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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72558]号的反馈意见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月 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行政许可部门出具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我们对通知书中要求会计师发表意见的问

题回复如下： 

2、申请材料显示，1）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向包括控股股东天津中环电子

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集团）在内的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 41,616 万元，用于国电光伏厂房及公辅设施的修复与维护和支付本次交易并

购整合费用。2）募投项目包含建筑工程费用 33,364 万元，占募投项目的 91.12%，

同时包含 1,066 万元预备费用。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是否

需要履行其他前置审批程序，如是，补充披露办理进展。2）结合募投项目预备

费用的具体内容，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是否符合我会相关规定。3）

补充披露建筑工程费用的具体构成及估算依据，并结合当地建筑成本说明估算

的合理性。4）结合上市公司当前货币资金余额、使用计划、负债率及银行授信

等情况，补充披露募集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5）补充披露募投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收入、成本、利润、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的测算依据

及测算过程。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补充披露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要履行其他前置审批程序，如是，补

充披露办理进展。 

回复： 

公司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1,616万元，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国电光伏有限公司厂房及公辅设施的修

复与维护 
  36,616   36,616 

2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交易税

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 
    5,000      5,000  

合计 41,616 41,616 

1、国电光伏有限公司厂房及公辅设施的修复与维护 

该项目不涉及新增产能的建设，仅为对原厂房、生产及生活基础配套设施及

相关的公共辅助系统的修复与维护，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交易税费、

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不属于《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规定

的需要核准或备案的范围，同时，该项目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国电光伏

有限公司厂房及公辅设施的修复与维护，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交易税

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无需履行备案和环评手续，同时，根据《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该项目无需履行其它前置政府审批

程序。 

2、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

用 

该项目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不属于《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规定的需要核准或备案的范围。同时，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该项目无需履行其

它前置政府审批程序。 

【会计师核查意见】 

募投配套资金用于国电光伏有限公司厂房及公辅设施的修复与维护项目、支付本次交易

的中介机构费用、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不属于《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和《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规定的需要核准或备案的范围，不需要上述规

定中要求的审批手续。公司实施本次募投项目除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外，

无需履行前置政府审批程序。 

 

2）结合募投项目预备费用的具体内容，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是



否符合我会相关规定。 

回复： 

本次募投项目的预备费为基本预备费。基本预备费是指在可行性研究的概算

内难以预料的工程费用，主要包括：（1）在可行性研究的概算范围内，技术设计、

施工图设计及施工工程中所增加的工程费用；设计变更、工程变更、材料代用、

局部地基处理增加的费用；（2）一般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和预防自然灾害所采取

的措施费用；（3）竣工验收时为鉴定工程质量对隐蔽工程进行必要的挖掘和修复

费用等。 

参考《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国电光伏有限公司厂房及

公辅设施的修复与维护的基本预备费按建筑工程费 33,364 万元和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 2,186 万元之和乘以基本预备费的费率进行计算。以通常基本预备费率

3%-10%的计提标准，本项目取值 3%，折算后基本预备费金额为 1,066 万元。 

目前，国电光伏厂房及公辅设施的修复与维护工作已经开始实施，根据与施

工方已经签署的总承包合同并对照项目的可研报告，目前已经因“技术设计、施

工图设计、施工工程中所增加的工程费用及设计变更、工程变更、材料代用、局

部地基处理增加的费用”共计 4,185.45 万元，已超过了募投项目预备费用 1,066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一 建筑工程             1,719.64  

1 其中：房修土建工程（楼板开洞）                   2.98  

2 屋面改造工程               283.09  

3 拆除-土建               342.38  

4 建筑工程             1,091.19  

二 装饰装修工程              -913.10  

1 其中：装饰工程/环氧工程/洁净工程              -913.10  

三 电气工程             3,238.53  

四 给排水工程               245.29  

1 其中：给排水               142.30  

2 室外工程               102.99  

五 工艺工程             1,260.02  

1 其中：工艺冷却水               984.46  



2 压缩空气工程               275.55  

六 消防工程              -519.44  

1 其中：喷淋系统              -273.58  

2 消火栓系统              -121.51  

3 消防报警系统              -124.34  

七 通风空调工程           -2,169.04  

八 弱电自控工程             1,323.56  

1 空调控制系统               435.85  

2 监控安防系统               887.71  

  合计              4,185.45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本募投项目中的基本预备费均属于工程费用，属于资本

性支出，不属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6 年 6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之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募

集配套资金仅可用于：支付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

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投入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募集配套资金不能

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交易税费、人

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和标的公司的募投项目建设（不含铺底流动资金、未

予以资本化的预备费用），未用于补充中环股份和国电光伏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用途，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

关问题与解答》关于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及合同价格清单分项报价明细

表，募集配套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支出，未用于补充中环股份和国电光伏流动资金、

偿还债务用途，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

问题与解答》之规定。 

 

4）结合上市公司当前货币资金余额、使用计划、负债率及银行授信等情况，

补充披露募集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回复： 

根据公司未经审计的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为 520,771.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0,535.00 万元。除

募集资金需专款专用外，其余货币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投资项目的

支出，公司目前正在投资建设的主要在建工程项目包括“超薄高效太阳能电池用

硅单晶切片项目”、“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用硅单晶材料和超薄高效太阳能电池

用硅单晶切片产业化工程四期项目”及“太阳能电站项目”等。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工程已

投入金额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工

程累计投入

占预算比例 

尚需投入金额 

超薄高效太阳能电池用硅单晶切片

项目 
10.49 6.35 60.53% 4.14 

10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用超薄硅单

晶金刚线切片产业化项目 
17.66 0.00 0.00% 17.66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用硅单晶材

料和超薄高效太阳能电池用硅单晶

切片产业化工程四期项目 

66.87 25.44 38.04% 41.43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用硅单晶材

料和超薄高效太阳能电池用硅单晶

切片产业化工程四期改造项目 

31.65 0.00 0.00% 31.65 

太阳能电站项目 55.47 38.73 69.82% 16.74 

合计 182.14 70.52 
 

111.62 

根据国电光伏经审计的模拟财务报表，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国电光伏货

币资金余额为 0 元。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从银行获得共计 883,073.67 万元的授信额度，

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 743,550.52 万元，未使用授信额度 139,523.15 万元。 

由上表可知，仅就上述项目而言在总预算下公司还有约 111.62 亿元待投入

在建工程，公司目前的货币资金余额和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之和不足以涵盖该投

入。 

公司及各子公司的货币资金均已有较为明确的用途，需用于维持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和投资项目的支出，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需的 41,616 万元全部通过自

有资金支付，将对公司未来的日常经营和投资活动产生一定的资金压力，加大公



司的经营风险。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资产负债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7.9.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57.94 53.66 51.09 52.68 

2009 年公司将重点转向光伏产业领域以来，公司用于“绿色可再生能源太

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材料产业化工程”、“太阳能电站项目”等重大项目的现金支出

已超 75 亿元，公司的非流动资产规模快速增加。为筹措建设资金，公司通过银

行贷款、发行定向融资工具、公司债券、中期票据、股权融资等方式筹措资金。

2015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融资 35.25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借

款收到的现金为 202.07 亿元，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为 30.54 亿元。报告期内，公

司的资产总额和股东权益持续增长，资产负债率略有上升。 

如实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需的 41,616 万元全部使用银行借款方式进行，

则公司资产负债率将增至 58.55%，且短期内不存在快速回落的可能，这不利于

公司的财务结构稳定和经营的持续性。 

综上所述，公司现有货币资金余额有限，且已有较为明确使用计划，若全部

通过自有资金投入本次募投项目，对公司未来的日常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将产生

一定的资金压力，加大公司的经营风险；若通过银行借款或债券融资等方式来募

集资金，将提高公司的负债水平和偿债压力，增加利息支出，降低公司税后利润。

综合考虑上市公司当前货币资金余额、使用计划、负债率及银行授信等情况，实

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当期资金余额不能满足项目建设需求，资产负债率较高，且未使用银行

授信额度有限，实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经办注册会计师：                                                 

梁雪萍            张学兵           丁 琛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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