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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作为山东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出版”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持

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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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对山东出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17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6,69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0.1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1,170.4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165.44 万元后，山东出版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62,004.9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第 01460017 号《验资

报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 

1 特色精品出版项目 15,090.04 15,057.37 

2 
“爱书客”出版云平台电子书供应能力建

设项目 
4,640.28 - 

3 新华书店门店经营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34,221.55 25,911.77 

4 物流二期项目 35,607.20 31,399.54 

5 印刷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37,913.00 31,920.89 

6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平台项目 9,374.10 3,767.74 

7 补充流动资金 54,219.72 60,244.50 

8 学前教育复合建设项目 15,684.32 - 

9 基础教育阳光智慧课堂建设项目 37,129.58 - 

10 职业教育复合建设项目 18,125.17 - 

11 山东新华智能低碳印刷基地项目 - 15,2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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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 

 合计 262,004.96 183,545.09 

注：1.“学前教育复合建设项目”“职业教育复合建设项目”由于市场及政策环境变化等原

因可行性显著降低，经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两个项目变更为山东

新华智能低碳印刷基地项目（一期），两项目原计划投资使用募集资金 33,809.49 万元中的

27,192.76 万元变更用于投资建设山东新华智能低碳印刷基地项目（一期），剩余资金 6,616.73

万元及扣除手续费后产生的利息暂存在募集资金专户, 待日后有良好投资项目时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后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7 日、2022 年 5 月 26 日在上交所

网站披露的《山东出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山东出版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告：2022-032）。 

2.“爱书客”出版云平台电子书供应能力建设项目，由于该项目的可行性已发生重大变

化，经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目已终止实施；项目终止后节余的募集资

金 4,640.28 万元及扣除手续费后产生的利息仍存募集资金专户集中管理，待日后有良好投资

项目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

的《山东出版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基础教育阳光智慧课堂建设项目”是将教学资源与教学业务、学生学习综

合性集成，贯穿教学业务的“课前、课中、课后、课外”等环节，平台内包含各

类授权内容资源 110,390 种（集），并通过对用户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完善增

值服务，为基础教育学段师生提供一体化产品功能与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项目

通过市场化运作面向全国销售。 

该项目为公司首发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2015 年 11 月经公司 2015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建设期为 3 年，包括内容资源建设、技术平台建

设、团队建设、市场推广建设四个子项目。计划投资 37,129.58 万元，实施主体

为股份公司，项目建设除视频录制及试题开发采用外包方式外，其他均由股份公

司自主开发建设。预计年均实现收入 13,397.17 万元，年均产生净利润 4,887.55

万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4.83%，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4.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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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 

（二）项目拟终止的具体原因 

该项目设计阶段在 2015 年，契合当时信息技术和在线教育的发展趋势，能

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实现公司教育出版发展转型。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

政策、市场环境及行业发展等变化影响，该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均降低，

具体原因如下： 

一是近年来全国各级教育部门陆续推出了具有公益属性的各种智慧教育平

台，随着政府主导的智慧教育平台如“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的相继建成

投入使用，此类平台凭借政策优势和公益免费特征快速普及，其课程资源体系与

原项目规划的建设内容存在高度重叠；叠加近年来 “双减”政策的实施及宏观

经济形势的变化，推广难度加大，收益难以实现。 

二是近年来教育数字化的市场需求从课堂教学为主扩展成为覆盖“教、学、

研、评、管、服”全链条的区域化、个性化、智能化、交互化的综合服务平台构

建。该项目设计之初我国尚处于数字资源建设阶段，因此功能定位侧重内容资源

建设，随着新技术如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及落地应用，数字化教育的个性

化、交互性需求凸显，叠加三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项目设计方案及建设

内容已无法匹配行业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公司就项目可行性及如何实施持续推进审慎的深化论证工作。经

论证，公司认为该项目存在较大投资风险，已无法继续实施，拟进行终止。公司

结合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与公司既有教育资源优势，拟将原募投项目变更为山东

出版智慧教育平台项目（二期）。 

三、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新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山东出版智慧教育平台项目（二期）是在一期“用户中心”“学情诊断”“智

慧课堂”“教务管理”等模块基础上，以服务山东教育及公司教育业务为出发点，

基于公司在山东教材教辅发行的主渠道优势，以智能中枢平台为核心引擎，以素

质教育为抓手，深度融合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等技术，对公司

所有教育数字化业务进行整合，整体规划设计与开发，建成以用户运营为核心，



4 
 

以多元化服务为承载，以大数据分析为抓手的"云-边-端"协同分布式架构的智慧

教育服务平台。老师端通过智能备课打造虚实融合的创新教学场景；学生端通过

学情分析引擎形成个性化学习闭环；通过统一数字身份认证系统链接“教、学、

研、评、管、服”全环节，形成覆盖教育、教学、教研全场景，服务山东教育管

理部门、学校、师生全用户的智慧教育服务系统。同时，实现教学教研相关数据

要素的智能重组与协同进化，构建多维立体的教育数据应用管理体系。 

（二）项目建设必要性 

1. 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战略部署的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构

建“横纵贯通、协同服务”的数字教育体系。本项目通过 AI 技术赋能教育全链

条，响应“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开发新型教育资源”等国家战略需求，在技术

革新、模式创新、资源整合效率上形成示范效应，切实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的

战略部署与战略方针。 

2. 服务支撑山东省教育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山东省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和创新，持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明确了“努

力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全球影响力的教育高地，勇当教育强国建设排头兵”的

奋斗目标，积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通过统筹规划和多元创新，有效

促进山东省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本项目包括智慧教学、智慧学习、智慧教研、智

慧评价、教务管理、综合服务等多个模块，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以素质教育为抓

手，推动教学创新，支持评价改革，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资源和技术环境，有效

提升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有助于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及教学管理效率低下导

致的教育质量挑战，以更强支撑更优服务赋能山东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深化固化股份公司教育出版融合创新发展的需要 

公司在“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数字融合创新”“教

育生态创新”等战略，以此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基准，“十四五”期间，公司

完成了山东出版智慧教育服务平台一期的开发建设，截至 2024 年 7 月，共有 14

所中小学、近 200 个教学班、1 万余师生参加试用，累计生成 10 万份各级学情

诊断报告，为二期的建设和推广奠定了基础。公司紧跟数字化教育战略深化、市

场需求升级及技术迭代趋势，加速推进智慧教育产品研发。通过二期的建设，平

台可整合出版资源、扩大用户覆盖规模、提升教育服务能力、降低运营成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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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所属书店集团提供数据支撑，创新服务模式，形成出版生态闭环，保证公司

业态创新与融合发展等战略任务的有效实施落地。 

4. 巩固公司教材教辅业务，提升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应对市场化竞争的需

要 

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纵深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加速驱动行业变

革，用户需求的场景化、个性化特征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头部互联网公司及

教辅商持续渗透教育市场，对股份公司教材教辅业务的转型升级和业务发展形成

竞争压力。为切实把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教育数字化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市

场化竞争，以本项目为切入点，充分发挥股份公司在山东省教材教辅行业中的竞

争优势，主动参与市场化竞争，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将公司现有教育产品进行数

字化整合，形成合力，为公司传统教材教辅提供增值服务，增强用户粘性，结合

区域渠道优势巩固传统教材教辅市场，并抢占省内教育数字化市场，延伸现有教

育产业布局，持续提升公司教育服务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三）项目方案 

本项目包括三个子项目，分别是平台及各子系统建设、内容资源建设、项目

运营与市场推广。 

1.平台及各子系统建设 

根据项目建设目标要求，采用基于云计算下采用松耦合架构设计，可灵活接

入各类系统、应用等。主要包括服务支撑（包括接入与接出），基础支撑、业务

应用三大模块。服务支撑为开放式 API 接口，用于整合第三方数据资源。基础支

撑包括用户中心、资源中心和数据中心三个模块。业务应用包括智慧教学、智慧

教研、教学评价和智慧管理四大模块。 

2.内容资源建设 

项目针对各层级用户对多品类优质海量教育教学资源需求，依托股份公司已

有资源优势，建设自主知识产权原创资源，与目前市场上的免费教育资源形成差

异化竞争。该模块分为优质精品试题资源，通过学情分析为学生提供精准化、个

性化试题推送；配套规范性课件资源，为老师创新教学场景；体系化优质微课，

针对学生提供小升初、初升高阶段的衔接教育及各年级知识点梳理。 

3.项目运营与市场推广 

项目主要面向教育部门、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等用户群体。项目推广前



6 
 

期，采用差异化推广策略，面向教育部门及学校端实行全功能免费，助力山东省

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面向学生及家长端推行基础功能普惠开放+增值功能收

费模式，增值服务主要为作业评价模块，即学生针对错题情况，依托数据沉淀及

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的学情分析、资源推送等。项目推广后期，随着用户规模扩

大和市场成熟度提升，将建立动态收费调节机制，通过梯度开放高级功能模块、

定制化服务包等方式，逐步构建“基础服务免费引流+增值服务分层收费”的可

持续运营模型，既保障教育普惠目标实现，又形成长效商业闭环。推广方式主要

包括政企合作试点、组建合作联盟、定向或精准投放及线下线上推广等。 

（四）项目的实施主体 

单位名称：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文强 

项目负责人：杨文军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由股份公司投资建设，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参

与。待项目竣工验收后，其产权归属股份公司所有。 

（五）项目投资估算 

经估算，项目建设总投入预计为 9,404.50 万元：其中平台及各子系统搭建

投入预计为 6,404.50 万元，内容资源建设（含购买）投入预计为 2,000.00 万元，

项目运营与市场推广（建设期）投入预计为 1,000.00 万元。 

（六）资金来源、建设周期及投资计划 

1.资金来源 

拟将“基础教育阳光智慧课堂建设项目”变更为“山东出版智慧教育平台项

目（二期）”，原计划投资使用募集资金 37,129.58 万元中的 9,404.50 万元变

更用于投资建设山东出版智慧教育平台项目（二期），剩余资金 27,725.08 及扣

除手续费后产生的利息暂存在募集资金专户。 

2.建设周期及投资计划 

项目建设期为 30 个月。 

经测算，建设第一年投资约为 4,079.50 万元，第二年投资约为 3,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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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第三年投资约为 1,439.00 万元。项目投资进度计划如下表： 

类别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注 合计 

平台与子系统搭建 2,479.50 2,686.00 1,239.00 6,404.50 

内容资源建设 1,200.00 800.00 0.00 2,000.00 

项目运营与市场推广 400.00 400.00 200.00 1,000.00 

合计 4,079.50 3,886.00 1,439.00 9,404.50 

注：第三年按半年计算。 

（七）项目经济效益估算 

该项目为公司教育业务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不产生或只产生少量直接经济效

益。通过建设该项目旨在实现以下战略目的： 

1.作为教辅的延伸载体，为公司传统教材教辅提供增值服务，增强用户粘性，

结合区域渠道优势巩固传统教材教辅市场，并抢占省内教育数字化市场，延伸现

有教育产业布局，持续提升公司教育服务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2.作为统一的教育产品数据管理平台，可通过构建股份公司数字资产，助力

股份公司后续实现数据资产的价值变现，提升公司总体收益。 

3.作为教育出版服务的创新融合平台，可通过绘制用户画像，一方面助力股

份公司、各出版单位、书店集团等优化营销策略，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服务，实

现精准化、个性化的运营，提升公司教材教辅业务的竞争力，实现教材教辅业务

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反哺内容生产，帮助编辑与出版社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与

质量，形成以内容驱动增长的盈利模式。 

四、项目的市场前景及风险提示 

（一）市场前景 

随着教育信息化、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普及

和应用，我国智慧教育市场前景广阔。公司占据山东省教材教辅发行主渠道，拥

有纸质教育产品编、印、发、供全产业链业务，并融合数字出版、研学文旅、智

慧教育、融媒体等创新业务，旗下拥有包括出版社、新华书店、科技公司等在内

的 20 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形成了内容生产、技术研发、渠道推广的立体化优

势，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大量教育内容资源，为智慧教育产品的开发奠定了坚实

基础，公司数字教育产品与纸质教材教辅相互赋能，拥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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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提示及应对策略 

虽然公司对项目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审慎分析，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

一定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调整导致项目目标难以实现或建设周期延长；技术迭

代导致系统过时，研发能力不足或硬件配置缺陷导致运行故障；竞品提前布局挤

占市场，需求研判偏差导致产品适配性不足；管控不力导致进度延迟或超预算等。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公司将成立领导专班，进行颗粒化管理，实施项目管理

双负责人制，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管理力度；加强组织管理，加快推进项目开发，

不断提高技术研发能力，定期评估技术前瞻性，强化人才复合能力培养；密切关

注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深度开展用户需求及竞品调研，制定市场、政策

监测反应机制，有效控制项目风险。本项目包括三个子项目，分别是平台及各子

系统建设、内容资源建设、项目运营与市场推广。 

五、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与积极意义 

1.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募集资

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避免原募投项目推进所带来的投资风险，确保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2.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布局及未来业务发展规划，有利

于公司突出主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建强产业链，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3.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审议程序和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定期）会议及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七次（定期）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依据相关规定，经审慎

论证后做出的合理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充分利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避免原募投项目推进所带来的投



9 
 

资风险，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董事会已经对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新项

目的有关情况以及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与积极意义进行了介绍和披

露，且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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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山东出

版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