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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D59 版 )
单位：万元

项目

预测期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主营业务收入 155,999.84 173,658.57 212,304.39 226,340.91 235,317.44
主营业务成本 122,303.19 137,630.90 168,030.68 180,251.56 188,431.63
收入增长率 9.75% 11.32% 22.25% 6.61% 3.97%
毛利率 21.60% 20.75% 20.85% 20.36% 19.92%
税金及附加占收入 0.46% 0.44% 0.43% 0.42% 0.41%
销售费用占收入 0.42% 0.41% 0.36% 0.36% 0.36%
管理费用占收入 3.75% 3.54% 3.03% 2.97% 2.98%
研发费用占收入 4.07% 3.78% 3.20% 3.10% 3.09%
净利率 11.06% 10.79% 11.86% 11.58% 11.22%

其中对于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确定：由于商誉所在资产组范围为经营性长期
资产，不包含非经营性资产或负债、溢余资产等。

3、收益法评估存在的差异情况及原因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评估费用占收入比例与上一次重组时的指标比较如下表：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重组时预测销售费用占收入比 1.31% 1.30% 1.33% 1.28% 1.18%
本次商誉减 值时预测 销售 费 用
占收入比 0.30% 0.42% 0.41% 0.36% 0.36% 0.36%

重组时预测管理费用占收入比 3.73% 3.77% 3.76% 3.16% 2.81%
本次商誉减 值时预测 管理 费 用
占收入比 4.51% 3.75% 3.54% 3.03% 2.97% 2.98%

重组时预测研发费用占收入比 4.95% 4.70% 4.27% 3.24% 2.78%
本次商誉减 值时预测 研发 费 用
占收入比 4.33% 4.07% 3.78% 3.20% 3.10% 3.09%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调低了销售费用占收入比，主要系调减了职工薪酬，福建东恒的客户较
为稳定，销售人员在未来年度预计不会有大幅增长，销售人员的薪酬会根据当地薪资水平及销
售收入适量调整。 故本次商誉减值评估时，职工薪酬结合企业实际发展情况作了调整。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调高了管理费用占收入比， 主要系调增了职工薪酬和折旧摊销， 随着
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 57.20%， 管理人员人数及平均薪酬均较重组时预测调高； 同时考虑新设
备投入及新增罗源基地房产土地，本次商誉减值评估时，职工薪酬和折旧摊销费用结合企业实
际发展情况作了调整。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调低了研发费用占收入比，主要系 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 57.20%，但福
建东恒的研发项目投入并未同比例增加， 本次商誉减值评估时已经调高了研发费用预测的绝
对金额，但研发费用相对收入比例仍较重组时的预测有所下降。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相关指标与上一次重组时的指标比较如下表：
项目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 （基准日 ：2022/12/

31） 重组时（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期的营业收入 142,139.20 90,419.38
评估基准期的毛利率 23.71% 28.93%
预测期收入复合增长率 10.82% 19.12%
预测期平均毛利率 20.70% 24.89%
稳定期永续增长率 - -
折现率（税后口径） 11.70% 11.70%
折现率（税前口径） 13.44% 13.44%
预测期 5 年 5 年

预测期收入复合增长率： 在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中收入复合增长率低于重组时的收入复合
增长率，差异原因在于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中收入基数较大，故谨慎考虑复合增长率较小。

预测期平均毛利率：在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中平均毛利率低于重组时的平均毛利率。 由于公
司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总体呈上升趋势，单位成本变动主要受原材料采购价格上涨影响，当售
价没有同步提高时，原材料价格上涨即导致业务毛利率下滑。 根据谨慎原则，在本次商誉减值
测试中，预测期的毛利率根据实际情况亦做下降调整。

三、独立财务顾问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独立财务顾问和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评估师出具的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告，对评估师商誉减值测试计算过程进行复核；
2、与评估师就商誉减值测试使用的折现率与重组收益法评估使用的折现率进行了沟通；
3、就本次商誉减值测试选用的重要指标与重组收益法评估存在的差异与评估师进行了沟

通和分析复核；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年审会计师认为：
商誉减值测试使用的税前折现率换算成税后折现率与重组收益法评估使用的折现率一

致；资产组可回收金额的测算过程准确，重要指标的选取依据谨慎，与重组收益法评估时相比
收入增长率及毛利率下降系基于减值测试的谨慎考虑，折现率与重组收益法评估时一致。

二、盈利能力
3.关于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业绩下滑。 年报显示，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6,956.52 万元，同比减少 11.31%，主要系部分订单无法按时完成生产和安装，影响收入确认以
及获取新订单减少。 该业务毛利率 13.48%，同比下降 14.06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毛利率较低
的客户比例增加、费用增加以及项目进度滞后、物流成本上升等。 请公司：（1）说明无法按时完
成生产和安装订单的数量、金额、主要产品，相关订单是否出现违约、是否产生诉讼或纠纷，相
关事项是否影响存货等资产的减值计提，预计是否影响后续产品交付和收入确认；（2）结合本
年度新增订单数量和价格变动、在手订单完成情况、物流成本上升幅度及原因等，分产品说明
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毛利率变动原因，变动趋势是否和同行业可比
公司同类业务一致。

【回复】：
一、说明无法按时完成生产和安装订单的数量、金额、主要产品，相关订单是否出现违约、

是否产生诉讼或纠纷，相关事项是否影响存货等资产的减值计提，预计是否影响后续产品交付
和收入确认；

2022 年二季度，各地现场安装调试进度和人员调派受阻，导致部分项目进度受到影响，部
分项目未能在 2022 年度按预期实现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原先预计确 认 收 入

时间 确认收入时间 2022.12.31 在产品
计提减值余额

1 B233 减震支柱装配机 50.85 2022 年 11 月 2023 年 3 月 -

2 B233 前副 、后桥 、前悬装配线和自动调
整台（设备部分 ） 1,764.95 2022 年 11 月 2023 年 3 月 -

3 B233 前副 、后桥 、前悬装配线和自动调
整台（随机工装 ） 127.80 2022 年 11 月 2023 年 3 月 -

4 装配段物流线 372.9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3 月 -

5 天津大众 PPE 电池包试制设备 169.50 2022 年 10 月 2023 年 3 月 52.12

6 A7L 装配线扩能项目 （AGV 及自动站改
造部分） 282.5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3 月 -

7 A7L 装配线扩能项目 （手推车及笼体改
造） 280.24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3 月 -

8 低压绝缘测试机 DCR 测试机 BUSBAR
激光焊接机一体化测试线 1,671.27 2022 年 8 月 2023 年 3 月 -

9 低压绝缘测试机 53.11 2022 年 8 月 2023 年 3 月 -

10 一体化测试线 BUSBAR 激光焊接机低
压绝缘测试机 440.70 2022 年 8 月 2023 年 3 月 -

11 一 体 化 测 试 线 BUSBAR 激 光 焊 接 机
DCR 测试机低压绝缘测试机 503.98 2022 年 8 月 2023 年 3 月 -

12 BUSBAR 激光焊接机 276.85 2022 年 8 月 2023 年 3 月 -

13 低压绝缘测试机 53.11 2022 年 8 月 2023 年 3 月 -

14 低压绝缘测试机 53.11 2022 年 8 月 2023 年 3 月 -

15 组件装配涂胶机 1,502.9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3 月 -

16 模组加热静置贴膜机 655.4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3 月 -

17 模组下线自动化集成 335.61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3 月 -

18 组件装配涂胶机 1,502.9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3 月 -

19 模组加热静置机 655.4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3 月 -

20 模组上盖自动安装 113.0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3 月 -
合计 10,866.08 - - 52.12

上述订单未出现违约，未产生诉讼或纠纷。 公司积极加强人员配备、提高生产效率、加强与
客户沟通，未影响后续产品交付和收入确认，上述项目已在 2023 年第一季度完成安装调试并
确认收入。

2022 年度，为保证产线安装、调试、运行的有效稳定，公司相应增加了现场人员的储备，人
力成本显著增加。 具体包括几个方面：不同地区客户现场人员调度灵活性下降，造成一定的误
工损失；为应对突发情况、保证产线安装、调试、运行的有序稳定，客户对现场储备人员增加了
人数要求；短期停工占用了部分正常生产工时，造成一定损耗。 由于部分执行合同预计出现亏
损，2022 年末在产品存在减值迹象，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提相应的在产品跌价准备。

二、结合本年度新增订单数量和价格变动、在手订单完成情况、物流成本上升幅度及原因
等，分产品说明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毛利率变动原因，变动趋势是
否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业务一致。

2021 年度、2022 年度，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分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毛利率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

主 营 业 务
收入

主 营 业 务
成本

主 营 业 务
毛利率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主 营 业 务
成本

主营业 务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
入

主 营 业 务
成本

主 营 业 务
毛利率

新 能 源 汽
车 智 能 自
动化装备

93,093.01 81,253.34 12.72% 103,053.69 75,542.70 26.70% -9,960.68 5,710.64 -13.98%

燃 油 汽 车
智 能 自 动
化装备

2,405.85 2,065.97 14.13% 4,624.91 3,033.52 34.41% -2,219.06 -967.55 -20.28%

工 业 制 造
数据系统 1,243.51 432.77 65.20% 1,596.39 610.15 61.78% -352.88 -177.38 3.42%

其 他 自 动
化装备 - - - 43.81 23.98 45.26% -43.81 -23.98 -

合计 96,742.37 83,752.08 13.43% 109,318.79 79,210.35 27.54% -12,576.42 4,541.73 -14.11%

注： 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6,956.52 万元， 其中先惠技术智能自动
化装备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6,742.37 万元，福建东恒当期销售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
实现收入 214.15 万元。由于福建东恒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收入较小，因此对先惠技术自身智能
自动化装备业务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及毛利率进行列示分析，下同。

按照下游应用领域，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产品类别包括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
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工业制造数据系统等。 2021 年度、2022 年度，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
业务主要为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生产线业务。

（一）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营业收入变动原因
2021 年度、2022 年度，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各类产品期初期末在手订单金额、本年度

新增订单金额及本年度完成订单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期 初 在 手 订
单 本年新增 本年完成 期 末 在 手 订

单
期 初 在 手 订
单 本年新增 本年完成 期 末 在 手 订

单

新 能 源
汽 车 智
能 自 动
化装备

89,591.75 153,088.74 104,737.92 137,942.57 25,203.60 180,327.37 115,939.22 89,591.75

燃 油 汽
车 智 能
自 动 化
装备

2,427.18 4,679.70 2,793.07 4,313.81 4,506.50 3,163.34 5,242.66 2,427.18

工 业 制
造 数 据
系统

816.60 3,022.42 1,405.22 2,433.80 1,583.57 1,034.66 1,801.63 816.60

合计 92,835.53 160,790.86 108,936.21 144,690.18 31,293.67 184,525.37 122,983.51 92,835.53

注 1：2021 年末、2022 年末， 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在手订单合计约 9.36 亿元、14.51 亿
元，其中，主营产品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工业制造数据系统
合计约 9.28 亿元、14.47 亿元。

注 2：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细分产品包括生产线及多为
原有生产线业务衍生的单机、项目改造等，由于业务非标性、合同签署方式的差异，订单的数
量、金额不适合比较。

1、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营业收入变动
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产品，2022 年度新增订单金额 153,088.74 万元，期间完成订单

金额 104,737.92 万元，实现主营收入 93,093.01 万元；2021 年度新增订单金额 180,327.37 万元，
期间完成订单金额 115,939.22 万元，实现主营收入 103,053.69 万元。

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 2022 年度主营收入较 2021 年度减少 9,746.52 万元， 一方面，
项目安装调试进度受客户计划安排，另一方面，2022 年二季度，各地现场安装调试进度和人员
调派受阻，导致部分项目进度受到影响，部分项目未能在 2022 年预期实现收入。

2、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营业收入变动
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产品，2022 年度新增订单金额 4,679.70 万元，期间完成订单金额

2,793.07 万元，实现主营收入 2,405.85 万元；2021 年度新增订单金额 3,163.34 万元，期间完成
订单金额 5,242.66 万元，实现主营收入 4,624.91 万元。

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 2022 年度主营收入较 2021 年度进一步减少 2,219.06 万元，主要
原因系，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的往期重大客户上汽集团旗下汇众系公司、一汽集团旗下富
奥威泰克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采埃孚系等对公司的采购减少。

随着全球范围内科技发展和能源转型进程推进， 电动汽车逐渐超越甚至替代传统燃油汽
车已成为行业趋势，因此下游客户加大了新能源汽车车型、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配套智能自动化
装备的投资，减少燃油汽车车型配套的智能自动化装备投资。 因此，公司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
装备收入下降。

3、工业制造数据系统营业收入变动
工业制造数据系统，2022 年度新增订单金额 3,022.42 万元，期间完成订单金额 1,405.22 万

元， 实现主营收入 1,243.51 万元；2021 年度新增订单金额 1,034.66 万元， 期间完成订单金额
1,801.63 万元，实现主营收入 1,596.39 万元。工业制造数据系统 2022 年度主营收入规模较 2021
年度保持相对平稳。

（二）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营业成本变动原因
2021 年度、2022 年度，不包含福建东恒，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各类产品主营成本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成本构成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新能源汽车 智能自动 化
装备

材料 54,257.03 66.78% 56,010.63 74.14%

人工及费用 26,996.31 33.22% 19,532.07 25.86%

小计 81,253.34 100.00% 75,542.70 100.00%

燃油汽车智 能自动化 装
备

材料 1,622.58 78.54% 1,944.57 64.10%

人工及费用 443.40 21.46% 1,088.95 35.90%

小计 2,065.97 100.00% 3,033.52 100.00%

工业制造数据系统

材料 334.88 77.38% 454.50 74.49%

人工及费用 97.89 22.62% 155.65 25.51%

小计 432.77 100.00% 610.15 100.00%

其他自动化装备

材料 - - 12.82 53.47%

人工及费用 - - 11.16 46.52%

小计 - - 23.98 100.00%

合计 83,752.08 100.00% 79,210.35 100.00%

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是非标定制装备，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开发，一般来说，合同金额越
高，其对应产品规模越大、技术难度和工艺复杂程度越高，产品成本也越高。 因此，2022 年度，
各类产品的主营成本与其主营收入的变动趋势一致。

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各类产品根据工艺复杂程度和客户要求使用的人员数量和成本均不
相同，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业务各类产品主营成本构成比例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根据各类产品主营成本结构可见，2022 年度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主营成本中直接
人工及制造费用占比相较 2021 年度有所上升，主要来自于人员薪资、差旅补助及海外项目运
费的增加。

1、2022 年度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的人力成本增加
（1）随着公司业务扩张，以及子公司增加及规模壮大，公司生产人员迅速增加。 由于扩张期

内尚未形成规模效应，故而人力成本的增长挤压了部分毛利空间。
（2）2022 年度生产及安装调试人员流动受限。 为保证产线安装、调试、运行的有效稳定，公

司相应增加了现场人员的储备，人力成本显著增加。 具体包括几个方面：不同地区客户现场人
员调度灵活性下降，造成一定的误工损失；为应对突发情况、保证产线安装、调试、运行的有序
稳定，客户对现场储备人员增加了人数要求；短期停工占用了部分正常生产工时，造成一定损
耗。

为应对人员成本较高的问题，公司将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措施，尤其加强人员管理，公司
将继续通过内部管理、考核体系的优化，提升员工产出效率，对于长期处于不合格状态的员工，
公司也会主动淘汰。 公司将结合未来发展战略、业务规模等合理规划人力资源，保持与公司发
展阶段相适应的人员规模。

2、2022 年度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的物流成本增加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主营成本 81,253.34 75,542.70
其中：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物流成本 1,361.75 852.88
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物流成本占主营成本的比例 1.68% 1.13%

2022 年度，先惠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的物流成本 1,361.75 万元，占比先惠技术
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主营成本 1.68%，较 2021 年度所占比例提升 0.55%，主要原因系，
海外项目运费的增加，以及 2022 年度人员及货物流动受阻导致运输成本上升。

（三）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毛利率变动原因
2022 年度，不包含福建东恒，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主营业务毛利率 13.43%，较上

年下滑 14.11%， 其中， 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主营业务毛利率 12.72%， 较上年下滑
13.98%；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主营业务毛利率 14.13%，较上年下滑 20.28%；工业制造数据
系统主营业务毛利率 65.20%，较上年上升 3.42%。

1、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毛利率变动
2022 年度，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主营业务毛利率 12.72%，较上年下滑 13.98%，下滑

较为显著，主要原因如下：
①2022 年度，宁德时代系毛利率下滑。 相较于整车厂采购的动力电池 PACK 段装配线，动

力电池厂宁德时代系采购的动力电池模组及电芯段装配线和物流线的技术难度略低， 宁德时
代系客户定价较为强势，且采用分段招标，价格竞争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升，导致宁德时代系毛
利率下滑；

②下游市场客户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使得毛利率较低的宁德时代系客户收入占比提升。 前
期公司主要服务德系整车厂，而其在新能源领域增长未能达到预期，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阶段性
下降，下游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扩产迅猛，公司来自宁德时代系业务激增，
业务规模显著提升，2022 年度销售占比较 2021 年度进一步提升，而其毛利率较低，导致新能源
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整体毛利率下降。

2、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毛利率变动
2022 年度，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主营业务毛利率 14.13%，较上年下滑 20.28%。
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产品的毛利率水平主要受所处行业情况、市场供求关系、非标产品规

格及技术要求、公司销售及市场策略、原材料价格等因素综合影响而波动。2022 年，燃油汽车智
能自动化装备毛利率下滑，除影响毛利率的一般因素外，还受 2022 年项目各地现场安装调试
进度和人员调派受阻导致的人员成本上升，施工周期延长等因素影响。

3、工业制造数据系统毛利率变动
2022 年度，工业制造数据系统主营业务毛利率 65.20%，较上年上升 3.42%，相对稳定。
4、毛利率变动的量化分析
2022 年，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主营毛利率从 2021 年的 27.54%降至 13.43%，其中，

宁德时代系毛利率从 2021 年的 17.91%降至 13.16%，下滑相对较小；其他客户毛利率从 2021 年
的 41.11%降至 14.78%，下滑较为显著。

2021 年度、2022 年度，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中，宁德时代系、其他客户的主营收
入、主营毛利、主营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主营毛利 12,990.29 30,108.44

其中：宁德时代系主营毛利 10,635.82 11,447.81

其他客户主营毛利 2,354.47 18,660.63

宁德时代系主营毛利占比 81.88% 38.02%

其他客户主营毛利占比 18.12% 61.98%

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主营收入 96,742.37 109,318.79

其中：宁德时代系主营收入 80,813.31 63,921.74

其他客户主营收入 15,929.06 45,397.05

宁德时代系主营收入占比 83.53% 58.47%

其他客户主营收入占比 16.47% 41.53%

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主营毛利率 13.43% 27.54%

其中：宁德时代系主营毛利率 13.16% 17.91%

其他客户主营毛利率 14.78% 41.11%

注：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包含先惠技术自身的智能自动化装备及工业制造数据系统业务。
以 2021 年度为基数，2022 年度先惠技术的宁德时代系、 其他客户毛利率变化及宁德时代

系收入占比变化对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整体毛利率的影响量化分析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宁德时 代系
收入占比影响

2022 年度宁德时 代系
毛利率变动影响

2022 年度其他客 户毛
利率变动影响

宁德时代系主营毛利率 17.91% 13.16% 13.16%

其他客户主营毛利率 41.11% 41.11% 14.78%

宁德时代系主营收入占比 83.53% 83.53% 83.53%

其他客户主营收入占比 16.47% 16.47% 16.47%

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主营毛利率 21.73% 17.76% 13.43%

变动因素影响 -5.81% -3.97% -4.34%

2022 年较 2021 年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主营毛利率变动 -14.11%

由上表可见，2022 年度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主营毛利率大幅下滑，主要原因系下
游市场客户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使得毛利率较低的宁德时代系客户收入占比提升， 以及宁德时
代系及其他客户毛利率下滑。

虽然 2022 年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毛利率下滑较大， 随着公司主要覆盖客户的整车厂
开始新的投资，公司已取得德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集团和华晨宝马等整车企业的订单。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在手订单合计约 14.51 亿元， 较为充足，其
中，宁德时代系在手订单金额占比 48.48%，其他包括德国大众、上汽大众、国轩高科及新增客
户 Webasto 等在手订单金额占比 51.52%。

整车厂客户多为整线定制，定制化程度高，同时整车厂对整线自动化程度、节拍效率、产线
柔性化水平要求都比较高，且该类项目均为交钥匙工程，对供应商项目管理能力、系统设计集
成能力有较高的门槛。 整车厂的毛利率预期高于宁德时代系，也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总体毛利
率。

因此，未来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的收入结构和毛利率将逐步恢复。
（四）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与同行业业绩比较
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业可比公司 营业收入 综合毛利率

公司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率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

天永智能 57,824.39 50,376.09 14.79% 15.41% 22.07% -6.66%

科大智能 333,232.35 288,904.67 15.34% 19.15% 20.34% -1.19%

巨一科技 348,283.88 212,279.70 64.07% 17.82% 23.49% -5.67%

博众精工 481,150.83 382,708.16 25.72% 32.26% 33.60% -1.34%

先导智能 1,393,235.21 1,003,659.17 38.82% 37.75% 34.06% 3.69%

赢合科技 901,982.20 520,161.89 73.40% 20.31% 21.89% -1.58%

平均值 585,951.48 409,681.62 43.03% 23.78% 25.91% -2.13%

先惠技术 （智能
自 动 化 装 备 业
务）

99,951.21 110,198.12 -9.30% 14.82% 27.62% -12.80%

注：兰剑智能、今天国际为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提供物流仓储设备；科达利为动力电池生产
企业提供动力电池金属结构件，此处未列入比较。

2022 年度，同行业可比公司营业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营
业收入小幅下滑，主要原因系，一方面，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已经在 2021 年度实现迅
猛增长，2021 年度的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增长 119.36%，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1.02 亿元的对比
基数较高；另一方面，先惠技术母公司位于上海，2022 年二季度，各地现场安装调试进度和人员
调派受阻，导致部分项目进度受到影响，部分项目未能在 2022 年度按预期实现收入。

2022 年度， 同行业可比公司除先导智能外， 综合毛利率均有不同程度下滑， 平均下滑
2.13%，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综合毛利率下滑 12.80%，主要原因系下游市场客户固定
资产投资周期使得毛利率较低的宁德时代系客户收入占比提升， 以及宁德时代系及其他客户
毛利率下滑。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 2022 年度未按时完成生产和安装的订单明细；
2、获取公司 2022 年度在产品减值明细；
3、获取公司在手订单明细；
4、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5、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 2022 年度未按时完成生产和安装的项目情况及后续交付，智能自

动化装备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变动原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2022 年度，各地现场安装调试进度和人员调派受阻，导致部分项目进度受到影响，部分

项目未能在 2022 年度按预期实现收入，上述未及时完成生产和安装的订单未出现违约、未产
生诉讼或纠纷，未影响后续产品交付和收入确认，上述项目已在 2023 年第一季度完成安装调
试并确认收入。

2、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毛利率变动原因合理。 相较同行业
可比公司，先惠技术业绩表现差异原因合理。

4.关于期间费用。 年报显示，公司销售费用 4,292.45 万元，同比增长 136.92%，变动原因是
量产验收金额上升导致计提的质保金金额增加；管理费用 11,308.88 万元，同比增加 47.07%，主
要系收购福建东恒，合并福建东恒管理费用，以及管理人员工资和日常经营费用增加所致；研
发费用 20,638.62 万元，同比增加 109.48%，主要系研发人员薪酬增加所致。 请公司：（1）说明销
售费用中售后服务费大幅增长的原因，结合历史售后服务费金额、销售合同相关约定等，说明
本年度计提售后服务相关的预计负债是否充分、准确；（2）结合计入管理费用人员的具体构成、
人数和平均薪酬情况、业务招待费增长原因等，说明公司 2022 年管理费用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3）结合公司研发规划、研发人员数量和薪酬变动、同行业可比公司研发人员薪酬情况等，说明
研发人员薪酬大幅增加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销售费用中售后服务费大幅增长的原因，结合历史售后服务费金额、销售合同相

关约定等，说明本年度计提售后服务相关的预计负债是否充分、准确；
2022 年度销售费用中售后服务费大幅增长主要系当年终验收项目较 2021 年度大幅增加所

致。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增长额 增长率

当期终验项目合同总额 114,207.84 28,076.95 86,130.89 306.77%

其中合同金额 1,000 万以上终验项目总额 98,361.95 18,326.61 80,035.34 436.72%

占比 86.13% 65.27% - -

其中 1,000 万以上终验项目数量 26 7 - -

其中 5,000 万以上终验项目数量 4 - - -

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 37.65%，2021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 119.36%， 上述收入项目在
2022 年度完成终验收，导致 2022 年度完成终验收的项目数量同比大幅增加，相应 2022 年度售
后服务费中计提质保金金额大幅增加。

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计提的质保金期后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当期计提 372.15 151.90

累计使用 208.01 126.59

累计使用率 55.89% 83.34%

公司 2020 年计提的质保金在以后年度累计使用率达 83.34%；2021 年计提的质保金在以后
年度累计使用率为 55.89%；期后累计使用金额均低于质保金的计提金额；故各年度计提的质保
金金额均可以覆盖当年及以后期间的售后服务费用支出， 公司已足额计提与质保金相关的预
计负债。

公司 2022 年度终验项目所涉及的客户主要为上汽大众，孚能科技以及宁德时代，公司根据
销售合同约定以收到客户签字确认的终验报告或客户发出的终验收通知邮件作为项目完成终
验收的标志，并以此时点作为质保金的初始确认时间；但实际情况可能出现实际终验报告签署
进度受到多方面非质量因素影响而晚于公司收到终验款项时间， 故公司按照终验报告收到时
间与终验款收到时间熟早来确认项目质保费用的计提时间， 以确保当期与质保费用相关的预
计负债计提充分、准确。

二、结合计入管理费用人员的具体构成、人数和平均薪酬情况、业务招待费增长原因等，说
明公司 2022 年管理费用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剔除合并福建东恒的影响后，公司 2022 年度管理费用较 2021 年度增长 9.99%，主要增长在
职工薪酬，其次是折旧摊销、业务招待费和中介服务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管理费用项目 2022 年发生额 （不 含
东恒） 2021 年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股份支付 986.89 2,763.62 -1,776.73 -64.29%

职工薪酬 3,986.78 2,162.15 1,824.63 84.39%

办公费 1,225.67 1,126.59 99.08 8.80%

折旧摊销 898.49 581.46 317.04 54.52%

业务招待费 564.39 389.60 174.79 44.86%

差旅费 255.74 287.96 -32.22 -11.19%

中介服务费 411.21 269.42 141.78 52.62%

其他 128.66 108.59 20.07 18.49%

合计 8,457.83 7,689.37 768.46 9.99%

公司计入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的人员主要有集团管理层、董秘办、总经办、人事部、行政部、
财务部、IT 部。 公司 2022 年计入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增长主要系随着业务扩张及长沙工厂和武
汉工厂陆续投入使用，管理人员较 2021 年度增加 65.96%，管理人员人均薪酬小幅增加 11.13%
（考虑 2021 年度存在因疫情导致社保减免，实际人均薪酬无显著增长）。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不含东恒） 2021 年度

平均人数 薪酬 平均薪酬 平均人数 薪酬 平均薪酬

管理人员 156 3,986.78 25.56 94 2,162.15 23.00

增涨率 65.96% 84.39% 11.13% - - -

2022 年度折旧摊销费用增长 54.52%， 主要系武汉工厂及德国工厂固定资产投入后折旧费
用增加；2022 年度业务招待费用增长 44.86%，主要系武汉工厂、长沙工厂投入使用后业务招待
费用增加；2022 年度中介服务费用增长 52.62%， 主要系本期收购福建东恒产生的中介服务费
用增加。

综上，剔除合并福建东恒的影响后，公司 2022 年管理费用增长 9.99%具有合理性。
三、结合公司研发规划、研发人员数量和薪酬变动、同行业可比公司研发人员薪酬情况等，

说明研发人员薪酬大幅增加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剔除合并福建东恒影响， 公司 2022 年度研发人员薪酬 18,142.81 万元， 较 2021 年度增长

96.62%。 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平均人数 研发费用-职工薪酬 人均薪酬

2021 年度 573 9,227.16 16.10

2022 年度 911 18,142.81 19.92

增长率 58.99% 96.62% 23.67%

注：考虑研发人员增加较多，人数按月平均人数计算。
2022 年，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研发费用增长的原因如下：
1、研发人员大幅增加
2022 年，公司研发人员各月加权平均人数较 2021 年增加 338 人（剔除 2022 年 7 月起并入

福建东恒的影响），研发费用职工薪酬增加 8,915.65 万元。 研发人员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公司的
研发核心体现在技术设计环节，在某些技术领域形成独特的技术方案，使汽车生产中智能自动
化装备能够更合理、更高效的优化生产过程。公司核心技术体系涉及各类机械设计、机械仿真、
机器人技术、电气控制技术、计算机编程技术、数据分析技术等专业技术，需要大量不同领域的
研发技术专业人才。

2、研发项目投入强度增加
2021 年、2022 年，期间公司在研项目数量分别为 18 项及 19 项。 虽然研发项目数量并未大

幅增加，但随着公司对核心技术范畴的延伸、技术难度的加深、前沿技术的拓展，研发项目的平
均投入加强。

3、武汉先惠、长沙先惠研发职能增强
随着子公司武汉先惠、长沙先惠经营规模扩大、运营成熟，逐步在子公司增设研发职能，提

升研发能力，2021 年、2022 年武汉先惠、长沙先惠研发人员数量明显增加，截至 2022 年末，武汉
先惠、长沙先惠研发人员分别为 218 人、195 人。

同行业可比公司研发人员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研发人员薪酬 研发人数 人均薪酬

天永智能 7,852.36 363.50 21.60

科大智能 15,745.14 792.00 19.88

巨一科技 15,398.59 668.00 23.05

博众精工 37,923.81 1,830.00 20.72

先导智能 98,945.11 3,877.50 25.52

赢合科技 21,735.21 1,699.00 12.79

兰剑智能 5,046.30 328.00 15.39

今天国际 11,866.41 480.50 24.70

平均值 26,814.12 1,254.81 20.46

先惠技术（不含东恒） 18,142.81 911.00 19.92

公司研发人员人均薪酬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人均薪酬无显著差异。
综上，2022 年度公司研发人员人数和人均薪酬均有所增长，研发人员人均薪酬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无显著差异，公司 2022 年研发人员薪酬增长具有合理性。
四、保荐机构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和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 2022 年度 1,000 万以上项目的终验收报告，对 2022 年质保金计提的计算过程进行

复核；对质保金历年的期后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性复核；
2、对 2022 年度管理费用变动情况进行分析性复核，参照管理人员人数及人均薪酬对管理

费用中职工薪酬的增长进行分析；
3、取得研发人员人数及薪酬明细，对研发人员薪酬进行分析性复核；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

研发人员薪酬进行分析。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年审会计师认为：
1、2022 年度销售费用中售后服务费大幅增长主要系当年终验收项目较 2021 年度大幅增

加所致，公司计提售后服务相关的预计负债充分、准确。
2、剔除合并福建东恒的影响后，公司 2022 年度管理费用增长主要系子公司业务活动增加

带来的人员、折旧摊销、业务招待费用增长以及收购福建东恒产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用增加，
具有合理性。

3、2022 年度公司研发人员人数和人均薪酬均有所增长， 研发人员人均薪酬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无显著差异，公司 2022 年研发人员薪酬增长具有合理性。

5. 关于第一大客户。 年报显示，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72,923.18 万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
95.79%，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增加 4.25 个百分点。 第一大客户系宁德时代系客户，销售收入金
额 159,683.38 万元，占比 88.46%，同比增加约 30 个百分点。 请公司：说明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
占比大幅提高的原因，收购福建东恒对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提升的贡献，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严
重依赖第一大客户，本年度第一大客户采购需求、客户稳定性、回款能力和意愿有无不利变化，
如有，细化说明公司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一、说明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大幅提高的原因，收购福建东恒对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

提升的贡献，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严重依赖第一大客户；
（一）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大幅提高的原因，收购福建东恒对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提

升的贡献
2022 年度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大幅提高的原因系， 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第一大

客户销售占比进一步提升，以及合并福建东恒对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贡献。
2022 年度，包含福建东恒，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 159,683.38 万元、销售占比 88.46%；不

包含福建东恒， 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 80,830.53 万元、 销售占比为
82.52%。 收购福建东恒对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贡献 78,852.85 万元， 销售占比提升的贡献为
5.94%。

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大幅提高的原因如下：
① 下游整车客户周期性投资影响
公司主要产品智能自动化装备，是下游新能源汽车行业客户的生产型固定资产，客户对生

产设备的需求具有周期性，不同客户扩产计划受车型推出节奏、未来产能规划等因素影响，周
期不同。 前期公司主要服务德系整车厂，而其在新能源领域增长未能达到预期，固定资产投资
需求阶段性下降。

② 下游以第一大客户为代表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扩产迅猛
动力电池市场近几年的快速增长，第一大客户为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其国内电池市场占有

率约 50%左右，第一大客户扩大产能，在全球部署了多个生产基地，其产能扩张带动动力电池
生产自动化装备的需求。 为抓住国内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行业高速发展的契机、快速实现规
模扩张、抢占市场份额，凭借技术优势及丰富的项目经验，2020 年以来公司来自第一大客户的
业务激增，业务规模显著提升，并且 2022 年度销售占比较 2021 年度进一步提升。

（二）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严重依赖第一大客户
1、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
在下游中高端汽车制造行业寡头垄断、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市场集中度提高的背景下，公

司根据自身渠道资源，与大中型汽车集团、头部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客户较
为集中，符合行业特征。

前期公司主要服务德系整车厂，而其在新能源领域增长未能达到预期，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阶段性下降，下游以第一大客户为代表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扩产迅猛，公司来自第一大客户业
务激增，业务规模显著提升，符合行业发展变化。

随着公司主要覆盖客户的整车厂开始新的投资，公司已取得德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集
团和华晨宝马等整车企业的订单。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在手订单
合计约 14.51 亿元，较为充足，其中，第一大客户在手订单金额占比 48.48%，其他包括德国大
众、上汽大众、国轩高科及新增客户 Webasto 等在手订单金额占比 51.52%。 未来公司智能自动
化装备业务的收入结构将逐步改善。

综上，下游市场客户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引发第一大客户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符合公司现
阶段业务扩张的战略需求，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未严重依赖第一大客户。 随着整车厂客户
新的投资，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及丰富的项目经验提升收入规模的同时降低客户集中度。

2、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
2022 年度，福建东恒向该第一大客户的销售收入 134,311.43 万元、销售占比 94.49%。 公司

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生产经营对宁德时代存在一定依赖。
福建东恒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下游客户较为集中，主要原因系，下游新能源动

力电池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以及下游客户产能扩张带动采购需求增长而自身产能释放不足，
具有合理性。

二、本年度第一大客户采购需求、客户稳定性、回款能力和意愿有无不利变化，如有，细化
说明公司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一）第一大客户采购需求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第一大客户迅猛扩张，近八年（2015-2022 年）间，宁德时代

动力电池产能由 2.6GWh 增至 390GWh，八年增长了 149 倍。 宁德时代加快对新能源电池产能
建设及布局，2022 年末在建产能 152GWh。 宁德时代投资扩建产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并将景气
度传导至上游。

先惠技术主要为第一大客户提供动力电池模组生产线，包括第一大客户的福建宁德、江苏
溧阳、四川宜宾、上海临港等生产基地，并成功为第一大客户海外工厂的建设提供配套产线。
2022 年度，先惠技术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向第一大客户实现销售收入 80,830.53 万元。

福建东恒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已供货第一大客户的福建宁德、 江苏溧阳、 四川宜
宾、广东肇庆、上海临港等生产基地，计划供货江西宜春等生产基地。 2022 年度，福建东恒新能

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向第一大客户实现销售收入 133,612.60 万元。
综上，第一大客户随着产能大幅扩张，对动力电池自动化装备及零部件的采购需求较大。
（二）第一大客户稳定性
1、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合作稳定
由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模组线和 PACK 线智能制造要求与新电池包技术路线高度适配，

因此第一大客户对设备供应商的技术水平、生产周期、质量控制体系、响应速度等要求较高，通
常需取得其供应商资质方可为其供货。 产线类智能自动化装备技术要求高、投资金额较大，第
一大客户严格遴选设备供应商， 先惠技术凭借多年的项目经验和过硬的技术服务获得其供应
商资格。

公司自 2013 年开始与第一大客户建立业务合作关系，2020 年以来， 公司来自第一大客户
业务激增，业务规模显著提升。 公司为抓住行业机遇，快速实现规模扩张，抢占市场份额，将第
一大客户作为战略性重大客户。 并且，公司在装备本身的柔性、智能化程度、装配精度、运行稳
定性等技术质量指标及后续维护服务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由此，双方在原有良好的合作
基础上加强了合作。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在手订单合计约 14.51 亿元，较为充足，
其中，第一大客户在手订单金额占比 48.48%。

综上，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中，公司与第一大客户合作稳定。
2、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合作稳定
福建东恒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关系从 2014 年持续至今， 现在已经是宁德时代长期稳定的战

略合作伙伴，成为宁德时代标准电池壳侧板、端板重点供应商。 福建东恒在宁德时代产品研发
阶段就积极介入，参与新产品的工艺开发和交流，例如共同完成从贴普通蓝膜绝缘，至喷涂绝
缘，再到热压绝缘的迭代创新。 福建东恒结合自身在质量控制方面的优势，为宁德时代持续提
供高质量、高度一致性的精密结构件。

由于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在锂电池传输能量、保护安全性、固定支撑电池等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因此动力电池生产厂商对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供应商有着严格认证和管理体系要求，通
常需取得其供应商资质方可为其供货。 由于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种类繁多，不同型号产品需要
单独研发，电池厂商变更原有供应商的成本也相对较高，存在从质量一致性、稳定性考虑的转
换成本、时间成本及仓储成本。 因此，宁德时代与福建东恒合作粘性较强，在自身产品质量稳
定、供货能力有保障的情况下不会轻易被调整。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在手订单合计约 1.34 亿元，
基本均来自第一大客户。

综上，新能源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中，公司与第一大客户合作稳定。
（三）第一大客户回款能力和意愿
1、第一大客户基本情况
第一大客户成立于 2011� 年，注册资本为 24.40 亿元，2018 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第一

大客户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 主要从事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的研发、 生产及销
售，2022 年其动力电池系统使用量连续六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产量市占率全球第一。

2、第一大客户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回款能力
2022 年度， 第一大客户营业收入 3,285.94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29 亿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09 亿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第一大客户资产负债
率为 70.56%、流动比率为 1.31 倍、速动比率 1.05 倍，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1.80 倍。 经营和财务
状况良好，具有回款能力。

3、第一大客户与公司签署合同，执行情况良好
第一大客户与公司签订合同，一般会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执行情况良好，未发生重

大逾期未付款现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第一大客户及其子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76,415.20 万元，截至 2023 年 5 月 15 日期后回款 73,988.60 万元。

综上，第一大客户回款能力和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相关应收
账款已按照目前的预计信用损失率充分计提坏账。

综上，2022 年度，第一大客户采购需求、客户稳定性、回款能力和意愿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销售收入明细；
2、查阅公司在手订单明细；
3、查阅第一大客户的公开披露信息，了解其产能建设等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4、查阅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获取第一大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及期后回款；
5、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大幅提高的原因，公司对客户的依赖程

度，以及第一大客户采购需求、客户稳定性、回款能力和意愿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系，下游整车客户周期性投资影响及下

游以第一大客户为代表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扩产迅猛， 收购福建东恒对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
提升的贡献较小。

2、下游市场客户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引发第一大客户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符合公司现阶
段业务扩张的战略需求，公司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未严重依赖第一大客户。 公司新能源动力电
池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生产经营对宁德时代存在一定依赖。 本年度第一大客户采购需求、客户稳
定性、回款能力和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三、资产质量
6.关于货币资金和短期借款。 年报显示，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50,776.77 万元，其中存放

在境外的货币资金金额 15,401.55 万元，境外货币资金同比增加 4.38 倍。 公司境外营业收入和
成本均约 7600 万元。 公司期末短期借款余额 79,228.37 万元，同比增长约 1600 倍。 请公司：（1）
结合境外采购需求变化、境外项目投资（如有）进度等，说明境外货币资金同比大幅增长的原
因、主要用途、存款国家（地区）及银行、是否均拟用于生产经营，请年审会计师就境外货币资金
真实性、准确性所采取的审计程序及其充分性发表明确意见；（2）结合并购款付款安排和进度、
货币资金缺口、借款银行及金额、借款用途和还款安排等，说明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充裕但短期
借款大幅上升的原因，以及会否发生偿债风险及履约保障措施。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结合境外采购需求变化、境外项目投资（如有）进度等，说明境外货币资金同比大幅增

长的原因、主要用途、存款国家（地区）及银行、是否均拟用于生产经营，请年审会计师就境外货
币资金真实性、准确性所采取的审计程序及其充分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期末存放在境外的货币资金金额 15,401.55 万元， 主要系德国先惠账面银行存款余额
15,398.50 万元(折合 2,074.46 万欧元)及美国先惠账面银行存款余额 3.05 万元。 德国先惠期末
银行存款余额大幅增加系德国先惠与德国大众及 Webasto 新签项目合同于 2022 年四季度陆续
收到合同预收款 2,094.09 万欧元所致，具体合同及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欧元

客户 合同金额 截至 2022 年底预收款 收款时间

德国大众 3,095.00 1,726.38 2022.12

Webasto 1,225.70 367.71 2022.10-11

由于项目截至年底尚未进行大规模采购， 故预收款主要以银行存款形式列报于货币资金
科目，随后续项目开展将主要用于对应合同的采购和生产经营活动。

德国先惠的银行存款分别存放在以下银行账户：
单位：万元

银行 账面余额 EUR 账面余额 RMB

中国银行柏林分行 925.68 6,871.25

德国 Santander 银行 0.02 0.14

中国银行捷克分行（捷克克朗账户 ) 0.14 1.04

中国银行捷克分行 111.27 825.92

工商银行布拉格分行 30.56 226.83

工商银行布拉格分行 （捷克克朗账户) 6.79 50.42

中国银行定期存款 1,000.00 7,422.90

合计 2,074.46 15,398.50

二、结合并购款付款安排和进度、货币资金缺口、借款银行及金额、借款用途和还款安排
等，说明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充裕但短期借款大幅上升的原因，以及会否发生偿债风险及履约保
障措施。

1、截至期末的可用货币资金余额及借款余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50,776.77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272.20 万

元，扣除 IPO 募投项目存放的专项资金、信用证及票据保证金等受限资金、为支付第二期股权
收购款预留资金及存放于境外的货币资金，公司可随时动用的货币资金为 6,570.87 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公式 金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 ① 51,048.97

减：IPO 募投项目存放的专项资金、信用证及票据保证金等受限资金 ② 12,284.71

减：为支付第二期股权收购款预留资金 ③ 16,791.84

减：存放于境外的货币资金 = 4 \* GB3 ④ 15,401.55

可随时动用的资金金额 = 5 \* GB3 ⑤=①-②-③
- = 4 \* GB3 ④ 6,570.87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79,228.37 万元，长期借款余额 25,382.84 万元
（含 1 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合计借款余额 104,611.21 万元。 具体借款银行及期末借款余额如
下：

单位：万元

借款银行 借款余额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2,002.1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3,003.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10,007.9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行 7,005.99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991.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15,014.9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1,299.6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354.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10,008.8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1,990.65

中国银行溧阳中关村支行 25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300.00

短期借款小计 =SUM(ABOVE) \# “#,##0.00“ 79,228.3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1,359.0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24,023.83

长期借款小计 25,382.84

2、借款余额大幅上升的原因、借款用途、还款安排
公司 2022 年度借款余额大幅上升一方面因公司业务收入按行业惯例为分阶段收款， 随业

务增长，营运资金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公司 2022 年度以现金形式收购福建东恒，总计需支付收
购对价 81,600.00 万元，短期内给货币资金造成较大压力。

公司 2022 年 7 月完成收购宁德东恒机械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根据公司与原股东签订的
股权收购协议， 公司需支付收购对价为 81,600 万元，2022 年公司已支付股权投资款 40,808.16
万元，其中以长期借款形式支付 24,000.00 万元，其余部分以自有资金支付；第二笔股权收购款
40,791.84 万元将于 2023 年支付，计划以长期借款形式支付 24,000.00 万元，其余部分以自有资
金支付。 该笔并购借款合计 48,000.00 万元，依据借款合同将在 2023 年至 2029 年间分期偿还。

2022 年 10 月， 公司签署长期借款合同 14,500.00 万元， 用于上海工厂新建生产及辅助用
房，依据借款合同将在 2024 年至 2027 年间分期偿还，截至期末已放款 1,357.25 万元。

除上述长期借款外，公司其余短期借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活动，支付材料采购款及职工薪
酬，还款期多为 1 年，到期一次性偿还本息。

3、维持日常运营的货币资金缺口
根据公司 2022 年财务数据测算 ， 公司在现行运营规模下日常经营所需货币资金为

81,382.72 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50,776.77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
产 272.20 万元，扣除 IPO 募投项目存放的专项资金、信用证及票据保证金等受限资金、为支付
第二期股权收购款预留资金及存放于境外的货币资金，公司可随时动用的货币资金为 6,570.87
万元。 2022 年度公司现行运营规模下日常经营所需货币资金不足部分以短期借款形式筹措解
决，公司期末短期借款余额 79,228.37 万元。 （下转 D61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