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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邦食品”、“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于 2023 年 6 月 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15 号）。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披露了《2023 年半年度报告》，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发行类第 7 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业绩情况等会后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如下： 

一、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业绩变化情况和主要原因 

（一）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经营业绩情况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25,632.47 万元，同比下降 315.41%；2023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0,008.72 万元，同比下降 57.81%。 

公司 2023 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73,645.42 392,606.93 20.64% 

营业成本 508,949.42 382,492.36 33.06% 

营业毛利 -35,304.01 10,114.57 -449.04% 

营业利润 -125,518.23 62,601.93 -300.50% 

营业外收入 2,884.86 3,223.03 -10.49% 

营业外支出 3,041.90 7,219.67 -57.87% 

利润总额 -125,675.27 58,605.30 -314.44% 

净利润 -125,688.23 58,479.97 -3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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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变动比例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25,632.47 58,322.29 -315.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30,008.72 -82,384.91 -57.81% 

（二）公司 2023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202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30,008.72 万元，同比下降 57.81%。2023 年上半年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同比下滑且

出现亏损，主要原因系 2023 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处于低位，叠加 2023 年一季度山东

等北方区域受生猪疫病影响，导致生猪养殖业务毛利率为-8.68%，较上一年度下降

11.65%。 

202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为

-125,632.47 万元，同比下降 315.41%，除前述生猪价格低位及疫病影响外，主要因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出售史记生物 51%股权确认投资收益，2022 年半年度扣非前净利

润为正值。 

二、经营业绩变化情况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风险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生猪养殖及食品加工业务，经营业绩变化主要受生猪价格影

响，生猪养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生猪价格拥有公开透明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价

格，因 2023 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处于低位，生猪养殖企业普遍亏损，发行人经营业绩

变化在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前可以合理预计。 

公司及保荐人已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报文件中对相关情况涉及的风险

因素做出提示，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说明书中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中“重大

事项提示”做出风险提示。具体如下：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

素”，并特别注意以下风险： 

1、重大疫病风险 

养殖行业在经营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就是疫病风险。近年来，以非洲猪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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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烈性传染病对生猪养殖行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

引起的家猪、野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所有品种和年龄的

猪均可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可达 100%。健康猪与患病猪或污染物直接接触是

非洲猪瘟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

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是重点防控的外来病。经过治理，虽然非洲猪瘟

被有效控制，但是零星散发仍时有发生，非洲猪瘟变异毒株也加大了风险。 

除此之外，蓝耳病、猪流行性腹泻、猪伪狂犬病等疫病也给生产带来不同程度

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影响养殖效率的重要因素。生猪疫病的发生直接影响生猪出

栏量，大大提高了出栏成本，降低养殖效率。此外，疫病的大规模发生与流行又影

响了消费者心理，导致短期内市场需求萎缩、产品价格及销量下降，这些都对经营

产生了不利影响。 

尽管公司在不断更新和改进管理模式及设施设备，积极采取系列防控措施，在

公司内部建立了完善的疫病防控体系，但是若公司周边地区或所在场区疫病频发，

或公司疫病防控执行不力，仍可能面临生猪疫病所引致的产量下降、盈利下降甚至

亏损等风险。 

2、生猪价格低迷或持续下跌的风险 

目前我国生猪养殖市场的集中程度仍然相对较低，大量散养户在猪肉价格高时

进入，在猪肉价格低时退出，从而影响市场供给量的稳定性，导致行业供需匹配呈

现出较大的周期性波动，造成产品价格的较大波动性。近十年来，我国猪肉价格经

历了多轮价格周期，价格波动性特征明显。 

2019 年初至今，生猪价格受非洲猪瘟影响波动剧烈，2020 年生猪价格维持高位

运行，2021 年快速回落，2021 年 10 月份生猪价格达到低点，2022 年生猪价格小幅

反弹，2022 年 10 月份达到反弹高点，2022 年 11 月以来，生猪价格再次下降，目前

生猪价格仍处于低位。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商品猪单位均价及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生猪养殖

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商品猪单位均价（单位：

元/千克） 
14.67 18.35 18.38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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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17,395.02 957,094.21 1,050,663.08 1,076,414.86 

归母净利润（万元） -66,378.02 48,945.13 -446,179.84 324,498.69 

生猪养殖业务毛利率 -9.39% 20.26% -33.60% 53.08%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经营业绩及生猪养殖业务毛利率与生猪价格波动直接

相关。2020 年生猪价格维持高位，发行人当年实现净利润 32.45 亿元，生猪养殖业

务毛利率 53.08%。2021 年生猪价格快速回落，发行人当年净亏损 44.62 亿元，生猪

养殖业务毛利率为-33.60%。 

生猪价格波动对公司毛利率和净利润影响较大，对公司盈利稳定性造成影响。

目前生猪市场价格较低，若未来生猪市场价格持续维持在当前较低区间或者继续下

跌，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玉米和豆粕等农作物作为养殖饲料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易受气候、农民种植偏

好、农业总收成、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等因素的影响，其价格波动对公司产品的

单位成本、销售价格、毛利率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若前述养殖饲料主要原材料出

现大幅波动，公司将面临成本大幅波动，以至于需要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等方式予以

应对，短时间内将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自产生猪主营业务成本中，原材料成本占自产生猪主营

业务成本的比例在 50%以上，其中玉米和豆粕成本为公司的主要原材料成本。玉米

和豆粕等原材料价格受国际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将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成

本、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最近三年及一期，国内 22 个省市玉米和豆粕的平均价格

情况如下： 

单位：元/千克 

原材料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玉米 2.93 2.86 2.81 2.22 

豆粕 4.86 4.75 3.73 3.22 

数据来源：Choice，根据国内 22 个省市玉米、豆粕周平均价计算 

最近三年及一期，玉米和豆粕价格总体处于上涨趋势，如果原材料市场价格出

现持续大幅上涨，公司无法及时将成本向下游客户转移时，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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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生物资产减值风险 

生物资产是公司的主要资产，生物资产的价值与生猪价格紧密相关，生猪价格

持续处于低位时，公司生物资产可能计提较大金额的减值准备，从而对当期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最近三年一期末，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余额分别为 224,606.84 万元、

257,261.72 万元、282,914.45 万元、292,234.20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分别为 0.00

万元、98,904.33 万元、43,827.41 万元、15,951.24 万元。 

最近三年一期末，公司种猪生产性生物资产账面余额分别为 295,788.24 万元、

154,035.03 万元、170,275.33 万元、131,557.01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分别为 0.00

万元、0.00 万元、17,728.73 万元、0.00 万元。 

生猪价格波动及其对生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商品猪单位均价（单位：

元/千克） 
14.67 18.35 18.38 31.59 

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减

值准备（万元） 
15,951.24 43,827.41 98,904.33 0.00 

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

值准备（万元） 
0.00 17,728.73 0.00 0.00 

归母净利润（万元） -66,378.02 48,945.13 -446,179.84 324,498.69 

目前，生猪价格仍处于低位，如未来生猪价格继续下跌或持续处于较低价格区

间或发生重大疫病传播，公司生物资产存在继续计提减值准备的可能性，将会给公

司经营业绩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5、存货减值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猪价格波动对存货价值存在直接影响，生

猪价格持续处于低位时，公司存货可能计提较大金额的减值准备，从而对当期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最近三年一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255,603.85 万元、282,664.10 万元、

307,641.81 万元、345,710.84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分别为 227.76 万元、106,0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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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45,301.25 万元、15,977.79 万元。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分别为 224,606.84

万元、257,261.72 万元、282,914.45 万元、292,234.20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分别

为 0.00 万元、98,904.33 万元、43,827.41 万元、15,951.24 万元。 

生猪价格波动及其对生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商品猪单位均价（单位：

元/千克） 
14.67 18.35 18.38 31.59 

计提存货减值准备（万

元） 
15,977.79 45,301.25 106,061.43 227.76 

归母净利润（万元） -66,378.02 48,945.13 -446,179.84 324,498.69 

目前，生猪价格仍处于低位，如未来生猪价格继续下跌或持续处于较低价格区

间或发生重大疫病传播，公司存货存在继续计提减值准备的可能性，将会给公司经

营业绩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6、流动性风险及偿债风险 

近年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公司通过增加有息借款等途径补充营运

资金，借款余额大幅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同时，由于生猪价格波动导致公

司经营业绩大幅波动，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一季度，公司主营业务持续亏损，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恶化了公司的现金流状况。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83.15%，短期借款余额 264,355.24 万元，长期借款余额

86,934.72 万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余额 122,482.24 万元。 

为聚焦生猪养殖及食品加工业务，同时缓解资金压力，公司 2021 年下半年对外

出售了水产饲料业务全部股权和猪饲料业务部分股权，2022 年上半年公司出售了史

记生物 51%股权。此外，公司拟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改善公司

的资产负债结构，筹集业务发展所需资金，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但如果未来生猪

价格长期维持低位，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亏损，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现金流情况进一

步恶化，且公司未及时筹集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公司将面临较大的偿债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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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中相关风险提示 

保荐人已在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中“第十节 风险因素及其他事项”之“一、风

险因素”处作了风险提示。 

除此之外，保荐机构也在其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邦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中“第三节 对本次发行的推荐意

见”之“七、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处以及在其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中“第一节 发

行人基本情况”之“（六）发行人主要风险”处对上述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

因素进行了风险揭示。 

三、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 2023 年上半年业绩存在下滑情况主要系 2022 年上半年处置史记生物 51%

股权确认投资收益使得净利润为正值，以及 2023 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处于低位，叠加

一季度公司山东等北方区域受生猪疫病影响，公司生猪养殖业务亏损所致。公司已

综合市场价格和生猪期货价格等因素，对 2023 年 6 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4,017.63

万元。2023 年上半年业绩亏损及业绩下滑情况对公司当年业绩表现存在不利影响。

随着母猪场改造升级和管理模式的优化，公司生产指标持续改善，如后续生猪行情

回暖，公司生猪养殖业务的业绩情况将得到改善，预计 2023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下滑

的情况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不会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272,000.00

万元（含 272,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天邦股份数智化猪场升级项目 200,617.62 20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72,000.00 72,000.00 

合计 272,617.62 2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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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数智化猪场升级项目

及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投向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战

略需求，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并投入使用

后，公司的资本实力与资产规模将得到提升，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有助于提高公

司综合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长，营运资金得到

进一步充实，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综上，公司本次 2023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五、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不会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影响 

（一）公司所属行业仍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1、生猪养殖行业规模稳增长，供需基本稳定 

我国是生猪养殖和消费大国。发展生猪养殖，对保障市场供应、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生猪养殖行业具有市场容量大、行业

集中度低的特点。为稳定生猪供应，促进生猪养殖适应现代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我国正推动畜牧业的转型升级，从传统养殖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态

环保、高效安全的方向发展，提高行业集中度。 

2023 年上半年生猪产能充裕，产量明显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

1-6 月，全国生猪出栏 3.8 亿头，同比增长 2.6%，猪肉产量 3,032 万吨，同比增长

3.2%，市场供应处于近年来的高位。2023 年 6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4,296 万头，

同比持平；生猪存栏 43,517 万头，同比增长 1.1%。 

2、猪肉消费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猪肉是国人最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无论是产量还是产值均占畜禽养殖行业一

半以上的份额，在我国肉类消费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8 年我国猪肉产量占全国主要畜禽肉类产量比例为 63.45%。2019 年-2020 年受非

洲猪瘟的影响，猪肉年产量大幅下滑、猪肉价格攀升导致国内猪肉消费量下滑，2020

年猪肉产量占比降至 53.84%。2021-2022 年国内生猪供应快速恢复。2023 上半年，

我国猪肉产量 3,032 万吨，在全国肉类产量中的占比已恢复至 64.76%。受我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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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膳食结构和饮食习惯的影响，叠加烧烤等各种新兴美食文化的流行，预计未来猪

肉仍然是肉类消费的首要选择，猪肉消费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3、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冷鲜肉及深加工肉产品的发展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采购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居民对于购物环境、

食品安全、产品来源和品质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健康、安全、营养、便捷的深

加工肉类产品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推广。肉类产品消费品类也在逐步发生变化： 

（1）冷鲜肉正逐步替代热鲜肉。冷鲜肉生产、运输条件标准高，肉品可溯源，

具有肉品新鲜、营养价值高、安全卫生等优势，对于品牌的建立具有积极的作用。

此外，冷鲜肉可进行精细化分割以匹配消费者的多种需求，发挥各个部位的最大价

值。随着线下商超、餐饮、电商渠道的拓展以及冷链物流的发展，冷鲜肉逐渐成为

消费主流，未来市场份额还将继续扩大。 

（2）深加工肉产品正受到年轻人的青睐。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于快速、

便捷、安全食品的需求有了极大的提高。肉制品具有风味多样、简单方便、易于保

存和再加工等特性，能极大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未来随着食品加工工艺的不断提升，

深加工肉产品将进一步向定制品、预制菜品和肉蛋奶菜粮相结合的熟制品转变，种

类更加丰富多样，市场前景愈发广阔。 

（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和竞争格局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生猪养殖业务方面，公司自 2013 年进入生猪养殖业务以来，实现了快速增长，

已成为国内规模前列的生猪养殖规模化公司。2023 年上半年，公司累计出栏各类生

猪 306.33 万头，列上市公司第 4 位。 

食品业务——猪肉制品加工业务方面，天邦食品旗下拾分味道（临泉）食品有

限公司 2022 年通过“市级长三角绿色食品验收通过供应企业”，获“安徽省农业产业

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称号，2023 年已通过“省级长三角绿色食品供应验收企业”，

2023 年 3 月，临泉工厂食品车间开始试生产，公司将继续深耕猪肉制品赛道，打造

差异化 3R 产品（即烹、即热、即食），致力成为便捷化美味猪肉深度供应链服务商。 

2023 年上半年度，生猪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业绩下滑，系整个行业的正常波动，公司的行业地位及行业竞争格局均

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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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主要经营情况与同行业公司具有可比性，符合行业发展规律 

生猪养殖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性行业，一般每 3-5 年左右为一个周期。最近一轮

猪周期从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11 月为上行周期，22 个省市平均生猪价格高点为

40.98 元/公斤；2019 年 12 月开始进入震荡期，2021 年 1 月达到阶段高点；2021 年

2 月开始进入下行周期，2021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经历短暂回升，但随后震荡下

行；2022 年 3 月猪价呈现缓慢上行态势，随着生猪养殖行业产能去化趋势的稳步推

进，猪价进入小幅上行周期；2022 年 11 月以来，生猪价格再次下降，截至 2023 年

6 月末生猪价格仍处于低位。 

2022 年度随着生猪价格开始触底回升，公司与同行业部分公司盈利情况较 2021

年同期有所好转，公司业绩波动与同行业公司变动趋势一致。2022 年 11 月以来，

生猪价格再次下降，且目前生猪价格整体仍然较为低迷，公司与同行业公司 2023 年

上半年净利润均为负，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3 年 1-6 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万元） 

2022 年 1-6 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万元） 

同比变动（%） 

300498.SZ 温氏股份 -512,762.77 -386,449.50 -32.69 

002157.SZ *ST 正邦 -188,290.95 -400,875.46 53.03 

002714.SZ 牧原股份 -278,614.33 -687,059.79 59.45 

600975.SH 新五丰 -60,935.45 -25,058.40 -143.17 

000876.SZ 新希望 -299,190.76 -367,994.55 18.70 

002567.SZ 唐人神 -65,255.64 -12,969.74 -403.14 

603363.SH 傲农生物 -90,385.72 -70,394.24 -28.40 

002100.SZ 天康生物 -44,032.57 -10,122.67 -334.99 

002124.SZ 天邦食品 -130,008.72 -82,384.91 -57.81 

2023 年 1-6 月，受生猪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发行人及部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

业绩出现不同幅度下滑，发行人业绩水平的波动与生猪价格走势紧密相关，且与同

行业公司业绩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不存在明显异常情况。 

综上，相关风险因素未改变公司的行业地位，预计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公司 2023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构成实质性障碍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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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与天邦食品实际情况对照如下： 

序 

号 
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发行人实际情况 

1 
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

未经股东大会认可。 

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形。 

2 

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

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

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

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

产重组的除外。 

发行人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不存

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

则规定的情形；会计师对发行人最近一年财

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 

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

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4 

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 

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

违法行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

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 
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

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

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仍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条件。因此，发行人 2023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性障碍。 

七、会后事项承诺 

1、发行人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 2020

年度/2020 年末、2021 年度/2021 年末、2022 年度/2022 年末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3 年半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经董事会审议并

对外披露，未经审计。 

2、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没有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 2023 年半年度业绩变化情况详见本承诺函之“一、公司 2023 年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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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业绩变化情况和主要原因”，前述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的

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中披

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

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经办人

员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处罚，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未作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影

响的事项。 

18、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9、发行人及发行人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分别签署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上述单位、人员在有关申请文件中的盖

章、签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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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如果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上市日期间，发

生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发行人会后事项期间未发生

前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条件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

重大事项，发行人仍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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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刘卫宾 康 媛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________________ 

陈 亮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