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T+3 T+4 T+5 T+6 
T+7 

及以后 

1、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

旧（a） 
7,617.25 7,617.25 7,617.25 7,617.25 7,617.25 

2、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现有业务营业收入-不含

募投项目（b） 
596,135.95 596,135.95 596,135.95 596,135.95 596,135.95 

新增营业收入（c） 31,150.00 43,610.00 56,070.00 62,300.00 62,300.00 

预计营业收入-含募投项

目（d=b+c） 
627,285.95 639,745.95 652,205.95 658,435.95 658,435.95 

折旧占预计营业收入比

重（a/d） 
1.21% 1.19% 1.17% 1.16% 1.16% 

3、对净利润的影响      

现有净利润-不含募投项

目（e） 
171,827.98 171,827.98 171,827.98 171,827.98 171,827.98 

新增净利润（f） 5,932.24 9,460.28 12,600.71 14,335.48 14,335.48 



                                                                                     

第 18 页 共 22 页 

预计净利润-含募投项目

（g=e+f） 
177,760.22 181,288.26 184,428.69 186,163.46 186,163.46 

折旧占净利润比重（a/g） 4.29% 4.20% 4.13% 4.09% 4.09% 

 [注]1、上述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估算均不考虑公司现有业务的收入增长以及净利润增长； 

2、现有业务营业收入、净利润取值系来自公司披露的 2021 年度业绩快报中营业总收入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经审计； 

3、12 英寸集成电路大硅片设备测试实验线项目不产生收入，因此该项目无新增营业收入及

净利润。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全达产后，每年新增折旧金额为 7,617.25 万元，

基于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中的财务数据，假设未来年度业绩保持不变，在募

投项目 100%达产后公司含募投项目的预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658,435.95

万元和 186,163.46 万元，新增折旧金额占预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16%和 4.09%，对未来盈利能力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项目建设初期，可能对

公司利润造成一定影响，但随着募投项目的建成，将逐渐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期效益良好，项目顺利实施后能够有效地消化新增折旧

的影响。 

 

(四) 结合公司近三年业绩增长情况、在手订单、行业发展趋势及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收入增长预测的依据及合理性 

1. 公司三年业绩增长情况 

2018-2020年度及 2021年 1-9月，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99,149.06 381,067.97 310,974.28 253,571.15 

营业收入增长率[注] 60.61% 22.54% 22.64% 30.11% 

2018-2020 年度营业

收入平均增长率 
/ 25.10% 

2018-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9月营业收

入平均增长率[注] 

33.98% 

营业收入预测增长率 25.00% 

[注]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2021 年 1-9 月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2018-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上表内三年及一期营业收入增长率

算术平均数 

受益于光伏行业下游硅片厂商积极推进扩产进度，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

持续提升设备交付能力和质量管理，强化技术服务品质，实现订单量、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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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及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2018-2020年度的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25.10%，

2021 年 1-9 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60.61%。结合公司近三年

业绩增长情况，2018-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33.98%。公司预计未来经营规模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趋势。因此，基于谨慎，按

照2018-2020年度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向下取整的25.00%作为公司2021年-2023

年收入增长率测算依据具有合理性。 

2. 在手订单 

公司主要客户为下游大型硅片厂商。截至 2021年 9月 30 日，公司未完成晶

体生长设备及智能化加工设备合同金额总计 177.60 亿元。2021 年 10 月、11 月

公司分别与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签订了

销售合同，金额合计 30.99亿元（含增值税）。上述在手订单合计达到 208.59亿

元，上述订单执行完毕后，可实现不含税收入 184.59亿元，收入均会确认在 2021

年 9月 30日之后。 

以公司 2020年度实现的收入为基数，根据 25.00%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测

算，公司 2021年度、2022年度及 2023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47.63亿元、59.54

亿元及 74.43 亿元，合计 181.60 亿元，扣除 2021 年 1-9 月已实现的营业收入

33.91 亿元后，得到 2021 年 9 月 30 日后需实现的收入为 147.69 亿元，该数字

能够被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手订单预计可实现的税后收入 184.59 亿元所覆盖，

因此收入增长预测具有可实现性与合理性。 

3. 行业发展趋势 

(1) 光伏和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发展带动设备行业需求 

随着光伏新增装机增长，下游企业对光伏硅片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近年来，

全球硅片产能向中国集中。目前中国占据了世界硅片生产的绝对领先地位，全球

硅片产量前十的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国内光伏硅片生产规模持续扩张将带动对上

游设备行业的需求。 

在集成电路等领域，随着新冠疫情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和 5G 商用以及汽车

行业的复苏，芯片需求持续旺盛，从而带动了上游硅片产能的紧缺，并将产能紧

张延伸至设备端。在国产化趋势下国内硅片材料及设备供应商将获得良好的发展

机会。 

(2) 下游技术需求变化促进上游设备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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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伏领域，硅片“薄片化”能够有效减少单片用硅量，大尺寸硅片能够提

高单片功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薄片化”、“大尺寸”相关技术的逐步成熟，

旧产能的升级改造和新产能的投入，将促进上游长晶和加工设备的研制开发与升

级换代。 

在集成电路等领域，国内硅片逐步向大尺寸扩产的背景下，半导体硅片的生

产工艺也在随之进步，大尺寸材料生产设备的需求增长，促使设备制造企业对单

晶炉、切片机、研磨机、抛光机和外延设备等硅片关键设备的性能进行改造、优

化和升级。 

4.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增长情况如下： 

(1) 连城数控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13,161.86 185,499.91 97,242.11 105,321.23 

营业收入增长率 35.06% 90.76% -7.67% 20.15% 

2018-2020 年度营

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 34.41% 

2018-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9月营业

收入平均增长率 

34.58% 

 (2) 北方华创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617,337.46 605,604.30 405,831.29 332,385.10 

营业收入增长率 60.95% 49.23% 22.10% 49.53% 

2018-2020 年度营

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 40.29% 

2018-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9月营业

收入平均增长率 

45.45% 

 (3) 京运通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78,191.34 405,619.78 205,740.33 203,4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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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增长率 26.11% 97.15% 1.15% 6.09% 

2018-2020 年度营

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 34.80% 

2018-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9月营业

收入平均增长率 

32.63% 

2018-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9 月，同行业可比公司连城数控、北方华创、

京运通营业收入的算数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34.58%、45.45%和 32.63%，公司同期

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33.98%，与上述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

2018-2020年度的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25.10%，基于谨慎，向下取整采用 25.00%

作为公司 2021年-2023年收入增长率测算依据具有合理性。 

 

(五) 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和结论 

1. 核查程序 

(1) 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访谈公司募投项目相关负责人员，

了解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情况以及与公司现有业务区别及联系，了解本次募投项目

市场空间及公司对于新建产能消化的措施； 

(2) 检索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的市场空间并查阅公司募投项目相关

产品的在手订单； 

(3) 取得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表，了解并复核本次募投项目收益的测算依据、

测算过程，分析本次募投新增折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4) 查阅公司报告期内的定期报告，了解各期业绩增长情况，查阅同行业可

比公司年度报告，了解同行业公司业绩增长情况，分析收入增长预测的依据的及

理性； 

(5) 查阅公司最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了解复审进度； 

(7) 查阅《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等半导体行业相关产业政策。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公司在半导体材料装备领

域具备技术优势，抛光及减薄设备已取得订单，公司具备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的消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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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于目前业务的盈利水平、产品价格、现有市场价格、期间费用占

比、税率等对本次募投项目进行预测，具有合理性和谨慎性； 

(3) 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旧费用占新增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且项目顺利实施后能够有效地消化新增折旧的影响； 

(4) 结合对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情

况等因素分析，公司进行收入增长预测具有合理性。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