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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下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

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安永华明”或“申报会计师”）作为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利元亨”或“公司”或“发行人”）的申报会计师，对问询函中涉及申报

会计师的相关问题逐条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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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募投项目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厂房建设装修费及土地购

置费和补充流动资金，请结合公司经营特点及自身科创属性，说明本次募投项

目是否属于投向科技创新领域。（2）现有及在建（含租赁）厂房、办公场所、

宿舍、车位等各自面积及实际使用情况，是否存在闲置情形，本次募投项目替

代现有租赁面积及新增面积的各自占比，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本次新建规模的合

理性。（3）发行人报告期内对主要客户的销售集中度较高，请说明客户集中度

较高是否属于行业惯例， 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的重大依赖，客户是否具有稳定

性，是否存在被取代风险，在手订单是否具有约束力，是否可持续获取；结合

前述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规模合理性，是否存在客户开拓不力、产

能过剩的风险。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发行人说明】 

一、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厂房建设装修费及土地购置费和补充流动资金，

请结合公司经营特点及自身科创属性，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投向科技创

新领域 

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具有先进性，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具备科创属性。装配

调试是核心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关键环节，由于产品装配调试周期长且要求高，使

得业务规模快速扩张期，建设自有生产场地建设需求迫切。产品生产销售周期长、

分阶段付款和票据结算等经营特点导致营运资金缺口大。通过本次募投实施能够

提升锂电池制造设备的产能和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本次募投产品

所属行业为科技创新领域，且相关产品技术水平位于行业前列，募集资金属于投

向科技创新领域。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具有先进性，产品的装配和调试环节是实现核

心技术产业化的关键环节 

1、公司核心技术具有先进性，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具备科创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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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覆盖了智能装备感知、控制、执行、数字化和人工智能

五个层面，并且有效解决了传感层面的多维度信息融合、控制层面多维信息耦合

和一体化、执行层面柔性化及高精度高效率、数字化层面的动态模拟的准确性和

人工智能层面环境自适应性问题等。根据客户的工艺需求和掌握的核心技术，在

产品设计阶段转换为智能装备技术方案。转换的技术方案及产品最终可达到的性

能指标反映了核心技术掌握水平，公司的核心技术具有先进性。智能装备的感知、

控制系统服务于执行系统，执行系统的性能指标综合反映了公司在感知、控制和

执行层面的技术水平，如执行层面的激光应用技术总体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焊接

速度为≥200mm/s(行业均值 120mm)，产能为 20ppm（行业均值 12ppm），误判

率≤3%（行业均值≤5%）。公司是国内较早将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在设备中的企业

之一，并将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应用到仓储物流方案中，使得物流设备运转效率

实现最优配置。 

公司设有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拥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智能化锂电池

制造装备企业重点实验室”，取得了 153 项的发明专利，且有多项发明专利正在

申请中，“一种自动点焊设备”发明专利被评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优秀奖。报

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技术“锂电池热冷压化成容量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动

力电池制芯工艺全自动装配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全自动软包锂电池生产线”、

“锂电池激光焊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经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鉴定，总

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因此，公司掌握智能装备所需的技术，并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且核心技术

具有先进性、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具备科创属性。 

2、设备装配和调试是核心技术产业化的关键环节 

智能装备的感知、控制、执行以及数字化管理等多方面的功能需要根据客户

的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在产品设计环节，根据公司对接客户获取生产工艺和功

能需求，全面了解检测、控制及执行节点等，根据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将客户的

需求转换为机械、电气、软件相结合的智能装备整体架构方案，通过仿真模拟进

行机电软测试和有限元分析，在虚拟空间中仿真智能装备生产产品过程，验证机

械结构合理性、程序控制逻辑等。产品设计方案通过理论论证后，形成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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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 表等下发给生产、采购等部门。设备所需的物料齐套后进入设备装配与调

试阶段。装配与调试是实现产品理论设计方案落地、和核心技术产业化的关键环

节。因实际工业场景复杂、客户物料质量参差不齐、零件实际性能差异等诸多因

素影响，设备在实际运转调试过程中，会出现检测控制异常、效率不达标、稳定

性差、优率低等问题，实际运行结果与理论存在差异，公司需要收集异常问题，

并将优化需求总结反馈至产品设计环节，优化机械、电气、软件设计方案或零件

选型。通过对设备的不断试错与调试，发现设计方案的不足并进行优化，使得设

备出厂前客户预验收以及终验收时，精度、效率、稳定性和优率等指标满足客户

工艺要求。在核心技术产业化实践过程中，能够持续提升公司的核心技术水平和

巩固公司的技术优势。 

 

（二）厂内装配调试阶段场地需求量大且要求高、分阶段付款和票据阶段

的经营特点，决定了快速扩产阶段对生产场地建设和营运资金的需求迫切 

1、厂内装配调试阶段场地需求量大且要求高，对生产场地建设需求更为迫

切 

（1）厂内装配调试难度大且周期长，对生产场地的需求量大 

由于智能装备一般为多功能集成设备，零件数量多，电气线路庞杂，存在较

高的装配难度。如叠片机，需要实现上料、裁切、除尘、放卷、叠片、下料等十

多项功能，单台专机涉及的零件数量上万件、电气线路上万条。设备装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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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布局要求高，装配并非依据装配图纸进行简单的零件堆砌，而是从组件→工

位→专机→整线的逐层级组合装配模式，各层级完工均需进行验收，以确认装配

精度、线路布局等满足作业指导书要求。 

设备装配完成后，逐步进行空机运转动作调试、带料单工位精度指标调试、

带料多工位联动精度调试和产线级单机台拼接联动调试。设备在实际运转调试过

程中，会出现检测控制异常、效率不达标、稳定性差、优率低等问题。由于设备

的功能节点，且导致异常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异常排查及优化难度大，导致调试

周期较长。 

公司产品的装配调试难度大，从签单到装配完成出货一般需要 4 个月，再考

虑产品装配调试前物料齐套准备、项目衔接期等因素，设备实际占用场地周期约

5~6 个月。公司业务规模处于快速扩产阶段，同一时期内排产规模大，对生产场

地需求量大。 

（2）单台设备体积庞大，且重量级别高，对生产场地要求高 

公司主要产品为锂电池制造设备，单台设备体积庞大，重量级别高，如单台

叠片机占地面积约 50 ㎡，重量约 9 吨。设备生产过程对场地承重、层高要求较

高。适合作为装配车间使用的厂房较难获取，普通厂房难以满足大规模设备生产

所需的场地面积及规划需求。厂房承重及层高均为硬性要求，承重要求为 1 吨/m
2

以上，层高要求为净高度 4.5m 以上，租入承重及层高合适的厂房后，公司仍需

要对租赁厂房的安防系统、强弱电系统、消防工程、地面硬化等多方面进行改造：

①在安防系统方面，公司按统一标准对租入厂房加装入厂闸机、人脸识别门禁系

统、安防摄像头；②强弱电系统方面，租入厂房通常仅配备一级配电箱，为满足

产品调试，公司需购买配电箱、桥架、电缆等动力配电设备，从一级配电箱引出

电缆线到各装配车间的配电箱（二级配电箱），再引出线到每个装配项目的配电

柜（三级配电）；③在消防工程方面，公司租入装配车间会规划出部分区域作为

生产人员办公场所及休息室，改变车间原有布局需对烟气通风、防火阀、火灾探

测、烟雾报警器、应急照明和喷水灭火系统等同步改造并二次装修消防报建；④

地面硬化方面，由于不同机型的产品均较重，移动或打孔固定均会对原有水泥地

面造成破坏，公司对所有租入厂房均铺设铁板并改为磁吸式固定；⑤工作环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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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满足组装调试工人对工作环境要求，公司对所有装配车间均配置空调、饮

水机、冰箱、微波炉等设施。 

报告期内，公司对租赁厂房的改造投入约 2,190.25 万元。通过建设自有厂

房，可直接按照公司设备生产场地要求进行规划建设，避免退租是的改造投入的

浪费。且从长期来看，使用自有厂房的成本较低，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租

赁厂房的年单位租金成本为 216.62 元/㎡，本次募投预计自建的厂房年折旧及土

地摊销费为 92.22 元/㎡。 

综上，锂电池设备复杂度高且体积庞大，厂内装配调试难度大、周期长，对

生产场地的需求量大且要求高。在业务规模快速扩张阶段，生产场地的建设投资

较为迫切。 

2、锂电池制造设备生产销售周期较长，行业分阶段付款和票据结算模式，

导致营运资金需求大 

公司的产品从接到订单到厂内装配调试完毕，完成客户预验收平均需要 4

个月，设备在发往客户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到完成终验收平均需要 7 个月。行业内

结算方式主要为“客户下单-产品发货-客户验收-质保期结束”的分步收款方式，分

别在签订合同后收取 30%左右订单款，预验收后发货前收取 30%左右的订单款，

产品验收后收取 30%左右的订单款，存在质保期的，将在 1 年质保期结束后收取

10%左右的订单款。国内的锂电池产商多采用 6 个月承兑期的票据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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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销售周期及款项结算时点示意图 

  

注：公司合作的客户较多，不同客户在上述时点的结算比例略有差异。 

受客户分阶段付款、票据结算比例高、产品生产销售周期长等因素影响，导

致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及应收票据等经营性流动资产余

额较大。公司所属行业对上游供应商信用期普遍相对较短，公司优先考虑交期、

采购成本等因素，供应商的结算周期相对较短，主要是月结、月结 30 天等。除

此外，员工工资需要次月电汇付款，成本费用的付款周期整体短于销售收款周期，

导致经营性流动资产余额大于经营性流动负债余额，资金占用较多。在业务规模

保持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公司存在较大的营运资金缺口。因此，通过募集资金来

补充日常经营流动资金，用于支持主营业务的快速扩产。 

（三）本次募投项目均属于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业务，产业化的产品技

术水平位于行业前列 

1、募投建设项目 

公司本次募投建设项目为锂电池前中段专机及整线成套装备产业化项目，旨

在提升锂电池制造设备的产能。锂电池制造设备是国家当前重点支持的“高端智

能制造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锂电池生产设备”，且本次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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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技术水平位于行业前列。因此，本次募投建设项目属于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具体分下如下： 

（1）本次募投建设有助于提升锂电池制造设备产业化能力 

本次募投项目“锂电池前中段专机及整线成套装备产业化项目”拟建设装配

车间以及配套办公、住宿、停车区等面积合计为 309,239.42 ㎡。其中，生产车间

面积为 161,280.02 ㎡，用于锂电整线、叠片/卷绕机、涂布机和模切机等锂电池

整线及前中段专机的生产。本次完全达产后锂电池整线及前中段专机设备产能为

275,840.71 万元。通过本次募投建设项目的实施，增加装配调试生产作业区域面

积，以及配套办公、住宿和停车区域等，提升公司锂电池池设备的产能和员工的

办公住宿环境等，使得具有行业先进水平的整线、叠片机等锂电池设备能够顺利

实现产业化。  

（2）本次募投产业化产品所属行业是科技创新领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次募投产品旨在提高公司主营业务中锂电池制造设备的产能。本次募投实

施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更。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分类（2018）》，公司主营业务所处行业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的“智能制造

装备产业”，属于高端装备领域。公司锂电池制造设备也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分类（2018）》规定的重点产品和服务目录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之“新型

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中的“锂电池生产设备”。2021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把智能装备继续列为面向 2035 年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之一。根据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工信部联规〔2021〕207 号）明确指出，要针

对满足提高产品可靠性和高端化发展等需要，开发面向特定场景的智能成套生产

线以及新技术与工艺结合的模块化生产单元。本次募投项目所处行业是科技创新

领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服务于国家创新战略。 

（3）本次募投产业化的产品技术水平位于行业前列 

公司本次募投产业化的产品具有先进性，相关解决方案已成功交付比

亚迪、蜂巢能源、国轩高科等多家客户量产验证。不同设备对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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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和柔性生产等技术要求体现略有不同，如叠片机体现在叠片速度、对

齐度和兼容尺寸等方面。经对比，公司本次募投产品中专机的性能达到行

业较高水平，具体如下： 

机型 公司 叠片速度（s/pcs） 叠片对齐度（mm） 兼容尺寸（mm） 

叠片机 

利元亨 0.15 ±0.3 
80-350（W） 

140-700（H） 

先导智能 0.15 ±0.4 
100-250（W） 

100-650（H） 

赢合科技 0.15 / 
80-250（W） 

150-400（H） 

博众精工 0.20-0.25 ±0.2 / 

华冠科技 0.27-0.40 ±0.4 / 

格林晟 0.30-0.40 ±0.4 / 

机型 公司 单机产能 卷绕对齐度（mm） 兼容尺寸（mm） 

卷绕机 

利元亨 
≥12PPM 

极片长度<6000mm 
±0.3 

80-300（W） 

70-450（H） 

先导智能 
6PPM 

极片长≤7000mm 
±0.3 

80-220（W） 

90-220（H） 

赢合科技 / / 
80-200（W） 

60-200（H） 

华冠科技 
≥6PPM 

极片长度<7000mm 
±0.3 

10-30（W） 

70-220（H） 

诚捷智能 ≥5PPM ±0.3 
100-200（W） 

70-230（H） 

吉阳智能 ≥5.5PPM ±0.2 
120-305（W）  

80-230（H） 

格林晟 ≥3PPM ±0.5 / 

机型 公司 涂布幅宽（mm） 
最大涂布速度

（m/min） 
面密度一致性 

涂布机 

利元亨 1,600 100 ±1.0% 

先导智能 1,500 100 ±1.0% 

赢合科技 1,600 110 ±1.0% 

新嘉拓 1,400 100 ±1.0% 

机型 公司 精度（mm） 切割速度（m/min） 纵向毛刺（μm） 

模切机 

利元亨 ±1.5 120 ＜15 

先导智能 ±1.5 90 ≤15 

赢合科技 / 120 ≤6 

吉阳智能 / 90-120 /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8-2-3-10 

 

注：“/”表示同行业公司未披露相应指标。 

与专机相比，整线交付对锂电设备企业的技术实力要求更高，主要体

现在整线产能平衡设计、专机布局、协同运作等方面。公司通过运用数字

化仿真技术和仓储物流技术进行整线配置模拟验证和实现集放式物流传送，

做好整线产能平衡设计，并布局了 80 余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2019 年以来，

公司电芯装配和电池组装环节的实现量产验证的专机不断增多，对多工艺

段专机性能把握能力增强。随着公司完善产品布局，锂电整线的专机可自

制的机型增多，同时自研智造系统已得到比亚迪、中创新航、力神多家等

客户验证。公司实现了专机→一体机→局部环节整线→真正的整线（全流程

生产线）的产品布局，整线中专机自给率在行业中名列前茅，且核心机型

指标位于行业前列，成为全球少数能提供全品类锂电池整线方案的锂电设

备商之一。 

2、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补充流动资金与锂电池制造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密切相关，满

足生产规模扩张产生的大额营运资金需求，保障日常运营和业务规模扩张战略的

顺利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公司业务发展的基础，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因此，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所属领域一致，为科技创新

领域。 

综上，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系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和科技创新领域开展，旨

在扩大具有行业先进水平产品的产能，提高公司的业务规模和资金支持能力，均

属于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业务。 

二、现有及在建（含租赁）厂房、办公场所、宿舍、车位等各自面积及实

际使用情况，是否存在闲置情形，本次募投项目替代现有租赁面积及新增面积

的各自占比，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本次新建规模的合理性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现有及在建厂房、办公场所、宿舍、车位等面积

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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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生产区域面积 办公区域面积 宿舍及食堂区域面积 停车及其他区域面积 合计（m
2） 

 面积（m
2） 占比 面积（m

2） 占比 面积（m
2） 占比 面积（m

2） 占比 

现有场地情况 255,176.59 60.80% 77,537.18 18.47% 51,235.08 12.21% 35,745.84 8.52% 419,694.68 

其中：自有场地 66,774.75 53.55% 37,562.96 30.12% 11,257.11 9.03% 9,107.84 7.30% 124,702.66 

租赁场地 188,401.84 63.87% 39,974.22 13.55% 39,977.97 13.55% 26,638.00 9.03% 294,992.02 

在建场地情况 77,867.85 57.67% 22,091.67 16.36% 22,351.06 16.55% 12,709.48 9.41% 135,020.06 

公司现有厂房、办公场所、宿舍及食堂、车位及其他等各自面积分别为

255,176.59 m
2、77,537.18 m

2、51,235.08 m
2 及 35,745.84 m

2。 

（一）各区域使用情况 

1、厂房使用情况 

2021 年末和 2022 年 6 月末，公司装配车间有效使用面积及在产品总规划面

积对比如下：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末 

厂房区域面积 255,176.59 170,743.44 

其中：机加车间及仓库面积 80,204.60 52,573.36 

装配车间面积（A） 174,971.99 118,170.08 

装配车间有效使用面积（B=50%*

（1-10%）*A）[注 1] 
78,737.40  53,176.54  

在产品规划面积（B）[注 2] 84,006.74 49,280.11 

装配车间使用率（C=B/A） 106.69% 92.67% 

注：1、剔除装配车间通道、物料周转区等辅助面积后，实际摆放设备的面积通常为 50%

左右，另外存在 10%左右的面积以便项目衔接； 

2、该面积为期末所有在产品项目已规划使用面积之和。 

2021 年末，公司有较大面积的厂房新投入使用，由于新投入厂房需要一定

时间达到满产状态，期末装配车间使用率为 92.67%。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

各装配车间均有明确项目规划安排，期末装配车间使用率为 106.69%，在产品规

划面积略高于装配车间理论有效使用面积。公司现有厂房充分使用，不存在闲置

情况。 

2、办公场所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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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办公场所使用情况及对比如下所示：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末 

办公区域总面积（m
2） 77,537.18 48,397.53 

办公区域总面积占比 18.13% 16.19% 

员工数量（人，不含生产人员） 4,361 3,606 

人均使用办公场所面积（m
2） 17.78 13.42 

办公区域面积为建筑面积，包含工位、必要的公摊、公用设施、会议室、员

工休息活动室等。2021 年末，人均面积仅有 13.42 ㎡，公司实际可使用办公面积

较小。2022 年，公司适当扩大办公场所，当前人均办公面积为 17.78 m
2。 

公司对“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已披露的 IPO 或再

融资募投项目办公人均面积情况进行统计，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募投项目 项目坐落地址 
人均办公面积

（m
2） 

迦南科技（300412） 迦南科技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浙江省温州市 22.74 

正业科技（300410） 总部大楼建设项目 广东省东莞市 12.82 

开立医疗（300633） 
总部基地建设项目、开立医疗大厦项

目、松山湖开立医疗器械产研项目 

广东省深圳市、

广东省东莞市 
27.17 

中微公司（688012） 中微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上海市 20.78 

爱威科技（688067） 
医疗检验设备及配套试剂耗材生产基

地技术改造与产能扩建项目 
湖南省长沙市 20.00 

公司现有的人均办公面积为 17.78 ㎡，处于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办公面积 12.82 ㎡-27.17

㎡的中间水平，各办公场地均有效使用，不存在闲置情形。 

3、宿舍及食堂区域使用情况 

公司现有宿舍及食堂区域使用情况及对比如下所示：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末  

宿舍及食堂区域总面积（m
2） 51,235.08 43,989.00 

宿舍及食堂区域总面积占比 11.98% 14.72% 

员工数量（人，全部人员） 7,874 6,496 

人均使用宿舍及食堂面积（m
2） 6.51 6.77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自有及租赁宿舍及食堂总面积为 51,235.08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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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828 间宿舍，可容纳 3,600 余位员工居住，可容纳人数仅占员工总数不到一半，

公司宿舍不足。 

专用设备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对募投项目人均住宿及配套设施面积披露情

况较少，公司增加选取近年来制造业人均住宿面积进行统计，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 行业类别 募投项目 项目坐落地址 

人均宿舍及生

活配套设施面

积（m
2） 

恒泰万博

（A21488）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无线随钻测斜系统及测井系统生产

与研发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山东省烟台市 12.04 

乾照光电

（300102）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Mini/Micro、高光效 LED 芯片研发及

制造项目 
江西省南昌市 20.67 

胜蓝股份

（300843）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高频高速连接器建设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 12.81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汽车射频连接器建设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 14.51 

佳禾智能

（300793）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江西电声产品柔性智能制造生产线

建设项目 
江西省萍乡市 7.00 

通宇通讯

（300793）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武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湖北省武汉市 27.38 

国联水产

（300094） 
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国联水产本部、国联（益阳）食品有

限公司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 

广东省湛江

市、湖南省益

阳市 

8.00/20.00[注] 

注：国联水产平均住宿面积区分人员类别，生产人员为 8 m
2
，管理人员为 20 m

2
。 

公司现有人均使用宿舍及食堂面积为 6.51m
2
，小于同行业公司水平，各宿舍均充分使

用，不存在闲置情形。 

4、车位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停车及其他区域面积为 35,745.84 m
2，包括车位

面积、车道面积、闸口设施面积，以及空调机房，空压机房，发电机房，消防水

池等区域使用面积。一般情况下，小轿车车位含公摊面积约为 35-40m
2，中巴车

车位含公摊面积约为 50-60m
2，大巴车车位含公摊面积约为 80~100 m

2。公司现

有小轿车、中巴车、大巴车停车位共 824 个，车位尚无法满足现有员工停车需求。

公司最大停车区域为租赁土地改建的室外停车场，距厂房及办公楼较远，有随时

被收回的风险。公司目前停车位面积充分使用，亟需新建停车位以满足人员扩张

需求。 

（二）本次募投项目替代现有租赁面积及新增面积的各自占比 

1、募投项目替代租赁厂房的未来初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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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自有厂房面积为 66,774.75m
2
，租赁厂房面积 188,401.83m

2
；

2022 年，公司短期产能不足仍通过租入厂房解决；2023 年，前次募投项目投入使用后，将

在目前的自有和租赁厂房基础上新增 65,259.13m
2
。根据公司自有临时厂房的到期拆除计划、

租赁厂房合同履约情况，2024 年开始，公司租赁厂房、临时厂房面积减少。 

2024 年，本次募投项目投入使用后，新增厂房面积 161,280.02m
2
，可以替换部分租赁

厂房。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预计自有厂房仍不能满足届时市场需求，需继续承租部分厂房，

具体以实际需求为准。未来几年公司自有厂房、租赁厂房及替换情况初步测算如下： 

单位：㎡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2 年末 2023 年末 2024 年末 2025 年末 2026 年末 

自有厂房：       

现有永久厂房 39,701.36 39,701.36 39,701.36 39,701.36 39,701.36 39,701.36 

现有临时厂房 27,073.39 39,682.11 12,608.72  12,608.72  -  -  

前次募投 -  -  65,259.13 65,259.13 65,259.13 65,259.13 

本次募投 -  -  -  161,280.02 161,280.02 161,280.02 

租赁厂房 188,401.84 188,401.84 174,298.66 121,728.00 90,572.00  90,572.00  

合计 255,176.59 267,785.31 291,867.87 400,577.23 356,812.51 356,812.51 

本次募投项目替代现有租赁面积及新增租赁面积各自占比情况如下表： 

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

（m
2） 

替代租赁面积 新增面积 

面积（m
2） 占比 面积（m

2） 占比 

厂房区域 161,280.02 97,829.84[注] 60.66% 63,450.18 39.34% 

办公区域 46,350.00 28,570.99 61.64% 17,779.01 38.36% 

宿舍及食堂区域 53,040.56 21,919.05 41.33% 31,121.51 58.67% 

停车及其他区域 48,568.84 20,324.00 41.85% 28,244.84 58.15% 

合计 309,239.42 168,643.88 54.54% 140,595.54 45.46% 

注：厂房区域替代租赁面积为 2022 年 6 月末租赁总面积（188,401.84m
2）减去 2025 年

末确认保留的租赁场地面积（90,572.00m
2）。其他区域替代租赁面积计算方式相同。 

公司现有厂房、办公场所、宿舍、车位均处于饱和使用状态，不存在闲置情

况。公司现阶段自建厂房尚未到位的情况下，采用建造临时厂房或租赁厂房来实

现产能扩张以及生产配套所需。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大部分租赁将得到替换，

本次募投项目厂房、办公场所、宿舍、车位等各自面积用于替代租赁的比例分别

为 60.66%、61.64%、41.33%及 41.85%。预计至 2025 年末惠州地区租赁厂房仅

保留雄韬工业园厂房共计 90,572.00 m
2，届时公司将进一步实现产业规模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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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化，有效降低物流及人员管理成本。 

2、以自建厂房代替租赁厂房的商业合理性 

（1）公司现有租赁厂房比例及使用成本较高 

目前，公司自有场地有限，通过租赁场地来暂时缓解因场地不足导致产能受

限的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末，租赁的厂房面积占总厂房面积的 73.83%，较高

的租赁厂房比例不利于生产经营的稳定。 

租赁厂房的使用成本较高，主要体现在租金成本、租赁改建成本和租赁分散

增加运营成本三方面：①公司租赁厂房的租金成本相对较高，年单位面积租金成

本高于募投项目折旧摊销成本；②适合作为装配车间使用的厂房较难获取，普通

厂房难以满足大规模设备生产所需的场地面积及规划需求。具体详见本题回复之

“一”之“（二）”之“1”之“（2）”；③公司租赁厂房较为分散，不利于公

司统筹管理，一方面各厂区均需配置安保等后勤人员，造成行政管理费用较多，

另一方面公司项目人员需要经常在不同厂区跟进不同项目，影响工作效率，增加

运营成本。 

（2）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 

①同行业租赁厂房及自建厂房各自占比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未披露租赁厂房及自建厂房的各自占比，公司通过公

开资料获取部分信息。 

A、赢合科技情况 

根据赢合科技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所述，截至 2022 年 6月末，赢合科技共有

14 家子公司，仅有子公司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深圳市斯科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和合自动化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用房系通过租赁

方式取得。赢合科技母公司营业收入占集团合并营业收入的 86.50%，经营成果

主要通过自建厂房实现。 

根据赢合科技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末，赢合科技主要生产

基地为位于广东省惠州市、东莞市及江西省宜春市的五大生产基地，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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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87 万平方米，预计 2022 年整体满产年产值将超过 130 亿元。根据赢合科

技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发出商品、库存商品期初及期末账面余额等数据推

算 2022 年 1-6 月产值约为 53 亿元，小于自有厂房的满产产值，因此推测赢合科

技自建厂房占比较高。 

B、先导智能情况 

根据先导智能公开资料，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先导智能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1.68 万平方米，其中投入使用的面积为 9.32 万平方米，剩余在建设中。以先导

智能所在地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

的若干政策措施》中的要求，以新型产业用地或高标准厂房用地容积率不低于

2.0 的标准进行谨慎推算，先导智能自建厂房建筑面积大于 18.64 万平方米。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先导智能在租厂房约 63.57 万平方米，其主要租赁厂

房来自于大股东拉萨欣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约 33.04 万平方米，具体如下：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位置 
租赁面积

（万 m
2） 

期限 

泰坦新动力 
珠海市理易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

屏西五路 11 号 
12.27 2016.9.1-2025.9.30 

泰坦新动力 
隆港精密工业（珠

海）有限公司 

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

屏东一路九号二期一栋 
0.10 2018.5.1-2023.4.30 

先导智能 
拉萨欣导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高新区新

梅路 58 号 
5.05 

2019 年 8 月 12 日至

2027 年 8 月 12 日 

先导智能 
拉萨欣导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高新区新

梅路 58 号一号厂房部分

区域及附属设施。 

0.68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先导智能 
拉萨欣导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高新区新

梅路 58 号一号厂房部分

区域及附属设施 

2.54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1 日 

先导智能 
拉萨欣导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高新区新

梅路 58 号一号楼至五号

楼部分区域及附属设施 

24.77 
自 2021年 5月 1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先导智能 / / 18.16 
2022 年上半年租入，

租赁期限未知 

合计 63.57   

注：/代表未披露。 

以先导智能自建厂房 18.64 万平方米进行审慎估计，先导智能自建厂房及租

赁大股东厂房面积占所有厂房面积的比例大于 62.86%，自建及租赁大股东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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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较高，向外租赁的厂房较少。 

C、杭可科技及科瑞技术情况 

杭可科技及科瑞技术未披露具体的租赁情况，杭可科技尚未披露 2022 年半

年度报告，其 2021 年末使用权资产科目中房屋及建筑物期末账面价值为 980.53

万元，科瑞技术 2022 年 6 月末使用权资产科目中房屋及建筑物期末账面价值为

4,676.16 万元，远小于公司 2022 年 6 月末的 12,910.07 万元，上述两家可比公

司长期租赁规模较小。 

D、本公司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自建厂房仅为 26.17%。前次募投厂房及新增临建

厂房建成后，将新增 77,867.85 平方米自建厂房，另有部分临建厂房到期需拆除，

到 2023 年末，公司自建厂房比例预计提高到 40.28%，与同行业相比仍处于较低

水平，公司以本次募投项目部分自建厂房代替租赁厂房具有商业合理性。 

②同行业可比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对比 

A、固定资产结构对比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固定资产中房屋建筑物为主，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相比较为相似。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占固定资产比例 账面价值 占固定资产比例 

先导智能 48,577.98 57.81% 14,469.01 17.22% 

赢合科技 133,622.54 86.93% 14,421.92 9.38% 

杭可科技 / / / / 

科瑞技术 30,449.90 64.48% 14,238.29 30.15% 

利元亨 44,727.62 58.36% 20,786.13 27.12% 

注：截至 2022 年 8 月 26 日，同行业可比公司未公告的 2022 年度半年报数据，以“/”

列示。 

公司主要机器设备大多是机加工设备，用于机加钣金件的加工，加工完成后

由装配部门领用。机加钣金件主要包括机架、机罩、固定板等，用于固定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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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元件等，该物料生产加工过程不涉及核心技术，同行业公司可根据需求选择

自产或外采。 

B、固定资产规模对比分析 

截至 2022年 6 月末，公司固定资产规模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比例 

先导智能 84,035.36 2.95% 

赢合科技 153,704.92 10.71% 

杭可科技 / / 

科瑞技术 47,223.61 8.07% 

利元亨 76,640.94 10.48% 

注：截至 2022 年 8 月 26 日，同行业可比公司未公告的 2022 年度半年报数据，以“/”

列示。 

公司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高于同行业，主要是公司发展历程较短，总资产

规模偏小，同时，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成新率较高。其中，房屋建筑物包括柏塘工

业园一期项目和马安工业园（小地块）项目两处工业园于 2020 年转入固定资产，

两处工业园截至目前使用时间短，折旧较少，并且开建及建成时间较晚，造价相

对较高。公司机器设备于 2021 年转固投入使用。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房屋建筑物成新率与公司相比较

低， 具体如下：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房屋建筑物成新率 机器设备成新率 固定资产成新率 

先导智能 81.49% 76.23% 73.46% 

赢合科技 94.93% 54.51% 86.37% 

杭可科技 / / / 

科瑞技术 87.25% 62.46% 73.80% 

利元亨 92.83% 86.17% 83.95% 

注：截至 2022 年 8 月 26 日，同行业可比公司未公告的 2022 年度半年报数据，以“/”

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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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房屋建筑物折旧期 20-35 年估算，每年房屋

成新率降低 3%-4%左右，因此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除赢合科技外厂房平均建成

年限相比公司早 2 至 4 年。依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资料，先导智能主要厂

房于 2015 年、2018 年、2021 年建成，赢合科技主要厂房赢合（惠州）工业园、

赢合（宜春）工业园等主要厂区自 2015 年起陆续建成，赢合科技房屋建筑物成

新率较高主要是因为 2022 年上半年新建成厂房转入固定资产 8.19 亿元，杭可

科技主要厂房于 2016 年、2017 年、2019 年、2021 年建成，科瑞技术主要厂房

于 2018 年、2019 年建成。 

此外，为了满足下游大幅扩产需求，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有大规模的厂房

建设扩充产能。根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资料，先导智能在建及预计建设扩

产项目 20.50 亿元。赢合科技募投项目已接近完工，预计投资额 13.76 亿元，其

中 8.19 亿元已转入固定资产，全部完工后固定资产将达到 20.94 亿元。杭可科

技与产线扩产相关项目预计投资额合计为 24.14 亿元；科瑞技术产业园及生产车

间项目预计投资额为 7.47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扩产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合计 

先导智能 

先导高端智能装备华南总部制造基地项目 89,028.51 

204,985.92 
自动化设备生产基地能级提升项目 40,816.41 

锂电智能制造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75,141.00 

赢合科技 锂电池自动化设备生产线建设 137,618.26 137,618.26 

杭可科技 

锂离子电池智能生产线制造扩建项目 32,481.00 

243,433.00 

前沿能源电池装备技术研发及配套部件加工

线扩产项目 
67,239.00 

12 路锂离子电池生产设备智能制造扩产项目 133,713.00 

11 号路拼接改造及新建宿舍工程项目 10,000.00 

科瑞技术 

科瑞智造产业园建设项目 58,619.21 

74,747.15 智慧工厂机器人与运动控制集成运用研发及

生产车间建设工程项目 
16,127.94 

利元亨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生产项目 56,683.98 

171,623.85 锂电池前中段专机及整线成套装备产业化项

目 
114,9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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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公司目前自建厂房面积占比较小，公司

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主要是规模较小和厂房设备投入时间较晚，当前固定资产投资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本次募投项目新建规模的合理性 

1、本次募投项目各区域占比设置合理 

同行业先导智能、赢合科技等可比上市公司近年来未公告 IPO 或再融资建

设类项目的面积规划具体情况。公司对“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或

拟上市公司已披露的 IPO 或再融资募投项目办公、宿舍区域占比情况进行统计，

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募投项目 
项目坐落

地址 

生产区

占比 

办公区

占比 

宿舍区

占比 

停车及其

他区占比 
合计 

联得装备

（300545） 

新型显示技术智能装备总部基地建

设项目 

广东省深

圳市 
49.68% 24.68% 25.63% / 100.00% 

恒泰万博

（A21488） 

无线随钻测斜系统及测井系统生产

与研发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山东省烟

台市 
40.68% 20.30% 14.10% 24.93% 100.00% 

本公司 
锂电池前中段专机及整线成套装备

产业化项目 

广东省惠

州市 
52.15% 14.99% 17.15% 15.71% 100.00% 

由于各家公司生产方式不同、产品形态不同、各地区建设规划标准不同等因

素，募投项目各区域面积的占比存在一定差异。与专用设备制造行业的上市公司

相比，公司募投项目建成后办公区占比相对较低、宿舍区占比处于中间水平。 

2、募投项目规模与产出匹配 

（1）本次募投项目规划单位面积厂房出货规模合理 

公司当前厂房产能饱和利用，在手订单充足，下游市场和本行业均呈现较好

的成长性，2021 年、2022 年 1-6 月及募投项目的月均厂房面积与年度设备出货

规模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募投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月均厂房面积（m
2
）[注 1] 161,280.02 196,885.91 130,5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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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次募投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出货规模（万元）  275,840.71 196,885.91 272,112.94 

单位面积厂房出货规模（万元/

㎡） 
1.71 1.00 2.08 

注 1：月均厂房面积=Σ（当年各月厂房面积）/当期月份数； 

本次募投项目单位面积出货规模为 1.71 万元/㎡，2022 年 1-6 月单位面积出

货规模年化后为 2.01 万元/㎡，略小于 2021 年度水平。 

（2）本次募投项目厂房规划装配车间周转周期合理 

公司厂房装配车间在 2021年、2022年 1-6月及募投项目的周转期计算如下： 

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月均厂房面积[注1] 161,280.02 196,885.91 130,526.06 

其中：    

机加车间及仓库面积 - 67,165.17 49,424.45 

装配车间面积（A） 161,280.02 129,720.74 81,101.61 

装配车间有效使用面积（B=50%*

（1-10%）*A）[注2] 
72,576.01 58,374.33 36,495.72 

出货设备总占地面积（C）[注3] 136,678.50 56,049.48 87,636.10 

装配车间实际周转周期（月）（D=

当期月份数/(C/B)） 
6.37 6.25  5.00  

注：1、月均厂房面积=Σ（当期各月厂房面积）/当期月份数； 

2、剔除装配车间通道、物料周转区等辅助面积后，实际摆放设备的面积通常为 50%左

右，另外存在 10%左右面积以便项目衔接； 

3、出货设备总占地面积为当年全部出货设备规划占地面积之和。 

公司设备平均生产周期约为 4 个月，公司装配车间实际周转周期高于设备实

际生产周期 1 个月左右，主要原因是项目开展之间预留正常衔接期以便设备出入，

另一方面各项目对装配场地要求不同，例如装配场地大小、装配场地承重性、电

气功率、层高、出入口大小、保密性等因素，空置场地不满足项目其中一项要求

便无法使用，导致项目排产存在一定等待期。 

本次募投项目及 2022 年 1-6 月单位厂房面积出货规模较 2021 年度稍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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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车间实际周转周期较 2021 年略长，主要是 2022 年上半年生产产品中整线产品

比例更高，募投项目规划中整线设备占比达到 60%以上。整线产品占地面积较公

司目前主要生产销售的电芯检测专机、电芯装配专机更大，设备摆放灵活度较低，

且厂内装配调试周期更长。因此公司需要增加厂房面积，以便进行整线项目的排

产。整线生产周期较专机长 2-4 个月，本次募投场地设计周转周期为 6.37 个月，

较 2021 年装配车间周转周期长，与 2022 年 1-6 月周转周期接近。募投项目产品

结构与 2022 年 1-6 月产品结构更为相似，本次募投项目场地将被有效利用，不

存在闲置，本次募投新建规模具备合理性。 

3、本次新建后预计可实现出货规模较为谨慎 

（1）现有厂房充分使用情况下未来出货规模预测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已有 2022 年度在手订单排产及客户交付安排，公

司依据该安排预估当年出货规模及产量，由于在手订单产品结构与 2021 年度出

货产品存在一定差异，2022 年单位厂房面积出货规模更大。出于谨慎性考虑，

公司选取 2021年单位厂房面积出货规模预测 2023年及之后年度现有厂房的出货

规模，公司预计未来 5 年各年现有厂房月均面积、出货规模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现有厂房月均面积（㎡） 130,526.06 213,885.80 251,860.18 189,800.74 140,780.63 130,273.36 

单位厂房面积出货规模

（万元/㎡） 
2.08 2.39 2.08 2.08 2.08 2.08 

预计出货规模（万元） 272,112.94 511,669.00 523,869.17 394,785.54 292,823.71 270,968.59 

注：月均厂房面积=Σ（当年各月厂房使用面积）/12。 

（2）公司未来厂房可实现的出货规模 

公司未来出货规模为现有厂房出货规模与募投项目厂房出货规模之和，合计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现有厂房出货规模 272,112.94 511,669.00 523,869.17 394,785.54 292,823.71 270,968.59 

前次募投厂房出货规模 - - 65,333.75 100,970.34 118,788.63 118,788.63 

本次募投厂房出货规模 - - - 110,336.28 220,672.57 275,8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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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合计出货规模 272,112.94 511,669.00 589,202.92 606,092.16 632,284.91 665,597.93 

（3）公司未来厂房可实现的出货规模与行业市场规模对比 

根据新能源汽车预计销量对锂电终端需求、锂电厂商扩产计划，预计到 2025 年，锂电

设备市场容量接近 2,000 亿元，是 2021 年（747 亿元）的 2.5 倍以上，是 2020 年（457 亿

元）的 3 倍以上。具体如下： 

年份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全球锂电池落地产能规划（GWh，a） 294 468 748 1,221 1,732 2,263 2,755 

全球锂电池新增落地产能规划（GWh，△a） 96 175 280 473 512 531 493 

锂电设备新增需求量（亿元，A1=△a*2.5）
注

 240 437 699 1,182 1,280 1,326 1,231 

锂电设备更新需求量（亿元，A2）   20 48 135 275 512 767 

锂电设备需求量（亿元,A=A1+A2） 240 457 747 1,317 1,555 1,838 1,999 

注：每 GWh 设备投资额包括电芯生产设备和电池组装设备。 

2021 年，公司出货规模 27.21 亿元，其中锂电设备出货规模 25.80 亿元，占当年全球

锂电设备需求量比例为 3.45%，按此市场占有率测算 2025 年公司预计可实现的锂电出货规

模约为 69.03 亿元。公司本次募投投入使用后，2025 年自有厂房以及租赁厂房预计实现出

货额约 63.23 亿元，低于上述测算值，不足部分产能继续通过租赁进行弥补，公司新建规模

具有合理性。 

三、发行人报告期内对主要客户的销售集中度较高，请说明客户集中度较

高是否属于行业惯例， 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的重大依赖，客户是否具有稳定性，

是否存在被取代风险，在手订单是否具有约束力，是否可持续获取；结合前述

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规模合理性，是否存在客户开拓不力、产能过

剩的风险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对主要客户的销售集中度较高，请说明客户集中度

较高是否属于行业惯例，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的重大依赖，客户是否具有稳定

性，是否存在被取代风险，在手订单是否具有约束力，是否可持续获取 

报告期各期，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属于行业惯例。公司主要锂电客户生产

经营情况良好，具备持续且大量的锂电设备需求，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紧密，预

计后续订单充足。公司技术优势及产品竞争能力较强，客户粘性较高，被取代风

险较小，同时公司具备开拓市场能力。在手订单均为双方确认的销售订单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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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约束力。结合公司主要客户经营情况，公司产品具备技术先进性和市场竞争

力，具备持续获取订单能力，预计能够保障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消化。 

1、发行人锂电池领域客户集中度较高属于行业惯例 

（1）发行人主要下游行业锂电池行业集中度较高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前五大客户实现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95.79%、86.42%、95.47%和 86.17%，主要是因为公司锂电池领域客户集中度较

高，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序号 客户 收入 销售占比 主要产品领域 

2022 年

1-6 月 

1 新能源科技 80,829.08  46.36% 锂电池制造设备 

2 国轩高科 24,140.96  13.85% 锂电池制造设备 

3 比亚迪 21,062.89  12.08% 锂电池制造设备 

4 三星 SDI 15,901.14  9.12% 锂电池制造设备 

5 蜂巢能源 8,296.46  4.76% 锂电池制造设备 

合计 150,230.53  86.17%   

2021 年度 

1 新能源科技 199,117.03  85.41% 锂电池制造设备 

2 欣旺达 8,879.26  3.81% 锂电池制造设备 

3 比亚迪 5,860.01  2.51% 锂电池制造设备 

4 豪鹏国际 4,438.23  1.90% 锂电池制造设备 

5 联想集团 4,281.05  1.84% 其他领域制造设备 

合计 222,575.58  95.47%   

2020 年度 

1 新能源科技 100,492.37  70.28% 锂电池制造设备 

2 比亚迪 10,508.44  7.35% 锂电池制造设备 

3 力神 6,615.40  4.63% 锂电池制造设备 

4 联想集团 3,568.57  2.50% 其他领域制造设备 

5 浪潮电子 2,394.16  1.67% 其他领域制造设备 

合计 123,578.94  86.43%   

2019 年度 

1 新能源科技 66,168.98  74.44% 锂电池制造设备 

2 比亚迪 14,361.36  16.16% 锂电池制造设备 

3 凌云股份 2,468.43  2.78% 汽车零部件制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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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序号 客户 收入 销售占比 主要产品领域 

4 宁德时代 1,109.14  1.25% 锂电池制造设备 

5 富临精工 1,036.34  1.17% 汽车零部件制造设备 

合计 85,144.25  95.79%   

①消费锂电客户 

在消费锂电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客户为新能源科技、三星 SDI 等。

其中新能源科技是消费锂电池尤其是软包类消费锂电池的龙头企业，最近三年出

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市场占有率持续在 30%以上。消费锂电行业集中度较高，公

司主要消费锂电领域客户新能源科技、三星 SDI 的市场占有率情况如下： 

公司 

全球笔记本及平板电脑锂电池市场份额 全球手机锂电池市场份额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市场份额 排名 市场份额 排名 市场份额 排名 市场份额 排名 

新能源科技 37% 1 34% 1 39% 1 38% 1 

三星 SDI 4% 5 7% 4 11% 2 11% 2 

其他 58% 
 

58% 
 

50% 
 

51% 
 

数据来源：Techno Systems Research 

2020-2021 年，全球笔记本及平板电脑锂电池市场、手机锂电池市场中，新

能源科技均居于首位，公司主要消费锂电客户新能源科技、三星 SDI 所占市场

份额接近一半。 

新能源科技主要下游行业包括多个知名的智能手机、笔记本和平板电脑原厂

制造商、各类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和电动工具制造厂家，以及各种智能家居、虚

拟、增强现实和可穿戴电子产品的先锋领导者，代表客户包括 Apple、Vivo、小

米、OPPO、HP、Dell、华为等，是消费软包电池龙头企业。 

三星 SDI 是三星集团在电子领域的成员公司，主要消费锂电产品应用于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移动电话、穿戴式装置、移动电源等领域，主要客户包括

三星电子等三星集团成员公司、苹果等国际知名电子消费品企业。 

公司在发展初期优先服务软包锂电池龙头新能源科技。在此阶段，公司发展

历史较短，早期规模及产能较小，为了在核心产品、核心技术工艺形成并建立持



 

8-2-3-26 

 

续的竞争优势，战略上选择优先服务消费锂电龙头客户新能源科技。同时，公司

前期主打产品化成容量测试机具备行业内领先的技术优势，持续销售金额较高，

且公司积极开发电芯装配、电芯制造等其他环节锂电设备产品，向锂电全生产环

节渗透，该等新开发产品陆续通过新能源科技量产验证。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对

新能源科技实现收入占比较大。2021 年，公司成功开拓消费锂电池知名企业三

星 SDI 为主要客户，并于 2022 年开始通过设备验收。 

②动力锂电客户 

2019-2020 年，公司持续销售动力锂电设备，通过承接动力锂电领域知名客

户订单，保持研发投入，了解该领域锂电设备的工艺需求和技术前沿。2021 年

起，公司积极开拓动力锂电领域客户范围，大规模获取动力锂电订单。2022 年

1-6 月公司第一大客户集中度下降，前五大客户中动力锂电客户销售占比上升明

显。在动力锂电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比亚迪、国轩高科、蜂巢能

源等。根据 GGII 统计，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上述三家主要动力锂电客

户占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的合计比例分别为 23.16%和 29.50%，下游锂电客户装

机量排名靠前。具体如下： 

单位：GWh 

公司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装机量 占比 
国内装机量

排名 
装机量 占比 

国内装机量

排名 

比亚迪 22.94  22.89% 2 23.56  16.83% 2 

国轩高科 4.96  4.95% 4 6.50  4.64% 4 

蜂巢能源 1.67  1.67% 7 2.37  1.69% 8 

其他 70.67  70.50%  107.55  76.84%  

国内合计 100.24  100.00%  139.98  100.00%  

注：（1）数据来源：GGII； 

（2）2021 年度、2022 年 1-6 月，其他公司装机量占比较大，主要是宁德时代占比分别

为 52.38%、50.05%，相对其他公司装机量占比较大。 

同时，该等客户的合计动力电池装机量在最近三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

52.19%，高于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整体增速 49.80%。公司主要动力锂电客户规

模较大，业务规模增长较快，报告期内锂电池制造设备需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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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转型发展动力锂电之时，下游主流动力锂电厂商中较多已经与设备厂商

达成紧密合作关系，例如，公司长期与比亚迪合作、先导智能与宁德时代战略合

作。公司电芯装配线等优势产品通过了国轩高科、蜂巢能源的验证，并于 2021

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综上，公司下游锂电池行业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各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中，

其锂电设备需求量较大。公司与该等客户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客户集中度

较高，具备合理性。 

（2）同行业可比公司客户集中度对比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为锂电池行业的国内

外知名企业提供自动化生产设备。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客户集中情况如下： 

公司 

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占比 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比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先导智能 / 40.92% 26.80% 13.17% / 70.76% 54.81% 45.99% 

赢合科技 / 31.52% 9.32% 25.01% / 61.26% 34.84% 59.28% 

杭可科技 / 16.96% 47.85% 39.60% / 57.32% 76.94% 71.97% 

本公司 46.36% 85.41% 70.28% 74.44% 86.17% 95.47% 86.42% 95.79% 

注：“/”表示同行业公司未披露 2022 年 1-6 月客户销售占比数据。 

根据上表，可比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比基本在 50%以上，集中度均较

高。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客户集中度较高属于行业惯例。公司客户集中

度较同行业可比公司更高，主要原因是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在发展阶段、产品

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比较同行业更高，主要是前三年对第

一大客户新能源科技销售收入占比较高。具体原因详见本回复之“三”之“（一）”

之“1”之“（1）发行人主要下游行业锂电池行业集中度较高”。同行业可比公司

中，先导智能在发展早期客户集中度较高，与公司相似。2012-2014 年，先导智

能营业收入分别为 1.5 亿元、1.7 亿元、3.1 亿元，规模相对较小，其锂电设备分

部第一大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 45.37%、60.38%及 84.02%，客户集中度与公司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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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的客户集中度及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与先导智能、

赢合科技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是先导智能、赢合科技、杭可科技从消费锂电

领域向动力锂电领域转型、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销售均较早，客户群体较多。公

司开始销售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前中段专机以及向动力锂电转型均较晚，客户群体

相对较少。截至 2022年 7月末，公司在手订单第一大客户蜂巢能源占比 39.81%，

前五大客户占比 78.11%，与先导智能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客户集中度已较为接近。 

2、主要客户经营情况稳定，发行人能够与主要客户持续合作 

报告期各期，公司第一大客户均为新能源科技，前五大客户有所变动但保持

持续合作，主要是随着下游动力锂电扩产且公司成功交付案例增加，公司在保持

对原有客户紧密合作的同时开拓新客户群体。公司主要客户均为知名下游锂电企

业，该等客户经营情况稳定且投资扩产需求较高，公司预计能够持续获取订单。 

公司锂电领域主要客户自 2021 年度以来实现收入、报告期末在手订单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客户 
2022年7月末在手订单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不含税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蜂巢能源 257,910.56 39.81% 8,296.46  4.76% 650.97  0.28% 

比亚迪 91,303.90 14.09% 21,062.89  12.08% 5,860.01  2.51% 

新能源科技 45,912.43 7.09% 80,829.08  46.36% 199,117.03  85.41% 

国轩高科 37,867.20 5.84% 24,140.96  13.85% 6.55  0.00% 

三星 SDI 26,423.46 4.08% 15,901.14  9.12% -  - 

欣旺达 16,177.41 2.50% 2,751.86  1.58% 8,879.26  3.81% 

主要客户合计 475,594.96 73.40% 152,982.38  87.74% 214,513.83 92.01% 

公司主要锂电领域客户近期生产经营情况稳定，因投资扩产需求持续，预计

不会对公司未来获取订单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该等客户近期生产经营

状况及与公司合作情况如下： 

（1）蜂巢能源 

蜂巢能源产能扩张明确。根据蜂巢能源介绍，已经获得了长城、东风、一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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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合众新能源、赛力斯、零跑等新能源汽车品牌合作，2025 年产能规划目

标提升至 600GWh。2021 年，蜂巢能源的产能仅 39GWh，未来产能扩张幅度大，

预计其电芯装配线等锂电池设备 2021年至 2025年的投资额达到 1,402.50亿元1，

需求旺盛。 

公司与蜂巢能源保持紧密合作。公司已参与蜂巢能源包括湖州、马鞍山、遂

宁、南京、盐城、上饶等多个生产基地的投产建设项目，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的重点机型涵盖电芯装配线和叠片机等。最近一年，公司获取蜂巢能源订单

金额在其同类设备供应商中排名前三。凭借与蜂巢能源良好的合作基础，预计未

来公司与其能够在更多投产建设项目、产品领域开展合作。 

（2）新能源科技 

新能源科技锂电设备需求持续。过去几年，新能源科技每年电芯检测、电芯

装配设备采购额在 30 亿元以上，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新能源科技已持续开拓动

力、储能市场，前景良好，预计未来具有较大的锂电池生产设备新增投资和更新

迭代需求。 

公司与新能源科技保持紧密合作，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历史较长，

是其锂电池设备的优质供应商，向其销售电芯制作工序设备占同工序设备约 30%

份额、电芯装配和电芯检测工序设备占同工序设备约 65%份额，合作粘性较强，

预计未来将持续向公司采购锂电池设备。 

（3）比亚迪 

比亚迪产能扩张明确。比亚迪除了向自身比亚迪、一汽、福特、丰田等品牌

客户供给电池外，近期与全球新能源汽车龙头特斯拉达成合作意向。2021 年，

比亚迪的已实现产能为 76GWh，目前已公开的产能合计达到 470GWh（含在建

产能），2025 年产能规划目标为 600GWh，产能规划目标逐步落地。比亚迪未来

的扩产需求大，预计其锂电池设备 2021年至 2025年的投资额达到 1,310.00亿元，

需求旺盛。 

                                                   

1 招商证券研究报告《锂电扩产助益设备龙头，强者恒强攻略能源版图》，单位 GWh 产能

对应的设备投资为 2.5 亿元，公司据此测算下游客户锂电设备投资额，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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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比亚迪保持紧密合作。公司已参与比亚迪包括青海、绍兴、上海、济

南、深圳等多个生产基地的投产建设项目，成为其部分锂电设备的优选供应商。

最近一年，公司获取比亚迪订单金额在其同类设备供应商中排名前三。凭借与比

亚迪良好的合作基础，预计未来公司与其能够在更多项目开展合作。 

（4）国轩高科 

国轩高科产能扩张明确。国轩高科拥有上汽、吉利、江淮、长城、长安、奇

瑞、零跑、合众、印度 TATA 等客户，2021 年引进战略投资者大众汽车集团，

与大众汽车集团大成战略合作，以及与美国某上市车企签订 200GWh 的战略合

作。2021 年，国轩高科的产能为 25GWh，2025 年产能规划目标为 300GWh，未

来产能扩张幅度大，预计其电芯装配线等锂电池设备 2021 年至 2025 年的投资额

达到 687.50 亿元，需求旺盛。 

公司与国轩高科保持紧密合作。公司已经参与国轩高科合肥、柳州、桐城等

生产基地的项目建设，并参与国轩高科为德国大众生产锂电池的海外项目，与国

轩高科达成战略合作。最近一年，公司获取国轩高科订单金额在其同类设备供应

商中排名第二，在国轩高科持续快速扩产情况下，预计未来公司与其能够在更多

项目开展合作。 

（5）三星 SDI 

三星 SDI 产能更新需求明确。在消费锂电领域，三星 SDI 的主要产品、客

户见本回复之“三”之“（一）”之“1”之“（1）发行人主要下游行业锂电池行

业集中度较高”。作为消费圆柱电池的龙头企业，三星 SDI 为适应下游产品因软

包电池能量密度更大等优势而产生的电池形态应用需求变动，正积极转型生产消

费软包电池。 

公司与三星 SDI 保持紧密合作。公司已经参与三星 SDI 在中国天津、韩国

天安等生产基地的设备更新迭代项目，为该等生产基地提供公司优势产品电芯装

配专机。随着三星 SDI 产能迭代持续开展，预计仍需采购该等电芯装配专机规

模超过 45 亿元。目前，三星 SDI 的同类机型主要通过公司采购，预计该客户向

公司采购锂电池生产设备的订单规模保持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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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欣旺达 

欣旺达产能扩张明确。在消费锂电领域，根据其《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欣旺达目前拟投资建设 3C 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

产项目（计划建成年产 1.25 亿只消费类锂离子电芯生产线）、3C 消费类锂电池

模组扩产项目（计划建成年产 1.25 亿只消费类锂电池模组的自动化生产线）、笔

记本电脑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计划建成年产 4,000 万只笔记本电脑类锂电池

模组生产线）等，以上项目建设期为 2-3 年，预计 2024 年-2025 年达产，设备投

资额合计约 21.90 亿元。在动力锂电领域，欣旺达持续引进优质客户，现已合作

新能源汽车厂商包括吉利汽车、东风柳汽、雷诺日产、VOLVO、易捷特、上通

五菱和小鹏汽车等。根据国盛证券，随着南昌以及山东枣庄等新基地的建设逐渐

落地，预期欣旺达动力电池的产能将进一步扩充，锂电池设备的需求持续。2021

年，欣旺达的产能为 12GWh，2025 年产能规划目标为 138GWh，未来产能扩张

幅度大，预计其电芯装配线等锂电池设备 2021 年至 2025 年的投资额达到 315.00

亿元，需求旺盛。 

公司与欣旺达保持紧密合作。公司已经参与欣旺达消费锂电板块及动力锂电

板块的项目建设，主要涉及浙江锂威、东莞锂威、南京欣旺达等生产基地，2019

年起各年占其同类锂电设备采购额比例约为 30%-50%，在欣旺达持续快速扩产

情况下，公司有望持续获得订单。 

3、客户粘性较高，公司竞争能力增强，被取代风险较低 

（1）锂电设备企业的客户粘性高，与公司紧密合作，被取代风险较低 

①锂电设备企业与下游客户共同成长，客户粘性较高 

由于设备对于电池产品的良率有重要影响，以及设备的定制化特征，设备商

要经过多个环节、长周期认证，认证成本高，锂电池厂商不会轻易更换主要的设

备商。 

随着锂电池高速发展，设备企业与下游锂电龙头共同成长，生产设备经过长

期的问题反馈和细节精进，形成对口下游电池厂商技术路径下的设备解决方案，

具备制造和研发要求更高设备的能力。设备企业优先选择服务于优质客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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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下核心优势：充分受益于下游高成长和集中度提升带来的增量；规模优势

产生成本优势；形成问题反馈机制，带来技术壁垒。 

②公司与战略合作客户紧密合作，被取代风险较小 

目前，公司与主要锂电客户蜂巢能源、新能源科技、国轩高科均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与比亚迪签署优选供应商合作协议，约定重点合作领域，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 

客户 
首次接

单时间 

2022 年 7 月末在手订

单不含税金额及占比 

合作协议期

限 
合作协议主要优惠条款 

蜂巢

能源 
2019 年 25.79 39.81%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2024

年 5 月 12 日 

①甲乙双方合作开发国内外创新领先、具有显

著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的产品，双方互相视为

长期战略客户和合作伙伴； 

②确定现阶段的重点合作领域如下：激光模切

设备、卷绕/叠片设备、装配线开发、智能制

造、模组/pack 设备、欧洲项目领域； 

③在合作期限结束前，双方可协商续签或扩大

合作范围 

比亚

迪 
2016 年 9.13 14.09% 

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 

同等条件下，甲方优先向乙方采购协议约定品

类的锂电池制造设备 

新能

源科

技 

2015 年 4.59 7.09% 

202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1月 16 日 

①甲方承诺给予乙方战略供应商权益，相较于

其他供应商，优先安排乙方介入联合创新项

目，共享利益；优先与乙方进行技术沟通、合

作开发；优先选择乙方产品，确保乙方在甲方

相对的、合理的产品份额等； 

②双方开展锂电池制造领域的战略合作 

③有效期间届满之日前，双方如有继续合作意

向可协商另行签订正式协议 

国轩

高科 
2020 年 3.79 5.84% 

2021 年 12 月

16 日起 

①双方通过搭建共享的实验平台和联合研发

项目，实现市场需求快速转化为新型产品，新

产品迅速应用于锂电池的生产；在满足技术及

商务要求的同等条件下将优先选用采购乙方

产品，乙方在甲方的选型目录有优先被选择权 

②重点合作领域：锂电池生产设备（涂布机、

辊分一体机、激光切卷一体机、组装、焊接、

智能仓储、化成检测、智慧物流、模组 pack

等） 

合计 43.30 66.83%   

公司与新能源科技、比亚迪的合作时间较长，报告期各期均为公司前五大客

户。公司与该等长期合作客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或优选供应商协议。 

公司与蜂巢能源、国轩高科合作时间较新能源科技、比亚迪短，但随着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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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锂电产能扩张趋势加强，锂电设备特别是整线设备需求增长，公司对该等报

告期内新增客户获取订单规模增长迅速，在报告期内已有成功交付项目并实现收

入，成为公司前五大客户。在良好的合作基础上，公司与该等客户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在锂电池制造设备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公司与上述客户报告期末在手订单金额及占比较高，该等客户贡献了公司目

前主要的订单来源。公司对该等客户销售设备在其同类供应商中排名前列，详见

本回复之“三”之“（一）”之“2、主要客户经营情况稳定，发行人能够与主要

客户持续合作”。除了向该等主要客户提供锂电池制造设备，战略合作协议也约

定了客户与公司共同开发新产品、尽早接触客户新技术等条款，双方合作紧密程

度不断加强。公司在其供应链体系中地位提升，被取代风险较小。 

（2）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形成较强的竞争能力 

①公司研发实力雄厚，锂电设备性能良好，竞争能力较强 

基于持续的研发投入与生产实践，公司形成一定技术优势，产品性能较好，

具备行业内较强的竞争优势。详见本回复之“一”之“（一）”之“1、公司核心

技术具有先进性，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具备科创属性”。 

②公司产品市场认可度和知名度不断提升，积极推动市场拓展 

公司的电芯检测设备通过不断研发迭代和市场验证，作为公司主力机型，市

场占有率均基本保持 10%左右，形成了品牌知名度。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开发

向锂电池全生产环节渗透。在电芯装配环节，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卷绕/叠片专

机、焊装专机等逐渐得到市场认证。2020 年，公司电芯装配设备收入较 2019 年

增长近 2 倍，在同类设备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15%，该类设备的销售收入和在手订

单保持持续增长。在电芯制造环节，公司自主研发的电芯制作设备于 2021 年得

到新能源科技的量产验证。目前，公司已获得下游知名客户的涂布机、模切机等

电芯制作设备订单，并于 2022 年开始通过客户验收。 

公司长期服务锂电龙头企业，具备丰富的锂电池制造设备交付经验和成熟的

生产工艺技术，市场竞争力较高。同类产品的技术和生产工艺存在共性，公司能

够依据为龙头锂电客户的项目经验，满足新客户定制化需求。公司新客户开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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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著。2018 年，公司合作锂电客户数量为 8 家（按照同一控制口径合并的客

户统计），2022 年 7 月末合作 34 家，新增 26 家。截至 2022 年 7 月末，公司对

报告期内新增锂电客户的在手订单不含税金额超过 45 亿元，占比超过锂电领域

订单的 75%。公司锂电设备受到下游客户广泛认可，客户拓展效果良好。 

4、发行人与客户签署在手订单具有约束力 

公司统计的前述在手订单，均为已经由公司与客户双方确认的、截至统计截

止日尚未实现销售（即尚未通过客户终验收）的销售约定。该等销售约定的表现

形式包括：（1）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协议，在该框架协议项下，签署销售订单或

签订单笔销售合同；（2）未签署框架协议，直接签署单笔销售合同。在框架协议

项下，在手订单系框架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手订单未约定的事项适用框架协

议的约定，框架协议和在手订单合法有效，具有约束力；在单笔销售合同情况下，

在手订单根据销售合同约定经签署后生效，相关约定合法有效，亦具有约束力。 

同时，从公司与客户的履约情况来看，公司按照在手订单约定向客户交付设

备，客户依据在手订单向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不存在违约的情况。 

因此，发行人与客户签署在手订单合法有效，具有约束力。 

综上，受下游市场集中度影响，公司的锂电池领域客户集中度较高属于行业

惯例；目前，下游动力锂电扩产趋势明显，消费锂电更新迭代需求稳定，公司主

要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稳定，预计能够维持长期稳定合作；公司与部分主要客户

形成战略合作、优选供应等密切合作关系，被替代风险较低；公司具备产品和技

术优势，能够持续获取客户订单并具备市场开拓能力；同时，公司与客户签署的

在手订单为正式销售协议，具有约束力。 

（二）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规模合理性，是否存在客

户开拓不力、产能过剩的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规划产品新增产能与截至 2022 年 3 月末、截至 2022 年 7 月末

公司对应产品在手订单或中标通知不含税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次募投完 截至 2022 年 3 截至 2022 年 7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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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达产新增

产能 

月末在手订单不

含税金额 

在手订单不含

税金额 

中标通知不

含税金额 
小计 

锂电整线 161,061.95 334,626.66 404,555.21  154,747.91  559,303.12  

叠片/卷绕机 65,221.24 130,319.44 119,066.87  4,022.12  123,088.99  

涂布机 43,362.83 12,677.17 35,020.09  25,000.00  60,020.09  

模切机 6,194.69 16,832.74 16,267.52  2,106.19  18,373.72  

合计 275,840.71 494,456.01 574,909.69  185,876.23  760,785.92  

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主要进行规划产品的装配调试，公司其他生产场地主

要作为其他产品的生产车间。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相比，除涂布机外，公司

2022 年 3 月末相应规划产品的在手订单金额均高于新增产能。 

对于锂电整线、叠片/卷绕机、模切机，在下游锂电客户大幅扩产的背景下，

公司预计能够持续获取该类产品订单，2022 年 7 月末该等产品订单仍保持较高

水平。涂布机是本公司 2021 年新推出产品，目前产品性能位于行业前列，主要

客户比亚迪对公司涂布机功能进行验证并持续下发订单。2022 年 6 月-7 月，公

司获取比亚迪的涂布机中标通知 2.50 亿元。锂电龙头企业比亚迪对公司涂布机

的认可有助于公司在下游需求扩大的背景下进行推广，预计涂布机订单将持续增

长，满足本次募投产能消化需求。 

根据本回复之“三”之“（一）”，公司紧密合作的主要客户稳定经营且具备

持续锂电设备需求，该等客户提供了公司主要订单来源，为公司新增产能消化提

供了基础保障。同时，公司产品竞争能力较强，工艺经验及技术储备丰富，具备

持续的市场拓展能力，有利于本次募投产能消化。因此，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规模具有合理性，产能未能有效消化的风险较小。 

随着公司不断开拓客户群体，若公司未能有效满足部分新客户需求，或主要

客户生产经营或投资需求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订单流失，可能影响新增产能

的有效消化。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等文件补充披露相关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提示，

详见募集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四、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因

素”中的下列风险”之“（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之“1、募集项目产能消

化及盈利未达预期风险”、“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之“（一）募集项目产能消化及盈利未达预期风险”及其他文件相应部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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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及前次 IPO 募资投项目的建设时间和达产时间存在重合，两次产能

全部达产规划收入合计为 39.46 亿元，是最近一年已实现收入的 1.69 倍。在确定两次募投

项目时，公司审慎地考虑市场发展状况、行业竞争情况、客户实际需求、公司的技术实力等

因素，并对产业政策、项目进度等因素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募投项目建设是一个系统

工程，周期长且环节多，建设过程中如果下游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公

司竞争力下降，未能与主要客户保持持续稳定合作且新客户开拓不力，影响募投项目新增产

能的消化，导致募投项目产能过剩的风险。 

本次募投规划产品以锂电整线居多，最近两年及一期，公司的锂电池整线毛利率较低，

随着批量化生产和专机自制率提升，毛利率已有所回升。若规模化生产后，降本措施未达预

期，成本不能随之下降，公司整线产品毛利率会受到一定影响，导致本次募投项目存在盈利

未达预期的风险。” 

【中介机构核查方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手段与核查过程 

（一）针对本次募投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相关问题的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公司本次募投规划设计，了解生产场地建设需求、

生产场地租赁标准及改造需求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情况等； 

2、查阅发行人产品鉴定证书以及相关荣誉，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官网，对

比公司与同行业公司的产品布局和主要设备性能指标，了解本次募投产业产品是

否具有行业先进性； 

3、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了解发行人本次募投是否符合国家科技

创新战略的相关要求。 

（二）针对公司场地使用情况及募投项目新建规模合理性的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场地规划表、在建项目规划表、房产查册、租赁台账及合同，

复核现有及租赁各区域面积。 

2、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各期销售明细、发出商品、在产品明细，获取各产品

项目占地实施地点、占地规划等信息，复核各期出货产品数量、金额、总占地面

积，各期末在产品总规划占地面积并与公司现有场地相匹配，分析厂房是否有效

使用；查阅同行业公司办公及住宿人均面积，对比分析公司办公场所及宿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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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获取发行人停车场规划布局图，统计公司停车位总数并分析使用情况。 

3、复核发行人募投项目产出规模及场地周转周期，查阅相关行业报告、锂

电厂商的扩产计划、募投规划以及设备更新迭代周期，了解锂电行业产能规划及

设备新增、更新需求，测算发行人的市场占有率，了解本次募投新建规模的合理

性。 

4、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资料，复核发行人租赁厂房与募投项目厂

房使用成本，了解发行人以自有厂房替代租赁厂房的商业合理性。 

（三）针对客户集中度高及相关问题的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明细、在手订单明细，了解发行人对主要客户

的历史及未来销售占比； 

2、查阅 SNE Research、GGII 等权威机构调研报告及相关行业研究报告，了

解下游锂电行业集中度及发展趋势，主要客户的市场份额及变动情况； 

3、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信息，计算可比上市公司锂电设备业务占比及

客户集中度情况，了解其与发行人客户集中度的共性与差异； 

4、查询下游主要客户公开信息，了解其最近经营情况及扩产计划； 

5、对下游主要客户进行访谈或邮件沟通，了解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的合作情

况、发行人在客户供应体系的地位、客户未来扩产计划等信息； 

6、获取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优先供应商协议等，识别

客户给予发行人的优惠条款及重点合作领域，判断发行人与客户的合作紧密性； 

7、获取发行人主要产品、技术相关的发明专利、鉴证证书等资料，了解发

行人产品、技术的竞争力； 

8、获取发行人重大销售合同及订单，了解双方对合同履约的主要约定，判

断在手订单是否具有约束力。 

二、核查意见 

基于申报会计师为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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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意见的审计工作及上述程序，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对于本次募投项目属于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与我们了解的

情况一致。  

2、发行人对于厂房、办公场所、宿舍及食堂、车位等各自面积及实际使用

情况以及不存在闲置情形的说明，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

部分用于替代现有租赁厂房，部分为新增的说明，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发行

人对本次新建规模的合理性的说明，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  

3、发行人对锂电池领域客户集中度较高并属于行业惯例，发行人主要客户

的生产经营情况稳定，预计能够维持长期稳定合作，被替代风险较低的说明，以

及客户与发行人签署的在手订单具有约束力，且发行人能够持续获取客户订单并

具备市场开拓能力的说明，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

能规模合理性说明，以及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未能有效消化的风险较小的说明，

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发行人已于募集说明书等文件补充披露相关重大事件提

示及风险提示。  



 

8-2-3-39 

 

（本页无正文，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广东利元亨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

复》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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