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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发

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20157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的要求，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荣达”、“发行人”、

“申请人”或“公司”）会同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

“保荐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

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本问询函回复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募

集说明书的含义相同。 

本问询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类别 字体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注：本问询函回复数值一般保留 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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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但综合业务毛利率和扣非归母净利润

持续下降。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分析报告期收入结构，结合前次募投项目实际

完成情况，定量说明收入增长原因及其真实性、合理性；（2）按电磁屏蔽材料

及器件、热管理材料及器件、防护功能器件、基站天线及相关期间、轻量化材料

及器件、功能组件及其他分项定量分析报告期毛利率下降因素中销售数量、单价、

单位成本（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影响情况；（3）具体说明报告期内研发

费用大幅波动，财务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4）定量分析报告期各项

费用支出与公司经营及营业收入是否匹配；（5）报告期毛利率变动趋势是否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保持一致，期间费用率波动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一

致。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分析报告期收入结构，结合前次募投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定量说明收入

增长原因及其真实性、合理性； 

（一）收入增长原因及其真实性、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61,527.08 万元、292,933.86 万元、305,800.87

万元和 75,345.59 万元。其中，公司营业收入以主营业务收入为主，主营业务收

入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8.60%、98.39%、97.85%和 97.77%。报告期内，

按产品分类口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电磁屏蔽材

料及器件 
20,528.21 27.87 98,735.81 33.00 98,194.87 34.07 91,489.89 35.48 

热管理材料

及器件 
26,943.48 36.58 111,253.74 37.18 100,490.72 34.87 53,411.21 20.71 

防护功能器

件 
8,936.39 12.13 38,445.59 12.85 54,851.56 19.03 87,333.80 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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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天线及

相关器件 
6,946.44 9.43 27,396.22 9.16 31,794.07 11.03 24,383.43 9.46 

轻量化材料

及器件 
5,405.70 7.34 15,474.38 5.17 - - - - 

功能组件及

其他 
4,905.51 6.66 7,907.79 2.64 2,893.22 1.00 1,250.63 0.48 

合计 73,665.73 100.00 299,213.53 100.00 288,224.44 100.00 257,868.96 100.00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别为 257,868.96 万元、

288,224.44 万元、299,213.53 万元和 73,665.73 万元。其中，2020 年和 2021 年，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较上年 11.77%和 3.81%，具体情况如下： 

1、2020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原因及其真实性、合理性 

2020 年，公司不同主营业务产品的收入增长及贡献程度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收入金额 增长金额 增长贡献占比 收入金额 

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 98,194.87 6,704.98 22.09% 91,489.89 

热管理材料及器件 100,490.72 47,079.51 155.09% 53,411.21 

防护功能器件 54,851.56 -32,482.24 -107.01% 87,333.80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31,794.07 7,410.64 24.41% 24,383.43 

功能组件及其他 2,893.22 1,642.59 5.41% 1,250.63 

合计 288,224.44 30,355.48 100.00% 257,868.96 

注：增长贡献占比=业务收入增长额/该年度主营收入增长总额。 

根据上表，2020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热管理材料及器件，

随着下游市场需求的上升及应用领域的拓展，其营业收入较上年度增长

47,079.51 万元，增长贡献占比为 155.09%。 

2020 年，公司热管理材料及器件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系对下游计算机及数

据服务器、通信和新能源汽车及储能的销售增长所致。具体来看，随着新冠疫情

爆发，疫情期间居家办公需求持续增长，带动了计算机及数据服务器市场，公司

的散热模组等热管理产品在计算机及数据服务器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因此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同时，2020 年为昆山品岱、润星泰、江苏中迪等子公司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的首个完整年度，通过公司的业务整合，公司与相关公

司在大型通信设备等领域实现了业务协同，进一步推动了公司热管理材料及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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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此外，公司亦积极发挥自身技术、产品优势，扩大下游

市场，拓展热管理材料及器件在新能源汽车及储能等领域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 年，公司热管理材料及器件在下游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数据服务器和新能源汽车及储能市场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8,405.04 万

元、34,343.59 万元和 6,595.01 万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20,420.29 万元、21,559.84

万元和 4,201.66 万元，从而带动了公司整体业绩的增长。 

除热管理材料及器件产品外，随着公司的市场开拓和产业整合，2020 年公

司的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和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产品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也

有所增长，而防护功能器件的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较大，系公司的防护功能器件包

括防尘网、保护膜、单双面胶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终端，2020 年受海外疫

情、中美贸易战、手机终端市场及芯片供应紧缺等因素的影响，手机终端的市场

需求有所下降，导致公司防护功能器件产品的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2、2021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原因及其真实性、合理性 

2021 年，公司不同主营业务产品的收入增长及贡献程度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收入金额 增长金额 增长贡献占比 收入金额 

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 98,735.81 540.94 4.92% 98,194.87 

热管理材料及器件 111,253.74 10,763.02 97.94% 100,490.72 

防护功能器件 38,445.59 -16,405.97 -149.29% 54,851.56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27,396.22 -4,397.85 -40.02% 31,794.07 

轻量化材料及器件 15,474.38 15,474.38 140.82% - 

功能组件及其他 7,907.79 5,014.57 45.63% 2,893.22 

合计 299,213.53 10,989.09 100.00% 288,224.44 

注：增长贡献占比=业务收入增长额/该年度主营收入增长总额。 

根据上表，2021 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主要来自热管理材料及器件、

轻量化材料及器件和功能组件及其他，其收入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 97.94%、

140.82%和 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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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21 年，公司热管理材料及器件实现的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增长

10,763.02 万元，主要系计算机及数据服务器和新能源汽车及储能市场的营业收

入增长。2021 年，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及其变种病毒持续延烧，居家办公成为常

态，在 2020 年的基础上，计算机及数据服务器市场保持了持续增长，根据 Strategy 

Analytics 的统计数据，2021 年全球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同比增长 18%，达到创纪

录的 2.62 亿台，受此影响，当期公司热管理材料及器件在计算机及数据服务器

实现的销售收入为 47,751.66 万元，较上年增长 13,408.07 万元；另一方面，随着

公司通过产品和市场等方面的持续投入，不断拓展热管理材料及器件在新能源汽

车及储能领域的应用，并于与阳光电源、威迈斯、广汽集团等优质企业建立了良

好合作关系，销售规模持续扩大，2021 年公司的热管理材料及器件产品在新能

源汽车及储能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15,174.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579.05万元。 

2021 年，公司的轻量化材料及器件实现营业收入 15,474.38 万元，轻量化材

料及器件主要包括端板、复合材料盖板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其下游客户主要为宁德时代和上汽集团等客户。近年来，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储能等领域积极布局，积极进行新产品研发及市场开拓，并与宁德时代等一批优

质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该等轻量化材料及器件系公司发挥自身在精密加

工及新材料工艺等领域技术优势，针对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路线需求而开发的

产品类别，自 2021 年投产以来，相关产品受相关客户的广泛认可，产销规模实

现了较快的增长。 

2021 年，功能组件及其他产品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014.57 万元。

公司的功能组件及其他产品主要包括软磁材料及器件、无线充电模组、充电器以

及加工业务、电源等其他产品收入。2021 年，功能组件及其他产品的营业收入大

幅增长，主要系公司 2020 年成功开发了软磁材料及器件、无线充电模组和充电

器等新产品，该等产品主要于 2021 年开始投产及对外销售，导致 2021 年功能组

件及其他产品的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增长。 

此外，2021 年，在中美贸易战及芯片短缺等因素的持续影响下，手机终端市

场需求仍较为低迷，受此影响，公司的防护功能器件的营业收入进一步下滑；而



 7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营业收入较 2020 年也有所下降，主要系当期我国通信产

业投资未达预期，并且受海外疫情波动影响，部分客户的海外项目有所延后所致。 

（二）前次募投项目的实际完成情况 

2020 年 4 月，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 1,666.2699 万股，共计

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8,657.94 万元，主要

投资于 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2]第 ZI10281 号），截止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累计使用 53,406.77 万

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差额 投资进度 

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1 
5G 通信器件产业

化项目 
50,000.00 34,544.25 15,455.75 69.09%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 补充流动资金 18,850.00 18,862.52 -12.52 100.00% - 

合计 68,850.00 53,406.77 15.468.27 77.57% - 

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差额 12.52 万元系相关募集资金的利息收入。 

前次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 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补充流动资金增强了公司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间接推动了公司各项业务的

发展。而 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原计划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但自 2022 年以来，该募投项目所在的华东等地区的新冠疫情持续反复，疫

情及部分地区防控政策对相关项目建设进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合理降低项目实

施的不确定性风险，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在保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和资金用途等均不发

生变化的情况，将该项目预计完成时间调整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本回复出具日，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尚未产生具

体效益。而目前 5G 建设仍是我国通信产业的发展重点，国家亦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加快 5G 通信产业建设：2022 年 2 月，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共 12 部门联

合印发的《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中表明，将引导电信运营商加快

5G 建设的进度；3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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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 5G 规模化应用。因此，未来随

着 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的建成投产，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为公司营

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最近三年，公司和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长盈精密 1,095,718.04 975,067.19 862,088.98 

安洁科技 372,798.83 282,382.15 305,515.87 

中石科技 123,627.07 114,498.13 77,409.58 

恒铭达 110,456.33 63,020.23 58,144.15 

公司 299,213.53 288,224.44 257,868.96 

根据上表，2019 年至 2021 年，尽管受具体产品、客户及自身经营情况差异

的影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化幅度不完全一致，但整体均呈上升

趋势。其中，2020 年，安洁科技的主营业务收入略有下降，主要系受疫情和全球

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2021 年随着安洁科技非公开发行项目的成功实施，其

产能得到大幅释放，智能终端功能件和精密结构件以及模组类产品、新能源汽车

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20 年，中石科技的主营业务收入

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系受益于国外大客户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及

其他消费电子领域业务的增长；2021年，恒铭达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幅度较大，

主要系随着其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及其他生产基地的建成完毕，其产能得

到大幅释放所致。 

整体来看，2019 年至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化相一致，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热管理材料及器件和

轻量化材料及器件等业务的发展，系公司针对新能源汽车、储能、计算机和数据

服务器等领域良好的市场前景，通过产品研发、市场开拓和产业整合等方式进一

步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并与宁德时代、阳光电源、广汽集团、上汽集团等一批优

质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带动了相关业务销售规模的扩大，同期，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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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市公司的业务收入也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的持续增长符合公司相关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并且与行业发展趋势相一致，具有

真实性和合理性。 

二、按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热管理材料及器件、防护功能器件、基站天线

及相关期间、轻量化材料及器件、功能组件及其他分项定量分析毛利率下降因素

中销售数量、单价、单位成本（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影响情况； 

（一）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毛利率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的销售数量、平均单价、平均单位成本

变化对其毛利率变动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元/件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销量 198,302.38 247,770.37 336,235.11 

平均单价  0.50   0.40   0.27  

平均单位成本  0.41   0.30   0.18  

毛利率 18.16% 23.79% 33.46% 

毛利率变动 -5.63% -9.67% - 

平均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15.55% 20.85% - 

平均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21.18% -30.53% - 

其中：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11.45% -22.79% -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4.43% -3.29% -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5.31% -4.44% - 

注 1：直接材料成本包括直接材料和委外加工费； 

注 2：平均单价变动影响=（本期平均单价-上期平均单位成本）/本期平均单价-上期

毛利率 

平均单位成本变动影响=（平均上期单位成本-平均本期单位成本）/本期平均单价 

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的影响=（上期单位直接材料-本期单位直接材料）/本期单

价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的影响=（上期单位直接人工-本期单位直接人工）/本期单

价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的影响=（上期单位制造费用-本期单位制造费用）/本期单

价 

注 3：以下表格相同指标计算方法与上述口径一致。 

根据上表，2019 年至 2021 年，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呈现销售数量持续

下降，而平均单价和平均单位成本均有所上升的趋势，主要系公司的电磁屏蔽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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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器件中存在部分小规格的导电布衬垫等产品，该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等终

端设备，具有单价低、数量大的特点，2020 年 5 月，以美国对华为制裁内容全面

升级为标志，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加剧，加之受新冠疫情爆发等一系列影响，公司

下游手机终端市场需求下降，该等小规格产品的销量大幅减少，导致电磁屏蔽材

料及器件产品的整体产销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为应对外部市场冲击的不利影

响，公司积极开拓包括通信设备、智能家居、汽车电子、数据服务器在内的其他

下游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手机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

2019 年至 2021 年，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91,489.89 万元、

98,194.87 万元和 98,735.81 万元，金额较为稳定，其中来自手机终端的占比由

59.35%下降至 24.63%。随着下游应用领域的变化，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产

品内部结构也有所调整，应用于智能家居、汽车电子、数据服务器、通信设备等

领域的产品增加，而其规格尺寸一般大于应用于手机终端的产品，加之受成本上

涨及销售价格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的平均单价和平均单

位成本呈上升趋势。 

在毛利率方面，2020 年和 2021 年，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的毛利率为

23.79%和 18.16%，较上年分别下降了了 9.67%和 5.63%，从影响因素来看，单价

变动对毛利率影响分别为 20.85%和 15.55%，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为-

30.53%和-21.18%，其中，单位直接材料对毛利率的影响较大，为-22.79%和-

11.45%。一方面，系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的产品中，应用于智能家居、汽车

电子、数据服务器、通信设备等领域的产品增加，该等产品的单位直接材料成本

较高；另一方面，2020 年四季度以来，受新冠疫情、全球海运运力紧张等因素的

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带动铜、铝、钢铁及塑料等相关产品的原材料价

格持续上涨，也导致单位直接材料成本持续上涨；同时，2020 年以来公司积极开

拓新的产品应用领域及下游市场，并加强江苏园区等生产基地建设和人力资本投

入，但尚未实现规模效应，也导致单位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有所增加。受此影响，

2020 年和 2021 年，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的单位成本上升幅度高于单位售价

的上升幅度，导致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的毛利率持续下降。 

（二）热管理材料及器件毛利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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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公司热管理材料及器件的销售数量、单价、单位成本变化及对其

毛利率变动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元/件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销量 34,170.27 43,665.93 29,987.12 

平均单价  3.26   2.30   1.78  

平均单位成本  2.76   1.80   1.35  

毛利率 15.24% 21.71% 24.29% 

毛利率变动 -6.47% -2.58% - 

平均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22.95% 17.11% - 

平均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29.42% -19.69% - 

其中：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19.28% -9.97% -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5.71% -4.21% -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4.43% -5.51% - 

根据上表，2020 年，公司的热管理材料及器件销售数量较 2019 年增长幅度

较大，主要系对计算机及数据服务器市场的销售增加以及 2020 年系昆山品岱和

润星泰等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首个完整年度所致；2021 年，热管理材料及器

件销售数量有所下降，主要系当期销售的导热硅胶等产品有所下降，该等产品单

价低、数量较大，导致当期热管理材料及器件的整体销售数量有所下降。 

2020 年，公司热管理材料及器件的毛利率为 21.71%，较上年下降了 2.58%，

从影响毛利率变动的因素来看，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为 17.11%，单位成本变

动对毛利率影响为-19.69%。单位成本变动中，单位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

费用均有所上升，主要系随着公司的产业整合和新产品开发，相关人力及设备等

投入有所增长，但当期产出规模较低，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 

2021 年，公司热管理材料及器件的毛利率为 15.24%，较上年下降了 6.47%，

从影响毛利率变动的因素来看，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为 22.95%，单位成本变

动对毛利率影响为-29.42%，其中最主要为单位直接材料的变动，对当期毛利率

的影响为-19.28%，主要系公司热管理材料及器件产品的原材料主要为铜、铝、

不锈钢等金属材料，该等原材料市场价格与大宗商品价格联系紧密，自 2020 年

四季度以来，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上述部分原材料价格涨幅明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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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司铜采购均价较上年同期上涨 39.64%、铝采购均价上涨了 31.14%、钢

材采购均价上涨了 35.92%，导致热管理材料及器件的单位直接材料的上涨幅度

较大，此外，2021 年，随着江苏园区等新建生产基地的逐步建成投产，公司制造

费用及人工成本有所增加，但是相关生产基地的达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尚未实

现规模效应，也导致单位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有所上升。公司亦不断加强与客户

的合作关系，通过调整产品价格等方式以应对成本压力，当期热管理材料及器件

的平均单价由 2.30 元/件上升至 3.26 元/件，但产品价格的调整具有一定的滞后

性，也导致单价变动的幅度低于单位成本的变动幅度，导致当期热管理材料及器

件毛利率有所下降。 

（三）防护功能器件毛利率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防护功能器件的销售数量、单价、单位成本变化及对其毛利

率变动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元/件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销量 177,459.62  306,795.20  472,635.29  

平均单价  0.22   0.18   0.18  

平均单位成本  0.15   0.13   0.13  

毛利率 32.34% 28.68% 30.21% 

毛利率变动 3.66% -1.53% - 

平均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12.46% -2.34% - 

平均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8.81% 0.81% - 

其中：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5.00% -1.08% -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2.43% 1.04% -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1.38% 0.85% - 

公司的防护功能器件产品主要包括单双面胶、绝缘片、保护膜和标识产品等，

主要应用于手机终端领域，2020 年 5 月，以美国对华为制裁内容全面升级为标

志，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加剧，加之受新冠疫情爆发等一系列影响，手机终端产品

的市场需求下降，导致防护功能器件产品的销售数量持续下降。 

2020 年，公司防护功能器件产品的毛利率为 28.68%，较上年度下降 1.53%，

从影响因素来看，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为-2.34%，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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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81%。2021 年，公司防护功能器件产品的毛利率为 32.34%，较上年度上涨

3.66%，从影响因素来看，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为 12.46%，单位成本变动对毛

利率影响为-8.81%，主要系当期防护功能器件的单位直接成本和直接人工略有上

涨，公司相应调整了产品价格。整体来看，公司防护功能器件产品的毛利率较为

稳定。 

（四）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毛利率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销售数量、单价、单位成本变化及对

其毛利率变动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元/件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销量 1,294.07  1,714.15   872.52  

平均单价  21.17   18.55   27.95  

平均单位成本  21.12   15.29   20.84  

毛利率 0.25% 17.55% 25.43% 

毛利率变动 -17.30% -7.88% - 

平均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10.21% -37.78% - 

平均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27.51% 29.91% - 

其中：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12.47% 27.79% -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6.21% 0.53% -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影响 -8.83% 1.59% - 

根据上表，2020 年，公司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销售数量较上年大幅上涨，

主要系当期因下游客户订单需求，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中的移相器介质产品销售

收入较上年增长 2,334.64 万元，销售数量增长 838.00 万件；2021 年，随着相关

订单需求的下降，公司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销售数量有所回落。 

2020 年，公司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毛利率为 17.55%，较上年同期下降

7.88%，从影响因素来看，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为-37.78%，单位成本变动对毛

利率影响为 29.91%，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主要系单价下降幅度大于单位成本下降

幅度。具体来看，2020 年因下游客户具体订单需求，公司对外销售的移相器介质

产品为 1,223.86 万件，较 2019 年增长 838.00 万件，其平均单价为 2.86 元/件，

导致当期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平均单价为 18.55 元/件，较上年下降 33.63%；



 14 

受当期移相器介质产品销量大幅增长的影响，公司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平均单

位成本亦有所下降，但是除移相器介质产品外，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中的偶极子

天线、多端口天线、多波束天线等其他产品因远程控制单元（RCU）等原材料上

涨等因素影响，成本有所上涨，导致当期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平均成本为 15.29

元/件，较上年下降 26.63%，下降幅度低于平均销售单价的下降幅度，导致当期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毛利率有所下降。 

2021 年，公司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毛利率为 0.25%，较上年同期下降

17.30%，从影响因素来看，单价变动对毛利率影响为 10.21%，单位成本变动对

毛利率影响为-27.51%，其中单位直接材料对毛利率的影响较大，为-12.47%，主

要系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原材料主要包括同轴线缆、金属支架、远程控制单元

（RCU）、天线罩等，其中同轴线缆、金属支架、天线罩等原材料价格与大宗商

品价格相关，而远程控制单元（RCU）受芯片价格的影响，2021 年相关原材料的

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单位直接材料有所上涨；同时，2021

年，由于国内 5G 通信的投资规模不及预期，同时受海外疫情影响，公司基站天

线及相关器件的部分海外订单有所延期，导致公司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的销售收

入较上年下降，而相关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存在一定的刚性，导致单位直接人工

和单位制造费用有所上升。 

（五）轻量化材料及器件毛利率分析 

轻量化材料及器件系公司重点开拓新能源汽车及储能市场，针对相关领域轻

量化技术路线需求而开发的产品类别，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模组及

结构组件等部件中，具有强度高、重量轻等特点，能有效满足新能源汽车轻量化

以增加续航的需求。该等产品主要于 2021 年开始投产并实现销售，其销售数量、

单价、单位成本和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元/件 

项目 2021 年 

销量  520.55  

毛利率 1.80% 

平均单价  29.73  

平均单位成本  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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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单位直接材料 10.48 

单位直接人工 3.63 

单位制造费用 15.08 

根据上表，2021 年，轻量化材料及器件的毛利率为 1.80%，毛利率较低，主

要系相关产品处于投产初期，生产规模仍在逐步扩大当中，规模效应尚未体现，

单位制造费用较高所致，此外 2021 年金属、原油等大宗材料市场价格上涨，轻

量化材料及器件主要使用合金材料及高分子复合材料，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

此当期毛利率较低。目前轻量化材料及器件下游需求旺盛，市场前景良好，2022

年一季度其毛利率为 10.42%，随着相关产品规模效应将逐步显现及原材料市场

价格的逐步趋于平稳，其产品毛利率预计将逐步上升。 

（六）功能组件及其他毛利率分析 

2019 年至 2021 年，功能组件及其他产品的营业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为 0.48%、1.00%和 2.64%，占比较低，其销售数量、平均单价、平均单位成

本和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元/件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功能组件及其

他 

销量  1,573.78   431.95   91.95  

平均单价  5.02   6.70   13.60  

平均单位成本  5.72   5.26   13.49  

毛利率 -13.92% 21.43% 0.84% 

根据上表，功能组件及其他的销售数量、平均单价、单位成本和毛利率波动

较大，主要产品结构变化所致。2019 年和 2020 年，该产品类别主要为加工业务、

电源等其他收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而有所增长。2020 年，公司新开发的

软磁材料及器件、无线充电模组、充电器等产品，当期仅有少量试销收入 138.65

万元，销售数量为 11.83 万件。由于相关产品在电感电容、变压、继电等领域有

广泛的应用，下游市场包括通信、新能源汽车及储能、消费电子、电力等，公司

于 2021 年开始正式投资生产软磁材料及器件、无线充电模组和充电器等产品，

当期实现销售收入 3,590.97 万元，对应销售数量为 1,070.56 万件，但一方面由于

该等新产品处于市场开拓阶段，公司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定价策略，另一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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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相关产品及生产工艺仍在不断改进、优化当中，前期投入、成本较高，同时虽

然销售数量较 2020 年大幅增长，但绝对规模仍较小，单位成本较高，导致相关

产品的平均单价低于单位成本，当期毛利率为-42.33%，并导致当期功能组件及

其他产品的整体毛利率下降至-13.92%。 

综上所述，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热管理材料及器件、防护功能器件、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等产品的毛利率下降，主要系受全球新冠疫情反复、中美贸

易战加剧和国际物流供需紧张等因素的影响，铜、铝、钢铁、塑胶等大宗商品市

场价格持续上涨，带动了公司产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增大了公司的成本压力，

且部分产品尚未实现规模效应，前期成本较高所致。为应对外部市场的变化，公

司不断加强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与宁德时代、阳光电源、

上汽集团等一批新能源汽车及储能领域的优质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预计

随着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逐步平稳及公司产品供应规模的逐步提升，预计公司将逐

步实现规模效应，并逐步提升毛利率水平。 

三、具体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大幅波动，财务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 

（一）研发费用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12,824.50 万元、20,020.83 万元、20,153.72

万元和 5,922.66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90%、6.83%、6.59%和

7.86%，其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人工费用 3,306.30 12,037.25 12,051.40 8,211.57 

直接材料 1,410.67 5,489.02 5,948.68 3,471.23 

折旧费用 288.83 1,037.95 738.55 538.00 

其他 916.86 1,589.50 1,282.20 603.71 

合计 5,922.66 20,153.72 20,020.83 12,824.50 

根据上表，公司的研发费用主要为人工费用和直接材料投入。其中，2020 年

度研发费用较 2019 年度增加 7,196.33 万元，较上年增长 56.11%，一方面系 2020

年为博纬通信、润星泰、昆山品岱等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后的首个完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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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研发规模较上年有所扩大，同时，上述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逐步与公

司形成了业务协同，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加强研发创新，推动产品升级和技术改

进，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公司自身近年亦通过加大人力、物力投

入，积极开发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等，布局新能源汽车、储能及光伏逆变器等市

场，致力于通过技术、产品的创新推动业务的发展，亦导致研发费用有所增加。

2021 年研发费用基本保持相对稳定。2022 年 1-3 月，公司研发费用率略有增长，

主要系当期其他研发费用中的股份支付费用和技术开发费等费用有所增长所致。 

综上所述，2020 年，公司研发费用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系产业整合和公司及

下属公司积极开拓新的应用领域及下游市场，加大研发投入所致，其变动具有合

理性。 

（二）财务费用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费用分别为 487.31 万元、3,652.09 万元、3,819.77 万

元和 1,600.06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19%、1.25%、1.25%和 2.12%，

其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利息费用 1,438.10 3,765.58 1,858.08 1,041.73 

减：利息收入 178.90 1,170.54 665.21 381.13 

汇兑损益 227.53 1,047.22 2,308.72 -274.86 

其他 113.33 177.51 150.50 101.57 

合计 1,600.06 3,819.77 3,652.09 487.31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费用主要由利息费用、利息收入及汇兑损

益等构成。 

2020 年，公司的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3,164.78 万元，增长金额较大，

主要系汇兑损益和利息费用增长。其中，2020 年公司汇兑损益较上年度增长

2,583.58 万元，主要系公司境外销售主要以美元结算，2020 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下降幅度较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参见下图），导致公司当期汇兑损失较大。

同时，2020 年，公司的信贷融资有所增加，期末有息负债余额为 55,654.99 万元，

较上年增加 15,619.85 万元，当期利息费用较上年亦增长 816.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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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021 年，公司的财务费用为 3,819.77 万元，金额与 2020 年较为相近，但内

部构成有所变动。2021 年，公司的利息费用较上年增长 1,907.50 万元，一方面

系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经营需要增加了信贷融资，2021 年末有息负债余额为

107,439.57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51,784.58 万元，故利息费用有所增长；另一方

面，公司于 2021 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与租赁负债相关的利息费用 401.08

万元。2021 年，公司的汇兑损失为 1,047.22 万元，较上年减少 1,261.50 万元，

主要系 2021 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整体仍呈下行趋势，但波动幅度较小，因此公

司的汇兑损失有所减少。 

此外，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为 1.46、1.66、1.25 和 1.25，资产负

债率分别为 50.73%、42.70%、52.37%、53.50%，各项偿债能力指标稳健，财务

风险基本可控，同时公司在自身生产、经营情况等方面对相关资金运用进行统筹

及合理规划，具有较好的资产流动性及偿债能力。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的变动主要系利息费用和汇兑损益的影响，相

关变化与公司实际信贷情况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 

四、定量分析报告期各项费用支出与公司经营及营业收入是否匹配 

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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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费用率 金额 费用率 金额 费用率 金额 费用率 

销售费用 2,685.48 3.56% 9,472.66 3.10% 8,033.93 2.74% 8,006.39 3.06% 

管理费用 7,092.76 9.41% 23,604.32 7.72% 20,097.05 6.86% 16,943.82 6.48% 

研发费用 5,922.66 7.86% 20,153.72 6.59% 20,020.83 6.83% 12,824.50 4.90% 

财务费用 1,600.06 2.12% 3,819.77 1.25% 3,652.09 1.25% 487.31 0.19% 

合计 17,300.96 22.96% 57,050.48 18.66% 51,803.90 17.68% 38,262.02 14.63% 

营业收入 75,345.59 - 305,800.87 - 292,933.86 - 261,527.08 - 

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合计金额分别为 38,262.02 万元、51,803.90 万元、

57,050.48 万元和 17,300.96 万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4.63%、17.68%、

18.66%和 22.96%。其中，2020 年，因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增长，公司的期间费

用率有所提升，2021 年的期间费用率较为稳定，2022 年一季度，受管理费用率

和研发费用率增长的影响，期间费用率有所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的各项期间费

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销售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 8,006.39 万元、8,033.93 万元、9,472.66 万

元和 2,685.4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06%、2.74%、3.10%和 3.56%，

各期占比相对稳定，其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职工薪酬 1,413.30  4,998.41  4,027.62  3,086.99  

业务招待费 353.94  1,442.00  1,121.45  908.92  

服务费 147.76  823.51  709.47  610.35  

差旅费 43.38  456.07  421.53  551.63  

运输、快递、汽车费 103.02  324.66  179.81  1,494.35  

业务推广费 31.63  219.65  309.67  178.50  

折旧费 34.25  161.37  134.54  90.44  

出口报关费 39.40  92.18  69.82  81.78  

其他 518.80 954.80   1,060.03   1,003.43 

合计 2,685.48  9,472.66  8,033.93  8,006.39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较为稳定，主要由职工薪酬、业务招待

费、服务费、差旅费等构成。2020 年销售费用总额较 2019 年基本保持稳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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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酬较 2019 年有所增长，主要系 2020 年为博纬通信、昆山品岱、润星泰等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首个完整年度，人员规模有所增长；2020 年运输、快递、

汽车费较上年下降 1,314.54 万元，主要系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与销售产品

相关的运费作为合同履约成本计入营业成本核算所致。 

2021 年销售费用总额较 2020 年增加 1,438.73 万元，主要为职工薪酬增长。

一方面系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新的产品及应用领域，持续强化业务布局，通过

增加人员投入，加大了新能源汽车、储能等新应用领域和新客户上的市场开拓力

度，另一方面系公司 2021 年为保障江苏园区经营的顺利开展进行了一定的人力

资源储备，相关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有所增加，此外，2020 年度疫情社保减免政策

到期结束，也导致当期销售人员职工薪酬有所增长。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变动合理，销售费用率相对稳定，与公司经营

情况及营业收入基本匹配。 

（二）管理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 16,943.82 万元、20,097.05 万元、23,604.32

万元和 7,092.7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48%、6.86%、7.72%和 9.41%，

其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职工薪酬 3,983.29 12,228.14 10,151.17  7,480.43  

费用摊销 699.79 2,032.27 1,848.35  1,017.81  

服务管理费 394.60 1,650.89 1,439.56  1,137.54  

折旧费 386.40 1,559.43 1,071.72  666.24  

租赁费 169.47 907.04 692.40  265.23  

中介机构费用 127.36 1,101.61 1,205.11  791.29  

办公费 143.74 607.16 475.46  374.59  

业务招待费 143.00 512.16 286.96  319.78  

差旅费 40.09 311.78 267.97  303.58  

股份支付 535.84 278.85 447.41  2,936.82  

其他 469.18 2,414.99 2,210.93 1,650.52   

合计 7,092.76 23,604.32 20,097.05  16,9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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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管理费用总额较 2019 年增加 3,153.23 万元，主要体现在职工薪酬、

费用摊销等增加。2020 年为博纬通信、润星泰、昆山品岱等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的首个完整年度，管理人员职工薪酬、费用摊销、服务管理费等均较上期有所

增长；此外，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管理人员数量增加也导致职工薪酬增

加。股份支付较上年下降主要系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采取一次性授予、分

期解锁的实施方式，相关股份支付费用分期确认，于 2020 年已基本确认完毕，

因此 2020 年股份支付费用有所下降。 

2021 年管理费用总额较 2020 年增加 3,507.27 万元，主要体现在职工薪酬增

加。随着江苏园区逐步建成并开始投产，为保障江苏园区生产的顺利开展及满足

后续产能释放的人力储备需求，公司 2021 年全面加强了人才引进和招聘，管理

人员人数较上期有所增加，此外公司在 2020 年度享受的疫情社保减免政策到期

结束，也导致当期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有所增长。 

2022 年一季度，随着公司人力资源储备的到位，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有

所增长，同时，由于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 年一

季度管理费用中的股份支付费用也有所增加，导致当期的管理费用率有所提升。 

综上所述，报告期管理费用的变动具有合理性，与公司经营情况及营业收入

基本匹配， 

（三）研发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12,824.50 万元、20,020.83 万元、20,153.72

万元和 5,922.6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90%、6.83%、6.59%和 7.86%，

研发费用率处于较高水平。公司自设立以来注重研发与创新，经多年研发生产积

累，掌握了丰富的电磁屏蔽及热管理技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

随着行业应用及技术趋势的发展，公司在技术创新、产品开发、人员配套等方面

持续加大投入，开展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以满足下游市场的需求，其具体

变动情况参见本题回复之“三、（一）研发费用变动分析”项下内容。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与公司经营及营业收入相匹配，未来公司将稳

步推进研发创新，持续优化核心工艺，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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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 487.31 万元、3,652.09 万元、3,819.77 万元

和 1,600.0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19%、1.25%、1.25%和 2.12%。财

务费用主要由利息支出和汇兑损益等构成，其具体变动情况参见本题回复之“三、

（二）财务费用变动分析”项下内容。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各项期间费用变动与实际经营及营业收入匹配，

具有真实性、合理性。 

五、报告期毛利率变动趋势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保持一致，期间费用率波

动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一致。 

（一）报告期毛利率变动趋势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保持一致 

公司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为长盈精密、安洁科技、恒铭达和中石科技，

最近三年，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同行业公司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长盈精密 17.43% 28.47% 21.37% 

安洁科技 21.93% 22.43% 26.59% 

恒铭达 27.12% 39.19% 50.12% 

中石科技 26.03% 33.58% 35.17%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23.13% 30.92% 33.31% 

发行人 15.56% 23.28% 29.54% 

注 1: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注 2: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 年一季度报告未披露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故

上表中未予列示，长盈精密、安洁科技、恒铭达、中石科技和 2022 年一季度的综合毛利率

分别为 14.45%、24.55%、25.40%、25.64%和 11.91%，除安洁科技外，均较上年度有所下降。 

由上表可见，除长盈精密 2020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上升外，2019 年至

2021 年，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具体来看，长盈精

密 2020 年毛利率有所上升，但其 2021 年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2021 年度其主

营业务毛利率与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为相近。2019 年至 2021 年，安洁科技毛

利率呈现逐年小幅下滑趋势，从具体产品看，其智能终端功能件和精密结构件以

及模组类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27.63%、17.10%和 15.93%，与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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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情况较为相近，但由于其新能源汽车类产品的毛利率分别为 31.22%、26.45%

和 32.64%，毛利较高且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因此其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幅度较

小。恒铭达、中石科技报告期内毛利率亦存在一定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降比例与

公司基本相近。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因产品结构、下游客户及自身经营情况差异的影响，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幅度不完全一致，但整体均呈下降

趋势，因此，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的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基本保持一

致，处于合理范围内。 

（二）期间费用率波动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一致 

1、销售费用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率对比如下： 

同行业公司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长盈精密 0.94% 1.71% 1.71% 1.50% 

安洁科技 1.96% 1.61% 2.08% 2.64% 

恒铭达 2.14% 2.75% 5.42% 6.74% 

中石科技 2.93% 2.77% 2.30% 3.52%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1.99% 2.21% 2.88% 3.60% 

发行人 3.56% 3.10% 2.74% 3.06% 

资料来源：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率相对平稳，不存在重大波动。2020 年，除长盈精

密因出口托运及报关费用等增加导致销售费用率有所增加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销售费用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公司销售费用率变动趋势与同行业保持一致，呈

小幅下滑趋势。  

2021 年，公司销售费用率小幅上涨，主要系公司积极布局新能源与储能等

市场，销售人员增加，对应的职工薪酬有所上涨。公司 2021 年销售费用率上涨

比例与中石科技基本保持一致；长盈精密 2021 年销售费用率未发生变动，但其

销售人员职工薪酬亦出现上涨，上涨幅度与公司基本一致；安洁科技 2021 年销

售费用与上年基本一致，但其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导致销售费用率有所下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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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达 2021 年销售费用率大幅下降，主要系其报关代理费计入营业成本，同时随

着其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及其他生产基地的建成完毕，其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幅度较大所致。 

2022 年一季度，公司的销售费用率较上年度略有上升，而同行业上市公司

中，长盈精密和恒铭达的销售费用率下降幅度较大，而安洁科技和中石科技的销

售费用率略有上升，上升幅度与公司较为相近。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率相对平稳，受公司业务发展及开拓下游市场的影

响，略有上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相比，处于合理的波动区间内，不存在

重大差异。 

2、管理费用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可比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对比如下： 

同行业公司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长盈精密 6.77% 7.44% 6.98% 6.27% 

安洁科技 5.92% 6.97% 8.73% 7.55% 

恒铭达 4.57% 13.14% 9.72% 6.41% 

中石科技 6.90% 6.59% 5.05% 6.84%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6.04% 8.54% 7.62% 6.77% 

发行人 9.41% 7.72% 6.86% 6.48% 

资料来源：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的管理费用率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同行业上市公司管理费

用率整体亦呈现上升趋势，公司管理费用率波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基本

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具体来看，报告期内，长盈精密的管理费用率增长幅度与公司基本保持一致；

安洁科技 2021 年管理费用率及中石科技 2020 年管理费用率有所下滑，主要系安

洁科技和中石科技的营业收入分别在 2021 年和 2020 年实现了大幅增长所致；恒

铭达 2021 年管理费用率大幅增长，主要系新增股份支付费用及职工薪酬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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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率波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基本

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3、研发费用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可比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率对比如下： 

同行业公司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长盈精密 8.24% 9.77% 9.00% 9.70% 

安洁科技 6.60% 7.45% 7.82% 6.85% 

恒铭达 4.39% 4.88% 5.86% 5.15% 

中石科技 6.88% 6.44% 6.38% 5.80%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6.53% 7.14% 7.27% 6.88% 

发行人 7.86% 6.59% 6.83% 4.90% 

资料来源：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致力于通过技术、产品的创新推动业

务的发展。2020 年，公司的研发费用率大幅提升，2020 年及以后年度，公司研

发费用率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基本一致。整体上看，公司研发费用率与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4、财务费用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可比上市公司财务费用率对比如下： 

同行业公司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长盈精密 2.50% 2.56% 2.74% 1.60% 

安洁科技 0.07% 0.24% 1.08% -0.97% 

恒铭达 0.46% 0.61% 1.74% -0.82% 

中石科技 0.16% 0.18% 0.61% 0.46%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0.80% 0.90% 1.54% 0.07% 

发行人 2.12% 1.25% 1.25% 0.19% 

资料来源：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根据上表，2019 年，公司的财务费用率低于长盈精密和中石科技，高于安洁

科技和恒铭达；2020 年，受美元汇率波动和信贷融资增加的影响，公司的财务费

用率有所上升，当期低于长盈精密和恒铭达，高于中石科技，与安洁科技较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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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21 年以来，安洁科技和恒铭达因非公发行实施完毕，随着其募集资金的到

位，财务费用率大幅下降，而公司由于信贷融资有所增加，财务费用率高于同期

安洁科技、恒铭达和中石科技，低于长盈精密。 

整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费用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但处于合理范围内。随着业务持续发展，公司需要以权益融资缓解公司经营活动

扩张的资金需求压力，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变动趋势基本

保持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六、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保荐机构核查程序 

1、取得并核查了发行人的收入成本明细表，对发行人营业收入构成及各类

产品的收入变化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了解其收入增长原因及合理性；取得并核查

了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前次募集资金鉴证报告及其他相关资

料；与发行人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收入增长原因及前次募投项目的

实际完成情况；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核查其收入变动情况。  

2、对发行人的收入成本明细表进行核查，针对发行人各项产品单价、单位

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的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进行量化

分析，并与发行人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相关变动原因； 

3、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间费用明细表，访谈发行人主要负责人，了解

各期间费用波动原因，分析各期间费用变动合理性、与发行人经营情况和营业

收入是否匹配； 

4、查阅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了解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报

告期内主营业务经营情况，了解其综合毛利率和期间费用水平及变动趋势，并

与发行人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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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主要来源于热管理材料及器件

和轻量化材料及器件等业务的发展，相关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符合发行人相关业

务实际经营情况，并且与行业发展趋势相一致，具有真实性和合理性； 

2、发行人已按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热管理材料及器件、防护功能器件、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轻量化材料及器件、功能组件及其他分项定量分析毛利率

下降因素中销售数量、单价、单位成本（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影响情况，

相关产品毛利率变动与发行人实际经营情况相符，变动情况合理； 

3、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加强研发创新从而推动各项业务的发展，研发费

用的变动与发行人实际生产经营相关，其变动具有合理性；发行人财务费用的变

动主要系利息费用和汇兑损益变动，相关变化与发行人实际信贷情况及美元兑人

民币汇率变动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 

4、报告期内，发行人各项期间费用的变动与实际经营及营业收入匹配，具

有真实性、合理性； 

5、报告期内，发行人毛利率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基本保持一致，

毛利率变动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内，发行人期间费用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变

动趋势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发行人会计师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详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

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

落实函的回复专项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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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飞荣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报告》之签署页）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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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本发行注

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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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签名： 

   

 马 飞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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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

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林 颖  高 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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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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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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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总经理： 

   

 李 翔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