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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泰

禾智能”）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405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

为泰禾智能 2022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对问询函

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募投项目延期。根据年报及临时公告，公司多个募投项目存在延期情

况。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最开始为 2021 年 3 月，经过多次延期，已经延期至 2026 年 3 月，截至目前投

入进度为 10.87%；非公发募投项目“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进

展缓慢，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已延期至 2026 年 5 月，2024 年度投入 2100.31 万

元，投入进度为 30%，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卓海智能，公司称延期原因系下游市

场需求未达到预期，较原计划产能仍有一定差距，未来市场存在不确定风险因素。

请公司：（1）结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项目实际建设进度、

研发实际需求等情况，说明募投项目多次延期、募集资金使用率较低的原因及合

理性，并进一步说明前期项目论证是否充分、立项是否审慎，以及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化；（2）结合卓海智能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及市场环境，以及目前

产能利用率、销售情况，说明募投项目“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

投入缓慢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卓海智能 2024 年业绩大幅改善情况是否矛盾。请

保荐机构对该问题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项目实际建设进度、研发实

际需求等情况，说明募投项目多次延期、募集资金使用率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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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一步说明前期项目论证是否充分、立项是否审慎，以及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一）结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项目实际建设进度、研发

实际需求等情况，说明募投项目多次延期、募集资金使用率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包括建设面积为 13,200m²的研发中心，

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研发设备和软件以及新增加研发人员，以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

和研发水平。该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 13,460.53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9,595.12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11,105.73 万元，预备费 633.60 万元，研发软件

794.70 万元，研发支出 926.50 万元。 

截至 2025 年 3 月 15 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1,042.81 万

元，募集资金投入进度为 10.87%，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明细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一 固定资产 11,105.73  7,916.93  429.40 

1 建筑及安装工程费 4,667.18  3,327.59  -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6,438.55  4,589.35  429.40 

二 预备费 633.60  451.93  - 

三 研发软件 794.70  566.11  99.60 

四 研发支出 926.50  660.14  513.81 

合计   13,460.53  9,595.12  1,042.81  

由上表看出，该募投项目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如下： 

1、建筑及安装工程费：受研发中心办公楼建设地址变更、经济环境及市场

需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本着谨慎节约的原则，公司通过对原有办公楼及车间进

行改造等方式暂时解决研发场所问题，放缓了建筑及安装工程费投入进度。 

2、设备购置及安装费：该项目除涵盖当时在研项目外，还包括未来 3 至 5

年的研发项目。在后期项目研发进程中，公司对市场环境、技术可行性及资源投

入进行了综合评估，由于部分研发设备价格较高，公司通过充分利用已有设备并

购买部分研发设备，满足了公司当前研发新产品的需求，本着谨慎节约的原则，

放缓了价值较高的研发设备购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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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同样可以看出，除固定资产投入缓慢外，研发支出投入基本按计划进行，

有力支撑了公司研发活动开展。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光学、高低温老化测试、

铅房、硬件等实验室的建设，改进了可见光分选技术，研发完成了近红外/紫外分

选技术、X 射线检测技术、AI 智能分选系统技术等。 

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多次延期、募集资金使用率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如下： 

2019 年 3 月，公司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和未来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为了保

持公司技术、工艺的先进性以及本着高效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经审慎研究，在

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力度的基础上，调整募投项目的投入进度，将该募投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21 年 3 月。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 年 4 月，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保障资金的安全、合理、有效

运用，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投资进度以及公司中长期发

展战略，并在综合考虑后期整体施工进展的基础上，经过审慎研究，公司拟将“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地点由“安徽肥西县桃花工业园玉兰大道”变更至“安

徽省肥西县新港工业园派河大道与蓬莱路交口东南侧”，并调整“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至 2023 年 3 月。主要原因如下：①综合办公

楼及厂房占用了绝大部分建设用地，剩余建设用地空间受限，不再适合建设研发

楼；②考虑市场环境变化及降低研发成本等原因，慎重推进研发楼的建设，通过

使用自有资金对原有办公楼及车间进行改造等方式解决研发人员办公场所紧缺

的问题。另外，公司于 2020 年竞得 464.19 亩新建设用地，根据公司未来业务规

划，该建设用地主要用于研发、制造高端智能装备产品，故经过审慎研究论证后，

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从“安徽肥西县桃花工业园玉兰大道”变更

至新建设用地地址“安徽省肥西县新港工业园派河大道与蓬莱路交口东南侧”，

同时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为 2023 年 3 月，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

总额、实施主体不变。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继续推进“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建设。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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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由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近两年受经济大环境及市场需求

放缓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项目所涉及的建设施工、研发设备和软件采购等受到一

定程度滞后影响，同时出于降低研发成本等方面的考虑，项目投资进度较预计有

所延迟，暂无法在原计划的时间内完成建设。为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质量，为维护

全体股东的利益，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经公

司审慎研究论证后，将该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至 2025 年 3 月。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5 年 3 月，由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近两年受经济大环境及市场需求

放缓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项目所涉及的建设施工、研发设备和软件采购等受到一

定程度滞后影响，同时出于降低非技术研发成本等方面的考虑，预计该募投项目

无法在原计划的时间内完成建设。为确保募投项目建设效能，维护全体股东的利

益，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论证后，将该募投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3 月。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及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综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历次延期，均是根据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战略做出的调整，同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本着审

慎使用募集资金，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放缓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

保投资效率。因此，该募投项目多次延期具备合理性。 

（二）前期论证情况 

2011 年 3 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十二五”机械工业发展总体规

划》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列为重点任务，其中包括“集中力量实施科技重大

专项，加快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技术装备集成创新”，“在产品中嵌入信息

技术，实现生产装备和产品的数字化、智能化为重点，积极发展数字化制造和信

息化管理。” 

2012 年 2 月工信部与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粮食加工业发展规划 2011-2020》

将“加强自主创新，提升技术装备水平”列为重点任务，并将推广“杂粮、杂豆

精选技术”以及“解决大米和面粉生产中有害霉菌等污染物残存问题，开发智能

化、数字化在线监控技术”等列为粮食加工业重点突破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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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工信部印发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将“智能制

造装备”列入发展重点。“智能制造装备”的发展方向是：“围绕感知、决策和

执行等智能功能的实现，重点突破新型传感技术、模块化与嵌入式控制系统设计

技术、先进控制与优化技术、系统协同技术等九大类共性、基础关键智能技术，

加强对共性智能技术、算法、软件架构、软件平台、软件系统、嵌入式系统、大

型复杂装备系统仿真软件的研发，为实现制造装备和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提供技术

支撑。”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创新之路，对于产品技术研发

给予了很多投入，不断推出新项目和新产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很多已经取

得了国家相关的专利保护，并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但智能检测分选设备和工业

机器人市场的参与者是全球化的，除了本土公司，还包括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

的老牌生产企业，这些企业进入市场时间较早，发展历史悠久，技术实力雄厚，

与之相比，公司在技术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本项目的建设。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

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在扩大研发中心规模时，重点建设光学、硬件、软件实验

室和机械装配、调试实验室，同时建立机器人应用软件、视觉系统、运动控制系

统、智能化系统实验室，这样能够从硬件上加强研发实力建设，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此外，公司将购置先进的研发、调试设备，并引入优秀的研发人员，以

加强研发中心的整体实力。项目实施后，公司在管理能力、技术实力等方面也将

迈上新的台阶，公司的市场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三）立项情况 

2016 年 9 月 21 日，肥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发改中字【2016】144 号

《关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备案》，同意该项目备案。 

2016 年 12 月 6 日，肥西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肥环建审【2016】181 号《关于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

见》，同意该项目备案。 

（四）前期决策是否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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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直秉持审慎投资的策略，在履行项目投资决策过程中，综合考虑宏观

环境、市场前景、投资效益等众多因素，同时根据公司战略投资布局及业务拓展

计划，进行充分可行性论证、详细投资测算，保证决策程序完备。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前期评审均经公司开展市场调研、内部经济测算等投

资拓展的前期工作，并编制了《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该募投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项目的技术基础、

近期研发计划等相关信息。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时均进行充分讨论和研究，

对该项目的背景、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全面了解，会上逐项进行审议。 

综上，公司认为，该募投项目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公司业务拓展需求，

投资测算契合当时宏观经济、行业发展整体趋势，论证充分，决策程序完备，前

期决策及论证过程是审慎的。 

（五）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该募投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理由如下： 

1、市场需求升级驱动技术多元化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应用

领域不断拓展，智能分选装备已从识别简单特征向识别复杂特征发展，不断融入

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的技术，从过去要求的“色选、形选”向“智选、质选”

方向提出新需求。同时，智能分选装备应用领域已由传统农副产品领域扩展至矿

石、再生资源、食品 X 光检测、水产、果蔬、固体废弃物等新兴领域，不同场景

对分选精度、速度及设备适应性提出差异化技术需求。 

2、行业政策支持带来新的发展机会。2025 年 1 月 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 2025 年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

知》，明确了将色选机设备纳入报废更新补贴范围，由各地区按照规定测算报废

更新补贴标准等内容。行业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将有力促进色选机的更新换代，

为色选机装备制造企业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机会。 

综上，近几年虽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放缓了固定资产的投资进度，但

从智能分选行业来看，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智能分选行业的技术迭代具有强需

求导向性，研发创新是维持公司现有市场地位的必要条件，更是拓展增量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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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驱动力。后续，该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如有变化，公

司将及时做出调整，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结合卓海智能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及市场环境，以及目前产能利用率、销

售情况，说明募投项目“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投入缓慢的原因

及合理性，与卓海智能 2024 年业绩大幅改善情况是否矛盾。 

（一）募投项目“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投入缓慢的原因及

合理性 

1、行业情况及市场环境 

卓海智能“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计划投资总额为 30,058.00

万元，拟建设具备年产 60 台智能煤炭干选机的生产研发基地。卓海智能募投项

目原有的可研分析主要基于当时煤炭智能分选机市场较好，行业内企业较少，产

品售价和毛利率均保持较高水平，再加上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通过对政策环境、

市场环境以及卓海智能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决定用募集资金实施该项

目。 

从行业发展来看，2022 年、2023 年，煤炭行业整体呈现出稳中有进、持续

向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煤炭开采与洗选领域，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扩张阶段，展

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2024 年，煤炭市场受钢铁行业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多

种类型的煤炭价格持续下跌，影响了煤炭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度，从而延缓了

对煤炭智能分选机的市场需求；加之煤炭智能分选机市场竞争加剧，在一定期间

内对市场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而阻碍了煤炭智能分选机市场的发展步伐。具

体情况如下： 

从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来看，受“碳达峰”、“碳中和”影

响，我国低碳能源发展趋势明显，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持续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 55.3%，

与 2014 年相比下降了 10.7%；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

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则由 16.9%提升至 26.4%。 

2014 年-2023 年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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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煤炭产量来看，2014 至 2023 年全国煤炭产量从 38.74 亿吨增长至 47.10

亿吨，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19%，远低于同期我国 GDP 增长率。加之煤炭是典

型的周期性行业，其波动受供需关系、宏观经济周期、政策调控及库存周期四大

核心因素驱动，目前煤价从 2021 年见顶已持续下跌近 4 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我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营业收入 34,958.7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1%，实

现利润总额 7,628.9 亿元，同比下降 25.3%。而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行业产能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大型煤炭企业将占据主导地位。根据《2023 煤炭行业发展年

度报告》，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煤矿数量已减少至 4,300 处左右，其中年产 12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煤矿产量占全国的 85%以上。 

2014 年-2023 年我国煤炭产量（亿吨） 

在煤炭领域，智能干选机是运用基于 X 射线技术分离原煤和煤矸石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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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选煤的生产设备，通常情况下，年产煤量 120 万吨的矿井，需要两台煤炭智

能干选机的使用量，因此煤炭智能干选机的市场需求与煤炭行业发展息息相关，

然而考虑到受整体大环境影响，煤炭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度有所放缓，采用煤

炭智能干选机替代传统湿法分选设备的意愿有所下降，加之从竞争态势来看，以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锻智能”）和天津美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腾科技”）等为代表的行业从业者通过价格竞争等方式

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2、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 

（1）卓海智能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对比情况 

①卓海智能募投项目实施情况 

卓海智能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于 2023 年 3 月到

账，其募投项目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4 年 5 月，后调整为 2026 年 5

月。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卓海智能“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

实施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累计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

金占拟投入募集资

金比例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金额 

智能煤炭干选

机产业化项目

（一期） 

30,058.00 9,018.63 30.00% 21,039.37 

②同行业可比公司募投项目实施情况 

I、合锻智能募投项目实施情况 

合锻智能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于 2022 年 1 月到

账，其募投项目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5 年 2 月，后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根据合锻智能于 2025 年 1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延期的公告》，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合锻智能

“年产 80台煤炭智能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实施进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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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累计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累计已投入募集

资金占拟投入募

集资金比例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金额 

年产 80 台煤炭智

能干选机产业化

项目（一期） 

30,861.82 7,648.15 24.78% 23,213.67 

II、美腾科技募投项目实施情况 

美腾科技首次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于 2022 年 12 月

到账，其募投项目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4 年 7 月，后调整为 2025 年

7 月。根据美腾科技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美腾科技“智

能装备生产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累计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

金占拟投入募集资

金比例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金额 

智能装备生产及测

试基地建设项目 
12,103.27 7,966.57 62.82% 4,136.70 

由上表可见，卓海智能募投项目投入进度高于合锻智能，低于美腾科技。美

腾科技募投项目投入进度较快主要系美腾科技为煤炭分选市场行业龙头，客户以

煤炭领域的生产企业为主，其 2024 年来自煤炭行业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比重为 89.61%，产品结构与卓海智能、合锻智能存在差异。 

综上，卓海智能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与合锻智能基本一致，两者均是因为受大

环境影响，煤炭行业上下游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从而放缓了投资进度。 

（2）卓海智能主要产品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产品的财务数据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卓海智能 

2022 年 3,158.72 1,942.72 38.50% 

2023 年 1,898.23 1,548.53 18.42% 

2024 年 3,111.50 2,081.57 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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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腾科技 

2022 年 30,644.76 12,706.86 58.53% 

2023 年 34,372.78 17,756.40 48.34% 

2024 年 36,559.08 21,266.62 41.83% 

注：同行业上市公司合锻智能未单独披露煤炭智能干选机相关财务数据，因此仅对比了

美腾科技智能装备产品财务数据。 

由上表可见，卓海智能营业收入与毛利率均低于美腾科技，主要系一方面卓

海智能规模较小，其煤炭智能干选机产销量远低于美腾科技，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另一方面智能煤炭干选机业务均为项目制模式，不同项目之间由于受项目整体预

算、技术配置方案、实施周期的影响，导致不同智能煤炭干选机的毛利率存在差

异。 

3、近三年卓海智能智能煤炭干选机产能利用率、销售情况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卓海智能智能煤炭干选机产能利用率、销售情况如

下： 

时间 产量（台） 销量（台） 产能情况（台） 产能利用率 

2022 年 3 5 10 30.00% 

2023 年 7 5 10 70.00% 

2024 年 9 9 30 30.00% 

鉴于煤炭智能干选机的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卓海智

能主动控制产能建设进度，充分利用已投入的煤炭智能干选机生产线，满足当前

业务需求。 

综上，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及卓海智能现有产能情况，卓海智能募投项

目投入缓慢与煤炭市场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 

（二）“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投入缓慢与卓海智能 2024 年业

绩大幅改善情况是否矛盾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卓海智能的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率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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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485.52 1,262.86 56.82% 2,222.66 -1,037.96 -31.83% 3,260.62 

营业成本 2,245.25 525.77 30.58% 1,719.48 -296.74 -14.72% 2,016.22 

营业毛利 1,240.27 737.09 146.49% 503.18 -741.22 -59.56% 1,244.40 

销售费用 1,004.19 -659.99 -39.66% 1,664.18 -484.48 -22.55% 2,148.66 

管理费用 877.77 77.08 9.63% 800.69 104.34 14.98% 696.35 

研发费用 745.66 -384.06 -34.00% 1,129.72 -38.35 -3.28% 1,168.07 

财务费用 673.83 -45.26 -6.29% 719.09 215.49 42.79% 503.6 

信用减值损失 -17.82 162.36 90.11% -180.18 -128.62 -249.46% -51.56 

资产减值损失 11.48 787.53 101.48% -776.05 -774.49 -49,646.79% -1.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82.31 2,825.54 61.32% -4,607.85 -1,570.96 -51.73% -3,036.89 

卓海智能 2024 年度净利润为-1,782.31 万元，较 2023 年度减亏较多。主要原

因如下： 

卓海智能前期为加大煤炭分选市场的开拓，招聘了较多销售人员进行市场推

介，故销售费用中的职工薪酬、差旅费以及业务招待费等费用占比较高。 

2023 年度下半年，卓海智能对市场开拓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签订单

主要系通过渠道商方式取得，销售人员推介方式开拓的订单较少，通过销售人员

推介并非有效的市场开拓方式。为此，卓海智能开始缩减销售人员，并加强渠道

商开拓。 

由于卓海智能的销售策略一旦制定，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验证和反应，销售

策略调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故 2023 年度销售收入较低，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

金额、差旅费金额以及业务招待费金额依旧较高。另外由于销售费用率较高，卓

海智能存货计提跌价损失的金额也相应较高，由于以上原因，卓海智能 2023 年

度亏损金额较大。 

卓海智能销售策略调整后，2024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 56.82%，销售费用下降

39.66%，相应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亦下降较多，再加上研发费用及信用减值损失

减少，故卓海智能 2024 年度较 2023 年度减亏较多。 

综上，“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投入缓慢与卓海智能 2024 年

业绩大幅改善情况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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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受到外部环境、市场变化和公司战略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实施进展相比预期有所延后，募集资金使用率较低具有合理性；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公司业务拓展需求，投资测算契合当时宏观经济、

行业发展整体趋势，论证充分，决策程序完备，前期决策及论证过程审慎；募投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后续，该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

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该募投项目投资进展。 

2、受大环境影响以及煤炭行业上下游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公司放缓了智能

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的投资进度，具有合理性；卓海智能 2024 年业

绩变动系公司降本增效与销售策略调整所致，其 2024 年业绩大幅改善与“智能

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投入缓慢不矛盾。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