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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及部

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信”或“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及部分募投项目

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海洋先进传感器综合智能作业平台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16,668.38 万元（含利息收益，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专

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

划转完成后，公司将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亦随之终止。 

另外，同意公司募投项目“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由原定 2023 年 12 月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并对“智慧海洋技术

中心建设项目”及“海洋基础工程技术服务能力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该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65 号）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73,000 万元，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含税）人民币 869.8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72,130.2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出具天职业字[2020]41728 号验资报告。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10 号）同意注册，公

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0,581,039 股，发行价格为 9.81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 30,0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98.11 万元（不含税金额）募集资

金净额 29,401.89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出具致同验字（2022）第 110C000783 号

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已累计使用 38,723.5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截至 2023年 10

月 31日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 2023

年 10月 31

日投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海底数据中心

一期项目 
21,511.8 20,162.65 93.73% 2024年 8月 

2 

海洋先进传感

器综合智能作

业平台项目 

15,941.98 0 0.00% 2023年 12月 

3 
智慧海洋技术

中心建设项目 
24,801.53 8,685.99 35.02% 2023年 12月 

4 补充营运资金 9,874.88 9,874.88 100.00% —— 

合计 72,130.19 38,723.52 —— —— 

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

累计使用 8,809.8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截至 2023年 10

月 31日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 2023

年 10月 31

日投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海洋基础工程

技术服务能力

建设项目 

20,581.32 0 0.00% 2025年 12月 

2 补充营运资金 8,820.57 8,809.80 99.88% —— 

合计 29,401.89 8,809.80 —— ——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1 海底数据中心一期项目 27,064.82 21,511.80 

2 
海洋先进传感器综合智能作

业平台项目 
19,704.29 15,941.98 

3 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30,423.14 24,801.53 

4 补充营运资金 9,993.96 9,874.88 

5 
海洋基础工程技术服务能力

建设项目 
26,552.98 20,581.32 

6 补充营运资金 9,000.00 8,820.57 

合计 122,739.19 101,532.08 

 

四、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募集资金剩余情况 

（一）本次终止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海洋先进传感器综合智能作业平台项目”主要依靠面向海兰信下属企业的

自用需求提供海洋作业和产品测试服务，以及对外租赁的业务模式获取收入。其

中，对内提供服务的类型包括潜标和浮标的布放与维护保养、海洋仪器产业化测

试、常压潜水服（ADS）装备深海作业、智能船舶系统研发测试、海洋水下数据



舱（UDC）研发测试等。 

2021-2023年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部分外部租赁业务模式的目标客户订

单量处于低位运行，仅满足公司及下属企业的自用需求并不足以实现预计投资效

益。2023年是公司深入推动高质量变革的第一年，为构建长期的市场竞争优势，

公司明确提出了“精品战略”，公司发展战略的侧重点亦有所调整。为降低募集

资金使用及运营风险，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着控制风险、审慎投

资的原则，公司拟终止“海洋先进传感器综合智能作业平台项目”并将该部分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具有更好现金流或回款能力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募集资金剩余情况与使用计划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洋先进传感器综合智能作业平台项目”终止后，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

司拟将该募投项目终止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6,668.38 万元（含利息收益，具体金

额以实际结转时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本次募投项目终止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董事会将授

权相关人员办理专户注销事项。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三）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及公司实际

发展战略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

续稳定发展，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基本情况和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公司基于谨慎原则对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进度进行调整，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和建设规模不变，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完成时间 调整后完成时间 

2 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2023年 12月 2024年 12月 

（二）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是作为海洋数据业务未来发展的重要创新载

体，为公司拓展海洋数据业务提供全面技术支撑。海底数据中心（UDC）业务是

公司目前着力拓展的主营业务方向，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8,685.99 万元用于购置土地建设研发中心和办公用房，虽然海底数据中

心（UDC）业务市场竞争优势明显且已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受地

方政府土地使用政策及用途调整等影响，因此导致了此项目的实施周期延后，项

目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为了保证募投项目稳步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 

险，保障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和整体运行效率，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经谨慎 

研究，公司拟对“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

整。 

六、对募投项目的重新论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或超过最近一次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上

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

项目。为此，公司对 “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海洋基础工程技术服



务能力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一）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必要性 

（1）为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未来公司将加大研发资源投入，围绕海洋数据立体探测技术、海洋数据融合

与应用技术，以及与数据相关的海洋装备技术重点发力，进行技术攻关。在本项

目建设期内，公司将开展海洋水下数据舱（UDC）技术和空、海、潜多源海洋数

据技术研究工作，其中涉及无人飞控海测仪器平台、水上无人自主海测仪器平台、

密封试验容器等大型研发设备和试验装置的布放和改装，以及水下数据舱（UDC）

的装配和转运，对研发环境和试验场地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公司计划招聘大

量技术研发人员，扩充技术团队，以保障技术研发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公司

拟采取购置及扩建物业的方式建设智慧海洋技术中心，以有效满足业务发展和技

术创新对办公与研发环境的需求。 

（2）推动海洋数据业务发展 

本项目建设的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将作为公司海洋数据业务未来发展的重要

创新载体，主要开展海洋数据立体探测技术、海洋数据融合与应用技术，以及围

绕数据相关的海洋装备技术的产业化研究。相关核心技术的突破，将显著提升公

司的海洋数据探测能力、融合应用能力和服务能力，加速向海洋数据服务提供商

的战略转型进程。 

2、项目可行性 

（1）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拥有深厚的核心技术储备 

公司在海洋数据业务领域技术储备丰富，并不断深化在海洋仪器、深海装备

等领域的业务布局，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术实力，为本项目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2）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 

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公司在海洋数据业务领域已成功组建起一支专业基础

扎实、技术研发与产品应用经验丰富、行业理解深刻的研发团队，主要从事海洋

技术开发、海底观测网等海洋仪器设备研制，以及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设计等技

术研发工作。团队成员专业方向涵盖物理海洋、海洋声学、海洋测绘、海洋工程、

海洋仪器设备等领域，拥有整合业界领先技术及行业资源的能力，可对行业技术

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强大的技术研发

团队将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3）订单量稳步提升 

海底数据中心（UDC）业务与互联网大厂的合作订单近期取得了阶段性的突

破，公司也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两角开拓”目标客户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各方均表达了积极的兴趣并有实质的洽谈推进，公司对未来获得目标客户的订单

充满信心，因此该项目预计可以按调整后的投资进度实施。 

3、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将不直接产生可计算的经济效益，但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的未来发展

带来巨大的收益。 

（二）海洋基础工程技术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1、项目必要性 

（1）打造海洋和内陆水域基础工程技术服务能力 

目前，海洋和内陆水域基础工程技术服务主要依靠人工作业等传统技术手段

完成，在恶劣工作环境下的安全风险较高，作业效率较低。通过本项目实施，公

司将借助多波束测深系统、侧扫声呐、无人艇、高性能水下遥控机器人（ROV）、

大量程超短基线等先进的海洋观探测仪器、海洋作业装备和运载平台，依托技术

优势和专业团队，输出高度专业化的海洋和内陆水域基础工程巡检、维护保养等



技术服务，提高复杂海况和深水环境下的作业精度和效率，降低安全风险，满足

日益增长的下游市场需求。 

（2）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构筑市场先发优势 

近年来，海洋观探测行业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快速升级迭代。首先，出于对

资源勘测与开发的实际需求，海洋观探测和海洋基础工程建设逐步向深海、远海

方向发展，从而对探测和作业装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业务团队的专业化水

平提出更高要求；此外，海洋观探测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加速融合，

随着海洋数据的指数级增长和海量数据计算分析能力的提升，海洋观探测已步入

大数据时代。未来，海洋观探测技术装备将沿着高度信息化与智能化、高度专业

化与模块化、高稳定性与可靠性的趋势发展。 

在上述趋势的引领下，海洋基础工程巡检和维护保养业务的盈利模式和业态

也将随之转变，行业参与者的业务重心将由设备销售向技术服务和设备租赁倾斜。

部分下游企业不具备高端仪器设备使用经验和专业人员团队，并且由于相关业务

需求和设备使用频次较低，因此将优先选择直接购买专业技术服务，代替以往引

进装备的采购模式，避免出现装备长时间闲置、难以有效使用等问题；对于具备

一定技术能力和专业团队的下游企业或测绘服务机构，出于对设备价格昂贵、行

业技术演进和产品迭代速度快、贸易环境恶化导致新设备交付周期长等因素的考

量，更倾向于短期租赁设备，以提高设备使用效率、降低资金和交付时间成本。 

公司将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对下游客户的需求变化及时作出反应，通过提供

专业技术服务和设备租赁等方式与用户开展合作，提高业务运营水平。目前，上

述业务模式的下游市场需求不断提升，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抢占市场先机，

积极构筑市场优势。 

2、项目可行性 

（1）项目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将“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列入重点发展的十大



领域。强调大力发展深海探测、资源开发利用、海上作业保障装备及其关键系统

和专用设备；形成海洋工程装备综合试验、检测与鉴定能力，提高海洋开发利用

水平。 

2018 年 11月，国家统计局颁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将“海洋

环境监测与探测装备制造”和“深海水下应急作业装备及系统”列入战略性新兴产

业目录。 

2021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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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坚持陆海统 

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 

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围绕海洋工程、海洋资源、海 

洋环境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公司凭借超过 20 年在海洋装备、海洋信息化领域的技术积累，在航海导航

和自动化、海底网电接入、深海援潜救援、海洋无人系统等方面，建立了完全自

主可控的研制生产测试能力。因此，本项目实施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 

（2）项目具备扎实的实施基础和能力储备 

公司已成为全球先进的海洋科学探索仪器系统和综合服务提供商，致力于输

出优质的海洋调查设备和技术，为海洋测绘、物理海洋学、水下工程作业等领域

用户提供有前瞻性与竞争力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在体系化和专业化能力方面，公司在工程方案设计、工程组织实施、项目决

策建议等业务环节沉淀形成了丰富的技术储备和业务经验积累，一方面可针对多

领域、多场景提供水下信息探测、工程设施巡检、工程设施维护保养等全方位技

术服务，输出整体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可为水下信息探测和数据分析过程的科

学性、巡检结果的准确性、维护保养建议的针对性、工程实施的专业性奠定坚实

的技术基础，保障技术服务质量。 

在高端海洋装备资源方面，公司拥有丰富的海洋观探测仪器产品线，主导产



品涵盖了项目主要采用的多波束测深系统、侧扫声呐、三维成像声呐、水下遥控

机器人（ROV）和无人艇等海洋装备和运载平台，有助于在设备配置层面保障项

目顺利实施和专业技术服务的持续输出。 

在客户资源和项目经验方面，截至目前公司服务于我国大部分海洋仪器用户

单位和海洋研究机构，长期参与国家、省部级海洋科研项目，并且曾参与浙江“里

斯本丸”号二战沉船探测、河北唐山潘家口水库落水人员搜救、大连 5.7 空难飞 

机黑匣子海底搜索等重大任务，为海上应急救援和目标探测工作提供支撑。 

依托公司在海洋调查领域中的高端设备资源、关键技术积累、专业人才团队、 

项目实施经验等方面的优势，本项目具备扎实的实施基础。 

按照公司当前排布的募集资金投入计划，预计可以在 2024年 6月 30日前完

成项目投资进度的 20%。 

3、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IRR）为 16.11%，所得税后静态回收期为 7.08

年（含建设期）。 

（三）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结论 

公司认为上述项目符合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专业能力建设，仍然具备投资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因素

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

延期未改变项目的建设内容、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公司将加强对募投项目建设

进度的监督，确保募投项目顺利、高效实施。 



七、相关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该项目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使

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该项目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该项目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的决策程序合理，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

定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

止并将该项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海兰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

永久补流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海兰信就此事宜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该事

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保荐

机构对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及部分募投项目重

新论证并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