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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

011148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托普云农”）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发行人会计师”）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

简称“律师”、“发行人律师”）等相关方对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

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本回复报告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三、本回复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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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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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行业政策及成长性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 

（1）2015 年开始，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加大了对智慧农业建设

的政策支出力度，特别是“十四五”规划中对于未来的建设内容、投入金额、各阶

段目标等进行了量化规定。 

（2）报告期内，发行人终端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收入占比约

90%，其余为农业生产企业。 

（3）报告期内，发行人在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域均存在持续大额

销售，相关政府部门等终端客户购买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财政资金。 

请发行人： 

（1）结合 2015 年以来各主管部门关于智慧农业的相关政策规划及变化、发

行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变化情况等，进一步论证行业政策的稳定性、延

续性，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2）结合对农业生产企业的销售金额及变化、在手订单、潜在客户等情况，

说明相关产品是否具备商业化基础，对政府类客户销售集中是否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风险。 

（3）结合报告期内各区域收入实现情况、在手订单情况、主要销售区域的

地方财政情况、主要产品市场空间等，充分论证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稳定性。 

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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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 2015 年以来各主管部门关于智慧农业的相关政策规划及变化、

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变化情况等，进一步论证行业政策的稳定性、

延续性，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1、2015 年以来各主管部门关于智慧农业的相关政策规划及变化情况 

（1）近年来我国关于智慧农业的主要政策延续情况 

智慧农业是现代化农业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

势。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慧农业”发展，在多项政策文件中均提出要发展智慧

农业及相关技术。连续多年，我国均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农业信息化”、“农

业现代化”等内容。 

自 2015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旨与智慧农业相关部分如下： 

序
号 

年度 主旨 提到与智慧农业相关部分 

1 2024 年 

学习运用“千
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经
验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

兴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
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加
强气象灾害短期预警和中长期趋势研判，健全农业防灾
减灾救灾长效机制；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优
化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支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持
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发展智慧农业，缩小城乡“数
字鸿沟”；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统筹建设区域性大数据平
台，加强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社会管理等涉农信息协同
共享等。 

2 2023 年 
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加强耕地动态监测；优化完善农业
气象观测设施站网布局；健全基层动植物疫病虫害监测
预警网络；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加快农业农
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深入推进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建设。 

3 2022 年 
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 

加快发展设施农业，推动环境控制智能化等设施装备技
术研发应用；加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投入力
度；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
应用。 

4 2021 年 
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 

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完善农业气象综合
监测网络；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等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5 2020 年 

抓好“三农”领
域重点工作确
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 

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依托现有资源建设农业农村大
数据中心，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
领域的应用。 

6 2019 年 
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 

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扩大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推
进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加强国家智慧农业
农村系统建设，依托“互联网+”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
伸。 

7 2018 年 实施乡村振兴 发展高端农机装备制造、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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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林业水利工程，推进物联网实验示范和遥感技术应用。 

8 2017 年 
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加快科技研发，实施智慧农业工程，推进农业物联网和
农业装备智能化，发展智慧气象，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
警水平。 

9 2016 年 
加快农业现代
化，实现全面小
康目标 

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大力发展智慧气象和农
业遥感技术。 

10 2015 年 加大改革创新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在生物育种、智慧农业、农机装备、
生态环保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支持企业创新性发展。 

除中央一号文件对于智慧农业的大力支持外，近年来中央国务院、农业农村

部、网信办等出台了相关多项政策，大力支持智慧农业发展。这表明“智慧农业”

的研究与推广符合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需求，是国家重要支持方向。 

（2）“十四五”以来智慧农业政策是国家重要支持方向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展望 2035 年，乡村全面

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进入十四五以来，关于智慧

农业相关的政策更加明确，政策方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建设，

作出智慧农业中各系列的重大部署，着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的应用。

具体内容如下： 

序
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及

时间 
主要内容 

1 

《 “十四五 ”

全国农业农
村信息化发
展规划》 

农业农村部
于 2022 年 3

月 

制定发展目标，到 2025 年智慧农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智慧农业技术、产品初步实现产品化应用，农业生产
信息化率达到 27%，建设 100 个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
用基地，认定 200 个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农业
农村大数据体系基本建立；并制定主要任务，包括发
展智慧种业、智慧农田、智慧种植。 

2 

《 “十四五 ”

全国农业农
村科技发展
规划》 

农业农村部
于 2021 年 12

月 

加强种业振兴行动，聚焦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强化
高效种植与绿色生产，提高装备智能化水平，建立现
代化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优化农业布局，提高基础
研究以及前沿与交叉融合技术等。布局一批农业领域
国家重点实验室，384 个农业农村部学科群重点实验
室、70 个国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和 110 个农业科研
试验基地，共建 70 个左右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
县（农场）；培育壮大一批专业化、社会化农业科技
服务公司，培育 1 万名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建设 200

个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3 

《 “十四五 ”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发展规划》 

工信部于
2021 年 11 月 

推进重点领域数字化发展，支持农业基础资源数据
库、智能监测控制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等
开发应用，强化综合信息服务，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
水平。 

4 
《 “十四五 ”

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 

工信部于
2021 年 11 月 

发挥大数据在农业生产、经济运行、资源环境监测、
农产品产销等方面作用，推广大田作物精准播种、精
准施肥施药、精准收获。 

5 
《 “十四五 ”

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规

国务院于
2021 年 11 月 

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和推广应用农业农村大数据体
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生产加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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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及

时间 
主要内容 

划》 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规划建设 200 个国家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5000 个区域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培育一批农业科技服务公司。 

6 
《 “十四五 ”

全国农业绿
色发展规划》 

农业农村
部、自然资
源部等于

2021 年 8 月 

加强科研基础设施、资源生态检测系统等建设，围绕
农业深度节水，精准施肥用药，组织科研单位联合攻
关，推动农业生产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改造。 

7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 

全国人大于
2021 年 3 月 

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
字化改造；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构建面向农业农
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
推广大田作物精准播种、精准施肥施药、精准收获，
推动设施园艺、畜禽水产养殖智能化应用。 

（3）受外部环境因素、极端气候和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粮食安全问题逐步

凸显，粮食安全保障已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文件，大力支持并促进行业快速发展，公司所处行业政策具有稳定可持续性 

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全球蔓延、逆经济全球化贸易

战升级、极端气候灾害等多种因素叠加，使得国际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明显增加，在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同时，也使我国利用国际资源和

市场的难度与风险进一步加大，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新挑战。为保障农业作为

第一产业稳定发展，“粮食安全”已在国家战略中提升到首要高度。 

自 2020 年初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以来，粮食短缺的恐慌情绪在全球蔓延。

2020 年 3 月，越南率先宣布禁止大米出口，随后一个月内，包括泰国、俄罗斯、

阿根廷等多个重要产粮国均对粮食出口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我国紧绷粮

食安全这根弦，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

题”，并提出“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将种子和耕地作为推进粮食生产的主要抓

手。 

此外，2021 年初和年底爆发了两次“拉尼娜”极端天气现象，对全球多个

地区的降水产生了扰动，致使多种农作物减产。以大豆为例，根据德国《油世界》

期刊预测，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 2021-2022 年度大豆产量预计较

去年同期减少 740 万吨，创下四年以来的最低点。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

两国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量的 30%、玉米出口量的 20%和葵花籽油出口量的 63%，

使得全球粮食供需天平倾斜加剧。粮食减产背景下，为保障本国粮食供应，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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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粮食出口，逆全球化主义抬头，进一步威胁了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2022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等多个部门发布《2022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提出构

筑粮食安全数字化屏障，加强农业稳产保供信息监测，提高农田建设管理数字化

水平，强化粮食购销领域数字化监管，加快建成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

等，为以数字化构筑粮食安全屏障指明了方向。 

202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

强方能国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

乡村振兴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

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紧

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

立自强。 

综上所述，根据中央政策文件和国家相关主管单位出台的相关政策情况，智

慧农业行业相关政策具有稳定性、延续性，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2、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1）近年来受益于智慧农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公司经营业绩连年上升，具

有成长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近年来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基本一致 

受到国家政策持续的大力支持，公司自新三板挂牌以来经营业绩情况持续增

长，并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公司近年来经营业绩情况持续向好。 

目前 A 股市场没有与公司主营业务细分领域相同或接近的上市公司，在 A

股市场以外的其他市场中，浙江天演维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三板挂牌公

司，其主营业务是提供数字三农领域的云平台建设以及农食产品防伪追溯产品及

服务，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与发行人部分产品相似，根据其近年来年度报告显示，

其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与公司整体规模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同为新三

板挂牌公司的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病虫害绿色防治

及智能监测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专业化植保服务，主要产品为性诱剂

及相应的植保产品，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与发行人部分产品相似，根据其近年来年

度报告显示，其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与公司整体规模存在一定差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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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情况呈上升趋势，与发行人变动趋势保持一致。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
名称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营业收
入 

天演
维真 

17,558.83 15,895.23 13,286.54 10,386.62 / 7,771.88 5,408.00 3,369.37 1,963.70 

依科
曼 

5,418.83 7,137.44 11,372.44 8,650.52 6,987.67 5,699.21 4,719.72 3,024.03 2,743.44 

发行
人 

45,945.27 37,516.71 33,209.56 26,546.13 22,788.34 17,375.74 13,448.62 11,371.63 10,083.15 

归属于
母公司
股东的
净利润 

天演
维真 

3,855.00 2,906.49 1,960.83 1,122.23 / 264.28 757.06 506.96 339.52 

依科
曼 

-467.85 276.13 1,602.04 1,046.43 479.19 435.16 510.89 265.52 274.77 

发行
人 

11,500.88 9,268.31 7,251.33 6,270.54 2,726.07 3,646.22 3,429.55 2,228.54 1,790.97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后
的归属
母公司
股东净
利润 

天演
维真 

3,522.69 2,816.30 1,785.37 895.01 / 1,041.00 625.41 468.20 266.86 

依科
曼 

-606.22 193.76 1,526.02 993.99 472.30 381.30 233.86 197.79 90.99 

发行
人 

10,538.99 8,528.86 6,352.25 5,002.97 4,400.65 2,742.41 2,749.09 1,566.09 1,198.33 

注：上述发行人数据 2015 年至 2017 年取自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期间公开披露的数据；

2018 年数据未经审计；同行业公司财务数据来自于同花顺数据库，天演维真未公开披露其

2019 年财务数据。 

根据上表，发行人与在所属细分领域中有相似业务的天演维真、依科曼 2015

年来的经营业绩主要呈稳步上升趋势。受经营规模相对较小、行业竞争逐步加剧

等因素影响，依科曼 2022 年、2023 年业绩有所下滑。 

智慧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是国家得以稳定

快速发展的基础，智慧农业发展必然会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并得到相关政策持之以

恒的支持。国家顶层政策大力支持发展智慧农业，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3、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对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依赖性较强，但结合多年来国家

对于智慧农业行业的支持响应，相关政策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不存在重大不

确定风险。此外，针对行业政策变化所存在的风险，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二

节/一/（三）重大风险提示”章节中披露如下： 

“3、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是智慧农业行业，是国家多年来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之一。智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1-9 
 

慧农业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推动，目前在我国

市场驱动因素仍以政府项目、政府支持为主，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对国家相关产

业政策的依赖性较强，若未来国家政策发生不利调整、政府财政预算减少等，会

导致政府部门对相关智慧农业产品的需求减少，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

影响。” 

（二）结合对农业生产企业的销售金额及变化、在手订单、潜在客户等情况，

说明相关产品是否具备商业化基础，对政府类客户销售集中是否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风险 

1、从产品价值方面来看，公司主要产品能够解决农业发展相应的痛点问题，

致力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商业化价值基础 

（1）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与服务能够有效解决农业发展相应的痛点问题 

公司产品聚焦于农业种植业领域的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公司主要产品为农

业物联网、信息化软件平台和智能硬件设备，按照上述分类，农业物联网、智能

硬件设备主要应用在种植业生产的产前、产中过程中，主要应用在政府测报监管、

智能化生产、育种研究与品种测试等应用领域，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装备水

平，有助于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现代化水

平不足的痛点；信息化软件平台是贯穿于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化管理服务，

主要应用在农业管理服务信息化领域，有助于推动智慧农业中政府监管与服务的

信息化水平，解决农业管理过程中信息化水平不足的痛点。 

公司基于多年研发投入，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品与技术体系，其中公司主要

产品与服务中的生态农场、综合示范园区等综合运用形式的物联网项目，即是为

农业生产者服务的产中阶段产品，可以帮助种植者实现智能化生产管理，提高作

物种植效益与效率。目前这类产品主要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行试点推广，例

如公司为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建设的全国首批四个、华东地区唯一的优质高效水

稻大田种植数字农业技术集成示范项目，根据官方数据，项目建成后，四情监测

点帮助农业生产减少了 10%的用水量、15%的施肥量和 25%的农药量，实施效果

取得了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 

综上所述，公司产品和服务能够解决农业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多项痛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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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地规模化进程的加快，公司后续将业务对象进一步推广至商业化客户，在

商业价值和应用条件方面均具备可行性和必然性。 

（2）参考其他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情况，智慧农业产品与项目具有商业

价值，能够有效提高科学管理与生产水平；公司在未来业务发展方面，已提前对

智慧农业商业化应用进行布局 

参考农业科技发展较为成熟的其他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其生产模式以大

型家庭农场的规模化生产为主，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众多大型农场主利用大

数据和互联网方法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并使用移动互联网在农场投入产

出预算、预测收成、盈利估计等方面，提升农场科学化管理水平，部分农场主仅

需 2 个人即可以经营约 7,900 亩田地。 

公司目前依据大数据技术逐步开发建立的多个分析预警模型，例如农产品价

格、气象、灾害等预测模型，可以帮助种植者从农业事后处理向事前预测的模式

转型。从未来业务发展布局来看，技术层面上，公司计划在多光谱识别等领域持

续投入技术研发，结合无人机平台，实现水稻大面积种植过程中的无人机巡田及

精准施肥管理，以提升生产过程中的种植效率与效益；计划基于人工智能、视觉

识别系统、大数据分析等公司成熟技术与农业机器人的深度融合，推出产业应用

的智能小农机，实现精准采摘、除草、施肥和病害管理等智能农事操作；计划将

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实现对农业信息的深度理解

和智能处理，有助于改进种植方案的制定、农作物的监测与管理，提供智能化服

务，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和抗风险能力。产品路线层面上，公司也正在探索

“产品+专业服务”的经营模式向“专业服务”端倾斜，在未来条件成熟后辅以运

用，即根据规模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需求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能够覆盖成本并保

证一定利润）提供相关产品供用户使用，并利用公司在智慧农业领域积累的专业

技术和经验通过产品智能化指导用户进行科学生产，以期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提高农产品品质，最终实现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经营效益，从而在产品整个生命周

期内向用户收取相应的服务费。 

总体而言，公司产品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号召，有效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问题，致力于农业生产和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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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化、智能化应用落地，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2、从目前对终端商业化用户销售情况来看，对农业生产企业终端用户收入

整体保持稳定，期末在手订单金额整体呈上升趋势，随着农业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未来将出现较多规模较大的涉农服务组织等潜在客户，公司产品具备商业化应

用的用户基础 

按最终用户类型区分，报告期内公司对最终用户为农业生产企业的销售金额、

在手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已实现收入 5,427.48 4,249.03 3,774.95 

期末在手订单 3,678.26 1,421.13 1,710.41 

注：期末在手订单金额为含税金额。 

报告期内，公司农业生产企业类客户收入占比较低，但整体保持稳定增长，

期末在手订单金额整体保持稳定波动，2023 年末最终用户为市场化商业用户的

在手订单金额较 2022 年末大幅增加。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加速，移动网络、基建

等配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我国农业在逐步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将吸引更多规

模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进入农业行业，行业内将出现较多规模较大的

涉农服务组织。现阶段虽然公司的智慧农业项目产品主要由政府出资建设，但产

品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也包括了广大农业生产者，随着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的增加以

及应用水平不断成熟，智慧农业产品在农业生产者等用户中的应用比例将不断扩

大，且能够使得农业生产者切实体会到智慧农业产品的应用为农业生产带来的价

值。因此，公司产品和服务具备市场化应用的用户基础。 

3、结合已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农业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

科技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巨大，智慧农业发展是必然趋势，对政府类客户销售

集中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美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其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一直位于世界前列，

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很大且覆盖面广，通过以立法的形式确保农业发展，建立

强有力的应变机制和健全的政策支持体系。美国在 1960 年已经完成了农业现代

化，但仍注重发展农业科技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政策支持加大推动力度。

1996 年美国农业部成立了国家农业研究、教育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农业科研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1-12 
 

攻坚战略计划署，2002 年联邦再次投资 13 亿美元，建立新的农业推广和研究计

划，2007 年新农业法案再次加大了农业研究和推广力度，预算达 15 亿美元。2014

年美国农业法案中明确提出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园区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并给予

园区技术创新财政支持，大力推动美国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为一个具有多功能、

科技化、规模化的农业综合体。通过实施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战略，美国构建

了新型农科教技术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建立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学科技园

区和农业科技基地，将农业科研成果和新技术迅速转化到农业生产领域。 

由此可见，美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后仍十分关注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发展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科技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巨大作用。目前我国《“十四五”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提出力争到 2035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参考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我国在目前以及未来较长

时间里，智慧农业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仍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政府类客户

销售集中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产品价值情况、对终端商业化用户销售情况来看，公司

产品能够解决农业发展相应的痛点问题，对农业生产企业终端用户收入整体保持

稳定，期末在手订单金额整体呈稳定波动趋势，随着农业向规模化方向发展，未

来将出现较多规模较大的涉农服务组织等潜在客户，公司产品具备商业化基础；

结合目前智慧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智慧农业发展是必然

趋势，智慧农业行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支持力度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

性，对政府类客户销售集中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三）结合报告期内各区域收入实现情况、在手订单情况、主要销售区域的

地方财政情况、主要产品市场空间等，充分论证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稳定性 

1、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覆盖面较广，主要来源于所在的华东地区，以

及其他农业大省等区域，对单一地区的依赖程度较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区域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地区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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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 23,561.48 51.28% 21,114.37 56.28% 14,643.20 44.09% 

西北地区 6,125.32 13.33% 3,816.54 10.17% 4,172.89 12.57% 

东北地区 3,210.86 6.99% 1,662.94 4.43% 1,766.87 5.32% 

西南地区 4,521.76 9.84% 4,257.15 11.35% 3,709.07 11.17% 

华南地区 1,495.54 3.26% 1,709.78 4.56% 1,344.35 4.05% 

华北地区 2,053.74 4.47% 1,876.24 5.00% 3,791.08 11.42% 

华中地区 3,687.71 8.03% 2,399.44 6.40% 2,153.20 6.48% 

境内小计 44,656.42 97.19% 36,836.46 98.19% 31,580.66 95.10% 

境外地区 1,288.85 2.81% 680.25 1.81% 1,628.90 4.90% 

合计 45,945.27 100.00% 37,516.71 100.00% 33,209.56 100.00% 

注：华东具体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福建省；华

南具体包括：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华北具体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

河北省；华中具体包括：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北具体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南具体包括：四川省、贵州省、

云南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东北具体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发行人销售区域分布较广，除发行人所在的华东地区外，在西北、东北、西

南等地区的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对单一地区的依赖程度较低。在上述区域内，公

司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地区

的吉林省，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和贵州省，上述省份均为各地区内主要的农业大省。 

2、结合主要销售区域的地方财政情况，公司在财政收入较高或涉农支出比

例较高地区销售较多，公司客户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与农业相关的财政投入，我

国涉农相关财政投入长年以来保持稳定上升趋势，公司业绩成长具有稳定性 

（1）从涉农相关支出角度来看，公司在农业相关财政投入相对较高的地区

整体收入金额与占比相对较高，该类地区对于发展智慧农业以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的项目建设需求具有稳定性 

我国各省对农业相关的财政投入与该地区财政实力、财政中农业相关的投入

比例相关。对于财政实力能强的省份，例如山东省、江苏省、广东省，在农业相

关的财政投入比例占其一般预算支出比例不足 10%，但整体投入金额较高；农业

相关财政投入比例则与该省份所在地区的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产值、第一产业

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等情况有关，一般而言，耕地面积辽阔、农作物产值高的

农业大省对农业相关的财政投入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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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合不同地区涉农相关财政投入情况来看，公司在农业相关财政投入相

对较高的地区整体收入金额与占比相对较高 

报告期内，按各省对涉农业务（农林水事务）的财政支出情况，发行人营业

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涉农相关财政

投入区间 

省份

数量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900 亿元以上 10 个 12,580.86 27.38% 11,205.52 29.87% 8,559.70 25.77% 

500-900 亿元 10 个 26,106.79 56.82% 21,078.22 56.18% 16,620.62 50.05% 

其中：浙江 1 个 15,926.74 34.66% 14,086.82 37.55% 9,878.84 29.75% 

其他 9 个 10,180.05 22.16% 6,991.40 18.64% 6,741.78 20.30% 

500 亿元以下 11 个 5,968.77 12.99% 4,552.72 12.14% 6,400.34 19.27% 

境内小计 31 个 44,656.42 97.19% 36,836.46 98.19% 31,580.66 95.10% 

境外地区 - 1,288.85 2.81% 680.25 1.81% 1,628.90 4.90% 

合计 - 45,945.27 100.00% 37,516.71 100.00% 33,209.56 100.00% 

注 1：2021-2022 年涉农支出在 900 亿元以上的地区（共 10 个）依次为：四川省、江苏

省、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安徽省、云南省、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00-900 亿元的地区（共 10 个）依次为：河北省、湖北省、内蒙古省、浙江省、江西省、广

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陕西省、贵州省、山西省；500 亿元以下的地区（共 11 个）依次

为：吉林省、北京市、辽宁省、上海市、重庆市、福建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海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天津市；  

注 2：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同花顺经济数据库部分省份尚未提供 2023 年度农林水事

务支出的具体数据；上述涉农支出的数据来源于同花顺经济数据库，财政支出范围选取我国

境内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未包含我国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 2021-

2022 年度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平均值。 

整体而言，在农业相关财政投入相对较高的地区，公司收入金额与占比相对

较高。发行人在华东地区收入较高，其中主要系浙江省的销售收入较高，一方面

系公司地处浙江具有区位优势，另一方面虽然浙江在农林水事务财政投入处于全

国中等水平，但是在农业信息化投入方面远超于其他省市。根据《2021 全国县域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报告》，2020 年农业农村信息化县均财政投入浙江省位列

第一，为 12,876 万元，远超第二名江苏省 4,516.9 万元、第五名上海市 1,286.3 万

元。此外，结合 2019 年、2020 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关报告，浙

江省对于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一直稳定居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位，相关财

政投入具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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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销售区域分布较广，除发行人所在的华东地区外，在西北、东北、西

南等地区的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在上述区域内，公司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西北地

区的甘肃省、陕西省，东北地区的吉林省、黑龙江省，西南地区的四川省、云南

省和贵州省，上述省份均为各地区内主要的农业大省，该类地区对于发展智慧农

业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项目建设需求具有稳定性。 

② 结合主要销售省份的财政收支情况，公司在财政收入较高或涉农支出较

多地区的销售金额及占比较高 

2021-2023年，公司销售金额前十大省份的财政收入、涉农相关支出情况如

下： 

省份 
三年合计收

入（万元） 

三年合计

收入占比 

2021-2022 年

平均地方财政

收入（亿元） 

2021-2022 年

平均地方财政

净额（亿元） 

2021-2022 年

平均涉农支出

（亿元） 

涉农支出

占财政收

入比例 

浙江省 39,892.40 34.19% 8,151.25 -3,364.94 813.24 9.98% 

江苏省 5,863.58 5.03% 9,637.02 -5,106.30 1,107.28 11.49% 

四川省 4,512.02 3.87% 4,826.85 -6,738.33 1,344.71 27.86% 

甘肃省 4,207.49 3.61% 954.76 -3,190.11 744.28 77.95% 

湖北省 4,074.38 3.49% 3,282.23 -4,996.55 883.25 26.91% 

山东省 3,533.68 3.03% 7,194.28 -4,726.62 1,072.91 14.91% 

北京市 3,512.64 3.01% 5,823.34 -1,513.80 480.33 8.25% 

贵州省 3,483.72 2.99% 1,927.90 -3,792.79 711.45 36.90% 

黑龙江

省 
3,349.72 2.87% 1,295.59 -3,982.82 903.29 69.72% 

安徽省 3,278.22 2.81% 3,543.67 -4,441.75 967.22 27.29% 

合计 75,707.84 64.89% 46,636.86 -41,853.98 9,027.93 19.36% 

注：三年合计收入及占比系发行人对各地区 2021-2023 年各期收入之和及相应占比；地

方财政净额=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涉农支出占财收收入比例=2021-2022 年平均涉

农支出/2021-2022 年平均地方财政收入；上述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涉农支出的数

据来源于同花顺经济数据库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支出以及农林水事务支出，

范围选取我国境内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未包含我国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在 2021-2022 年数值平均值，下同。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同花顺经济数据库部分省

份尚未提供 2023 年度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具体数据。 

公司 2021-2023 年销售的前十大省份的收入占比为 64.89%，其中除公司地

处于浙江省，对浙江省的销售金额最高外，在其他省份销售情况中，一类是地方

财政收入较高地区，例如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北京市、安徽省、湖北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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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财政实力较强的背景下，大力支持中央政策引导的智慧农业行业项目；一

类是涉农支出与占比较高的地区，例如甘肃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等农业大省，

该类地区对于发展智慧农业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项目建设需求具有稳定性，此

外公司对其主要销售内容是以中央财政资金补贴的智慧农业项目，以大力支持保

障其农业等基础性行业发展。公司 2023年销售的前十大省份收入占比为 65.52%，

其中浙江省的销售金额占比约 35%，其余省份销售情况中，主要为黑龙江省、甘

肃省、贵州省、陕西省、云南省等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农业大省以及湖北省、山

东省、安徽省等地方财政实力较强的省份。 

（2）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长久以来是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的产业，国家对

于农业行业的财政投入稳步增长，农业相关财政投入具有可持续性 

结合长久以来我国在农业方面的财政投入情况来看，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

长久以来是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的产业，国家对于农业行业的财政投入稳步增长，

我国 2015-2023 年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16-2023 年《中国统计年鉴》，2023 年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

财政部发布的《2023 年财政收支情况》。 

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因素、极端气候和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粮食安全问题逐

步凸显，政府大力支持并促进行业快速发展，在稳经济、保民生的主基调下，国

家对于农业领域的财政投入稳步提升，基本趋于稳定。根据财政部部长在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从财政支出看，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落实党政机关

过紧日子要求，保持必要支出强度，持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

域的投入，教育、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基本民生等重点支出得

到有力保障”。根据财政部网站披露的《2023 年财政收支情况》，2023 年我国农

林水支出达 23,967亿元，同比增长 6.5%。在稳经济、保民生的主基调下，国家

对于农业领域的财政投入稳步提升，基本趋于稳定，公司所处行业相关财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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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持续性。 

3、除财政实力较强、涉农支出占比较高的农业大省外，对于地方财政收入

较低的省份，其涉农支出占财政收入比例显著较高，优先投入农业等保障性行业，

同时该等省份近年来财政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并且除地方财政外，公司对该等省

份主要销售内容是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的智慧农业项目，主要资金来源于中央

财政投资，具有稳定性 

（1）地方财政收入较低地区的涉农支出占比显著较高，地方财政优先投入

农业等保障性行业，近年来相关地区财政收入基本保持稳定 

以地方财政收入情况来看，公司对 2021-2022年平均地方财政收入处于后十

位省份的销售情况如下：  

省份 

2021-2022 年

平均地方财政

收入（亿元） 

2021-2022 年

平均地方财政

净额（亿元） 

2021-2022 年

平均涉农支出

（亿元） 

涉农支出

占财政收

入比例 

2021-2023

年合计收入

（万元） 

2021-2023

年合计收入

占比 

贵州省 1,927.90 -3,792.79 711.45 36.90% 3,483.72 2.99%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1,754.19 -4,351.97 899.82 51.30% 1,886.41 1.62% 

广西壮族

自治区 
1,743.94 -4,106.00 747.44 42.86% 1,223.96 1.05% 

黑龙江省 1,295.59 -3,982.82 903.29 69.72% 3,349.72 2.87% 

吉林省 997.49 -2,872.94 488.91 49.01% 1,460.09 1.25% 

甘肃省 954.755 -3,190.11 744.28 77.95% 4,207.49 3.61% 

海南省 876.795 -1,157.58 263.19 30.02% 431.57 0.37% 

宁夏回族

自治区 
460.08 -1,047.79 243.63 52.95% 1,788.48 1.53% 

青海省 328.93 -1,585.88 263.09 79.98% 1,622.79 1.39% 

西藏自治

区 
197.625 -2,112.37 356.21 180.24% 399.67 0.34% 

合计 10,537.28 -28,200.22 5,621.27 53.35% 19,853.89 17.02% 

注：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同花顺经济数据库部分省份尚未提供 2023 年度农林水事务

支出的具体数据，上述数据采用 2021-2022 年数值平均值。 

从上述地方财政收入较低省份的财政投入支出、公司对其销售情况来看，其

涉农支出占比显著高于地方财政收入较高的省份（前 10 省份的涉农支出占财政

收入比例均值为 13.42%），地方财政考虑到保障性行业的稳定性，优先投入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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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基础性行业中。除此之外，上述财政较弱省份近年来地方财政收入基本保持

稳定，相应支出亦具有可持续性，有利于公司业绩成长的持续稳定性，上述 10

个省份 2021-2022 年度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 

省份 2022 年地方财政收入 2021 年地方财政收入 

贵州省             1,886.41  1,969.3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889.76  1,618.61 

广西壮族自治区             1,687.72  1,800.15 

黑龙江省             1,290.66  1,300.51 

吉林省                851.00  1,143.98 

甘肃省                907.65  1,001.86 

海南省                832.43  921.16 

宁夏回族自治区                460.15  460.01 

青海省                329.10  328.76 

西藏自治区                179.63  215.62 

合计 10,314.51 10,760.05 

公司在上述省份中，主要在贵州省、黑龙江省、甘肃省等地的销售金额较高，

其中主要为响应国家智慧农业规划由地方自行组织建设的农业四情监测站等农

业物联网项目，中央财政资金投入支持的全国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分中心（省级）

田间监测点建设项目，以及育种等科技创新相关的设备销售等。此外，2021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 9 个单位发布《关

于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倡导各省、自治区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其中包括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建立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库等；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重点支持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

产业，并逐年提高资金占比。 

除财政实力较强、涉农相关投入较多的地区外，国家政策长期培育和支持脱

贫地区特色产业，财政实力较弱地区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品，建立标准化生

产基地促进特色产品稳步发展，从而拓展产业增值增效空间，创造更多就业增收

机会，促进内生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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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地方财政外，目前政府大力支持建设的智慧农业项目主要资金来源

于中央财政投资，稳定性较强，同时对于地方财政有所差异的东中西部地区也制

定了不同的中央投资补助比例，以推进各地农业现代化的改革 

以公司在财政收入较低的省份地区的主要客户销售情况来看，销售的智慧农

业项目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投资，相关建设资金以国家资金投资为主，省市级地

方政府配套资金为辅。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性产业，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

现代化水平不足的问题，切实提高农业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建

设方面的财政投入持续增加，以中央投资补助的方式促进相关投入，并向农业规

模较大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等地区倾斜。 

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农业部发展计划司根据《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

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 年）》等文件的规定，于 2017 年底发布的内部文件

《关于做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为例，其中第三条关

于中央投资补助的规定如下：“…… 地方项目中央投资补助比例，东部地区、中

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为不超过 60%、80%、90%，西藏自治区为 100%；……。”

可见上述项目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投资资金，尤其是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

中央投资资金的比例更高。 

再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于 2022 年 9 月发布的内部文件《关于填报智

慧植保与专业化防治能力提升项目储备清单的通知》为例，其附件列示的“智慧

植保与专业化防治能力提升项目投资测算”中自动化田间监测站点投资总额为

864,540 万元,其中中央投资金额合计为 691,632 万元，占比为 80%。 

综上所述，目前政府大力支持建设的智慧农业项目主要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

投资，稳定性较强，同时对于地方财政有所差异的东中西部地区也制定了不同的

中央投资补助比例，以推进各地农业现代化的改革。 

4、智慧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国家顶层政策大力支持智慧农业发

展，近年来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财政投入，行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市场容量

较大 

根据农业农村部官方发布的发展水平评价报告，相比国际农业发达国家、国

内先进行业、智慧城市等，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的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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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低的问题相当突出。根据《“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规划》，“十四五”期间三农工作重心将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结合“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大工程建设任务和规划布局，

农业农村部计划财政司会同相关司局研究制定了 2022-2025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

目储备指南，制定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代种业提升工程项目、动植物保护

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项目、数字农业农村建设项目等

10 项 2022-2025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储备指南，明确了上述领域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的建设数量、内容与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聚焦于农业种植业领域，服务于政府单位监管测报、

科研单位试验研究、农业管理服务、产业公司生产指导等。目前智慧农业行业发

展仍处于成长初期，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政府端为主导的智慧农业项目上，主要

包括耕地质量保护提升、植物保护与绿色防控、科研院校和种子公司的育种研究、

农业管理服务等。基于上述背景，细化公司所在各细分市场容量的预测情况，具

体如下： 

序

号 
应用领域 主要产品 未来市场发展情况 

1 

农业测报监管

-耕地质量保

护提升领域 

物联网项目及联

网设备 

根据现已建成的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全国墒情

监测点等数量以及相关的建设规划情况，保守估计新

增市场容量以及迭代需求增加的未来十年市场空间超

过 45 亿元。 

2 

农业测报监管

-植物保护与

绿色防控领域 

物联网项目及联

网设备 

根据现已招标建设的田间测报点情况以及相关建设规

划情况，保守估计新增市场容量以及迭代需求增加的

未来十年市场空间超过 150 亿元。 

3 
育种研究和品

种测试 

智能硬件设备（植

物表型分析、种子

检验和储存等实

验室类仪器） 

目前国家中央预算指南中明确规划建设农作物育种创

新能力提升项目、农作物品种测试评价能力提升项目

等，支持企业开展高效育种、品种测试等，建设育种

测试、表型与基因型鉴定设施设备、低温种子库等其

中品种测试评价中心，按照公司中标的项目单价情况，

预计投建的市场情况约 10 亿元。根据 2024-2025 年中

央预算内投资农业建设项目储备工作文件，育种研究

与品种测试相关项目中央投资金额超过 16 亿元。 

4 
农业管理服务

信息化领域 

信息化软件平台

（农业大数据平

台、农业政务信息

化平台等） 

十四五计划中重点支持建设“农业农村云”基础设施、

数据采集通道、数据资源库、灾备中心、大数据应用

平台、大数据调度中心等，搭建统一的农业农村大数

据平台，实现数据资源共享、智能预警分析、提高农

业农村领域管理服务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等。根据

2024-2025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农业建设项目储备工作

文件，进一步明确相关国家信息化建设要求。 

5 
农业产业智能

化生产领域 

物联网项目及联

网设备 

随着智慧农业快速发展，下游应用逐步从政府端向产

业端延伸，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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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共建 70 个左右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农

场），建设 200 个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等；

为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进行布局与

奠定基础，在未来十余年中具有广阔空间。《全国现

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 年）》明确指出到

2030年累计建成 500个千亩以上的戈壁盐碱地现代设

施种植园区、200 个大中城市百亩以上现代设施农业

标准化园区、200 万亩老旧设施整县改造、6000 个左

右早稻集中育秧中心、300 个年育苗能力 5000 万株的

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按照每类型项目相关配套中关

于信息化与智能作业装备的基础需求及相应信息化与

智能作业装备的价值投入估算，该规划在农业种植业

的信息化投入方面约 550 亿元，市场空间广阔。 

根据上述细分市场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有相对明确且整体化的政策投入的细

分领域政策情况，公司所在市场领域在未来十年的市场容量将超过 750 亿元，市

场空间广阔。 

5、公司与业内主管部门达成战略合作，具有良好客户基础，公司产品与技

术取得了市场高度认可，在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较高，在手订单情况良好，为公

司后续的业绩增长提供了良好保障 

（1）公司与业内主管部门达成战略合作，具有良好客户基础，产品与技术

取得了市场高度认可，在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较高 

公司深耕智慧农业领域十余年，以快速响应、品类丰富、质量可靠、服务全

面等综合优势，积累了一批农业领域优质客户，与各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的行业资源优势。此外，公司先后与农业农村

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业

内主管部门单位以及中国水稻研究所等科研院校达成战略合作。公司已累计向上

千家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土肥站、植保植检站等农业领域事业单位提供

了产品和服务，具有良好客户基础。 

其中，在政府监管测报应用领域中，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领域中公司取得了

多地植保植检站等关于公司产品采集信息种类多、参数齐全、设备稳定性高、环

境适应力强等方面的高度认可，在全国墒情监测系统中接入设备情况表现优异，

根据相关公开资料与取得的证明，公司土壤墒情监测设备占有率约为 34%，占有

率较高。在植物保护与绿色防控领域，公司在国家主管部门牵头开展的技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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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取得关于诱虫效果、识别准确率等方面优于其他同类产品的认可，以及浙

江省水稻“两迁”害虫防治工作中对于产品试验情况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

的认证；截至 2024 年 3 月，全国大力支持的植保工程项目中，公司参与了其中

26 个省份的植保工程项目，产品累计中标 260 个县级植保站建设测报点，根据

公开信息查询，占全部已公开招投标的县级植保站测报点的占有率约 46%，占有

率较高。 

（2）公司各期末在手订单情况良好，市场需求稳定增长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分别为 21,633.14 万元、22,294.30 万元和

22,511.39 万元（含税），随着行业的发展和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在手订单

金额呈增长态势，基本保持持续稳定。随着公司综合实力不断加强，打下坚实可

靠的客户基础和良好的口碑声誉，具有持续获取合同订单的能力，为公司后续的

业绩增长提供了良好保障。 

综上所述，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所处的华东地区，以及其他

农业大省等区域，对单一地区的依赖程度较低；公司收入与所在地相关财政投入

基本匹配，除所在地区的地方财政投入外，部分政府支持项目的资金来源于中央

财政投资，稳定性较强。公司所处行业为智慧农业行业，连续多年来农业主管部

门加大智慧农业项目规划与投入的力度，在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下行业发展前

景广阔，公司产品与技术受到了市场与用户的高度认可，公司作为行业内先行和

专业企业，利用行业资源、供销渠道、产品技术、品牌及市场认可度等竞争优势，

在智慧农业领域产品丰富、竞争力强，配合公司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市场占有

率较高，发行人未来业绩增长具有可持续性与稳定性。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询并了解 2015 年以来我国农业相关主管部门关于智慧农业的相关政策

规划情况，查询发行人同行业公司近年来的经营业绩情况； 

2、取得并查阅发行人最终用户为农业生产企业的销售明细、在手订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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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国内智慧农业发展情况的相关行业研究报告，了解商业化进程情况； 

3、取得并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分区域的销售记录，了解主要销售区域的地

方财政情况；并结合相关政府支持政策了解政府资金来源； 

4、取得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在手订单情况，了解业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5、结合国家近年来对于智慧农业的设计规划，了解发行人所处市场需求及

发展趋势，主要产品的市场空间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智慧农业是现代化农业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

然趋势。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慧农业”发展，在多项政策文件中均提出要发展智

慧农业及相关技术。“十四五”以来智慧农业政策是国家重要支持方向，受外部环

境因素和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粮食安全问题逐步凸显，粮食安全保障已提升到国

家战略高度，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大力支持并促进行业快速

发展，公司所处行业政策具有稳定、可持续性，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发行

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章节予以相关风险提示； 

2、结合发行人产品价值情况、对终端商业化用户销售情况来看，发行人产

品能够解决农业发展相应的痛点问题，对农业生产企业终端用户收入整体保持稳

定，期末在手订单金额整体呈稳定波动趋势，随着农业向规模化方向发展，未来

将出现较多规模较大的涉农服务组织等潜在客户，发行人产品具备商业化基础；

结合目前智慧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智慧农业发展是必然

趋势，智慧农业行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支持力度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

性，对政府类客户销售集中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3、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所处的华东地区，以及其他农业大

省等区域，对单一地区的依赖程度较低；发行人收入与所在地相关财政投入基本

匹配，除所在地区的地方财政投入外，部分政府支持项目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

投资，稳定性较强。发行人所处行业为智慧农业行业，连续多年来农业主管部门

加大智慧农业项目规划与投入的力度，在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下行业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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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发行人产品与技术受到了市场与用户的高度认可，发行人作为行业内先行

和专业企业，利用行业资源、供销渠道、产品技术、品牌及市场认可度等竞争优

势，在智慧农业领域产品丰富、竞争力强，配合公司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市场

占有率较高，发行人未来业绩增长具有可持续性与稳定性。 

 

问题 2、关于期后业绩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 

根据 2022 年 1-9 月审阅报告，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2,265.48 万元，实现扣

非后净利润 3,215.24 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根据发行人预计，2022 年实

现营业收入 37,269.38 万元，同比增长 12.22%，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7,575.53 万

元，同比增长 19.26%。 

请发行人结合期后对主要客户的销量变化、主要产品售价变化、各类主要成

本变化、2022 年业绩实际实现情况等，充分论证期后业绩是否存在大幅下滑的

风险，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期后对主要客户的销量变化、主要产品售价变化、各类主要成本

变化、2022 年业绩实际实现情况等，充分论证期后业绩是否存在大幅下滑的风

险，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1、2022 年 1-11 月主要财务数据情况，主要客户、主要产品收入及成本情况 

（1）2022 年 1-11 月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2022 年 1-11 月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29,993.30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15.74%，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55.1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88%。2022 年 1-11 月及上年同期主要财务数据具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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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11 月 2021 年 1-11 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29,993.30 25,915.41 15.74% 

营业成本 13,006.31 11,804.76 10.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08.81 6,289.16 14.6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净额 
553.70 828.96 -33.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655.11 5,460.20 21.88% 

注：上表数据未经审计。 

随着智慧农业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公司竞争实力的不断增强，公司经营业绩保

持稳定增长。 

（2）2022 年 1-11 月主要客户、主要产品收入及成本情况 

2022 年 1-11 月，公司主要客户系农业领域政府职能部门、事业单位及大型

智慧农业项目的系统集成商、运营商，不存在异常变动情况。2022 年 1-11 月，

公司前十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收入金额 

1 浙江省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中心 物联网项目、软件平台 1,652.00 

2 兰溪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软件平台、物联网项目 1,255.82 

3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 
物联网项目 1,169.49 

4 浙江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物联网项目、软件平台、智能硬

件设备、其他技术服务 
1,124.79 

5 中国水稻研究所 
物联网项目、软件平台、智能硬

件设备、其他技术服务 
1,082.00 

6 云南省植保植检站 物联网项目 769.47 

7 河北省植保植检总站 物联网项目 705.07 

8 昆山农达森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项目、智能硬件设备、其

他技术服务 
686.14 

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公

司 
物联网项目 470.80 

10 贵州省植保植检站 物联网项目 438.19 

- 合计 - 9,3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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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数据未经审计。 

2022 年 1-11 月，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及服务 

2022 年 1-11 月 2021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毛利率

变动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智慧农

业项目 

物联网项目 13,388.00 5,715.77 57.31% 3.49% 14,301.31 6,604.53 53.82% 

软件平台 6,728.48 2,504.91 62.77% 9.16% 4,761.75 2,209.04 53.61% 

智能硬件设备 9,647.23 4,712.02 51.16% -1.82% 13,788.48 6,483.44 52.98% 

其他技术服务 229.60 73.61 67.94% 4.29% 358.02 130.14 63.65% 

合计 29,993.30 13,006.31 56.64% 3.09% 33,209.56 15,427.15 53.55% 

注：上表 2022 年 1-11 月数据未经审计。 

2022 年 1-11 月，公司收入、成本金额稳步增长，总体毛利率有所提升，盈

利能力持续增强。 

综上所述，公司 2022 年 1-11 月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主要客户类型未发生重

大变化，主要产品毛利率稳步上升，业绩情况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2、2022 年业绩实现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审计，公司 2022 年全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12 月 2021 年 1-12 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37,516.71  33,209.56  12.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68.31  7,251.33  27.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28.86  6,352.25  34.27% 

根据上表，2022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516.71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2.97%。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的智慧农业行业长期以来得到国家顶层政策的

大力支持，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公司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022 年 1-12 月，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28.8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27%。一方面，在营业收入增长的驱动下，公

司净利润持续增加；另一方面，2022 年度公司信息化软件平台收入进一步增加，

而信息化软件平台毛利率相对较高，促进了公司综合毛利率的提升，导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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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相对较大。 

3、期后业绩情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

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产

品销售情况和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经营状况正常。 

结合公司的在执行订单情况以及实际经营状况等，经初步测算，公司 2024

年 1-3 月业绩预计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3 月 2023 年 1-3 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6,400.00-6,800.00 5,260.03 21.67%-29.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0.00-600.00 439.78 13.69%-36.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00-450.00 275.47 27.06%-63.36% 

注：上述业绩预计情况未经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发行人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根据上表，公司预计 2024年 1-3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将实现进一步增长，

在国家顶层政策大力支持、智慧农业行业快速发展以及公司较强竞争实力等因

素驱动下，公司经营状况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公司的销售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

征，其中第一季度属于销售淡季，报告期各期第一季度销售收入占全年收入的比

重仅 10%左右，收入贡献度较低，与此同时，各项期间费用、员工工资等成本费

用的发生则较为刚性和相对均衡，导致公司各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金额较低或

出现净利润为负数的常态化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 2022 年 1-11 月业绩稳步增长，在手订单充足，主要产品销

售验收正常推进，2022 年及审计截止日后业绩实现情况良好，公司业绩实现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 2022 年 1-11 月收入成本明细表，并访谈主要销售人员、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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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了解发行人主要客户、主要产品收入及毛利率变化情况； 

2、获取发行人 2022 年 1-11 月财务报表，了解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复核主要财务数据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3、获取发行人在手订单明细，了解发行人在手订单情况； 

4、获取发行人 2022 年第四季度预计销售验收项目明细，了解发行人 2022

年第四季度预计收入实现情况； 

5、获取并查阅发行人会计师出具的 2022 年度、2023 年度审计报告，分析

各项财务数据和指标的变动情况； 

6、获取发行人 2024 年第一季度预计销售验收项目明细，了解发行人 2024

年第一季度预计收入实现情况； 

7、获取发行人编制的 2024 年第一季度预测财务报表，复核主要财务数据是

否存在重大异常。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经营情况正常，预计期后业绩大幅下滑风险较小，业绩实现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问题 3、关于折旧费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 

报告期内，制造费用中折旧费金额分别为 27.96 万元、77.79 万元、101.59 万

元、52.54 万元，相对较低，主要系相关硬件产品生产工艺简单，发行人自主完

成线路板检验、嵌入式软件烧录、产品组装、产品测试等工序，生产所需的钣金

件、结构件以定制化方式向供应商采购，电路板焊接等非核心环节以委托加工的

方式由外协厂商完成，故无需购入大型、高价值的生产设备。 

请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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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主要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工序、各工序所需的生产设备与生产人员

情况；报告期内机器设备类型及数量、生产人员数量与生产经营规模的匹配情况；

发行人产品生产各环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生产人员及机器设备数

量较少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2）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数量及

账面价值的对比情况、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说明主要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工序、各工序所需的生产设备与生产人员

情况；报告期内机器设备类型及数量、生产人员数量与生产经营规模的匹配情况；

发行人产品生产各环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生产人员及机器设备数

量较少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1、说明主要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工序、各工序所需的生产设备与生产人员情

况 

公司硬件设备产品生产工艺简单，主要生产工序包括线路板检验、嵌入式软

件烧录、产品组装、产品测试等工序，其中嵌入式软件烧录和产品测试是较为关

键的核心生产环节。公司生产过程中无需采购大型、高价值机器设备。公司智能

硬件设备产品主要生产、加工内容情况如下： 

外购原材料 主要生产、加工内容 

电子元器件 进行批量烧录、线路板检验及功能测试 

视频监控等电子模块 经过功能检测及快速压接、剥线、抽真空等工序后，进行组装 

钣金件 
经过切割、折弯、焊接、重塑、打磨等工序加工成后续装配所需配

件 

结构件 经过外观检测及快速压接、剥线、抽真空等工序后，进行组装 

供电配件 经过外观检测及快速压接、剥线、抽真空等工序后，进行组装 

机械配件 经过外观检测及快速压接、剥线、抽真空等工序后，进行组装 

公司智能硬件设备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机器设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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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台、套 

生产工序 工序功能 主要生产设备名称 
生产设备

数量 

原材料检

测 

主要用于原材料检测，包括材料防

腐性能、可否进行高压大电流、线

材可抗拉强度、器材或设备绝缘电

压等方面 

盐雾测试仪、功率负载

仪、折弯测试仪、绝缘

耐压测试仪等多种检测

电子设备 

12 

部分壳体

加工 

主要用于部分设备壳体加工，包括

切割、剪切、折弯、焊接、修整铆

接、打孔、打磨等工序 

激光切割机、数控折弯

机、氩弧焊机、冲床、

压铆机、圆锯机、剪板

机、磨光机等机器设备 

44 

SMT 贴片 
采用委外加工形式，由外协商按照

公司设计图纸要求完成电路板焊接 
- - 

PCB 检测 

检验 PCB 电压、信号等信息，验证

PCB 焊接效果，避免虚焊、粘焊、

漏焊、错焊等问题 

自研检验工装设备 1 

软件烧录 
将自研的软件程序批量烧录至芯片

程序中 
自动烧录机台 2 

软件测试 

通常是自研的软件测试工装，对线

路板基本功能进行检验，验证烧录

程序后是否可正确运行 

软件测试工装 5 

部件模块

组装 

用于部件模块组装工序，包括监测

探测头组装过程中加快螺纹胶的固

化速度和效果、对待组装模块进行

真空去湿、测试水分探头模组、光

控组件、标定紧实度传感器的核心

模组等，以确保组装的可靠性，以

及避免人体带电对元器件静电击穿

的保护装置 

螺纹胶真空固化箱、高

温真空箱、水分探头测

试工装、光控检测工

装、紧实度检测工装、

防静电手环等电子设备

与自建工装 

63 

结构件组

装 

用于结构件组装工序，包括实现快

速压接、剥线、抽真空等 

自动液压端子钳、全自

动剥线机、真空泵、扭

力计等 

20  

整机检验 

对组装好的整机进行检测，包括通

过检测晶振与看门狗功能等信号波

形、检测设备绝缘耐压、验证低温

启动高温温漂等主要性能、标定均

一环境下的 CO2 含量等 

示波器、绝缘耐压测试

仪、高低温交变试验

箱、变频电源测试仪、

CO2 密闭测试箱等电

子设备 

21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智能硬件设备产品各工序生产人员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人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原材料检测 3 4.92% 3 4.76% 3 5.26% 

部分壳体加工 15 24.59% 15 23.81% 12 21.05% 

PCB 检测 1 1.64% 1 1.59% 1 1.75% 

软件烧录 1 1.64% 1 1.59% 1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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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 1 1.64% 1 1.59% 1 1.75% 

部件模块组装 14 19.67% 13 20.63% 11 19.30% 

结构件组装 24 37.70% 24 38.10% 23 40.35% 

整机检验 5 8.20% 5 7.94% 5 8.77% 

合计 64 100.00% 63 100.00% 57 100.00% 

2、报告期内机器设备类型及数量、生产人员数量与生产经营规模的匹配情

况 

报告期内，公司机器设备类型及数量、生产人员数量与生产经营规模的匹配

情况如下： 

单位：机器设备（台、套）、人数（人）、产值（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生产用机器设备数量 168 158 153 

智能硬件设备生产人员数量 64 63 57 

自产智能硬件设备产值 6,400.79 5,332.22 4,855.86 

报告期内，公司机器设备数量逐年增加，报告期内机器设备中的壳体加工类

设备增加较多，主要系为逐步提高生产质量，智能硬件设备产品生产所需的模具

增加，通过增加可定型更多角度的模具，公司可进一步提高主要产品的生产效率

和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人员数量小幅增加，与生产经营规模相匹配。 

总体而言，报告期内公司机器设备数量、生产人员数量均呈增长态势，与生

产经营规模相匹配。 

3、发行人产品生产各环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生产人员及机器

设备数量较少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产品生产各环节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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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生产工序 和达科技 理工能科 山大地纬 新开普 

原材料检测 线路板检验 

检测器制作、检验；元器

件老化、筛选；色谱柱制

作、老化、检验 

- 
采购原材料单板

检测 

部分壳体加工 - 
油气分离装置制作、电

路板生产、气路生产 
- - 

SMT 贴片 SMT 贴片 - - SMT 贴片 

PCB 检测 线路板检验 - - 单板检测 

软件烧录 嵌入式软件烧录 软件植入 - 嵌入式录软件烧 

软件测试 产品测试 - - 模块调试 

部件模块组装 产品组装 气路组装、检验 - 模块组装 

结构件组装 产品组装 结构件加工、检验、组装 - 模块组装 

整机检验 产品测试 整机组装、调试 - 整机组装测试 

注：山大地纬自身并不生产相关硬件产品，其所需硬件产品直接从供应商处采购。 

截至 2023年末，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生产人员情况如下： 

单位：人 

人员类别 
发行人 和达科技 理工能科 山大地纬 新开普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生产人员 168 27.05% 414 45.25% 585 29.50% 624 40.00% 846 32.82% 

注：各公司生产人员包含软件开发人员及项目人员。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人员占比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无重大差异。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机器设备账面价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和达科技 355.58 202.36 173.69 

理工能科 12,117.73 14,822.28 14,333.09 

山大地纬 1,261.75 1,396.72 1,724.59 

新开普 1,772.04 1,878.25 2,151.50 

发行人 205.99 246.82 350.07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公司定期报告或招股说明书。 

由上表可见，各公司因具体产品类型和生产工艺不同机器设备账面价值差异

较大，公司机器设备账面价值介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之间。各公司机器设备账面价

值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分析详见本题下文回复“（二）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数量及账面价值的对比情况、差异原因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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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综上所述，公司智能硬件设备产品的生产工序较为简单，其中产品生产所需

钣金件、结构件等部件主要以定制化的方式向供应商采购，电路板焊接等非核心

工序以委托加工的方式由供应商完成，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软件加注、硬件组装和

试验测试等核心环节则由公司自行完成，该等环节对生产设备的要求较低。因此，

公司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金额较小，生产人员及机器设备数量较少符合行业惯例。 

（二）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数量

及账面价值的对比情况、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账面价值的对比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和达科技 355.58 202.36 173.69 

理工能科 12,117.73 14,822.28 14,333.09 

山大地纬 1,261.75 1,396.72 1,724.59 

新开普 1,772.04 1,878.25 2,151.50 

发行人 205.99 246.82 350.07 

注：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未公开披露其机器设备的具体数量，因此无法将机器设备数量

进行对比。 

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机器设备账面价值，和达科技机器设备账面价值与发

行人差异较小，主要原因系和达科技在产品结构上与发行人较为相似，其产品结

构包含纯硬件的智能感传终端、水务管理系统与智能终端的集成服务以及纯软件

的水务管理系统。和达科技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对于终端硬件的生产流程较

为简单，主要为材料检测、软件烧录、配件组装及成品检验，生产工序及流程与

发行人相似度较高。 

理工能科机器设备账面价值远高于发行人和其他公司，主要系具体产品类型

和生产工艺不同所致，理工能科的硬件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要求较高，产品需

具备耐高压、抗强电磁干扰等特性，生产工艺也较发行人复杂，包含但不限于超

声波清洗与干燥处理、油气分离装置制作、气路组装、环境试验、全功能模拟等

工序，该等工序对生产设备的要求较高，设备价值较大。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1-34 
 

山大地纬自身并不生产相关硬件产品，其所需硬件产品直接从供应商处采购，

其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主要为研发和管理用机器设备。 

新开普在生产工序上与发行人没有较大差异，新开普主营业务为一卡通，终

端硬件主要为读卡器，对生产工艺要求不高，生产工序多为检测、软件烧录与组

装。新开普的机器设备账面价值高于发行人主要系受经营规模差异的影响，新开

普 2023 年度营业收入突破 10 亿元，大幅高于发行人。 

在 A 股市场以外的其他市场中，浙江天演维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北

京依科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三板挂牌公司，其中天演维真主营业务是提

供数字三农领域的云平台建设以及农食产品防伪追溯产品及服务，产品下游应用

领域与发行人部分产品相似；依科曼主营业务为病虫害绿色防治及智能监测产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专业化植保服务，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与发行人部分产

品相似。上述公司财务数据能够从公开渠道获取，因此将其报告期内机器设备的

账面价值与发行人进行比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天演维真 148.37 185.64 222.62 

依科曼 452.73 400.27 471.80 

发行人 205.99 246.82 350.07 

天演维真主营业务是提供数字三农领域的云平台建设以及农食产品防伪追

溯产品及服务，其中农食产品防伪追溯产品为唯一标识码的印刷标签，其产品对

生产的要求不高，因此天演维真的机器设备账面价值较低。 

依科曼的主要产品中，包括害虫监测类产品，生产工艺为配件组装、整机组

装、质量检测，工艺简单，对机器设备要求不高，与发行人较为相似，因此机器

设备的账面价值与发行人差异不大。 

综上所述，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账面价值存在差

异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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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生产负责人，了解发行人的产品生产工艺特点，获取发行人

固定资产明细清单，了解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分析固定资产规模与经营情况是否

具有匹配性； 

2、访谈发行人生产负责人，并进行现场观察，了解各工序配备的操作人员

及生产方式，判断工艺的复杂性； 

3、获取发行人固定资产机器设备明细表，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工艺流程、

机器设备配备情况，与发行人进行对比，判断发行人机器设备配备情况是否合理； 

4、获取发行人生产人员情况资料，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发行

人生产人员情况是否合理。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智能硬件设备的生产过程及工序较为简单，各工序所需生产设备、

生产人员较少，符合公司的实际业务情况和生产特点； 

2、通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生产工序，除理工能科外发行人同行业可比

公司工序较为简单，生产环节所需设备与人员数量较少符合行业惯例； 

3、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机器设备账面价值，与发行人产品结构和生产流

程相似的可比公司，机器设备账面价值普遍较低，其与发行人的差异具体为各公

司经营规模的不同导致，发行人的机器设备配置合理。 

 

问题 4、关于订单获取方式和客户类型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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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公开投标、商业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获

取订单。2020 年 9 月，发行人因招投标过程中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

《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被相关政府部门处以行政罚款。 

（2）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云）、北京京

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京东）等进行合作。 

请发行人： 

（1）说明在业务拓展、订单获取等方面的合规、内控措施的建立及执行情

况；发行人是否存在因业务或订单获取不合规而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或处罚的

风险。 

（2）说明报告期内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获取的主要订单的相关情况，包

括项目名称、客户基本情况、合同金额、是否符合单一来源采购的相关要求，是

否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或其他法定程序的情形。 

（3）说明与阿里云、北京京东等公司合作的主要项目基本情况、具体合作

模式；阿里云等公司与发行人是否构成直接竞争关系，如是，说明对发行人经营

业绩的影响、发行人相对于阿里云等公司相关业务的主要竞争优劣势。 

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1）（2）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说明在业务拓展、订单获取等方面的合规、内控措施的建立及执行情

况；发行人是否存在因业务或订单获取不合规而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或处罚的

风险 

1、在业务拓展、订单获取等方面的合规、内控措施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建立了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评估、管理层负责建

立健全并保持其有效性的内部控制体系，并陆续制定或修订了《投标管理制度》

《销售管理制度》《资金支付授权审批制度》《差旅费报销管理制度》《合同管理

制度》《内部审计制度》《授权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规范公司在业务拓展、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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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获取方面的行为，保证相关行为的合规性，具体如下： 

序

号 

制度名

称 
相关内容 

执行

情况 

1 
《投标管

理制度》 

规定公司实行在总经理领导下由销售部主要负责的投标管理体

制，公司成立投标项目管理小组，负责公司所属投标项目的投标

组织管理工作；规定投标流程各个节点的工作任务，要求参与人

员认真阅读有关文件并提出质疑；规定投标应当履行形成初稿、

小组内部审核、部门内部评审、填写投标流程关键点检查明细表、

召开核价评审专题会议以及根据需要召开标前会议等审核流程，

确保公司在销售业务中的投标活动合法合规进行。 

有效

执行 

2 
《销售管

理制度》 

规定公司应建立销售与收款业务的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和

岗位的职责权限，确保办理销售与收款业务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

离、制约和监督；公司应建立健全销售合同协议审批制度，明确

具体的审批程序及所涉及的部门人员，并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明

确界定不同合同协议金额审批的具体权限分配等。 

有效

执行 

3 

《资金支

付授权审

批制度》 

规定公司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展会费须经财务总监、副总

经理、总经理审批；差旅费报销金额超过 1 万元的须经财务总

监、副总经理、总经理审批。 

有效

执行 

4 

《差旅费

报销管理

制度》 

规定公司统一为出差人员办理商务卡，所有涉及的出差费用一律

由商务卡统一支付结算，出差费用不再由公司预支；报销采取在

范围以内实报实销原则，报销时需提供付款记录及真实、合法的

发票。 

有效

执行 

5 
《合同管

理制度》 

规定财务部统筹合同管理工作，制定完善公司合同管理制度；规

定了合同签订过程中经办部门应履行的义务，重大合同应组织相

关部门进行合同会签；公司合同专用章由专人管理。 

有效

执行 

6 
《内部审

计制度》 

规定公司设审计部，审计部是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专门工作

机构，独立行使内部审计监督权；规定公司各职能部门需自觉接

受审计，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干预、阻挠；审计部对公司的会计

基础工作、财务收支、预算内外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财务预决算

以及执行财务规章制度情况进行审计；规定内部审计工作程序。 

有效

执行 

7 
《授权管

理制度》 

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规定公司发生交易应当提交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规定监事会负责监督实施，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职能部门和全体员工必须严格在授权

范围内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有效

执行 

为落实上述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公司设置内审部定期对主要客户、供应商

交易情况进行分析性复核，查看商业条款是否发生异常变化。同时，内审部门会

同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关注和核实关键岗位人员与客户、供应商的非正常接触情况

以及是否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主要客户进行了访谈，被访谈客户均确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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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不存在通过提供商业贿赂或任何其他不正当、不合法的方式获取业务的情况。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内审部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发行人关于业务

拓展、订单获取等方面的合规、内控制度能够在发行人从事商业活动时得以有效

执行。 

根据发行人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4]第 ZF10118 号”《浙江托普云

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建立关于业务拓展、订单获取等方面的内控措施且有效

执行，发行人业务拓展、订单获取等方面具有合规性。 

2、发行人是否存在因业务或订单获取不合规而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或处罚

的风险 

通过查询信用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政务服务网、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企查查等网站的公示信息，查

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报告期内的营业外支出明细，

并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除 2020 年 9 月发行人因招投标过程中违反《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被相关政府部门处以行政罚

款外，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因业务或订单获取不合规而被相关部门立案调

查或处罚的情形。 

发行人控股股东托普控股、实际控制人陈渝阳、陈丽婷已出具承诺：“除发

行人于 2020 年 9 月因招投标过程中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被相关政府部门处以行政罚款外，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

在其他业务或订单获取不合规情形，发行人已建立业务订单获取方面的合规内控

措施且有效执行。若发行人因上市前业务或订单获取不合规而被相关部门立案调

查或处罚的，本企业/本人自愿为发行人不可撤销地承担一切经济后果和损失，

且本企业/本人不会以任何条件或方式向发行人追偿。” 

综上所述，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不存在因业务或订单获取不合规而被相关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1-39 
 

部门立案调查或处罚的风险。 

（二）说明报告期内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获取的主要订单的相关情况，包

括项目名称、客户基本情况、合同金额、是否符合单一来源采购的相关要求，是

否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或其他法定程序的情形 

报告期各期，公司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获取的收入分别为 1,531.10 万元、

676.78 万元和 1,562.30 万元。其中，收入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单一来源采购项

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产品/项目名称 
收入金

额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原因 客户名

称 

客户类

型 

客户

性质 

2021 年度 

1 

中国电

信股份

有限公

司宁波

分公司 

非终端

客户 
国企 

优质高效水稻大

田种植数字农业

技术集成示范项

目 

1,082.5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在取得终端客户订单前，对供

应商进行了公开招投标选择，公

司入选成为其项目供应商；在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取得终端客户订单后，直接向公

司进行采购，因此为单一来源采

购。 

2 

桐乡市

农业农

村局 

终端客

户 

政府

部门 

杭白菊产业数字

化管理应用系统

建设项目 

94.10 

公司是浙江省智慧农业云平台和

浙江省农业应急指挥管理系统的

承建单位，而该项目新建平台需

满足与省级平台无缝对接的要

求，由公司承建可以避免重复建

设，满足项目紧迫的时间要求，

因此采用单一来源采购。 

畜牧产业数字化

管理应用系统建

设项目及二期 

244.93 

2022 年度 

1 

浙江省

农业农

村大数

据发展

中心 

终端客

户 

事业

单位 

浙江省农产品产

销一体化项目

（二期） 

189.00 

该项目是一期项目的升级扩充，

需要保证与已有数据整合，且时

间紧迫，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和建设质量，采用单一来源采

购。 

2 

中国电

信股份

有限公

司萍乡

分公司 

非终端

客户 
国企 

萍乡市湘东区智

慧种业服务平台 
470.80 

由于该项目建设任务重，且时间

紧迫，客户在考察多家公司后，

决定采用单一来源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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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产品/项目名称 
收入金

额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原因 客户名

称 

客户类

型 

客户

性质 

2023 年度 

1 

中国电

信股份

有限公

司金华

分公司 

非终端

客户 
国企 

金华电信 2022

年浦江县乡村产

业大数据中心

（葡萄产业大

脑）项目 

918.49 

该项目为 ICT 项目，营销阶段通

过集体决策确认子公司森特信息

为本项目前向投标合作伙伴并中

标。根据前向业务合同，与森特

信息进行定向谈判。满足中国电

信集团采购管理办法条文解释

（中国电信采购[2019]8 号）第

十五条：ICT 项目中已确定供应

商来源的产品或服务。 

2 

天翼云

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分

公司 

非终端

客户 
国企 

浙江天翼云

2022 年东阳共

享田园软件服务

项目 

425.75 

本项目为 ICT 项目，根据前线业

务合同已明确软件服务来源为

“森特定制”，且前向客户已确

定浙江森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

本项目软件服务合作伙伴，本项

目采购阶段拟邀请浙江森特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单一来源谈

判，符合《中国电信集团采购管

理办法条文解释（2021 版）》

（中国电信采供（2021）11

号）关于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要

求：ICT 项目中已确定供应商来

源的产品或服务。 

3 

中国电

信股份

有限公

司苍南

分公司 

非终端

客户 
国企 

苍南县高标准农

田改造提升项目 
79.65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依据业务部

门确定的合作伙伴选择、商机决

策会议纪要，需要向相应合作供

应商进行单一来源采购。ICT 项

目中已确定供应商来源的产品或

服务，后项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

式采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31 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货物或者服务，可以依照本法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一）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

采购的；（二）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三）必

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

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由上表可见，公司采用单

一来源采购方式取得的订单主要系基于不同层级项目的无缝衔接或前后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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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对接，以及非终端客户在投标时采用了公司产品等原因，属于只能从唯一

供应商处采购的情形，符合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符合单一来源采购的相关要

求。 

经查阅客户发出的单一来源采购文件、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公示文件等，公司

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或其他法定程序的情形。 

（三）说明与阿里云、北京京东等公司合作的主要项目基本情况、具体合作

模式；阿里云等公司与发行人是否构成直接竞争关系，如是，说明对发行人经营

业绩的影响、发行人相对于阿里云等公司相关业务的主要竞争优劣势 

1、说明与阿里云、北京京东等公司合作的主要项目基本情况、具体合作模

式 

2019 年至 2023 年度，公司与阿里云、北京京东合作的主要项目基本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期间 项目名称 下游用户名称 金额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国家数字

种植业（果园）创新

分中心建设项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院 
718.86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上虞农业数字化项目 
绍兴市上虞区农

业农村局 
116.59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数字农业物联网建设

项目 

铜梁区农业农村

局 
107.46 

具体合作模式方面，阿里云、北京京东取得下游客户订单后，由于其自身并

非智慧农业领域专业的产品供应商，在专业性、基础产品方面的积累相对欠缺，

故进而向公司采购相应产品。公司与阿里云、北京京东签订独立的业务合同，约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产品交付、回款等内容，公司向阿里云、北京京东承担产品

交付等义务，并向阿里云、北京京东收取相应的货款。 

2、阿里云等公司与发行人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 

（1）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切入农业领域主要系基于其平台优势、资源

整合能力构建农业产业链的平台经济，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专注的智能硬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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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研发生产、农业物联网项目搭建以及农业信息化软件平台开发细分领域不

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也是关乎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具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基

础，智慧农业长期以来得到国家政策的鼎力支持，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且产业

链长，细分市场领域众多，吸引了较多参与者参与其中。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巨

头以自身的云服务、电商平台等优势来切入市场，其切入农业领域并非主要专注

于发行人从事的智能硬件设备产品研发生产、农业物联网项目搭建以及农业信息

化软件平台开发领域，而是利用平台优势、资源整合能力完善其在农业领域的业

务和客户资源布局，构建农业产业链的平台经济，推动我国农业“产供销”链条

现代化发展的同时，获取合理利润。 

以京东布局的京东农场为例，京东农场服务链条涵盖了“农业种植→农产品

加工→‘京品源’销售平台→仓储物流→健康餐桌”，通过与产业链上专业企业

合作的方式打造现代农业基地。该服务模式是通过投资建设现代农场的方式提升

农产品种植、加工环节效率和质量，保障农产品供应稳定和质量安全，再结合京

东销售平台和仓储物流资源实现农产品销售，整体促进农产品“产供销”链条效

率和质量提升。可见，京东农场业务模式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专注领域存在本质差

异，是典型的农业产业链平台经济模式。 

此外，相较于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的体量，发行人主营业务所处细分市

场的规模相对有限，根据政策已明确投入金额测算每年规模约数十亿元，难以吸

引阿里、京东等投入大量资源深耕布局该等细分业务，通过与发行人等专业企业

合作解决其需求是较为经济和高效的方式。 

综上所述，阿里云等公司与发行人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 

（2）阿里云等公司与发行人具有的竞争优势侧重方向不同，其参与农业产

业有助于农业“产供销”链条现代化发展，与发行人更多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

不会对发行人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相较于发行人，阿里云等公司具有较为显著的平台优势以及资源整合能力，

而发行人在智慧农业领域具有先行、专业、核心技术先进、经验积累以及客户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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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丰富等优势，阿里云等公司在短期内难以形成同等的竞争能力。阿里等互联网

巨头参与到农业产业中，能够利用其平台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快

农业“产供销”链条现代化发展，增加行业对智慧农业产品的需求，阿里云等公

司亦是发行人产品的潜在需求方。因此，阿里、京东等公司的参与不会对发行人

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4]第 ZF10118 号”《浙江托普

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2、查阅发行人制定的《投标管理制度》《销售管理制度》《资金支付授权审

批制度》《差旅费报销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制度》《授权管理制

度》等内控制度； 

3、查阅发行人的组织架构图及各部门职能说明； 

4、访谈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确认发行人获取订单过程的合法性； 

5、访谈发行人内审部负责人，确认发行人内控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6、查询信用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政务服务网、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企查查等网站，确认发行人及

员工不存在其他因业务或订单获取不合规而被立案调查或处罚的情形； 

7、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报告期内的营业

外支出明细、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确认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因业务或订单获取不

合规而被立案调查或处罚的情形； 

8、取得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9、查阅主要客户发出的单一来源采购文件，以及客户就单一来源采购事项

进行的公示，了解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原因；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1-44 
 

10、访谈发行人销售总监，了解客户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原因； 

11、查阅《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 

12、查阅发行人与阿里云、北京京东等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了解报告期内

合作项目的基本情况； 

13、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查阅网络公开信息，了解发行人与阿里云、北京

京东等公司的业务合作模式，该等公司参与农业领域的相关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已建立关于业务拓展、订单获取等方面的内控措施且有效执行，

发行人业务拓展、订单获取等方面具有合规性；发行人不存在因业务或订单获取

不合规而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或处罚的风险； 

2、发行人报告期内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获取的主要订单符合单一来源采

购的相关要求，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或其他法定程序的情形； 

3、发行人已说明与阿里云、北京京东等公司合作的主要项目基本情况、具

体合作模式；阿里云等公司与发行人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阿里、京东等公司的

参与不会对发行人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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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陈渝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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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确认落实函回复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发行人董事长签名：     _________________ 

          陈渝阳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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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玉飞  励少丹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朱  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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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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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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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________________ 

            朱  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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