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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说明存在相关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相关处理是否谨慎、合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

管要求》；（2）……（3）……（4）……（5）……（6）……。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3）（5）（6）涉及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3）（5）（6）并发表

明确意见，并请会计师对（1）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审核问询

函问题 2）

一、发行人项目前期研发情况和相关成果、最新研发进度、项目后期投入金

额测算的相关依据和合理性，项目后续进展的可行性、项目涉及具体产品的特点、

开发支出资本化开始和结束时点及其确定依据、项目整体资本化比例是否合理；

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资本化条件的判断和选取是否与发行人报告期或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同类或相似业务存在差异，如有，进一步说明存在相关差异

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相关处理是否谨慎、合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发

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一) 发行人项目前期研发情况和相关成果、最新研发进度

本次项目正元智慧公司研发主要包括物联中台、大数据平台，智能硬件设备

三个方向，以及在此基础上建设众多的业务应用系统。

1. 物联中台

物联中台是项目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之一，目标是运用物联网、边缘计算、

移动互联、智能感知等技术，提供主流的终端接入协议及应用接入规范，打造统

一的物联接入平台，为主要应用场景下各类传感器（如门禁、消费终端、摄像头、

餐厅设备、食安设备、空调等等）能够实现多源接入、协议转换、基于平台互联

提供环境，能够为第三方终端设备厂家和场景应用软件开发商提供接入、配置和

开发环境，支持自主配置接入终端设备和应用开发，可为客户打造一个基于物联

网技术的智慧校园生态体系。

目前，物联中台已在公司内部立项，基础平台已经研发完成，通过了华为

ROMA 平台的测评，正处于丰富接入终端及应用场景的能力拓展阶段，其前期研

发情况和相关成果如下：



第 3 页 共 19 页

项目名称 前期研发情况和相关成果

物联中台

引入稳定可靠的 MQTT broker 组件，完成对常用通讯协议

MQTT/WebSocket/HTTP 的支撑，提供标准化的设备 SDK，具备物联

终端接入物联网平台的能力

完成标准化的产品模型开发，不同厂家提供的物联终端可根据标准

产品模型进行开发，形成统一的终端接入规范

完成可编程的流程引擎开发，基于标准化的产品模型可根据不同的

业务需求进行二次编程开发，达到多样化使用的目标

完成设备 OTA 升级功能，完成自研智能边缘计算网关的研制

接入公司自研的物联终端，包括消费、门禁、水控、餐厅、食安等

应用场景，并已在多家客户中正式上线使用；目前正在智慧环境场

景中拓展业务，已接入智控灯、空开、空调、AI 摄像头、温湿传

感器、窗帘等多种物联终端

针对物联中台项目，正元智慧公司已对新产品涉及的功能定位、技术可行性

等事项进行充分论证，研发工作处于正常开展过程中，目前已在多个校园环境中

得到验证。本项目预计成果为通过给校园建设开放互联的物联网基础平台，统一

规范和管控校园内的各种物联终端，从而成为智慧校园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2. 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平台是本项目与“物联中台”并列的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目

标是运用 Hadoop 生态的分布式存储和计算技术，构建大数据基础平台，打造数

据治理工具，完成校园大数据基础建设，实现校园数据治理业务。

大数据平台目前已经形成完整的大数据分布式处理平台产品和一整套数据

治理工具，并在多个智慧校园项目中成功应用。大数据平台目前正在智慧环境场

景中拓展业务，已接入智控灯、空开、空调、AI 摄像头、温湿传感器、窗帘等

多种物联终端。平台后续还将进行学工思政相关数据开发，功能涵盖学工思政、

数据订阅平台、数据资产平台调试，能力得分和推荐算法设计，数据接入和开发，

大数据平台功能优化、平台部署和调试，学生综合能力发展导航。

3. 智能硬件设备

除上述软件系统外，本项目还涉及与平台业务相关的智能硬件设备研发，主

要包括校园场景下的门禁考勤类、支付缴费类、防疫相关类、智慧教室类、智慧

餐厅类、食品安全类、边缘计算类、能源水控类产品，所有智能硬件设备可通过

项目开发的物联中台进行汇聚互联，同时以一种开放的系统架构支持大量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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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厂商的接入、配置与应用开发。

自研的智能硬件设备的前期研制成果及研发进度如下：

序号 产品品类 产品介绍 研发进度

1 支付 POS

可适用于标准餐厅、排队就餐、RFID 智慧餐台对

接、菜品识别对接等交互场景，支持卡、码、脸

支付

已批量生产出货

2 防疫卫士

防疫卫士，以智能防疫设备为核心，核验人员身

份信息，对接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报告等防疫

信息，对出入口进行重点人员、重点区域、重点

场所分级分类管控，避免不满足防疫要求的人进

入，同时可以避免排队拥堵，提高通行效率

已批量生产出货

3 人脸考勤机

可适用于学校出入门禁、办公室门禁、学生公寓

门禁和会议室门禁等场所，也是卡、码、脸交互，

可以和公寓管理系统、门禁管理系统、预约系统

等对接

已批量生产出货

4 电子班牌

可适用于教室门口的信息展示，例如：班级风采、

课程安排等等，也可以进行卡、码、脸的考勤，

可以和教务的上课系统、预约系统等对接

已批量生产出货

5 自助点餐机
可适用于学生自助点餐和支付的功能，与点餐管

理系统对接
已批量生产出货

6 双屏取餐机
可适用于学生自助采用卡、码、脸取餐、打菜阿

姨根据菜单打菜

研发中，已试制小

样

7 智能晨检仪
可适用于后厨人员进行卡、码、脸的考勤、测温、

手部卫生检查、健康证检查等
已批量生产出货

8 智能留样柜
可适用于后厨抽样人员，通过卡、码、脸识别后，

对食品进行精准规范留样管理
已批量生产出货

9 智能电子秤
可适用于食材验收人员，通过卡、码、脸识别后，

对食材进行拍照、称重，核对定单
已批量生产出货

10 智慧元盒 基于视频分析的 AI 盒子

研发中，已完成设

计和核心架构开

发

11
智能水控设

备

通过卡、码、脸识别完成对用水（冷、热水）的

控制和远程数据采集

研发中，已试制小

样

(二) 项目后期投入金额测算的相关依据和合理性

本项目投资规划及各年投资金额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占投资总

额比例（%）T+12 T+24 T+36 合计

1 工程建设支出 565 215 215 996 2.87

1.1 租赁费用 215 215 215 646 1.86

1.2 装修费用 350 350 1.01

2 设备购置 4,889 7,572 7,427 19,888 57.36

3 研发支出 2,699 4,243 5,414 12,356 35.64

4 IT 租赁费用 223 505 705 1,433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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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占投资总

额比例（%）T+12 T+24 T+36 合计

合计 8,376 12,535 13,762 34,673 100.00

注：T 表示项目建设基准日，T+12 表示开始建设 12 个月，T+24 表示开始建设 24 个月，

依次类推，下同

本次募投项目后期投入金额主要为设备购置及研发支出费用，设备价格参考

市场价格，设备投入数量依据本次募投项目规模和功能需求为基础进行测算；研

发支出金额主要依据为研发人员薪酬，研发人员数量由公司实现的功能模块数量、

各功能模块开发所需人月（即人员工时）、开发时间规划和岗位分布确定，研发

人员薪酬水平参照行业岗位薪酬水平确定。依据上述两个维度的测算，结合本次

募投项目内容、规模等因素综合计算得出的投资金额。

本次募投项目设备购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台套）
单价 金额

分年投资计划

T+12 T+24 T+36

一 食品安全 9,000 4,500 900 1,800 1,800

1
餐厨行为规范算法

服务器
1,500 0.80 1,200 240 480 480

2 智能验货机 1,500 0.50 750 150 300 300

3 智能显示屏 1,500 0.25 375 75 150 150

4 健康检查仪 1,500 0.30 450 90 180 180

5 智能留样柜 1,500 1.00 1,500 300 600 600

6 食安物联网模块 1,500 0.15 225 45 90 90

二 教务管理 2,400 720 144 288 288

1
21 寸校门出入门卫

验证终端
800 0.30 240 48 96 96

2

21.5 寸智慧教室班

牌终端（高配人脸

版）

800 0.30 240 48 96 96

3 8 寸人脸通道终端 800 0.30 240 48 96 96

三 校园服务 15,600 8,520 1,704 3,408 3,408

1
核销机（刷卡+二维

码+刷脸）
12,000 0.26 3,120 624 1,248 1,248

2 校园新零售智能柜 3,600 1.50 5,400 1,080 2,160 2,160

四 开发类设备 659 1,111 677 28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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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台套）
单价 金额

分年投资计划

T+12 T+24 T+36

（一） 硬件 234 587 246 227 113

1 办公电脑 80 3.00 240 96 96 48

2 显示器 80 3.70 296 118 118 59

3 平台指挥屏 12 0.68 8 8 - -

4 苹果测试终端 10 1.00 10 10 - -

5 安卓测试终端 50 0.50 25 10 10 5

6 投影机 1 5.80 6 2 2 1

7 投影机镜头 1 1.60 2 2 - -

（二） 软件 425 524 430 62 31

1 文档编辑工具 80 0.10 8 3 3 2

2 图像编辑工具 50 0.40 20 8 8 4

3 Java 开发工具 80 0.50 40 16 16 8

4 数据库工具 80 1.10 88 35 35 18

5 配置管理软件 1 8.00 8 8 - -

6 UML 设计工具 8 12.00 96 96 - -

7 网页设计工具 20 0.80 16 16 - -

8 报表设计工具 5 40.00 200 200 - -

10 边缘计算开发库 20 0.50 10 10 - -

11 杀毒软件 80 0.10 8 8 - -

12 研发项目管理软件 1 30.00 30 30 - -

五 机房 4,607 5,038 1,464 1,787 1,787

（一） 生产机房-硬件 2,449 4,347 1,021 1,663 1,663

1 硬负载接入设备 2 25.00 50 50 - -

2 接入防火墙 2 10.00 20 20 - -

3 核心交换机 6 6.00 36 36 - -

4 X86 服务器 1,000 3.80 3,800 760 1,520 1,520

5 机柜 100 0.40 40 8 16 16

6 接入交换机 120 0.60 72 14 29 29

7 光纤交换设备 80 0.50 40 8 16 16

8 外置存储扩展设备 1,000 0.20 200 40 80 80

10 光纤端转接器 100 0.01 1 0 0 0

11 WAF 硬件设备 2 10.00 20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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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台套）
单价 金额

分年投资计划

T+12 T+24 T+36

12 等保专用设备 2 30.00 60 60 - -

13 专线端接入设备 3 0.30 1 1 - -

14 光纤线 2 1.00 2 2 - -

15 千兆网线 10 0.08 1 1 - -

16
服务器调试接入设

备
20 0.20 4 1 2 2

（二） 生产机房-软件 2,158 691 443 124 124

1 服务操作系统 1,000 0.15 150 30 60 60

2 运行环境 1,000 0.10 100 20 40 40

3
服务版本数据库软

件
50 1.00 50 10 20 20

4 NoSQL 数据库 50 0.10 5 1 2 2

5 内存数据库 50 0.10 5 1 2 2

6
企业版机房管理软

件
1 80.00 80 80 - -

7
商用版机房监控软

件
1 12.00 12 12 - -

8 商用虚拟软件 1 48.00 48 48 - -

9 安全评测系统 1 89.00 89 89 - -

10 商用应用监控软件 1 48.00 48 48 - -

11 系统漏洞扫描软件 1 4.00 4 4 - -

12 商用校园点餐系统 1 50.00 50 50 - -

13 商用校园预约系统 1 50.00 50 50 - -

合计 32,226 19,888 4,889 7,572 7,427

本次募投项目人员配置明细如下：

序号 部门/岗位
总人数

（人）

年人均

工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T+12

(万元)

T+24

(万元)

T+36

(万元)

一 食品安全 30 505 815 935

产品经理 2 35.00 70 35 70 70

2 UI 设计 1 30.00 30 30 30 30

3 UED 设计 1 30.00 30 30 30 30

4 项目经理 1 50.00 50 50 50 50

5 系统设计 3 35.00 105 70 105 105

6 后端开发 5 30.00 150 60 1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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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岗位
总人数

（人）

年人均

工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T+12

(万元)

T+24

(万元)

T+36

(万元)

7 前端开发 5 30.00 150 60 120 150

8 嵌入式开发 5 35.00 175 70 140 175

9 配置人员 1 25.00 25 25 25 25

10 测试人员 6 25.00 150 75 125 150

二 教学教务 43 750 1,035 1,330

1 产品经理 4 35.00 140 70 70 140

2 UI 设计 2 30.00 60 30 60 60

3 UED 设计 2 30.00 60 30 30 60

4 项目经理 3 50.00 150 100 100 150

5 系统设计 3 35.00 105 70 70 105

6 后端开发 10 30.00 300 150 240 300

7 前端开发 8 30.00 240 150 240 240

8 配置人员 1 25.00 25 25 25 25

9 测试人员 10 25.00 250 125 200 250

三 园区服务 67 1,100 1,685 2,105

1 产品经理 5 35.00 175 105 140 175

2 UI 设计 3 30.00 90 30 60 90

3 UED 设计 2 30.00 60 30 60 60

4 项目经理 4 50.00 200 100 150 200

5 系统设计 4 35.00 140 70 105 140

6 后端开发 15 30.00 450 240 360 450

7 前端开发 12 30.00 360 210 300 360

8 嵌入式开发 8 35.00 280 140 210 280

9 配置人员 2 25.00 50 25 50 50

10 测试人员 12 25.00 300 150 250 300

四 商务人员 20 124 248 354

1 商务经理 8 18.00 144 54 108 144

2 技术售前 6 20.00 120 40 80 120

3 客户服务 6 15.00 90 30 60 90

五 运维人员 9 60 120 180

1 系统运维 3 20.00 60 20 40 60

2 中间件运维 3 20.00 60 2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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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岗位
总人数

（人）

年人均

工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T+12

(万元)

T+24

(万元)

T+36

(万元)

3 网络运维 3 20.00 60 20 40 60

六 交付人员 22 160 340 510

1 交付总监 2 30.00 60 30 30 60

2 实施主管 5 25.00 125 25 75 125

3 实施工程师 10 20.00 200 80 160 200

4 技术支持工程师 5 25.00 125 25 75 125

合计 191 2,699 4,243 5,414

综上，正元智慧公司募投项目后期投入金额是依据募投项目规模和功能需求

确定设备购置金额和基于研发功能实现和开发人员需求确定的研究支出公司费

用相结合进行测算，测算过程和结果具备合理性。

(三) 项目后续进展的可行性

1.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动能

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出多项政策，鼓励云计算与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

新兴技术融合，推动有关智慧校园建设、智慧园区建设。2019 年 6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意见》，要求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

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21 年 7 月，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关于推进

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教育新型

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信息化为主导，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

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的

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以教育新基建壮大新动能、创造新供给、服务新需求，促进

线上线下教育融合发展，推动教育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教育高

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家教育部门和浙江省教育厅在中小学学校招生、入学

入园、学生管理、放学后校园托管、中小学教育督导、社会实践、综合素质评价、

基础教育数据中心等具体领域，也出台了推动和鼓励企业进行教育信息化和校园

数字化建设的一系列政策。综上，本次项目的实施有良好的政策支撑，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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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具备政策可行性。

2. 公司技术储备充足，研发能力突出

公司一直注重核心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智慧校园、

智慧园区及行业智能化建设等领域，提供了系列完整、品类丰富的智能硬件产品、

软件应用和整体解决方案，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及深厚的技术积累。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软件著作权 756 项、专利权 63 项、商标权 121 项。

其中 15 项专利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关联密切，为本次募投项目提供了一定技术

基础，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专利类型
本次募投项目

应用领域

1
一种基于协同过滤的智慧选课推

荐方法
2018112131933 发明专利 教学教务

2
一种基于饮食周期动态权的智慧

餐厅营养配餐推荐方法
2018101188463 发明专利 食品安全

3
基于大数据的学生学习行为分析

系统
2020101953683 发明专利 教学教务

4
一种教师实时教学成果辅助检验

系统
2020101951175 发明专利 教学教务

5
基于人脸识别大数据的登录管理

系统
2021100340554 发明专利 园区服务

6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据中台数据

查询方法
2021100340037 发明专利 园区服务

7
一种基于大数据的运维平台远程

数据采集系统
2021102122037 发明专利 园区服务

8 一种多媒体一体机 2016201557750 实用新型专利 园区服务

9 一种通信控制器 2016201549627 实用新型专利 园区服务

10 智慧餐台 2014203260186 实用新型专利 园区服务

11 智慧打价器 2014203268563 实用新型专利 园区服务

12 智慧健康计算仪 2014203259780 实用新型专利 园区服务

13 门禁考勤一体机 2014300920866 外观设计专利 园区服务

14 智能结算台 2014300920531 外观设计专利 园区服务

15 通信控制器 2015303282433 外观设计专利 园区服务

此外，经过多年持续引进，公司已拥有了一支具备丰富专业经验、创新能力

突出的研发团队。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有研发人员 550 人，占职工总

数的 35.81%。另一方面，客户服务能力是确保客户满意度的重要保障，提高客

户服务水平是提升公司在软件行业竞争力的关键。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建筑智能

化设计甲级、施工一级、安防一级等专业资质和专业实施能力，在硬件设计、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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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智能化系统设计施工、运维管理等方面可实现各业务场景的配套，具备

较强的专业优势和交付能力。因此，本项目的实施具备技术可行性。

3. 基础教育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公司的智慧校园、智慧园区及行业智慧化建设等产品及服务方案已广泛服务

国内高校及军警、企事业、社区等客户，形成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2021 年，

公司服务的高校客户数量近千所，公司“易校园 APP”平台用户超过 1,500 万户，

日活跃用户超 300 万户。

此外，公司在基础教育数字化建设领域也具备一定影响力。公司研发的电子

学籍管理系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招生管理系统、督导评估系统、放学后托管

系统等产品，已在浙江省 11 个地市及所属市、区（县）广泛使用；针对中小学

学生食品安全的智慧食品安全 AIoT 智能应用解决方案系统云平台在浙江省、山

东省、河北省、四川省等地中小学部署运行。据教育部统计，2021 年我国约有

1.46 万所普通高中，5.29 万所初中，15.43 万所小学，29.48 万所幼儿园，而我

国基础教育数字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础教育市场容量为公司提供了

充足的业务增量空间。因此，本项目的实施具备市场可行性。

(四) 项目涉及具体产品的特点

本次募投项目针对基础教育市场，公司将结合招生入学、门禁考勤、行政办

公、人事管理、缴费支付、就餐消费、食品安全、后勤服务、教育督导等多种应

用场景，构建教学、教研、管理、后勤、家校协同等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公有

云、私有云、混合云等多种部署方式，全面提升中小学校园管理与服务的数字化、

网络化与智能化水平。

(五) 开发支出资本化开始和结束时点及其确定依据

公司所经营的智慧校园产品从最初设计到最终上市主要经历 5个阶段：(1)

市场调研阶段；(2) 可研及立项阶段；(3) 基础软件平台搭建阶段；(4) 场景应

用开发阶段 ；(5) 产品发布上市阶段。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的开发支出资本化开始的时点：基础平台搭建完成并取得

基础平台软件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依据为：基础平台软件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上注

明的产品首次发表日期。开发支出资本化结束的时点是：项目形成结项报告。依

据为：项目结项报告签署日期。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第九条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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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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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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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述会计准则，公司将软件基础平台搭建完成并取得基础平台软件的软

件著作权证书的结束，后续相关产品测试、完善阶段作为开发阶段予以资本化，

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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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研究阶段结束时，已开发完成相关软件平台的大部分代码，已有相关

产品的初始版本1.0，公司下一阶段工作系对初始版本进行内部试用并测试更新，

同时联系沟通意向客户，根据客户需求更新软件，推出后续对外出售版本。

综上，公司已形成相关软件供公司内部使用或对外出售，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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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2.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公司拟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要针对中小学客户，结合招生入学、门

禁考勤、行政办公、人事管理、缴费支付、就餐消费、食品安全、后勤服务、教

育督导等多种应用场景，构建教学、教研、管理、后勤、家校协同等一体化解决

方案，提供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等多种部署方式，全面提升中小学校园管理

与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水平。

综上，公司拟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布局，符合“具有

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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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智慧校园、智慧园区及行业智慧化建设等产品及服务方案已广泛服务

国内高校及军警、企事业、社区等客户，形成了较大的市场影响力。2021 年，

公司服务的高校客户数量近千所，高校市场占有率每年提升 3%左右；其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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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易校园 APP”平台用户已超过 1,500 万户，日活跃用户超 300 万户。公司不

断实现产品的迭代升级，本项目公司积极开拓新市场，将目标瞄准中小学客户，

基于多年来在高校领域积累的智慧校园服务能力，公司在对于中小学领域拥有更

为广大的容量空间，同时也拥有巨大的增量市场前景。

综上，公司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形成的产品市场空间巨大，可以直接或间

接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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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证明其有用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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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一直注重核心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智慧校

园、智慧园区及行业智能化建设等领域，提供了系列完整、品类丰富的智能硬件

产品、软件应用和整体解决方案，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及深厚的技术积累。

此外，经过多年持续引进，公司已拥有了一支具备丰富专业经验、创新能力突出

的研发团队。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建筑智能化设计甲级、施工一级、安防一级等

专业资质和专业实施能力，在硬件设计、软件开发、智能化系统设计施工、运维

管理等方面可实现各业务场景的配套，具备较强的专业优势和交付能力。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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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5.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需经过项目评审、立项等环节。本次募投项目已完成可

行性研究，上述研发支出根据本次募投项目开发阶段研发需求测算，相关费用与

项目直接相关，财务人员将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节点将开发阶段支出在研发支出中

归集，相关支出可以单独核算和可靠计量，符合“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

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的要求。

(六) 项目整体资本化比例是否合理

1. 募投项目整体资本化金额及比例情况

公司本次项目研发投入共计 12,356.00 万元，均为研发人员薪酬。项目包含

3个子系统平台的开发，包括食品安全、教学教务、园区服务三个软件平台，项

目研发完成后客户可以根据需求组合上线相关平台。食品安全项目已开发部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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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功能使用，预计该项目在募投项目建设第二年进入开发阶段，其他项目在第三

年进入开发阶段。根据测算，项目研究阶段 7,171 万元拟以自有资金投入并全部

予以费用化，开发阶段 5,185.00 万元拟以募集资金投入并予以资本化，公司本

次募投项目研发费用资本化率 41.96%。

2. 公司报告期内同类型项目资本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研发支出 资本化额 资本化率

教育云核心平台 2,666.96 966.27 36.23%

基于智能环境感知的校园信息服务平台 2,393.97 608.67 25.42%

智慧物联中间件平台 1,982.07 305.86 15.43%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2,356.00 5,185.00 41.96%

公司资本化项目主要系智慧校园相关软件平台，本次募投研发项目资本化率

较以前同类项目比例较高，系公司经过技术积累，相关基础软件平台开发能力增

强，研究阶段较以前年度缩短。公司在此前同类型研发项目中已形成的与本次募

投项目相关的技术基础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本次应用

领域

本次项目应用预计进一步

开发方向

预计进一

步开发所

需时间

1

一种基于协同过滤

的智慧选课推荐方

法

发明专

利
教学教务

需要在方法指引下通过真

实场景数据来验证和设

置、修正各类指标和参数

12 个月

2

一种基于饮食周期

动态权的智慧餐厅

营养配餐推荐方法

发明专

利
食品安全

需要在方法指引下通过真

实场景数据来验证和设

置、修正各类指标和参数

12 个月

3
基于大数据的学生

学习行为分析系统

发明专

利
教学教务

需要系统采集大数据做进

一步行为分析和验证
12 个月

4
一种教师实时教学

成果辅助检验系统

发明专

利
教学教务 无需进一步开发 /

5
基于人脸识别大数

据的登录管理系统

发明专

利
园区服务

需要进一步提升人脸识别

登陆系统的安全性、人脸

识别精度、识别速度

6 个月

6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

数据中台数据查询

方法

发明专

利
园区服务 无需进一步开发 /

7

一种基于大数据的

运维平台远程数据

采集系统

发明专

利
园区服务 无需进一步开发 /

8 一种多媒体一体机
实用新

型专利
园区服务 功能迭代 3 个月

9 一种通信控制器
实用新

型专利
园区服务 功能迭代 3 个月



第 15 页 共 19 页

10 智慧餐台
实用新

型专利
园区服务 功能迭代 3 个月

11 智慧打价器
实用新

型专利
园区服务 功能迭代 3 个月

12 智慧健康计算仪
实用新

型专利
园区服务 功能迭代 3 个月

13 门禁考勤一体机
外观设

计专利
园区服务 进一步提升品质感 1 个月

14 智能结算台
外观设

计专利
园区服务 进一步提升品质感 1 个月

15 通信控制器
外观设

计专利
园区服务 进一步提升品质感 1 个月

3.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资本化情况

选取同行业可比公司新开普，同时选取部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

近三年的研发支出资本化率进行对比：

公司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新开普（300248） 25.38% 37.70% 39.20%

润和软件（300339） 21.37% 21.27% 25.22%

东方国信（300166） 70.29% 61.21% 58.88%

万达信息（300168） 72.20% 12.41% 43.75%

平均资本化率 47.31% 33.15% 41.76%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研发费用资本化率 41.96%，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

大差异。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中研发费用拟资本化比例具备合理性。

(七) 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资本化条件的判断和选取是否与发行人

报告期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同类或相似业务存在差异，如有，进一步说明存在

相关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相关处理是否谨慎、合理

1. 发行人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

(1) 正元智慧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内部研究开发

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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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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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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正元智慧公司报告期内各项目研发费用资本化时点：

项目名称 项目介绍 资本化时点

智慧教育云核

心平台

智慧教育云核心平台是一个开放的、

创新的、协作的和智能的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通过此平台,园区内的人员可

以定制基于角色的个性化服务, 全面

感知不同的信息资源, 获得互动、共

享、协作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 实

现信息资源的有效采集、分析、应用

和服务。

2019 年 6 月末，公司教育云核心基

础平台搭建完成并取得相关软著证

书，标志研究阶段已完成。2019 年

7 月开始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平台及

软件升级改造，项目进入开发阶段。

基于智能环境

感知的校园信

息服务平台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情境感

知智慧校园体系，以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技术为依托，利用大数据和 AI 技

术，建立开放、协作的校园综合信息

服务平台。

2021 年第三季度，公司基于智能环

境感知的校园信息服务平台搭建完

成并取得相关软著证书，标志研究

阶段已完成。2021 年 10 月开始根

据客户需求进行平台及软件升级改

造，项目进入开发阶段。

智慧物联中间

件平台

智慧物联中间件平台为校园 IOE 综合

服务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子系

统。

2021 年 6 月初，公司智慧物联中间

件平台搭建完成并取得相关软著证

书，标志研究阶段已完成。2021 年

10 月开始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平台

及软件升级改造，项目进入开发阶

段。

故本次募投项目的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资本化条件的判断和选取与

正元智慧公司报告期同类业务不存在差异。

2. 同行业上市公司相似业务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

正元智慧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关于研发费用资本化的相关会计政策如下：

公司简称 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处理原则
资本化具体

时点

新开普

1. 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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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发

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

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

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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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分析评

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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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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

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润和软件

内部研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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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证明其有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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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开发立

项审批通过

东方国信

1、研发费用核算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公司根据自身研发业务流

程，谨慎制订了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标准，以立项审核

作为确定在研项目是否进入开发阶段的标志。通过立项审核前

包括立项信息收集、立项报告、立项初审直至参加立项审核均

作为研究阶段，该阶段发生的支出全部当期费用化，于“管理

费用—研发费用”科目核算；通过立项审核后，从制订项目方

案计划、项目实际研究，到研究结束完成资料与记录汇总均作

为开发阶段，该阶段发生的支出分别归集于“研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 “研发支出-资本支出”科目核算。2、研发支出资本

化时点：项目立项后进入开发阶段，开发初期阶段（一般为 30-90

天）发生的费用计入“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科目核算，并于

期末转入于“管理费用—研发费用”；项目开发初期阶段终了

需进行阶段性成果分析并出具初步评价报告，以此作为资本化

的时点标志。已资本化的开发阶段的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

为开发支出，自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转为无形资

产。

进行阶段性

成果分析并

出具初步评

价报告

万达信息

1 、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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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

部研究开发项目通过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研究，经审批予

以立项后进入开发阶段。2 、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

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

发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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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

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已完成研究

阶段工作，

通过可行性

研究，并经

董事会会议

审批对项目

进行立项

综上所述，正元智慧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处理原则

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多数以项目立项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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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作为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时点，相比之下正元智慧公司软件平台搭建完成并取

得基础平台软件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作为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关键时点更具备谨慎

性。公司相关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处理是

谨慎的、合理的。

(八)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

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本次募投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基础教育管理与服务一体化云平台

项目
34,673.00 25,073.00

2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10,000.00 10,000.00

合计 44,673.00 35,073.00

由于本次募投项目中的“基础教育管理与服务一体化云平台项目”涉及的基

本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支付工资/货款等非资本性支出均不使用募集资金，

所以本次“基础教育管理与服务一体化云平台项目”募集资金支出均为资本性支

出。本次募投项目“补充营运资金项目”投资额为 10,000.00 万元，属于非资本

性支出，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8.51%，未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符合《发行监

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 查阅了正元智慧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的相关资料，复核了项目的具体投资

构成，核查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2. 查阅《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对照分析公司资金比率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3. 访谈公司研发、财务等相关负责人，了解关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情况、

测算依据、会计处理、相关产品特点、技术开发难点、产品未来市场前景；

4. 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披露文件，了解资本化依据、时点、比例以及

募投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并与公司本次募投及历史情况对比分析。

(二) 核查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