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1  

  



 

8-2-2  

  



 

8-2-3  

江苏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天职业字[2022]40970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9 月 5 日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已收悉，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申报会计师"）作

为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或"微导纳米"）

的申报会计师，对落实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逐条回复如下（本说明除

特别注外，所涉及公司财务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如无特别说明，本答复使用的简称与《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的释义相同。 

在本问询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

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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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营业收入及其他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1,581.56 万元、31,255.41 万元、

42,791.71 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455.11 万元、5,701.44 万元、4,611.37

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289.30 万元、5,098.54 万元、2,668.90 万元；

其中第四季度销售收入金额分别为 11,126.37 万元、4,507.15万元、19,705.47

万元，占比分别为 51.56%、14.42%、46.09%。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第一大客户通威太阳能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4,422.70 万

元、19,669.22 万元、11,963.25 万元。其中，2019 年和 2020 年发行人通过华

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租赁）向通威太阳能销售设备金额分别

为 2,837.61 万元和 5,107.69万元。 

报告期末，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 360.01万元、1,350.62 万元和

2,089.37万元。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报告期各期软件销售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分别为

464.33万元、1,677.04 万元和 911.51万元。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根据财政部于 2021 年 5月 18日发布的股份支付准则应

用案例，将根据首次公开发行成功时点确定锁定期的股权激励事项，由原一次性

确认股份支付修改为按合理估计的服务期间进行分期确认。上述事项作为前期差

错更正，对公司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请发行人（1）分析报告期内扣非前后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

原因及合理性；（2）列示报告期各期第四季度各月销售收入确认金额及占比，

报告期各期 12月份每台设备销售的客户、对应合同签订时间及金额、设备生产、

发货、安装调试、验收、收入确认金额、日期和具体依据、款项回收情况，报告

期各期 12 月收入的平均业务周期（发货至验收）与公司一般业务周期是否存在

差异；（3）结合具体合同条款说明，采用融资租赁方式销售设备与常规方式销

售设备，发行人权利义务存在的差异，是否存在华融租赁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的

情形，融资租赁方式下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及金额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4）说明报告期内验收前后退换货、销售合同或订单取消、亏损合同

的相关情况及对应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5）说明软件和硬件收入划分依据，

量化分析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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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报告期内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分析报告期内扣非前后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

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与经营业绩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9-2021 年度 

变动情况 

金额 幅度 

营业收入 15,561.31 42,791.71 31,255.41 21,581.56 21,210.15 98.28% 

营业成本 10,228.76 23,207.20 15,034.21 9,931.54 13,275.66 133.67% 

销售费用 2,196.87 3,358.48 2,892.89 1,009.73 2,348.75 232.61% 

管理费用 1,711.49 2,577.92 2,086.37 1,104.26 1,473.66 133.45% 

研发费用 6,183.74 9,704.00 5,373.47 3,109.05 6,594.94 212.1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3,925.03 4,611.37 5,701.44  5,455.11 -843.74 -15.47%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4,930.65 2,668.90 5,098.54 5,289.30 -2,620.40 -49.54% 

报告期内，公司扣非前后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原因为：

（1）2021 年、2022 年 1-6 月，公司收入结构变化导致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下降；

（2）公司设备产品从发货至验收的时间约为 6-14 个月，验收周期长导致收入确

认与因订单增加而相应增加的管理、销售费用周期不一致；（3）公司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导致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大幅增加。 

1、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化情况的具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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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专用设备 32.45% 95.13% 34.48% 70.29% 50.83% 95.74% 52.35% 93.59% 

配套产品及

服务 
66.74% 4.87% 72.68% 29.71% 75.59% 4.26% 77.64% 6.41% 

合计 34.12% 100.00% 45.83% 100.00% 51.89% 100.00% 53.97% 100.00% 

2019-2020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结构以专用设备为主，实现销售的专用设

备均为毛利率相对较高的 ALD 设备，毛利率分别为 52.35%、50.83%，基本保持

稳定。 

为了配套公司的 ALD 设备产品、拓展布局技术路线、满足为客户提供薄膜

沉积整体解决方案的需求，公司开发的 PECVD 设备、PEALD 二合一平台设备

自 2021 年开始实现销售，2021 年、2022 年 1-6 月，公司 ALD 设备销售收入占

专用设备销售收入的比例变化为 53.70%、44.18%。公司 PECVD 设备、PEALD

二合一设备在 PERC 光伏电池市场上已存在成熟的竞争方案，在产品定价上参考

了竞争产品的售价，因此毛利率相对较低。 

此外，2022 年 1-6 月，公司专用设备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不存在较大变化，

而毛利率较高的设备改造业务收入占比由 2021 年的 29.71%下降至 2.89%，从而

导致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随着公司产品在 TOPCon 等新型高效电池技术的深化应用，以及半导体各细

分领域业务的拓展，核心产品 ALD 设备新增订单数量大幅增长。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在手订单合计 16.29 亿元，其中专用设备订单合计 15.04 亿元，ALD

设备在专用设备中占比为 80.31%。 

2、期间费用大幅增长的具体分析 

2019-2021 年，公司期间费用大幅增长，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和在手订

单规模持续增长，公司在光伏新型高效电池和半导体各细分领域的产品、技术方

面持续加强研发，扩充了管理、销售、研发等人员，并提高了相关投入。2022 年

1-6 月，公司出现亏损，主要系订单规模持续增长且公司持续加强研发，因此进

一步扩充了管理、销售、研发等人员，并提高了相关投入，导致期间费用进一步

大幅增长所致。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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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及支持人员数量增长导致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2019-2021 年，公司销售费用合计增长 2,348.75 万元，增幅 232.61%。2022

年 1-6 月，公司销售费用为 2,196.87 万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 50.86%，主要系销

售及支持人员数量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及支持人员平均人数分别为 29.67 人、51.67 人、86.58

人、124.33 人，平均人数持续增长。以上人员中除销售商务对接人员外，主要为

负责对客户设备装机、使用过程中反馈的问题进行及时跟进和解决，并提供现场

培训、技术支持和产品售后保障等服务的技术支持人员，一般在设备发出后即前

往客户现场为客户提供驻场服务。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和订单规模的增长，客户现

场服务的需求随之增加。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分别为 6.00 亿元、

7.92 亿元、8.78 亿元、16.29 亿元，公司销售及支持人员数量的增长与业务及订

单规模增长相匹配。 

（2）管理人员数量增长导致管理费用有所增加 

2019-2021 年，公司管理费用合计增长 1,473.66 万元，增幅 133.45%。2022

年 1-6 月，公司管理费用为 1,711.49 万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 65.01%，主要系主

要系管理人员数量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人员平均人数分别为 24.00 人、41.08 人、54.33 人、73.33

人，主要为新增采购人员、EHS 厂务管理人员、人事行政管理人员数量。随着业

务规模增长，公司业务领域由光伏拓展至半导体，且持续推出新型号专用设备产

品，生产所需原材料数量、种类有所增加，公司对应新增了采购人员；随着生产

规模扩大，公司生产流程优化、生产安全管理需求有所增长，公司对应新增了 EHS

厂务管理人员；报告期内，公司员工总人数由 2019 年末的 257 人增加至 2022 年

6 月末的 808 人，人事及行政管理需求增加，公司相应新增了人事行政管理人员。

以上管理人员数量的增加与与公司业务规模、订单规模、员工人数的增长相匹配。 

（3）研发人员数量及人均薪酬增长、研发项目数量增加导致研发费用同比

增加 

2019-2021 年，公司研发费用合计增长 6,594.94 万元，增幅 212.12%。2022

年 1-6 月，公司研发费用为 6,183.74 万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 46.35%，主要系主

要系公司在光伏新型高效电池和半导体各细分领域的产品、技术方面持续加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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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研发人员数量、研发项目数量及相应发生的材料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平均人数分别为 66.00 人、115.83 人、170.08 人、

196.00 人，主要系公司为增强研发实力和技术储备增加研发人员数量。2021 年

度公司研发人员人均薪酬比 2019 年增加 17.95%。报告期内，公司正在进行的研

发项目数量由 4 个增加至 13 个，系公司为提升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进行技术储

备所需。以上研发人员数量及人均薪酬增长、研发项目数量的增长导致研发人员

薪酬、研发材料费用大幅增长。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扣非前后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

系公司收入结构变化导致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波动，且设备产品验收周期长，导

致收入确认与因订单增加而相应增加的管理、销售费用周期不一致，以及公司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导致报告期内研发费用逐渐增加所致。公司业务规模和在手订

单规模持续增长，业务与期间费用的变动情况与公司深化拓展光伏新型高效电池

和半导体各细分领域市场，以及在相关产品、技术方面持续加强研发的战略方向

相匹配，具有合理性。 

（二）列示报告期各期第四季度各月销售收入确认金额及占比，报告期各期

12 月份每台设备销售的客户、对应合同签订时间及金额、设备生产、发货、安

装调试、验收、收入确认金额、日期和具体依据、款项回收情况，报告期各期 12

月收入的平均业务周期（发货至验收）与公司一般业务周期是否存在差异 

2019-2021 年，公司各期第四季度各月销售收入确认金额及其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0 月 2,031.69 4.75% 38.94 0.12% 3,170.50 14.69% 

11 月 235.44 0.55% 3,971.79 12.71% 4,786.86 22.18% 

12 月 17,438.34 40.79% 485.98 1.56% 3,169.01 14.69% 

第四季度合计 19,705.47 46.09% 4,496.71 14.39% 11,126.37 51.56% 

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42,750.64 100.00% 31,248.27 100.00% 21,577.56 100.00% 

2019-2021 年，公司各期第四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51.56%、14.39%、

46.09%，公司各期 12 月份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14.69%、1.56%、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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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存在一定波动。公司各月销售收入波动较大，主要系下游客户扩产投资并采购

公司设备存在非均匀、非连续的特征，导致公司各季度、各月间的订单量存在差

异。 

2019-2021 年，公司各期 12 月份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169.01 万元、485.98

万元、17,438.34 万元，其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专用设备 16,792.92 96.30% - - 3,019.82 95.29% 

配套产品及服务 645.42 3.70% 485.98 100.00% 149.19 4.71% 

合计 17,438.34 100.00% 485.98 100.00% 3,169.01 100.00% 

公司以上各期 12 月份专用设备销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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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合同签署

时间 

组织生产时

点 
发货时点 收入确认时点 

验收周期 

（发货至验收）

（月） 

回款比例（截

至 2022 年 8 月

末） 

2021 年 12 月 

合同 1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3,703.54 2019.8 2019.7 2020.8-10 2021.12 14-16 90.00% 

合同 2 
江苏龙恒新能源有限

公司 
7,769.91 2020.7 2020.1 2020.10-11 2021.12 13-14 80.87% 

合同 3 
阳光中科（福建）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3,569.91 2020.9 2020.9 2020.12、2021.1 2021.12 11-12 61.10% 

合同 4 
西安隆基乐叶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1,212.39 2020.9 2020.10 2021.2 2021.12 10 90.00% 

合同 5 
泰州隆基乐叶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537.17 2020.10 2019.1 2020.10 2021.12 14 90.00% 

合计/平均 16,792.92     13.22  

2019 年 12 月 

合同 6 
阳光中科（福建）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1,642.24 2018.10 2018.10 2018.12 2019.12 12 100.00% 

合同 7 
徐州中辉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896.55 2019.3 2018.12 2019.4 2019.12 8 100.00% 

合同 8 
中电建国际贸易服务

（江苏）有限公司 
481.03 2019.4 2018.12 2019.5 2019.12 7 100.00% 

合计/平均 3,019.82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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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以上各合同项下专用设备的组织生产时点、生产周期具有合理性 

公司主要根据客户采购意向和需求安排产品生产，在获取客户销售合同或采

购意向后，由项目部负责整个项目过程的进度管控与相关节点事宜协调，并下发生

产计划号，组织相关部门根据项目计划和职责分工开展后续工作。 

在合同签署和生产时点方面，公司主要的合同项下设备的组织生产时点与合

同签署时间接近，在签署合同后组织生产，或者在合同洽谈过程中根据客户确定的

采购意向提前组织生产，待合同细节达成一致后签署正式业务合同。此外，合同 5

项下设备的组织生产时间和合同签署时间跨度较长，主要是由于该台系再次销售

的设备。该设备根据公司 2019 年 2 月与原客户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

业务合同生产，并于 2019 年 4 月完工发货，后因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产线

投建计划变更，该设备退回后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与泰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另行签署了业务合同并发货。 

公司专用设备的生产周期因机台量产程度、客户具体工艺需求、合同数量、原

材料备货期等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光伏设备的平均生产周

期约为 6 个月，其中成熟机型、料件和人工到位及时的订单生产周期相对较短。在

生产周期方面，部分合同项下设备的生产周期较长，主要原因如下：（1）合同 1

项下设备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客户提出了扩大尺寸的需求，公司作出了设计变更，

生产计划相应调整，故生产周期较长；（2）合同 2 项下的设备系公司新开发的

ZR5000×2、KF7500P 机型，新开发的机型在量产初期存在一定试错过程，故生产

周期较长；（3）合同 5 项下设备为退回设备对其他客户的再次销售，实际完工时

间为 2019 年 4 月，实际生产周期为 3 个月。 

因此，公司以上各合同的组织生产时点、生产周期符合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实际

情况，具有合理性。 

2、公司以上各合同的回款情况良好 

公司对主要客户通常采用“预收款—发货款—验收款—质保金”的销售结算模

式分期收取货款。以上合同中，于 2019 年 12 月验收设备的对应合同款项均已结

清。2021 年 12 月验收的设备中，除合同 3 外，其余合同的收款节奏均与合同约定

保持一致，剩余质保金待质保期届满后收取。合同 3 的收款节奏较慢，主要系客户

阳光中科（福建）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自身资金安排付款，付款有所延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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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上各合同的总体回款情况良好。 

3、公司以上各合同项下设备的平均验收周期在合理验收周期范围内，不存在

于各期 12 月份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由于公司销售的设备在客户完成现场安装、调试后，需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方可

完成最终验收。客户生产线整体布局需考虑多种因素，对试运行条件、试运行次数

及试运行结果有不同要求，故设备从发至客户处至安装调试完成再至验收需要一

段时间，且不同订单的时间间隔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设备从发货至验收的时间

约为 6-14 个月，其中发货至安装调试完成一般为 1-2 个月，安装调试完成至验收

一般为 5-12 个月。 

公司 2019 年 12 月份专用设备的平均验收周期为 9.83 个月，2019 年全年平均

为 9.95 个月。公司 2020 年 12 月份不存在设备验收情况。公司 2021 年 12 月份专

用设备的平均验收周期为 13.22 个月，2021 年全年平均为 13.18 个月。因此，公司

以上各期 12 月份确认收入的专用设备平均验收周期在合理验收周期范围内。 

因此，公司以上各合同项下设备的平均验收周期在合理验收周期范围内，不存

在于各期 12 月份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各期第四季度销售收入、各期 12 月份销售收入及其占

比存在一定变动，主要系下游客户扩产投资并采购公司设备存在非均匀、非连续的

特征，同时不同订单的验收时间间隔存在差异，导致公司各季度、各月间的订单量

及验收存在差异所致。公司各期 12 月份确认收入的专用设备回款情况良好，组织

生产时点、生产周期具有合理性，平均验收周期在合理验收周期范围内，不存在于

各期 12 月份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三）结合具体合同条款说明，采用融资租赁方式销售设备与常规方式销售

设备，发行人权利义务存在的差异，是否存在华融租赁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

形，融资租赁方式下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及金额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1、不存在华融租赁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形 

公司所采用的融资租赁模式，是由华融租赁作为买受人，向发行人购买设备并

支付价款，再由公司与承租人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成都”）

进行供货及验收的业务模式，合同主要条款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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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同条款 

租赁物交付 在合同生效后，乙方分批向丙方交付货物并安装 

价款的支付方式 

预付款、到货款、验收款和质保金的付款比例分别为 30%、30%、30%

和 10%。甲方在收到丙方根据租赁合同向其支付的阶段性风险金、乙方

与丙方共同出具的《付款通知书》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相应

阶段的合同款项 

安装验收 

（1）租赁物由乙丙双方按照《技术协议》及合同相关内容及供货范围进

行验收，验收地点为丙方工地； 

（2）乙方负责租赁物的指导安装调试工作，负责向丙方提供人员培训和

操作指导，协助丙方正确使用租赁物。 

租赁物所有权 

因乙方并非采用现实交付之方式向甲方交付租赁物，甲方同意乙方可将

租赁物直接交付给丙方，因此各方确认并同意，自租赁物（包括随机备

品备件）交付至丙方起甲方即可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 

索赔权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因本合同租赁物质量问题以及乙方的其他违约行

为产生的甲方对乙方的索赔权均转让给丙方行使，丙方行使索赔权时，

甲方应当积极协助。但因质量问题导致租赁物作减价或退货处理的，需

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由各方对本合同进行书面调整。 

违约责任 

（1）本合同项下租赁物的供货及验收等事宜均由乙丙双方自行进行； 

（2）因丙方原因导致甲方未向乙方支付款项的，乙方可以向丙方进行索

赔，双方不得推诿； 

（3）因丙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风险金、开具《付款

通知书》等）导致乙方未能收到相应设备款项的，该款项未收到超过 7

日后，每逾期一日，丙方应向乙方支付该笔应收设备款项 1‰的违约金，

违约金最高不超过该笔应收设备款项的 10%，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

失的丙方应补足。乙方交货、安装调试时间可相应顺延。 

注：以上条款中所述甲方为华融租赁，乙方为公司，丙方为通威成都。 

根据上述合同条款中“租赁物交付”和“安装验收”的表述，公司负有向承租人通

威成都交付设备的义务，需按照《技术协议》及合同相关内容，将设备直接运抵承

租人，并进行相应的安装、调试、基本操作培训，保证设备的运行状态正常、技术

要求符合要求、最终验收合格。与常规业务模式相比，公司并非直接将设备交付给

买受人华融租赁，而是交付给承租人通威成都，提供相应的设备安装服务，并根据

合同条款要求向买受人华融租赁收取合同价款。 

根据上述销售合同条款中“租赁物所有权”、“索赔权”和“违约责任”的

表述，自设备交付给通威成都后，华融租赁即可取得设备的所有权。租赁物的供

货及验收事宜由发行人与承租人通威成都自行进行，华融租赁依据合同条款履行

付款义务。除合同另有约定，及因质量问题导致租赁物作减价或退货处理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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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征得华融租赁书面同意外，华融租赁已将索赔权转让给承租人通威成都行

使，因此华融租赁不存在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形。 

2、融资租赁方式下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及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规定，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

义务，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在判断控制权是否转移

时，企业应当综合考虑下列迹象：（1）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

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2）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

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3）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

已占有该商品实物；（4）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

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5）客户已接受该商品；（6）

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根据上述销售合同条款中“价款的支付方式”的表述，华融租赁将依据合同进

度支付预付款、到货款、验收款和质保金。设备验收后，华融租赁需要支付验收款，

此时的累计应付款比例为合同金额的 90%，剩余质保款在质保期满后支付，若因

通威成都的原因导致华融租赁未向发行人支付款项的，发行人可以向通威成都进

行追索。截至 2021 年 6 月，该《租赁物买卖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公司已收到

该合同对应的全部款项，合同各方不存在违约或者还款困难的情况。 

根据上述销售合同条款中“租赁物所有权”的表述，自租赁物（包括随机备品

备件）交付至通威成都起华融租赁即可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 

根据上述销售合同条款中“租赁物交付”和“安装验收”的表述，当公司取得

承租人通威成都所提供的验收单时，表明相关设备已完成交付，且设备运行已符合

《技术协议》及合同的要求，也表明承租人已接受该商品。 

结合上述合同条款以及准则的相关规定，当发行人取得验收单时，已具备上述

（1）、（2）、（3）、（5）迹象，可以表明控制权已经发生转移。 

综上所述，公司与华融租赁进行的融资租赁业务不存在华融租赁可以单方面

解除合同的情形，融资租赁方式下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及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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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报告期内验收前后退换货、销售合同或订单取消、亏损合同的相关

情况及对应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验收后退换货的情况。公司专用设备在发往客户现场，

完成安装、调试后，需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方可完成最终验收。在试运行期间，公司

且公司一般会安排现场人员跟踪陪产并解决问题，经客户确认后方可完成验收。报

告期内公司设备的验收周期一般为 6-14 个月，客户对于设备验收的确认较为谨慎，

不存在验收后退换货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53.97%、51.89%、45.83%、34.12%，

毛利率较高，不存在亏损合同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少量订单取消及验收前退换货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 
签署

时间 
合同标的 

数量 

（台） 
具体情况 

退回设备的存货跌价计

提情况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2019

年 

ALD 设备

（KF6500S） 
2 

2020 年销售订单

取消，设备退回 

（1）1 台设备已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2）1 台设备已完成再

次销售。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

有限公司 

2019

年 

ALD 设备

（KF6500） 
2 

2019 年销售订单

取消，设备未投

产发货 

- 

西安隆基乐叶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PEALD 二合一

设备

（ZR5000×2） 

2 
2022 年销售订单

取消，设备退回 

根据同类产品售价测算，

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江西中弘晶能科技

有限公司 

2020

年 
扩散炉设备 1 

2021 年销售订单

转为试用合同 
-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2021

年 

PEALD二合一设

备（ZR5000×2） 
1 

2022 年销售订单

转为试用合同 
- 

通威太阳能（眉

山）有限公司[注] 

2021

年 
低压扩散炉设备 1 

销售订单正常履

行，2022 年 1 台

设备退回换货 

根据客户要求换货，退回

设备拟再次销售，无需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注：该笔合同含 PEALD 二合一设备、ALD 设备、扩散炉设备合计 11 台，其中退回设备为 1

台扩散炉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验收的专用设备总台数为 188台，对应销售收入合计 9.49亿元，

同期存在订单取消及验收前退换货的共 9 台，对应合同金额（不含税）合计 0.38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该笔销售订单于 2020 年取消，主要系客户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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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建计划调整所致。对应 2 台设备退回，其中 1 台已完成对其他客户销售并于 2021

年取得验收，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 台在退回后已根据预计拆除后可收回的有

用材料的价值测算可变现净值，并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167.45 万元，计提比例为

89.60%。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的的该笔销售订单于 2019 年取消，主要系客户产

线投建计划调整所致。公司对应设备未投产发货，不存在设备退回的情况。 

西安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该笔销售订单于 2022 年取消，主要系客户

技术路线调整所致，退回 2 台 PEALD 二合一设备。报告期内，公司 PEALD 二合

一设备的销量合计 29 台，退回的 2 台设备拟对接其他客户并重新销售，不存在滞

销情形，不存在存货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江西中弘晶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该笔销售订单于 2021 年取消，主要系该订单对

应的设备系公司新开发的低压扩散炉产品，根据客户意向协商后调整为试用合同。

目前，该台设备仍在客户现场试用，不存在设备退回的情况。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的该笔销售订单于 2022 年取消并转为试用合同，主要

系客户未曾购买过公司的 PEALD 二合一设备，根据客户意向协商后调整为试用合

同。目前，该台设备仍在客户现场试用，不存在设备退回的情况。 

通威太阳能（眉山）有限公司的该笔订单中 1 台低压扩散炉设备根据客户新

提出的需求重新设计、生产，原已发货设备于 2022 年退回。该台低压扩散炉设备

系垂直插片设计，在陪产过程中实际已可满足客户的生产需要，客户提出将其更换

为水平插片设计，以兼顾量产与中试需求，为后续更大规模的量产线投建提供技术

储备。低压扩散炉系公司 2021 年新开发产品，目前已发货 20 台，均为垂直设计机

型且在客户现场使用过程中运行情况良好。公司拟将该退回设备进行再次销售，目

前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验收后设备退回、亏损合同情形。公司存在

少量销售订单取消和验收前设备退回情形，主要系客户产线投建计划、技术路线调

整导致订单取消或合同类型调整，公司充分判断相关设备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并对

存在减值迹象的设备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五）说明软件和硬件收入划分依据，量化分析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与营业

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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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增值税即征即退产生的其他收益均来自设备销售中的嵌入式

软件产品部分实现销售所产生的增值税退税。发行人享受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

为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1]100 号）的相关规定，增值税退税金额具体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即征即退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

售额×3%；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项税额-当期嵌

入式软件产品可抵扣进项税额；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项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适用税率； 

报告期内，公司增值税退税税额的计算过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① 3,243.46 12,852.41 16,823.49 4,727.55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项税额②=①×

增值税销项税率 
421.65 1,670.81 2,187.05 614.58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可抵扣进项税额

③ 
22.21 93.19 112.18 18.39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

④=②-③ 
399.44 1,577.63 2,074.87 596.19 

即征即退税额⑤=④-①×3% 302.14 1,192.05 1,570.16 454.36 

当期取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 161.99 911.51 1,677.04 464.33 

公司根据以上计算过程得出的即征即退税额向主管税务部门提交申请，主管

税务部门审核后进行批复。报告期各期，公司实际取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分别

为 464.33 万元、1,677.04 万元、911.51 万元、161.99 万元。 

1、软件和硬件收入划分依据合理，符合相关财税政策规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1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1]100 号）》，涉及嵌入式软件产品的软件和硬件收入划分依据

如下：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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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合计-当期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按照下列顺序确定：  

（1）按纳税人最近同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确定；  

（2）按其他纳税人最近同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确定；  

（3）按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确定。” 

由于公司及可比公司的专用设备为电池片生产环节中的核心工艺设备，嵌入

式软件是专用设备实现其核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单独销售硬件设

备的情形。因此，公司无法按照方法（1）和（2）确定硬件收入。公司根据方法（3），

先按照“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确定硬件收入，即：计算机硬

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成本×（1+10%），再用总收

入减去硬件收入得到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 

报告期内，公司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分别为 4,727.55 万元、16,823.49 万元、

12,852.41 万元、3,243.46 万元，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2022 年 1-

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算机硬件、

机器设备销售额（开票额）合计① 
21,566.03 30,241.93 37,025.85 12,435.92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成本② 16,656.88 15,808.66 18,365.78 7,007.61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

③=②×（1+10%） 
18,322.57 17,389.52 20,202.36 7,708.37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④=①-③ 3,243.46 12,852.41 16,823.49 4,727.55 

因此，公司软件和硬件收入划分依据合理，符合相关财税政策规定。 

2、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系收入确认时点与

开票时点存在差异、开票时点与实际取得退税时点存在差异所致 

（1）收入确认时点与开票时点存在差异 

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需要在发票开具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其中用于计算即征即退税额的“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

额合计”系当期已开具发票的涉及嵌入式软件的产品销售额。 

公司一般在收到客户货款后开具发票。报告期内，公司以客户验收单出具时点

为专用设备收入确认时点。在货款结算方面，公司通常采用“预收款—发货款—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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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质保金”的销售结算模式分期收取货款，导致收入确认时点与开票时点存在

差异，进而导致营业收入与涉及嵌入式软件产品的开票金额存在差异。 

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收入与涉及嵌入式软件的产品开票金额的匹配关系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① 15,561.31 42,791.71 31,255.41 21,581.56 

不涉及嵌入式软件的产

品销售额②[注] 
818.83 7,705.60 1,539.05 1,627.31 

涉及嵌入式软件的产品

销售额③=①-② 
14,742.48 35,086.11  29,716.36    19,954.25 

当期确认收入尚未开票

金额④ 
212.39 14,162.03 465.52 8,681.09 

当期确认收入并于以前

年度开票金额⑤ 
6,142.48 5,095.85 3,208.45 - 

以前期间确认收入并于

当期开票金额⑥ 
3,473.10 3,499.95 2,837.61 - 

当期未确认收入已开票

金额⑦ 
9,705.31 10,913.75 8,145.85 1,162.76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与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

售额（开票额）合计⑧=③-

④-⑤+⑥+⑦ 

21,566.03 30,241.93  37,025.85   12,435.92 

注：不涉及增值税增值税即征即退产品销售收入主要为包括其他业务收入、备品备件销售收入、

外销设备收入、真空传输系统销售收入，以及不涉及嵌入式软件的设备改造业务销售收入。 

（2）开票时点与实际取得即征即退税额时点存在差异 

公司在当月开票后，一般于下月申报软件产品相关增值税即征即退，主管税务

机关核准根据实际审核情况于申报当月或次月批准。因此，公司开票时点与实际取

得退税时点一般存在 1-2 个月的时间差异。 

报告期各期，公司计算的即征即退税额与实际取得的即征即退税额的对比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即征即退税额 302.14 1,192.05 1,570.16 454.36 

当期取得的增值税即征即

退税额 
161.99 911.51 1,677.04 464.33 

2019-2020 年，公司取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分别为 464.33 万元、1,6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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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公司计算的即征即退税额分别为 454.36 万元、1,570.16 万元，基本一致，小

额差异主要系开票时点与实际取得退税时点差异所致。 

2021 年，公司取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为 911.51 万元，低于公司计算的即

征即退税额为 1,192.05 万元，主要系公司于 2021 年 11-12 月享受疫情期间税费缓

交政策，相关税款将于 2022 年 9 月缴纳，对应增值税退税审批相应延后。 

2022 年 1-6 月，公司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为 161.99 万元，低于增值税即征即

退测算额为 302.14 万元，主要系 2022 年 6 月申请的即征即退税额尚未收到。 

综上所述，公司软件和硬件收入的划分系根据《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1]100 号）中嵌入式软件产品的软硬件收入划分标准确定，符合相

关财税政策要求。公司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系收

入确认时点与开票时点、开票时点与实际取得退税时点存在差异所致，具有合理性。 

（六）说明报告期内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报告期内的会计差错更正是根据财政部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发布的股份

支付准则应用案例，将根据首次公开发行成功时点确定锁定期的股权激励事项，由

原一次性确认股份支付修改为按合理估计的服务期间进行分期确认，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差错更正涉及的股权激励事项及差错更正前公司会计处理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两次股权激励事项对应股份支付的具体

情况如下： 

股份支付一：2018 年 3 月公司持股平台无锡聚海盈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股东包振兴将其持有的持股平台 3.33%的股权（折合公司 0.3497%的股权）

以 0.0666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技术骨干张鹤，公司聘请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 2018 年 3 月末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价值计算得出，需确认股份支付金额为 102.75 万元。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自

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微导纳米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合伙企业份额。 

股份支付二：2019 年 12 月公司持股平台无锡聚海盈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将其 217,050 股以每股 5.54 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部分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上述股份折合为微导纳米的股数为 231,394 股，按照 2019 年 12 月 PE 入股价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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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述股权价值，计算得出需确认的股份支付金额为 1,345.25 万元。根据合伙协议

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微导纳米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合伙企业份额。 

以上股权激励事项约定的锁定期限均为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均为根据首次

公开发行成功时点确定锁定期的股权激励事项，由于首次公开发行成功时点存在

不确定性，属于没有明确约定服务期等限制条件的的股份支付。因此，在会计差错

更正前，公司将上述两次股权激励对应的股份支付费用于发生时一次性计入当期

损益，股份支付一于 2018 年一次性确认费用 102.75 万元，股份支付二于 2019 年

一次性确认费用 1,345.25 万元。 

2、新发布的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及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2021 年 5 月 18 日，财政部新发布了 5 项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根据《股份

支付准则应用案例——以首次公开募股成功为可行权条件》的案例分析，对于以首

次公开募股成功为可行权条件的股权激励，应当合理估计未来成功完成首次公开

募股的可能性及完成时点，将授予日至该时点的期间作为等待期，并在等待期内每

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可行权数量作出估计，确认相应的股权激励费用。 

因此，公司合理预计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上市，股份支付一对应的服务期为

2018 年 3 月至 2025 年 12 月，股份支付二对应的服务期为 2019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2 月，对应股份支付费用在以上服务期间平均分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 1-6

月 

股份支付一[注 1] 10.93 13.12 -24.05 - - 

股份支付二[注 2] - 18.43 212.86 181.66 99.11 

合计 10.93 31.55 188.81 181.66 99.11 

注 1：股份支付一于 2020 年度的金额为负值，且 2021 年、2022 年 1-6 月金额为零，主要系张

鹤因工作职责调整，不再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实际控制人王磊于 2020 年 12 月收回其所

持有的部分合伙份额，对应股份计提的剩余期间股份支付费用终止确认，以前期间确认的股份

支付费用于 2020 年冲回； 

注 2：股份支付二于 2020 年度、2021 年度确认的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员工姚丽英、王荣因

主动离职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9 月退出聚海盈管理，并将所持聚海盈管理的财产份

额转让给王磊，其剩余期间的股份支付费用应当终止确认，以前期间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分别

于 2020 年、2021 年冲回。 

公司就以上调整对应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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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与管理分析”之“四、（十一）、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中披露如下：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公积 -14,055,237.70 

盈余公积 1,405,523.77 

未分配利润 12,649,713.93 

股东权益合计 -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管理费用 -3,490,506.61 

研发费用 -9,646,525.34 

营业利润 13,137,031.95 

利润总额 13,137,031.95 

净利润 13,137,031.95 

综合收益总额 13,137,031.95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的会计差错更正是根据财政部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

发布的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将根据首次公开发行成功时点确定锁定期的股权

激励事项，由原一次性确认股份支付修改为按合理估计的服务期间进行分期确认，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申报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财务数据，分析报告期内扣非前后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

不一致的原因； 

2、获取发行人销售合同台账、报告期内收入成本明细表，重点分析并检查第

四季度确认收入的销售合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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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取发行人与华融租赁签署的销售合同，结合具体合同条款分析采用融资

租赁方式销售设备与常规方式销售设备，发行人权利义务存在的差异。分析是否存

在华融租赁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形，相关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及金额是否符合

准则规定； 

4、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设备退换货记录、销售合同台账，了解订单取消、

设备退回的相关情况，结合销售合同台账、成本计算表、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等复

核其完整性与准确性； 

5、获取发行人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即征即退退税计算台账，确定公司

软件和硬件收入的划分依据，具体分析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

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6、了解发行人前期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复核相关会计处理与数据计算的准

确性。 

7、对发行人销售收入执行了截止性测试，具体如下： 

获取并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收入明细及合同台账，获取报告期内确认收入

的销售合同及相关的发货申请单、托运单、送货单、验收单及发票等原始单据，并

与账面记录相匹配，判断发行人收入确认时点是否恰当。 

报告期内，申报会计师对收入截止性测试的核查比例分别为 99.64%、99.57%、

99.40%和 99.77%。其中，对专用设备、设备改造业务的核查比例为 100.00%，对

备品备件抽取了金额 2,000.00 元以上大额收入对应的原始单据进行核查。报告期

内发行人收入确认的期间未见异常，与收入确认依据期间一致，报告期各期末收入

截止性可以认定。 

经测试，申报会计师未发现发行人收入确认时点存在异常情况。发行人销售收

入真实，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提前或推迟确认收入的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报告期内扣非前后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系发行

人收入结构变化导致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波动，且设备产品验收周期长，导致收入

确认与因订单增加而相应增加的管理、销售费用周期不一致，以及发行人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导致报告期内研发费用逐渐增加所致。发行人业务规模和在手订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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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业务与期间费用的变动情况与公司深化拓展光伏新型高效电池和半导

体各细分领域市场，以及在相关产品、技术方面持续加强研发的战略方向相匹配，

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第四季度个月销售收入、各期 12 月销售收入及其占比

存在一定变动，主要系下游客户扩产投资并采购公司设备存在非均匀、非连续的特

征，同时不同订单的验收时间间隔存在差异，导致发行人各季度、各月间的订单量

及验收存在差异所致。发行人各期 12 月确认收入的专用设备回款情况良好，组织

生产时点、生产周期具有合理性，平均验收周期与一般验收周期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存在于各期 12 月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3、发行人与华融租赁进行的融资租赁业务不存在华融租赁可以单方面解除合

同的情形，融资租赁方式下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及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4、发行人软件和硬件收入的划分系根据《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100 号）中嵌入式软件产品的软硬件收入划分计算标准确定，符合相

关财税政策要求。发行人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系

收入确认时点与开票时点、开票时点与实际取得退税时点存在差异所致，具有合理

性； 

5、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验收后设备退回、亏损合同情形。公司存在少量销

售订单取消和验收前设备退回情形，主要系客户产线投建计划、技术路线调整，或

调整为试用合同，公司已对对应退回设备合理测算了减值迹象，并对存在减值迹象

的设备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6、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会计差错更正是根据财政部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发布的

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将根据首次公开发行成功时点确定锁定期的股权激励事

项，由原一次性确认股份支付修改为按合理估计的服务期间进行分期确认，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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