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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博众精

工”）收到贵所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下发的《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

〔2020〕1028 号）（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公司已会同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上海

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现提交贵所，请予审核。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

明书》”）中的释义具有相同涵义。本回复报告中黑体加下划线内容为《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中的问题，涉及的相关补充披露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中以楷

体加粗方式列示。本回复报告的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

微小差异，均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说明如下：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下划线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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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

—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规定，采用简明语言，全面梳理整合“重大事项

提示”各项内容，突出重大性，增强针对性，强化风险导向，并补充、完善近

三年经营业绩持续下滑的风险。 

回复： 

为突出重大性、增强针对性，发行人已将“重大事项提示”中“三、本次发

行相关主体作出的重要承诺”、“四、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五、

新收入准则执行对公司收入具体确认原则的影响”删除；并结合 2020 年业绩情

况，修改了“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并将其提前到首个风险事项进行披露。

具体修改如下： 

“一、近三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3 月，公司的营业

收入分别为 199,136.53 万元、251,751.29 万元、211,050.67 万元以及 12,443.86 万

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8,155.74 万

元、30,674.64万元、28,307.41万元以及-12,386.28万元。2019年度、2020年 1-3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同比下滑 7.72%、

327.27%。 

公司 2020 年预计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 235,724.38 万元至 260,537.47 万

元，收入增长 11.69%至 23.4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预计为 19,074.18 万元至 21,081.99 万元。公司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经营

业绩持续下滑。 

2020 年度公司为应对募投项目投产、布局新的业务领域、提升自身研发实

力等需求，一方面增加了研发人员数量，研发人员增加超过 270 人，导致研发

费用中直接人工费用增加超过 5,000 万元，另一方面公司对研发人员实施期权

激励，影响当期研发费用的金额为 1,358 万元。研发支出的大幅上升导致 2020

年预计的业绩较去年下滑，同比下降预计为 25.52%至 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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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发行人对比说明“业务与技术”和“营业收入”中产品分类不一致的

原因，以及“数字化工厂”的具体含义。 

回复： 

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将产品分为：自动化设备（线）、治具类

产品和核心零部件三类，并分别介绍了产品主要用途情况。“财务会计信息与管

理层分析”章节中的“营业收入分析”部分将产品分为：自动化设备（线），治

具、配件及核心零部件两类。“毛利及毛利率分析”部分按照自动化装配、自动

化检测、治具及零配件、数字化工厂和核心零部件五类进行了披露分析。 

上述三种产品分类对应关系如下： 

“业务与技术”中产品分类 “营业收入”中产品分类 “毛利率”中产品分类 

自动化设备（线） 自动化设备（线） 

自动化装配 

自动化检测 

数字化工厂 

治具及零配件 
治具、配件及核心零部件 

治具及零配件 

核心零部件 核心零部件 

其中，报告期内发行人在数字化工厂领域的主要产品应用为智能仓储系统。

为方便投资者理解，发行人将“数字化工厂”调整为“自动化仓储物流设备（系

统）”，并修改了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关表述。 

发行人在招股书“业务与技术”的产品基本情况介绍部分，为简明扼要说明

公司产品情况和主要用途的区别，以产品性能为划分标准，分为了自动化设备

（线）、治具及零配件、核心零部件三类。其中，自动化设备（线）包括自动化

装配、自动化检测和数字化工厂（后续修改成“自动化仓储物流设备（系统）”）。 

发行人在招股书的财务章节“营业收入”中未再单独列示核心零部件，主要

考虑报告期内核心零部件的销售收入金额较小，对营业收入的影响较小。 

发行人在招股书的财务章节“毛利及毛利率分析”中，为便于投资者理解和

对比，将产品的毛利率更为细化，分为了自动化装配、自动化检测、治具及零配

件、数字化工厂和核心零部件等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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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前后披露一致性，发行人已修改招股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

理层分析”之“九、经营成果分析”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中的产品分类，

将“核心零部件”单列，与“业务与技术”中产品分类保持一致。具体如下： 

“（2）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别分析 

按产品类别分类，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3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自动化

设 备

（线） 

8,684.00 69.80 165,229.33 78.36 185,426.99 73.74 149,674.62 75.22 

治具、

配件 
3,085.19 24.80 40,626.69 19.27 64,131.15 25.50 48,740.46 24.49 

核心零

部件 
672.33 5.40 5,009.35 2.38 1,889.29 0.75 566.42 0.28 

合计 12,441.52 100.00 210,865.37 100.00 251,447.42 100.00 198,981.51 100.00 

由上表可见，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动化设备产品的

销售，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3 月，其合计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75.22%、73.74%、78.36%和 69.80%。自动化设备产品为公司的

主导产品，主要为应用于下游各应用领域产品的组装、检测等环节，随着工业

自动化装备需求的持续增加及公司产品品牌效应的不断显现，公司在客户供应

链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018 年，公司自动化设备产品的合计收入同比增长

23.89%，主要系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获取新客户，并开拓下游应用领

域，新增了蔚来汽车、立讯精密等客户资源。2019 年，受下游主要客户自身经

营情况影响，公司自动化设备产品收入较 2018年减少 20,197.66万元，同比下降

10.89%。一方面，苹果公司订单量的下滑导致公司对苹果公司的收入有所减

少，由 2018 年度的 118,712.70 万元下降至 2019 年度的 90,070.65 万元；另一方

面，公司对蔚来汽车的自动化换电站及配套产品销售规模下降，由 2018 年的

21,045.26 万元下降至 2019 年的 3,465.57 万元。2020 年 1-3 月，受疫情影响，公

司产品出货进度及客户设备验收进度均有所滞后。 

公司治具、配件的销售主要为配合自动化设备产品使用的功能治具、组件

和零配件等。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3 月，治具及配件

的收入分别为 48,740.46 万元、64,131.15 万元、40,626.69 万元和 3,0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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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4.49%、25.50%、19.27%和 24.80%。

2019 年度，治具、配件及核心零部件销售占比较低，为 21.64%，主要系公司对

代工厂的自动化设备销售金额及占比提高所致。 

核心零部件是公司向自动化装备行业上游延伸的重要业务战略布局。报告

期内，核心零部件销售收入规模相对较小，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年 1-3月，分别为 566.42 万元、1,889.29 万元、5,009.35万元和 672.33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28%、0.75%、2.38%和 5.40%。2020 年

1-3 月，核心零部件销售占比较高，主要系受疫情影响，一季度设备类产品验

收较少、整体收入金额较小所致。” 

同时，发行人对招股说明书中涉及“数字化工厂”的表述进行逐一修改。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回复：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众精工”或“发行人”或“公司”）

于 2011 年 8 月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132000402），并分

别于 2014 年、2017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重新认定，博众精工自 2017 年度

至 2019 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率 15%的税收优惠。但是，在 2020 年高新技术企业

评定中，博众精工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重新认定。 

一、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重新认定未通过的原因 

根据苏州市科学技术局出具的情况说明，2020 年博众精工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期满当年参加重新认定未通过，主要系申报材料中财务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的

情况所致。博众精工在此次重新认定申请中，提交的 2017 年、2018 年的年度审

计报告中的财务数据与其他申请材料中引用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申请需提交“经具有资质的中介

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发行人在此次申请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时，提交了因补计报告期外收入进行追溯调整前的 2017 年、2018 年的母公

司单体审计报告，导致单体审计报告的财务数据与财务情况说明书等其他高新申

请材料中引用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最终导致未能通过本次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8-1-7 

二、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重新认定未通过的影响 

（一）财务方面 

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博众精工（母公司）和上海莘翔（子公司）为主要

利润来源，其中上海莘翔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申请。 

2020 年度，博众精工未能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优惠，企业所得税税

率由原来的 15%变成 25%，预计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1,200.00 万元，

占预计的全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约为

5.69%-6.29%左右，占比相对较低，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经营方面 

目前，发行人与主要客户、供应商的合作稳定，未发生客户因为公司不具有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而流失的情形，也未发生供应商限制对公司供应原材料的情

形；发行人的研发团队稳定，各项研发工作开展正常，与客户的各项技术交流、

沟通等未受到影响。发行人本次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申请认定，未对发行人

的生产、研发、销售和采购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根据苏州市科学技术局确认，博众精工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具有丰富的

技术经验，拥有超过 800 项发明专利，曾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等技术荣誉，是

一家优秀的科技创新企业。 

三、发行人对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应对措施 

得知博众精工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重新认定后，发行人组织内部高新申

报工作小组进行严格自查，并向相关主管部门了解未通过的原因等事项。博众精

工在注册成立时间、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产品收入规模、研发费用投入及研

发人员占比等各个方面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未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认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发行人已将博众精工高新资质申请作为 2021 年度重点工作事项之一。发行

人计划于 2021 年重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严格把关申请材料质量，确保申

报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尽全力争取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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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提示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重新认定未通过的相关风险，发行人在招股说

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及“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财务风险”中进一步补

充披露如下： 

“母公司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导致盈利水平下降的风险 

博众精工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取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

苏省国家税务局和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共同批准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

书编号：GR201732003498），有效期三年。博众精工自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享

受企业所得税率为 15%的税收优惠。 

2020 年博众精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参加重新认定未通过，无法继

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母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 15%

变成 25%，对发行人当期盈利水平会产生一定影响。发行人预计对当期净利润的

影响金额约为 1,200.00 万元，占预计的全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例约为 5.69%-6.29%左右，占比相对较低。 

博众精工在注册成立时间、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产品收入规模、研发

费用投入及研发人员占比等各个方面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发行人母

公司计划于 2021 年重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控股子公司上海莘翔于 2017 年 11月 23日取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

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共同批准颁发的《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731002358），有效期三年。上海莘翔自 2017 年

度至 2019 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率为 15%的税收优惠。2020 年，上海莘翔已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申请。 

控股子公司苏州灵猴于 2018 年 11月 30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

号为 GR201832006924），有效期三年。苏州灵猴自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享受企

业所得税率为 15%的税收优惠。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3 号）的规定，上海莘翔、苏

州灵猴在其后的经营中若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或未能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复审，将不能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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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1、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高新申请工作负责人，了解 2020 年度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重新认定申请工作的情况； 

2、取得全套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申请材料，复核申请材料的一致性； 

3、取得苏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通过高新技术

企业资质重新认定申请的情况说明。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博众精工未通过 2020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重新

认定主要系申报材料中财务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所致；未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重新认定对发行人净利润水平影响较小，不会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和生产

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符合《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的发行条件，相关财务指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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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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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劭悦 
 

米 耀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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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作为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的总经理，现就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

复的全部内容，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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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不存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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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总经理：  

 马  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