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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下发的《关于请做好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申请人北汽蓝谷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蓝谷”、“公司”、“申请人”或“发行

人”）已会同申请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本着勤勉尽责、诚实

守信的原则，就告知函所列的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

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告知函的回复中的简称与保荐机构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简称

具有相同含义。本告知函的回复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所列示的相

关单项数据直接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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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募投项目与持续盈利能力。据申报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公

司原股东北京汽车和渤海汽车拟认购不低于 39%的新增股份。申请人本次募投

项目包括面向场景化产品的滑板平台开发项目、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研发

与核心能力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合计 80 亿元。申请人拟募集

25.14 亿元投入“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开发内容为三款 ARCFOX 品牌纯

电动车型整车产品全新开发及一款 ARCFOX 品牌纯电动车型整车产品升级改

款；“面向场景化产品的滑板平台开发项目”的开发内容为研发适用于各车型

下车身的底盘平台技术；“三电技术能力提升项目”的开发内容为电驱动力总

成升级开发项目、整车电控智能化跨级体验提升项目、平台化动力电池系统开

发项目。申请人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整车毛利率分别为 13.07%、-60.08%、

-32.73%和-15.27%。其中新车型 ARCFOX品牌 2020年以来毛利率分别为-20.03%、

-17.02%和-21.91%。2021年非公开募集资金项目中 ARCFOX品牌高端车型开发及

网络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3 年、5G智能网联系统提升项目和

换电业务系统开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2 年。申请人连续 7 年为

新能源汽车销售冠军，报告期持续亏损。申请人报告期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87，359.75 万元、-664,621.94万元、-554,354.58 万元、-349,964.53 万元。

报告期内，申请人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23.97%、5.09%、2.45%和 4.68%；申请人其

他业务收入中积分销售收入占比较大，2021 年度积分销售收入为 108,798.01 万

元，较 2020年度增长 482.36%。请申请人：（1）说明除原股东认购外，剩余募

集资金认购不足时的应对措施；（2）结合本次募投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的可

研报告及在手订单，说明本项目的内部收益率测算过程及结果是否准确；（3）

结合 ARCFOX 品牌车型持续亏损的原因，说明继续投入该品牌新车型开发的必要

性，募投项目的毛利率及盈利预测情况；（4）结合 2021年募投项目在报告期的

盈亏情形，进一步说明本次项目是否可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5）结合申请人连续 7 年为新能源汽车销售冠军，说明产能利用率低且呈下降

趋势的原因，是否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未来提升产能的措施及可行性，相关风

险披露是否充分；（6）说明整车产品升级开发、滑板平台开发、电驱动力总成、

平台化动力电池系统开发是否需要新建生产平台，若是，说明新建生产平台与公

司产能的关系，是否新增产能；如利用原有生产线平台，说明是否需要新购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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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是否会新增产能，新购买设备占原有生产线设备固定资产的占比情况；本次

募集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用于扩大产能；（7）结合积分销售收入的相关政策，

列示报告期内各期该项收入的明细情况及主要客户、款项回收情况，收入确认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会计师），说明报告期内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对申请人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8）结合售价、毛利率、净利润情况与同行业

对标，说明申请人的核心竞争力，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结合本

次募投项目，说明应对业绩下滑的措施是否有效；（9）说明申请人的经营环境

是否存在重大变化，是否存在对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申请人

改善持续盈利能力的措施及可行性，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请保荐机构、申请

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说明除原股东认购外，剩余募集资金认购不足时的应对措施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 80.00 亿元，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北汽集团控

制的关联方北京汽车、渤海汽车合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31.20 亿元。若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不能满足本次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

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

排，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部分，可利用自有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债券融资等方式

自筹解决。 

二、结合本次募投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的可研报告及在手订单，说明本

项目的内部收益率测算过程及结果是否准确 

本次募投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涉及车型产品仍处于开发阶段，未上市销

售，无在手订单。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在手订单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在手订单金额 75,258.35 44,666.10 52,770.13 206,903.05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在手订单分别为 206,903.05 万元、52,770.13 万元、

44,666.10 万元和 75,258.35 万元，最近三年呈下降趋势，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自主产品结构升级等因素使得北京品牌车型订单缩减；2022 年 6 月末公

司在手订单较 2021 年年末有所增长，主要系极狐品牌车型订单大幅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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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的可研报告，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将有利于公

司提升产品竞争力，更好把握追求个性化的汽车消费新趋势，但本项目为车型开

发项目，不涉及生产能力建设，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三、结合 ARCFOX 品牌车型持续亏损的原因，说明继续投入该品牌新车型开

发的必要性，募投项目的毛利率及盈利预测情况 

ARCFOX 品牌系列车型为公司进行战略转型与产品结构升级而推出的高端

车型，自 2020 年 10 月开始上市销售。因 ARCFOX 品牌上市时间较短，用户品

牌树立仍有待提升，销售终端布局不及纯电汽车竞争对手，关于产品特征的深刻

印象未形成，上市车型品类较少等原因，并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尚处于爬坡

阶段，产品销量及收入尚未体现出市场规模效应，导致单车销售收入未覆盖单车

生产成本，ARCFOX 品牌车型毛利率持续为负。其中： 

（1）相比传统燃油车市场，纯电动市场中新品牌接受度较高，公司过去集

中于对公市场和 A 级以下市场，并有着较为清晰的网约车认知标签，售价较高

的极狐对私产品无法借力过往品牌认知，品牌建立成长需要一个成长周期。 

（2）2022 年，极狐线下销售渠道持续增加，但受全国各地疫情频发等影响，

实际大部分新增门店均在 4 季度才得以实现开业，新建店占比较高，无法形成有

效销量。同时，对比成熟新势力品牌，极狐销售终端仍处于培育期，虽然已建立

起标准化的运营体系，销售能力稳步提升，但仍不足以支撑预期销量。 

（3）极狐品牌现有车型专注于产品基本属性，在制造工艺、传统车辆性能

方面具有较高水平，整体产品特征较为均衡，但产品特点和长板均不突出，未形

成产品特征的深刻印象，用户销售转化成本高。2023 年，极狐将升级换代改款

产品及各新品车型，通过“场景化开发”，围绕目标用户高频用车场景流，开展

体验设计，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和产品特征。 

报告期内，公司 ARCFOX 以外其他车型主要为北京品牌的 EC 系列、EU 系

列、EX 系列和其他系列，上述车型主要集中于经济型市场。随着新能源乘用车

市场的逐渐成熟和消费升级，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并且北京品牌具有

优势的网约车、出租车等对公销售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下滑明显。推出具备差异

化竞争优势和鲜明产品特征的新产品，对于公司提高市场份额、巩固现有市场地

位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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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涉及三款 ARCFOX 品牌纯电动车型整车产品全新开发及一款

ARCFOX 品牌纯电车型升级改款，4 款产品车型设计是基于更加细分人群的场景

需求，避开技术上的同质化竞争；且 4 款产品属于平台化、通用化产品，在满足

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将平台、动力总成、关键零部件最大化统一，生产基地和

供应链大量集中，有利于形成采购规模、制造规模，也有利于提高开发质量，控

制成本。 

2021 年开始，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加快整体战略调整，高端

车型 ARCFOX 品牌知名度逐渐提升，同时得益于前次募投项目新车型研发、渠

道网络建设带动 ARCFOX 系列车型销量及收入增加，业务转型初见成效。公司

ARCFOX 系列车型自 2020 年 10 月面向市场发售，2021 年度该车型销售收入较

2020 年度同比增长 1,260.65%；2022 年 1-6 月该车型销售收入较 2021 年同期同

比增长 422.74%，自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以来，公司 ARCFOX 系列收入逐年增加，

带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2021 年开始逐年增加。 

综上所述，因 ARCFOX 品牌上市时间较短，用户品牌树立仍有待提升，销

售终端布局不及纯电汽车竞争对手，关于产品特征的深刻印象未形成，上市车型

品类较少等原因，并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尚处于爬坡阶段，产品销量及收入

尚未体现出市场规模效应，导致单车销售收入未覆盖单车生产成本，ARCFOX

品牌车型毛利率持续为负；ARCFOX 品牌车型上市以后，该品牌销量及销售收

入上升较快，公司战略调整和产品转型初见成效，同时促进了 ARCFOX 品牌的

成长。本次募集资金拟继续投入 ARCFOX 品牌的新车型开发，是公司现有整车

产品体系的有效补充，可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矩阵，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 

本次募投为研发项目和营销渠道建设项目，将有利于公司提升综合竞争力，

但不涉及生产能力建设，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四、结合 2021 年募投项目在报告期的盈亏情形，进一步说明本次项目是否

可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 2021 年募投项目为 ARCFOX 品牌高端车型开发及网络建设项目、5G

智能网联系统提升项目、换电业务系统开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募投项目

车型在报告期内陆续上市，ARCFOX 品牌高端车型开发项目涉及 N60 车型即 αT

基础车型已于 2020 年 10 月上市销售，N61 车型即 αS 基础车型已于 202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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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市销售；5G 智能网联系统提升项目涉及 N61AB 车型即 αS Hi 版车型已于

2022 年 6 月上市销售。 

2020 年以来，ARCFOX 品牌车型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ARCFOX 品牌 -21.91% -17.02% -20.03% 

自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以来，公司 ARCFOX 系列收入逐年增加，带动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 2021 年开始逐年增加。得益于公司市场渠道推广带来的初步效应，

2022 年 1-6 月，公司 ARCFOX 品牌系列车型销量已超过 2021 年年度销量。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极狐品牌制定了“线上+线下”的多元化共创渠道，主要

包含直营店建设、经销商共创、跨界共创三种模式，高端车型 ARCFOX 品牌知

名度逐渐提升，业务转型升级初见成效。 

另外，公司拥有深厚的新能源汽车研发技术基础，具备项目实施的人才储备

和资源积累，具有成功的平台开发经验及能力，将助力本次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五、结合申请人连续 7 年为新能源汽车销售冠军，说明产能利用率低且呈

下降趋势的原因，是否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未来提升产能的措施及可行性，

相关风险披露是否充分 

报告期内，公司产能利用率如下： 

期间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产能利用率 4.68% 2.45% 5.09% 23.97%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对租车、网约车、出租车等对公市场负面影响较大，

加之消费升级，定位于对公市场的北京品牌不能较好满足对私业务需求，导致定

位于对公市场的北京品牌市场占有率逐步下降，使得公司的产销量整体呈现下降

趋势。现阶段对私业务对新能源汽车市场拉动效应较为显著，为适应对私业务的

快速增长，公司加大极狐品牌的市场推广力度和销售渠道建设，但极狐品牌成立

年限较短，虽然销量处于持续快速增长的阶段，但基数相对较小，公司产销量低

于总体产能，从而出现产能利用率较低的情况。 

新能源汽车行业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报告期内，蔚来、小鹏、理想等新势

力造车企业在不断谋求扩大产能，公司现有产能系在公司未来发展空间和行业发

展所处阶段的基础上确定的，长期看仍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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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公司将通过内外部协同发力，积极提升产能利用率。一方面，公司

通过在品牌定位、营销方式、新产品导入等方面发力，以提升销量，实现以销带

产，提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公司会会同属地政府，积极寻找对外合作伙伴，

探索股权转让、合资合作等多种合作方式，提高产能利用率、提升效益。 

公司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在《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

中披露了“产能过剩风险”，具体如下： 

“近年来，我国对新能源汽车行业扶持力度较大，传统燃油汽车生产商及造

车新势力纷纷开展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制造，新能源汽车行业产能快速扩张。快速

提升的行业产能较好满足了目前新能源汽车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但如果未来新

能源汽车市场需求增长放缓，可能导致新能源汽车行业出现产能过剩风险，过剩

的供给可能迫使公司降低产品售价与利润率，可能导致出现产能闲置、产品滞销

等，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六、说明整车产品升级开发、滑板平台开发、电驱动力总成、平台化动力

电池系统开发是否需要新建生产平台，若是，说明新建生产平台与公司产能的

关系，是否新增产能；如利用原有生产线平台，说明是否需要新购买设备，是

否会新增产能，新购买设备占原有生产线设备固定资产的占比情况；本次募集

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用于扩大产能 

（一）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 

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为 4 款车型的开发，开发过程将利用镇江工厂的原有

生产线平台。其中，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工艺会涉及新购买设备，拟投资金

额为 26,970.00 万元，新购买设备占原有生产线设备固定资产的占比为 13.50%。

新购买设备是对原生产线的更新改造，不会新增产能。 

（二）滑板平台开发项目 

滑板平台开发项目为适用于各车型下车身的底盘平台技术的开发，开发过程

将利用镇江工厂的原有生产线平台。本项目投资构成包括对标和工程开发、验证

开发和其他费用，主要进行车架、悬架、转向、制动、电池包、电驱动、热管理、

电子架构等关键部件的开发和验证，均不涉及新购买设备，不会新增产能。 

（三）电驱动力总成、平台化动力电池系统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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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驱动力总成、平台化动力电池系统开发项目属于研发项目，主要在实验室

内进行研发，不涉及新建生产平台。 

三电技术能力提升项目拟采购设备费金额为 5,835.00 万元，主要是用于电芯

工艺研发的工装夹具及试制设备，为实验室级别的采购，不会新增产能。 

（四）本次募集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用于扩大产能 

本次募投项目包括面向场景化产品的滑板平台开发项目、整车产品升级开发

项目、研发与核心能力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如上所述，其中整车产品升级

开发、滑板平台开发、研发与核心能力建设项目中的三电技术能力提升项目不会

新增产能。研发与核心能力建设项目中的智能网联技术能力提升项目属于研发项

目，主要在实验室内进行研发，不涉及新建生产平台，不会新增产能；ARCFOX

品牌直销 SPACE 营销渠道网络建设项目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不会新增产能。 

综上，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直接或间接用于扩大产能。 

七、结合积分销售收入的相关政策，列示报告期内各期该项收入的明细情

况及主要客户、款项回收情况，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说明报

告期内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对申请人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一）结合积分销售收入的相关政策，列示报告期内各期该项收入的明细

情况及主要客户、款项回收情况 

1、总体政策 

为提升乘用车节能水平，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建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管理

长效机制，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五部门，于 2017 年联合发布《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

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积分管理办法》”）。《积分管理办法》

对乘用车企业设定燃油汽车节能和发展新能源汽车两个考核目标，对应设立“油

耗”和“新能源”两种积分，企业考核达标产生正积分，不达标产业负积分，并允

许未完成发展目标、有负积分的企业通过购买新能源正积分等方式，通过积分交

易，建立促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协调发展的市场化机制。 

2020 年 6 月 15 日，五部门修订发布《关于修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

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决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

将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乘用车企业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可以依据本办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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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并按照下列规定结转，结转有效期不超过三年： 

（一）2019 年度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可以等额结转一年； 

（二）2020 年度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每结转一次，结转比例为 50%； 

（三）2021 年度及以后年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仅核算传

统能源乘用车）与达标值的比值不高于 123%的，允许其当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

车正积分结转，每结转一次，结转比例为 50%。只生产或者进口新能源汽车的乘

用车企业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按照 50%的比例结转。”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工业和信息化部可以根据汽车行业发展

情况决定延长抵偿期限和调整 2020 年度新能源汽车正积分结转比例。” 

2022 年 7 月 7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修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

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履行公开征求

意见程序，尚未正式实施。 

公司的积分销售业务系根据上述《积分管理办法》进行交易，尚未销售的积

分余额按照上述规定进行结转，由此取得积分收入。 

2、公司积分收入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积分销售收入的明细情况及主要客户、款项回收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积分收入 款项回收 积分收入 款项回收 积分收入 款项回收 

梅赛德斯-奔驰

（中国） 
- - - -  554.43   554.43  

上汽通用五菱 - - - -  1,282.57   1,282.57  

丰田汽车（中

国） 
- -  2,264.15   2,264.15  - - 

东风悦达起亚  3,266.27  3,266.27   3,255.38   3,255.38  - - 

北汽福田 - -  328.75   328.75  - - 

北京宝沃 - -  3,373.87   3,373.87  - - 

一汽大众  3,853.00   3,853.00   9,460.20   9,460.20  - - 

宝马（中国） 27,845.26  27,845.26  - - - - 

北京奔驰 73,833.48  73,833.48  - - - - 

合计 108,798.01 108,798.01 18,682.35 18,682.35 1,837.01 1,837.01 

注：公司 2022 年 1-6 月未对外出售积分，故无积分收入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积分并行管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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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022 年年度报告》，自 2018 年启动积分交易以来，新能源汽车积分累计交

易总额 141 亿元，其中 2021 年为 109.41 亿元，占比超过 77%；2018 年至 2020

年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总额分别为 4.18 亿元、1.65 亿元及 25.90 亿元。 

公司 2021 年度积分收入为 108,798.01 万元，较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增长

明显，主要系 2021 年受积分市场供应收紧影响，当年积分交易订单价格整体高

开高走，平均单价为 2,088 元/分，同比增长 73%。 

同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积分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600006.SH 东风汽车 853.71 296.64 11,620.26 

9866.HK 蔚来-SW 51,650.00 - - 

注：蔚来-SW 未披露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积分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积分收入系遵守工信部等五部门制定的《积分管理办法》进

行积分交易而产生的收入，同行业上市公司中亦存在积分收入业务。 

（二）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积分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副产品，积分销售属于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

营业收入，适用《新收入准则》。积分交易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

公司转让积分控制权时确认收入。积分交易双方在国家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

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平台完成“确认订单”、“备案协议”打印签字盖章确

认后并“上传备案协议”，即实现控制权的转移。公司在积分控制权转移后确认

积分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说明报告期内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对申请人持续盈利能力的

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积分收入分别为 1,837.01 万元、18,682.35 万元、108,798.01

万元及 0 万元，波动较大主要原因为如下： 

2018 年至 2019 年，双积分政策正式实施。根据工信部发布的《乘用车企业

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实施情况 2022 年度报告》，在管理

过渡阶段（2018 年），积分管理未对 2018 年度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提出考核要

求，给予企业新能源积分管理过渡期。由于 2018 年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爆发式增

长，行业油耗正积分约为负积分总量的 3.4 倍，新能源正积分相比 2017 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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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同时 2015-2017 年存在大量油耗正积分结余，2018 年度产生的新能源积

分无法结转，当年积分市场供需规模差距较大，导致新能源积分平均交易单价较

低。综合来看，各交易年度积分单价分布差异较大，2019 年近九成订单交易单

价不高于 500 元，2020 年超过五成的订单单价高于 1000 元。2021 年受积分市场

供应收紧影响，新能源积分的交易价格整体高开高走，平均单价 2,088 元/分，同

比增长 73%。工信部乘用车积分交易平台于每年度 7 月初开放交易，故公司 2022

年 1-6 月未产生积分收入。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积分收入波动较大主要系

积分市场交易价格波动及市场供需情况变化所致，波动具有合理性。 

积分作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副产品，随着其交易价格趋于正常交易水

平，该部分收入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影响较小。 

八、结合售价、毛利率、净利润情况与同行业对标，说明申请人的核心竞

争力，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结合本次募投项目，说明应对业

绩下滑的措施是否有效 

（一）结合售价、毛利率、净利润情况与同行业对标，说明申请人的核心

竞争力，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22 年公司主要车型售价与同行业对标车型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辆 

公司车型 市场指导价 对标车型 市场指导价 

ARCFOX αS Hi 42.99 蔚来 ET7 51.60 

ARCFOX αS 28.73 小鹏 P7 28.59 

ARCFOX αT 28.23 问界 M5ev 33.18 

北京品牌 EU5  14.99 比亚迪 秦 Plus EV 18.08 

北京品牌 EU7 17.59 广汽埃安 Aion.S plus 19.16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对标公司毛利率对比如下： 

证券简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蔚来-SW 13.80% 18.88% 11.52% -15.32% 

小鹏汽车-W 11.55% 12.50% 4.55% -24.05% 

理想汽车-W 22.09% 21.33% 16.38% -0.03% 

零跑汽车 -25.95% -44.30% -50.63% -95.73% 

威马控股 未披露 -41.06% -43.53% -58.26% 

可比公司平均值 5.37% -6.53% -12.34% -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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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北汽蓝谷 -4.44% 0.81% -28.82% 9.30% 

上表造车新势力企业收入主要来自纯电动汽车，国内造车新势力企业中零跑

汽车与威马控股毛利率均为负，与公司情况较为一致。 

报告期内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原有对公业务下滑，公司处于产品结构调

整期等因素，公司毛利率变动趋势虽然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变动趋势存

在差异，但是具有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对标公司净利润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证券简称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理想汽车 -65,191.20 -32,145.50 -15,165.70 -243,853.60 

蔚来 未披露 -401,694.90 -561,079.00 -1,141,310.10 

小鹏汽车 -440,160.00 -486,309.60 -273,198.50 -369,167.30 

零跑科技 

（已申报） 
未披露 -284,577.30 -110,009.30 -90,113.10 

威马控股 未披露 -820,498.70 -508,356.20 -414,521.00 

可比公司平均值 -252,675.60 -405,045.20 -293,561.74 -451,793.02 

北汽蓝谷 -217,556.23 -516,987.96 -647,639.99 388.89 

上表造车新势力企业收入主要来自纯电动汽车，国内造车新势力企业均为连

续亏损状态，与公司情况较为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水平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主要系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使公司具有优势的网约车、出租车等对公销售业务下滑较为严重，

而针对对私业务推出的极狐 ARCFOX 高端品牌投放市场时间较短，销量尚处于

爬坡阶段，导致整体销量不及预期所致。 

综合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目前处于前期发展阶段，未来增长空间较大，

为包括公司在内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作为国内首家获

得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资质的企业，公司子公司北汽新能源已成为国内掌握纯电

动汽车三电核心技术、集成匹配控制技术，兼具资产规模大、产业链完整、产品

线丰富、产品市场应用广的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之一。北汽新能源成立十余年以

来，累计为社会提供了超过六十万辆新能源汽车，累计行驶里程达一百多亿公里，

在 2013-2019 年连续七年保持国内新能源纯电动乘用车的销量第一。公司在研发

能力、新能源汽车技术、制造能力、试制试验能力、供应链资源等方面形成了明



 

6-1-14 
 

显的先发优势，共同构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能够确保产品不断升级，满足市

场需求，从而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公司在汽车研发及生产制造领域有多年经验

积累，并拥有全面的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形成自身核心技术能力。虽然短期受

产品结构、补贴退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经营业绩有所下滑，但长期

看，依托自身的核心技术和多方面的竞争优势，以及受益行业大发展带来新能源

汽车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公司仍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改善

持续盈利能力，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结合本次募投项目，说明应对业绩下滑的措施是否有效 

本次募投项目面向场景化产品的滑板平台开发项目、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

目、三电技术能力提升项目和智能网联技术能力提升项目均为研发项目，

ARCFOX 品牌直销 SPACE 营销渠道网络建设项目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具体内

容如下： 

1、面向场景化产品的滑板平台开发项目 

通过实施面向场景化产品的滑板平台开发项目，研发适用于各车型下车身的

底盘平台技术，将复杂系统尽量集成到底盘平台，使上车体可自由设计，实现产

品组合多元化，跳出同质化竞争，带来产品溢价，并有助于大幅降低研发费用和

开发周期，是一种平台化设计开发整车的前沿技术。 

2、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 

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开发内容为三款 ARCFOX 品牌纯电动车型整车产品

全新开发及一款 ARCFOX 品牌纯电车型升级改款，其中： 

N51AB 定位为高颜值、高性能、智能化、极速快充等特点的高端运动化纯

电动轿车。N62HBT 定位为以陆地头等舱为产品概念的高端智能纯电动 SUV。

精品 A 级跨界车型定位于为女性专属的精品纯电动跨界车。N61HBT 升级改款

延续 N61HBT 市场格局，开发运动及商务两个版型。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开发车型是公司现有整车产品体系的有效补充。 

3、研发与核心能力建设项目 

（1）三电技术能力提升项目 

通过实施本项目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开发，将当前已经在极狐品牌车型量产

的 94kWh、1C 充电倍率的三元材料电池包升级为 2.2C 倍率，新增 84kWh 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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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电池包、67kWh 磷酸铁锂电池包、具备 4C 充电能力的 90kWh 量级三元材

料电池包；在已经掌握的电池包总成生产制造能力基础上，拓展电芯测试、检验

和工艺指导能力；将已开发的电池预警算法融合到统一平台，用于量产车预警。 

通过三电技术能力提升项目的电驱动力总成技术开发，将当前已经在极狐品

牌车型量产的 400V 电压平台 175kW 硅基电驱总成升级为 800V 电压平台碳化硅

基电驱总成，新增两种架构的 200kW 电驱总成、高效率四驱总成技术。 

通过三电技术能力提升项目的电控技术开发，将开发模式由现在基于信号的

过程开发方式转向服务化开发模式，提升电控功能的开发速度，在已经具备的零

部件电控功能自动化测试能力的基础上建立 APP、OTA 等电控功能的测试能力。 

（2）智能网联技术能力提升项目 

公司当前智能网联产品开发模式主要依赖供应商，技术、功能与市场上竞品

差异化不明显，车型与车型间缺少传承，积累与沉淀无法有效地转化到新车型研

发中，导致公司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不足、相同技术重复委外开发、面对供应商

议价能力弱、盈利模式面临挑战等问题。 

通过实施本项目，将有助于增强公司智能网联软件自研能力，形成公司首个

“环网架构及 SOA 形态产品”（基于智能车控域的 SOA 形态产品，如对三电、座

椅、门窗、大灯系统的功能调用等）的自主研发，更好地打造差异化和高感知的

产品和功能，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不断降低委外开发费用，并提高盈利能力。 

（3）ARCFOX 品牌直销 SPACE 营销渠道网络建设项目 

本项目为进一步提升北汽新能源高端品牌 ARCFOX 的影响力和公司直销能

力，在前期投资规划的基础上，进行 ARCFOX 品牌直销 SPACE 营销渠道网络

建设，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营销渠道网络建设是公司现有营销体系的有效补充。 

公司为改善业绩及盈利能力，采取的措施包括：聚焦产品技术升级、严格强

化品质管控、持续强化营销能力、稳健资本管控能力。本次募投项目是对上述措

施的有效落实，其中面向场景化产品的滑板平台开发项目和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

目促进产品技术升级，丰富产品结构；三电技术能力提升项目有助于公司严格强

化品质管控，提高电控功能测试能力；ARCFOX 品牌直销 SPACE 营销渠道网络

建设项目有助于公司持续强化营销能力，增强市场影响力；智能网联技术能力提

升项目降低公司委外开发费用，提升公司资本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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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和品牌美誉

度，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有利于聚焦产品技术升级、持续强化营销能力，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助于业绩改善措施的有效落实。 

九、说明申请人的经营环境是否存在重大变化，是否存在对持续盈利能

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申请人改善持续盈利能力的措施及可行性，相关

风险是否充分披露 

（一）说明申请人的经营环境是否存在重大变化，是否存在对持续盈利能

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公司所处行业为新能源整车制造。截至 2022 年末，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已经连续八年位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已

经进入快速成长期。我国已相继出台了各种扶持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提

升和市场推广。2022 年 1-12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688.70 万辆，同比增长

95.63%，渗透率达到 25.64%，提前完成《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中 2025 年新能源汽车 20%渗透率的目标。 

综上所述，新能源汽车市场整体发展表现良好，公司经营环境不存在重大变

化，不存在对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申请人改善持续盈利能力的措施及可行性，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 

2020 年以来，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下滑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使得终端

客户采购量减少及公司处于产品结构升级初期，推出的 ARCFOX 系列高端车型

尚未呈现市场规模效应所致。 

1、公司为改善业绩及盈利能力，积极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1）聚焦产品技术升级 

产品开发方面，以提升用户体验为中心，做好产品线、技术线和资源线能力

建设，保障阿尔法 S 全新 HI 版车型，在后续实现高阶城市道路自动驾驶功能，

进一步增强极狐品牌的“智能化”标签；核心技术方面，聚焦纯电、智能网联技术

主线，强化技术引领，稳步开展第三代动力总成开发，布局第四代动力总成关键

技术，开发下一代集中式电子电气架构平台中央域控制器、区域控制器的软件，

搭建相关测试体，开展面向量产的自动驾驶集成开发，采用多传感器融合技术，

在匝道、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高精地图覆盖区域内，实现高速领航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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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全面提升动力总成产品竞争力。 

（2）严格强化品质管控 

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从产品设计方案到新车质量验证标准，建立

以客户为中心的质量保证体系，不断展开用户调研、聆听客户声音，最终达成客

户满意。 

（3）持续强化营销能力 

公司将围绕树品牌、强渠道、优服务三个方面，重点推进 ARCFOX 品牌营

销力提升：首先，通过线上+线下活动，传播品牌故事、强调产品黑科技，着力

打造科技智能化标签，稳固先行者品牌形象；其次，针对目标市场继续大力完善

网络布局，加快直营、分销建设，并做好店面能力培训与运营指导；最后，用户

运营及服务方面，优化客户运营，涵养社群，培育粉丝。提升客户触点体验，提

升运营质量，改善客户体验服务端将聚焦维保、能源等基础体系建设，满足用户

差异化需求。 

（4）稳健资本管控能力 

精益管理方面，深化开源节流，通过全面降本与价值提升，增加主营业务贡

献度，维护公司业务发展与资金储备之间的动态平衡。 

2、公司改善持续盈利能力措施的可行性具体分析如下： 

聚焦产品技术升级有利于公司丰富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进一

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有助于未来销量增长，从而改善持续盈利能力；严格强

化品质管控，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质量保证体系，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了解消费者

需求及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改善持续盈利能力；持续强化

营销能力有助于公司提升市场影响力，扩大品牌知名度，提升销量；稳健资本管

控能力能够有效控制公司成本，开源节流，从而提升盈利能力。 

此外，公司现有研发人员、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储备及完整地产品谱系有助

于保障上述措施实施： 

（1）截至 2021年末，公司共有研发人员 1,496人，占员工总数比例为 44.56%。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整车产品升级开发团队现有核心研发人

员近 400 人，团队量产车型开发项目经验丰富。公司研发人员均具有多年产品研

发实践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其中核心技术人员相关工作经验多在 10 年以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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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拥有人员结构完善的技术团队，为上述措施的实施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公司子公司北汽新能源经十余年发展目前已建立了新一代新能源整车

产品平台开发技术、三电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相互依托的协调研发体系和创新能

力。在智能化技术储备方面，公司已拥有应对新能源政策需求的数据管理平台，

掌握了域控制纯电动架构的电子架构，在已有驾驶辅助整车集成及验证基础上，

正在合作开发 L3（城市 NOA），并自主开发 L2.9（高速 NOA）技术，并对 L4

自动驾驶决策控制算法进行预研。在电动化技术储备方面，公司已完成高压化技

术升级，并实现配合 SIC 功率芯片技术、扁线绕组技术、油水复合冷却技术的搭

载上车，电驱动系统性能已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公司在已掌握无模组成组技术、

主动热安全预警技术、高压快充技术以及平台化电池技术，实现电池“不见火”

的高安全技术水平，为上述措施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3）目前，北汽新能源已推出阿尔法 T、阿尔法 S、EU、EX、EC 等多个

系列十余款新能源纯电动乘用车，全面覆盖 A00 级到 B/C 级市场，产品种类包

括轿车和 SUV 等具有谱系长、品类全的优势，实现了经济型、智能型、高端智

能型的全覆盖。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将推出满足不同场景化需求的整车产品，有利

于公司更好把握追求个性化的汽车消费新趋势。完整地产品谱系为上述措施的实

施提供客户基础。 

因此，公司改善持续盈利能力措施具有可行性。 

3、关于风险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

响的讨论与分析”之“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中充分披露新能源行

业市场经营相关风险及公司业绩下滑风险。  

综上所述，公司所处经营环境不存在重大变化，不存在对持续盈利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公司针对改善持续盈利能力已制定了可行的应对措施，相

关风险已充分披露。 

十、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中介机构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了解剩余募集资金认购不足时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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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本次募投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的可研报告，访谈公司相关人员，

了解在手订单情况。 

3、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了解 ARCFOX 品牌车型持续亏损的原因，了解继续

投入该品牌新车型开发的必要性。 

4、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了解 2021 年募投项目在报告期的盈亏情形，了解本

次项目的可行性。 

5、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了解产能利用率低且呈下降趋势的原因，未来提升

产能的措施及可行性。 

6、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了解整车产品升级开发、滑板平台开发、电驱动力

总成、平台化动力电池系统开发是否需要新建生产平台，是否新增产能，新购买

设备占原有生产线设备固定资产的占比情况，本次募集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用于

扩大产能。 

7、获取报告期内公司积分销售收入及回款明细表，查询报告期内工信部年

度积分交易报告，就积分交易平台每年度开放时间向工信部相关人员进行电话咨

询。 

8、获取 2022 年度公司主要在售车型市场指导价明细表。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本次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公司将按照

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

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部分，公司可利用自有资金、金融机构

贷款、债券融资等方式自筹解决。 

2、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为车型开发项目，不涉及生产能力建设，不直接

产生经济效益。 

3、ARCFOX 品牌系列车型为公司进行战略转型与产品结构升级而推出的高

端车型，北京品牌车型销量不佳的背景下，公司必须依靠新产品提升产品竞争力，

提高市场份额，巩固现有市场地位。本次募投项目具备必要性。 

4、本次募投项目具备可行性，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5、公司对公市场下滑较大及极狐品牌上市时间较短，公司产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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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利用率较低。公司将通过内外部协同发力提升产能利用率。相关风险因素已

进行披露。 

6、整车产品升级开发项目、滑板平台开发项目利用镇江工厂的原有生产线

平台，不会新增产能；研发与核心能力建设项目中的三电技术能力提升项目、智

能网联技术能力提升项目属于研发项目，不涉及新建生产平台，不会新增产能；

ARCFOX 品牌直销 SPACE 营销渠道网络建设项目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不会新

增产能。综上，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直接或间接用于扩大产能。 

7、报告期内，公司积分销售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报告期内大

幅波动具有合理性，对申请人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影响。 

8、公司在研发能力、新能源汽车技术、制造能力、试制试验能力、供应链

资源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共同构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已制定

并将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募投项目的实

施有助于业绩改善措施的有效落实。 

9、公司所处经营环境不存在重大变化，不存在对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的事项，公司针对改善持续盈利能力已制定了可行的应对措施，相关风险

已充分披露。 

问题 2、关于应收账款。申请人报告期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2,079,822.00

万元、1,932,098.57 万元、1,368,505.35 万元和 1,077,617.77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88.17%、366.45%、157.36%和 154.87%，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

账款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10.43%、9.64%、8.09%及 8.01%，远高于同行

业比例。其中应收新能源政府补贴占比分别为74.06%、78.21%、80.67%及79.87%。

报告期应收整车及材料销售款余额分别为 539,483.93 万元、420,964.87 万元、

257,332.39 万元及 216,613.91 万元，三年以上账龄占比分别为 1.42%、19.01%、

63.65%及 70.72%。三年以上账龄占比逐年提升且占比较高。 

请申请人：（1）分析应收新能源补贴占应收账款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

差异并说明原因；（2）分别列示报告期应收整车及材料销售款两类应收款的金

额、账龄、坏账计提金额及比例、逾期部分余额。分别结合整车和材料销售的信

用政策说明报告期逾期应收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3）说明报告期应收关联方逾期金额、账龄，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坏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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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分析应收新能源补贴占应收账款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并说明

原因 

报告期各期末，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新能源补贴占应收账款比例情况如

下：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赛力斯 78.44% 75.36% 93.23% 98.59% 

北汽蓝谷 79.90% 81.20% 78.21% 74.06% 

注：赛力斯的占比取自其定期报告中新能源补贴款占合同资产及应收账款中的新能源组

合两数之和的比例。比亚迪、上海集团、长安汽车、江淮汽车等未单独披露其应收新能源补

贴款或新能源业务组合款项。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新能源补贴占应收账款的比例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

系公司新能源车面向对私市场的销售占比提升及对私市场销售客户公司无信用

期所致。2021 年及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新能源补贴占应收账款比例与赛力斯

的比例基本一致。 

二、分别列示报告期应收整车及材料销售款两类应收款的金额、账龄、坏

账计提金额及比例、逾期部分余额。分别结合整车和材料销售的信用政策说明

报告期逾期应收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一）分别列示报告期应收整车及材料销售款两类应收款的金额、账龄、

坏账计提金额及比例、逾期部分余额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整车款的金额、账龄、坏账计提金额及比例、逾期

部分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117,316.14 - 1,124.58 0.96% 99.99% 

1-2 年 7,147.76 7,147.76 1,370.36 19.17% 89.51% 

2-3 年 21,811.07 21,811.07 7,060.86 32.37% 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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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年 7,614.37 7,614.37 5,756.46 75.60% 52.94% 

4-5 年 - - - - - 

5 年以上 - - - - - 

合计 153,889.34 36,573.20 15,312.26 9.95% 92.86% 

项目 
2020.12.31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13,464.38 - 118.49 0.88% 90.27% 

1-2 年 15,476.42 4,120.32 3,076.71 19.88% 99.93% 

2-3 年 911.48 911.48 291.49 31.98% 17.72% 

3-4 年 17,828.04 17,828.04 14,119.81 79.20% 62.77% 

4-5 年 7,484.37 7,484.37 7,409.52 99.00% 51.61% 

5 年以上 - - - - - 

合计 55,164.69 30,344.21 25,016.02 45.35% 77.65% 

项目 
2021.12.31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11,989.86 - 154.67 1.29% 99.98% 

1-2 年 4,308.36 625.19 887.52 20.60% 69.59% 

2-3 年 11,358.72 309.17 6,098.50 53.69% 99.76% 

3-4 年 911.48 911.48 663.92 72.84% 17.72% 

4-5 年 8,621.10 8,621.10 8,534.89 99.00% 23.00% 

5 年以上 5,392.00 5,392.00 5,392.00 100.00% 32.83% 

合计 42,581.52 15,858.94 21,731.50 51.04% 71.00% 

项目 
2022.6.30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664.49 - 8.55 1.29% 84.95% 

1-2 年 2,344.93 468.57 483.03 20.60% 22.61% 

2-3 年 364.35 300.07 195.62 53.69% 100.00% 

3-4 年 1,101.74 1,101.74 802.51 72.84% 31.93% 

4-5 年 7,216.42 7,216.42 7,144.26 99.00% 8.02% 

5 年以上 4,350.00 4,350.00 4,350.00 100.00% 0.00% 

合计 16,041.93 13,436.80 12,983.96 80.94% 19.43% 

注：上述期后回款率系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下同。 

上表可见，2019 年末，应收整车款的整体坏账计提比例与期后回款率两者

合计比例为 102.81%，超过 100%，因此，报告期内，相应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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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公司应收销售材料的金额、账龄、坏账计提金额及比例、逾期部分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84,543.74 - 810.43 0.96% 98.95% 

1-2 年 4,033.79 1,869.75 773.35 19.17% 98.18% 

2-3 年 1,179.42 1,179.42 381.81 32.37% 100.00% 

3-4 年 - - - - - 

4-5 年 - - - - - 

5 年以上 - - - - - 

合计 89,756.96 3,049.18 1,965.60 2.19% 98.93% 

项目 
2020.12.31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89,248.14 - 785.38 0.88% 85.31% 

1-2 年 1,699.89 37.57 337.94 19.88% 99.06% 

2-3 年 73.44 73.44 23.49 31.98% 0.00% 

3-4 年 174.64 174.64 138.32 79.20% 100.00% 

4-5 年 - - - - - 

5 年以上 - - - - - 

合计 91,196.12 285.66 1,285.13 1.41% 85.53% 

项目 
2021.12.31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14,634.22 - 188.78 1.29% 33.32% 

1-2 年 10,793.75 10,793.75 2,223.51 20.60% 0.00% 

2-3 年 3.37 3.37 1.81 53.69% 100.00% 

3-4 年 73.44 73.44 53.49 72.84% 0.00% 

4-5 年 174.64 174.64 172.90 99.00% 100.00% 

5 年以上 - - - - - 

合计 25,679.42 11,045.20 2,640.49 10.28% 19.68% 

项目 
2022.6.30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16,396.36 - 211.51 1.29%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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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 8,520.40 8,520.40 1,755.20 20.60% 0.87% 

2-3 年 1,500.72 1,500.72 807.47 53.69% 0.05% 

3-4 年 89.46 89.46 65.16 72.84% 6.87% 

4-5 年 - - - - - 

5 年以上 - - - - - 

合计 26,506.95 10,110.59 2,839.35 10.71% 4.46% 

上表可见，2019 年末，应收材料款的整体坏账计提比例与期后回款率两者

合计比例为 101.12%，超过 100%，因此，报告期内，相应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

充分。 

（二）分别结合整车和材料销售的信用政策说明报告期逾期应收账款的原

因及合理性；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业务及材料销售业务

等。在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业务方面，公司对经销商采购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采取

款到发货的信用政策；对于主营网约车、出租车业务公司等大客户，初始购买资

金成本较高，一次性投入较大，为缓解客户购买压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公

司根据大客户的自身特点给予一定的信用账期。在材料销售方面，该业务主要系

公司向北京汽车销售动力模块、三电系统及相关零部件，上述销售价款内包含应

收的新能源政府补贴款，北京汽车收到相关补贴款后即向公司支付，并于三个月

支付完毕，剔除补贴款后，应收材料款的结算账期为两个月。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出现逾期主要原因为基于客户自身资金规划、付款审批周

期长及经营状况等原因所致。 

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

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

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当单项金融资产

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对应收账款

划分整车及材料销售款、新能源汽车补贴款和其他三个组合，在组合基础上通过

迁徙率和前瞻性调整来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率并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公司坏账准备

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公司信用政策与通过公开渠道可查询到的同行业公司的比较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信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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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信用政策 

比亚迪 

在汽车业务方面，公司对经销商采购的传统燃油车及新能源乘用车采取款到发

货的销售政策；在考虑新能源商用车客户群体主要为具有国资背景、信用评级

较高的各城市公交运输公司且其本身“初始购买成本高、后期使用成本低”的特点

后，为缓解客户购买压力与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公司一般会根据该些客户账

期需求给予一定宽松的销售账期 

赛力斯 

在国内销售方面，对于经销商，在传统燃油汽车方面，公司主要采取现款现货、

先款后货的信用政策；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公司对经销商采购的新能源汽车整

车主要采取款到发货的信用政策；对于少量直销客户，公司主要采用当月开票、

次月收款的信用政策；对于汽车动力总成，应收账款结算账期为两至三个月；

②在国外销售方面，公司主要采用信用证结算，即收到信用证后报关发运，根

据信用证类型不同，账期在 1 个月至 6 个月 

报告期各期末，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按照账龄结构计提坏账准备的预期信用

损失率如下： 

期间 证券简称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2019 年度 

比亚迪 0.79% 1.11% 3.07% 9.42% 33.71% 100.00% 

长安汽车 0.80% 7.54% 31.23% 42.66% 45.52% 97.33% 

上汽集团 1.13% 20.97% 54.88% 91.61% 

江淮汽车 5.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金龙汽车 1.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北汽蓝谷（整

车及材料款） 
0.96% 19.17% 32.37% 75.60% 100.00% - 

2020 年度 

比亚迪 1.15% 1.90% 2.87% 8.12% 30.21% 100.00% 

长安汽车 0.43% 12.32% 40.07% 52.72% 

上汽集团 0.98% 35.40% 55.92% 99.05% 

江淮汽车 5.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金龙汽车 1.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北汽蓝谷（整

车及材料款） 
0.88% 19.88% 31.93% 79.20% 99.00% 100.00% 

2021 年度 

比亚迪 1.63% 2.45% 2.97% 7.96% 33.42% 100.00% 

长安汽车 0.13% 8.57% 12.47% 47.90% 

上汽集团 0.82% 30.61% 50.21% 97.98% 

江淮汽车 5.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金龙汽车 1.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北汽蓝谷（整

车及材料款） 
1.29% 20.60% 53.69% 72.84% 99.00% 100.00% 



 

6-1-26 
 

期间 证券简称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2022 年

1-6 月 

比亚迪 2.08% 2.81% 3.44% 9.08% 33.78% 100.00% 

长安汽车 0.11% 8.61% 17.55% 44.09% 

上汽集团 0.50% 27.03% 48.83% 97.69% 

江淮汽车 5.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金龙汽车 1.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北汽蓝谷（整

车及材料款） 
1.29% 20.60% 53.69% 72.84% 99.00% 100.00% 

注：上述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并选取其披露账龄组合计提情况与公司进行比较；

比亚迪选取其披露的新能源业务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情况与公司进行比较；长安汽车、上汽集

团披露的账龄年限分类与行业分类方法不同。广汽集团、长城汽车定期报告未披露其按照账

龄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 

上表可见，公司按账龄结构较同行业上市公司执行了较为严谨的坏账准备计

提政策。 

三、说明报告期应收关联方逾期金额、账龄，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坏

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关联方单项计提的金额、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1 年以内 54.96 - 5.07 9.23% 18,403.13 - 5,830.11 31.68% 

1-2 年 166,044.64 166,044.64 15,329.10 9.23% 54.96 54.96 18.79 34.19% 

2-3 年 85,208.55 85,208.55 7,866.58 9.23% 166,044.64 166,044.64 53,371.41 32.14% 

3-4 年 - - - 
 

54,513.70 54,513.70 17,551.74 32.20% 

4-5 年 - - - 
 

- - - 
 

5 年以上 - - - 
 

- - - 
 

合计 251,308.15 251,253.19 23,201.01 9.23% 239,016.43 220,613.30 76,772.05 32.12%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1 年以内 13,908.41 - 5,112.73 36.76% 6,523.56 - 2,421.74 37.12% 

1-2 年 - - - - 8,388.23 8,388.23 3,083.53 36.76% 

2-3 年 54.96 54.96 21.51 39.14% - - - - 

3-4 年 128,562.35 128,562.35 47,988.18 37.33% 101,859.43 101,859.43 37,536.66 36.85% 

4-5 年 11,227.05 11,227.05 4,394.27 39.14% 36,990.44 36,990.44 14,478.06 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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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以上 - - - - - - - - 

合计 153,752.77 139,844.36  57,516.69 37.41% 153,761.66 147,238.10 57,519.98 37.41% 

公司应收关联方产生逾期金额主要系华夏出行及北京海纳川汽车底盘系统

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欠佳，现金流较差所致，公司对于关联方进行单项计提的主

要为华夏出行有限公司和北京海纳川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应收华夏

出行有限公司的整车销售款由于华夏出行的回款现金流量较弱，公司对于华夏出

行进行单项计提。华夏出行分别于 2021 年及 2022 年回款 8.52 亿元和 7.7 亿元。

北京海纳川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公司已经对其提起诉讼，报

告期各期末，公司单项计提的关联方坏账准备比例分别为 27.70%、32.12%、

37.14%和 37.14%，最近三年，相关计提比例逐年升高。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关联方按照组合计提的金额、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68,543.56 - 658.02 0.96% 97.82% 

1-2 年 2,335.52 171.48 447.72 19.17% 99.58% 

2-3 年 9,646.74 9,646.74 3,122.65 32.37% 48.98% 

3-4 年 3,614.37 3,614.37 2,732.46 75.60% 100.00% 

4-5 年 - - - - - 

5 年以上 - - - - - 

合计 84,140.19 13,432.59 6,960.85 8.27% 92.37% 

项目 
2020.12.31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101,920.38 - 896.90 0.88% 92.07% 

1-2 年 19,142.34 15.94 3,805.50 19.88% 99.92% 

2-3 年 161.48 161.48 51.64 31.98% 100.00% 

3-4 年 7,606.62 7,606.62 6,024.44 79.20% 35.30% 

4-5 年 3,484.37 3,484.37 3,449.52 99.00% 100.00% 

5 年以上 - - - - - 

合计 132,315.18 11,268.40 14,228.00 10.75% 90.16% 

项目 
2021.12.31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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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以内 31,270.17 - 403.39 1.29% 68.11% 

1-2 年 22,182.08 12,516.25 4,569.51 20.60% 49.77% 

2-3 年 11,017.23 15.94 5,915.15 53.69% 99.71% 

3-4 年 161.48 161.48 117.62 72.84% 100.00% 

4-5 年 7,079.34 7,079.34 7,008.55 99.00% 30.48% 

5 年以上 1,592.00 1,592.00 1,592.00 100.00% 100.00% 

合计 73,302.31 21,365.01 19,606.22 26.75% 64.44% 

项目 
2022.6.30 

应收账款 其中：逾期金额 坏账准备 坏账比例 期后回款率 

1 年以内 23,035.70 - 297.16 1.29% 37.43% 

1-2 年 8,839.92 8,830.05 1,821.02 20.60% 0.64% 

2-3 年 1,476.24 1,476.24 792.59 53.69% 5.82% 

3-4 年 177.50 161.48 129.29 72.84% 0.00% 

4-5 年 5,500.02 5,500.02 5,445.02 99.00% 9.27% 

5 年以上 - - - - - 

合计 39,029.38 15,967.78 8,485.09 21.74% 23.77% 

上表可见，2019 年末，应收关联方组合款的整体坏账计提比例与期后回款

率两者合计比例为 100.64%，超过 100%，因此，报告期内，相应组合的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报告期各期末，关联方按照组合的计提比例分别为 8.27%、10.75%、

26.75%和 21.74%，最近三年的计提比例逐年升高，公司对于 4 年以上的账龄计

提比例均接近 100%，因此，公司关联方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充分。 

四、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中介机构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发行人应收账款按性质分类情况的明细表，结合发行人各类主要应

收账款项目、业务模式及特点的相关规定，分析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情况

及其合理性。 

2、对发行人各类应收账款的账龄情况进行复核及分析。 

3、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款的期后回款情况，

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较长的主要原因。 

4、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了解同行业可比公司

应收新能源政府补贴款余额、占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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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应收新能源补贴占应收账款的比例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系公司

新能源车面向对私市场的销售占比提升及对私市场销售客户公司无信用期所致。

2021 年及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新能源补贴占应收账款比例与赛力斯的比例基

本一致。 

2、报告期各期末，应收整车、材料销售款及关联方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 3、关于 ARCFOX 以外其他车型的存货减值计提。申请人报告期

ARCFOX 以外其他车型的存货主要是 EU 系列，报告期存货余额分别为

313,573.13 万元、293,471.38 万元、54,870.78 万元及 11,902.98 万元。存货减值

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0.25%、16.92%、4.96%及 1.50%。 

请申请人列表说明报告期 EU 系列库龄、销售单价，结合销售单价及库龄说

明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EU 系列车型库龄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EU 系列车型库存商品的库龄分布如下： 

单位：万元 

库龄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6 个月以内 7,923.22 66.57% 52,555.52 95.78% 23,557.05 8.03% 313,530.83 99.99% 

6 个月-1 年 3,325.51 27.94% 1,042.81 1.90% 40,552.13 13.82% 42.30 0.01% 

1 年以上 654.25 5.50% 1,272.45 2.32% 229,362.20 78.15% - - 

合计 11,902.98 100.00% 54,870.78 100.00% 293,471.38 100.00% 313,573.13 100.00% 

上表可见，2020 年末，库龄超过 1 年的商品车余额占比为 78.15%，占比较

高，主要系受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和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影响，销量下降所致。

公司已经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计量存货账面价值，足额计提了存

货跌价准备。 

二、EU 系列车型销售单价 

报告期各期，公司 EU 系列车型销售单价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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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车型

明细 

单车平均

可售价 

车型账面

原值 

单车平均可变现

净值（不含新能

源补贴款口径） 

车型可变现

净值（扣除

补贴后） 

应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2022 年 6 月末 9.64 11,902.98 8.84 11,724.19 178.79 

2021 年末 9.84 54,870.78 8.80 52,113.60 2,724.12 

2020 年末 9.78 293,471.38 8.73 243,082.72 49,641.80 

2019 年末 11.81 313,573.13 10.31 311,122.81 779.65 

注：上表中“扣除补贴后单车平均原值”系新能源汽车单车平均原值扣除新能源汽车补

贴款后的单车平均成本金额。在存货跌价测试过程中，公司采用的市场预计售价为不含新能

源汽车补贴款的售价，为保持同一口径，公司采用扣除补贴款后的单车成本进行比较测试。 

公司 2019 年末库存商品主要是 EU 系列车型，EU 系列车型系 2019 年国内

新能源汽车年度车型销量冠军，其中主要为 EU5 车型，且该系列车型库龄主要

在一年以内。2019 年末，当年畅销车型 EU5 未发生存货跌价减值迹象，因此未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另外，公司在综合考虑市场预期，预计售价及产品销售费用

等因素的前提下，对 EU 系列其他车型进行了充分的存货计提准备。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市场竞争加剧以及自主优化产品结构等因素影

响下，公司加大 EU5 车型促销力度，2020 年末，公司已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相应充分计提了相关车型的存货减值准备。 

2021 年，公司加强库存管理水平和终端市场营销能力建设，EU 系列的库龄

主要在 6 个月以内且相对畅销，公司在综合考虑市场预期、预计售价及产品销售

费用等因素的前提下，针对 EU 系列计提了存货减值。 

2022 年 6 月末，EU 系列因库龄较短且相对畅销，计提比例较低。 

综上，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及 2022 年 6 月末，公司 EU 系列车

型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充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三、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中介机构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的内部控制，测试并评价关键控制的设计与

执行； 

2、获取 EU 系列车型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检查其计算方法的准确性；评

价管理层计算可变现净值所涉及的重要假设（预计售价、税费）是否恰当； 

3、重新计算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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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访谈财务总监，了解报告期内 EU 系列车型的销售情况和导致存货跌价

的原因。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报告期各期末，结合库龄结构、销售单价及市场预期情况，EU 系列车型存

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 4、关于关联交易。报告期内，申请人向北京汽车销售电池、电机、电

控等三电系统及相关零部件，北京汽车生产出整车后，申请人再从北京汽车采购

整车后进行销售。报告期申请人材料销售收入金额分别为 1,118,485.54 万元、

144,606.79 万元、180,472.04 万元及 84,683.96 万元。报告期内，申请人产能利月

率分别为 23.97%、5.09%、2.45%和 4.68%。请申请人：（1)说明向北京汽车销

售材料及向北京汽车采购整车的定价原则和机制；（2）列表说明报告期销售材

料数量、金额、毛利额及毛利率变动原因及合理性；列表说明报告期采购整车数

量、单价、金额，整车销售实现的毛利率；（3）结合申请人产能利用率低且呈

下降趋势，说明申请人与北京汽车合作生产整车的必要性；（4）说明关联交易

的公允性，是否有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

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说明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及向北京汽车采购整车的定价原则和机制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北京汽车合作生产以北京汽车传统车型改造的新能源汽

车合作车型，具体由发行人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三电零部件及电池合件并

向北京汽车销售，北京汽车生产整车后通过发行人子公司营销公司最终对外销

售，基于上述合作模式，形成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销售动力模块及零部件、发行人

向北京汽车采购整车的关联交易。 

发行人按照取得原材料的成本价格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 

双方按照边际贡献分成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具体如下： 

A、发行人提供三电零部件及电池合件的合作整车产品，发行人与北京汽车

根据双方在合作生产中的贡献程度，对整车产品边际贡献进行五五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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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作整车产品边际贡献=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其中销售收入考虑终端指

导售价、国家补贴、地方补贴、商务政策、促销政策等因素，变动成本考虑整车

材料成本、变动制造费用、变动销售费用等因素； 

C、上述价格、成本、费用按照年度预算目标中相应价格、成本、费用编制

制定，并考虑成本费用的年度降本计划；年度预算目标取自于双方按照各自内部

流程批准的年度预算金额，并经双方认可确认；双方对各自预算目标负责，实际

执行过程产生的和年度预算目标之间的差异由双方各自承担，除特殊情况外，不

追溯调整。 

二、列表说明报告期销售材料数量、金额、毛利额及毛利率变动原因及合

理性；列表说明报告期采购整车数量、单价、金额，整车销售实现的毛利率； 

（一）报告期发行人销售材料数量、金额、毛利额及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数量、金额、毛利额及毛利率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向北京汽车

销售材料数

量 

销售数量（套） 8,365.00 21,603.00 10,497.00 107,869.00 

销售金额（万元） 42,582.01 106,467.12 58,485.68 658,243.30 

毛利额（万元） 6,616.55 -64.76 497.13 28,290.10 

毛利率 18.40% -0.06% 0.86% 4.49% 

由上表可见，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

的毛利率分别为 4.49%、0.86%及-0.06%。根据本回复“问题 4”之“一、说明向

北京汽车销售材料及向北京汽车采购整车的定价原则和机制”的回复，由于发行

人与北京汽车的合作模式、定价原则及定价机制等约束，双方交易价格、成本、

费用按照年度预算目标中相应价格、成本、费用确定，并经双方认可，原则上交

易的毛利率应为 0%，但实际发生过程中由于材料成本或费用的波动，会造成与

年度预算产生细微差异的情况，因此双方实际发生交易时毛利率趋近于 0%。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毛利率为 18.40%，高于报告期

其他年度，主要原因系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的定价调整策略在年度内存在

确认时间差异，2022 年全年毛利率（未经审计）为-0.86%，因此，从全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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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销售材料毛利率与报告期内其他年度持平，符合双方交易定价原则及定价

机制的规定。 

（二）报告期采购整车数量、单价、金额，整车销售实现的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采购整车数量、单价、金额，整车销售实现的

毛利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向北京汽车

采购合作车

型 

采购数量（辆） 7,814.00 21,364.00 12,900.00 107,266.00 

采购金额（万元） 55,060.81 228,304.53 139,428.39 1,067,365.37 

采购单价（万元） 7.05 10.69 10.81 9.95 

合作车型销售的毛利率 -1.59% -37.13% -59.56% 13.77%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采购整车销售实现的毛利率分别

为 13.77%、-59.56%、-37.13%及-1.59%，与发行人报告期内商品车销售毛利率变

动趋势一致。 

三、结合申请人产能利用率低且呈下降趋势，说明申请人与北京汽车合作

生产整车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产能利用率降低，主要系 2020 年以来公司处于产品转型升

级逐步迈向高端化的阵痛期导致整车销售下滑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具有

优势的网约车、出租车等对公销售业务下滑明显产量下降所致。 

公司与北京汽车合作生产整车主要系相关车型需要原传统能源车平台的技

术，且可以利用原传统能源车的部分生产线。如果北汽新能源自行生产合作车型，

需要通过转让取得相关平台技术并需要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改投资，需要大量资

金。北汽新能源与北京汽车共同研发、北汽新能源提供三电系统并在北京汽车生

产相关车型，能够实现最优生产成本。 

整车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四大工艺，若发行人针对其

现有产线进行独立技改用于生产合作车型，经评估需要进行技改的工艺具体如

下： 

技改工艺 技改主要内容 

冲压 

1、模具开发：全新开发侧围、翼子板、左/右前门、左右后门、顶盖、行李箱盖、前机盖等

自制件； 

2、端拾器开发：全新开发端拾器。 

焊装 1、上车身：适应车身定位系统主线台车改造、新制工装及抓手、全线自动程序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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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工艺 技改主要内容 

2、下车身：适应车身定位系统下车体线 NC 系统改造、适应车身定位系统下车体线台车改造、

新制下车身总成线工装及抓手，新增机舱、前地板、后地板线体、全线自动程序调试； 

3、门盖：新制胎膜库位、胎膜、工装、抓手等设备，全线自动程序调试； 

涂装 

1、涂装输送系统及滑撬进行适应性改造； 

2、对涂装工艺设备及工装辅具进行改造或重新开发； 

3、对喷漆及涂胶机器人进行仿形调试； 

4、涂装车间新增输调漆设备、注蜡设备、环保设备改造，喷漆室室体改造，机械化输送系统

改造，油漆及前处理电泳材料工艺投罐，工装辅具等。 

总装 

1、总装车间内饰、底盘、终装、车门仪表、前后悬、前端模块等线体适应性改造； 

2、对总装前后风挡涂胶、制动液加注、助力机械臂、激光打刻等进行改造开发，新增工具工

装等； 

3、对四轮定位设备、转鼓测试台、ADAS 标定设备、360 标定台、综合电检设备、安规设备

进行适应性改造升级，新标定程序的开发等。 

如果发行人针对其现有产线进行上述技改，单车制造成本预计将增加 8,000

至 10,000 元左右。 

此外，由于能够掌握合作车型产品规划、核心技术、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

北汽新能源能够较好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发行人与北京汽车的合作存在差异专

业分工的差异，合作车型产品规划、三电系统研发及供应、整车销售由发行人负

责。产品规划上，发行人负责进行合作车型市场调研，根据市场情况提前进行产

品规划，并在具体生产环节向北京汽车下达订单，北京汽车根据发行人营销公司

的订单组织生产。生产上，发行人主要负责三电系统核心技术研发及产品供应；

北京汽车提供底盘、车身、电子电器等其他整车模块的技术，并负责最终的生产

组装。销售上，合作车型生产完成后，北京汽车将新能源汽车销售给发行人营销

公司，并由发行人营销公司统一对外销售，双方按照专业分工划分商业利益。因

此，发行人与北京汽车合作生产整车是符合商业逻辑，且存在必要性的。 

四、说明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是否有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根据本回复“问题 4”之“一、说明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及向北京汽车采购

整车的定价原则和机制”的回复可知，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及向北京汽车

采购整车的定价原则和机制系双方按照边际贡献五五分成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

双方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双方合作具有商业合理

性，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五、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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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介机构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了解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及向北京汽车采购整车

的定价原则和机制；访谈北京汽车了解双方合作情况及定价原则； 

2、取得发行人收入成本明细表，分析发行人分产品、分车型、分客户收入

变动原因及其合理性，分析主要关联方与非关联方产品销售价格差异，报告期内

公司整车产品单价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3、访谈发行人生产部门，了解发行人与北京汽车合作生产的背景及必要性，

了解发行人针对现有产线进行总体技改所需费用。 

4、获取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明细，核查交易的合理性及定价的公允性； 

5、获取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银行流水明细，核查与关联方往来款中是否

存在利益输送。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按照取得原材料的成本价格向北京汽车销售动力模块及零部件；

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采购整车的关联交易，双方按照边际贡献五五分成的原则确定

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和机制合理； 

2、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销售材料的毛利率趋近于 0%，与发行人按照取得原材

料的成本价格向北京汽车销售的定价原则相吻合；发行人向北京汽车采购整车并

销售实现的毛利率与发行人报告期内整车产品毛利率变动趋势一致，不存在异

常； 

3、公司与北京汽车合作生产整车主要系相关车型需要原传统能源车平台的

技术，且可以利用原传统能源车的部分生产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规模经济效

应，因此，发行人与北京汽车合作生产整车是符合商业逻辑，且存在必要性的； 

4、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北京汽车基于实现共赢商业逻辑进行合作，双方交易

价格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双方合作具有商业合理性，不存

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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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之签章页）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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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宇威             刘世鹏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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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现就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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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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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名：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