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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进度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承接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海陆”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持续督导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

（以下简称“《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重新论证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69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于 2021 年 7 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2,500 万股，每股

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3.57 元。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339,250,000.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8,880,239.75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0,369,760.25 元。 

截止 2021 年 7 月 28 日，公司上述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已经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容诚验字[2021]216Z002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2022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499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 36,000.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共 360.00 万张，期限为 6 年。公司本次共募集资金 360,000,000.00 元，扣除

相关的发行费用 10,797,141.51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49,202,858.4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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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2 年 8 月 18 日，公司上述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已经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容诚验字[2022] 210Z002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额 

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额 

首次公开发行 

高端环锻件绿色智能制造项目 25,238.07 15,614.00 15,614.00 

配套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8,218.48 7,718.48 6,844.85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168.18 3,168.18 185.56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536.32 1,536.32 

合计 46,624.73 28,036.98 24,180.73 

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高端环锻件生产线扩建项目 13,000.00 11,920.29 11,946.90 

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

能化生产线项目 
13,000.00 13,000.00 1,129.80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合计 36,000.00 34,920.29 23,076.70 

注：高端环锻件生产线扩建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额超过拟使用金额，主要是募集资金专户存

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也用于项目投入。 

三、部分募投项目进度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历次延期情况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高端环锻件绿色智能制造项目”、“配套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和“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

提下，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将上述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调整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配套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端环锻件生产线扩建项目”“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能化

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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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将上述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调整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8 月 31 日和 2025 年 8 月 31 日。 

（二）部分募投项目本次延期情况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和当前运营需要，在募投项目投

资总额、实施主体及投资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对以下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进行延期，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整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整后） 

首次公开发行 
配套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8 月 31 日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6 月 30 日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

能化生产线项目 
2025 年 8 月 31 日 2026 年 8 月 31 日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配套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原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截

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配套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6,844.85 万元，占

拟投资总额 88.68%，预计 2024 年末无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进

度不及预期。目前，项目已完成大部分设备采购及安装，但后续设备调试、验收、试生

产等工作仍未完成，尚不能正式投入使用。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公司根据目

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经审慎研究论证，在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

集资金投资用途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计配套精加工生

产线建设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将延长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185.56 万元，占拟投资总额

5.86%，预计 2024 年末无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虽然，项目已经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但受公司其他工程项目建设

及经济环境影响，项目研发大楼的土建工作有所延迟，目前仍在建设过程中，而本项目

装修、设备及软件购置安装等工作在大楼完工后方可开展，导致该募投项目无法在计划

的时间内完成建设。根据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经审慎研究后，公司计划将“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原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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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31 日。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已投入募集资金 1,129.80 万元，占拟投资总额 8.69%，预计 2024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与原投资计划当年预计使用金额差异超过 30%且 2025 年 8 月末无法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尽管项目已在前期经过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论证，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市场环境变化导致下游客户采购订单毛利率持续下滑且

回款周期不断延长，为控制财务风险公司主动放弃承接部分订单导致销量下滑，同时亦

无法准确预测市场未来情况，故对该项目建设进度进行动态调整，导致项目延期。高温

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能化生产线项目主要目的系增加公司自主热处理工序的能力，

并非直接盈利项目，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为了使募投项

目的实施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质量，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考虑外部市场环境和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决定有

节奏放缓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将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能化生产线项目的建设期

延长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规范运作》第 6.3.4 条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应对该

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根据

目前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能化生

产线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如下： 

（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研发中心建设将帮助公司： 

（1）实施从矩型向异型、黑色向有色、中小型向大型化发展的创新思路，开发顺应

市场需求的环形锻件产品；开展余热淬火技术、智能化无损探伤技术的研究，并应用到

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核心技术；提升公司产品的质

量和技术含量，从而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实现满足研发、生产及产学研合作所需的综合检测能力，检测项目涵盖物理特

性检测、力学性能检测、化学性能检测、金相分析、精度检测等。建设完成后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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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满足公司内部生产和研发过程中的检测需要，也能为当地和周边企业提供检测及技

术支持服务，从而提高公司影响力，推动行业技术发展。 

（3）通过建立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吸引行业内外的科技人才到企业研

发中心工作，增强企业对科技人员的凝聚力，提高企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与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有效地组织和运用社会资源为公司技术创

新服务。通过加强与国内外相关企业的合作交流，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方面联合

开展战略性的产品化研发工作，推动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 

本项目的实施将明显改善公司的研发设施和技术条件，满足未来新产品、新技术开

发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效率和速度，提升关键技术研发能

力，保障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先进研发设备的购置和高级人才的引进，可以极大地

提高公司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能力、缩短开发周期、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步伐。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项目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近年来，国家陆续推出了相关的产业政策来鼓励和支持先进制造行业的发展。2021

年 3 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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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

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依托行业龙头企业，

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工程化产业化突破；2021 年 12 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八部门颁布的《“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

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着力提升创新能力、供给能力、支

撑能力和应用水平，加快构建智能制造发展生态，推动中小企业工艺流程优化、技术装

备升级。 

本项目的实施将改善公司的研发设施和技术条件，提高公司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

能力，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国家产业政策对先进制造行业发展的鼓励和支持为本项

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公司具备多年技术积累成果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工业锻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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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核心，多年来持续开展项目研发，完成了 2.5-3.0MW 风电齿轮箱环锻件的研发、超

大吨位高筒型环锻件的研发、高淬透性轴承锻件的研发、GE 大截面法兰的研发等项目

研发工作。公司现拥有 97 项国家专利，其中 54 项发明专利、43 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

11 项发明专利正在审核中，现有专利覆盖了环形锻件结构设计、产品生产及产品检测等

多方面内容，从环形锻件产品的设计、研发到生产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专利保护体系。

同时，公司还主持起草了《风塔法兰大型环形锻件技术条件》等行业标准。 

公司在研发项目及技术成果方面的持续积累，能够对公司产品性能质量的提升起到

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在下游应用领域的市场接受度及竞争力。公司具备的多

年技术积累成果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3）公司具备持续创新能力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研发项目管理制度，结合市场需求与自身发展需要，确定研发项

目的方向和数量，列入年度工作计划，保证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必要投入，并将研发项目

开发成果转化为产品，为后期市场开拓及产品技术提升奠定基础。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员工创新激励机制，涵盖了绩效考核、项目奖惩、员工晋升等各

个方面，充分调动员工创新的积极性，营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

机制和环境。 

公司在坚持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与科研院所保持合作，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与

武汉理工大学、江苏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建立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以提高科研水平，持续保持技术创新的优势，对公司科研体系形成有效支持。 

公司完善的研发项目管理制度、员工创新激励机制以及与高校建立的良好“产学研”

合作关系是公司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也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充分的创

新保障。 

3、项目的预计收益 

本项目建设将通过优化管理、技术改进、科研项目开发及锻造基础技术的积累和研

发，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良好的效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科技创新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 

4、重新论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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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认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仍然具备实施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同时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合理把控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二）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补足公司热处理生产产能，满足企业自身加工需求 

随着风力发电、高精度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公司与全球大型客户合作的日益加深，

原有生产线的热处理环节由于场地面积有限，设备老旧，自动化程度低等诸多原因，已

无法满足公司现有的热处理需求。随着公司高端环锻件生产线新布局，产能将逐步增加，

未来热处理产能缺口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热处理是大幅提高零部件的材料性能和使用寿命的基础工艺，并且热处理门槛较高，

能够提供热处理服务的厂商较少，因此，热处理环节的毛利率一般比较高，减少热处理

外协可以大大降低公司在热处理上的成本。未来叠加能耗因素的影响，公司委外热处理

的成本还可能不断上升。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扩大公司的产能规模，保证公司产品的质量和供货能力，满

足日常经营的热处理需求，贯彻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布局，为公司成为锻造行业的龙头企

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2）加速延伸高端锻件产品线，优化公司未来产品结构 

环形锻件广泛应用于风电设备、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港口机械、冶金设备、船舶

等高端装备领域。其中，高端锻件在热处理过程中，对温度控制的稳定性、均匀性、可

靠性以及安全性有更高的要求。 

目前，公司的热处理设备智能化程度低，无法满足未来公司高端锻件产品的热处理

标准。公司亟需一批精密的、可靠的热处理设备，这是准确实施热处理工艺和保证产品

质量的一致性和重现性的物质条件。为了推行热处理精益生产，就应改变公司目前热处

理设计水平低、制造质量差的现状。 

本项目的实施，可以大大提高热处理生产线的智能化程度，提升产品寿命、安全性

和可靠性，大力提升公司热处理专业水平，为公司未来进军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



8 

 

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3）升级公司热处理智能装备，降低生产管理综合成本 

2021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求“加快数字经济、数

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2021

年 12 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5 年，规

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到

2035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

化”。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实现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力成本，

公司需要积极投资智能化设备。本次项目将引进大型可控气氛热处理智能化无人生产线、

真空热处理智能化无人生产线和大型锻件热处理智能化无人生产线，以实现热处理生产

流程数字化及生产管理过程网络化，可极大提高公司智能化水平。 

此外，公司热处理设备较为陈旧，能耗较高，虽然通过自主研发的余热淬火工艺降

低了生产能耗，但要适应未来的节能降耗标准还需要进一步降低碳排放的标准。因此，

公司必须通过设备的用电改造以及智能化建设来降低热处理工艺环节的能耗，进一步推

动公司向高效节能方向发展。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政策支持热处理工艺的发展 

2020 年 11 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统一部署下，中国热处理行业协会组织了强大的专

家队伍，在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编制了《热处理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未

来五年热处理行业要坚持推广绿色热处理技术与装备，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保证产品

质量，深入推进热处理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高效益发展；2021 年 3 月，国家颁布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

程，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2023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将大型（装炉量 1 吨以

上）多功能可控气氛热处理设备、智能化学热处理设备、多功能真空热处理设备及装炉

量 500 公斤以上真空热处理设备、全纤维炉衬热处理加热炉列入鼓励类项目。上述政策

的实施为锻造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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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主要应用行业的发展政策也为锻造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以风电行业为例，2016 年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发改委分别颁布了《“十四五”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

占比超过 50%，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2030 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

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2023 年发改委修订了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将“高强钢锻件；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

耐磨损等高性能，轻量化新材料铸件、锻件；高精度、低应力机床铸件、锻件；汽车、

能源装备、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军工、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用高性能关键铸件、锻

件”列入了鼓励类机械产业目录。 

锻造行业与下游应用行业相关政策的颁布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锻造行业热处理工艺作为高端锻件必不可少的基础工艺之一，正愈发被国家政策鼓励。 

（2）公司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本项目主要为公司生产的金属锻件产品提供热处理配套服务。近年来，公司高端环

锻件绿色智能制造项目及高端环锻件生产线扩建项目先后实施，热处理的产能缺口进一

步扩大。 

另外，《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2020》指出，“十三五”时期，全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年

均增长 16.9%，整体维持高速发展的势头。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累计并网风电装机容量

达 28,153 万千瓦，占全国电源总装机容量的 12.8%，占非化石电源装机容量的 28.6%，

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全国累

计并网风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4.67 亿千瓦，风电发电量约占全部发电量的 11.3%。随着国

家对产业升级及制造业改造的日益重视，对高端装备行业发展的鼓励，为工业锻件特别

是高端锻件市场带来良好的市场发展机会。 

公司自身大量热处理产能缺口使得本项目的实施能够减少巨额的外协费用，同时风

电装机与高端锻件的市场需求也为公司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3）公司有扎实的技术研发成果 

公司作为国内专业从事锻件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之初便重视对研发的投入。

在新工艺的开发和产品升级改进方面，公司通过不断加快新工艺开发和产品升级改进速

度，保持公司在锻造工艺和产品质量上的领先地位，满足市场的新需求，保障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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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行业产品的发展趋势。公司一直致力于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为了追赶

全球前沿锻造工艺和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实力，公司坚持技术创新，持续的研发投入为

公司的技术研发提供了资金保障。 

此外，公司深耕锻件行业多年，掌握了多项热处理核心技术，累计获得热处理相关

发明专利十余项。公司掌握的热处理相关技术，在行业内处于先进水平。公司不断优化

合金钢、碳素钢、不锈钢等不同材料的热处理工艺技术，在行业内开展绿色、节能热处

理工艺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掌握了环锻件锻后余热利用热处理工艺和装备设计技

术，有效解决传统热处理方式产生的高能耗、低效率、质量不稳定的瓶颈问题。 

目前公司已掌握了锻件产品的热处理工艺技术，公司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深厚的技术

积累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本配套募投项目实施，在技术储备方面具

有可行性，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技术障碍。 

3、项目的预计收益 

本项目聚焦公司主营业务，项目实施后将大大提高热处理生产线的智能化程度，提

升公司热处理专业水平，提升产品寿命、安全性和可靠性，保证产品质量和供货能力，

同时降低热处理工艺环节的能耗，进一步推动公司向高效节能方向发展。因此本项目的

继续实施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4、重新论证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处理智能化生产线项目”符合公司发

展规划，仍然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同时密切关注行业

发展动态，合理把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五、募投项目进度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部分集资金投资项目做延期调整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

决定。本次对募投项目进度进行延期仅涉及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实施方式和主要投资内容的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正常进行。 

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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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确保募集资金效益的实现。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配套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温合金关键零部件热

处理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

更的前提下，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将上述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

别调整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2026 年 6 月 30 日和 2026 年 8 月 31 日。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募投项目进度延期，是公司充分考虑了项目建设进度的具

体情况和研发实际需求做出的审慎决定。该事项仅涉及项目建设进度变化，未调整募投

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和资金用途，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

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进度延期，是公司充分考虑了项目建设进度的具体情况和研发实际

需求做出的审慎决定。该事项仅涉及项目建设进度变化，未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和资金用途，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并且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进度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事项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

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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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进度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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