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纳智能”）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

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4〕第 204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瑞纳智能持续

督导的保荐机构，现对《年报问询函》提及的相关问题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7.年报显示，你公司募投项目“智能供热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和“研发

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分别为 48.18%、8.69%；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日

期分别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6月 30日。 

请你公司： 

（1）说明上述募投项目已投入金额的开支明细，形成的主要资产情况，相

关资产的后续使用安排； 

（2）结合募投项目所在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下游客户的实际需求与影响

因素等，说明公司对上述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较慢的原因，公司前期立项是否审慎，

上述影响因素是否可以预见，立项时是否已充分考虑。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披露与说明】 

（一）说明上述募投项目已投入金额的开支明细，形成的主要资产情况，

相关资产的后续使用安排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投项目已投入金额的开支明细，形成的主

要资产情况，相关资产的后续使用安排具体如下： 

1、智能供热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公司“智能供热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公司已进行试生产，形成了智慧供热生产基地厂房及配套设施、智



能模块化换热机组生产线、智能水力平衡装置相关产线等，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智能供热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投入金额为 11,803.49 万元，

资金支付进度为 48.18%，尚余 3,048.03 万元尾款尚未支付，加上后续需要支付

的尾款，公司该项目资金支付进度预计将达到 60.62%左右，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支明细 累计开支金额 形成资产 资产的后续使用安排 

工程设计建造款  8,829.06  

厂房及配套设施、智能模

块化换热机组生产线、智

能水力平衡装置相关产线

等。 

智能供热设备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已建设完成，预计后

续需支付尾款 3,048.03 万

元。相关资产将用于换热机

组、水力平衡装置相关产品

的生产。 

设备款  2,012.79  

设备安装材料款  612.04  

软件系统采购款  50.14  

其他  299.45  

合计  11,803.49  

注：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公司后续已支付尾款 844.39 万元，剩余尾款 2,203.64 万

元尚未支付。 

公司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本着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降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对生产工艺进行改进、自主设计建

造部分产线等，降低项目建设过程中成本费用，从而节余部分募集资金。 

2、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支明细 已投入金额 形成资产 资产的后续使用 

工程设计建造

款 
484.71 

在建工程 

公司为了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市场需求的变

化，公司于 2023 年 11月份对“研发检测中心建

设项目”的建设内容进行调整，保留一部分原计

划实验室，同时新增一部分实验室。2024 年 4

月，由于新增实验室的建设标准较高，建设周期

长，验收也较为严格，故无法按时完成，基于审

慎性原则，决定将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更新后“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将形

成的实验室包括：数据中心阀门性能实验室、环

境耐久实验室检测实验室、水源热泵实验室、空

气源热泵低温环境实验室、离心压缩机实验室、

线性压缩机实验室、噪音实验室、办公场地机房

会议室其他公共区域。研发形成的资产后续均运

用于上述研发实验室，用于与公司产品相关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研发，持续进行技术储备

软件系统采购

款 
38.00 

设备款 0.73 

其他 32.48 

总计 555.91 



以适应行业的技术发展，保持在行业内的技术优

势地位。 

注：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公司已投入金额为 1,149.90 万元。 

未来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市场、行业环境及技术更新等因素变化情况，严格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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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使用募集资金，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智能供热设备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和“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二）结合募投项目所在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下游客户的实际需求与影

响因素等，说明公司对上述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较慢的原因，公司前期立项是否

审慎，上述影响因素是否可以预见，立项时是否已充分考虑 

1、募投项目所在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 

公司投入的智能供热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紧紧围

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是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巩固和提升，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 

（1）我国城镇供热面积稳步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 年，我国城市集中供热面积仅为 83.09

亿平米，2022 年我国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已达 112.79 亿平方米,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到 6.08%。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将不断增大，

同时将带动供热节能设备产品需求进一步增加，为我国供热节能行业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空间。2017-2022 年，我国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具体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供热节能行业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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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处供热节能行业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

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要积极推进

供热改造，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加快推进居住建

筑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持续推动老旧供热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节能降碳改造；

提升城镇建筑和基础设施运行管理智能化水平，加快推广供热计量收费和合同能

源管理，逐步开展公共建筑能耗限额管理。 

2022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又联合发布《关于完善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了工作方向：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和

供热设施智能化建设，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建

立和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相关技术标准及相应的碳排放量、碳减排量等核算标

准等。2022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

施方案的通知》：统筹推进城市及县城供排水、供热等其他管道老化更新改造。 

2023 年，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先后出

台多项政策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加快推动建

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方案》《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均要求持续推进供热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提升供热等

基础设施节能低碳水平；积极推进供热计量改造，按照供热计量有关要求，更新

加装计量装置等设备，逐步推动具备条件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按用热量计量收

费。 

供热节能改造是国家实现“2030 碳达峰”目标的重要一环，北方各省、市

级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及文件，积极出台各项供热节能改造相关政策及措

施，推动当地智慧供热节能改造建设。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有关政策及措施，不

仅鼓励支持发展智慧供热节能产业，也推动了供热行业高效高质量发展。 

综上，募投项目所在行业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并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下游客户的实际需求与影响因素 



供热是北方地区冬季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供热面积不断增加。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北方城镇供热面

积由 2022 年底 167 亿平方米增加到 175 亿平方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预计城镇集中供热面积还将继续增长，未来市场对智慧供热相关产品和相关服务

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 

智慧供热主要涉及物联网、云计算、信息安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多项技术领域。随着相关技术逐渐发展成熟并在传统工业落地应用，

为智慧供热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并将加快行业升级改造的速度。但智慧供热市

场需求的释放亦受宏观经济、财政支出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政府供热改造的

进度有所放缓。 

3、说明公司对上述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较慢的原因 

公司的智能供热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按照可行性分析报告按期建设完

成。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建设进度较慢的主要原因：一是募投项目在实施过程

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导致工作进展不达预期，研发大楼的建设、实验室的设

计和要求、设备供应商招标等后续工作进展缓慢，从而导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滞

后。二是为了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市场需求的变化，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

经审慎研究和充分的论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根据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原“研发

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整，保留一部分原计划实验室，同时新增一部

分源端类产品的研发实验室，包括阀门性能实验室、水源热泵实验室、空气源热

泵低温环境实验室、离心压缩机实验室、线性压缩机实验室、噪音实验室，并同

步调整建设面积，加大了对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投入，新产品技术方向和实

验室的论证等因素影响了建设工程布局和研发进度，导致项目进度有所放缓。 

调整后的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产品技术发展的

趋势。公司高度重视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推进情况，目前，上述项目已按调

整后的时间计划正常推进，相关土建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验收中，研发实验室

相关设备已完成选型，处于商务议价阶段，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未来，公司将继续统筹协调，采取定期召开例会、安排专人负责项目跟踪、

设备采购任务责任到人、加强项目实施过程控制等措施，定期了解项目进度，协



调解决问题，全力推进本项目，在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等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的

前提下，确保募投项目在调整后的时间计划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4、说明前期立项是否审慎，上述影响因素是否可以预见，立项时是否已充

分考虑 

募投项目前期立项时，公司经过市场调研、论证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而

确定的，已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政策导向审慎考虑了募投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符合公司的实际发展需求，但研发项目自 2020 年立项至今已有四年，

考虑到外部环境以及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发生的变化，公司立项时难以提前对外

部环境及技术环境进行预判，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技术研发能力、产业链、供应链

的自主可控能力，公司对研发项目进行延期并对研发内容进行变更符合企业的实

际情况和技术发展的趋势，符合项目的客观情况。 

【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看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表并咨询公司采购经理，了解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咨询公司生产总监，了解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募集资金使用结余的原因，募投项

目资产后续使用情况。 

2、查阅公司募投项目固定资产清单，了解募投项目形成的资产情况。 

3、查阅项目立项时可行性分析报告，查阅《中国清洁供热产业发展报告

（2023）》、公开网站等了解募投项目所在行业发展情况、政策环境、市场需求

与影响因素。 

4、访谈公司总经理了解募投项目所处行业的市场前景、客户的实际需求，

了解市场环境变化、技术环境变化对公司募投项目的影响，立项时对募投项目的

考虑因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智能供热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按计划建设完成，相关资产已投

入正常使用。“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尚处于建设期间，尚未形成可使用的资

产，后续形成的资产将按照募投项目要求安排使用。 



2、我国城镇供热面积不断增加，相关政策均要求持续推进供热设施设备更

新改造，提升供热等基础设施节能低碳水平，智慧供热行业下游市场需求和市场

空间广阔。 

3、募投项目前期立项时，公司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政策导向已审慎考虑

了募投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调整募投项目内容是对

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变化的应对，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技术发展趋势。 



（此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徐祖飞  葛剑锋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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