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具体运用情况的说明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投入下列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内容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智慧农业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13,297.90 13,297.90

2 智慧农业智能设备制造基地项目 8,645.46 8,645.46

3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6,646.42 6,646.42

合计 28,589.77 28,589.77

一、智慧农业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额为 13,297.90 万元，建设期为 3.5 年。智慧农业平台升级包括

农业物联网平台、信息化软件平台两大核心模块。本项目拟通过建设与装修办公

场所、购置软硬件设备、招聘开发及实施人员等，对公司现有两大模块平台的底

层架构和技术体系进行升级，进一步提高智慧农业平台管理和运营效率，提升公

司项目实施和交付能力，增加公司对农业信息化项目的承接与服务能力，推动公

司农业大数据的产业化应用，以满足日益提升的客户需求，以及公司经营规模持

续扩大对高效管理的需要，构建互联协同的“互联网+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二）项目实施可行性分析 

1、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鼓励和支持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不

断渗透，我国智慧农业市场迎来快速发展，已成为新型农业、农村建设下的重要

工程和不可逆转的趋势。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建设以农业物联网和

精准装备为重点的农业全程信息化和机械化技术体系”，将物联网建设作为农业

信息化的重点工程。2018 年以后，国家对于传统农业数字化升级的重视程度不

断提升，智慧农业相关的政策出台频率大幅加快，自 2019 年至今，中央已连发



数个文件扶持智慧农业建设，其中包括 2020 年 1 月由农业农村部和中央网信办

发布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2020 年 7 月由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改委、财政部等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农业农

村有效投资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意见》，以及 2021 年 1 月由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上述文件均强调

要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慧农业发展。因此，在国家政策的大

力支持下，智慧农业建设已经成为新型农村建设下的重要工程和不可逆转的趋势。 

2、项目建设是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满足客户未来需求的切实需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覆盖面广度大、涉及的单元分散，需要信息的连接。

随着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社会信息基础建设逐渐发达，我国已经建成了

覆盖全国的数据通讯网络，信息基础建设为农业信息化提供了基础。我国传统农

业对信息化需求不断提高，农业信息化是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的必然要求。农业信息化需求的日益提

升以及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驱使智慧农业平台也处于不断的升级迭代中。因此，

公司亟需通过本项目建设，对现有应用平台进行升级与完善，增强公司应用软件

平台的功能迭代和服务能力，以满足农业领域客户对应用平台智能化、精准化、

立体化、场景化、移动化、可视化等发展需求，为其提供更为先进、高效、稳定、

易用的行业应用产品。 

3、行业信息技术日益成熟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平

台建设在技术研发、项目实施、行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是在软件

方面，各种类型的企业信息应用软件技术日益成熟，能够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定制

个性化模块。同时，一批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在不同区域、不同专业领域涌现出来，

形成深入、专业、针对性较强的信息技术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行业信息技术与服务的逐渐成熟，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

的技术支持。 



4、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平台建设和实施经验 

公司在数字农业领域深耕十余年间，较早地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农政体系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生产数字化应用等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专利 185 项，其中发明专

利 35 项，软件著作权 361 项，并先后建设了“浙江省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台”、

“吉林省耕地质量保护大数据平台”、“浙江省数字植保平台”、“兰溪产业大脑大

数据平台”、“衢江防返贫监测预警平台”、“丽水市智慧农业云平台（应急）软件

项目”等多个典型案例。公司丰富的智慧农业项目平台开发和建设经验，将为本

项目的实施奠定坚实的技术支撑。 

（三）项目具体情况 

1、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13,297.9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用 2,850.00 万元、设备购置

费 2,297.27 万元、软件购置费 705.26 万元、开发费用 3,533.50 万元、实施费用

1,591.24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320.6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资金 占比 

1 工程费用 5,852.53 44.01%

1.1 建筑工程 2,850.00 21.43%

1.2 设备购置费 2,297.27 17.28%

1.3 软件购置费 705.26 5.30%

2 开发费用 3,533.50 26.57%

3 实施费用 1,591.24 11.97%

4 铺底流动资金 2,320.62 17.45%

/ 项目总投资 13,297.90 100.00%

2、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本项目的建设周期是 3.5 年，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项目 
T+1-T+2 T+3 T+4 

1-12 2 4 6 8 10 12 2 4 6 

1 建筑工程 △          



序号 项目 
T+1-T+2 T+3 T+4 

1-12 2 4 6 8 10 12 2 4 6 

2 软硬件设备购置  △ △        

3 研发人员招聘、培训  △ △ △       

4 产品升级开发  △ △ △ △ △ △ △ △ △

5 实施人员招聘培训     △ △ △    

6 新产品市场化     △ △ △ △ △ △

注：T 为募集资金到达年，T+1 为建设期第一年，以此类推，下同。 

3、项目选址及用地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杭政工出[2018]13 号地块，公司已

取得不动产权证号为“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7582 号”的土地所有权，

拟在该宗土地建设房产用于该项目实施。 

4、项目环保情况 

本项目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范畴，装修期间的主要污染物为装修产生的

废水、粉尘以及施工设备作业产生的噪声。装修期间将综合采取喷水除尘、保持

通风、低噪声施工等措施，以减少污染。项目运营期间主要污染物为办公生活垃

圾和生活废水等。项目对环境影响较小，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标准和要求。根据杭

州市生态环境局拱墅分局出具的《关于明确托普云农募投项目是否纳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申请报告的回函》，本项目未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无需环评审批。 

二、智慧农业智能设备制造基地项目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额为 8,645.46 万元，建设期为 1.5 年，实施主体为云曦科技。本

项目通过扩建生产车间、更新及引进全新先进的生产设备，响应政府对农业各领

域智能硬件设备的推广和应用的号召，以达到提升生产线智能化水平、提升产品

自动化生产能力、丰富产品多领域应用结构等目的，从而满足下游快速增长的市

场需求和公司相应产品的供应及时性。本项目实施后，公司农业智能硬件设备生

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生产成本将进一步降低，产品质量得到有效



保障，产品结构更加多元化，将为公司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坚实基础。 

（二）项目实施可行性分析 

1、项目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 

加快智慧农业智能硬件设备的推广和应用是顺应农业技术发展趋势、保障农

业基础地位的战略选择，对于提升农机装备质量水平、推进农业装备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国家相关部委陆续出台《农业

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 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家质量兴

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等多项产业政策和规划，鼓励和支持先进农业智能

硬件设备产业的发展，加快高端农业设备的生产研发和推广应用。国家产业政策

的支持和引导为本项目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2、公司拥有较强的品牌知名度和行业资源优势 

公司及创始团队在智慧农业领域深耕十余年，业务自智能硬件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逐渐发展至能够为客户提供智慧农业综合解决方案，持续为客户提供

优质产品和跟踪服务，积累了良好的品牌口碑及行业资源。一方面，公司与各地

政府职能单位、企事业单位、农业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公司

先后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浙江省

农业农村厅、中国水稻研究所等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在政策解读、行业分析、战

略制订，以及农业物联网、信息化软件平台和智能硬件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实

施、成果推广、数据分析挖掘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为本项

目进一步拓展农业智能硬件设备业务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公司组建了经验丰富的人才团队 

公司一贯重视人才团队建设，在多年专业化经营过程中，通过建立人才引进

和培养制度、管理和激励机制，培养了一支专业领域涵盖种子检验、土壤检测、

考种测产、植保、农业小气候环境、农业物联网等多个学科领域，拥有长期丰富

研发与设计经验的优秀复合性人才队伍，形成了从技术到设计、生产、装配、测

试、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一体化的生产管理体系。本项目建设后，生产线各环节



相关人员可在新设备投入后快速进入生产状态，充分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并尽快

达到预期效益。 

（三）项目具体情况 

1、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8,645.46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5,200.00 万元、设备购置安

装费 2,447.81 万元、软件购置费 343.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654.65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资金 占比 

1 建设投资 7,990.81 92.43%

1.1 建筑工程费 5,200.00 60.15%

1.2 设备购置安装费 2,447.81 28.31%

1.3 软件购置费 343.00 3.97%

2 铺底流动资金 654.65 7.57%

/ 项目总投资 8,645.46 100.00%

2、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本项目的建设周期是 1.5 年，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项目 
T+1 T+2 

2 4 6 8 10 12 2 4 6 

1 前期工作 △         

2 建筑工程  △ △ △ △ △    

3 设备购置安装       △ △  

4 人员招聘培训        △ △ 

5 试运行，竣工验收         △ 

3、项目涉及新取得土地或房产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陶朱街道官庄路 17 号，公司已取

得不动产权证号为“浙（2020）诸暨市不动产权第 0040964 号（后变更为“浙（2023）

诸暨市不动产权第 0050756 号”）”的土地所有权，拟在该宗土地建设房产用于该

项目实施。 



4、项目环保情况 

本项目不属于重污染项目，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施工粉尘、污水、装修垃圾等

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项目建设投产后主要会产生噪声、废水及固废等。生活垃圾

统一集中处理，生活污水简单处理后排入当地污水管网。预计项目投产后不会对

大气及地表水生态环境产生大的影响。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等

法规要求，此建设项目中仅有分割、焊接、组装的工艺流程，无需履行提交环评

报告书、环评报告表、环评登记表的环评备案程序。根据绍兴市生态环境局诸暨

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项目无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三、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6,646.42 万元，建设期为 2.5 年。本项目系对现有研发中

心进行升级，实施主体为托普云农。在国家大力推动智慧农业发展以及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下，公司必须紧跟行业技术应用趋势，增强自主创新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公司通过引进更加先进的研发设备和软件工具，并配备高素质的专

业技术人员，不断提升农业智能硬件设备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增强前沿技术的应

用深度；同时，通过进一步强化软件平台开发能力，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

术手段，实现农业大数据的深入应用，为公司未来业务的深度拓展和价值延伸奠

定坚实基础。 

（二）项目实施可行性分析 

1、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进入“十三五”以来，智慧农业成为现代化农业进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智慧农业的发展，多项政策文件中

均提出要发展智慧农业及相关技术。近年来，国务院、农业农村部等陆续出台了

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相关的多项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例如推进物联网试验示范



和遥感技术应用、数字农业智能管理技术、智慧农业生产技术及模式、智慧设施

农业技术、智能节水灌溉技术、水肥一体化智能技术、农业应对灾害气候的综合

技术等。2021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要提高基础研究以及前沿与交叉融合技术，先后布局一批农业领

域国家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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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试

验示范 50 项重大技术，推广 300 项主推技术。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为本

项目的实施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技术创新是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基石，为产品端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公司专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领域的深度融合，致力于推动农业信息化

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助力农业现代化加速转型。未来，公司将继续深度聚焦农

业领域核心产业版图，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学技术为支撑， 

不断深化面向农业全产业链布局的信息化服务战略格局，积极培育新生态，全力

开发新产品，系统拓展新服务。技术创新是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基石，为产品端提

供强大技术支撑。本项目系对公司现有产品技术的优化升级、为公司产品及为未

来发展战略的底层架构、技术体系等提供持续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为公

司未来的发展提供核心人才和关键技术储备，为公司未来战略规划中实现农业全

产业链信息化业务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 

通过多年的技术研发积累，公司已形成较为完整、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技术

创新体系，明确以高度融合信息技术与农业信息为原则，采用模块化设计、产品

逐级组合的策略，深化开发农业各领域的应用功能，将研发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

品竞争优势。在自主创新方面上，公司建立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架构，自身科研

开发和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已通过国际 ISO9001、ISO20000、ISO27001 等管理体

系认证；公司还建立了一系列研发相关内控制度，包括项目开发流程规范及成果

管理，具体包括《新产品（项目）开发管理办法》《技术创新项目管理办法》《知

识产权管理办法》《科技人员培训管理制度》等研发内控管理制度。 



4、公司组建了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 

公司一贯重视技术研发团队建设，在多年专业化经营过程中，通过建立人才

引进和培养制度、管理和激励机制，培养了一支拥有长期丰富研发与设计经验的

优秀技术队伍。公司不断创新人才培育和引进方式，建设一支与企业战略发展相

适应、专业结构配套的人才队伍，将其打造成企业的中坚力量，确保企业战略目

标的顺利实现。公司已制定与本项目建设进度配套的人员招聘及培训计划，并将

随着项目开工建设分阶段逐步实施，能充分满足项目人才需求。 

（三）项目具体情况 

1、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6,646.42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2,565.00 万元、设备购置安装

费 1,168.84 万元、软件购置费 913.90 万元、人才引进费 1,998.68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资金 占比 

1 工程费用 4,647.74 69.93%

1.1 建筑工程费 2,565.00 38.59%

1.2 设备购置安装费 1,168.84 17.59%

1.3 软件购置费 913.90 13.75%

2 工程其他费用 1,998.68 30.07%

2.1 人才引进费 1,998.68 30.07%

/ 项目总投资 6,646.42 100.00%

2、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本项目的建设周期是 2.5 年，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项目 
T+1 T+2 T+3 

1-12 1-12 1-2 3-4 5-6 

1 建筑工程 △ △    

2 设备购置安装   △ △  

3 人员招聘培训   △ △ △ 

4 试运行，竣工验收     △ 



3、项目涉及新取得土地或房产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杭政工出[2018]13 号地块，公司已

取得不动产权证号为“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7582 号”的土地所有权，

拟在该宗土地建设房产用于该项目实施。 

4、项目环保情况 

本项目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范畴，装修期间的主要污染物为装修产生的

废水、粉尘以及施工设备作业产生的噪声。装修期间将综合采取喷水除尘、保持

通风、低噪声施工等措施，以减少污染。项目运营期间主要污染物为办公生活垃

圾和生活废水等。项目对环境影响较小，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标准和要求。根据杭

州市生态环境局拱墅分局出具的《关于明确托普云农募投项目是否纳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申请报告的回函》，本项目未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无需环评审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具体运用情况

的说明》之盖章页）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