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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背景 

1、政策鼓励大股东增持股票，以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2024年以来，在强监管、防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主线下，A股

上市公司的回购、增持行为受监管政策鼓励。为支持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回购和

增持上市公司股票，2024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创设股票回购、增持

专项再贷款，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

近日，证监会制定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征求意见稿）》，

要求上市公司积极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大股东增持等市值管理工具，推动

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提升。 

2、服装行业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培育新质生

产力，优质企业迎来新机遇 

2024年上半年，我国服装制造业的产量展现出稳定的态势。为了进一步推动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已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激励服装企业加速数

字化转型进程，提升运营效率，并强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从而构

建更为稳固且可持续的服装产业链，2024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专题报道，

强调要培育我国服装服饰行业的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附加值产业迈进。 

3、公司三大品牌协同并进，品牌竞争力持续增强，经营状况持续向好 



2023年以来，随着国内各地出台多项措施促进消费复苏，服装消费市场迎来

稳健反弹，内销市场持续恢复向好。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集

聚品牌势能，丰富产品矩阵，提升渠道，运营质效，实现了持续稳健的发展。公

司现有的“元先”、VGRASS、TEENIE WEENIE三大品牌各具差异化的风格和定

位，协调共享、优势互补，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立体品牌矩阵，不断提高品牌市场

竞争力。近年来，公司通过多品牌战略，持续提升产品力和品牌力，并布局全渠

道，共同推动收入增长。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目的 

1、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随着服装行业的逐步复苏，公司资金需求逐步增加。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一方面，可以提升公

司发展过程中的流动性水平，解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另一方面，可以为公司未来业务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提供坚实的资

金保障，增强公司竞争能力，以保持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最终实现股东利益的最

大化。 

2、优化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提升，补充的营

运资金可以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有助于减少

未来公司银行贷款需求，提高流动比率、经营安全性和资产流动性，降低财务费

用，提升盈利水平；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以及整体抗风险能力，夯实

未来发展根基。 

3、巩固控股权稳定性，彰显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提升公司

投资价值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致勤先生、宋艳俊女士合计持有

公司33.29%股份，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股

比例将提升至39.71%（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按照本次发行数量上限测算），有

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同时彰显了实际控制人对服装行业以及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有利于向市场以及中小股东传递积极信号。认购资

金的投入有利于促进公司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提升

公司投资价值。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分析 

1、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中高档服饰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品牌营销及终端销售，

坚持多品牌战略，旗下拥有三大自有品牌：TEENIE WEENIE、VGRASS、元先，

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立体品牌矩阵布局。多品牌模式有助于公司扩大目标消费群体

范围，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提高客户黏性，增强公司的

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同时也需要公司在研发设计、品牌推广、渠道拓

展、商品铺货等方面进行持续性的投入，由此形成了较为持续的资金需求。适度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助于缓解营运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更好地

满足公司生产、运营的日常资金周转需要，增强竞争力，为实现“提供顾客渴望

的产品和服务，打造有态度的品牌群，成为中国时尚生活的引领者”的公司愿景

奠定基础。 

2、优化资本结构，减少财务费用，提升对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同时可大幅度

降低贷款规模及利息支出，有助于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额认购，彰显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提升公

司投资价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王致勤先生、宋艳俊女士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体现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对公司支持的决心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利于保障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

随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注入，公司的流动资金有所补充，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得



到优化，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后续经营的持续运作，提升公司投资价

值，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二）可行性分析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

有可行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本结构将进一步优

化,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将有所增加，有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确保公司业务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实施主体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

制环境。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及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以

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涉及的报批事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及偿还银行借款，不涉及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审批的事项。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及偿还银行借款，公司营运资金将得到有效补充，资本实力和资产规模将得到

提升，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同时，募集资金到位有助于夯实公司的业务发展基

础，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金额预计有所增长，资产负债率预

计得到降低，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将得到改善，短期偿债能力增强。本次发

行后，随着总股本及净资产增加，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指标

可能会因为即期收益摊薄而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未来随着资金投入，公司业务规

模将继续扩大，盈利能力相应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综上，本次发行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公

司进一步业务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六、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战略需求，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

于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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