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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出具的《关于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753 号）（以

下简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已收悉。 

根据贵所的要求，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

“华翔股份”）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

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康达律师”）和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容诚会计师”）对审

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审核问询函回复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山西华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审核问询函问题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引用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修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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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材料，发行人 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投入进度总计为 45.20%，其中“机加工扩产升级及部件产业链延伸

项目”投资进度占比为 24.00%，“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投资进度占比为 37.54%，上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均为 2025 年初。 

请发行人说明：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影响因素

是否已经消除或改善，目前的实施情况和后续计划，最新进展是否与原计划保持

一致。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经消

除或改善。 

（一）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 

2020 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且影响时间较长、影响范

围较广。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下，发行人的主要下游行业（白色家电行业、

汽车行业）2022 年景气度存在一定下行压力，我国白色家电 2022 年销量为 29,444

万台，较 2021 年同比降低 6.15%，我国汽车行业 2022 年销量为 2,686 万辆，较

2021 年仅增加 59 万辆，直接导致发行人下游行业需求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 

为进一步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高效合理利用募集资金，发行人在

综合考虑下游行业客户需求的释放、控制和降低自身成本和经营风险、增强自身

资产流动性和财务抗风险能力等各方面因素后，审慎推进前次募投项目的建设，

合理把控资金投入节奏安排，影响了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 

同时，宏观经济环境对前期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也产生了制约，导致项

目建筑工程的施工/建设/装修以及项目设备购置的合同谈判/交付周期/安装调试

等工作出现了延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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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经消除或改善 

2023 年我国经济快速复苏，上半年 GDP 超目标增长，整体经济形势稳中向

好，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9%，工业生产指数恢复较快，服务业生产指数维持

高位，实体经济发展信心逐步恢复。随着我国房地产政策的持续性修复以及消费

终端市场的加码，国内消费信心企稳复苏，发行人下游主要行业的经营环境和经

营业绩快速改善，对于供应链的需求快速释放。整体而言，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因

素已消除并获得明显改善。 

（三）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合理性 

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均系基于下游行业客户需求与客户协商谈判或依

据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做出的安排，拟投资的各条产线在针对的主要客户或主要下

游产品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对标安排。 

为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在确保不激进投资的前提下，自 2022 年前次募

投项目实施以来，发行人有序开展前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022 年 1-6 月 2022 年 7-12 月 2023 年 1-6 月 2023 年 7-11 月 

投入金额 投入占比 投入金额 投入占比 投入金额 投入占比 投入金额 投入占比 

机加工扩产升

级及部件产业

链延伸项目 

52,500.00 2,014.44 3.84% 2,617.87  4.99% 4,591.22 8.75% 6,126.25  11.67% 

铸造产线智能

化升级与研发

能力提升项目 

5,151.07 260.78 5.06% 1,096.26  21.28% 285.54 5.54% 392.97  7.63% 

由上表可知，前次募投项目“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在

2022 年的投入比例高于“机加工扩产升级及部件产业链延伸项目”，主要系该项

目建设内容为对整个生产环节最前端的铁水融化工段的智能化分析能力提升，不

涉及具体产能建设，因此在当年的经济环境背景下优先推进和实施；随着 2023

年宏观经济恢复好转和下游行业需求快速释放，发行人于 2023 年开始恢复并加

速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并优先推进和实施产能建设项目，“机加工扩产

升级及部件产业链延伸项目”的 2023 年的投入金额、投入比例均高于 2022 年同

比情况，也高于“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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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环境系影响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的根本因素，

其直接导致了发行人下游行业景气度和需求释放进而传导至发行人所处的供应

链上游，而整体供应链的不畅也导致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一定延迟和困难

（部分工作只能通过远程开展）；从前次募投项目具体实施和投入情况看，依据

宏观经济环境和下游行业景气度的变化，发行人审慎、合理地控制募投项目实施

和募集资金投入，既控制和降低自身成本和经营风险、增强自身资产流动性和财

务抗风险能力，又避免了募投项目的盲目和激进投资、充分保护了上市公司和股

东的权益。因此，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及其原因具备合理性，相关

影响因素目前已消除并大幅改善。 

二、前次募投项目目前的实施情况和后续计划，最新进展是否与原计划保持

一致。 

（一）前次募投项目目前的实施情况和后续计划 

截至 2023 年 11 月末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投入进度和项目建设

/设备的合同签署进度情况，以及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预计项目建设/设备合同签

署进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截至 2023 年 11 月末 截至 2023 年末预计 

资金投入金

额 

资金投入进

度 

合同签署金

额 

合同签署进

度 

合同签署金

额 

合同签署

进度 

机加工扩产升级及部

件产业链延伸项目 
15,349.78 29.25% 20,306.41 38.68% 24,306.41 46.30% 

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

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2,035.54  39.52% 2,805.54 54.47% 2,805.54 54.47%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1,015.64 100.07% 21,015.64 100.07% 21,015.64 100.07% 

合计 38,400.96 48.82% 44,127.59 56.11% 48,127.59 61.19% 

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发行人相关项目建设/设备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后，付款

时点包括预付款、发货款、验收款和质保款，同时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发行人

一般会预先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和应收账款债权凭证支付募投项目建设款，后期再

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同时，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点不必然为项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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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的时点，因此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项目建设/设

备合同签署情况更具有参考意义。 

因此，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确定的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48,127.59 万元，占拟投入募集资金比例 61.19%，其中：“机加工扩产升级及部

件产业链延伸项目”确定的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24,306.41 万元，占拟投入募集资

金比例 46.30%，“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确定的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 2,805.54 万元，占拟投入募集资金比例 54.47%。 

（二）最新进展是否与原计划保持一致 

发行人 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到位

后，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披露《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

告》，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2022 年初开始启动建设，建设期均为 3 年，项

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点为 2025 年初。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持续发力增长，发行人核心产品的下游应用行业（白

色家电行业及汽车行业）持续稳定发展，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不存在重大不利变

化；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业绩和质量持续向好，尤其是 2023 年以来各季度收入

水平和利润水平连续增长，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强度也在逐步加强，项目

后续推进和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重大不利影响，结合前述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前次募投项目确定的募集资金使用金额比例（“加工扩产升级及部件产业链

延伸项目”确定使用募集资金比例 46.30%、“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

提升项目”确定使用募集资金比例 54.47%）综合分析，预计发行人前次募投项

目后续实施基本与原计划保持一致，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人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关于前次募集资金资金使用情况、合同签署情况，了解发行人

前次募集资金整体实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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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发行人 2021 年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流水，了解前次募投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项目投资进度； 

3、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尚未结项的募投

项目实施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项目是否存在变更或延期的风险，以及后续的具

体计划及安排； 

4、查询近期市场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较慢的案例，综合判断宏观经济

环境对于上市公司募投项目的影响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宏观经济环境系影响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的根本因素，其直接导

致了发行人下游行业景气度和需求释放进而传导至发行人所处的供应链上游，而

整体供应链的不畅也导致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一定延迟和困难；从前次募投

项目具体实施和投入情况看，依据宏观经济环境和下游行业景气度的变化，发行

人审慎、合理地控制募投项目实施和募集资金投入，既控制和降低自身成本和经

营风险、增强自身资产流动性和财务抗风险能力，又避免了募投项目的盲目和激

进投资、充分保护了上市公司和股东的权益。因此，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

度较慢及其原因具备合理性，相关影响因素目前已消除并大幅改善； 

2、发行人 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实施情况符合宏观经济

环境及发行人实际的生产经营情况；结合下游市场环境和相关募投项目实施安排，

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的使用进度与原计划保持一致，项目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保荐人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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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山西华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

页）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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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确认审核问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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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王春翔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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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华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    

    

 李  翔  夏姗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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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全部内

容，了解本问询函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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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询函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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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董事长： 
 

 

  

 王  松（代）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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