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无锡格林司通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并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现对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保荐的无锡格林司通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文

件提出第二轮问询意见。 

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

予以落实，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

（含签字盖章扫描页）。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

体加粗说明。如不能按期回复的，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

延期回复的申请。 

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严肃地检查报送材

料，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疏漏、不实。 

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

核问询意见。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本所

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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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进一步说明发行人的创新性 

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发行人生产模式主要依

靠技术人员将核心技术应用于产品设计并形成相关图纸，根

据图纸进行设备生产，公司生产流程以将核心技术转化形成

设备设计方案为核心，实施产品设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及

生产执行人员充足，能够持续满足客户的需求。 

（1）主要原材料源于外购。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

复，①发行人产品的关键、核心部件主要由整体方案设计、

软件及控制程序、机电、机械元器件等构成，其中机电包含

断路器、接触器、传感器、模组、模块、变频器、驱动器、

电机、电缸等产品，上述产品均为标准化产品，公司通常会

根据自身实际生产需求选择外购，对多种原材料进行组装调

试，形成对应的功能模块，实现特定功能。②公司主营业务

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其中，直接材料

占各期主营业务成本比例分别为 73.44%、74.02%、73.62%；

制造费用主要包括劳务外包费用、水电费等，占比分别为

10.10%，9.99%、10.93%。发行人劳务外包在年度内呈周期性

变化，最高比例 45%。请发行人：①说明产品的核心零部件

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并外购，还是直接外购，若是核心零部

件均为标准化零部件，如何体现发行人的设计能力；说明采

购的定制化非标零件的设计方式；客户是否指定各类原材料

的供应商。②说明报告期各期劳务外包费用的具体金额及其

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结合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自产、外购

原材料以及劳务外包采购比例，生产人员的对比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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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生产模式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较大差异。③

说明客户选择发行人产品的主要考虑因素是硬件、软件还是

设计能力，发行人的“设计能力”是否形成相应的软件著作

权或发明专利、如何具体体现。④结合锂电池的生产工艺流

程，说明核心技术对应自动化产品和智能化专机的生产环节。

结合核心技术的实现效果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技术指标

对比情况，进一步说明技术壁垒，并在前述对比中说明相关

技术参数的来源、是否具有权威性。 

（2）人员及机器设备资产变动较大。根据申报文件及首

轮问询回复，①报告期内，发行人员工人数分别为 279 人，

419 人和 562 人，报告期各期末员工人数增加主要系生产人

员大幅增加所致。②发行人生产线为自有，其机器设备账面

价值分别为 57.63 万元、37.49 万元和 71.37 万元，占非流动

资产比重分别为 6.52%、0.75%和 0.96%。③发行人称其主要

零部件通过外部采购标准件原材料和定制化非标原材料取

得，无需大型及高价值的加工设备。请发行人：说明其现有

机器设备的具体明细金额及其应用的生产环节，运用机器设

备的生产过程是否可以提供技术附加值；区分设计人员、装

配调试人员等，说明生产人员变动的具体情况及其从事的具

体工作，新增人员是否具备“设计能力”，相关设计是否具有

技术门槛。 

（3）研发项目的具体情况及其研发成果。根据申报文件

及首轮问询回复，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843.6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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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602.84 万元和 1,558.65 万元。请发行人：结合报告期

内研发费用、研发人员的变动情况，说明研发费用在 2022 年

大幅提升的原因，研发费用对应研发项目的具体内容、相关

研发项目所对应配套锂电池生产的具体环节；研发项目是否

形成对应的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等成果，及其对产品或核

心技术的具体提升作用。 

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并综合以上

情况，说明其业绩实现及增长是否主要依靠劳动力密集投入

驱动，并结合发行人所属行业及其发展趋势、所在产业链位

置、经营模式、产品功能与技术水平、研发创新活动开展及

成果形成情况、核心竞争力等，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北交所定

位审慎作出专业判断。 

问题2.与远景动力和 LG 新能源等客户合作的稳定性 

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1）报告期内发行人经

营业绩大幅增长，2020 年-2023 年归母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1,544.87 万元、1,161.75 万元、3,007.51 万元、4,335.07 万元，

营业收入分别为 11,161.87 万元、14,306.83 万元、22,674.32

万元、31,725.95 万元。其中，2021 年、2022 年向第一大客

户 LG 新能源实现销售收入的占比为 67.86%、59.63%，客户

集中度高；2023 年新增第一大外销客户远景动力日本子公司，

销售占比为 38.84%。（2）发行人与 LG 新能源、远景动力合

同签订方式为与各子公司法人主体分别签订合同，合同无固

定周期，根据客户实际需求确定。（3）截至 2024 年 3 月末，

发行人持有的 LG 新能源在手订单为 783.65 万元，已签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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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订单金额较低。尚未签订订单正在沟通中的项目 44,844.88

万元，发行人说明“正在沟通项目处于 LG 新能源内部审核流

程中，公司获取后续 LG 新能源投资锂电池生产设备订单的

概率较大”。 

请发行人：（1）说明截至问询回复日对 LG 新能源、远

景动力等主要客户最新在手订单金额和转化收入周期、本年

已实现收入情况。（2）说明“尚未签订订单正在沟通中的项目”

的统计口径及转化订单和收入情况。说明尚在沟通项目的具

体客户构成，主要为老客户还是新开发的 LG 子公司客户，

报告期内与上述客户的合作情况。说明报告期内主要带动发

行人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的下游产品应用场景，收入结构中下

游应用领域分布情况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3）论证在无

固定周期且与各子公司分别签订合同的背景下，与主要客户

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4）说明 2023 年新增第一大客户远

景动力的合作背景、各期交易情况、收入真实性核查情况，

论证由远景动力贡献收入的稳定性。（5）说明发行人与可比

公司相比的技术优势、功能优势、成本构成差异。可比公司

是否能够自产自动化产线的零部件，在技术差异和生产模式

差异背景下发行人与可比公司毛利率基本持平的原因。（6）

结合发行人最近一期外销占比高的背景，说明各期发行人新

老客户拓展及交易金额变动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境内

客户拓展受限的情形。（7）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报告期内经

营业绩变动情况，论证发行人业绩大幅增长是否符合行业特

征，结合 2024 年经营业绩情况和在手订单情况论证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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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的持续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核

查方式、核查比例、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3.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性 

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1）报告期内，发行人

第四季度收入占比分别为 56.76%、74.70%、67.23%，发行人

称第四季度收入占比高的原因系下游锂电池行业第四季度

订单量增加保证了发行人设备试运行。（2）报告期内，发行

人选取的五家同行业可比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占比平均值分

别为 42.28%、34.98%、22.13%，发行人第四季度收入占比明

显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发行人称主要原因系锂电专业设备

具有非标准、定制化的特性。（3）发行人各期 12 月份确认收

入的占比分别为 16.82%、20.71%、60.63%，2023 年 12 月确

认收入的占比显著高于前两年，主要为向客户远景动力实现

的外销，且验收周期平均约 4.8 个月，低于自动化产品平均

验收周期（6-12 个月）。发行人说明原因主要系日本远景茨城

工厂多个合同项目合计 1.1 亿元于 2023 年 12 月完工验收。

（4）首轮问询回复显示，部分产品客户收货后超过一年才进

行验收，如 2021 年向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广州巨湾技研

有限公司、株式会社 LG 新能源销售自动化产线，于 2022 年

第四季度完成验收。 

请发行人：（1）进一步说明下游客户试运行周期及试运

行时点等因素对发行人第四季度确认收入的具体影响。（2）

对比分析发行人第四季度收入占比明显高于同行业可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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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原因及合理性。（3）说明首轮问询回复中合同 6 的验收

周期 15.53 个月；合同 46、48、49 的验收周期超过 16 个月

的原因及合理性，收入确认依据的外部支持性证据。（4）说

明各期于 12 月 29 日至 12 月 31 日确认收入产品的发货、安

装、试运行、验收等具体情况，收入确认的外部支持性单据

是否充分、有效，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例如：首

轮问询回复中合同 21 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确认收入 198.30

万元、合同 26 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确认收入 1,360.00 万

元、合同 43 至合同 45 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12 月 31 日确

认收入合计 1,323.50 万元。（5）说明首轮问询回复中合同 9

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确认收入，验收周期 3.33 个月低于平

均验收周期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6）详细说明日本远景茨城工厂多个合同项目于 2023 年 12

月完工验收的具体合同签订时点、发货时点、安装时点及周

期、预验收时点、验收时点、收入确认时点之间的匹配性，

与平均周期的差异性及差异原因，结合现场走访、函证、细

节测试、同行业可比案例等情况，论证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

性，充分论证外销的验收周期短于内销的合理性。（7）说明

各期客户验收后次年确认收入的具体情况，并逐项分析原因。

（8）说明对远景动力客户 2021 年和 2022 年送货，直到 2024

年才验收的具体情况，说明发行人验收周期异常的情况是否

符合行业惯例。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提供收

入相关工作底稿，说明核查方式、核查比例、核查结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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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4.采购定价公允性及原材料供应稳定性 

（1）向小规模供应商采购定价的公允性。根据申报文件

及首轮问询回复，供应商苏州奎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社保

参保人数为 2 人，发行人各期向其采购金额 300 万元至 1,600

万元；无锡泽一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发行人当

年开始与其合作，各期向其采购金额 500 万元至 700 万元。

发行人称向其采购内容主要为机械非标零件厂商和劳务外

包。请发行人：①说明向苏州奎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无锡

锦之琨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无锡泽一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无

锡勤硕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成立时间较短、社保参保人数较

低、注册资本较低的供应商的具体采购情况及商业合理性。

②结合市场询价情况及同类产品或服务的实际采购价，论证

向上述供应商采购定价的公允性，说明是否存在向第三方利

益输送或由第三方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2）进口原材料采购的稳定性。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

询回复，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向 SMC 株式会社、株式会社

基恩士、张家港保税区欧菱机电贸易有限公司等采购进口机

电。请发行人：①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是否存在客户指定采

购的情况，如有，请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露。②说明各期

采购进口机电的具体情况，结合客户需求、国内供应商情况、

进出口国的贸易政策、供应商可替代性等方面，论证进口原

材料采购的稳定性，说明发行人对进口原材料是否存在重大

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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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核

查方式、核查比例、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5.募投项目的合理性、必要性及产能消化能力 

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发行人本次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4,967.16 万元，其中拟使用 7,337.66 万元用于年

产 153 台套锂电智能设备生产项目，5,629.50 万元用于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2,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

问询回复，153 台套锂电智能设备生产项目中设备及软件购

置费 4,599.32 万元，占比 62.68%；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筑

工程费 2,000.00 万元，占比 34.31%，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2,950.48 万元，占比 50.61%。请发行人：①说明 153 台套锂

电智能设备生产项目中设备及软件购置费的具体明细，其主

要应用配套锂电池设备生产的环节，是否与公司目前的资产

类别存在较大差异，如有，说明其合理性。②说明相关设备

及软件购置费单价测算的具体依据，是否与行业平均水平存

在较大差异，是否具有合理性。③说明发行人现有设备与新

购置设备在配套锂电池设备生产环节的区别，是否会改变现

有生产模式。④说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筑工程费用和设备

及软件购置费的明细及测算的具体依据，是否与行业平均水

平存在较大差异。 

（2）募投项目的产能消化能力。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

询回复，①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当年新开拓客户

在手订单为11,490.34万元，占公司在手订单总额的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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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按下游应用类型主要分为消费电池、动

力电池、储能电池。下游应用中消费电池占比逐年减少，2023

年占比为 16.77%，动力电池占比逐年升高，2023 年占比为

62.98%。国内动力电池高端产品产能不足。发行人生产并销

售的动力电池生产设备主要面对高端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请

发行人：①说明在消费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领域的

在手订单情况，并结合锂电池行业的周期性进一步论证发行

人是否存在下游应用领域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形。②说明“153

台套锂电智能设备生产项目”计划在消费电池、动力电池及储

能电池等领域的应用情况，是否具有产能消化能力，项目建

设是否需要并已经得到主管部门审批。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

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6.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 

（1）内控不规范的整改情况。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

回复，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事项、经

营期间未按时缴纳相关税费、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转让情况、

现金交易、转贷、使用员工个人卡偿还车贷等事项。请发行

人：①说明报告期内所有财务和财务内控不规范事项的发生

时间、原因，涉及的具体金额，被采取处罚或自律监管措施

的情况，对应的整改措施。②结合以上情况说明其内控不规

范事项是否有效整改，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 

（2）现金交易的资金去向。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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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报告期内，发行人现金支付成本费用合计金额分别为

627.23 万元、227.10 万元、47.25 万元，用途主要为员工工资

奖金及福利费发放、员工费用报销、员工报销其代垫电商平

台采购款项。请发行人：①按照资金用途分类，列表说明大

额现金交易的资金去向，包括但不限于具体的现金收款人、

款项性质和用途、通过员工走账后的最终收款方。②说明工

资奖金的个税补缴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报销避税的情形，

是否存在被税务机关处罚的风险。③说明通过员工报销其个

人电商平台采购代垫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外部支持性单据。

④说明涉及上述现金交易的员工任职情况、列表说明各名员

工各项资金来源、去向用途、资金流转时点匹配性、涉及银

行卡数、交易对手方（如供应商）等资金流水核查情况。⑤

说明上述现金交易资金去向是否最终流向实际控制人、发行

人的供应商或客户等主体。 

（3）实际控制人与第三方大额资金往来的合理性。根据

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实际控制人倪东元曾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为筹集发行人出资款，向供应商无锡市芯途半导体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仲君借款 450 万元；股东杨峰曾于

2022 年 1 月通过侄子杨树彬向银行贷款 490 万元用于向发

行人出资，该贷款仍在还款中。请发行人：①说明实际控制

人倪东元、股东杨峰借款用于出资是否涉及股份代持情形，

是否存在股权纠纷风险。②杨峰长期还款过程中是否与侄子

杨树彬存在纠纷及潜在风险，是否影响发行人股权稳定性，

通过第三方获取银行贷款的行为是否存在被相关主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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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的风险。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

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会计师对内控鉴证报告的审计程序和

结论是否符合审计准则 3101 号相关要求发表明确意见。请

保荐机构结合申报会计师前述核查情况就发行人的内控有

效性以及内控鉴证报告结论的准确性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7.其他问题 

（1）大额合同负债与发出商品是否对应相同订单。根据

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发行人各期末合同负债分别为

4,778.34 万元、10,473.89 万元、12,983.76 万元，各期末发出

商品分别为 6,419.52 万元、9,100.32 万元、9,507.31 万元。请

发行人：逐个订单比对各期末合同负债和发出商品的客户是

否为同一客户的同一订单，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是否存在

对同一客户的同一订单已收款且已发货暂不验收确认收入

的情况，论证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提前或推迟确认收入

的情况。 

（2）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根据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

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倪东元、王世俊，二人通过直接和间

接方式合计控制发行人 43.87%的股份；为保证发行后实际控

制人控制权的稳定性，2022 年 5 月，倪东元、汤国斌、杨峰、

王世俊、董其春、袁猛、仇永锋及格林员奋、格林源创签署

有效期为 8 年的《一致行动协议》。本次发行后，若不考虑全

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发行后持

股比例为 72.42%；若考虑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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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与一致行动人发行后持股比例为 70.17%。请发行人：①

结合倪东元、汤国斌、杨峰、王世俊、董其春、袁猛、仇永

锋等人在公司的任职情况，说明其在申报前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的原因，结合一致行动协议的具体内容说明一致行动关系

是否稳定，是否存在影响实际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②说明

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健全有效，对上市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吸引外部投资者有无具体安排。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申报会计师对问题

（1），发行人律师对问题（2）进行核查，说明核查方式、核

查比例、核查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除上述问题外，请发行人、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

行人律师对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46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7号—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申报文件》《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

规定，如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要求、信息

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

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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