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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签发的《关于请做好中国电建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

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已收悉。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公司”、“申请人”或“发行人”）会同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或“发行人审计机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嘉源律师”、“发行人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

问题进行逐项核查和落实，现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反馈意见回复中各项词语和简称与尽职调查报告中各项词

语和简称的含义相同；本反馈意见回复除特别注明外，所涉及财务数据均为合并

口径。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黑体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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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同业竞争。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控股股东电建集团下属 3 家公司中国

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电力建设第

三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业务、电力投资与运营业务等电网

辅业相关业务，与申请人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形。2022 年 1 月，

申请人与电建集团签署《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之资产置换协议》，履行电建集团于 2014 年作出的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但前述 3家公司因存在部分权属瑕疵事项或盈利状况具有不确定性等情况，未注

入申请人。因此，电建集团对 2014 年 8 月作出的原承诺内容进行了变更，将上

述 3家公司托管给申请人，在相关业务及资产符合注入申请人条件时后三年内，

采取注入方式逐步解决与申请人的同业竞争问题。 

请申请人： 

（1）全面梳理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业务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其他

同业竞争或产品、业务重合等情形，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充分； 

（2）结合上述 3家公司自 2014年 8月作出相关承诺以来的生产经营情况及

业绩状况，说明长期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实

质性障碍； 

（3）测算如果 2022年 1月相关资产置换时将上述 3家公司注入上市公司对

申请人业绩的具体影响，并进一步说明进行承诺变更的合理性，相关决策是否谨

慎合理，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说明上述变更后承诺是否明确同业竞争未来解决措施或者安排，是否

切实可行，设定的注入条件是否合理，变更承诺是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规

定的决策程序； 

（5）说明由申请人托管作为解决同业竞争的过渡性措施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向申请人支付托管费用，托管是否具有完整的经营决策权；并结合托管参与

的日常经营管理、需要提供的服务及是否存在对托管企业业绩考核等情况，说明

双方是否存在经营和利益混同、业务让渡，是否对发行人经营构成不利影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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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申请人托管上述 3家公司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再融

资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6）结合附条件的过渡期安排，以及对满足注入条件时间的不确定性，说

明是否存在其他能够彻底解决同业竞争的方法与路径。 

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及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答复： 

一、发行人的分析说明 

（一）全面梳理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业务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其

他同业竞争或产品、业务重合等情形，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充分 

1、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业务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电建集团及其控制的除发行人以外主

要的业务经营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业务板块

类别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电建集团持

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 
中国电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28 日 
- 

主要依托下属各级子企业（包括

中国电建在内）开展勘察设计、

施工承包、装备制造、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管理运营与实业投资

等，本身无实际业务经营 

2 

电网辅业 

板块 

中国电建集团

山东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 

1992 年 

8 月 25 日 
100.00% 

主要从事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

电力投资与运营 

3 
上海电力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1992 年 

9 月 21 日 
100.00% 

主要从事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

电力投资与运营 

4 

山东电力建设

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 

1991 年 

8 月 20 日 
100.00% 

主要从事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

电力投资与运营 

5 

工程和电

力技术板

块 

水电水利规划

设计总院有限

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 
100.00% 

其前身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是在 2002年 12月电力体制改革

中经国务院批准保留的事业单

位，于 2020 年初完成转企改制

工作，主要承担国家有关部门委

托的水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发

电等技术归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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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业务板块

类别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电建集团持

股比例 
主营业务 

6 

房地产 

板块 

天津海赋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17 年 

8 月 17 日 
100.00%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筹建、

商品房销售 

7 
中国电建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1999 年 

7 月 8 日 
100.00%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商品房

销售、物业管理 

8 

北京飞悦临空

科技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5 日 
100.00%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企

业管理 

9 

中电建江苏激

光智造发展有

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6 日 
90.00% 

主要从事园区开发、房地产销售

代理、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10 

中电建枣庄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2017 年 

7 月 14 日 
94.0475% 

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项目

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管理

等 

11 

北京洺悦文化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19 年 

5 月 29 日 
100.00%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企业管

理 

12 

中电建智谷小

镇建设宿迁有

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22 日 
90.00% 

主要从事对房地产项目的建设

管理 

13 

中电建保定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 
95.00%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14 

中电建保定城

市更新建设有

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 
95.00%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15 

郑州市宏大物

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2000 年 

12 月 28 日 
97.36% 主要从事物业管理 

16 

装备制造 

板块 

中电建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
注 

2022 年 

1 月 25 日 
100.00% 

由电建集团下属湖北省电力装

备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上海

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

团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在内

的 10 家独立法人企业重组而

成，主要从事能源电力装备、基

础设施建设及新基建、新能源相

关装备、生态环境装备制造等 

17 

中国电建集团

山东电力管道

工程有限公司 

1992 年 

7 月 16 日 
100.00% 

主要从事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

制造 

18 

中国电建集团

郑州泵业有限

公司 

1989 年 

10 月 4 日 
100.00% 

主要从事火力发电、化工用泵的

设计、生产、销售 

19 其他 
中国水利水电

建设集团有限

1989 年 

1 月 3 日 
100.00% 

发行人发起人之一，主要业务和

资产均已投入发行人，现主要从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告知函回复 

1-1-6 

序号 
业务板块

类别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电建集团持

股比例 
主营业务 

公司 事下属企业股权管理和资产管

理 

20 
北京华科软科

技有限公司 

2000 年 

1 月 7 日 
100.00% 

主要从事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

系统集成与数据处理、技术开发 

21 

南昌科盛建筑

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 

2001 年 

8 月 1 日 
100.00% 主要从事建筑材料检测 

22 
常德海建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6 日 
100.00% 

主要从事技术咨询服务与企业

管理 

23 

广德中电建泰

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17 年 

9 月 21 日 
50.01% 

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

服务 

24 

中电建招商

（天津）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18 年 

1 月 26 日 
50.01% 

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

服务 

25 

济南中电建股

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19 年 

1 月 10 日 
99.01% 

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

服务 

26 

深圳市华海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2016 年 

1 月 12 日 
100.00% 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与咨询 

注：经电建集团批准，中电建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由中国电建集团长春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河

北电力装备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江西装备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上海能源装备有限公

司、中国电建集团透平科技有限公司、中电建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电力装备有限

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武汉重工装备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

（德国）有限公司在内的 10 家独立法人企业重组设立。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相关参与重

组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完成办理。 

发行人控股股东电建集团及其控制的除发行人外的下属企业从事的业务主

要分为四大板块，一是电网辅业板块，具体为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三建”）、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电

建”）、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建”）从事工程承包与勘

察设计、电力投资与运营业务；二是工程与电力技术板块，具体为水电水利规划

设计总院有限公司承担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的水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行业

技术的管理，是电力、水利和清洁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的产业政策研究中心；三

是房地产板块，具体为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地产”）、天

津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赋”）、北京飞悦临空科技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悦临空”）等子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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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业务；四是装备制造板块，具体为包括中电建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

企业从事电力能源相关装备（主要为电网电气设备、火力发电设备、物料装卸设

备、基础设施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此外，电建集

团下属亦有部分企业从事建筑材料检测、软件技术开发与服务、投资与管理咨询、

企业与资产管理业务等。  

2、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其他同业竞争或产品、业务重

合等情形，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充分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工程承包与勘察设计、电力投资

与运营及其他业务（主要包括砂石骨料的生产与销售、商品贸易与物资销售、特

许经营权等），具有规划、勘察、设计、施工、运营、制造和投融资等全产业链

服务能力，为业主提供一站式综合性服务。 

发行人主营业务中的电网辅业板块，除与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存

在同业竞争情况外，与发行人控股股东电建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主要从

事的业务不存在重合，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砂石骨料的生产与销售、商品贸易

与物资销售、特许经营权板块，与发行人控股股东电建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

主要从事的业务不存在重合，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曾包括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业务、设备制造与租赁

业务，该等业务领域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存在一定重合，但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该等业务均不构成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同业竞争情形，具体分析如下： 

（1）发行人已于 2022 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分步实现了房地产业务去化，不

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发行人已完成下属 31 家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的控股、参股子公司的股权转

让。2022 年 1 月 5 日，发行人与电建集团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约定将发行

人持有的电建地产 100%股权、飞悦临空 100%股权、天津海赋 100%股权转让给

电建集团，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 年 6 月，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房地产资产剥离暨关联交易及相关投资变更事项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公司控股股东电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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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电建丝路（陕西）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内的 24 家涉及房地产相关业

务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及债权；2022 年 6 月，发行人召开第二百二十三次总经理

办公会，审议通过《关于电建地产公司落实股份公司去除房地产业务方案》，同

意公司下属企业向公司控股股东电建集团转让包括中国电建市政集团德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内的 4 家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及债权。截至

本回复出具之日，前述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的公司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发行人已不再持有前述 31 家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的公司的股权。 

除股权转让外，发行人已通过注销或撤销、经营范围变更、转自持等方式完

成了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的清理。发行人参股的上海康隆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营范

围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相关表述，该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再从事经营活

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受理该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并予以立案，预计诉讼强制清算程序将于 6-8 个月内完成。 

综上，发行人已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因此该等业务不构成与发行人控

股股东同业竞争情形。 

（2）发行人与电建集团从事的装备制造业务存在本质不同，不存在实质性

竞争关系 

发行人的装备制造业务专注于风力发电设备（主要系风电塔筒、海上风电管

桩等）、水利水电设备（主要系水轮机、水电闸门、压力容器、输排水管道等）、

市政工程设备（主要系预制重钢桥梁节段等）。 

电建集团及其控制企业的装备制造业务专注于电网及电气设备（主要系变压

器、铁塔、电力金具及紧固件、电缆桥架等）、火力发电设备（主要系火电机组

锅炉给水泵、电站风机、磨煤机、锅炉部件等）、物料装卸设备（主要系翻车机、

堆取料机等）、基础设施设备（主要系风洞和隧道风机等）、节能环保设备（如烟

气脱硫脱硝系统、余热回收利用系统等）。 

根据上述业务领域对比，发行人的装备制造业务与电建集团及其控制企业的

装备制造业务在产品品类、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

采购、研发、生产和销售流程，业务及产品各自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发行人

控股股东电建集团及其所属装备制造板块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实质性业务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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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3）房地产开发业务与装备制造业务不再是发行人主营业务，亦不属于发

行人未来业务发展的重点方向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房地产开发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比例分别为 6.68%、

5.42%、6.58%和 0.96%（其中 2022 年 1-6 月房地产业务收入系相关企业完成剥

离前贡献的收入），发行人装备制造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比例分别为 0.63%、

0.83%、1.22%和 1.14%，相关业务收入占比均较低。2022 年 4 月 14 日，经发行

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发行人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电

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设备制造、房地产开发经营从经营范

围中删除，相关公司章程修订议案已于 2022 年 5 月 6 日经发行人 202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 

因此，考虑到发行人已经完成涉房业务去化，已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现有装备制造业务与电建集团下属装备制造板块企业存在明显差异，不存在实质

性竞争关系，且发行人装备制造业务不再是主营业务且相关收入占比较低，发行

人在房地产开发业务与装备制造业务领域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

业竞争关系。 

综上，除电建集团电网辅业板块的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主要从事

的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业务、电力投资与运营业务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外，电建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从事或参与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产品，不存在业务重合等情形，发行人关

于同业竞争的相关信息披露充分。 

（二）结合上述 3 家公司自 2014 年 8 月作出相关承诺以来的生产经营情况

及业绩状况，说明长期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其

他实质性障碍 

自发行人控股股东电建集团于 2014 年 8 月作出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以来，电建集团积极推动下属各家电网辅业企业的法律瑕疵事项梳理整改、财务

管理规范和优化调整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考虑到相关承诺涉及的电建集团下

属企业户数和员工数量较多、资产规模较大、业务经营范围较广，电建集团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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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统筹考虑相关电网辅业资产一揽子注入上市公司事

宜。自 2015 年完成 8 家勘测设计院注入、2017 年完成非公开发行资本运作以来，

由于面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行业相关政策出台等宏观因素

影响，中国电建融资渠道受到一定影响，相关电网辅业资产整体注入方案受各方

面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直到 2020 年方形成有关初步方案。此外，相关拟注入资产

的持续规范整改过程中，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在相关资产注入方案形

成后仍面临不同程度的权属瑕疵和盈利能力不佳等客观困难，导致在承诺期限内

难以满足注入上市公司的相关条件。其中该等企业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系未能按

时注入的主要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山东电建 

2014 年以来，山东电建各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报告期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1,717,994.98 322,547.72 1,380,202.79 -6,172.53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1,573,282.01 312,244.21 1,386,200.11 233.86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1,727,488.32 330,494.02 926,987.82 10,164.31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1,304,339.59 124,266.32 766,286.69 11,548.18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1,111,778.80 155,302.09 1,070,480.36 8,541.15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2,289,008.60 273,779.24 1,997,422.98 74,793.14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1,625,887.61 200,904.65 1,713,789.33 12,231.07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1,283,674.28 113,065.14 1,217,705.76 13,588.20 

山东电建主要从事境内外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业务，其中境外业务收入占比

较高。2014 年至 2021 年期间，山东电建积极开展各项规范整改工作，相关规范

整改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2017 年，为优化管理考核体系，提升电建集团下属非上市企业专业化发展

能力，电建集团将山东电建体内资产质量较为良好的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

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提升为电建集团二级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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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直接由电建集团控股管理，该两家企业经整改后财务基础较为扎实，规范运

行程度较高，法律瑕疵和风险事项较为可控，已于 2022 年 1 月资产置换交易中

注入上市公司。 

2020 年以来，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山东电建于中东、东南亚等

海外地区开展的部分项目出现履约进度滞后甚至停工、停产等情形，在人员用工、

物料及运输成本大幅提升，工期延长和部分业主面临财务困难的情况下，有关项

目成本大幅提升，导致山东电建自 2020 年起归母净利润大幅下降，2021 年出现

亏损。截至 2021 年末，由于山东电建仍尚有一定规模的海外业务开展，在国际

形势日渐复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展趋势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尚难以预估

该等海外业务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山东电建财务表现。 

2、上海电建 

2014 年以来，上海电建各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报告期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1,798,588.92 202,165.33 1,170,306.85 -36,034.52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1,560,679.41 235,189.11 1,111,759.67 3,642.01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1,318,686.32 232,812.81 1,096,186.66 4,105.99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1,154,595.20 228,746.22 992,818.17 2,666.52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844,279.08 158,825.24 843,269.23 4,773.51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793,940.99 133,139.09 726,834.02 4,156.48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575,480.68 109,210.11 589,189.88 4,677.09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306,196.98 74,482.99 453,694.72 3,845.78 

上海电建主要从事境内外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业务，其中境外业务收入占比

较高。2014 年至 2021 年，上海电建积极开展各项规范整改工作，相关规范整改

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2014 年以来，上海电建自身业务规模、资产体量相对较小，下属各家子企

业盈利能力参差不齐，整体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虽经多年发展营业收入突破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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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规模，但其资产负债率高企，盈利能力、规范运作水平仍弱于电建集团下属多

数同业企业。 

2020 年以来，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上海电建于东南亚等海外地

区开展的多个项目出现履约进度滞后甚至停工、停产等情形，在人员用工、物料

及运输成本大幅提升，工期延长和部分业主面临财务困难的情况下，有关项目成

本大幅提升，导致上海电建自 2020 年起归母净利润有所下降，2021 年出现亏损。

截至 2021 年末，由于上海电建仍尚有一定规模的海外业务开展，在国际形势日

渐复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展趋势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尚难以预估该等海

外业务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影响上海电建财务表现。 

3、山东三建 

2014 年以来，山东三建各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报告期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3,012,725.46 358,009.09 2,781,078.08 -100,946.17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2,608,226.59 464,522.47 1,874,031.04 -60,266.83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2,483,470.30 529,904.15 2,005,802.43 6,162.58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2,223,464.67 536,497.14 1,817,590.30 2,164.33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1,961,912.24 213,972.99 1,678,298.02 20,249.61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2,435,791.04 112,938.67 1,533,888.28 25,052.69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1,860,295.65 89,764.57 1,482,070.11 21,474.70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1,382,880.35 78,821.98 1,405,885.90 9,569.80 

山东三建主要从事境外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业务。2014 年至 2021 年，山东

三建积极开展各项规范整改工作，相关规范整改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2020 年以来，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山东三建于境外开展的多个

项目出现履约进度滞后甚至停工、停产等情形。历史上山东三建系电建集团体系

内第一批“走出去”的海外工程企业，主要从事境外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业务，

境外项目数量较多，分布于多个国家和地区，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在人员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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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及运输成本大幅提升，工期延长和部分业主面临财务困难的情况下，有关项

目成本大幅提升，导致 2020 年、2021 年出现大额亏损。截至 2021 年末，由于

山东三建仍尚有较大规模的海外业务开展，在国际形势日渐复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发展趋势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尚难以预估该等海外业务未来是否会进一

步影响山东三建财务表现。 

综上，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未能在承诺期限内注入上市公司的主

要原因系：（1）电建集团秉承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统筹考虑相关电网辅业

资产一揽子注入上市公司事宜。自 2015 年完成 8 家勘测设计院注入、2017 年完

成非公开发行资本运作以来，由于面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政策波动等宏观因素影

响，相关资产整体注入方案直到 2020 年方形成有关初步方案；（2）整体注入方

案形成后，由于上述 3 家公司海外业务占比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差，导致在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和国际形势复杂化的外部环境冲击下可持续盈利能力出

现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自电建集团 2014 年承

诺出具以来长期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具有合理性，除上述因素外不存在其他

实质性障碍。 

（三）测算如果 2022 年 1 月相关资产置换时将上述 3 家公司注入上市公司

对申请人业绩的具体影响，并进一步说明进行承诺变更的合理性，相关决策是

否谨慎合理，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测算将上述 3 家公司注入上市公司对申请人业绩的具体影响 

若 2022 年 1 月进行资产置换交易时将上述 3 家公司注入上市公司，模拟作

为注入资产，置换后对发行人的业绩具体影响如下： 

主要业绩指标 
净利润 

（万元） 

归母净利润 

（万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022 年 1-6 月/2022 年 6 月末 

模拟置入 3 家后 819,184.32  558,622.64  4.98  0.3641 

未模拟置入 859,551.01  610,153.04  5.61  0.3981 

置入后增厚比例 -4.70% -8.45% -11.23% -8.54% 

2021 年 1-12 月/2021 年 12 月末 

模拟置入 3 家后 1,349,023.12  818,753.60  6.15  0.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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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绩指标 
净利润 

（万元） 

归母净利润 

（万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未模拟置入 1,471,622.73  962,565.89  7.66  0.5635 

置入后增厚比例 -8.33% -14.94% -19.71% -16.86% 

注：相关数据仅为模拟置入的测算，未经审计。 

由上表可见，将上述 3 家公司模拟注入上市公司后，发行人 2022 年半年度

的净利润将下降约 4.70%、归母净利润将下降约 8.4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将减少约 0.63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将减少约 0.03 元/股；发行人 2021 年度

的净利润将下降约 8.33%、归母净利润将下降约 14.9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将减少约 1.51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将减少约 0.10 元/股。 

因此，若 2022 年 1 月进行资产置换交易时，将上述 3 家公司注入发行人，

将对发行人的业绩表现及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进行承诺变更的合理性，相关决策是否谨慎合理，是否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本题答复之“（二）结合上述 3 家公司自 2014 年 8 月作出相关承诺以来

的生产经营情况及业绩状况，说明长期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存在其他实质性障碍”所述相关情形，结合模拟置入上述 3 家公司对上

市公司业绩影响的测算结果，上述 3 家主体不具备随 2022 年 1 月相关资产置换

交易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因此，控股股东电建集团于 2022 年 1 月 5 日作出《中

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对原承诺内容予以变更，

承诺“电建集团持续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促使该等业务及资产符合注入中国电建

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经营前景较好、连续三年净

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中国电建同类资产），并在符合注入条件后三年内，采取注入

方式逐步解决该等业务及资产与中国电建的同业竞争问题。在解决之前，电建集

团将该等业务及资产继续托管给中国电建。若该等三家企业后续不从事或不参与

对中国电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则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注入等方式对其进行妥善处置。”上述变更承诺事项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

董事会上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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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书面意见、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相关决策谨慎合理。 

模拟测算结果表明如果 2022 年 1 月相关资产置换时将上述 3 家公司注入上

市公司将对其业绩表现及盈利能力具有不利影响，承诺变更合理且已履行必要的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

的规定。 

（四）说明上述变更后承诺是否明确同业竞争未来解决措施或者安排，是

否切实可行，设定的注入条件是否合理，变更承诺是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

等规定的决策程序 

1、上述变更后承诺已明确同业竞争未来解决措施或者安排 

上述变更后的承诺主要内容为：“对于电建集团下属的目前尚不具备条件注

入中国电建的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已托管给中国电建，电建集团持续采取积

极有效措施，促使该等业务及资产符合注入中国电建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权属

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经营前景较好、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中国电建

同类资产），并在符合注入条件后三年内，采取注入方式逐步解决该等业务及资

产与中国电建的同业竞争问题。在解决之前，电建集团将该等业务及资产继续托

管给中国电建。若该等三家企业后续不从事或不参与对中国电建主营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则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注入等方式对

其进行妥善处置。” 

变更后的承诺明确了其与中国电建存在同业竞争的主体、暂不注入的原因、

注入中国电建需满足的前提条件、注入中国电建的方式、注入中国电建的期限、

注入前采取托管的过渡性措施、不存在同业竞争时的其他处理方式等，该等承诺

明确、具体。 

2、上述未来解决措施或者安排切实可行，设定的注入条件合理 

（1）电建集团具有良好的承诺执行能力和履约信用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电建集团持有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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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具备将前述 3 家公司托管给或注入中国电建的权利及执行能力，该等承诺

对电建集团具备法律约束力。本次承诺变更前，电建集团已在前次承诺到期前通

过资产置换将大部分与中国电建存在同业竞争的电网辅业企业注入上市公司，电

建集团亦具有良好的承诺执行能力及履约信用。 

（2）电建集团设定的注入条件合理 

根据中国电建与电建集团协商确定，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注入上

市公司的条件主要为“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经营前景较好、连续三年净

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中国电建同类资产”，其中“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要

求土地、房产等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产权瑕疵事项，避免注入后增加上市

公司的瑕疵资产；“经营前景较好、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中国电建同类

资产”，要求未盈利状况良好，达到上市公司同类资产的净资产收益率，方可确

保注入上市公司后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连续三年”的指

标要求亦可降低标的公司的业绩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变更同业竞争承诺

需经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本次变更承诺事项已经中国电建股东大会非

关联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亦说明本次变更后的承诺内容设定的注入条件符合中小

股东的利益，具有合理性。 

因此，前述注入条件的设定符合中国电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合理性。 

3、上述变更承诺已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规定的决策程序 

中国电建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的议案》，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书面意见、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同意

电建集团在资产置换后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其出具的同业竞争承诺。因此，上述变

更承诺事项已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规定的决策程序。 

综上，上述变更后承诺已明确同业竞争未来解决措施或者安排，电建集团具

有履行前述承诺的执行能力，设定的注入条件符合中国电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具有合理性，变更承诺已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规定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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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说明由申请人托管作为解决同业竞争的过渡性措施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向申请人支付托管费用，托管是否具有完整的经营决策权；并结合托

管参与的日常经营管理、需要提供的服务及是否存在对托管企业业绩考核等情

况，说明双方是否存在经营和利益混同、业务让渡，是否对发行人经营构成不

利影响；说明申请人托管上述 3 家公司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是

否符合《再融资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1、由申请人托管作为解决同业竞争的过渡性措施的原因及合理性 

自 2014 年 1 月以来，电建集团将与中国电建存在同业竞争的资产委托由中

国电建管理。2022 年 1 月，中国电建与电建集团进行资产置换后，对于未完成

注入的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电建集团承诺在解决同业竞争之前，电

建集团将该等业务及资产继续托管给中国电建。前述 3 家公司采用股权托管方式

作为过渡性解决措施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如下： 

（1）前述 3 家公司目前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或对外转让的条件 

鉴于本题答复之“（二）结合上述 3 家公司自 2014 年 8 月作出相关承诺以来

的生产经营情况及业绩状况，说明长期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存在其他实质性障碍”所述相关情形，结合模拟置入上述 3 家公司对上

市公司业绩影响的测算结果，上述 3 家主体不具备随 2022 年 1 月相关资产置换

交易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同时，3 家公司的前述情况对对外转让亦存在较大难

度。 

（2）解决同业竞争之前进行托管有利于避免不利影响 

根据中国电建与电建集团签署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中国电建有权利对

前述 3 家公司进行日常经营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中国电建批准的托管企业的

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托管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业绩考核目标并组织实施、批准

托管企业的投融资事项和担保事项、决定托管企业招投标项目的决策和实施等。

前述 3 家公司自 2014 年 1 月被中国电建托管以来，接受中国电建的管理，未发

生违反《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约定事项的情形。将前述 3 家公司委托给中国电建

管理，可以避免在同业竞争解决之前，控股股东通过该等企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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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解决同业竞争之前，将前述 3 家公司托管给上市公司，能够避免瑕

疵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保障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并阶段性地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避免控股股东通过托管企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具有合理性。  

2、电建集团向申请人支付托管费用，托管不具有完整的经营决策权 

电建集团持续将其直接/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包括前述 3 家托管企业在内的企业委托给发行人管理，并支付相应托管费用，托

管费用根据托管企业营业收入的固定比例确定，发行人在受托管理过程中无法享

有托管企业的可变回报。根据报告期内电建集团与发行人签署的《资产委托管理

协议》，发行人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企业并收取托管费。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通过受托管理《资产委托管理协议》项下托管企业

确认的托管收益如下： 

单位：万元 

委托方/出

包方名称 

受托方/承

包方名称 

受托/承包

资产类型 

托管收益/

承包收益

定价依据 

当期确认的托管收益/承包收益 

2022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中国电力

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

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资产

托管 

资产委托

管理协议 
12,278.76 29,598.12 23,090.51 20,223.33 

发行人对 3 家托管企业不具有完整的经营决策权。根据《资产委托管理协

议》，发行人受托经营管理前述 3 家托管企业，电建集团仍拥有托管企业的法定

股东权利，电建集团虽然委托发行人经营管理托管企业，但发行人制定的托管企

业的年度经营计划、业绩考核目标均需经电建集团批准，同时托管企业的财务预

决算方案以及与企业经营相关的人事及劳动安排均需电建集团决定，因此发行人

对托管企业不具有完整的经营决策权。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七条对“控制”的定义如下：

“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

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由于发行人不

具有享有托管企业的可变回报，且发行人对托管企业不具有完整的经营决策权，

因此发行人不满足控制托管企业的条件，相关托管企业不属于发行人的合并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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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通过对前述 3 家托管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招投

标项目的决策和实施、业绩考核、财务预决算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避免与前

述 3 家托管企业与上市公司发生经营和利益混同、业务让渡，托管事项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 

《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第 1.2 条对上市公司参与托管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

提供服务、业绩考核等方面约定如下：“受托方同意接受委托方的委托，对标的

企业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管理： 

1.2.1 根据委托方批准的标的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标的企业年度经营

计划、业绩考核目标并组织实施。 

1.2.2 按委托方的决定完成与标的企业经营相关的人事及劳动安排，但应

确保标的企业职工队伍的稳定。 

1.2.3 考核标的企业的经营班子及其成员，对经营班子及其成员的奖惩、

聘任或处理提出合理意见。 

1.2.4 对标的企业执行委托方的规章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督促。 

1.2.5 敦促标的企业执行经委托方批准的财务预决算方案。 

1.2.6 对标的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利润分配方案、弥补亏损方案提

出合理意见。 

1.2.7 批准标的企业的投融资事项和担保事项。 

1.2.8 决定招投标项目的决策和实施。 

1.2.9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委托方的内部管理制度属于

委托方管理职责之内的其他经营管理事项。” 

根据前述条款及上市公司内部考核管理文件，上市公司有权具体制定并组织

实施托管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业绩考核目标，决定托管企业招投标项目的决策

和实施，监督及管理托管企业日常业务的运营实施、财务预决算方案，避免因控

股股东利用托管企业攫取上市公司业务资源和业务机会而产生的经营和利益混

同、业务让渡情形，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将托管企业作为上市公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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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子企业进行考核管理，对托管企业的效益指标、业务指标和风险指标进行监督，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托管企业盈利指标的增长。此外，电建集团就上市公司提

供的托管服务支付相应托管费用。 

综上，上市公司有权通过对前述 3 家托管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的制定与实

施、招投标项目的决策和实施、业绩考核、财务预决算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前

述 3 家托管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未发生经营和利益混同、业务让渡，托管事项符

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 

4、申请人托管上述 3 家公司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符合《再融资

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1）前述托管事项不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且已经国家出资企业的审

批，不存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

相关国有资产管理规定未禁止国有股权托管事项，且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

已经电建集团的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并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情形。 

（2）前述托管事项不违反《再融资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再融资若干问题解答》未禁止前述股权托管事项，对于存在的同业竞争，

电建集团与中国电建制定了明确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将托管作为解决同业竞争的

过渡性措施。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构成关联交易，已履行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对发行人的独立经营能力不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违反《再融资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综上，在解决同业竞争之前，将前述 3 家公司托管给上市公司，能够避免瑕

疵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保障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阶段性地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避免控股股东通过托管企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具有合理性；电建集团向发行

人支付托管费用，托管不具有完整的经营决策权；上市公司有权通过对托管企业

的年度经营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招投标项目的决策和实施、业绩考核、财务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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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托管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未发生经营和利益混同、业务

让渡，托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

影响；前述托管事项不违反国有资产管理及《再融资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六）结合附条件的过渡期安排，以及对满足注入条件时间的不确定性，

说明是否存在其他能够彻底解决同业竞争的方法与路径 

根据上述变更后承诺，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将于满足“权属清晰、

规范性情况良好、经营前景较好、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中国电建同类资

产”等条件后注入上市公司，目前由于前述 3 家公司的盈利状况不佳、瑕疵资产

待进一步规范，尚不确定最终注入时间。 

除注入上市公司外，其他能够彻底解决前述 3 家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同业竞

争的方法包括对外转让公司股权、变更该等公司主营业务，以及办理公司清算及

工商注销程序等方式，但在该等公司盈利状况不佳、瑕疵资产待进一步规范的实

际情况下，预计难以与股权受让方就接收前述 3 家公司达成实质意向，对外股权

转让不具有可行性；现有业务存在相对较多的在手合同和历史遗留问题，考虑到

经营及业务稳定性，变更主营业务无法开展；目前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

建共计有超过 13,200 名正式员工，作为中央企业，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及劳动

合规要求，若办理前述 3 家公司的清算及工商注销程序，则电建集团需要面临前

述员工的安置和地方民生的维稳问题。因此，目前其他能够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

题的路径均不具有可行性。 

综上，电建集团通过对外转让公司股权、变更该等公司主营业务、或办理公

司清算及工商注销程序等方式解决与前述 3 家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不具有可行

性，现阶段只能采取托管的过渡性措施，并待该等 3 家公司满足注入条件后，再

启动注入上市公司的程序，以彻底解决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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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发行人法律顾问和发行人审计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法律顾问和发行人审计机构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电建集团的审计报告、下属子企业名单及相关子企业重组设

立决策审批文件，对相关子企业负责人进行问询了解相关业务开展情况； 

2、取得并查阅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自 2014 年至 2021 年历年财

务报表，问询发行人、电建集团及其子企业相关负责人以了解发行人、电建集团

资本运作有关顶层设计及相关子企业历史经营情况，以及未能注入上市公司的主

要原因； 

3、取得并复核发行人对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于 2022 年 1 月模拟

注入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及主要指标影响情况的测算结果，分析相关企

业模拟注入后对上市公司财务表现的具体影响情况； 

4、取得并查阅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签署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托管企业的

审计报告、资产人员等基本情况； 

5、取得并查阅发行人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独立董事

意见、电建集团党委会决议、关于同业竞争情况的公告； 

6、查阅国资监管、证券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法律顾问及发行人审计机构认为： 

1、除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主要从事的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业务、

电力投资与运营业务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情形外，电建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目

前没有从事或参与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产品，不存在业务重合等情形，发行人关于同业竞争的相关信息披露充分。 

2、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未能在承诺期限内注入上市公司的主要

原因系：（1）电建集团秉承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统筹考虑相关电网辅业资

产一揽子注入上市公司事宜。自 2015 年完成 8 家勘测设计院注入、2017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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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资本运作以来，由于面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政策波动等宏观因素影

响，相关资产整体注入方案直到 2020 年方形成有关初步方案；（2）整体注入方

案形成后，由于上述 3 家公司海外业务占比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差，导致在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和国际形势复杂化的外部环境冲击下可持续盈利能力出

现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自电建集团 2014 年承

诺出具以来长期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具有合理性，除上述因素外不存在其他

实质性障碍。 

3、若 2022 年 1 月进行资产置换交易时，将山东电建、上海电建、山东三建

注入发行人，将对发行人的业绩表现及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承诺变更合理且

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

相关方承诺》的规定。 

4、变更后承诺已明确同业竞争未来解决措施或者安排，电建集团具有履行

前述承诺的执行能力，设定的注入条件符合中国电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合

理性，变更承诺已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规定的决策程序。 

5、在解决同业竞争之前，将前述 3 家公司托管给上市公司，能够避免瑕疵

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保障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阶段性地解决同业竞争问题，避

免控股股东通过托管企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具有合理性；电建集团向发行人

支付托管费用，托管不具有完整的经营决策权；上市公司有权通过对托管企业的

年度经营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招投标项目的决策和实施、业绩考核、财务预决算

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托管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未发生经营和利益混同、业务让

渡，托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

响；前述托管事项不违反国有资产管理及《再融资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

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6、电建集团通过对外转让公司股权、变更该等公司主营业务、或办理公司

清算及工商注销程序等方式解决与前述 3 家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不具有可行性，

现阶段只能采取托管的过渡性措施，并待该等 3 家公司满足注入条件后，再启动

注入上市公司的程序，以彻底解决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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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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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一飞  乔小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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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首席执行官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

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

序，告知函有关问题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

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总经理/首席执行官：     

  黄朝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