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复首轮问询

珠海冠宇：相关债务均已偿还完毕

本报记者 刘杨

珠 海 冠 宇 日 前 回 复 科 创 板 首 轮 问 询 时 称 ， 相关债务均已偿还完毕。 在 首 轮 问 询 中 ， 珠 海 冠 宇 的 基 本 情 况 、 业 务 与 技 术 、 公 司 治 理 与 独 立 性 、 财 务 会 计 与 管 理 层 讨 论 分 析 等 五 个 方 面 被 上 交 所 关 注 ， 涉 及 对 赌 协 议 、 资 金 拆 借 、 关 联 交 易 等 48 个 问 题 。 珠 海 冠 宇 主 要 从 事 消 费 类 聚 合 物 软 包 锂 离 子 电 池 的 研 发 、 生 产 及 销 售 。

不存在触发对赌协议生效情形

根 据 招 股 书 ， 实 际 控 制 人 、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与 部 分 机 构 股 东 在 投 资 时 约 定 业 绩 承 诺 与 补 偿 、 回 购 等 特 别 权 利 条 款 。 目 前 ， 上 述 主 体 通 过 签 署 补 充 协 议 等 方 式 ， 终 止 特 别 权 利 条 款 相 关 约 定 ； 但 如 果 珠 海 冠 宇 未 于 其 取 得 所 在 省 级 证 监 局 的 辅 导 备 案 通 知 之 日 起 24 个 月 内 申 报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并 上 市 申 请 文 件 ， 将 触 及 恢 复 条 款 。

上交所要求珠海冠宇说明上述对赌协议的具体内容及执行情况，是否存在触发对赌协议生效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应履行未履行的义务，对赌各方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要求珠海冠宇说明上述对赌协议是否已经彻底解除。

珠海冠宇 回复称 ，公司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 人历史 上曾存 在与部分 机构股 东签署 含对赌协 议或相 关类似 安排的 协议条款 ，主要包 括回购 权、业绩 承诺与补 偿、反稀 释 、优先 清算权等 条款，该 等条款 均未触 发及执行 ，且均已 解除。 公 司对赌 协议或相 关类似 安排已 终止效力 ，公司、实 际控制 人、控股 股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不 存在应 履行未履 行的义 务。

珠海冠宇 称，机构 股东所 持公司股 份权属 清晰 ，无 任何实 际存在或 潜在的 争议或 纠纷，与公 司控股 股东、实 际控制 人不存在 纠纷或 潜在纠 纷。

同时，公司称不存在触发对赌协议生效的情形，对赌协议或相关类似安排的协议条款已经彻底解除。

不存在承担还款责任风险

珠 海 冠 宇 曾 作 为 担 保 方 为 光 宇 国 际 集 团 科 技 相 关 关 联 方 的 部 分 债 务 提 供 担 保 ， 目 前 公 司 对 外 提 供 的 担 保 均 已 解 除。 2017年 -2018年 ，公 司 曾 向 哈 光 宇 电 源 及 其 关 联 企 业 拆 出 资 金 ， 主 要 为 短 期 资 金 拆 借 。

对此，上交所要求珠海冠宇说明解除担保措施后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措施 ，相关债务是否偿还完毕 ，公司是否存在承担还款责任的风险；说明公司向冠宇新能源拆出资金的具体用途；此外 ，说明上述情形是否属于违规关联担保和资金占用。

珠海冠宇回复称，解除担保措施后不存在其他替代措施，相关债务均已偿还完毕，公司不存在承担还款责任的风险。

珠海冠宇 还回复 称，未向 冠宇新能 源收取 资金占 用费用 。 因冠宇新 能源资 金紧张 ，无法支付 职工薪 酬 ，珠海 冠宇分 别于 2017年 6月 、 2017年 11月向 冠宇新 能源拆 出资金合 计金额 9178 . 25万元 。

公司表示 ，因为冠 宇新能 源为公司 业务配 套 ，公司 向其拆 借资金维 持其正 常运营 也有利于 公司业 务的正 常发展 ，所以未收 取资金 占用费 。 但 2017年 6月 及 7月，公司 存在向 冠宇新 能源开具 银行承 兑汇票 ，冠宇新 能源收到 银行承 兑汇票 后进行 贴现 ，并将 相应款 项转回 给公司，以 达到公 司融资 的目的 ，合计贴现 金额 11800万 元 ，且贴 现业务 手续费 300 . 04万 元由冠 宇新能 源承担 。

冠宇新能源实际为珠海冠宇承担贴现手续费的票据金额与公司向冠宇新能源提供无息借款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金额相近，因此公司未向冠宇新能源收取资金占用费，冠宇新能源亦未向发行人收取票据贴现手续费。

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从招股说明书看，珠海冠宇部分关联方披露较为简单，未详细披露关联方信息；公司与关联方存在多种关联交易，如关联租赁、关联销售、关联采购、关联方资金拆借、固定资产交易、关联担保、关联收购等；报告期初至公司单独取得华为、中兴等客户的供应商代码期间，公司通过哈光宇电源与客户发生间接交易。

对此，上交所要求珠海冠宇说明公司与关联方在多个领域存在关联交易是否对公司的独立性存在重大不利影响；说明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和价格公允性，说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珠海冠宇回复称，公司与关联方在多个领域存在关联交易，但关联交易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对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2017年-2019年及2020年1-6月），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占比逐年减少，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关联方采购金额分别为3.78亿元、4.56亿元、1129.69万元和46.60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14.49%、11.55%、0.30%和0.0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金额分别为4.17亿元、6.42亿元、1.42亿元和864.67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14.19%、13.52%、2.66%和0.32%。 报告期内，公司票据融资、转贷、对外担保和资金拆借等偶发性关联交易自2019年1月起均不再发生。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据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仅向珠海冠宇新能源一家公司采购电芯后工序的加工服务，为了保证价格公允性，冠宇新能源采用成本加成的报价模式。 2017年-2018年，冠宇新能源的毛利率分别为6.31%、6.46%。 冠宇电源仅为人工劳务配套，无大额固定资产及核心技术，其提供的电池注液包装等服务主要为简单、重复性的人工服务，因此其毛利率水平合理。 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在与冠宇电源的关联方采购关联交易持续期间，冠宇电源的销售主要来自于公司，其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近。 公司与冠宇电源的关联方采购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及时调整了关联租赁价格，调整后定价与第三方价格相比合理且公允。公司承租冠宇电源厂房的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公司担保均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主要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授信以及融资租赁进行担保，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关联方为公司担保未涉及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此外，关联方之间债务偿还安排以解决欠款问题、维护公司利益为目的，具有必要性以及合理性。 达成债务偿还安排协议后，公司账面相关资产并无增加或减少，该关联方之间的债务偿还安排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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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宇医疗：

深耕康复医疗器械领域

●

本报记者 傅苏颖

翔宇医疗科创板IPO注册日前获证监会通过。 翔

宇医疗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康复医疗器械行业内的

研发引领型企业。公司此次拟募资7.08亿元，用于智能

康复医疗设备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养老及产后康复医

疗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康复设备研发及展览中心建设

项目和智能康复设备（西南）研销中心项目以及运营

储备资金等。

产品结构丰富

翔宇医疗主要为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残

疾人康复中心、福利院、教育系统等机构以及家庭提供

系列康复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深耕康复医疗器械领域18年，是目前国内少

数具有全系列康复医疗器械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 公

司主营产品以各级医疗机构需配置的康复医疗器械产

品为主，主要产品可涵盖声疗、光疗、电疗、磁疗、物理

治疗（PT）、作业治疗（OT）及康复评定产品等，已覆

盖康复评定、训练、理疗等康复医疗器械主要领域。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公司已取得139项医

疗器械注册及备案产品。公司经过长期的沉淀与发展，

形成了20大系列、400多种自有产品的丰富产品结构。

在公司产品中，颈腰椎治疗多功能牵引床、极超短波治

疗机、经颅磁脑病生理治疗仪等38种产品被列入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诊疗设备评估选型推荐品目录；体

外冲击波治疗仪、四肢联动康复训练仪、认知障碍康复

评估训练系统等8种产品入选国家卫健委委托中国医

学装备协会遴选的优秀国产医疗设备目录。同时，公司

被列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釆购目录， 并被评为一级

生产型供应商。

拥有完整研发体系

公司始终坚持把技术研发放在极其关键的位置。

报告期内（2017年-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公司

研发费用分别为1742万元、2881.67万元、4149.31万元

以及1970.25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02%、

8.03%、9.71%以及10.6%。

公司拥有完整的研发体系， 对康复医疗器械研发

与生产设计的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保障了公

司产品品质的优越性与稳定性， 并在不断地进行产品

的创新。公司的研发职能部门为研发中心，在新产品研

发阶段，研发中心通过市场调研，收集分析客户真实需

求，从市场需求和同行业竞争等角度出发，对市场前景

预期良好的产品进行筛选， 并分析产品安全性相关的

风险识别、评价和控制的过程和方法。公司整体布局研

发结构， 除公司住所地的总部研发中心外， 同时在郑

州、天津、南京等地设立了研发中心。 截至2020年6月

30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276名，核心技术人员7名，研

发人员专业背景覆盖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号处理

技术、精密机械、临床医学等多种类学科，多元化、复合

型的人员配备能够满足公司康复医疗器械多个细分领

域的核心技术研发需要。

公司在冲击波、磁疗、光疗、电疗等30余个技术领

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技术， 目前公司已获

授权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410余项，已拥有98

项第II类医疗器械注册产品及41项第I类医疗器械备

案产品；参与起草1项国家标准、参与起草或参与评定

26项行业标准；获得省级科技成果32项。

间接销售收入占比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突出，主营业务收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均在98%以上。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

来源于康复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且绝大部分

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国内销售。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增

长主要得益于近几年康复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以及公

司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经过近20年的沉淀所逐

步获得的市场认可。

2017年-2019年，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8827.57万元、35695.82万元、42302.44万元， 呈持续

增长趋势。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方面

是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以及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对健康意识逐步增强， 康复市场需求不断

增长；另一方面是近几年公司康复产品线逐渐丰富，产

品质量和公司品牌得到市场普遍认可。

报告期内，康复评定设备、康复训练设备和康复理

疗设备的收入分别为26115.50万元、31878.98万元、

38463.43万元、16688.15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90.59%、89.31%、90.92%、90.58%，系公司最主

要的设备类别，上述三种产品均为公司自产康复产品。

经营及配件产品中的经营产品为代理产品以及公司为

了给客户提供整包服务而采购的其他厂家产品， 配件

产品为售后服务提供的配件，主要为外购。

公司销售模式主要包括间接销售和直接销售，均

为买断式销售。 报告期内， 公司间接销售收入占比为

90.04%、82.69%、81.87%、78.47%，占比相对较高。 公

司已与31个省级行政区域内众多间接客户形成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搭建了较为完善的营销网络体系，并能

够对间接客户进行有效管理。

不过，公司同时也表示，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拓展

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业务规模及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公

司面临的市场环境及营销网络建设复杂程度日趋加

深。由于间接客户直接面对市场终端客户，如果公司无

法持续对间接客户进行有效管理， 或者出现部分间接

客户不遵从公司关于其销售区域的相关管理制度或其

自身经营不善或无法与终端客户保持良好的客户关系

等情况，由此可能对公司的品牌及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从而可能导致公司产品销售出现一定的下滑， 影响公

司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59.47%、

63.40%、66.37%、67.17%，逐年上升。

回复首轮问询

中科微至称母子公司存在生产环节上下游关系

●

本报记者 董添

中科微至日前回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公司

表示，报告期内（2017年-2019年及2020年

1-9月），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生产环节上

下游的关系， 子公司之间不存在生产环节上

下游的关系；公司母子公司、子公司之间存在

货物采购、销售及服务等内部交易，主要内容

为原材料采购和销售、市场拓展服务、研发服

务、交叉带分拣系统采购和销售等。

存在关联交易

公司回复问询函时指出， 截至本回复报

告签署日，发行人的国有股东为中科微投、物

联网创新中心， 上述国有股东出资已经取得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有权机关的批准； 除微

至有限设立时中科微投以无形资产出资未完

成国有资产评估备案但已履行补充评估程序

并经产权主管机构中科院微电子所予以确认

外， 发行人国有股东出资均履行了相关的评

估备案程序； 发行人办理完成国有资产产权

登记， 主管机构对发行人的国有资产占有情

况及出资人情况予以确认。

公告显示， 公司是一家具有智能物流输

送分拣全套系统及其核心部件研发、设计、生

产能力的企业，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投资设立

安徽微至及收购中科贯微100%股权，实现了

部分自产主要原材料。

其中，安徽微至具备分拣小车、电滚筒及

下料口的生产能力， 同时负责部分原材料的

采购管理；中科贯微具备交叉带分拣系统、大

件分拣系统等分拣设备的核心原材料相机的

生产能力。 安徽微至将自产和外采的分拣小

车、电滚筒、下料口等原材料、中科贯微将自

产的相机等原材料销售给母公司中科微至，

由中科微至完成交叉带分拣系统、 大件分拣

系统等产品的组装、调试及对外销售。

募资巩固主业

招股说明书显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

投入智能装备制造中心项目、 南陵制造基地

数字化车间建设项目、 智能装备与人工智能

研发中心项目、 市场销售及产品服务基地建

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拟投入募集资金

合计约13.39亿元。

其中， 智能装备制造中心项目总投资额

为29252.17万元，建设周期为18个月；南陵制

造基地数字化车间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

25592.58万元，建设周期为24个月；智能装备

与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项目总投资额为

22593.87万元，建设周期为24个月；市场销售

及产品服务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中科微

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

投资额为14068.05万元，建设周期为24个月。

公司指出，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对

营运资金的需求，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5亿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

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进一步优化资

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增强公司的反应

能力以及市场竞争力， 为公司未来的战略发

展提供支持。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均为公司或其

全资子公司，不涉及与其他方合作的情况。本

次募投项目实施后， 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对

本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按照公司业务规模发展和技术研发

创新的要求对现有业务的提升和拓展， 有利

于公司进一步提高技术研发实力， 提升公司

核心竞争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

科技创新领域投资的是智能装备制造中心项

目和智能装备与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项目。

公司自成立以来深耕智能物流装备领

域， 积累了丰富的系统设计方案和项目实施

经验，具备足够的能力快速解决产品设计、集

成、组装等各个环节与可能遇到的技术难点，

保障系统和设备运行的稳定， 提高项目实施

效率。智能物流装备具有较强的定制化特点，

通过近年来丰富的项目实践， 公司能正确把

握客户需求， 并围绕多样化的需求在市场拓

展、产品设计、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等方面搭

建起了较为成熟的运营体系。

公司表示，在未来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

将依托技术资源和研发经验， 根据市场需求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逐步将智能物流装备延

伸至机场、农业、食品、药品等多个下游应用

领域。

研发占比提升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物流分拣系统的研发

设计、生产制造及销售服务，是国内智能物流

分拣系统领域内领先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

商，主要产品包括交叉带分拣系统、大件分拣

系统等。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5260.1万元、32395.81万元、74374.3万元和

59894.21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中90%以上来

自于公司的核心产品智能物流分拣系统。

招股说明书显示，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53% 、6.38% 、

10.45%和10.14%。

针对未来发展战略， 中科微至指出，公

司将持续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不断推动技术

创新，建设一整套以自动化、智能化分拣技

术为基础的核心部件、高端装备及综合集成

技术平台，并面向快递、物流、仓储、电商、机

场等多个应用领域提供全面的智能物流解

决方案。

同时，中科微至提示风险称，公司的主要

产品智能物流分拣系统是一种集光、机、电、

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现代化装备， 其技术外延

广泛，涵盖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微电子、光

学、计算机、机器人等多个领域，技术集成能

力要求高， 客户对智能物流分拣系统的定制

化需求也不断提高。因此，智能物流分拣系统

的技术研发和新产品的开发对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和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新技术和新产

品的研发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出现技术和客

户需求的趋势发生改变，如果公司新技术、新

产品的研发不能持续满足客户的需求， 公司

的市场竞争地位以及未来的经营业绩将会受

到不利影响。

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从招股说明书看，珠海冠宇部分关联

方披露较为简单， 未详细披露关联方信

息； 公司与关联方存在多种关联交易，如

关联租赁、关联销售、关联采购、关联方资

金拆借、固定资产交易、关联担保、关联收

购等； 报告期初至公司单独取得华为、中

兴等客户的供应商代码期间，公司通过哈

光宇电源与客户发生间接交易。

对此，上交所要求珠海冠宇说明公司

与关联方在多个领域存在关联交易是否

对公司的独立性存在重大不利影响；说明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合理性和价格公允

性，说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珠海冠宇回复称，公司与关联方在多

个领域存在关联交易，但关联交易占比呈

逐年下降趋势， 对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重

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2017年-2019年及2020年

1-6月），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占比逐年减

少， 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关联方采购金额分

别为3.78亿元、4.56亿元、1129.69万元和

46.60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

14.49%、11.55%、0.30%和0.02%；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品金额分别为4.17亿元、6.42亿

元、1.42亿元和864.67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

入比例分别为14.19% 、13.52% 、2.66%和

0.32%。 报告期内，公司票据融资、转贷、对

外担保和资金拆借等偶发性关联交易自

2019年1月起均不再发生。 报告期内的关联

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据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仅向珠海冠宇

新能源一家公司采购电芯后工序的加工

服务，为了保证价格公允性，冠宇新能源

采用成本加成的报价模式。 2017年-2018

年， 冠宇新能源的毛利率分别为6.31%、

6.46%。 冠宇电源仅为人工劳务配套，无大

额固定资产及核心技术，其提供的电池注

液包装等服务主要为简单、重复性的人工

服务，因此其毛利率水平合理。 关联交易

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在与冠宇电源的关联方采购关联交

易持续期间，冠宇电源的销售主要来自于

公司，其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

近。 公司与冠宇电源的关联方采购价格公

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及时

调整了关联租赁价格，调整后定价与第三方

价格相比合理且公允。 公司承租冠宇电源厂

房的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报告期内， 关联方为公司担保均系公

司日常经营所需，主要为公司的银行借款、

授信以及融资租赁进行担保， 有必要性及

合理性。 关联方为公司担保未涉及收取任

何费用，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此外， 关联方之间债务偿还安排以解

决欠款问题、维护公司利益为目的，具有必

要性以及合理性。 达成债务偿还安排协议

后，公司账面相关资产并无增加或减少，该

关联方之间的债务偿还安排不存在利益输

送的情形。

回复首轮问询

珠海冠宇：相关债务均已偿还完毕

珠海冠宇日前回复科创板首轮问

询时称，相关债务均已偿还完毕。 在首

轮问询中，珠海冠宇的基本情况、业务

与技术、公司治理与独立性、财务会计

与管理层讨论分析等五个方面被上交

所关注，涉及对赌协议、资金拆借、关

联交易等48个问题。 珠海冠宇主要从

事消费类聚合物软包锂离子电池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

●

本报记者 刘杨

不存在触发对赌协议生效情形

根据招股书，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与部分机构股东在投资

时约定业绩承诺与补偿、 回购等特别权

利条款。 目前，上述主体通过签署补充协

议等方式，终止特别权利条款相关约定；

但如果珠海冠宇未于其取得所在省级证

监局的辅导备案通知之日起24个月内申

报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申请文件， 将触

及恢复条款。

上交所要求珠海冠宇说明上述对赌协

议的具体内容及执行情况， 是否存在触发

对赌协议生效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应履行

未履行的义务， 对赌各方是否存在纠纷或

潜在纠纷； 要求珠海冠宇说明上述对赌协

议是否已经彻底解除。

珠海冠宇回复称， 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历史上曾存在与部分机构股东

签署含对赌协议或相关类似安排的协议

条款，主要包括回购权、业绩承诺与补偿、

反稀释、优先清算权等条款，该等条款均

未触发及执行，且均已解除。 公司对赌协

议或相关类似安排已终止效力， 公司、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

在应履行未履行的义务。

珠海冠宇称，机构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权属清晰，无任何实际存在或潜在的争议

或纠纷，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同时， 公司称不存在触发对赌协议生

效的情形， 对赌协议或相关类似安排的协

议条款已经彻底解除。

不存在承担还款责任风险

珠海冠宇曾作为担保方为光宇国际

集团科技相关关联方的部分债务提供担

保，目前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均已解除。

2017年-2018年，公司曾向哈光宇电源及

其关联企业拆出资金， 主要为短期资金

拆借。

对此，上交所要求珠海冠宇说明解除

担保措施后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措施，相关

债务是否偿还完毕，公司是否存在承担还

款责任的风险；说明公司向冠宇新能源拆

出资金的具体用途；此外，说明上述情形

是否属于违规关联担保和资金占用。

珠海冠宇回复称， 解除担保措施后不

存在其他替代措施， 相关债务均已偿还完

毕，公司不存在承担还款责任的风险。

珠海冠宇还回复称，未向冠宇新能源

收取资金占用费用。因冠宇新能源资金紧

张，无法支付职工薪酬，珠海冠宇分别于

2017年6月、2017年11月向冠宇新能源拆

出资金合计金额9178.25万元。

公司表示，因为冠宇新能源为公司业

务配套，公司向其拆借资金维持其正常运

营也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发展，所以未

收取资金占用费。 但2017年6月及7月，公

司存在向冠宇新能源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冠宇新能源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进行贴

现，并将相应款项转回给公司，以达到公

司融资的目的， 合计贴现金额11800万

元，且贴现业务手续费300.04万元由冠宇

新能源承担。

冠宇新能源实际为珠海冠宇承担贴现

手续费的票据金额与公司向冠宇新能源提

供无息借款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

利息金额相近， 因此公司未向冠宇新能源

收取资金占用费， 冠宇新能源亦未向发行

人收取票据贴现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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