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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武楠 

联系方式：021-68801539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号

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06室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昶 

联系方式：021-68824278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号

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06室 

2020 年 12 月 24 日，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冠新材”、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承接明冠新材 IPO 持续督导以及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明冠新材进行持续督导。2022 年半年

度，中信建投证券对明冠新材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

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

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明冠新材签订《持续督

导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

期回访等方式，了解明冠新材经营情

况，对明冠新材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2022 年上半年，明冠新材在持续督导

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

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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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

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

的督导措施等 

2022 年上半年，明冠新材在持续督导

期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

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

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明冠

新材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明冠新材依照相关规定

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

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明冠新材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明冠新

材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

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

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明冠新材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

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

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

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明冠新材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明冠新材未发生相关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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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2 年上半年，明冠新材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

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2022 年上半年，明冠新材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

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

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

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 年上半年，经保荐机构核查，明

冠新材未发生相关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

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 

（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

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

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

《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

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

形 

2022 年上半年，明冠新材未发生相关

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上市公

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

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

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

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

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

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2 年上半年，明冠新材不存在需要

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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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 
2022 年上半年，明冠新材不存在未履

行承诺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2 年 1-6 月，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明冠新材存在重大问题。 

三、风险因素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太阳能电池背板行业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制造成本、产品功能等方面的竞

争，随着技术进步和行业竞争的加剧，组件适用场景越来越多样化，光伏组件

对背板性能的要求也日趋多样。如果未来下游组件厂商继续对背板产品类型提

出新的需求，而公司又未能及时迭代相关技术以满足客户需求，则可能对公司

市场份额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盈利能力。 

铝塑膜产品目前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其应用领域决定了铝塑膜

产品在外观、冲深成型、耐电解液及阻水性等方面需要良好的产品质量与综合

性能，同时随着 3C 产品及储能电池等应用领域的逐渐丰富及行业竞争的加

剧，要求铝塑膜产品具备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及产品质量。为满足上述要求，需

要公司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及技术迭代。若公司未来相关产品的研发进展与技术

迭代无法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则可能导致公司铝塑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影

响公司盈利能力。 

（二）经营风险 

公司营业成本中直接材料的占比较大。报告期内公司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

成本的比例达到 90%左右，为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公司生产光

伏背板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受市场供需及其初级原料（如聚酯切片、LLDPE 等有

公开市场报价的商品）市场价格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波动性。公司生产铝塑

膜的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受大宗商品价格影响较大，随着经济周期及原材料市场

行情变化等因素存在一定的波动。若未来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出现大幅波动而

公司无法采取积极的措施减少其影响，将直接导致公司产品成本出现波动，对

公司日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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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款项余额占比较大。公司应收款项主要系对下游组件客

户的应收货款，整体回款周期较长。若相关客户资信状况出现不良情况、或与公

司合作关系不顺畅，则可能导致公司应收款项无法按期收回，对公司经营现金流

及生产运营造成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余额增长较快主要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公司增加了相应

材料的备货及部分客户需求增长较快影响。若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下滑，或相关

客户需求产生重大不利变化，则公司存货可能面临一定的跌价计提风险。 

（四）行业风险 

公司当前的主要产品为太阳能电池背板，属于光伏发电行业的子行业，受国

内行业政策的影响较大。近年来，我国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光伏产业政策，不断对

光伏发电政策进行积极调整。随着我国“双碳政策”的提出与持续推进，预计未

来光伏行业将保持良好发展。同时，随着新能源汽车及清洁能源行业近年来迅速

发展，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的需求量大幅上升，预计应用于软包锂电池的铝塑膜

未来需求量也将持续增长。但是若未来宏观经济形势及光伏、新能源汽车及储能

行业政策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将可能导致相关行业的发展不及预期，下游企业投

资意愿及产能产量下降，进而导致对公司产品的需求下降，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五）宏观环境风险 

太阳能光伏发电是目前最具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之一，世界各国均将其作

为一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扶持。报告期内，公司在保持国内市场优势地位的基

础上，也不断加大对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若未来国际贸易形势出现重大不利变

化，则可能对我国光伏组件产品海外销售产生一定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产品

销售。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 1-6 月，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6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916,083,802.34 617,053,754.37 4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204,170.71 55,284,519.92 7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888,863.53 38,845,590.97 13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668,507.51 -220,884,835.26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 6 月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69,858,545.45 1,415,734,281.88 3.82 

总资产 2,283,499,002.10 1,984,588,142.03 15.06 
 

2022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34 6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34 67.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股） 

0.56 0.24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4 4.08 增加2.36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28 2.87 增加3.41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89 3.83 增加0.06个百分点 

2022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48.46%，主要系太阳能电池背板收入较上期增

长 22.52%、铝塑膜收入较上期增长 40.17%、胶膜收入较上期增长 191.01%等所

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70.40%,主要系公司调整

销售产品结构毛利率提升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

136.55%，主要系公司调整销售产品结构毛利率提升及其他收益较上期减少所致。 

4、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分

别较上年同期上升 67.65%、67.65%、133.33%，主要系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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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上升 133.33%，主要系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综上，公司 2022 年 1-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公司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

其主要包括功能性高分子薄膜研制技术、特种粘合剂开发技术、材料界面处理技

术、材料光学设计技术、精密涂布复合技术和功能性材料分散技术等。在薄膜基

材和胶粘剂制备、材料表面处理以及涂布复合工艺方面形成公司的核心能力，增

强了公司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参与起草《GB/T31034-2014 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

用绝缘背板》国家标准；公司作为副组长单位参与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起草《T/CIAPS0005-2018 锂离子电池用铝塑复合膜》团体标准。公司通过多年持

续的研发投入，已掌握太阳能电池背板和锂电池铝塑膜产业化的多项核心技术，

构筑了公司的核心产品技术竞争力。 

1、功能性高分子薄膜研制技术 

公司通过拥有的太阳能电池背板用聚烯烃薄膜基材制备技术，对不同类型的

聚烯烃粒子进行选型、配方优化以及制膜工艺的改进等方式，成功开发出适用于

太阳能电池背板的聚烯烃类薄膜制备相关技术，并通过持续不断的配方优化、工

艺改进，开发出性能成熟的 M 膜产品。该产品可替代 TPT/KPK 结构背板内侧的

氟膜，实现了太阳能电池组件背板产品的降本增效。 

通过弹性体塑料配方设计及其热熔胶膜流延挤出加工技术，在选择具有优异

的弹性体原材料粒子及自主开发的偶联剂、交联剂、助交联剂等基础上，成功开

发出了具有高透光、耐紫外、耐高湿特点的光伏组件封装胶膜。 

2、特种粘合剂开发技术 

公司通过复合膜材料特种粘合剂研发团队多年的研发，已成功研制出高分子

薄膜粘合剂、金属铝箔与高分子薄膜粘合剂等复合膜材料的特种粘合剂。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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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完全掌握的特种粘合剂研制技术主要有：抗水解耐候性胶粘剂改性开发技

术。耐电解液高粘结力胶粘剂改性开发技术，公司通过聚氨酯、聚烯烃、丙烯酸

等体系树脂利用交联复配工艺，开发出具有优异耐腐蚀性能的胶粘剂。 

3、材料界面处理技术 

随着光伏发电行业降本增效趋势不断推进，公司积极推进复合膜材料研发降

本措施。公司通过长期探索，已掌握聚合物薄膜表面改性处理技术，采用对聚酯、

尼龙、氟膜、聚烯烃等基膜表面进行等离子处理增加表面张力，采用物理真空气

相沉积无机陶瓷薄膜改善背板水透性能或者采用特别增加涂布过渡层等方法，有

效增强聚合物薄膜复合可靠性。金属箔表面处理技术，金属箔如铜箔、铝箔等一

般在复合前需要进行清洗、钝化等相关处理，公司采用独有的免清洗钝化工艺，

使金属箔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层，后续可直接与其他材料一步涂布复合成铝

塑膜。胶膜表面结构设计技术，公司自主开发多种爆破纹、井字纹、斜条纹等太

阳能电池封装胶膜表面形貌，可快速将层压件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上的气体排出，

从而实现快速层压的效果。 

4、材料光学设计技术 

为更好的提高组件发电转换效率，提升光伏组件对太阳光二次吸收成为组件

研发的新方向。公司通过材料研发团队的攻关，通过增强反射型薄膜成型技术、

成功开发出背板反射率可超过 90%的高反背板，尤其是黑色高反射背板可显著

提升光伏组件 1%左右的转换效率。 

5、精密涂布复合技术 

公司针对双面涂布方法易出现的问题，经过长期探索实践，成功开发出可一

次涂布多层及复合的精密涂布复合工艺技术。公司基于在高分子薄膜复合领域多

年的经验累积，掌握了多层薄膜复合工艺的关键技术，保证了在量产太阳能电池

背板及锂离子电池用铝塑膜产品的过程中产品质量可靠性。 

通过自主研发，设计了干热复合制备工艺，并进行了生产流程优化，开发出

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铝塑膜干热法复合制备技术。 

6、功能材料分散技术 

公司通过对分散装置提供外界驱动力增加粉末分散性，并通过在装置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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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控系统，成功开发出涂料、纳米粉体改性胶粘剂分散技术。公司基于对 M 膜、

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等多种薄膜的自生产要求而开发了相关共混方式，首先通过

自动化定量计量配料，经由涡轮式锥形混料，成功开发薄膜共混粒子分散技术。 

上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 2022 年上半年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2022 年 1-6 月，公司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35,620,646.47 23,648,979.18 50.62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35,620,646.47 23,648,979.18 50.62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 3.89 3.83 增加0.06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公司 2022 年 1-6 月研发费用为 35,620,646.47 元，较 2021 年 1-6 月研发费用

23,648,979.18 万元上升 50.62%。2022 年 1-6 月，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为 3.89%，较 2021 年 1-6 月 3.83%增加 0.06 个百分点。  

2022 年 1-6 月，公司获得的专利情况如下： 

项目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8 1 55 32 

实用新型专利 6 5 88 80 

外观设计专利 0 0 13 13 

软件著作权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合计 14 6 156 125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125 项，本年新申请专利 14 项，累

计已申请专利共 156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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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明冠新材的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实际到账募集资金总额 65,101.91 

2 发行费用总额 7,778.36 

3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7,323.56 

4 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金额 3,410.65 

5 减：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34,199.90 

6 减：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9,000.00 

7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6,700.00 

8 减：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4,000.00 

9 
加：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及募集资金专户利

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930.11 

10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 1） 967.90 

11=10+7+8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结余 11,667.90 

注1：发行费用自筹未置换24.77万元。 

注2：本表中分项合计数存在差异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明冠新材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明冠新材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

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持股形式 持股数量 

闫洪嘉 董事长、总经理 直接持股 5,100.00 

闫勇 副董事长 
通过博强投资间接持股 1,912.50 

通过博汇银投资间接持股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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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勇 董事会秘书 通过博汇银投资间接持股 10.00 

李成利 监事会主席 通过博汇银投资间接持股 20.00 

刘丹 监事 通过博汇银投资间接持股 5.00 

谭志刚 监事 通过博汇银投资间接持股 1.00 

注：除上述直接和间接持股外，闫洪嘉（董事长、总经理）、叶勇（董事会秘

书）、李成利（监事会主席）、刘丹（监事）、赖锡安（财务总监）、张磊（董事、副

总经理）通过广发资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减持、质押、冻结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