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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2023年6月19日出具的《关于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020099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智

股份”、“发行人”、“公司”）与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保荐人”）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

现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使用的简称与募集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本回复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或部分比

例指标与相关数值直接计算的结果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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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460.00 万元（含本数），将投向集智智

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和电机智能制造生产线扩

产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二）。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项目一的具体建设内容，属于现有业务在其他领域

拓展的具体情况，技术、客户、市场储备情况以及与现有业务的协同性，是否属

于募集资金投向主业；（2）项目一是否新增产能，项目名称包含“产业化基地”

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项目一的具体建设内容，属于现有业务在其他领域拓展的具体情况，技

术、客户、市场储备情况以及与现有业务的协同性，是否属于募集资金投向主业 

（一）项目一的具体建设内容 

项目一“集智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集智股份，

具体建设内容包括： 

1、新建高速动平衡机实验室，用于开展 4.5吨和 20吨高速动平衡机的研究 

本项目拟通过在集智股份所拥有的“浙（2022）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2015

号”土地上新建办公楼、购置研究开发设备等，建设高速动平衡机实验室，进一

步提升公司在高速动平衡机领域的实验和开发水平，提高公司在高速动平衡领域

的核心竞争力，本项目不会新增高速动平衡机产能。 

2、为电机智能制造生产线扩产项目提供生产场地 

由于项目二“电机智能制造生产线扩产项目”实施主体为子公司杭州合慧，

杭州合慧无土地使用权用于厂房建设，因此，项目一和项目二所使用的房屋建筑

物等建筑工程均由集智股份在其拥有的“浙（2022）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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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自有土地通过项目一进行建设，项目一建成后通过租赁的方式为项目二的实

施主体子公司杭州合慧提供自动化生产线的产业化基地。 

项目一新建厂房、仓库、地下室等房屋建筑物仅用于项目一和项目二自用，

不会用于对外租赁。 

（二）属于对现有业务的升级的具体情况，技术、客户、市场储备情况以

及与现有业务的协同性，是否属于募集资金投向主业 

1、属于对现有业务的升级的具体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全自动平衡机、测试机、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全

自动平衡机是高精度回转零部件生产过程中的关键配套装备。平衡后的回转零部

件，由于可以明显降低振动和噪声，提高工作转速，保障安全运行，延长使用寿

命及改善工作条件，使得平衡已经成为提升回转零部件品质和可靠性的重要制造

环节。回转零部件属于工业基础件，使用量大、应用范围广，家用电器、电动工

具、汽车、泵、风机、电力、船舶和航空等行业都需要大量使用高精度回转零部

件。其中，电力、船舶和航空等行业大型装备内的回转零部件，由于工作转速高、

重量大，通常工作在挠性状态、容易出现挠性变形，同时上述行业对零部件使用

寿命和安全可靠性的要求极高，对回转零部件过临界转速及高速状态下的振动体

系模态、去重平衡模型，以及平衡设备获取不平衡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可靠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应用高速动平衡技术和方法对其进行高速动平衡。电

力行业中汽轮机、发电机组，石油化工行业风机、压缩机、透平泵等各类透平转

子，船舶行业中汽轮机、透平机，航空行业中航空发动机中存在大量的挠性转子，

均需通过高速动平衡技术进行测量和平衡。 

自成立以来，公司全自动平衡机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汽车、泵、风机等

行业进行了较好的市场验证和渗透，产品进入了博世、万宝至、华生电机、泉峰

科技、厦门建松、万都博泽、胜地汽配、济南重汽、江苏超力、正阳科技、舍弗

勒（中国）有限公司、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外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

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针对高速平衡机的国产化，公司自 2017 年以

来持续开发研究，在准高速动平衡设备、0.625 吨和 1.5 吨高速动平衡设备进行

了产业化，验证了公司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制造能力，并陆续开拓了中国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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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电股份、远景能源、中国船舶、中国航发等风电、船舶、航空等行业的重要客

户，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继续开展相关行业高速动平衡机技术研发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通过项目一新建高速动平衡机实验室，公司可以实现对 4.5 吨和 20 吨等更

高吨位回转零部件高速动平衡机的研究，可将公司现有平衡机产品从对刚性转子

/回转零部件的平衡测量及修正升级至对挠性转子/回转零部件的高速动平衡测量

及修正，从而更进一步的将平衡机产品深入拓展至电力、船舶、航空等其他行业。 

2、技术储备 

公司在平衡技术领域深耕近 20 年，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开发经验，具备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所需的技术储备，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技术 

公司是国内动平衡领域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先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浙

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是全自动平衡机相关国家标准及机械行业标准起草

单位，参与了《机械振动 转子平衡 第 21 部分：平衡机的描述与评定》（GB/T 

9239.21-2019）国家标准和《微电机转子用多工位全自动平衡修正机技术条件》

（JB/T 12679-2016）机械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在动平衡测试与修正技术领域，

公司建有浙江省企业研究院、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等创新载体，经

过多年技术沉淀，公司掌握了全自动平衡机的关键技术，解决了传感器设计、精

确定位、数学模型建立、对刀与进刀、动态密度补偿等难题。在测量、定位、计

算、搬运、对刀和进刀等方面形成了多项核心技术，拥有 21 项已获授权的发明

专利、51项实用新型专利，开发了全自动平衡机智能控制系统并取得 38项软件

著作权。其中，公司自 2017 年开始进一步向高速动平衡机领域开展技术研究和

开发，对高速动平衡领域的高速动平衡测量系统设计、高速动平衡辅助分析系统

设计、摆架开发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高速动平衡测量系统和高速动平衡辅助分析系统设计方面，公司已取得 1

项发明专利和 7 项软件著作权，可实现高低速测量、特殊转子标定、二倍频振动

速度测量、在升速过程中实时采集、存储和显示测量数据，实时进行参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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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影响系数法进行柔性转子的高速动平衡计算、不平衡修正质量计算以及修正

最优化等功能。公司产品最高转速可达到 25,000 转 /分，平衡精度可达到

0.5gmm/kg，不平衡量减少率可实现≥95%。 

摆架开发设计和装配制造方面，公司通过应用实体建模技术、虚拟装配技术

等数字化设计技术，可实现摆架弹性支撑刚度从设计到制造的无缝集成链接；通

过开发新工艺，可实现摆架刚度各向同性受力达到一致，确保高速动平衡机综合

刚度提高；通过仿真分析实现对轴承座的六个自由度的固有频率实现优化选择；

通过优化设计和调整找中阻尼机构抑制其它振动讯号，提高测量过程的抗干扰性

和可靠性；通过设计高灵敏度速度传感器，有效提高设备灵敏度和性能；通过产

业化经验，确定了核心部分摆架和主刚度杆的加工工艺及装配要求，获得了中国

船舶、中国航发等重点客户的认可。 

基于上述研究开发，公司在高速动平衡领域已形成的主要核心技术如下： 

核心 

技术 
技术描述 

挠性转

子振动

信号硬

件处理

技术 

1、宽频滤波电路：自主设计了宽频的滤波电路，使测量系统的测量转速实现

2HZ-5kHZ 范围，以应对各类挠性转子的需求； 

2、自动程控技术：采用新型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实现百万倍的信号调节范围，可

保证测量信号的精度和有效性； 

3、互相关算法：得到准确的工频信号，排除其它谐振对高速动平衡的干扰； 

4、两倍频和半频测量技术：通过工频的两倍频或半频测量技术，实现预判临界，

并对中问题等故障的排查； 

5、动态补偿技术：消除元器件自身在不同频率下产生的性能误差，保证测量结果

的真实性； 

6、多通道扩展：通过网络，可实现多个通道的扩展，各通道可根据需求进行灵活

配置并实现同时测量。 

结合上述技术和本公司在通用动平衡机上的技术，可以实现制造同时支持刚性转

子和挠性转子平衡的测量系统和多通道高速辅助测量系统。 

振动信

号软件

处理技

术 

1、实时多通道显示技术：支持多通道的实时升速曲线（奈氏图和波特图），通过

优化的算法降低系统资源占用，实现无延迟的实时显示； 

2、衍生测量功能：根据需求，通过对振动信号的数字化再处理，可以实现测量动

挠度、轴心轨迹、频谱和时域波形等功能； 

3、完整图形数据库：通过优化数据库和存储信息结构，实现了以极小的数据容量

存储完整的试验历史数据的功能，被调取的历史数据能完整的显示升速曲线及后

续的人工标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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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性转

子平衡

技术 

1、一阶模态平衡功能模块：专门针对一阶临界转速的平衡方法，可实现在降低了

一阶临界振动的同时不破坏转子的低速平衡； 

2、多平面影响系数法功能模块：针对固定转速，多校正面的挠性转子的平衡技术； 

3、多转速区域挠性平衡软件：可通过选取需要关注的转速区间（可分多段），实

现被选区间内最优的整体平衡方案的算法，并可预测平衡后的效果，大大提高挠

性转子的平衡效率。 

DG 型

高速动

平衡摆

架 

高速摆架与通用平衡机摆架不同，需要同时满足低速刚性和高速挠性的测试，根

据其特点，需要进行专门的设计： 

1、各向同性的等刚度特性：采用 45º弹性支承杆，使径向的支承刚度各向同性，

可使振动响应曲线简单。同时，弹性杆是变截面形状，其弯曲刚度和轴向纵向刚

度较低，当转子放在轴承座上，轴承座是很； 

2、轴承座找中机构：通过三个找中机构可以调整两个轴承座的中心轴线与转子轴

线一致； 

3、附加刚度机构：通过液压机构，可大幅增加摆架刚度，可在振动过大的情况下

保护整个摆架系统的安全性。 

（2）研发人员储备 

公司按照“生产一代、试制一代和构思一代”的要求，加快产品研发速度、

指导产品研发工作。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了结构

合理、稳定的研发团队，制订了科学、合理的技术创新机制。截至 2023 年 6月

末，公司共有研发及技术人员 179人，占员工总数的 45.90%。公司研发理念是

“技术创造价值”，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机制、研发管理体系和技术团队建设。公

司研发部负责技术开发及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质量标准建设。经过多年发展，

公司已经培育了一批精通动平衡机领域软件开发、机械设计、电气设计、技术支

持的研发队伍，涵盖了力学、动力学、机械设计、数学、电子电路、数字信号处

理、运动控制、自动控制等学科，知识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技术团队部分工程

师在平衡领域从业经验达到 30 年，曾参与完成 32 吨和 100 吨级高速动平衡试验

项目，在目前研究开发领域具备丰富的经验。 

3、市场储备 

公司研发的高速动平衡机将主要应用于汽轮机、燃气轮机、透平机、离心机、

发电机组和航空发动机等大型高速旋转设备的生产、测试、维修保养，下游行业

涉及电力、船舶、航空等行业的核心部件，关系到国计民生、国防安全。作为该

等行业的基础制造设备，平衡设备的产品性能十分重要。目前，国内上述行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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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平衡设备主要来自德国申克，由于技术垄断，产品价格不仅昂贵，也制约了

我国大型旋转机械的核心制造能力。根据工信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财

政部、人社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国资委于 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国家将“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针对感知、控制、决策、

执行等环节的短板弱项，加强用产学研联合创新，突破一批‘卡脖子’基础零部

件和装置”。考虑到设备的安全性、保密性、成本控制等问题，需大力发展核心

智能装备的自主国产化，逐步实现平衡设备的进口替代，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型高端动平衡试验装备制造能力，为我国大型旋转机械的制造、运行维护提

供技术支撑和保障，从而促进我国电力汽轮发电机组、舰船用燃气轮机、航空发

动机等高精尖装备的快速发展，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防工业实力。 

高速动平衡机可广泛应用于各类汽轮机、燃气轮机、透平机、离心机、发电

机组和航空发动机当中的中大型回转机械挠性转子动平衡和超速试验，在满足新

产品的试验的同时，可用于核心零部件日常生产、测试、维修保养，市场需求和

产业化前景良好。 

（1）电力行业 

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国家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工作的实施，

对优化能源结构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 2021 年 10 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制定的《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案》，结合不同煤

耗水平煤电机组实际情况，探索多种技术改造方式，分类提出改造实施方案。按

特定要求新建的煤电机组，除特定需求外，原则上采用超超临界、且供电煤耗低

于 270 克标准煤/千瓦时的机组。大力发展大容量、高参数超临界/超临界火电机

组已成为主流方向。为了提高效率，煤电用汽轮机低压转子的长径比越来越大，

转子朝着“柔性化”的方向发展，柔性转子振动过大将直接影响到机组的安全稳

定运行，因此该类大型汽轮机低压转子在出厂时需经过严格的高速动平衡，相关

行业对大型回转转子高速动平衡和超速试验装置的需求日益增长。 

另一方面，2021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

编制了《“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其中对风电基地化、分布式开发做出

具体规划，风电装机由周期性走向成长性。据国金证券研究所统计，2022 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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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行业总招标为 95GW，预计 2023 年国内风电新增装机为 80GW。根据现有招

标水平以及“十四五”风电规划，在中性预期下，2023-2025 年国内风电装机分

别为 80GW、88GW 和 100GW，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2%，其中海风装机分别为

10GW、15GW 和 18GW，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4%。风电发电机组中发电机转子、

高速转轴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需要通过高速或准高速动平衡机进行平衡，风电市

场旺盛的增量需求将带动高速或准高速动平衡机的市场需求。 

（2）船舶、航空行业 

2015 年，工信部启动“两机”（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重大专项，将我国

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自主创新的基础研究、技术、产品研发和产业体系的建立

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层面。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深

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航

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先进电力装备等产业创新发展。深入实施质量提

升行动，推动制造业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2021 年 11 月，国家能源局、科技部颁布了《“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

规划》，规划要求开发汽轮机高压转子等高温部件产业化制造技术；重型燃气轮

机研发与示范取得突破，各类中小型燃气轮机装备实现系列化。突破燃气轮机设

计、试验、制造、运维检修等瓶颈技术，提升燃气发电技术水平，研发燃气轮机

非常规燃料燃烧技术、中小型燃气轮机关键技术、重型燃气轮机关键技术等。 

2022 年 11 月，工信部等 3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巩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

工业经济的通知》，通知强化重点产业稳定发展，巩固装备制造业良好势头。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等重大技术装备自主设计和系统集成能力。 

船舶行业中汽轮机、透平机，航空行业中涡轮喷气发动机、涡轮风扇发动机、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和涡轮轴发动机存在大量的挠性转子，均需通过高速动平衡技

术进行测量和平衡。目前该等装备制造企业进行高速动平衡的实验装置均以进口

平衡设备为主，对进口设备存在较大依赖度。发展高速动平衡技术及其产品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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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对提升国产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保障能源

安全，增强国防和军事能力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统计资料，2022 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

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47.3%、55.2%和 49.0%，全球市

场份额保持世界第一。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预计，2023 年我国造船完工量将

突破 4,200 万载重吨，新接订单量约 4,000-5,000 万载重吨，手持订单量保持在

10,000 万载重吨左右。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2022-2041 年民用飞机中国市场预

测年报》，预计到 2041 年末，中国航空公司客机机队规模将达到 8,322 架，货机

机队规模将达到 685 架。预计 2022-2041 年间，我国需要补充各型民用客机 7,035

架。根据财信证券 2021 年 8 月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航空发动机景气度大幅提

升，抢跑长期掘金赛道》，2021 年我国军用航空发动机市场规模约为 471-534 亿

元，2021-2027 年我国军用航空发动机市场总规模约为 4,927 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约为 10.2%。 

我国船舰和航空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汽轮机、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的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为高速动平衡技术及相关设备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综上，发展本土高速动平衡技术及其产品不仅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而且对提升国产大型装备性能、增强国防和军事能力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项

目一拟展开 4.5 吨和 20 吨高速动平衡机电测系统的硬件开发、高速动平衡方法

算法优化、高速动平衡测量模块、基于大数据的中央控制系统等课题研发，项目

建设有利于研究提升高速平衡机产品性能与智能化控制水平，进一步增强国产高

速动平衡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客户储备 

报告期内，公司已与电力行业的中国中车及其下属企业、湘电股份、远景能

源，船舶行业的中国船舶，航空航天行业的中国航发及其下属企业、北京航天试

验技术研究所等知名客户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开发的准高速、高速动平衡机获得

了客户的验证和认可。目前，公司正在向行业内多家知名企业提供产品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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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潜在合作意向。由于项目一系建设 4.5 吨和 20 吨高速动平衡机实验室，用

于进行汽轮机、燃气轮机、透平机、离心机、发电机组和航空发动机当中的中大

型回转机械挠性转子动平衡试验和技术优化，项目尚在建设过程中，研究和开发

未开始实施，目前公司与其业务匹配的潜在客户尚处于前期技术沟通阶段。 

5、与现有业务的协同性，是否属于募集资金投向主业 

项目一涉及的 4.5 吨和 20 吨高速动平衡机的核心技术集中于高速动平衡测

量系统、高速动平衡辅助分析系统、摆架开发设计和驱动系统三个方面。其中：

高速动平衡测量系统、高速动平衡辅助分析系统在不同转速的平衡设备中具有相

通性，公司利用现有业务的全自动平衡机在动态环境下快速测量技术、数学模型

和算法技术、定位和智能控制技术等振动信号测量和处理方面丰厚的技术积累，

可以很快解决高速动平衡中的大跨度测量转速范围、更宽信号调节范围、动态补

偿、动挠度、轴心轨迹等各类测量技术难点；摆架开发设计和驱动系统则是公司

在原有制造工艺积累的基础上，对工件摆架及运行环境进行的针对性研发，针对

高速转子转速高振动大的特点，通过重新设计 45º弹性支承系统、液压变刚度机

构等，实现兼顾低速和高速测量的需求。因此，项目一与现有全自动平衡机业务

具备协同性。 

项目一涉及的 4.5 吨和 20 吨高速动平衡机的研发属于对挠性转子进行高速

平衡的测量修正装置研发，挠性转子的工作转速高于转子的一阶临界转速。公司

现有平衡机产品主要用于刚性转子/回转零部件的平衡测量及修正，刚性转子/回

转零部件的工作转速通常远低于转子/回转零部件的一阶临界转速。因此，项目

一属于对公司现有平衡机业务的升级，项目一属于募集资金投向主业。 

二、项目一是否新增产能，项目名称包含“产业化基地”的原因及合理性 

项目一的具体建设内容参见本问题回复之“一、（一）项目一的具体建设内容”，

项目一不会新增高速动平衡机产能。 

由于项目二“电机智能制造生产线扩产项目”实施主体为子公司杭州合慧，

杭州合慧无土地使用权用于厂房建设，因此，项目一和项目二所使用的房屋建筑

物等建筑工程均由集智股份在其拥有的“浙（2022）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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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自有土地通过项目一进行建设，项目一建成后通过租赁的方式为项目二的实

施主体子公司杭州合慧提供自动化生产线的产业化基地。项目一新建厂房、仓库、

地下室等房屋建筑物仅用于项目一和项目二自用，不会用于对外租赁。 

项目一新建房屋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使用计划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设单价 

（万元） 

投资额 

（万元） 

高速动平衡机实验室 项目一使用 3,825.80 0.50 1,912.90 

自动线加工区 项目二租赁使用 1,935.85 0.50 967.93 

自动线装配区 项目二租赁使用 7,604.97 0.50 3,802.49 

仓库 项目二租赁使用 1,130.47 0.50 565.24 

地下室 
项目一使用 1,274.36 

0.56 2,704.21 
项目二租赁使用 3,554.58 

合计  19,326.03  9,952.75 

由上，项目一通过新建厂房、仓库、地下室等设施，为项目二的实施提供生

产场地，从而形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业务的产业化基地。 

综上，项目一不涉及新增产能，由于项目一通过新建厂房、仓库、地下室等

设施为项目二的实施提供生产场地，从而形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业务的产业化基

地，因此项目名称包含“产业化基地”具有合理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项目一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行业资料、政策文件、研究报告等，

了解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判断项目一属于对现有平衡机业务的升级和市场前景情

况。 

2、查阅高速动平衡业务相关合同，访谈业务负责人员，了解发行人高速动

平衡领域的核心技术、客户储备、与现有业务的协同性，分析是否属于募集资金

投向主业。 

3、查阅《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集智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杭州合慧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电机智能制造生产线扩产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用地不动产权证，了解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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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集智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名称中包含“产业化基地”的合理

性。 

（二）核查结论 

1、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集智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新

建高速动平衡机实验室，进行 4.5 吨和 20 吨高速动平衡机的研究，属于对发行

人现有平衡机业务的升级；发行人具备实施该募投项目的技术、客户和市场储备，

高速动平衡机业务与发行人现有全自动平衡机业务具备协同性，该募投项目属于

募集资金投向主业。 

2、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集智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不

涉及新增产能，该项目通过集智股份新建厂房、仓库、地下室等设施，由集智股

份以租赁方式向子公司杭州合慧作为实施主体的“电机智能制造生产线扩产项目”

提供生产场地，从而形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业务的产业化基地，因此项目名称包

含“产业化基地”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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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 

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等情况，请保荐人

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

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书面说明。 

 

回复： 

公司及保荐机构已对重大舆情等情况进行了自查/专项核查，并出具说明/专项

核查意见，自本次再融资申请受理日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舆情

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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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之盖章

页） 

 

 

 

 

 

 

 

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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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胡  炼               冯鹏飞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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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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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问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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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王  初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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