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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人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王哲 联系电话：021-38966515 

保荐代表人姓名：顾培培 联系电话：021-38966515 

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时创能源”、“公司”或“发行人”）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对时创能

源进行持续督导，并出具 2023 年半年度（以下简称“本报告期”）持续督导跟

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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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了持续督导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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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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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

议，协议已明确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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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 2023 年 6 月 29 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以下

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按有关规定需保荐人公开

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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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

背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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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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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通过日常沟通等方式，

了解公司经营及规范运作等

情况，对公司开展持续督导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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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督

导公司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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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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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督

导公司依照相关规定进一步

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相关公司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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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

程序与规则等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的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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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督

导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并事前审阅相关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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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对

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

相关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未

发生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而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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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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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

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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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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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持续督导期间，经保荐人核

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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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等违法违规情

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

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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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

相关情况。 

15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道

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

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

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

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不存在

该情形。 

二、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应对行业波动能力减弱的风险 

公司光伏湿制程辅助品主要面向光伏电池生产线，包括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

公司光伏设备产品主要面向光伏电池生产线增量市场；公司光伏电池主要面向下

游组件企业。其中，光伏湿制程辅助品基于光伏电池生产线存量市场的稳定，应

对下游行业波动能力较强；光伏设备和光伏电池业务应对下游行业波动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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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光伏电池业务收入占比不断上升，已成为占比最高的产品。如果未来受整体

经济增长放缓或其他因素影响，导致光伏电池市场需求降低，公司可能面临光伏

电池产品价格下跌、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盈利下滑的风险。 

（二）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与边皮料供应商内蒙古中环的合作协议中约定边皮料的采购价格变化

与采购时点硅料的市场价格变化保持一致。近年来，由于硅料下游行业扩产、行

业整体需求快速增加以及能耗双控政策等影响，硅料环节在短期内出现了结构性

的供需不平衡，硅料价格一直处于宽幅波动状态。公司湿制程辅助品和光伏设备

业务原材料价格波动相对较小，但是随着光伏电池业务收入占比的上升，边皮料

价格波动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逐步增加，未来，如果硅料市场价格出现大幅持

续波动且公司无法有效将原材料价格的波动转移到光伏电池售价中，则可能会对

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三）边皮料供应商集中的风险 

TCL中环子公司内蒙古中环、宁夏中环系公司主要单晶边皮料供应商。除少

量用于研发及中试线生产的单晶边皮料来源于其他供应商外，公司的单晶边皮料

均向内蒙古中环采购。单晶边皮料为公司光伏电池主要原材料，如果未来公司不

能继续从 TCL中环或其关联方采购边皮料或 TCL中环边皮料供应不足，且公司

无法以合理成本较快地转换到其他替代或补充的边皮料供应商，将对公司的光伏

电池业务带来不利影响。 

（四）公司设备业务规模较小、结构单一且新产品市场空间存在不确定性的

风险 

公司的光伏设备产品主要为体缺陷钝化设备和链式退火设备和 HJT 电池生

产工艺的链式吸杂设备，分别应用于光伏电池制造中的细分生产环节，不具备光

伏电池生产线整线制造的能力。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竞争对手相比，公司设备业务

规模较小，结构较为单一，对未来市场不确定因素所引起风险的承受能力相对较

弱。 

公司通过持续研发投入，储备了应用于磷扩散环节的链式扩散设备，以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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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n 型 TOPCon 电池生产工艺的硼掺杂设备等。但暂未有单一技术路线占据

绝对市场空间，因此 N 型电池各技术路线的发展尚处于市场充分竞争阶段，若

未来 TOPCon 或 HJT 技术路线商业化进程提升速度不及预期，或其他技术路线

在降本增效方面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公司相应产品的市场空间存在不及预期的

风险。 

（五）产品研发迭代风险 

光伏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技术迭代迅速、工艺进步较快等特点。

自成立以来，公司注重自主研发创新，陆续推出光伏湿制程辅助品、光伏设备及

光伏电池产品，并针对下一代电池技术研发并储备了辅助品、掩膜材料和生产设

备等产品。但若公司未来不能持续保持技术先进性，或未来光伏电池技术路线出

现重大变革而公司未能及时调整研究方向、迅速掌握新技术，则可能导致公司无

法实现技术升级或原有产品的更新换代，进而无法保持目前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占

有率，对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六）技术失密和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公司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附加值。公司以专利保护为核心，通过内部技术保

密管理制度、员工股权激励等多种方式保护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核心商业秘密。

如果不能有效保护技术秘密，公司产品将被竞争对手模仿，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

不利影响。人才是公司研发创新的核心要素，如果出现技术人才大幅流失的情况，

公司的技术创新将受到不利影响。 

（七）行业政策变化导致公司产品市场空间下降的风险 

公司所处的光伏行业为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发展和扶持的新能源产业，在相关

政策的支持下，光伏行业保持了较高的景气度，公司产品取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未来如果行业政策支持力度下降或出现不利变化，可能导致行业整体市场空间下

降。公司光伏设备产品的市场空间主要来源于新增产能，行业政策的不利变化将

直接影响光伏电池企业新建产能规模；光伏湿制程辅助品和光伏电池产品的市场

来源于已有和新增产能两方面，但是如果行业政策不利变化导致终端用户需求降

低，可能影响已有产能的开工率，进而对公司相关产品的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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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际贸易摩擦风险 

尽管全球经济低碳化趋势已经明确、光伏行业发展前景光明，但全球经济、

贸易形势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近年来，欧盟、美国、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对光伏

产品多次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美国对全球进口的光伏电池和组件征收的“201

特别关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光伏电池和组件反倾销反补贴保证

金等。未来如果相关国家或地区继续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对我国光伏行业造成

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九）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光伏湿制程辅助品和光伏设备产品依托技术壁垒和客户壁垒，保持了较

高的市场占有率以及毛利率水平。近年来，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和行业技术进步，

光伏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吸引了更多企业通过新设或业务延伸的方式加入行业竞

争。为应对市场竞争者，公司采取了产品快速迭代、适当降低售价等措施，但是

仍有可能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下降、市场空间下滑。如

果公司不能通过持续研发推出迭代产品和新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将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无。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2023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2022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91,875.02 102,809.84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836.12 8,522.10 3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355.58 7,652.70 3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488.35 14,489.60 -1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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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2023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2022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本报告期末 

（2023年 6 月末） 

上年末同期 

（2022年 6 月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22,400.15 137,229.69 62.07 

总资产 318,615.36 240,125.62 32.69 

注：本报告期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2023年 1-6 月） 

上年同期 

（2022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24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24 37.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21 3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18% 7.89% 增加 0.29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15% 7.08% 增加 0.07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7.92% 5.22% 增加 2.70个百分点 

公司2023年1-6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降低10.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8.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5.32%，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37.50%，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38.10%，影响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电池销售数量有所增加，但由于硅料价格下降，电池价格同步下降，销售收

入减少；2、电池成本随着硅料价格的下降而减少；3、产品结构有利影响，毛利

率较上年同期增长7.14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低193.09%，主要原因是：1、光

伏电池业务使用承兑汇票收款增加；2、已背书未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较去年同

期减少。 

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32.69%，主要原因是：上市募集资金到位7.24亿，

货币资金较上年年末增长；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年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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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团队对硅材料和光伏电池制造有着深刻的理解。围绕解决光伏

电池制造工艺难点不断进行自主研发、掌握了21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目前，公司拥有超400人的研发技术团队，其中多名人员具备博士研究生、硕士

研究生等较高学历，汇聚了材料、化学、物理、微电子、机械及电气自动化等多

领域科研人才。在电池中心工艺研发部与研发中心的良性互动下，公司新产品研

发和迭代周期将进一步缩短。 

公司深耕光伏行业，凭借持续研发和产品质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产品已在行业内取得广泛认可，产品推出后迅速占领市场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

持同类产品细分市场的行业领先地位，由于不同光伏企业采用的工艺和技术有所

不同，其生产过程中对于辅助品、设备产品的技术指标需求亦有所不同，因而下

游厂商均需要供应商进行一定程度的定制化开发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对

于辅助品而言，下游客户更换供应商的风险和评估测试成本较高，并且需要通过

持续研发实现降本增效，因此形成了较强的客户黏性。下游客户对产品质量和售

后服务有着较高的要求，对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和服务水平筛选十分严格，公司产

品已覆盖国内外大部分光伏龙头企业，具备较强的客户优势。 

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具有深厚的光伏专业背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核心技术团

队以及生产、销售、采购等核心管理团队长期专注于光伏电池相关领域，在光伏

电池及相关领域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核心团队的带领下，

公司能够有效地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为公司产能扩张以及持续快速发

展提供稳固的保障。 

综上所述，2023年半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公司围绕解决光伏电池制造工艺难点和降低度电成本，持续进行研发和生产，

主要业务包括光伏湿制程辅助品、光伏设备和光伏电池三大板块，在同类产品细

分市场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体现了公司对硅材料特性和光伏电池制造工艺的深

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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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906.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50%，主要原因是：公司始终坚持跨学科一体化研发，自主创新驱动发展，报

告期内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不断获得业务突破，对产品持续迭代

更新，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异质结太阳电池辅助品、多晶抛光辅助品、晶硅太阳电池体

缺陷钝化等三款产品获常州市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同时“一种单晶硅片制绒添加

剂及其应用”的专利获2022年度溧阳职工十大发明专利奖。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4月27日印发的《关于同意常州时创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996号）

的决定，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0,800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19.2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6,801.5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人民币6,708.42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093.11万元（数值出现总数

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造成，以下同）。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前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6月26

日出具了天健验(2023)319号《验资报告》。 

（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依照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储存管理。但由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常州时创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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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保障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于2023年7月13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对

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的金额进行了相应调整，相应调整完成后，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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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 存储方式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溧阳支行 
32050162633609955555 7,847.17 协定存款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

支行 
519902738210603 5,257.44 协定存款 

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

支行 
83200188000206253 13,730.58 协定存款 

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

支行 
83200188000206335 8,607.93 协定存款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

支行 
406030100100140715 18,000.00 协定存款 

6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

支行 
83200188000206417 18,980.74 协定存款 

合计 72,423.85 - 

注：72,423.85元为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到账募集资金，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0,093.11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6,801.54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4,377.69万元（不含增值税），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

金为72,423.85万元。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2023年 6月 26日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到账募集资金 72,423.85 

减：本年支付发行费用 -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先期投入金额及募投项目追加投

资额） 
-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2,423.85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

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公司对募

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

在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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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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时创投资，截至2023年6月30日时创投资持有公司35.74%

的股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符黎明，截至2023年6月30日符黎明通过时创投资、湖州

思成合计控制公司70.04%的股权。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截至2023年7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1）直接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1 张帆 董事 32,440,032 

（2）间接持股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间接持股比例 

1 符黎明 董事长 

持有时创投资 65.00%出资份额，时创投资持

有公司 142,941,654 股股份； 

持有湖州思成 16.4774%出资份额，湖州思成

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2 方敏 董事、总经理 
持有湖州思成 10.6244%%出资份额，湖州思

成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3 陈培良 
董事、副总经

理 

持有时创投资 12.00%出资份额，时创投资持

有公司 142,941,654 股股份； 

持有湖州思成 5.2081%%出资份额，湖州思成

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4 任常瑞 
董事、副总经

理 

持有湖州思成 10.6244%%出资份额，湖州思

成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5 赵艳 
董事、副总经

理 

持有湖州思成 5.9064%%出资份额，湖州思成

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6 张帆 董事 

持有源慧创益一期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玺融

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55%出资份额，

持有源慧创益一期私募基金管理人北京源慧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股份，源慧创益

一期持有公司 1,439,937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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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职务 间接持股比例 

7 黄国银 监事 

持有时创投资 1.75%出资份额，时创投资持

有公司 142,941,654 股股份； 

持有湖州思成 0.4673%%出资份额，湖州思成

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8 徐勇 监事 
持有湖州思成 1.6605%出资份额，湖州思成

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9 杨立功 副总经理 
持有时创投资 12.60%出资份额，时创投资持

有公司 142,941,654 股股份 

10 曹育红 副总经理 
持有湖州思成 2.2831%出资份额，湖州思成

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11 曹建忠 副总经理 
持有湖州思成 2.8332%出资份额，湖州思成

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12 彭友才 财务总监 
持有湖州思成 2.7561%出资份额，湖州思成

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13 夏晶晶 董事会秘书 
持有湖州思成 0.7352%出资份额，湖州思成

持有公司 137,231,879 股股份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的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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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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