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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浙江帕瓦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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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74 号）（以下简称

“意见落实函”）的要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会同浙

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帕瓦股份”或“发行人”）及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申报会计师”）等中介机

构，按照贵所的要求对意见落实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现逐条进行说

明，请予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三、本回复报告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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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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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梳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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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针对性不强的表述，

按重要性进行排序，并补充、完善以下内容：（1）发行人面临的上下游企

业竞争风险及发行人市场地位；（2）公司NCM5系产品在未来高镍化市场

格局中所处的竞争地位，公司产品销售结构与主要客户采购结构、行业出

货结构存在一定差异的风险。 

回复： 

发行人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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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梳理“重大事项提示”各项内容，补充、

完善内容如下： 

一、关于“发行人面临的上下游企业竞争风险及发行人市场地位”的重大

事项提示及补充披露 

针对发行人面临的上下游企业竞争风险及发行人市场地位，发行人在

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提示”中补充披露如下： 

“（五）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三元前驱体作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的核心部件，新进入者

不断通过直接投资、产业转型或收购兼并等方式参与竞争。目前行业上游原材

料供应商与下游正极材料制造厂商亦纷纷向三元前驱体方向发展，使得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三元前驱体领域呈现单晶化、高镍化和低钴化的技术趋势，涉及

三元前驱体及正极材料生产的企业目前纷纷大量规划扩建新产能以满足下游需

求。2020 年度公司在国内三元前驱体企业中市场份额排名第九，相较于头部三

元前驱体企业，公司市场地位不高。如果未来三元前驱体市场需求增长不及预

期，行业参与者不断增加，则行业竞争可能加剧，对公司未来的市场份额、业

务发展与盈利能力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之“（三）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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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前驱体作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的核心部件，新进入者

不断通过直接投资、产业转型或收购兼并等方式参与竞争。目前行业上游原材料

供应商与下游正极材料制造厂商亦纷纷向三元前驱体方向发展，使得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三元前驱体领域呈现单晶化、高镍化和低钴化的技术趋势，涉及三元前

驱体及正极材料生产的企业目前纷纷大量规划扩建新产能以满足下游需求。2020

年度公司在国内三元前驱体企业中市场份额排名第九，相较于头部三元前驱体

企业，公司市场地位不高。如果未来三元前驱体市场需求增长不及预期，行业参

与者不断增加，则行业竞争可能加剧，对公司未来的市场份额、业务发展与盈利

能力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二、关于“公司 NCM5 系产品在未来高镍化市场格局中所处的竞争地位，

公司产品销售结构与主要客户采购结构、行业出货结构存在一定差异的风险”

的重大事项提示及补充披露 

针对公司NCM5系产品在未来高镍化市场格局中所处的竞争地位，公司

产品销售结构与主要客户采购结构、行业出货结构存在一定差异的风险，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提示”中补充披

露如下： 

“（四）公司产品销售结构与主要客户采购结构、行业出货结构存在

一定差异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三元前驱体产品销售集中度较高，2021年度 NCM5系产品销

售收入占比为 83.56%。在行业内产品逐渐呈现高镍化的趋势下，公司产品销售

结构与主要客户三元前驱体采购量分布和行业细分产品出货量分布存在一定差

异。若未来公司主要客户或下游行业产品结构发生进一步变化，且公司无法顺

应客户、市场的需求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对应产品，公司的生产经营将受到不利

影响。”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之“（八）

公司产品销售结构与主要客户采购结构、行业出货结构存在一定差异的风险”中

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三元前驱体产品销售集中度较高，2021 年度 NCM5 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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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收入占比为 83.56%。在行业内产品逐渐呈现高镍化的趋势下，公司产品

销售结构与主要客户三元前驱体采购量分布和行业细分产品出货量分布存在一

定差异。若未来公司主要客户或下游行业产品结构发生进一步变化，且公司无法

顺应客户、市场的需求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对应产品，公司的生产经营将受到不利

影响。” 

三、关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的重大事项提示及补充披露 

针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

“一、特别风险提示”中补充披露如下： 

“（六）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直接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90.66%、90.02%

和 91.07%，直接材料为主营业务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司主要产品三元前驱

体采用“主要原料成本+加工费”的定价模式，产品价格随原材料价格波动而变

化；报告期内，公司固定价格方式结算的收入比例较高，分别为 100.00%、97.47%、

70.56%。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主要原材料包括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等大宗商

品，其中钴矿主要位于国外，金属钴主要依赖国外进口，价格波动较大。受有

关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及市场供需情况的影响，硫酸镍和硫酸锰的采购价格也会

出现一定波动。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预付款结算、签订框架合同等方式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采购价格。如果市场发生主要原材料供应短缺、价格大幅上升的情

况，亦或公司无法通过预付款结算、签订框架合同等方式持续性获得采购价格

优惠，导致公司无法及时采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只能以较高的价格采购原材

料，将会导致公司出现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未能及时与产品成本同步变动

以及毛利率下降的情形；同时，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的上升会提高公司产品价

格以及下游客户对公司三元前驱体的采购成本，可能导致下游客户三元正极材

料销售价格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以及市场扩张不及预期，进而导致下游客户

减少对公司的采购，公司的生产经营与盈利能力将受到不利影响。”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之“（六）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直接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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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2%和 91.07%，直接材料为主营业务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司主要产品三

元前驱体采用“主要原料成本+加工费”的定价模式，产品价格随原材料价格波

动而变化；报告期内，公司固定价格方式结算的收入比例较高，分别为 100.00%、

97.47%、70.56%。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主要原材料包括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等

大宗商品，其中钴矿主要位于国外，金属钴主要依赖国外进口，价格波动较大。

受有关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及市场供需情况的影响，硫酸镍和硫酸锰的采购价格也

会出现一定波动。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预付款结算、签订框架合同等方式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采购价格。如果市场发生主要原材料供应短缺、价格大幅上升的情况，

亦或公司无法通过预付款结算、签订框架合同等方式持续性获得采购价格优惠，

导致公司无法及时采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只能以较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将会

导致公司出现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未能及时与产品成本同步变动以及毛利

率下降的情形；同时，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的上升会提高公司产品价格以及下

游客户对公司三元前驱体的采购成本，可能导致下游客户三元正极材料销售价

格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以及市场扩张不及预期，进而导致下游客户减少对公

司的采购，公司的生产经营与盈利能力将受到不利影响。” 

问题二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其主要客户是否自产三元前驱体。如是，其三元

前驱体的产能、产量、结构，结合前述情况分析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主要客户自产三元前驱体产能、产量、结构情况 

公司主要客户厦钨新能和杉杉能源存在自产三元前驱体的情况。根据

GGII报告，2021年末厦钨新能和杉杉能源自有三元前驱体产能分别为1.00

万吨/年和2.20万吨/年，自有三元前驱体产量分别为0.79万吨和0.93万吨（按

生产1吨三元正极材料需1吨三元前驱体测算）。 

三元前驱体通常存在各细分系列产品共线生产的情况，即在总产能一

定的情况下，三元前驱体生产企业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各细分系列产品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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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量，故一般无法根据各细分系列对三元前驱体产能进行明确划分。 

2021年度，公司主要客户厦钨新能和杉杉能源三元前驱体自有产量及

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客户名称 三元前驱体系列 自有产量 自有产量比例 

厦钨新能 

NCM3 系 0.09 12.00 

NCM5 系 0.47 60.00 

NCM6 系 0.14 18.00 

NCM7 系 0.05 6.00 

NCM8 系及以上 0.03 4.00 

合计 0.79 100.00 

杉杉能源 

NCM5 系 0.58 62.00 

NCM6 系 0.09 10.00 

NCM7 系 - - 

NCM8 系及以上 0.26 28.00 

合计 0.93 100.00 

注1：“自有产量比例”数据来源于GGII报告； 

注2：“自有产量”数据按生产1吨三元正极材料需1吨三元前驱体，根据自有产量总数*自有

产量比例计算得到。 

（二）结合前述情况分析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 

1、主要客户自有三元前驱体产能和产量较低，均需要进行大量对外采购，

主要客户自产三元前驱体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主要客户厦钨新能和杉杉能源主要从事三元正极材料的生产、销售，自

有三元前驱体产能、产量均较低，且自产三元前驱体主要用于自用。报告期内，

上述 2 家企业自产、外购三元前驱体数量如下： 

单位：万吨，% 

名称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自产

三元

前驱 

体 

（A=

C-B） 

外购

三元

前驱

体 

（B） 

自产

与外

购三

元前

驱体

合计 

（C） 

外购

比例 

（D=

B/C） 

自产

三元

前驱 

体 

（A=

C-B） 

外购

三元

前驱

体 

（B） 

自产

与外

购三

元前

驱体

合计 

（C） 

外购

比例 

（D=

B/C） 

自产

三元

前驱 

体 

（A=

C-B） 

外购

三元

前驱

体 

（B） 

自产

与外

购三

元前

驱体

合计 

（C） 

外购

比例 

（D=

B/C） 

厦钨新能 0.79 1.86 2.65 70.19 0.61 1.00 1.61 62.11 0.89 0.99 1.88 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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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杉能源 0.93 0.77 1.70 45.29 0.93 0.77 1.70 45.29 0.44 0.46 0.90 51.11 

注 1：厦钨新能“外购三元前驱体”数据由厦钨新能提供，计算方法为：“外购三元前驱体”

=“公司对厦钨新能销售量”/“公司占厦钨新能三元前驱体采购量比例”；厦钨新能“自产

与外购三元前驱体合计”来源于厦钨新能招股说明书和 2021 年年度报告中三元正极材料的

产量（以生产 1 吨三元正极材料需 1 吨三元前驱体测算）； 

注 2：杉杉能源“外购三元前驱体”数据由杉杉能源提供，计算方法为：“外购三元前驱体”

=“公司对杉杉能源销售量”/“公司占杉杉能源三元前驱体采购量比例”；杉杉能源“自产

与外购三元前驱体合计”来源于 GGII 报告中三元正极材料出货量（以生产 1 吨三元正极材

料需 1 吨三元前驱体测算）。 

从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厦钨新能和杉杉能源外购三元前驱体数量总体呈增

长趋势，且外购比例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 

根据 GGII 报告以及厦钨新能、杉杉能源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等公开数据，

厦钨新能、杉杉能源 2021 年末的三元正极材料产能分别为 4.50 万吨/年、6.00

万吨/年，未来规划新增产能分别为 5.00 万吨/年、20.00 万吨/年，按照生产 1 吨

三元正极材料需 1 吨三元前驱体测算，厦钨新能、杉杉能源在其三元正极材料规

划产能投产后对三元前驱体需求量分别为 9.50 万吨/年、26.00 万吨/年。厦钨新

能、杉杉能源 2021 年末自有三元前驱体产能分别 1.00 万吨/年、2.20 万吨/年，

2021 年度自有三元前驱体产量分别为 0.79 万吨、0.93 万吨，与其 2021 年度三元

正极材料产能以及未来规划产能相比，厦钨新能、杉杉能源自有三元前驱体产能、

产量均较小，自有三元前驱体产能、产量无法有效满足自身三元正极材料需求，

均需要进行大量对外采购。 

综上，公司主要客户存在自产三元前驱体的情况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2、主要客户自产三元前驱体结构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21 年度，公司主要客户厦钨新能、杉杉能源对三元前驱体总需求量占比、

自产三元前驱体占比以及公司对其销量占比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 

产品 

厦钨新能 杉杉能源 

总需求量

占比 

自产三元

前驱体占

比 

公司对其

销量占比 

总需求量

占比 

自产三元

前驱体占

比 

公司对其

销量占比 

NCM3 系 11.00 12.00 - 6.00 - - 

NCM5 系 64.00 60.00 95.40 63.70 62.00 69.90 

NCM6 系 22.00 18.00 0.67 8.90 10.00 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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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M7 系 2.00 6.00 3.93 - - 0.26 

NCM8 系及
NCA 

1.00 4.00 - 21.40 28.00 0.06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 1：“总需求量占比”数据来源为 GGII 报告，按生产 1 吨三元正极材料需 1 吨三元前驱

体测算； 

注 2：“自产三元前驱体占比”数据来源于 GGII 报告； 

注 3：“公司对其销量占比”为公司根据对主要客户的细分产品销量统计得到； 

注 4：2021 年度，公司对厦钨新能三元前驱体销售细分产品有 NCM5 系、NCM6 系、NCM7

系共 3 种，公司对杉杉能源三元前驱体销售细分产品有 NCM5 系、NCM6 系、NCM7 系、

NCM8 系共 4 种。 

（1）厦钨新能 

2021 年度，公司主要向厦钨新能销售 NCM5 系三元前驱体，占比为 95.40%。

厦钨新能对三元前驱体需求以 NCM5 系为主，占比为 64.00%，高于其自产三元

前驱体 NCM5 系占比 60.00%，此外，报告期内厦钨新能三元前驱体外购比例维

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厦钨新能对 NCM5 系三元前驱体需求较大程度依赖于对

外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向厦钨新能销售 NCM7 系三元前驱体分别为 1.55 吨、45.56

吨和 217.34 吨，销量占公司对厦钨新能总销量的比例分别为 0.06%、2.07%、

3.93%，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向厦钨新能销售 244.00 吨

NCM7 系三元前驱体，销量占公司对厦钨新能总销量的比例为 14.65%，预计 2022

年度公司对厦钨新能 NCM7 系三元前驱体销量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综上，2021 年度，厦钨新能三元前驱体总需求量中 NCM5 系占比高于其自

产三元前驱体中 NCM5 系占比，且其三元前驱体外购比例维持在较高水平，故

厦钨新能对 NCM5 系三元前驱体需求较大程度依赖于对外采购，同时随着公司

对厦钨新能 NCM7 系三元前驱体销量占比提升，厦钨新能自产三元前驱体结构

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杉杉能源 

2021 年度，公司主要向杉杉能源销售 NCM5 系、6 系三元前驱体，占比为

69.90%、29.77%。杉杉能源对三元前驱体需求以 NCM5 系为主，占比为 63.70%，

高于其自产三元前驱体 NCM5 系占比 62.00%，杉杉能源对 NCM6 系三元前驱体

需求占比为 8.90%，与自产三元前驱体 NCM6 系占比 10.00%基本持平，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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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杉杉能源三元前驱体外购比例维持在较高水平。因此，杉杉能源对

NCM5 系、6 系三元前驱体需求较大程度依赖于对外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向杉杉能源销售 NCM8 系三元前驱体分别为 0.05 吨、115.67

吨和 0.99 吨。公司 NCM8 系三元前驱体商业化时间相对较晚，故产品销量、客

户需求尚不稳定。目前，公司已通过杉杉能源 NCM8 系产品验证，2022 年 1-3

月已对其实现销售 20 吨，预计未来公司向杉杉能源 NCM8 系三元前驱体销售量

将进一步提升。 

综上，2021 年度，杉杉能源三元前驱体总需求量中 NCM5 系占比高于其自

产三元前驱体中 NCM5 系占比，三元前驱体总需求量中 NCM6 系占比与其自产

三元前驱体中 NCM6 系占比基本持平，且其三元前驱体外购比例维持在较高水

平，故杉杉能源对 NCM5 系、6 系三元前驱体需求较大程度依赖于对外采购，同

时公司对杉杉能源 NCM8 系三元前驱体销量将进一步提升，杉杉能源自产三元

前驱体结构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高工产研研究报告，查阅公司主要客户厦钨新能和杉杉能源的招股

说明书、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获取公司主要客户三元正极材料、自有三元前驱

体的产能及产量数据，核查并分析主要客户自有三元前驱体产量结构数据； 

2、取得公司主要客户厦钨新能和杉杉能源出具的确认函，核查并分析厦钨

新能和杉杉能源的主要供应商采购排名和占比等数据； 

3、获取并核查发行人对厦钨新能和杉杉能源的销售明细数据，核查并分析

发行人产品结构、主要客户自有三元前驱体产量结构、主要客户产品结构之间的

差异及原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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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主要客户厦钨新能和杉杉能源存在自产三元前驱体的情况，但其自

有三元前驱体产能和产量均较低，自有三元前驱体产能、产量无法有效满足自身

需求，均需要进行大量对外采购，公司主要客户存在自产三元前驱体的情况不会

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主要客户厦钨新能三元前驱体总需求量中 NCM5 系占比高于其自产

三元前驱体中 NCM5 系占比；主要客户杉杉能源三元前驱体总需求量中 NCM5

系占比高于其自产三元前驱体中 NCM5 系占比，三元前驱体总需求量中 NCM6

系占比与其自产三元前驱体中 NCM6 系占比基本持平，且两家主要客户三元前

驱体外购比例均维持在较高水平，故其对三元前驱体需求较大程度依赖于对外采

购，主要客户自产三元前驱体的结构对公司业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三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2021年研发费用中材料投入金额下降与研发投料

数量增加的匹配性、2021年研发费用中水电动力金额下降与实验次数增加

的匹配性。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2021 年研发费用中材料投入金额下降与研发投料数量增加的匹配性 

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中材料投入金额、研发投料-主要原材

料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数量 变动幅度 金额/数量 

研发投料-主要原材料数量(A) 685.10  26.81  540.25  

研发投料-主要原材料金额(B) 2,079.43  62.53  1,279.44  

研发投料-其他原材料（辅料、耗

材等）金额(C) 
132.80  35.75  97.83  

材料投入金额（扣减研发成果

前）(D=B+C) 
2,212.23  60.62  1,377.27  

形成的研发成果数量(E) 256.52  26.86  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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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形成的研发等外品及样

品数量（F） 
151.89  196.60  51.21 

其中：形成的研发废料数量 104.64  -30.71  151.00  

研发成果冲减当期材料投入金

额(G) 
1,210.86  314.65  292.02  

材料投入金额(扣减研发成果

后，H=D-G) 
1,001.37  -7.73  1,085.24  

研发投料投入产出比(I=E/A) 0.37  - 0.37  

研发成果合格率（J=F/E） 59.21 - 25.32 

注 1：主要原材料指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 

注 2：研发成果合格率=形成的研发等外品及样品数量/形成的研发成果数量，形成的研发成

果包含研发等外品、研发样品、研发废料 3 种。 

从上表可知，2020 年度、2021 年度，研发投料-主要原材料数量分别为 540.25

吨、685.10 吨，增长 26.81%；材料投入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前）分别为 1,377.27

万元、2,212.23 万元，增长 60.62%。研发投料-主要原材料数量与材料投入金额

（扣减研发成果前）两者变化趋势一致，能够匹配。 

2020 年度、2021 年度，材料投入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后）分别为 1,085.24

万元、1,001.37 万元，略有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系：随着公司研发实力的增强

以及多元素多工艺共沉淀技术、单晶中高镍低钴三元前驱体制备技术、前驱体湿

法掺杂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的形成和运用，公司研发成果合格率从 2020 年度的

25.32%大幅提高到 2021 年度的 59.21%，形成的研发等外品及样品数量从 2020

年度的 51.21 吨大幅增长到 2021 年度的 151.89 吨，使得研发成果冲减当期材料

投入金额从 2020 年度的 292.02 万元大幅增长到 2021 年度 1,210.86 万元，导致

扣减研发成果后的材料投入金额略有下降。 

综上，2021 年度，公司研发投料-主要原材料数量与材料投入金额（扣减研

发成果前）两者变化趋势一致，能够匹配；扣减研发成果后的材料投入金额略有

下降，主要系 2021 年度形成的研发成果金额冲减材料投入金额较大所致。 

（二）2021 年研发费用中水电动力金额下降与实验次数增加的匹配性 

公司研发费用中水电动力费系研发产品小试、中试等实验环节中，配料、反

应、洗涤、干燥等工序耗用的电费、蒸汽费、水费。 

研发过程中的实验次数与研发原材料投入数量直接相关，原材料投入数量越

多，实验次数越多。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研发投料-主要原材料数量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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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26.81%，相应的实验次数亦有所增长。 

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水电动力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前）、研发成果

冲减当期水电动力金额、水电动力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变动幅度 金额 

水电动力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前） 574.94    26.95         452.88  

减：研发成果冲减当期水电动力金

额 
    223.23    331.87          51.69  

水电动力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后） 351.71 -12.33   401.19 

从上表可知，2020 年度、2021 年度，水电动力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前）分

别为 452.88 万元、574.94 万元，增长 26.95%，水电动力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前）

的增长趋势与实验次数增长趋势一致，能够匹配。 

2020 年度、2021 年度，水电动力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后）分别为 401.19 万

元、351.71 万元，下降 12.33%，下降的主要原因系：随着公司研发实力的增强

以及多元素多工艺共沉淀技术、单晶中高镍低钴三元前驱体制备技术、前驱体湿

法掺杂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的形成和运用，公司研发成果合格率从 2020 年度的

25.32%大幅提高到 2021 年度的 59.21%，形成的研发等外品及样品数量从 2020

年度的 51.21 吨大幅增长到 2021 年度的 151.89 吨，使得研发成果冲减当期水电

动力金额从 2020 年度的 51.69 万元大幅增长到 2021 年度 223.23 万元，导致扣

减研发成果后的水电动力金额有所下降。 

综上，2021 年度，公司水电动力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前）增长趋势与实验

次数增长趋势一致，能够匹配；扣减研发成果后的水电动力金额有所下降，主要

系 2021 年度形成的研发成果金额冲减水电动力金额较大所致。 

（三）2021 年度、2020 年度研发费用冲减情况 

公司研发领料形成的具体研发成果包含研发等外品、研发样品、研发废料 3

种。其中，研发样品为免费赠送客户以供其进行产品性能测试，故不收取相应对

价，不冲减研发费用；研发等外品、研发废料涉及研发费用冲减。 

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按照研发废料、研发等外品金额冲减研发费用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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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研发废料销售金额冲减研发费用金额 37.54 - 

形成的研发等外品金额冲减研发费用金

额 
1,439.15 343.71 

冲减研发费用合计金额 1,476.68 343.71 

研发废料销售金额冲减研发费用金额：公司研发过程中形成的研发废料为镍

钴锰混合物，由于其不符合预期性能标准，无法对外送样或销售，因此对其进行

报废处理。在对外销售时，按销售价格冲减当期研发费用。 

形成的研发等外品金额冲减研发费用金额：公司对研发试制产品检测后，视

产品技术指标和用途将可对外销售的研发产品分类为研发等外品，研发等外品在

入库时按照预计可变现净值冲减当期研发费用，计入存货项目。 

公司按照研发废料、研发等外品金额冲减研发费用时，在同一个研发项目下，

按照材料投入、水电动力、折旧摊销的顺序冲减当期研发费用。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冲减研发费用金额按照材料投入、水电动力、折旧摊销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冲减材料投入金额 1,210.86 292.02 

冲减水电动力金额 223.23 51.69 

冲减折旧摊销金额 42.59 - 

冲减研发费用合计金额 1,476.68 343.71 

冲减材料投入金额（A=B+C），包括两部分金额：（1）在同一个研发项目

下，该研发项目形成的研发等外品中耗用的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等原材料数

量*领用价格（B）；（2）研发废料的销售金额（C）。 

冲减水电动力金额、冲减折旧摊销金额：在同一个研发项目下，冲减研发费

用合计金额在冲减完当期材料投入金额后仍有余额的，继续按照顺序冲减该研发

项目的当期水电动力金额、折旧摊销金额。 

综上，公司按照研发废料销售金额、形成的研发等外品金额冲减研发费用金

额；冲减研发费用金额，在同一个研发项目下，按照材料投入、水电动力、折旧

摊销的顺序冲减当期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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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研发部门负责人、财务部负责人，了解研发领料的过程、研发领料

的最终去向以及研发等外品、研发废料、研发样品的会计处理情况，复核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获取研发项目台账及研发费用明细表，获取项目立项、领料单据，核对

项目领料时间、数量、金额等是否与项目台账一致；分析研发投料数量和金额、

研发投入产出变动的合理性； 

3、对期末研发等外品、研发废料数量实施监盘，监盘结果为账实相符。报

告期内，对研发等外品、研发废料等监盘情况如下： 

单位：吨，% 

类 别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研发等外品数量 0.25 - 50.00 

研发废料数量 10.53 310.00 159.00 

研发样品数量 - - - 

小计 10.78 310.00 209.00 

监盘数量 10.78 310.00 159.00 

监盘比例 100.00 100.00 76.08 

4、获取研发等外品明细表，对研发等外品销售获取并核查相应的销售合同/

订单、出库单、物流单、送货单（签收单）、验收单、提单、销售发票、回款单

据等支持性证据进行穿行测试，并结合对主要客户的访谈，核实研发等外品销售

交易的真实性； 

5、对研发等外品主要客户实施函证程序，函证各期销售金额及往来款项余

额； 

6、走访研发废料的销售客户，核查合同交易内容、金额以及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等；抽查研发废料主要客户收入相关的订单、出库单、物流单、销售发票、

回款单据等支持性证据，核查处置是否完成，核查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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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获取并核查研发样品台账，访谈相关研发人员，了解研发样品的处理方

式，核查研发样品相关的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8、获取研发水电动力金额明细表、各研发工序试验情况及试验标准工时统

计表，复核计入研发费用水电动力金额的准确性，分析公司水电动力金额与实验

次数的匹配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2021 年度，公司研发投料-主要原材料数量与材料投入金额（扣减研发成

果前）两者变化趋势一致，能够匹配；扣减研发成果后的材料投入金额略有下降，

主要系 2021 年度形成的研发成果金额冲减材料投入金额较大所致； 

2、2021 年度，公司水电动力金额（扣减研发成果前）增长趋势与实验次数

增长趋势一致，能够匹配；扣减研发成果后的水电动力金额有所下降，主要系

2021 年度形成的研发成果金额冲减水电动力金额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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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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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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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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复》之盖

章页）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8-1-19 

 

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

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签名：_______________ 

                       王宝良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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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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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李  欢              李  欣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_____________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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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

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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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_____________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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