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出具的 20314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保荐机构”或“保荐人”）作为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玛顿”、“公司”或“发行
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发行人及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发行人律师”）和会计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天职会计师”、“会计师”）等相关各方，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反馈
意见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并逐项进行回复说明。 具体回复内容附后。

关于回复内容释义、格式及补充更新披露等事项的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尽职调查报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发行保荐书》（以下简称“《预案》”、“《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一致；

2、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3、本回复中涉及在《预案》、《尽职调查报告》中补充披露或修订的内容已在《预案》、《尽职

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中以楷体加粗方式列示。
1.� 申请人本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0 亿元，用于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

工建设项目，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
化深加工建设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本次
募投项目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2）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
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3）募投项目的
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 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包含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
入资金；（4）本次募投项目与申请人现有业务的联系与区别，结合行业市场需求、市场竞争、人
才技术能力储备、 太阳能玻璃产品和组件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均较低等情况说明新增产能规模
的合理性，新增产能消化措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5）募投项目预计效益测算依据、
测算过程，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大尺

寸、 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
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均系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其
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与公司现有业务一致。

大尺寸、 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拟在安徽凤阳新建 12 条厚度为≤
2.0mm 的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产线，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设备
的智能化水平全面强化公司在光伏玻璃产品方面的生产加工能力。 公司采购部根据市场销售
部的销售计划，结合生产计划和原材料安全库存情况制订采购计划，比价采购玻璃原片；以安
徽凤阳作为生产基地，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产品订单情况，快速有效地组织生产，
对玻璃原片进行镀膜、钢化等深加工；公司采取直销模式，产品直接销售给国内和国外客户。

大尺寸、 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拟对公司现有常州生产基地 10 条光
伏玻璃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设备，优化生产布局，建设 5 条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
背板玻璃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以提高公司的超薄光伏玻璃加工能力。 其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
与公司现有业务一致。

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拟新建 4 条 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
加工生产线，提高 BIPV 太阳能玻璃的配套生产能力，提升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增加公司的
盈利水平。 公司根据订单情况，结合生产计划和原材料安全库存情况制订采购计划，采购经客
户认证的玻璃原片及夹具配件等；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快速有效地组织生产，对玻璃
原片进行镀膜、钢化、彩釉、打孔等深加工；公司采取直销模式，产品直接销售给境内外 BIPV 产
品客户。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为研发类项目，通过引进先进的软硬件研发设备，构建先进的
研发平台，并对 BIPV 彩膜光伏玻璃、大尺寸显示器全贴合技术、显示器用一体化防眩光玻璃等
前沿新产品和新技术进行研发，为企业在玻璃深加工行业提升盈利水平提供技术基础。 补充流
动资金主要用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上述项目不涉及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
实施该项目有利于公司优化产品性能，提高产品竞争力，不直接产生收益。

综上，募投项目实施前后，公司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未发生变化，本次募投项目的经营模
式和盈利模式合理，与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相匹配。

二、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
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一）募投项目总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大尺寸 、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
设项目 51,334.39 39,130.00

2 大尺寸 、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
改项目 18,960.10 16,439.40

3 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17,454.46 13,381.00
4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7,053.14 3,069.00
5 补充流动资金 27,980.60 27,980.60
合计 122,782.69 100,000.00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
决。

（二）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1、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1）项目投资基本情况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51,334.39 万元，包含工程费用 39,130.00 万元、场地租赁费 1,651.68

万元、 预备费 2,446.90 万元及铺底流动资金投资 8,105.81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39,130.00 万
元。 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数额安排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金额占总额比例

1 建设投资 43,228.58 84.21
1.1 工程费用 39,130.00 76.23
1.1.1 场地装修费 9,454.00 18.42
1.1.2 硬件设备购置费 29,176.00 56.84
1.1.3 软件工具购置费 500.00 0.97
1.2 场地租赁费 1,651.68 3.21
1.3 预备费 2,446.90 4.76
2 铺底流动资金 8,105.81 15.79
合计 51,334.39 100.00

（2）场地装修费估算
本项目场地装修费 9,454.00 万元，主要用于本项目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的主体工程装修。

项目场地装修费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平方米、元 / 平方米、万元

序号 场地 建筑面积 装修单价 投资金额

1 1# 生产车间 53,000 800 4,240.00
2 2# 生产车间 38,400 800 3,072.00
3 1# 镀膜净化间 3,000 2,000 600.00
4 2# 镀膜净化间 600 2,000 120.00
5 仓库 10,000 300 300.00
6 宿舍 6,000 1,500 900.00
7 公用设施 3,700 600 222.00
合计 114,700 9,454.00

（3）硬件设备及软件工具购置费
本项目硬件设备购置费 29,176.00 万元， 主要用于项目所需的硬件设备购置。 项目硬件设

备购置费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台、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价 投资金额

1 磨边机 24 80.00 1,920.00
2 前清洗机 24 28.00 672.00
3 后清洗机 12 30.00 360.00
4 固化炉 36 30.00 1,080.00
5 激光打孔机 12 200.00 2,400.00
6 丝网印刷机 12 45.00 540.00
7 AR 镀膜机 72 15.00 1,080.00
8 炉窑至磨边自动化传送线 12 200.00 2,400.00
9 磨边至下片自动化传送线 12 200.00 2,400.00
10 缺陷检测设备 24 75.00 1,800.00
11 下片机械手 36 26.00 936.00
12 铺纸机 72 20.00 1,440.00
13 钢化炉 12 510.00 6,120.00
14 高低压柜 12 105.00 1,260.00
15 变压器 24 30.00 720.00
16 低压电缆线 12 200.00 2,400.00
17 空压机组 5 20.00 100.00
18 储气罐 12 4.00 48.00
19 污水处理系统 3 300.00 900.00
20 废气处理系统 3 80.00 240.00
21 高压电缆线 12 30.00 360.00
合计 29,176.00

本项目软件工具购置费 500.00 万元， 主要用于项目所需的能源管理系统与智能管理平台
软件购置。

（4）场地租赁费估算
本项目场地租赁费 1,651.68 万元，主要用于项目所需场地租赁。 项目场地租赁费使用情况

具体如下：
单位：平方米、元 / 平方米·月、万元

序号 场地 建筑面积 租赁单价 投资金额

1 1# 生产车间 53,000 12 763.20
2 2# 生产车间 38,400 12 552.96
3 1# 镀膜净化间 3,000 12 43.20
4 2# 镀膜净化间 600 12 8.64
5 仓库 10,000 12 144.00
6 宿舍 6,000 12 86.40
7 公用设施 3,700 12 53.28
合计 114,700 1,651.68

（5）预备费估算
本项目预备费主要用于项目建设过程不可预见的费用支出， 按照项目工程费用和场地租

赁费合计的 6%计提，共计 2,446.90 万元。
（6）铺底流动资金估算
铺底流动资金是项目投产初期所需，为保证项目建成后顺利投产所必需的流动资金，主要

用于项目投产初期购买原材料、辅助包材，物流运输及支付员工工资等。 本次募投项目铺底流
动资金需求系结合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按项目建成后所需全部流动资
金的 30%进行估算，即 8,105.81 万元。

2、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额 51,334.39 万元， 各项投资构成中工程费用属于资本性支出， 共计

39,130.0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39,130.00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投资
构成部分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非资本性支出的情况。

（三）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
1、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1）项目投资基本情况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18,960.10 万元，包含工程费用 16,439.40 万元、预备费 986.36 万元及

铺底流动资金投资 1,534.33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6,439.40 万元。 本项目投资数额安排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金额占总额比例

1 建设投资 17,425.76 91.91
1.1 工程费用 16,439.40 86.71
1.1.1 场地装修费 2,724.40 14.37
1.1.2 硬件设备购置费 13,465.00 71.02
1.1.3 软件工具购置费 250.00 1.32
1.2 预备费 986.36 5.20
2 铺底流动资金 1,534.33 8.09
合计 18,960.10 100.00

（2）场地装修费估算
本项目场地装修费 2,724.40 万元，主要用于本项目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的主体工程装修。

项目场地装修费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平方米、元 / 平方米、万元

序号 场地 建筑面积 装修单价 投资金额

1 生产车间 27,560 800 2,204.80
2 镀膜净化间 1,440 2,000 288.00
3 仓库 7,000 300 210.00
4 公共设施 360 600 21.60
合计 36,360 2,724.40

（3）硬件设备及软件工具购置费
本项目硬件设备购置费 13,465.00 万元， 主要用于项目所需的硬件设备购置。 项目硬件设

备购置费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台、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价 投资金额

1 气浮式钢化线配套设备 10 350.00 3,500.00

2 磨边机 10 80.00 800.00

3 前清洗机 10 28.00 280.00

4 后清洗机 5 30.00 150.00

5 固化炉 15 30.00 450.00

6 激光打孔机 15 200.00 3,000.00

7 丝网印刷机 15 45.00 675.00

8 AR 镀膜机 15 15.00 225.00

9 自动传送线 5 450.00 2,250.00

10 缺陷检测设备 5 75.00 375.00

11 下片机械手 10 26.00 260.00

12 铺纸机 20 20.00 400.00

13 低压电缆线 5 100.00 500.00

14 空压机组 3 20.00 60.00

15 储气罐 5 4.00 20.00

16 污水处理系统 1 450.00 450.00

17 废气处理系统 2 35.00 70.00

合计 13,465.00

本项目软件工具购置费 250.00 万元， 主要用于项目所需的能源管理系统与智能管理平台
软件购置。

（4）预备费估算
本项目预备费主要用于项目建设过程不可预见的费用支出， 按照项目工程费用和场地租

赁费合计的 6%计提，共计 986.36 万元。
（5）铺底流动资金估算
铺底流动资金是项目投产初期所需，为保证项目建成后顺利投产所必需的流动资金，主要

用于项目投产初期购买原材料、辅助包材，物流运输及支付员工工资等。 本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为技改后与不技改的情况下所需铺底流动资金的差额。 铺底流动资金需求系结合本次募投项
目投产后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按项目建成后所需全部流动资金的 30%进行估算，不技改情况
下所需铺底流动资金为 2,286.35 万元，技改后所需铺底流动资金为 3,820.68 万元，因此测算期
项目所需铺底流动资金 1,534.33 万元。

2、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额 17,425.76 万元， 各项投资构成中工程费用属于资本性支出， 共计

16,439.4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6,439.40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投资
构成部分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非资本性支出的情况。

（四）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1、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1）项目投资基本情况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17,454.46 万元，包含工程费用 13,381.00 万元、预备费 802.86 万元及

铺底流动资金投资 3,270.6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3,381.00 万元。 本项目投资数额安排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金额占总额比例

1 建设投资 14,183.86 81.26
1.1 工程费用 13,381.00 76.66
1.1.1 场地装修费 2,758.00 15.80
1.1.2 硬件设备购置费 10,473.00 60.00
1.1.3 软件工具购置费 150.00 0.86
1.2 预备费 802.86 4.60
2 铺底流动资金 3,270.60 18.74
合计 17,454.46 100.00

（2）场地装修费估算
本项目场地装修费 2,758.00 万元，主要用于本项目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的主体工程装修。

项目场地装修费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平方米、元 / 平方米、万元

序号 场地 建筑面积 装修单价 投资金额

1 生产车间 25,350 800 2,028.00
2 镀膜净化间 3,650 2,000 730.00
合计 29,000 2,758.00

（3）硬件设备及软件工具购置费
本项目硬件设备购置费 10,473.00 万元， 主要用于项目所需的硬件设备购置。 项目硬件设

备购置费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台、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价 投资金额

1 固化炉 12 30.00 360.00
2 玻璃切割机 8 15.00 120.00
3 CNC 加工中心 15 25.00 375.00
4 CNC 加工自动化输送线 4 100.00 400.00
5 CNC 后清洗机 4 30.00 120.00
6 4 轴玻璃打孔机 16 65.00 1,040.00
7 3 轴玻璃打孔机 7 30.00 210.00
8 2 轴玻璃打孔机 8 22.00 176.00
9 玻璃磨边机 8 75.00 600.00
10 辊涂前清洗机 4 30.00 120.00
11 钢化前清洗机 4 28.00 112.00
12 钢化炉 4 300.00 1,200.00
13 磨边钢化自动化输送线 4 210.00 840.00
14 辊涂机 4 50.00 200.00
15 自动打胶组装线 9 100.00 900.00
16 自动热铆产线 24 100.00 2,400.00
17 丝印前清洗机 1 60.00 60.00
18 丝印后清洗机 1 60.00 60.00
19 丝印机 2 45.00 90.00
20 IR 炉 2 50.00 100.00
21 自动打胶贴合线 1 80.00 80.00
22 纯水机组 2 150.00 300.00
23 无油空压机组 2 120.00 240.00
24 废气处理系统 2 35.00 70.00
25 配电设备 1 300.00 300.00
合计 10,473.00

本项目软件工具购置费 150.00 万元， 主要用于项目所需的能源管理系统与智能管理平台
软件购置。

（4）预备费估算
本项目预备费主要用于项目建设过程不可预见的费用支出， 按照项目工程费用和场地租

赁费合计的 6%计提，共计 802.86 万元。
（5）铺底流动资金估算
铺底流动资金是项目投产初期所需，为保证项目建成后顺利投产所必需的流动资金，主要

用于项目投产初期购买原材料、辅助包材，物流运输及支付员工工资等。 铺底流动资金需求系
结合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按项目建成后所需全部流动资金的 30%进行
估算，测算期项目所需铺底流动资金 3,270.60 万元。

2、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额 17,454.46 万元， 各项投资构成中工程费用属于资本性支出， 共计

13,381.0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3,381.00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投资
构成部分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非资本性支出的情况。

（五）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1、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1）项目投资基本情况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7,053.14万元，包含工程费用 3,069.00 万元、预备费 184.14 万元及研发课题

经费投资 3,800.00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3,069.00万元。 本项目投资数额安排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金额占总额比例

1 建设投资 7,053.14 100.00

1.1 工程费用 3,069.00 43.51

1.1.1 场地装修费 450.00 6.38

1.1.2 硬件设备购置费 2,509.00 35.57

1.1.3 软件工具购置费 110.00 1.56

1.2 预备费 184.14 2.61

1.3 研发课题经费投入 3,800.00 53.88

合计 7,053.14 100.00

（2）场地装修费估算
本项目场地装修费 450.00 万元，主要用于本项目研发中心贴合实验室、镀膜实验室、光学

检测实验室主体工程装修。 项目场地装修费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平方米、元 / 平方米、万元

序号 场地 建筑面积 装修单价 投资金额

1 贴合实验室 1,500 2,000 300.00
2 镀膜实验室 600 2,000 120.00
3 光学检测实验室 300 1,000 30.00
合计 2,400 450.00

（3）硬件设备及软件工具购置费
本项目硬件设备购置费 2,509.00 万元，主要用于项目所需的硬件设备购置。 项目硬件设备

购置费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台、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价 投资金额

一 机器设备

1 全贴合机 2 300.00 600.00
2 低温真空热固化机 2 120.00 240.00
3 固化箱 2 50.00 100.00
4 镀膜机 1 200.00 200.00
5 高精度分切设备 1 100.00 100.00
6 检测台 2 20.00 40.00
7 检测设备 2 50.00 100.00
8 高低压柜 1 80.00 80.00
9 变压器 1 30.00 30.00
10 低压电缆线 2 150.00 300.00
11 冷却水系统设备 2 20.00 40.00
12 纯水系统设备 1 50.00 50.00
13 无油空压机组 1 80.00 80.00
14 储气罐 2 5.00 10.00
15 废气处理系统 2 35.00 70.00
二 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

1 高温马弗炉 1 6.00 6.00
2 冷热冲击机 1 250.00 250.00
3 动摩擦系数仪 1 3.00 3.00
4 同步热分析仪 1 100.00 100.00
5 动态压力测试设备 1 60.00 60.00
6 材料表面散射特性测量设备 1 50.00 50.00
合计 2,509.00

本项目软件工具购置费 11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套、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价 投资金额

1 Light Tools（光学系统建模软件 ） 1 50.00 50.00
2 Solidworks（建模软件） 1 60.00 60.00
合计 110.00

（4）预备费估算
本项目预备费主要用于项目建设过程不可预见的费用支出， 按照项目工程费用和场地租

赁费合计的 6%计提，共计 184.14 万元。
（5）研发课题经费估算
本项目研发课题经费投入 3,800.00 万元，主要围绕公司的 BIPV 光伏玻璃、电子玻璃及显

示器产品进行“BIPV 彩膜光伏玻璃”、“大尺寸显示器全贴合技术”、“显示器用一体化防眩光玻
璃”等前沿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研发课题 经费估算 说明

1
大尺寸显
示器全贴
合技术

2,000.00
研发大尺寸 （＞55“）触控一体用的全贴合设备和工艺 。 可实现大尺寸显示触屏的盖板玻
璃、触控传感器与显示屏的一次性贴合。 同时保证产品有较高的合格率以及生产效率，从
而提升了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 将对目前贴合市场的生产方式进行革新 。

2
显示器用
一体化防
眩光玻璃

850.00 研发一款制备工艺简单、环境友好且性能优良的一体化显示器防眩光玻璃 。 此技术将可
以克服化学腐蚀 AG 需要用到剧毒氢氟酸和镀膜 AG 耐磨不好等问题 。

3
BIPV 彩
膜光伏玻
璃

950.00

研发：1.具有不同颜色的建筑光伏用玻璃 ，实现黑 、红、黄、绿 、蓝、紫等彩色玻璃 ，且改善透
光率下降问题 ，最大限度维持光伏发电效率达 80%以上 ；2.优化玻璃表面形貌 ，增加大角
度光的入光量 ，提高建筑光伏的发电量；3.考虑建筑一体化整体美学 ，引入工业设计理念 ，
增加建筑光伏在不同环境的融合度和美感。

合计 3,800.00
2、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额 7,053.14 万元， 各项投资构成中工程费用属于资本性支出， 共计

3,069.0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3,069.00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投资构
成部分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非资本性支出的情况。

（六）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27,980.6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优化公

司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并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流动资金需求量主要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影响， 公司预测了未来三年

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从而得出各年末的流动资金需求量（经营性流动资产减去
经营性流动负债），以 2019 年为例，发行人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量为 2022 年末和 2019 年末流动
资金需求量的差额，计算公式如下：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量 =2022 年末流动资金需求量 -2019 年
末流动资金需求量。 具体测算过程为：

2019年、2020年 1-6月太阳能玻璃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28.70%和 94.40%。 考虑公司近几年太
阳能玻璃收入增长情况，保守预计未来三年每年收入增长率为 28.70%；假定经营性流动资产占营业收
入百分比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百分比选取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平均数， 且未来三年保持
不变，计算得出未来三年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计算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2019 年
末

占营业收入比
例

2020 年度/2020
年末

2021 年度/2021
年末

2022 年度/2022
年末

营业收入 118,436.78 152,428.13 196,175.01 252,477.24

应收票据 21,008.54 14.13 21,544.14 27,727.31 35,685.05

应收账款 59,152.53 44.34 67,592.15 86,991.10 111,957.54

预付账款 5,788.19 4.09 6,233.67 8,022.74 10,325.26

存货 12,763.24 9.70 14,784.72 19,027.93 24,488.95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98,712.50 110,154.68 141,769.08 182,456.80

应付票据 15,316.68 11.10 16,917.25 21,772.50 28,021.21

应付账款 31,912.54 24.09 36,719.00 47,257.35 60,820.21

预收账款 886.89 1.31 1,992.02 2,563.73 3,299.52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48,116.11 55,628.27 71,593.58 92,140.94

当年流动资金需求 50,596.38 54,526.42 70,175.50 90,315.87

当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3,930.03 15,649.08 20,140.37

累计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39,719.48

经测算，2022 年末流动资金需求量为 90,315.87 万元， 减去 2019 年末流动资金需求量
50,596.38 万元，未来三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量为 39,719.48 万元。

三、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包含本次发行相关董
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

（一）本次募投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确定本次募投项目选址、投资规模与具体投资计划，本

次募投项目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本次募投项目履行相关备案和核准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备案 环评批复 项目用地

1 大尺寸 、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
深加工建设项目

2020 -341126 -30 -
03-034619 凤环评 [2020]92 号 皖 （2020）凤 阳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4099 号

2 大尺寸 、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
深加工技改项目

常天行审技备 [2020]
26 号

常 天 环 审 [2020]87
号

苏 （2018）常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49341 号

3 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
建设项目

常 天 行 审 备 [2020]
377 号

常 天 环 审 [2020]86
号

苏 （2018）常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50726 号

4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常天行审技备 [2020]
24 号

常 天 环 审 [2020]88
号

苏 （2018）常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50726 号

5 补充流动资金 - - -
（二）预计进度安排及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
1、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期 12 个月，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建设的进度，具体实施进度

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T+12
Q1 Q2 Q3 Q4

1 项目前期论证与规划 ●
2 项目场地装修 ● ●
3 硬件设备购置及安装 ● ●
4 人员招聘与培训 ●
5 项目验收并投入生产 ●

公司将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综合考虑设备供货周期、基地建设工程量、当地施
工水平等因素安排投资进度，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投资金额占总额比例

1 建设投资 43,228.58 39,130.00 84.21
1.1 工程费用 39,130.00 39,130.00 76.23
1.1.1 场地装修费 9,454.00 9,454.00 18.42
1.1.2 硬件设备购置费 29,176.00 29,176.00 56.84
1.1.3 软件工具购置费 500.00 500.00 0.97
1.2 场地租赁费 1,651.68 - 3.22
1.3 预备费 2,446.90 - 4.77
2 铺底流动资金 8,105.81 - 15.79
合计 51,334.39 39,130.00 100.00

2、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
项目建设期 12 个月，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建设的进度，具体实施进度

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T+12
Q1 Q2 Q3 Q4

1 项目前期论证与规划 ●
2 项目场地装修 ● ●
3 硬件设备与软件工具购置 ● ●
4 硬件设备安装及技术改造 ● ●
5 人员招聘与培训 ● ●
6 项目验收并投入生产 ●

公司将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综合考虑设备供货周期、基地建设工程量、当地施
工水平等因素安排投资进度，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投资金额占总额比例

1 建设投资 17,425.76 16,439.40 91.91
1.1 工程费用 16,439.40 16,439.40 86.71
1.1.1 场地装修费 2,724.40 2,724.40 14.37
1.1.2 硬件设备购置费 13,465.00 13,465.00 71.02
1.1.3 软件工具购置费 250.00 250.00 1.32
1.2 预备费 986.36 - 5.20
2 铺底流动资金 1,534.33 - 8.09
合计 18,960.10 16,439.40 100.00

3、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期 12 个月，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建设的进度，具体实施进度

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T+12
Q1 Q2 Q3 Q4

1 项目前期论证与规划 ●
2 项目场地装修 ●
3 硬件设备购置及安装 ● ●
4 人员招聘与培训 ●
5 项目验收并投入生产 ●

公司将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综合考虑设备供货周期、基地建设工程量、当地施
工水平等因素安排投资进度，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投资金额占总额比例

1 建设投资 14,183.86 13,381.00 81.26
1.1 工程费用 13,381.00 13,381.00 76.66
1.1.1 场地装修费 2,758.00 2,758.00 15.80
1.1.2 硬件设备购置费 10,473.00 10,473.00 60.00
1.1.3 软件工具购置费 150.00 150.00 0.86
1.2 预备费 802.86 - 4.60
2 铺底流动资金 3,270.60 - 18.74
合计 17,454.46 13,381.00 100.00

4、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期 24 个月，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建设的进度，具体实施进度

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T+12 T+2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1 项目前期论证与规划 ●
2 项目场地装修 ●
3 硬件设备及软件购置及安装 ● ●
4 项目研发人员招聘 ● ● ● ●
5 研发课题实施 ● ●

公司将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综合考虑设备供货周期、基地建设工程量、当地施
工水平等因素安排投资进度，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具体如下：

本募投项目建设期第一年主要拟投入金额为 4,980.74 万元，用于项目主体工程建设、部分
设备采购投入及研发课题经费投入；第二年主要拟投入金额为 2,072.40 万元，用于配套设施工
程施工以及剩余项目所需的设备采购投入，实现本次募投项目的达产运营。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使 用 募 集 资

金金额
投资金额占
总额比例T+12 T+24 总计

1 建设投资 4,980.74 2,072.40 7,053.14 3,069.00 100.00
1.1 工程费用 2,529.00 540.00 3,069.00 3,069.00 43.51
1.1.1 场地装修费 450.00 - 450.00 450.00 6.38
1.1.2 硬件设备购置费 1,969.00 540.00 2,509.00 2,509.00 35.57
1.1.3 软件工具购置费 110.00 - 110.00 110.00 1.56
1.2 预备费 151.74 32.40 184.14 - 2.61
1.3 研发课题经费投入 2,300.00 1,500.00 3,800.00 - 53.88
合计 4,980.74 2,072.40 7,053.14 3,069.00 100.00

（三）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该

次董事会决议日前，公司未对募投项目进行投入，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
形。

四、本次募投项目与申请人现有业务的联系与区别，结合行业市场需求、市场竞争、人才技
术能力储备、 太阳能玻璃产品和组件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均较低等情况说明新增产能规模的合
理性，新增产能消化措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募投项目公司现有业务的联系与区别
公司主要从事光伏减反玻璃、超薄双玻组件、电子玻璃及显示器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以及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投资和运营。 本次募投项目“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
深加工建设项目” 总投资额为 51,334.39 万元， 主要用于在安徽凤阳硅工业园新建 12 条厚度
为≤2.0mm 的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产线，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
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全面强化公司在光伏玻璃产品方面的生产加工能力；“大尺寸、 高功率超薄
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总投资额 18,960.10 万元，拟对公司现有 10 条光伏玻璃生产
线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设备，优化生产布局，建设 5 条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背板玻璃智
能化深加工生产线，以提高公司的超薄光伏玻璃加工能力；“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
工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 17,454.46 万元，主要用于在公司现有厂区建设 4 条 BIPV 防眩光镀膜
玻璃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 提升公司防眩光镀膜玻璃的生产加工能力；“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
设项目”投资总额为 7,053.14 万元，对公司现有研发中心的研发职能与研发资源进行全面升级
优化，通过引进先进的软硬件研发设备，构建先进的研发平台，并对 BIPV 彩膜光伏玻璃、大尺
寸显示器全贴合技术、显示器用一体化防眩光玻璃等前沿新产品和新技术进行研发。

本次募投项目扩充了公司光伏减反玻璃深加工的产能，对电子玻璃、显示器系列产品进行
拓展研发，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全面强化公司在光伏玻璃产品方面
的生产加工能力。

（二）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规模合理性
1、光伏行业市场空间广阔、全球新增装机量保持高速增长
随着全球性能源短缺、气候异常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益突出，绿色发展核心理念逐渐深

入人心，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已转向低碳经济。 1997� 年 12� 月，全球各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一
致通过了《京都协议书》，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碳排放。 2016� 年 11� 月 4� 日，
《巴黎协议》正式生效，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时代。 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全球应对，努
力把较工业化前平均气温的升高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之内。 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光伏发电成为
各国重要的能源结构改革方向。

从全球的发电结构来看，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水电）仅占比 23.5%，而非水可再
生能源发电占比仅有 6.3%，风电和光伏合计发电占比为 5.9%。 与全球部分可再生能源发展理
念较为先进的国家相比，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尤其是非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还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在 2019-2025 年，可再生能源将满足 99%的全球电力需求增量。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
测，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在新增发电装机中占比将达到 95%。 其中，光伏在所有可再生能源
新增装机中的占比将达到 60%。 从 2021 到 2025 年，预计全球年均新增装机 222-287GW，市场
空间巨大。 从中国市场看，“十四五”国内年均新增光伏装机量有望达到 70GW，乐观预计达到
90GW。

2、发展光伏行业是我国能源结构改革的重要战略环节
2007� 年，中国第一份能源白皮书《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发布，中国开启了能源转型道

路。 2014� 年、2016� 年，中国相继颁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和《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提出到 2030� 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60� 亿吨标准煤以内，要
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 2020 年 12 月 21 日，国新办发布《新时代的中
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力争实现碳中
和。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仍将处于增长阶段，同时，推动能源产业向清洁低
碳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能源发展的共同选择。

光伏行业是我国为数不多的、 可同步参与国际竞争并在产业化方面取得领先优势的清洁
能源行业，对调整能源结构、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
十九大为能源改革指明方向，提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其中光伏行业是能源改革重要的一环。

3、双玻组件渗透率不断提升，市场空间广阔
光伏玻璃作为光伏组件核心原材料之一，其强度、透光率、导电性能等都直接决定了光伏

组件的寿命和发电效率。 随着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下游旺盛的需求，光伏玻璃产量近年来保
持较高的增长率。 双玻组件具有相比单玻组件发电量更高、生命周期更长、耐候性、耐磨性、耐
腐蚀性更强等优势，目前市场占比正在快速提升。 随着双玻组件逐步替代单玻光伏组件，对光
伏玻璃的需求将起到进一步的带动作用。

2018-2019 年，超薄光伏玻璃的技术提升使得双玻组件真正实现了对单玻组件替代的可实
践性。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2018 年双玻组件的市场占有率仅为 10%，预计 2025 年双玻
组件渗透率将达到 60%。 双玻组件较单玻组件对光伏玻璃的需求量提升约 25%。 未来随着双玻
组件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光伏玻璃的性能要求及需求将会进一步提高，光伏玻璃需求量的增速
预计将进一步提升。

4、下游光伏组件厂商加速扩产为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近年来，下游光伏组件厂商为提高市场占有率进行了积极扩产，目前我国主流光伏组件厂

商扩产扩容力度空前，2020 年上半年已公告光伏组件扩产投资金额超千亿， 预计新增产能
220.62GW。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公司光伏玻璃深加工产能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使得公司
在服务现有主要客户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拓展下游优质客户。 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规模将
有效匹配下游客户扩产扩容的需求，具有合理性。

5、公司玻璃原片供应量稳定解决了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问题
公司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偏低，主要系玻璃原片市场供需关系紧张，玻璃原片采购量较小

所致。 为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公司关联方凤阳硅谷于 2017 年 10 月与凤阳县
政府签约，计划在安徽凤阳建设 3 座日融 650 吨窑炉，达产后可年产 1.0 亿平方米特种光电玻
璃，可用于生产≤2.0mm 超薄超白光伏玻璃，其中一期项目已于 2020 年 4 月投产。 长期制约公
司发展的原材料供应问题将得到解决，公司光伏玻璃的产能利用率得到稳定提升，也为本次募
投项目新增产能消化提供了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三）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措施
1、积极开拓客户资源，深度满足客户需求，为募投项目产能消化提供重要保障
公司与国内外知名光伏组件企业建立并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基于性价比优势，

大型光伏组件企业对光伏玻璃由原来的依赖进口转向国内采购， 并与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长期积累，公司已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与一大批全球知名光伏组
件厂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如隆基股份、晶澳科技、天合光能、阿特斯等。

（1）在手订单
报告期内， 公司光伏玻璃深加工业务与国内行业领先的光伏组件生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战略合作关系。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光伏玻璃在手订单合计约 10,706.83 万元，
在手订单较为充裕。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玻璃产品需求旺盛，客户认可度较高，近两年产销率始
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除上述在手订单外，报告期内，公司与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签订了光伏玻璃长单
销售合同，履行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计销售数量 6,028 万
平米，预估合同总金额约 15� 亿元人民币，（按照 2020� 年 1-11� 月份各规格玻璃市场均价进行
预估测算）；公司与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等签署了关于光伏镀膜玻璃的销售合同，履行期限
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计销售数量 8,500� 万平米，预估合同总金
额约 21 亿元人民币（按照 2020� 年 1-11� 月份各规格玻璃市场均价进行预估测算），为公司募
投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优质的客户储备为产能消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是国内首家研发和生产应用纳米材料在大面积光伏玻璃上镀制减反射膜的企业，在

国内率先利用物理钢化技术规模化生产≤2.0mm 超薄物理钢化玻璃、超薄双玻组件，并且拥有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玻璃业务与国内行业领先的光伏组件生厂商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在手订单较为充裕，公司光伏玻璃业务与国内行业领先的光伏组
件生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随着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公司将继续积极开拓客户
资源，深度挖掘并满足客户需求，持续巩固与重要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
为本次募投项目顺利开展提供稳定的市场保障。

2、光伏玻璃市场供需缺口日趋扩大为产能消化带来有力的市场保障
根据 Intersolar,� Global � Solar� Council� 与 Solar� Power� Europe� 联合发布的《Global� Market�

Outlook� For� Solar� Power� 2019-2023》、中国光伏协会 CPIA� 发布的《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
（2019� 版）》，2019-2023� 年全球平均新增装机容量 160GW。 按照目前主流组件厂商的功率
1GW 的常规组件需使用约 578 万平米光伏玻璃，1GW 的双玻组件需使用约 1,139 万平方米光
伏玻璃进行估算， 全球光伏玻璃 2020 年 -2023� 年预期需求合计分别为 1,080.08 万吨 / 年、
1,262.70� 万吨 / 年、1,457.72� 万吨 / 年和 1,542.11� 万吨 / 年，转化日熔量分别为 29,591.18� 吨
/ 天、34,594.53� 吨 / 天、39,937.45� 吨 / 天和 42,249.73� 吨 / 天，光伏玻璃需求增长明显。

根据卓创资讯出具的《2019-2020� 中国光伏玻璃市场年度报告》 及同行业公司公告，2019�
年全球光伏玻璃日熔量合计 26,930 吨 / 天。 同时，行业内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实力突出的同行
业公司近年来纷纷提出扩产计划， 预计全球光伏玻璃 2020 年 -2023� 年日熔量分别为 33,880�
吨 / 天、37,280� 吨 / 天、37,280� 吨 / 天与 37,280� 吨 / 天。

综合上述光伏玻璃市场需求及供给测算情况， 结合光伏行业增长与同行业已公告在建项
目情况，目前市场处于供应紧缺状态，预计 2021� 年将进入供需紧平衡状态，2022 年开始光伏
玻璃市场将逐步进入供需平衡状态。 未来随着光伏玻璃行业需求端持续扩张，行业供需缺口将

进一步拉大，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消化带来有力的市场保障。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符合行业政策和当前市场情况，不会新增过剩产能，不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风险。
五、募投项目预计效益测算依据、测算过程，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
（一）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1、预计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 1 年，达产期 3 年。 经测算，项目完全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约 248,063.43 万

元，年均净利润约为 11,551.51 万元。 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为 5.44 年（所得税后，含建设期），财
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21.58%，预计效益良好。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预计效益测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主 营 业 务
收入

86,822.2
0

198,450.7
4

248,063.4
3

248,063.4
3

248,063.4
3

248,063.4
3

248,063.4
3

248,063.4
3

248,063.4
3

248,063.4
3

主 营 业 务
成本

73,381.4
7

168,167.0
4

209,351.1
3

209,471.5
9

209,595.6
7

209,723.4
7

209,855.1
0

209,990.6
9

210,130.3
4

210,274.1
8

营 业 稅 金
及附加 40.32 1,255.72 1,573.74 1,573.74 1,573.74 1,573.74 1,573.74 1,573.74 1,573.74 1,573.74

销售费用 1,736.44 3,969.01 4,961.27 4,961.27 4,961.27 4,961.27 4,961.27 4,961.27 4,961.27 4,961.27
管理费用 3,744.12 8,557.99 10,697.48 10,697.48 10,697.48 10,697.48 10,697.48 10,697.48 10,697.48 10,697.48
研发费用 2,604.67 5,953.52 7,441.90 7,441.90 7,441.90 7,441.90 7,441.90 7,441.90 7,441.90 7,441.90
利润总额 5,315.19 10,547.46 14,037.91 13,917.44 13,793.36 13,665.56 13,533.93 13,398.35 13,258.70 13,114.85
所得税 797.28 1,582.12 2,105.69 2,087.62 2,069.00 2,049.83 2,030.09 2,009.75 1,988.80 1,967.23
净利润 4,517.91 8,965.34 11,932.22 11,829.82 11,724.36 11,615.73 11,503.84 11,388.59 11,269.89 11,147.63

2、效益测算依据及测算过程
（1）营业收入
①销售数量
本次募投项目拟新建 12 条厚度≤2.0mm 的大尺寸、 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产

线，其中 8 条盖板玻璃生产线、4 条背板玻璃生产线，规划产能如下：
单位：条、万平米 / 年

产品类型 生产线数量 规划产能

盖板玻璃 8 7,463.04
背板玻璃 4 3,444.48
总计 12 10,907.52

②销售单价
光伏玻璃原片销售价格主要受原片生产成本制约， 超薄光伏玻璃销售价格主要受下游组

件需求波动及光伏行业整体发展趋势两大因素影响。 2.0mm 超薄光伏玻璃是随着近年来双玻
组件的不断发展、 渗透率持续上升而受市场关注的新产品。 2020 年下半年 2.0mm 光伏玻璃价
格已上涨至 35 元 / 平方米，公司预计未来 2.0mm� 光伏玻璃价格将回落维持 2019 年度价格水
平。
产品类别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mm 光伏玻璃
（元/平方米） 20.63 21.63 27.03 25.62

公司选择 2019 年和 2020 年 1-6 月均价格中位数作为预测期销售单价， 销售价格为 21.16
元 / 平方米；背板玻璃由于加工工艺更加复杂，加工费单价较盖板玻璃高 5 元 / 平方米，销售
价格为 26.16 元 / 平方米。

结合销售数量及销售单价测算，本次募投项目营业收入测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元 / 平方米、万元

产品类型 指标 T+1 T+2 T+3 T+4 T+5-T+10

光伏镀膜钢
化玻璃盖板

销量 2,612.06 5,970.43 7,463.04 7,463.04 7,463.04
单价 21.16 21.16 21.16 21.16 21.16
销售收入 55,280.35 126,355.09 157,943.86 157,943.86 157,943.86

光伏镀膜钢
化玻璃背板

销量 1,205.57 2,755.58 3,444.48 3,444.48 3,444.48
单价 26.16 26.16 26.16 26.16 26.16
销售收入 31,541.85 72,095.65 90,119.57 90,119.57 90,119.57

销售收入合计 86,822.20 198,450.74 248,063.43 248,063.43 248,063.43
（2）项目成本费用测算
本项目营业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营业成本 73,381.47 168,167.04 209,351.13 209,471.59 209,595.67 209,723.47 209,855.10 209,990.69 210,130.34 210,274.18
直接材料 51,146.75 116,906.86 146,133.57 146,133.57 146,133.57 146,133.57 146,133.57 146,133.57 146,133.57 146,133.57
直接材料-盖
板 33,830.19 77,326.15 96,657.68 96,657.68 96,657.68 96,657.68 96,657.68 96,657.68 96,657.68 96,657.68

直接材料-背
板 17,316.56 39,580.71 49,475.89 49,475.89 49,475.89 49,475.89 49,475.89 49,475.89 49,475.89 49,475.89

直接人工 1,513.98 3,898.51 4,015.46 4,135.93 4,260.01 4,387.81 4,519.44 4,655.02 4,794.67 4,938.51
制造费用 20,720.73 47,361.67 59,202.09 59,202.09 59,202.09 59,202.09 59,202.09 59,202.09 59,202.09 59,202.09
折旧与摊销 1,195.09 3,414.53 3,414.53 3,414.53 3,414.53 3,381.51 3,320.19 3,320.19 3,320.19 3,320.19
场地租赁费 1,515.30 1,515.30 1,515.30 1,515.30 1,515.30 1,515.30 1,515.30 1,515.30 1,515.30 1,515.30
其 他 制 造 费
用 18,010.34 42,431.84 54,272.26 54,272.26 54,272.26 54,305.28 54,366.60 54,366.60 54,366.60 54,366.60

①直接材料
本次募投项目直接材料费用系根据产品 2020 年 1-6 月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测算

确定。
②直接人工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全厂定员 513� 人，其中生产部门共计 492� 人。 直接人工年人均薪酬

按目前项目所在地生产人员实际工资水平估算，薪酬福利涨幅为 3%。
③折旧与摊销
本次募投项目固定资产为购置硬件设备，折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与

公司现行政策相同。 机器设备按 10� 年折旧，残值率为 5%。
无形资产摊销包括装修及软件工具摊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直线法计算，与公司现行

政策相同。 其中软件工具按照 5 年摊销，残值率为 0%，装修按 10 年摊销，残值率为 0%。
④场地租赁费
本次募投项目拟租用车间、净化间、仓库、宿舍等合计 11.47 万平方米，租赁单价为 12 元 /

平方米·月，与当地平均租金水平基本持平。
⑤其他制造费用
其他制造费用系根据公司现有光伏玻璃加工产线最近一期实际发生费用占当期太阳能玻

璃业务营业收入比重进行估算。
（3）期间费用估算
本项目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T+1 T+2 T+3 T+4 T+5-T+10
销售费用 1,736.44 3,969.01 4,961.27 4,961.27 4,961.27
管理费用 3,744.12 8,557.99 10,697.48 10,697.48 10,697.48
研发费用 2,604.67 5,953.52 7,441.90 7,441.90 7,441.90

本次募投项目产生的期间费用主要由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组成。 销售费用主要
包括运输费、保险费用、报关费及销售人员职工薪酬等。 本募投项目是公司现有光伏玻璃产能
的补充，随着销售规模扩大，销售费用不同比例增长，因此采用光伏玻璃主营业务 2.00%作为销
售费用率进行估算。

管理费用主要包括研发费用、管理人员职工薪酬、办公费用等，系根据公司现有光伏玻璃
业务报告期内平均实际发生额占当期光伏玻璃业务营业收入比重进行估算。 研发费用系结合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及产品研发需求，选用 3.00%作为研发费用率进行
估算。

（4）税金及附加
本次募投项目经营期内年均税金及附加金额为 1,573.74� 万元， 主要包括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城建费税率取 7%、教育费附加的税率取 5%进行估算。
3、效益测算谨慎性分析
（1）产品销售价格
公司充分考虑光伏玻璃行业发展趋势及未来市场竞争情况， 根据公司近期实际销售价格

与市场价格对本次募投项目经营期销售价格进行估算， 选取 2019 年至今的平均售价作为估算
销售单价。截至 2020 年三季度末，2.0mm 光伏玻璃售价已达到 28 元 / 平方米，显著高于本次募
投项目估算均价，且处于价格上升通道。
产品类别 募投项目估算均价 报告期内市场

平均售价
报告期内公司
平均售价

2.0mm 光伏玻璃
（元/平方米） 21.16 24.17 23.74

（2）毛利率
本次募投项目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248,063.43 万元，年均营业成本 209,799.02 万元，募投项

目平均毛利率为 15.43%。
①对比报告期内公司现有光伏玻璃业务毛利率
随着玻璃原片供应紧张的缓解， 公司最近一期光伏玻璃业务毛利率为 17.18%。 本次募投

项目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先进技术成果，在生产工艺上相较现有光伏玻璃产线有较大提升。 本
次募投项目估算毛利率与公司现有毛利率水平基本持平，具有合理性。

②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估算毛利率与报告期内光伏玻璃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平均值

洛阳玻璃 25.79% 24.58% 20.43% 28.14% 24.74%
福莱特 / 32.87% 27.68% 31.12% 30.56%
秀强股份 -45.43%注 5.63% 12.56% 16.02% 11.40%
拓日新能 17.14% 13.72% 6.52% 7.99% 11.34%
安彩高科 / 10.96% 6.98% 15.71% 11.22%
南玻 A 23.79% 14.43% 6.19% 19.58% 16.00%
平均 22.24% 17.03% 13.39% 19.76% 18.11%
本次募投 - - - - 15.43%

注：秀强股份 2020 年 1-6 月光伏玻璃营业收入 2.34 万元，毛利率偏离正常值，故计算平均
值时删除。

如上表所示，本次募投项目估算毛利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产品毛利率平均水平，差
异较小，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具有谨慎性。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估算毛利率水平与公司报告期内光伏玻璃业务毛利率相比略有上升，与光伏
玻璃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相比较低，本次募投项目毛利率预测具有较好的合理性、谨慎性。

（二）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
1、预计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 1 年，达产期 1 年。 经测算，项目完全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约 112,649.46 万

元，年均净利润约为 6,411.48 万元。 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为 4.89 年（所得税后，含建设期），财
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26.81%，预计效益良好。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预计效益测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主 营 业 务
收入 78,897.04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主 营 业 务
成本 63,913.41 93,591.16 93,645.31 93,701.08 93,758.53 93,817.70 93,878.65 93,941.42 94,006.08 94,072.67

营 业 稅 金
及附加 329.17 792.55 792.55 792.55 792.55 792.55 792.55 792.55 792.55 792.55

销售费用 1,577.94 2,252.99 2,252.99 2,252.99 2,252.99 2,252.99 2,252.99 2,252.99 2,252.99 2,252.99
管理费用 3,402.35 4,857.89 4,857.89 4,857.89 4,857.89 4,857.89 4,857.89 4,857.89 4,857.89 4,857.89
研发费用 2,366.91 3,379.48 3,379.48 3,379.48 3,379.48 3,379.48 3,379.48 3,379.48 3,379.48 3,379.48
利润总额 7,307.25 7,775.38 7,721.23 7,665.46 7,608.01 7,548.84 7,487.89 7,425.12 7,360.46 7,293.87
所得税 1,096.09 1,166.31 1,158.18 1,149.82 1,141.20 1,132.33 1,123.18 1,113.77 1,104.07 1,094.08
净利润 6,211.17 6,609.07 6,563.05 6,515.64 6,466.81 6,416.51 6,364.71 6,311.35 6,256.39 6,199.79

2、效益测算依据及测算过程
（1）营业收入
①销售数量
本次募投项目拟对公司现有 10 条光伏玻璃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建设 5 条“大尺寸、高功

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规划产能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 年

产品类型 技改前产能 技改后产能

盖板玻璃 1,452 -
背板玻璃 1,615 4,306
总计 3,066 4,306

②销售单价
公司选择 2019 年和 2020 年 1-6 月平均价格作为预测期销售单价， 销售价格为 21.16 元 /

平方米；背板玻璃由于加工工艺更加复杂，加工费单价较盖板玻璃高 5 元 / 平方米，销售价格
为 26.16 元 / 平方米。

结合销售数量及销售单价测算，本次募投项目营业收入测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元 / 平方米、万元

产品类型 指标 T+1 T+2 T+3 T+4 T+5-T+10

光伏镀膜钢
化玻璃盖板

销量 545.38 0.00 0.00 0.00 0.00
单价 21.16 21.16 21.16 21.16 21.16
销售收入 11,542.05 0.00 0.00 0.00 0.00

光伏镀膜钢
化玻璃背板

销量 2,574.39 4,305.60 4,305.60 4,305.60 4,305.60
单价 26.16 26.16 26.16 26.16 26.16
销售收入 67,354.99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销售收入合计 78,897.04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112,649.46
（2）项目成本费用测算
本项目营业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营业成本 63,913.4
1 93,591.16 93,645.31 93,701.08 93,758.53 93,817.70 93,878.65 93,941.42 94,006.08 94,072.67

直接材料 44,041.5
2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直 接 材 料 -
盖板 7,063.4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直 接 材 料 -
背板

36,978.0
7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61,844.86

直接人工 1,551.20 1,804.97 1,859.12 1,914.89 1,972.34 2,031.51 2,092.46 2,155.23 2,219.89 2,286.48

制造费用 18,320.7
0 29,941.33 29,941.33 29,941.33 29,941.33 29,941.33 29,941.33 29,941.33 29,941.33 29,941.33

折旧与摊销
-新增资产 857.48 1,429.13 1,429.13 1,429.13 1,429.13 1,400.83 1,381.96 1,381.96 1,381.96 1,381.96

折旧与摊销
-现有资产 2,110.75 2,110.75 2,110.75 2,110.75 2,110.75 2,110.75 2,110.75 2,110.75 2,110.75 2,110.75

其他制造费
用

15,352.4
7 26,401.45 26,401.45 26,401.45 26,401.45 26,429.75 26,448.62 26,448.62 26,448.62 26,448.62

①直接材料
本次募投项目直接材料费用系根据产品 2020 年 1-6 月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测算

确定。
②直接人工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全厂定员 228� 人，较技改前增加 50 人。 直接人工年人均薪酬按目前

项目所在地生产人员实际工资水平估算，薪酬福利涨幅为 3%。
③折旧与摊销
本次募投项目固定资产为购置硬件设备，折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与

公司现行政策相同。 机器设备按 10� 年折旧，残值率为 5%。
无形资产摊销包括装修及软件工具摊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直线法计算，与公司现行

政策相同。 其中软件工具按照 5 年摊销，残值率为 0%，装修按 10 年摊销，残值率为 0%。
④其他制造费用
其他制造费用系根据公司现有光伏玻璃加工产线最近一期实际发生费用占当期太阳能玻

璃业务营业收入比重进行估算。
（3）期间费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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