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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5 年 12 月 1 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52863 号）的要求，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或“保荐机构”）会同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远股份”、

“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公司”）及其他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认

真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一、重点问题 

（一）问题 1 

请申请人明确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建设期、达产期及投资收益率的测

算方式。 

回复： 

1、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均为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实

施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1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科远股份 

2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科远股份 

3 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科远股份 

2、本次募投项目建设期、达产期及投资收益率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期及建成后预计实现的投资利润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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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期 达产期 投资利润率 

1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

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3 年 第 4 年完全达产 22.49% 

2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

产业化项目 
3 年 第 4 年完全达产 21.14% 

3 
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

与产业化项目 
3 年 第 4 年完全达产 25.32% 

3、本次募投项目投资利润率的具体测算方式及测算过程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投资利润率测算公式具体为：投资利润率=（年平均净利

润／投资总额）×100%。 

关于收入的测算，本次募投项目“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

产业化项目”、“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主要提供“非

标”产品和服务，因此对收入指标的测算系公司根据下游行业的市场容量、市场

占有率以及结合结算周期和收入确认时点做出的测算；“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

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系根据预期市场销量及产品单价，并结合收入结算模

式做出的测算。 

成本和费用的测算系结合公司的成本、费用率水平以及项目的固定资产投入

等做出的测算。 

项目测算期均为 12 年（含建设期），分项目净利润测算过程具体如下： 

①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2017 年 3,000.00  1,230.03  1,769.97  959.97  815.97  

2018 年 4,800.00  2,272.45  2,527.55  1,327.55  1,128.41  

2019 年 7,200.00  3,256.30  3,943.70  2,431.70  2,066.94  

2020 年 10,080.00  4,120.30  5,959.70  3,842.90  3,266.46  

2021 年 13,104.00  5,027.50  8,076.50  5,324.66  4,525.96  

2022 年 17,035.20  6,054.48  10,980.72  7,403.33  6,292.83  

2023 年 20,442.24  7,000.59  13,441.65  9,148.78  7,776.46  

2024 年 24,530.69  8,227.13  16,303.56  11,152.12  9,4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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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9,436.83  9,698.97  19,737.86  13,556.12  11,522.70  

2026 年 29,436.83  9,698.97  19,737.86  13,556.12  11,522.70  

2027 年 29,436.83  9,521.32  19,915.51  13,733.77  11,673.71  

②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2017 年 5,000.00  2,343.98  2,656.02  1,306.02  1,110.12  

2018 年 7,500.00  4,104.59  3,395.41  1,520.41  1,292.35  

2019 年 10,500.00  5,004.59  5,495.41  3,290.41  2,796.85  

2020 年 13,650.00  5,949.59  7,700.41  4,833.91  4,108.82  

2021 年 17,745.00  7,178.09  10,566.91  6,840.46  5,814.39  

2022 年 21,294.00  7,890.91  13,403.09  8,931.35  7,591.65  

2023 年 25,552.80  8,725.66  16,827.14  11,461.05  9,741.89  

2024 年 30,663.36  10,258.83  20,404.53  13,965.23  11,870.44  

2025 年 30,663.36  10,258.83  20,404.53  13,965.23  11,870.44  

2026 年 30,663.36  10,258.83  20,404.53  13,965.23  11,870.44  

2027 年 30,663.36  9,766.73  20,896.63  14,457.33  12,288.73  

③ 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2017 年 1,860.00  550.00  1,310.00  807.80  686.63  

2018 年 37,840.00  15,400.00  22,440.00  12,980.00  11,033.00  

2019 年 37,840.00  15,400.00  22,440.00  14,493.60  12,319.56  

2020 年 37,840.00  15,400.00  22,440.00  14,493.60  12,319.56  

2021 年 37,840.00  15,400.00  22,440.00  14,493.60  12,319.56  

2022 年 37,840.00  15,400.00  22,440.00  14,493.60  12,3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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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5,980.00  14,850.00  21,130.00  13,574.20  11,538.07  

2024 年 30,400.00  13,200.00  17,200.00  10,816.00  9,193.60  

2025 年 30,400.00  13,200.00  17,200.00  10,816.00  9,193.60  

2026 年 30,400.00  13,200.00  17,200.00  10,816.00  9,193.60  

2027 年 30,400.00  13,200.00  17,200.00  10,816.00  9,193.60  

由此测算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投资利润率如下： 

项目 年均净利润① 投资总额② 
投资利润率（①/

②）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

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5,839.29 25,963.51 22.49%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

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6,696.34 31,681.02  21.14% 

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

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9,109.20 35,969.75 25.32% 

（二）问题 2 

请逐一说明预案对募投项目的描述：“云计算”、“三维仿真”、“物联网”、“虚

拟数字化工厂”、“机器人”、“在线清洗机器人”、“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

“数据驱动型制造业”、“能源互联网”、“能量优化系统”与募投项目的相关性。 

回复： 

1、云计算 

云计算是基于互联网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

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云计算将大型计算任务分布在大量

的分布式计算机上，而非本地计算机或远程服务器中。云计算可以划分为三类：

以数据存储为主的存储型云平台，以数据处理为主的计算型云平台以及计算和数

据存储处理兼顾的综合型云平台。公司所运用的云计算主要属于第三类。 

“云计算”主要是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和“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实施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种数

据储存与处理的模式。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是将离散制造型

工厂的生产设备的生产数据储存在云服务器中，通过数据分析引擎对海量的生产

数据进行处理。“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是将电厂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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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中储存在云服务器中，将海量数据集中在云服务中，并采用云计算技术对海

量数据进行处理。 

2、三维仿真 

三维仿真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的一个逼真的虚拟环境，用户可以通过互

联网与虚拟环境中的实体相互作用的一种技术。 

“三维仿真”主要是“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实施

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种建模技术。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通过三维仿真技术,将目

前信息化和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由两维升级到三维，透视电厂设备；同时在云端

建立虚拟的电厂仿真模型，利用仿真技术，将设备的运行工况和设备模型进行对

比，完成对设备的远程诊断和早期状态预警。 

3、物联网 

物联网是利用局部网络或互联网等通信技术把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员

和物等通过一定的方式联在一起，形成人与物、物与物相联，实现信息化、远程

管理控制和智能化的网络。 

“物联网”主要是“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和“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实施过程中数据采集与上传

至云计算中心的媒介与通道。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和“基于工业互联

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均是通过物联网将离散制造型工厂的生产设备

的生产数据以及电厂运行数据实时上传至云端服务器中进行储存与分析。 

4、虚拟数字化工厂 

虚拟数字化工厂是在计算机虚拟环境中，构建工厂的整个生产过程，通过仿

真模拟各种技术方案，达到优化生产过程的目的。 

“虚拟数字化工厂”主要是“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和“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提高

模拟效果与模拟运行的真实性及准确性，通过前述三维仿真技术在云端建立的

1:1 模型。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在云端构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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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离散制造型工厂完全对等、平行的虚拟数字化工厂，该系统将引导企业产供销

等各部门员工高效协同工作，使客户实现研发、销售、生产等经营业务的高度协

同，快速、高效响应客户个性化需求，实现柔性化制造，同时通过远程诊断服务

中心帮助客户进行远程工业服务。“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

目”利用三维仿真技术，在互联网端建立电厂的虚拟仿真模型，进行运行人员培

训和各种运行试验研究，实现优化运行、故障诊断和事故预报。 

 5、机器人 

机器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它既可以接受人类指挥，又可以运行预

先编排的程序，也可以根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进行动作。 

“机器人”主要是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实施过程中对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时大量使用的专用机器人产品。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主要是面向离散制

造行业，如 3C 制造、机械制造等，提供从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智能化设备控制

与信息采集、智能制造信息管理系统等产品及服务。“机器人”属于自动化生产

线重要的执行部件。 

6、在线清洗机器人 

在线清洗机器人是一种对目标进行实时在线清洗的机器人。 

“在线清洗机器人”主要是“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核心产品之一。 

“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利用在线清洗机器人对

发电、冶金、化工等生产场合的冷凝装置——凝汽器进行不停机、实时在线清洗，

可以取代人工清洗工作，提高凝汽器的清洁度，由此可以提高发电、冶金、化工

等生产场合的能源使用效率，实现能量优化。 

7、互联网+、数据驱动型制造业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

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

业态。 

数据驱动型制造业是一种新型的制造业形态，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移动

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共同应用，将需求信息、管理信息汇集，从而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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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精准实时响应需求、指导生产资源配置和决策。 

“互联网+”、“数据驱动型制造业”主要是“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

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帮助用户实现的一种新的经营管理方式。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通过向 3C 制造、机

械制造等离散制造行业提供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智能化设备控制与信息采集、智

能制造信息管理系统等产品及服务，可使离散制造业企业具备采集用户需求数据

直接到达工厂生产的能力，实现 C2M（客户到工厂）的商业模式，即用户数据

驱动工厂生产的模式。该模式有赖于通过互联网采集用户需求数据，并传输至工

厂，即“互联网+”。 

8、中国制造 2025 

根据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29 日发布的《<中国制

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5 版）》，《中国制造 2025》将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需求，选择 10 大优势和战略产业作为突破点，力争到 2025

年达到国际领先地位或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属于十大

重点领域之一，其涵盖“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信息通信设备”、“操作系统与

工业软件”以及“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四大核心环节。其中，“智能制造核

心信息设备”是制造过程各个环节实现信息获取、实时通信和动态交互及决策分

析和控制的关键基础设备。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主要包括智能制造基础通信设

备、智能制造控制系统、新型工业传感器、制造物联设备、仪器仪表和检测设备、

制造信息安全保障产品。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所提供的生产线自

动化改造服务归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所

界定的产业范畴；所提供的智能化设备控制与信息采集、智能制造信息管理系统

等产品及服务归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所界

定的产业范畴。 

“中国制造 2025”主要是“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

化项目”实施的产业背景。 

9、能源互联网 

能源互联网可理解是综合运用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 信息技术和智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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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将大量由分布式能量采集装置, 分布式能量储存装置和各种类型负载构

成的新型电力网络、石油网络、天然气网络等能源节点互联起来, 以实现能量双

向流动的能量对等交换与共享网络。 

 “能源互联网”主要是“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实施的产业背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能源局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六个

电力体制改革配套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能源互联网布局全面展开。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面向发电端，帮助电厂汇

集运行数据，形成发电大数据，使电厂未来具备发电端与用电端的交互能力，有

利于能源互联网的构建。 

10、能量优化系统 

能量优化系统指以能量系统（如发电、冶金、化工等生产场合的热力循环系

统等）为对象，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方法来处理能量系统的设计、控制及运行（管

理）等问题，使获得的结果最佳或最优，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能量优化系统

通常包括优化设计、优化控制及优化运行（管理）三个层面。 

“能量优化系统”主要是“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研究与产业化的对象。 

“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主要是面向流程工业，

如发电、冶金、化工等领域提供新型的节能减排设备，具体包括进入式凝汽器在

线清洗机器人与锅炉炉膛参数测量和燃烧优化系统两大产品。其中，进入式凝汽

器在线清洗机器人是对发电、冶金、化工等生产场合的冷凝装置——凝汽器进行

不停机、实时在线清洗，可以取代人工清洗工作，提高凝汽器的清洁度，由此可

以提高发电、冶金、化工等生产场合的能源使用效率，实现能量优化；锅炉炉膛

参数测量和燃烧优化系统是对发电、冶金、化工等生产场合的燃煤锅炉采用激光

测量的方式将锅炉内部燃烧状况全部量化，再针对测量结果进行自动优化，提高

燃煤锅炉的燃烧效率，降低煤耗，实现能量优化。 

综上所述，上述描述与募投项目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三）问题 3 

请明确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名称的确定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信息披露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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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误导性陈述。 

回复：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名称分别是“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

与产业化项目”、“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和“基于智能

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三个募投项目名称的确定主要采用以下架构：基于+“XXXX

（采用的核心技术）”或“XXXX（依托的载体）”+服务内容+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主要服务内容

为面向离散制造型企业，向其提供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智能化设备控制与信息采

集、智能制造信息管理系统等，以帮助客户实现自动化和信息化。而这一系列产

品与解决方案以云计算（云端）为载体、以虚拟数字化技术为核心技术，因此，

该募投项目名称的确定与项目本身的实际情况相符。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主要服务内容为面向

电厂提供大数据分析、远程运营维护、快速负荷响应等一系列帮助电厂由智能化

提升至智慧化的产品及服务，而这一系列产品及服务均是依托工业互联网（载体）

而实现的。因此，该募投项目名称的确定与项目本身的实际情况相符。 

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主要服务内容为面

向发电、冶金、化工等生产场合提供新型的节能减排设备，该设备通过自动化、

信息化等智能技术实现能量优化、节能减排的目的。发行人在该领域布局储备多

年，发行人的进入式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与锅炉炉膛参数测量和燃烧优化系统

两大产品是其众多储备能量优化系统产品中较为典型的产品。因此，该募投项目

名称的确定与项目本身的实际情况相符。 

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名称的确定与实际情况相符，信息披露不存在误导

性陈述。 

（四）问题 4 

请提供本次募投项目资金需求量的测算依据，并请结合最后一个会计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水平说明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所需资金的经济型与考虑。请保荐机构进

行核查。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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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募投项目资金需求量的测算依据 

本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93,614.2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1 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25,963.51 

2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31,681.02  

3 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35,969.75 

合计 93,614.28 

具体测算依据及过程情况如下： 

（1）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25,963.51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项目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一、建设总投资 20,007.90  77.06% 

1、工程直接费用 12,940.27  49.84%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57.63  3.30% 

3、研发投入 6,210.00  23.92% 

二、铺底流动资金 5,955.61 22.94% 

合计 25,963.51 100.00%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表如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合计 

1 工程直接费用 3,501.30  9,031.48  407.49  0.00  12,940.27  

1.1 土建工程 2,280.00  0.00  0.00    2,280.00  

1.2 装修工程 1,195.00        1,195.00  

1.3 公用工程 26.30  774.22  59.40    859.92  

1.4 开发、生产设备购置 0.00  8,257.26  348.09    8,605.35  

 其中：开发环境   572.00  0.00    572.00  

 软件开发工具   630.00  0.00    630.00  

 开发试验设备   833.28  34.72    8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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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合计 

 数字三维化工厂设计   386.00  24.64    410.64  

 云计算中心   1,388.36  88.62    1,476.98  

 工业 4.0 示范基地   3,780.22  157.51    3,937.73  

 生产设备   667.40  42.60    710.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57.63  857.63  

2.1 土地使用权费       0.00  0.00  

2.1 建设单位管理费       71.60  71.60  

2.2 前期工作费       14.32  14.32  

2.3 工程勘察费       28.29  28.29  

2.4 工程设计费       85.00  85.00  

2.5 工程招标费       12.60  12.60  

2.6 工程建设监理费       54.90  54.90  

2.7 工程保险费       70.80  70.80  

2.8 基础设施配套费       198.32  198.32  

2.13 办公和生活家具购置费       256.80  256.80  

2.14 职工培训费       25.00  25.00  

2.15 联合试运转费       40.00  40.00  

3 研发投入       6,210.00  6,210.00  

 人员薪酬（工资、福利等）       3,419.00  3,419.00  

 
人员费用（差旅、办公费

等） 
      510.00  510.00  

 材料费       1,391.00  1,391.00  

 试验外协费       438.00  438.00  

 培训及资料费用       452.00  452.00  

4 建设投资合计 3,501.30  9,031.48  407.49  7,067.63  20,007.90  

 占建设投资的比例(%) 17.50% 45.14% 2.04% 35.32% 100.00% 

本项目建设投资中，工程直接费用比重较大，其中以开发、生产设备购置费

用为主，主要为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用。开发、生产设备购置主要内容如下： 

①云计算中心相关开发生产设备明细 

序号 云计算中心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万元） 

1 云主机 20 套 14.28  2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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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储设备 4 套 78.65  314.60  

3 负载均衡设备 4 套 25.75  103.00  

4 光纤交换机 12 套 4.85  58.20  

5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80 套 4.85  388.00  

6 云安全防护软件 80 套 2.91  232.80  

7 备份设备 2 套 47.39  94.78  

小计       1,476.98  

②工业 4.0 示范基地相关设备明细 

序号 投资内容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万元） 

1 生产管理软件       432.97 

 DFM 系统 1 套 85.26  85.26  

 MES 系统 1 套 252.21  252.21  

 WMS 系统 1 套 95.50  95.50  

2 自动化仓储设备       881.90  

 自动化货柜 30 套 27.75  832.50  

 AGV 小车 10 套 4.94  49.40  

3 自动化生产设备       1,515.34  

 生产组装流水线 5 套 93.28  466.40  

 自动螺丝装配机器人（定制） 10 套 8.96  89.60  

 激光打标机 2 套 36.82  73.64  

 SMT 生产线 1 套 885.70  885.70  

4 测试设备、软件       930.00  

 自动老化、测试线（定制） 10 套 46.10  461.00  

 自动老化、测试软件系统 1 套 87.30  87.30  

 ICT 测试系统 5 套 36.78  183.90  

 标准信号发生器 5 套 8.26  41.30  

 动态信号发生器 5 套 8.95  44.75  

 控制系统综合测试仪 5 套 22.35  111.75  

5 生产辅助设备       177.52  

 防静电闸门系统 4 套 20.58  82.32  

 PDA 10 台 0.95  9.50  

 条码打印机 10 台 2.92  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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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显示屏 50 台 0.28  14.00  

 在线扫码器 50 台 0.85  42.50  

合计       3,937.73  

③其他主要设备明细 

序

号 
设备及软件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万元） 

1 私有云服务器 4 套 85.2 340.80 

2 磁盘阵列 6 套 15.2 91.20 

3 服务器机柜 15 套 6.2 93.00 

4 示波器 6 套 14.5 87.00 

5 示波器电流探头 6 套 16.2 97.20 

6 示波器电流探头 6 套 10 60.00 

7 电子负载 6 套 5.6 33.60 

8 功率分析仪 6 套 22.3 133.80 

9 伺服测试平台 3 套 35 105.00 

10 变频器测试平台 3 套 25 75.00 

11 全功率系列电机 1 套 25 25.00 

12 实验室开关电源 15 套 2 30.00 

13 离散控制系统实验装置 1 套 85.6 85.60 

14 Profibus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8 套 28 224.00 

15 
EtherCAT 实时以太网总线控制系

统 
8 套 28 224.00 

16 
PowerLink 实时以太网总线控制系

统 
8 套 28 224.00 

17 千兆以太网测试仪 8 套 10 80.00 

18 
PROFIBUS Tester 4 (PB-T4) 全能

诊断仪 
8 套 10.5 84.00 

19 工业网络测试仪 8 套 8.6 68.80 

20 CAN Scope 总线协议分析仪 8 套 12.5 100.00 

21 20kg 以下 6 轴机器人 5 套 36.5 182.50 

22 工业机械手 5 套 18.5 92.50 

23 激光跟踪仪(LEICA) 2 套 21.5 43.00 

24  办公桌椅等 80 套 0.5 40.00 

25  其他办公设备 1 批 160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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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780.00 

本项目研发投入主要包括人员薪酬、人员费用及材料费等，其中以人员薪酬

为主。围绕本项目，第一年将投入现有研发人员 45 人，后续根据项目研发进度

进行人员的调整与调配。本项目人员薪酬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项目 T 年 T+1 年 T+2 年 合计 

人员数量 45 65 45 - 

人均薪酬 20.00 22.00 24.20 - 

薪酬小计 900.00 1,430.00 1,089.00 3,419.00 

除上述设备购置费、研发投入外，本项目其余的费用主要为土建工程、装修

工程、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以及铺底流动资金等。各项费用主要依据市场行情、市

场调研、公司现有资源、公司各项条件以及公司财务情况综合测算得出。 

（2）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31,681.02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项目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一、建设总投资 25,319.00 79.92% 

1、工程直接费用 15,339.00 48.42% 

3、研发投入 9,980.00 31.50% 

二、铺底流动资金 6,362.02 20.08% 

合计 31,681.02 100.00%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表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设备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费用 
合计 

1 工程直接费用 14,979.22  359.78  0.00  15,339.00  

1.1 开发、生产设备购置 14,979.22  359.78    15,339.00  

  其中：微电网仿真实验测试平台 2,204.02  44.98    2,249.00  

  
发电机组事故预报及优化运行平

台 
2,544.00  106.00    2,650.00  

  
工业互联网能源设备接入及服务

平台 
10,231.20  208.80    10,440.00  

2 研发投入     9,980.00  9,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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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薪酬（工资、福利等）     6,319.00  6,319.00  

  人员费用（差旅、办公费用等）     800.00  800.00  

  材料费     1,500.00  1,500.00  

  试验外协费     800.00  800.00  

  培训及资料费用     561.00  561.00  

3 建设投资合计 14,979.22  359.78  9,980.00  25,319.00  

  占建设投资的比例(%) 59.16% 1.42% 39.42% 100.00% 

本项目建设投资中，工程直接费用以及研发投入比重较大。工程直接费用主

要内容为开发、生产设备购置，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万元） 

1 微电网仿真实验测试平台    2,249 

1.1 电网特性模拟电源 1 台 80 80 

1.2 微网逆变器 4 台 20 80 

1.3 400V 铁锂电池储能电池组 3 组 8 24 

1.4 
超级电容（带监测、显示及控制切换

功能，容量 1～3kWh） 
3 组 10 30 

1.5 微网电缆阻抗模拟装置 6 台 5 30 

1.6 接地故障模拟装置 3 台 15 45 

1.7 接地电阻测试仪 1 台 8 8 

1.8 
可编程 RLC 交流负载（功率

10kW~100kW 可选） 
6 台 10 60 

1.9 可编程直流负载（0～6kW 可选） 3 台 5 15 

1.10 谐波闪烁测量阻抗模拟系统 2 台 8 16 

1.11 交流、直流开关柜 2 台 2 4 

1.12 功率分析仪 1 台 7 7 

1.13 电能质量分析仪 2 台 8 16 

1.14 电力监测仪器 4 台 12 48 

1.15 无功补偿柜 1 台 15 15 

1.16 有源滤波器 4 台 5 20 

1.17 微电网中央控制系统 1 套 250 250 

1.18 10kV 电缆等效模拟装置 1 套 25 25 

1.19 微网保护测控装置 5 套 5 25 

1.20 微网运行监控与综合试验控制管理系 1 套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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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1.21 电源环路稳定特性测试仪 1 台 25 25 

1.22 直流电压发生器 1 台 200 200 

1.23 交流电压发生器 1 台 100 100 

1.24 局放测试仪 1 台 70 70 

1.25 交流升压器 1 台 19 19 

1.26 电抗器 4 台 7 28 

1.27 高精度电压分压计 5 台 20 100 

1.28 微电网模拟器 1 台 320 320 

1.29 防孤岛测试负载 1 台 290 290 

1.30 防孤岛参数测试仪 2 台 64 128 

1.31 微电网 PCC 静态开关 1 台 10 10 

1.32 微电网稳定控制系统 1 台 30 30 

1.33 微电网继电保护 6 台 2 12 

1.34 电能质量监测仪 2 台 4 8 

1.35 示波器 4 台 14 56 

1.36 可调安全电源 1 台 15 15 

2 发电机组事故预报及优化运行平台    2,650 

2.1 云平台发电设备仿真主机设备 10 套 15 150 

2.2 存储设备 5 套 80 400 

2.3 负载均衡设备 4 套 30 120 

2.4 光纤交换机 12 套 5 60 

2.5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10 套 5 50 

2.6 云安全防护软件 10 套 3 30 

2.7 备份设备 2 套 50 100 

2.8 
600MW 超临界发电机组仿真模型软

件 
1 套 100 100 

2.9 
300MW 亚临界发电机组仿真模型软

件 
1 套 90 90 

2.10 200MW 发电机组仿真模型软件 1 套 80 80 

2.11 
1000MW 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仿真模型

软件 
1 套 130 130 

2.12 母管制发电机组仿真模型软件 1 套 60 60 

2.13 垃圾焚烧发电机组仿真模型软件 1 套 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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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余热发电机组仿真模型软件 1 套 60 60 

2.15 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仿真模型软件 1 套 85 85 

2.16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仿真模型软件 1 套 150 150 

2.17 事故诊断预报专家系统 1 套 250 250 

2.18 三维数字化电厂软件 2 套 150 300 

2.19 
实验室虚拟仪器工程平台软件

（LabView） 
1 套 60 60 

2.20 Matlab 商用数学软件 5 套 10 50 

2.21 SolidWorks 三维建模软件 5 套 6 30 

2.22 AutoCAD 软件 10 套 2 20 

2.23 过程监测用 110 英寸 LCD 大屏幕 2 套 100 200 

3 工业互联网能源设备接入及服务平台    10,440 

3.1 工业互联网数据接入中心主机设备 40 套 20 800 

3.2 SyncBASE 实时数据库 20 套 50 1,000 

3.3 Oracle 关系数据库 20 套 25 500 

3.4 单向隔离网闸 20 台 15 300 

3.5 网络防火墙 20 台 20 400 

3.6 
大规模分布式工业互联网设备管理系

统 
20 套 100 2,000 

3.7 核心交换机 40 台 50 2,000 

3.8 负载均衡设备 40 台 30 1,200 

3.9 服务器柜 40 台 2 80 

3.10 路由器 20 台 20 400 

3.11 磁盘阵列 40 台 30 1,200 

3.12 6LoWPAN 无线通讯测试系统 1 套 30 30 

3.13 无线测试仪 2 台 8 16 

3.14 网线分析仪 2 台 10 20 

3.15 蓝牙测试仪 2 台 8 16 

3.16 信号发生器 4 台 6 24 

3.17 功率计 4 台 10 40 

3.18 频率计 4 台 3 12 

3.19 射频网络分析仪 2 台 25 50 

3.20 WiFi 测试仪 4 台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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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RF 网络分析仪 1 台 18 18 

3.22 GPRS 通讯测试系统 1 台 25 25 

3.23 矢量信号分析仪 1 台 20 20 

3.24 逻辑分析仪 2 台 10 20 

3.25 频谱分析仪 4 台 38 152 

3.26 噪声系数分析仪 1 台 35 35 

3.27 网络综合协议分析仪 2 台 25 50 

3.28 手持式电缆和天线测试仪 2 台 10 20 

合计    15,339  

本项目研发投入主要包括人员薪酬、人员费用及材料费等，其中以人员薪酬

为主。围绕本项目，第一年将投入现有研发人员 80 人，后续将根据项目进度调

配部分研发人员。本项目人员薪酬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项目 T 年 T+1 年 T+2 年 合计 

人员数量 80 110 95 - 

人均薪酬 20.00 22.00 24.20 - 

薪酬小计 1,600.00 2,420.00 2,299.00 6,319.00 

除上述设备购置费、研发投入外，其余的费用主要为铺底流动资金等。各项

费用主要依据市场行情、市场调研、公司现有资源、公司各项条件以及公司财务

情况综合测算得出。 

（3）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35,969.75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项目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一、建设总投资 15,262.55 42.43% 

1、工程直接费用 8,984.92 24.98%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57.63  2.38% 

3、研发投入 5,420.00 15.07% 

二、流动资金 20,707.20 57.57% 

1、EMC 营运资金 13,200.00 36.70% 

2、项目铺底资金 7,507.20 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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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969.75 100.00%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表如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计 

1 工程直接费用 3,501.30 5,238.22 245.40 0.00 8,984.92 

1.1 土建工程 2,280.00 0.00 0.00  2,280.00 

1.2 装修工程 1,195.00    1,195.00 

1.3 公用工程 26.30 774.22 59.40  859.92 

 其中：水电设施  320.20 26.10  346.30 

 采暖、通风系统  159.91 14.32  174.23 

 其他配套工程 26.30 294.11 18.98  339.39 

1.4 开发、生产设备购置  4,464.00 186.00  4,650.00 

 其中：研发设备  2,668.80 111.20  2,780.00 

 生产设备  1,795.20 74.80  1,870.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57.63 857.63 

2.1 土地使用权费    0.00 0.00 

2.1 建设单位管理费    71.60 71.60 

2.2 前期工作费    14.32 14.32 

2.3 工程勘察费    28.29 28.29 

2.4 工程设计费    85.00 85.00 

2.5 工程招标费    12.60 12.60 

2.6 工程建设监理费    54.90 54.90 

2.7 工程保险费    70.80 70.80 

2.8 基础设施配套费    198.32 198.32 

2.13 
办公、生活家具购置

费 
   256.80 256.80 

2.14 职工培训费    25.00 25.00 

2.15 联合试运转费    40.00 40.00 

3 研发投入    5,420.00 5,420.00 

 
人员薪酬（收入、福

利、保险、医疗等） 
   2,978.00 2,978.00 

 
人员费用（差旅、办

公和管理、费用等） 
   445.00 445.00 

 材料费    1,222.00 1,2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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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外协费    380.00 380.00 

 培训及资料费用    395.00 395.00 

4 建设投资合计 3,501.30 5,238.22 245.40 6,277.63 15,262.55 

 占建设投资的比例(%) 22.94% 34.32% 1.61% 41.13% 100.00% 

本项目建设投资中，工程直接费用以及研发投入比重较大。工程直接费用主

要内容为开发、生产设备购置，其中，研发设备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数量 单位 单价（万元） 金额（万元） 

1 高温管式炉 2 台 10 20 

2 螺旋干式真空机组 2 台 10 20 

3 石英样品池 2 台 2 4 

4 精密水蒸气发生器 2 台 10 20 

5 光学平台及附件 2 套 15 30 

6 离轴抛物面反射镜准直器 20 台 1 20 

7 
1550nm 波段 130nm 范围宽带调

谐激光器 
10 台 24 240 

8 高速数据采集卡 10 块 2 20 

9 光电探测器 10 台 1 10 

10 光功率计 2 台 1 2 

11 频谱分析仪 2 台 100 200 

12 函数发生器 5 台 20 100 

13 可见光激光器 5 台 10 50 

14 数据分析工作站 2 台 10 20 

15 采集工控机 10 台 2 20 

16 齿轮智能双啮仪 10 台 8 80 

17 超声波探伤仪 3 台 10 30 

18 万能材料测试仪 2 台 20 40 

19 功率分析仪 4 台 20 80 

20 静电放电设备 5 套 10 50 

21 群脉冲设备 3 套 15 45 

22 雷击浪涌设备 3 套 20 60 

23 智能型直流跌落发生器 4 套 10 40 

24 电子负载 2 台 10 20 

25 网络分析仪 2 台 3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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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手持式示波器 5 台 5 25 

27 示波器 3 台 12 36 

28 示波器电流探头 6 套 5 30 

29 示波器电流探头 6 套 5 30 

30 泄漏电流测试仪 5 台 5 25 

31 交直流耐压测试仪 5 台 5 25 

32 接地导通测试仪 10 台 6 60 

33 多功能信号发生器 10 台 3 30 

34 6 位半台式数字万用表 20 台 1 20 

35 高精度多功能过程校准器 2 台 5 10 

36 宽量程直流稳压电源 2 台 5 10 

37 双通道跟踪多输出电源 4 台 2 8 

38 实验专用交流电源 5 台 8 40 

39 光谱分析仪 5 台 15 75 

40 激光温控器 10 台 5 50 

41 激光发射器 10 台 20 200 

42 三坐标测量仪 1 台 80 80 

43 涂层测厚仪 5 台 5 25 

44 耐腐蚀性测试仪 1 台 20 20 

45 水质分析试验装置 1 台 50 50 

46 运动控制系统试验装置 1 台 30 30 

47 超声波流量计 1 台 20 20 

48 3D 设计工作站 10 台 2 20 

49 视觉软件 2 套 20 40 

50 
Simulation Software 仿真软件

Demo3D 
1 套 40 40 

51 Unity3D PRO for PC 软件 5 套 5 25 

52 SOLIDWORKS 设计软件 3 套 6 18 

53 ZEMAX 设计软件 2 套 20 40 

54 Matlab 分析软件 5 套 10 50 

55 凝汽器性能分析软件 1 套 30 30 

56 机器人性能对比分析软件 1 套 17 17 

57 凝汽器清洗装置测试平台 1 套 50 50 

58 海水型凝汽器清洗装置测试平台 1 套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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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炉膛参数测量系统比对测试平台 1 套 200 200 

小计: 2,780 

产业化设备具体如下： 

序

号 
投资内容 数量 单位 单价（万元） 金额（万元） 

1 生产过程水密性测试系统 2 套 100 200 

2 生产过程气密性测试系统 5 套 68 340 

3 行吊 5 台 12 60 

4 电动液压叉车 3 台 30 90 

5 立车 5 台 62 310 

6 龙门加工中心 2 套 250 500 

7 炉膛参数测量系统生产设备 2 套 155 310 

8 激光器筛选设备 1 套 50 50 

9 液压管接头扣压装置 1 台 10 10 

小计: 1,870 

本项目研发投入主要包括人员薪酬、人员费用及材料费等，其中以人员薪酬

为主。围绕本项目，第一年将投入现有研发人员 40 人，后续将根据项目进度调

配部分研发人员。本项目人员薪酬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项目 T 年 T+1 年 T+2 年 合计 

人员数量 40 55 40 - 

人均薪酬 20.00 22.00 24.20 - 

薪酬小计 800.00 1,210.00 968.00 2,978.00 

除上述设备购置费、研究投入外，本项目其余的费用主要为土建工程、装修

工程、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以及流动资金等。各项费用主要依据市场行情、市场调

研、公司现有资源、公司各项条件以及公司财务情况综合测算得出。 

流动资金方面，本项目推广初期的 2 年采用 EMC 模式（即合同能源管理方

式，能源服务公司通过与客户签订能源管理合同，提供综合性的节能服务并与企

业分享节能效益，以此取得节能服务收益的一种商业运作模式），待产品节能效

益得到市场有效验证后将直接销售模式。 

EMC 模式下，项目前期所需投入要求较高，项目的营运资金主要为市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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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及运营费用，所需启动资金总额为 13,200 万元。直接销售模式下，项目的铺

底流动资金按流动资金全额的 30%测算，铺底流动资金需求量预计为 7,507.20

万元。 

2、结合最后一个会计年度末资产负债率水平说明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所需资

金的经济性与考虑。 

2014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合并）为 15.35%，负债水平较低。公司

计划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充分发挥业务优势，抢占工业智能化、信息化

与互联网融合应用市场先机，并拟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解决项目所需资金

93,614.28 万元。公司在资产负债率较低的情况下采用股权融资主要是基于下述

考虑： 

（1）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需求较大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 29,288.11 万元，扣除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635.42 万元后，公司实际可使用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22,652.69

万元。根据公司当前的资金安排情况，该等资金仅能基本满足公司日常营运资金

需求。 

公司的业务经营模式决定了公司需配备较多的流动资金。公司下游客户主要

为发电、冶金、化工等大中型企业，一方面，下游客户多为行业内知名企业，规

模较大，付款流程相对较长，期末应收款规模较大；另一方面，该等客户普遍采

用招投标模式，需要配备一定的投标保证金，加之公司根据行业惯例在产品实现

销售后一般预留 10%的质保金，质保期通常在一年以上，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使得

公司应收账款保持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公司根据生产任务、库存量及采购周

期，在确保正常生产的前提下，结合安全库存量制定采购计划，公司存货规模较

大。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应收款、存货规模不断增加，使得公司对营

运资金需求较高。公司 2015 年度日常经营所需营运资金需求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2014 年度销售收入 A 31,430.33 

1-2014 年度销售利润率 B 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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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计销售收入年增长率 C 132.00% 

营运资金周转次数 D 1.40 

预计 2015 年度营运资金量 E=A*B*C/D 26,689.29 

注 1：2015 年 1-9 月，公司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2%，本表以该数据测算全年增长

率。公司对 2015 年度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

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注 2：营运资金周转次数＝360/（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预付账款周转天数－预收账款周转天数）； 

注 3：当年营运资金量＝上年度销售收入×（1－上年度销售利润率）×（1＋预计销售

收入年增长率）/营运资金周转次数。 

除此之外，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公司亦需要持有一定的货币资金，以防范市

场竞争加剧、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带来的风险。同时，公司十分重视对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投资回报，公司每年现金分红比例较高，分配股利所支付的现

金较多。综上，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仅能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需求。 

（2）公司通过债务融资较难满足本次募投项目资金需求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所需资金合计 93,614.28 万元，资金需求量较大，通过债

务融资满足该等融资需求的可行性较小。 

一方面，公司可用于债务融资的抵押物或质押资产有限。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可用于债务融资抵押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净额为 16,911.97 万元，考

虑银行可以给予的抵押率因素，实际能取得的债务融资额更为有限，如依靠债务

融资远远难以满足本次相关项目的资金需求。 

另一方面，公司可发行的公司债券规模有限。公司净资产规模有限，即便按

照发行上限 40%发行公司债券，亦远低于项目总投资金额。同时，由于公司体量

偏小，债券融资成本偏高。 

（3）采取股权方式融资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期限更加匹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

产业化项目”、“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的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和“基于智能

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该等项目所需建设及运行周期较长，

募投项目占用资金的期限较长，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股权融资的筹资安排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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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金需求在期限结构上更加匹配。 

（4）本次募投项目对公司业务发展具有必要性 

一方面，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将是未来新制造行业发展的主旋律，

在这样的趋势下，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必然是智能化、信息化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以实现制造业技术升级。本次“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

项目”、“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的研究与产业化项目”有利于满足智能化、

信息化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面对资源和环境的

挑战，我国必须坚持节能减排优先的原则，加快对高耗能、高耗材、高排放、低

效能产业的技术改造。锅炉燃烧优化技术和凝汽器在线清洗技术是火力发电企业

实现节能减排的新型能量优化技术。本次“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

产业化项目”不但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电厂的安全运行。 

本次募投项目完成后，智能化、信息化制造应用系统将成为公司业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推进公司在智能化、信息化制造

应用系统的布局，大幅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增加公司的利润增长点，提高盈利水平，募集资金的运用

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最后一个会计年度末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低，但是，鉴

于目前公司货币资金仅能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加之公司通过债务融资较难满足本

次募投项目资金需求，而本次募投项目对公司业务发展具有必要性，因此，通过

股权融资补充所需资金具有经济性与合理性。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资金需求量具有合理的测算依据；本

次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所需资金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具有经济性与合理性。 

（五）问题 5 

请保荐机构督促发行人以简明朴素的语言，说明本次募投“基于云端虚拟工

厂的智能制造系统”、“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以及“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

优化系统”的业务含义、最终产品、具体用途及应用对象。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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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业务含义：目前国内离散制造行业的自动化、信息化水平较低，整体处于工

业 2.0 阶段，距离工业 4.0 还存在较大差距。鉴于国内离散制造行业的潜在市场

容量与未来提升空间巨大，为帮助企业更加合理的开展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

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发行人拟利用

该募投项目面向离散制造行业，如 3C 制造、机械制造等行业，提供生产线自动

化改造、智能化设备控制与信息采集及智能制造信息管理系统等产品与服务。 

最终产品：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智能化设备控制与信息采集及智能制造信息

管理系统等。其中，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涵盖的主要产品包括自动化装配生产线、

自动化货柜、智能货架、自动导引运输车（AGV）等；智能化设备控制与信息

采集涵盖的主要产品包括：专用控制器、生产设备物联网接口等；智能制造信息

管理系统的主要产品包括制造执行软件系统（MES）、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

（PLM）、客户关系管理软件（CRM）、云服务平台等。 

智能制造系统整体架构详见下图： 

 

具体用途：通过向 3C 制造、机械制造等离散制造行业提供生产线自动化改

造、智能化设备控制与信息采集、智能制造信息管理系统等产品及服务，使离散

制造型企业实现智能化升级，使企业具备采集用户需求数据直接到达工厂生产的

能力，能够按需采购、按需生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达到降低库存，提高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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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效率的目的，促成企业实现 C2M（客户到工厂）的商业模式，从而能够将企

业打造成工业 4.0 的雏形。 

应用对象：主要面向离散制造行业，如 3C 制造、机械制造等领域的生产制

造型企业。 

2、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业务含义：目前电厂普遍集成分散控制系统（DCS）、厂级信息监控系统（SIS）

和厂级信息管理系统（MIS）等产品，自动化及信息化程度较高，为智慧电厂的

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项目，利用三维仿真技术搭建虚拟电厂仿真平

台，将电厂的人机界面由平面二维升级为立体三维，为状态检修打下坚实基础；

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将分散的电厂数据集中在云端，利用云计算技术，对海量

数据进行存储和大数据分析，对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远程诊断和早期预警；通过

接入各种专家系统，以达到优化电厂设备运行，减少非正常停机为目的；同时智

慧电厂的建设将提高电厂响应负荷需求的能力，是智慧电网和能源互联网的发电

端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募投项目将支撑发行人在流程工业领域由目前的软硬件产品提供商向工

业服务平台运营商的转型、跨越。 

最终产品：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项目将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包

含云端服务器建设、电厂数据接入产品、大数据分析平台、三维仿真平台及专家

系统等。 

具体用途：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项目的实施将对电厂优化运行提供指

导，实现节能降耗；利用三维仿真平台及其他诊断平台，实现对设备运行情况监

视，实现设备的远程诊断及事故预警，降低电厂因设备故障导致的非正常停机概

率。同时提供开放的平台给第三方，利用电厂的运行数据，在海量数据的分析诊

断基础上，实现优化运行。 

应用对象：主要面向电厂，实现电厂的节能降耗、优化运行及减少非正常停

机。 

3、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业务含义：目前国内节能减排压力巨大，通过智能技术手段（自动化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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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实现能量优化是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该项目主要是面向流程工业领域，如发电、冶金、化工等领域提供新型的节

能减排设备，具体包括进入式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与锅炉炉膛参数测量和燃烧

优化系统等产品。其中，进入式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是对发电、冶金、化工等

生产场合的冷凝装置——凝汽器进行不停机、实时在线清洗，可以取代人工清洗

工作，提高凝汽器的清洁度，由此可以提高各生产场合的能源使用效率，实现能

量优化；锅炉炉膛参数测量和燃烧优化系统采用激光测量的方式对各生产场合的

燃煤锅炉内部燃烧状况进行量化，再针对测量结果进行自动优化，提高燃煤锅炉

的燃烧效率，降低煤耗，实现能量优化。此外，该项目还将针对空预器吹灰机器

人、锅炉防结焦自动清理系统等新的能量优化系统展开研究工作。 

最终产品：进入式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锅炉炉膛参数测量和燃烧优化系

统。 

具体用途： 

进入式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用于凝汽器中冷凝管的污垢清洗，从而提高

凝汽器的换热效率，降低凝汽器的端差和提高真空度，提高汽轮机效率，达到降

低煤耗和排放的目的。 

锅炉炉膛参数测量和燃烧优化系统：应用先进的激光测量等技术，根据锅炉

燃烧过程历史数据，建立锅炉运行工况(负荷、煤种等)、配风配煤运行方式和燃

烧性能之间的关系模型，并采用非线性寻优技术，实现锅炉燃烧调整，进而实现

锅炉燃烧系统的优化运行。该系统能够有效提高燃煤锅炉的运行效率，从而实现

锅炉的能量优化。 

应用对象：主要面向发电、冶金、化工等生产场合的冷凝装置（凝汽器）与

燃煤、燃气锅炉。 

（六）问题 6 

请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募投项目的名称确定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募投项目与

预案所运用的一系列修饰性词语是否相符。 

回复： 

保荐机构通过与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访谈，互联网搜索等方式，查阅了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了解了本次募投项目名称的架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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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运用的“云计算”、“数据驱动型制造业”、“能量优化系统”等词语的含义及与

募投项目的相关性，本次三个募投项目的业务含义、最终产品、具体用途及应用

对象，对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名称确定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募投项目与预案

所运用的一系列修饰性词语是否相符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名称确定不存在误导性陈述，

募投项目与预案所运用的一系列修饰性词语相符。 

二、一般问题 

（一）问题 1 

请保荐机构补充核查发行人目前四大主要业务的主要产品及收入确认方式。 

回复： 

保荐机构通过与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访谈，查阅部分合同及产品投运

报告、收货回执等，对发行人目前四大主要业务的主要产品及收入确认方式进行

了核查。目前公司四大主要业务分别为过程自动化系统、自动化仪表、机器人和

智能制造以及工业信息化系统。 

1、过程自动化系统 

过程自动化系统产品主要包括分散控制系统、汽轮机数字电液调节系统、透

平机数字电液调节器及虚拟 DCS 仿真系统等。 

鉴于该类产品需安装调试，根据合同约定，安装调试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后，

公司即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因此，公司以安装调

试完毕并验收合格作为过程自动化系统产品的收入确认时点。 

2、自动化仪表 

自动化仪表产品主要包括电动执行机构产品和仪器仪表产品等。对于该类产

品，产品经客户验收确认后即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

方，因此，公司以客户验收确认作为自动化仪表产品的收入确认时点。 

3、机器人和智能制造 

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品主要包含变频器、伺服电机以及机器人等。对于该类

产品，产品经客户验收确认后即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

方，因此，公司以客户验收确认作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品的收入确认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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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信息化系统 

工业信息化系统产品主要包括实时数据库、OA 办公自动化系统、物资管理

系统、经营管理系统等。鉴于该类产品需安装调试，根据合同约定，安装调试完

毕并经验收合格后，公司即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因此，公司以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作为工业信息化系统产品的收入确认时

点。 

（二）问题 2 

请发行人公开披露本次发行当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与上年

同期相比，可能发生的变化趋势和相关情况，如上述财务指标可能出现下降的，

应对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进行风险提示。 

请发行人公开披露将采用何种措施以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

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如进行承诺的，请披露具体内容。 

回复： 

公司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公开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具体内

容如下：  

一、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主要假设 

1、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93,614.28 万元，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后，本次发行底价为 23.67 元/股，非公开发行数量合计不超过 3,958 万股（含本

数）。 

2、假设本次发行方案于2015年底完成，该完成时间仅为估计。 

3、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公司”）2014 年年报披露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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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805.99 万元，假设本公

司2015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 2014年全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一致，即人民币 3,805.99 万

元。该假设分析并不构成本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

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4、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本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

务费用、投资收益）等方面的影响。 

5、在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时，不考虑除募集

资金、净利润、现金分红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本公司测算了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14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股本（万股） 10,200 14,158 

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91,140.46 94,361.96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 93,614.28 

本期现金分红总额（万元）   2,44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万元） 
3,805.99 3,805.99 

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94,361.96 191,782.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7 

基本每股净资产（元/股） 9.25 13.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11% 4.01% 

注： 

1、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本次发行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发行前总股本；本次发行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当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发行后总股本； 

3、本次发行前基本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本次发行前总股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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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后基本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本次发行前总股本+本次新

增发行股份数）； 

4、本次发行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11%为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披露数据；本次发行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新增净资产次月起

至2015年12月31日的累计月数/1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本期现金分红×分红月份次月至

年末的月份数/12+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公司分别于

2015年3月派发现金分红1,428.00万元、2015年9月派发现金分红1,020.00万元。 

根据上述假设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预计本公司201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有一定幅

度下降。同时，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也将有所下降，这有利于

增强本公司财务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二、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股东收益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增加，若本

公司业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摊薄即期股东收益的风险。 

三、本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提升未来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促进业务健康、良好的发展，充分保护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本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本公司的业务规模、经

营效益，为中长期的股东价值回报提供保障。 

（一）深化主业发展、加快技术研发，不断营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工业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围绕

过程自动化、工业信息化、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传感技术与测控装置四大产业领

域，致力于提升流程工业、离散制造行业等领域的自动化与信息化水平。公司坚

持自主创新结合技术引进掌握了多项业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如控制系统、实时数

据库、云计算、电机驱动、运动控制、机器视觉、三维数字成像等一批核心技术

能力，提出了诸多优秀行业解决方案，获得了市场的普遍认可，在国内工业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公司依托传统业务建立了完善的合作渠道和业务平台，对电力

系统的运作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具备了较强的业务拓展和运营实力。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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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团队具有相关行业的成功经验，持续关注行业的发展动态和未来趋势。 

公司期待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充分发挥业务优势，抢占工业智能化、

信息化与互联网融合应用市场先机，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新的业绩增长点。 

（二）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提

升本公司的资本实力。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规和《南京科远自

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确

保募集资金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此外，本次非公开发行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经营规模和资金实力，有助于提高

本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和市场开发能力，并有利于本公司及时把握市场机遇，通过

各种融资渠道获取更低成本的资金，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三）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本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本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南京科远自动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

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非执行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本公司整

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本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强化投资回报理念，打造持续回报型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形象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3年11月30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于2015年2月1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科远股份章程修正案》和《科远

股份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

政策进行了修订完善，并制订了对股东回报的合理规划。 

本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及《规划》中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回

报理念，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打

造持续回报型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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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 3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

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

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

及相应整改措施 

公司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公开披露了《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以及

整改情况的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整改措施 

1、2011 年 2 月 2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

苏证监局”）向公司下达了《关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苏证监函

[2011]63 号），并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就公司治理问题对发行人进行了现

场全面检查。现场检查后，江苏证监局向公司下达了《关于对南京科远自动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综合评价和整改意见的函》（苏证监函[2011]135 号），

就公司三会运作、内控制度、制度执行、财务管理等方面提出改进意见。 

根据《整改意见函》的要求，公司进行了认真的整改，同时结合本次公司治

理专项活动不同阶段的治理情况，形成《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并予以公告。 

2、2013 年 9 月 23 日，深交所向公司下达《关于对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曹瑞峰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3】第 137 号），

针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曹瑞峰先生短线交易情形出具监管函，并要求发行人吸取

教训，及时改正，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公告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短线交易的公告》；

此后，公司对董、监、高人员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及公司内控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

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并将自查情况向江苏证监局、深交所进行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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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 年 8 月 4 日，深交所向公司下达《关于对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 357 号），对公司 2015 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 2015 年业绩承诺情况等事宜进行问询和关注。 

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反馈，就相关问题及时向深交所保持沟通，并出具正

式回函，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就对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予以公告。 

2、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与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访谈，互联网搜索，查询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公开平台、深交所网站业务专区、信息披露和监管信息公开

平台，对发行人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以

及相应整改措施进行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

罚的情况；就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等情况，发行人已

就相应事项向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进行了书面回复解释，并采取了相应整改措

施，整改效果较好，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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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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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鹏翔                       侯  卫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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