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对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

【2022】第 517 号）的要求，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太

平洋证券”）作为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信息”“发行人”“公司”）

的保荐机构，就问询函中需要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及

核查意见如下： 

 

5. 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投入为 44,821.90 万元，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 19,610.54

万，资本化比例为 43.75%，同比上升 31.34 个百分点，资本化研发支出占净利润的

比重为 452.31%。年度报告显示，资本化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对可转

债募投项目“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 服务平台及应用系统”和“智慧养老综合

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加大投入，以及立项“未来城市智慧服务平台项目”，报

告期末两项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分别为 41.63%、49.56%，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均

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请你公司： 

（1）结合可转债募投项目具体建设内容、目前所处阶段、达到资本化条件的判

断依据及确认时点、2022 年度拟投入资金安排及用途、后续经营计划等说明上述项

目进展未达预期的原因、是否存在无法按期完成的风险。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一、问题回复 

（一）可转债募投项目具体建设内容 

根据《2018 年度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人可转债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 服务平台及应

用系统项目 
64,466.00 60,000.00 

2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

台项目 
31,939.50 3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26,405.50 120,000.00 

1、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 服务平台及应用系统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为：基于智慧医疗总体解决方案，研发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

服务平台及应用系统，重点包含智慧医疗云诊所服务平台、智慧医疗云社区服务平台、

智慧医疗云医院信息平台和智慧医疗云协同服务平台等四个服务平台。公司拟借助移

动互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构建一个标准化、智能化、系统化的立体式医疗

信息化生态系统，以实现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以及医前、医中、医后服务一体化的双

闭环以及不同医疗机构的信息互联互通。公司拟建设的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服

务平台及应用系统项目在系统构架、功能性、信息互联互通等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在

系统构架方面，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系统具有更强的兼容开放性，模块扩展性

强，能接入基于新语言与新技术的软件与应用；在功能上，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

系统功能覆盖广阔，从门诊、急诊、药房等服务管理、重症监护、手术等医疗管理延

伸至临床决策辅助，从家庭医生、远程会诊、一键转诊延伸至疾病预防与管理，实现

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以及医前、医中、医后服务一体化的双闭环；在信息互联互通方

面，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系统实现了各医疗机构内部的横向整合和跨区域的纵

向资源整合。该项目通过云诊所、云社区、云医院三大服务平台横向整合资源，实现

医疗机构内部跨部门、跨学科的数据共享与协作，通过云协同服务平台纵向整合区域

内医疗资源，形成统一平台，打通各级医疗机构的外部壁垒，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以及

移动化的医疗信息服务。 

2、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为：基于智慧养老总体解决方案，研发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

智能物联云平台项目，重点包括医养结合服务管理云平台、长期护理保险综合信息管

理云平台、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云平台、居家护理机构管理云平台、养老机构管理云平

台、养老地产颐养社区管理云平台和智能物联云平台。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

能物联云平台项目的建设，面向政府、企业、社区、个人等主体，实现对现有智慧养



 

老信息化需求的全覆盖，建立面向政府全过程监督的监管平台、面向企业或社区高效

的养老经营平台、面向老年人群的 O2O平台，通过平台技术使得居家养老、社区养老

成为可能，解决养老服务资源不足、政府全过程监管、老年人群需求无法精准响应等

众多社会问题，强化资源配置整合，提升机构的服务管理效率，建立起有效的全程监

控及服务网络，形成服务闭环和完整的服务生态体系，推动和促进整个智慧养老行业

的产业升级和发展。项目将依托公司目前所拥有的民生保障领域核心技术和成功经验，

进行自主研发和集成创新，在行业信息系统的业务基础上，研发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

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 

（二）可转债募投项目目前所处阶段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启动推进各项目的建设实施。2020年上半年突发新冠疫

情，公司凭借多来年积累的医疗信息化建设及健康管理经验，配合各级政府投入大量

技术人员支持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滞后。公司于 2020 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0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2020年第九次临时

会议，同意公司基于审慎原则，对募投项目“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服务平台及

应用系统”和“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的进度进行调整，预计

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均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项目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均

不变。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 2021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实施的内外部

情况，结合政策因素、行业标准、技术因素、信息安全、市场情况、疫情因素等，基

于审慎原则，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服务平台及应用系统”

和“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的进度进行调整，预计项目达到可

使用状态日期均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项目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均不变；同意

公司基于审慎原则，在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服务平台及

应用系统”和“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调整进度的基础上，结

合内外部的情况及项目建设需求，对项目的投资结构进行部分调整，项目投资总额和

建设规模均不变。 

因此，可转债募投项目目前所处阶段仍为建设阶段。 



 

（三）可转债募投项目达到资本化条件的判断依据及确认时点 

1、资本化条件的判断依据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可以资本化确认为

无形资产： 

①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②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③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

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性； 

④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

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⑤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开发阶段的支出，若不满足上列条件的，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研究阶段的支

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可转债募投项目依托公司所拥有的城市信息化各行业领域核心技术和成功经验，

进行自主研发和集成创新，在医疗及养老行业信息系统的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业务基

础上进行进一步研发投入，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已形成完善的技术创

新体系，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可转债募投项目研发存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可转债募投

项目旨在为医疗及养老行业提供高技术含量解决方案及服务方案，为客户提供一体化

解决方案，完成该项无形资产开发并使其能够出售具有可能性；可转债募投项目可以

明显提升公司在医疗和养老信息化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及服务能力，增强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带动公司业务收入增长，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作为行业领军上市企业，

经营状况良好，银行等其他融资渠道畅通，具有一定的技术资源、财务融资能力等完

成上述项目的开发，足以完成该项目的开发并推向市场；公司设立独立的研发中心，

能够对可转债募投项目进行独立核算。 

因此，可转债募投项目达到资本化的判断依据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截至目前，可转债募投项目开发阶段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 



 

2、达到资本化条件的确认时点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

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研究活动的阶段。

开发阶段：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

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 

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均已完成研究阶段工作，通过可行性研究，并经第六届董

事会 2018 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批通过对项目进行立项。在可转债募投项目在实际

发生时，公司会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判断其资本化条件是否满足。截至目前，

可转债募投项目仍处于开发阶段，相关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 

（四）可转债募投项目 2022 年度拟投入资金安排及用途、后续经营计划 

2022 年 1 月 19 日, 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调整的议案》，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后的投

资结构如下： 

1、“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服务平台及应用系统”项目 

“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 服务平台及应用系统”项目基于公司在智慧医卫领

域的项目经验和技术积累，通过自主研发和集成创新，建设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

服务平台及应用系统，重点包含智慧医疗云诊所服务平台、智慧医疗云社区服务平台、

智慧医疗云医院信息平台和智慧医疗云协同服务平台等四个服务平台；同时建设一主

一辅两个智慧医疗云计算中心，支撑前述四个服务平台的相关应用。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政策调整、技术更新、信息安全需求提升以及行业 市

场趋势变化等因素影响，原先需要购买的硬件设备减少，需要的软件研发投入增加。

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大项目建设过程中创新开发的投入，公司拟调整该项目的

投资结构，调减硬件设备费用、软件费用，调增研发支出、项目外包费。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变更前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调整

变更后投资

金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调整



 

前） 后） 

1 项目实施投入 38,701.00 38,701.00 22,960.00 22,960.00 

1.1 硬件设备费用 25,787.00 25,787.00 11,671.00 11,671.00 

1.2 软件费用 10,414.00 10,414.00 8,789.00 8,789.00 

1.3 配套设备费用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 软件研发及其他投入 25,126.00 21,299.00 40,867.00 37,040.00 

2.1 研发支出 16,765.00 16,765.00 30,881.00 30,881.00 

2.2 项目外包费 680.00 680.00 2,305.00 2,305.00 

2.3 设计咨询费 1,300.00 1,300.00 1,300.00 1,300.00 

2.4 建设单位管理费 1,420.00 1,420.00 1,420.00 1,420.00 

2.5 安装工程费 1,098.00 1,098.00 1,098.00 1,098.00 

2.6 办公及家具购置费 500.00 36.00 500.00 36.00 

2.7 设备维护费 313.00 - 313.00 - 

2.8 市场推广费 2,400.00 - 2400.00 - 

2.9 人员培训费用 650.00 - 650.00 - 

3 其他不可预见费 639.00 - 639.00 - 

合计（项目总投资） 64,466.00 60,000.00 64,466.00 60,000.00 

2、“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项目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项目基于公司智慧养老总体解决

方案，通过自主研发和集成创新，建设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

重点包括医养结合服务管理云平台、长期护理保险综合信息管理云平台、社区综合为

老服务云平台、居家护理机构管理云平台、养老机构管理云平台、养老地产颐养社区

管理云平台和智能物联云平台及其产品。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政策要求、监管标准出台、信息安全需求提升以及市场

趋势变化等因素影响，原先需要购买的硬件设备减少，需要的研发投入增加。为实现

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司拟调整该项目的投资结构，调减硬件设备费用，调增平台设计

研发费、产品设计研发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变更前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 

（调整前） 

变更后投资金

额 

拟投入募集资

金（调整后） 

1 项目实施投入 16,500.00 16,500.00 8,503.00 8,503.00 

1.1 硬件设备费用 16,500.00 16,500.00 8,503.00 8,503.00 

2 软件研发及其他投入 15,139.50 13,500.00 23.136.50 21,497.00 

2.1 平台设计研发费 9,377.00 9,377.00 12,472.00 12,472.00 

2.2 产品设计研发费 2,462.50 2,462.50 7,364.50 7,364.50 

2.3 项目外包费 820.00 820.00 820.00 820.00 

2.4 建设单位管理费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2.5 办公及家具购置费 450.00 390.50 450.00 390.50 

2.6 市场推广费 1,460.00 - 1,460.00 - 

2.7 人员培训费用 120.00 - 120.00 - 

3 其他不可预见费 300.00 - 300.00 - 

合计（项目总投资） 31,939.50 30,000.00 31,939.50 30,000.00 

上述延期以及投资结构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延期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投资结构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

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将在抗击疫情中积累的重要成果和经验，充分运用到募投项目的技术延伸和

管理中，最大化地保障患者和用户的数据安全进行完善和优化，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和公司利益。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发行人可转债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使

用进度 

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 服务平

台及应用系统项目 
64,466.00 60,000.00 26,691.40 44.49%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

联云平台项目 
31,939.50 30,000.00 15,176.22 50.59%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 

合计 
126,405.

50 
120,000.00 71,867.62 59.89%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发行人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为 71,867.62万元，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比例为 59.89%。 



 

其中，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服务平台及应用系统项目总投资为 64,466.00万

元，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项目总投资为 31,939.50万元。截至 2022

年 3月 31日，两个项目具体投资计划及投入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计划投资额

（万元） 
占比 

已投入金额

（万元） 

2022 年

4-12 月拟

投入金额

（万元） 

新一代智慧医疗一体化 HIS服务平台及应用系统项目 

1 工程费用 22,960.00 35.62% 1,898.11 21,061.89  

2 研发及其他投入 40,867.00 63.39% 24,793.29 16,073.71  

3 其他不可预见费 639.00 0.99% 0.00 639.00  

 合计 64,466.00 100.00% 26,691.40 37,774.60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及其智能物联云平台项目 

1 产品实施投入 8,503.00 26.62% 2,464.57 6,038.43  

2 软件研发及其他投入 23,136.50 72.44% 12,711.65 10,424.85  

3 其他不可预见费 300.00 0.94% 0.00 300.00  

 合计 31,939.50 100.00% 15,176.22 16,763.28  

目前两个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软件研发及其他投入完成比例均较高，而工

程费用和/或产品实施投入相对较小，主要系受政策因素、行业标准、技术因素、信

息安全、市场情况、疫情因素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和

投资结构调整是为实现部分产品的升级迭代与功能完善，增强产品及系统的安全性、

创新性和适配性，满足技术更新、市场需求与行业发展趋势，提升公司在相关领域的

竞争力。 

（五）可转债募投项目是否存在无法按期完成的风险 

截至目前，因政策因素、行业标准、技术因素、信息安全、市场情况、新冠肺炎

疫情等原因导致可转债募集资金项目实际实施进度相较原计划有所放缓，项目资金投

入基本符合项目实际需要，并形成了相应的研发成果，但因可转债募投资金的投入整

体较为缓慢，可转债募投项目存在不能如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和不能实现预期收益

的风险。公司已经在募集说明书中对可转债募投项目的风险予以披露。尽管公司经营

受到上海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以及防控措施反复的影响，但公司仍全力按照可转债

募投项目的投资方向、建设内容推进，结合目前情况判断，无法按期完成的风险可控。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关于可转债募投项目达到资本化条件的判断依据及确认时点的说明》，

了解万达信息资本化条件的判断依据及达到资本化条件的确认时点。 

2、查阅了公司披露的《2018 年度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定期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等相关文件； 

3、对公司财务总监进行访谈，查询募集资金账户银行流水，了解万达信息的募

投资金剩余资金的使用情况及计划； 

4、查阅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调整的相关议案、“三会”文件等相关资料，核

实公司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投资结构调整等

事项已经获发行人相关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是在审慎分析各种因素下作出的调整，已按照相关规定经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

审议通过；发行人已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披露。受疫情、政策要求、监管标准等因素影

响，可转债募投资金的投入整体较为缓慢，可转债募投项目存在不能如期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和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发行人已经在募集说明书中对可转债募投项目

的风险予以披露。目前，尽管发行人经营受到上海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以及防控措

施反复的影响，但发行人仍全力按照可转债募投项目的投资方向、建设内容推进，无

法按期完成的风险可控。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之保荐机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欧阳凌  敬启志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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