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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将严格履行公司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各项公开承诺。 若本公司非因不

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承诺事项中各项义务或责任， 则本公司承诺将视具

体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者无法按期履行的具

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

2、自愿接受监管部门、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

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3、因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依

据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

或金额确定；

4、如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承诺，本公司将暂扣其应得的现

金分红和 / 或薪酬，直至其将违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如本公司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本

公司将及时、充分披露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承诺事项的不可抗力具体情况，提

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等处理方案，以尽可能地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本人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各项公开承

诺。若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承诺事项中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

人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1、及时公开说明本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者无法按期履行承诺事项的

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

2、自愿接受监管部门、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向公司或投资者提出补

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3、因违反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

赔偿；

4、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有权暂扣本人应得的现金

分红和 / 或薪酬，同时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本人将

违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如本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 本人

将及时、充分披露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承诺事项的不可抗力具体情况，提出补

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等处理方案，以尽可能地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三）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世创发展、中日节能承诺

本股东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各项公开

承诺。若本股东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承诺事项中各项义务或责任，

则本股东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1、及时公开说明本公司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者无法按期履行承诺事项

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

2、自愿接受监管部门、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向公司或投资者提出补

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3、因违反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

赔偿；

4、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有权暂扣本公司应得的现

金分红，同时不得转让本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本公司将违规

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如本股东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本

股东将及时、充分披露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承诺事项的不可抗力具体情况，提

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等处理方案，以尽可能地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各项公开承

诺。若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承诺事项中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

人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1、及时公开说明本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者无法按期履行承诺事项的

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

2、自愿接受监管部门、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向公司或投资者提出补

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3、因违反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

赔偿；

4、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有权暂扣本人应得的现金

分红和 / 或薪酬，同时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本人将

违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如本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 本人

将及时、充分披露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承诺事项的不可抗力具体情况，提出补

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等处理方案，以尽可能地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七、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经公司 2019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由全体新

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八、本次发行后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制定上市后生

效的〈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和《关于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和未来分红规划如下：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充分考虑对投资

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股票股利分

配政策。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并优先考虑采

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三）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公司一般按照会计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也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和资

金需求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具体方案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四）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最低比例

1、公司当年实现盈利、且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和依法提取公积金后，累计未

分配利润为正值；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募集资金

项目除外）。重大资金支出指：①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包括股权投

资、债权投资、风险投资等）、收购资产或购买资产（指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

土地使用权等有形或无形的资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

净资产的 30%；②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的累

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

4、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

展，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的发展阶段属于成熟期的，则根据公司有无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计划， 由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程序提请

股东大会决议提高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的最低比例。 公司因特殊情况

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

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5、现金分红的最低比例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

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④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五）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若公司业绩增长快速，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

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公司

发放股票股利应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 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

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九、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除上述重大事项提示外，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意向书的“风

险因素” 部分，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

（一）下游风电行业波动和政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下游客户为风电行业企业，风电行业的发展对公司

经营影响较大。 风电行业属于新能源领域，其发展受政策影响较大。 得益于国

家和行业政策支持，如上网电价保护、电价补贴、发电保障性收购、税收优惠等

一系列政策，近年来风电行业快速发展，在我国电力来源中的占比不断提升，

累计装机容量显著增长。但随着风电技术的日益成熟和行业快速发展，相关支

持政策逐步减少， 如国家发改委自 2014 年起多次下调陆上风电标杆电价，使

得近年来我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出现一定波动。根据中国风能协会统计数据，

2015 年至 2019 年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下同）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分别为

30.75GW、23.37GW、19.66GW、21.14GW 和 26.79GW。 根据国家能源局、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数据，2020 年我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为

71.67GW。

2019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对

于 2018 年底之前和 2019-2020 年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 必须在 2020 年底

和 2021 年底前完成并网发电才能获得补贴；2021 年开始新核准的陆上风电

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网，国家不再补贴；对于 2018 年底前已核准的海上风电

项目， 在 2021 年底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执行核准时的上网电价，2022 年

及以后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执行并网年份的指导价。 受此政策影响，2020 年

底之前国内陆上风电、2021 年底之前海上风电将会出现抢装；后续一定时间

内国内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可能会出现回落，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为了更好地利用风电资源、促进风电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能源局自

2016 年起建立了风电投资监测预警机制，对于弃风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限

制其风电项目开发建设。 同时，风电并网情况不佳将直接影响风力发电企业

收益，进而影响其用于技改的高空安全作业设备采购。 2016 年，我国平均弃

风率为 17%；2017-2020 年， 我国弃风率逐年下降， 平均分别为 12%、7%、

4%和 3%，2017 年以来弃风现象明显缓解。 但如果未来弃风率有所上升，导

致部分地区项目建设受限，也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公司主要客户为风机制造商、风力发电企业、塔筒厂等。受风力发电企业

和风机制造商较为集中的影响，公司的主要客户也呈现出一定的集中性。 报

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包括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国家能源集团、明阳智能

维斯塔斯、 大唐集团、 西门子 - 歌美飒和华能集团等。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公司向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收入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 52.75%、52.47%和 43.23%，客户集中度较高。若未来主要客户与公司的合

作关系发生变化，大幅减少或完全取消从公司的采购且公司未能及时开发新

客户，则公司的经营业绩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三）下游行业拓展风险

现阶段公司产品及服务主要应用于风电行业，也已应用于电网、通信、火

力发电、建筑、桥梁等领域。 公司未来将在继续服务好风电行业客户的基础

上，加大向其他行业拓展力度，加强公司产品和服务在不同领域的适用性。若

公司对其他行业的开拓进展缓慢或不及预期， 可能对公司未来业务布局、经

营业绩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四）产品质量风险

公司生产的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主要用于作业人员的高空作业及安

全防护，直接关系到客户的生产安全和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 公司产品经客

户验收合格后通常设有一定的质保期，在质保期内公司提供年度巡检、故障

排查及问题解决等服务。 报告期内，未发生因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对客户生产

和作业人员安全造成重大威胁或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

模的扩大，若公司因生产环节质量控制存在疏漏、安装售后不到位等原因导

致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可能增加公司售后服务成本；甚至若因产品质量问题

导致客户停产、人员伤亡等事故，公司可能面临诉讼、索赔，在遭受一定经济

损失的同时，公司的声誉和品牌可能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害，进而导致公司经

营业绩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五）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直接材料成本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84.10%、83.90%

和 84.65%，原材料是营业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铝材、

钢丝绳、电线电缆等生产用材料，机电类产品、电器件、五金标准件等外购零

部件和机械加工件、钣金加工件、表面处理件等外协加工件，该等原材料价格

受到上游原料价格和人工成本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如果主要原

材料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品牌风险

公司依托技术、质量、服务等优势，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客户群体，实现了

国内 2019 年具有新增装机的全部风机制造商和五大电力集团的全覆盖，全

球前 15 大风机制造商已覆盖 13 家。 公司的“3S” 品牌在行业内已形成较大

的影响力，公司品牌具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品牌优势对于公司保持行

业地位和市场份额、开拓新客户具有重要作用。

若公司因产品质量下降、供货不及时、安装售后服务未达客户预期、营销

策略不当等原因导致公司品牌形象受损，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

响。

（七）产品研发风险

公司的产品研发工作主要包括新产品的设计开发， 现有产品的技术改

进、生产加工工艺优化、产品成本降低，产品电器部分的设计开发及外观、质

量、成本优化改进。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下游行业对产品要求的提高，高空

安全作业设备研发难度和要求不断提升，新技术的应用和产品研发仍将是公

司核心竞争力所在。为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公司需要不断开发适用性更强、能

够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的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 以及不断对现有产品的技术、

工艺、成本等做出优化和改进。若公司不能按照计划研发出新产品，或新产品

在性能、成本、前瞻性等方面不具备竞争优势，或未能对现有产品技术、工艺、

成本等做出必要的优化和改进以保持产品竞争力，可能影响公司未来的经营

业绩。

（八）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自成立以来，通过自主培养和外部招聘等方式组建了一支具有较强

创新能力的研发团队。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备较为丰富的行业经验，能够很

好地结合行业特点和项目需要研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专用高空安全作业

设备。 核心技术人员是公司进行持续产品创新和技术研发的基础，为公司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 若出现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情况，将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

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九）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5,566.75 万元、53,907.70 万元和

68,100.68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9,332.70 万元、14,177.92 万元和 18,511.76

万元，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呈快速增长趋势。如果受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

加剧、客户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可能面临经营业绩不能持续快速增长

甚至下滑的风险。

（十）毛利率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分别为 54.77%、

55.64%和 58.22%。 若未来行业波动、竞争加剧、技术更迭、国内外经济形势、

客户需求、生产成本上涨、汇率波动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者公司不能在市

场开拓、产品性能、技术水平以及产品升级转型中保持相对竞争优势，公司将

面临毛利率下滑的风险。

（十一）应收账款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20,513.79万元、20,300.25

万元和 19,714.63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4.88%、20.00%和 16.13%，

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较大。虽然公司客户主要为大型国有发电集团和

大型风机制造商，且公司对应收账款已建立较为严格的考核管理制度，但如

果未来客户经营环境、财务状况等出现重大不利变化，不排除可能发生因应

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而形成坏账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及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二）存货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账面金额分别为 7,243.67 万元、13,049.53 万

元和 17,701.06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8.79%、12.86%和 14.48%。 报

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85、2.33 和 1.83，有所下降。 公司存货主要

为发出商品， 报告期各期末， 发出商品金额占存货账面原值的比例分别为

72.08%、69.30%和 73.12%。 公司存货规模较大且发出商品占比较高主要是

受行业特征、收入确认方式等因素影响。 如果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

市场竞争加剧，客户发生违约导致合同变更或终止，而公司未能有效应对，公

司存货可能发生跌价的风险。

十、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本次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

规模同比实现增长，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和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未出现大

幅变化，产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进出口业务未受到重大限制，税收政策、

行业周期性、业务模式及竞争趋势、主要客户或供应商、重大合同条款或实际

执行情况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新增对未来经营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诉讼或仲裁事项，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

事项，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结合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预计 2021 年 1-3 月营业

收入为 14,500.00 万元至 16,400.0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82.95%至

106.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130.00 万元至 4,850.0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74.16%至 104.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4,100.00 万元至 4,800.0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74.36%至

104.13%。

上述 2021 年 1-3 月业绩情况为公司初步测算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

审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数

不超过 2,75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本次发行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每股发行价格 人民币【】元

发行市盈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1.10元 / 股（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本次发

行后的净资产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发行后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达到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或以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A 股账户的中国境内自然

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

止的投资者除外），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者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 7,400.94万元；其中：保荐及承销费用 6,094.43 万元、审

计及验资费用 693.40 万元、律师费用 174.53 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

露费用 400.00万元、发行手续费 38.58万元。 以上费用均不含对应的增值税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Ficont�Industry�(Beijing)�Co.,�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 8,2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志欣

成立日期：2005 年 7 月 21 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创益东二路 15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1106

联系电话：010-69598980

传真号码：010-69598980

互联网网址：www.3slift.com

电子邮箱：ir@3slift.com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发行人系由中际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 23

日，中际有限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中际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4 年

6 月 12 日，中际联合召开创立大会，同意以 2014 年 3 月 31 日经大信会计师

审计的净资产 82,541,907.15 元为基础，折股 3,000 万股，其余部分计入资

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1 日，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出具《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中

际联合工业技术 （北京） 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京商务资字﹝2014﹞505 号），同意中际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等事

项。

2014 年 7 月 9 日，公司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换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京资字[2013]20192 号）。 同日，中际联合

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019 年 6 月 15 日，大信会计师出具《关于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专项复核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 3-00008 号），对公司本

次净资产折股情况进行了验资复核。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本公司系由中际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发起人为刘志欣、王喜军、马东升、

世创发展和邦盛基金。 设立时的各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发起人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额 持股比例

1 刘志欣 1,546.863 51.56%

2 邦盛基金 600.000 20.00%

3 世创发展 313.137 10.44%

4 王喜军 270.000 9.00%

5 马东升 270.000 9.00%

合计 3,000.000 100.00%

公司由中际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承继了中际有限的全部资产、负债和业

务，发行人相关房产、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等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均已办

理完毕。

三、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发行前总股本为 8,250 万股， 本次发行不超过 2,750 万股普通股

股票，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

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刘志欣 2,673.726 32.41% 2,673.726 24.31%

世创发展 626.274 7.59% 626.274 5.69%

中日节能 625.000 7.58% 625.000 5.68%

马东升 405.000 4.91% 405.000 3.68%

王喜军 303.750 3.68% 303.750 2.76%

邦盛基金 302.700 3.67% 302.700 2.75%

其他 224名股东 3,313.550 40.16% 3,313.550 30.12%

公众投资者 - - 2,750.000 25.00%

合计 8,250.000 100.00% 11,000.000 100.00%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以及自愿锁定的相关承诺参见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

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

（二）公司股东情况

1、发起人

本公司系由中际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发起人为刘志欣、王喜军、马东升、

世创发展和邦盛基金。 设立时的各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发起人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额 持股比例

1 刘志欣 1,546.863 51.56%

2 邦盛基金 600.000 20.00%

3 世创发展 313.137 10.44%

4 王喜军 270.000 9.00%

5 马东升 270.000 9.00%

合计 3,000.000 100.00%

2、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刘志欣 2,673.726 32.41%

2 世创发展 626.274 7.59%

3 中日节能 625.000 7.58%

4 马东升 405.000 4.91%

5 赛领基金 350.000 4.24%

6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2.500 3.79%

7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312.500 3.79%

8

杭州华方创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英

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2.500 3.79%

9 王喜军 303.750 3.68%

10 邦盛基金 302.700 3.67%

合计 6,223.950 75.45%

3、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公司任职情况

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担任职务

1 刘志欣 2,673.726 32.41% 董事长、总经理

2 马东升 405.000 4.91% 董事、副总经理

3 王喜军 303.750 3.68% 董事、副总经理

4 褚海良 23.600 0.29% 未任职

5 吴瑛 19.900 0.24% 未任职

6 张晓慧 18.300 0.22% 未任职

7 刘军平 15.000 0.18% 未任职

8 周雪峰 12.500 0.15% 未任职

9 邓玮 11.500 0.14% 未任职

10 郭秋云 11.400 0.14% 未任职

4、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及外资股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无国有股份。

2013 年 10 月 14 日，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委员会出具《关于并购设立中

外合资企业中际联合工业技术 （北京） 有限公司的批复》（通商资﹝2013﹞

91 号），同意王喜军与中方股东签署的中外合资企业合同、确定合资企业的

注册资本及各股东的股权占比等事项。

2013 年 10 月 30 日，中际有限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京字[2013]20151 号），批准公司企

业类型为中外合资企业。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82,500,000 股，其中王喜军

持股 3,037,500 股，占股本总额的 3.68%，其持股性质为外资股。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2014 年 11 月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的股东 （刘志

欣、世创发展、马东升、王喜军和邦盛基金）中，除世创发展为刘志欣控制的

企业外，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由于公司为新三板创新层挂

牌企业且股票转让方式为集合竞价转让，通过股转系统交易取得公司股份的

股东数量较多，致使公司股东人数已超过 200 人。 除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前的股东外，其余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确定。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高空安全作业设备和高空安全作业服务解决方案提

供商， 专注于高空安全作业领域，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Safe （使用安全）、

Simple（操作简单）、Specialized（制造专业）” 的高空作业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及服务已在风力发电、电网、通信、火力发电、建筑、桥梁等十余个行

业以及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现阶段公司主要聚焦于风力发电

领域。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394 项专利（含 1 项美国发明专

利）并获得 65 项国内外资质认证。 公司在高空安全升降设备、高空安全防护

设备等领域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和可持续研发能力， 凭借不断增强的创新能

力、突出的灵活定制能力、日趋完善的交付能力和优异的售后服务能力赢得

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公司始终重视产品和技术研发，坚持自主创新，以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推

动公司稳步发展，已形成多项核心技术。公司于 2011 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

证，并先后于 2014 年、2017 年和 2020 年通过复审。 2014 年，公司通过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评审， 成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示范企

业。 2020 年，公司成为北京市知识产权示范单位、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试点

单位、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同年，公司经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成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分站。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共申请了 530 项专利，其中 53

项发明专利；在申请的专利中，已获得 394 项专利授权（含 1 项美国发明专

利）。 公司参与了 4 项国家标准 《移动式悬吊工作平台》（GB/T�

33504-2017）、《擦窗机》（GB/T�19154-2017）、《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锅炉炉膛检修升降平台》（GB/T�34029-2017） 和 3 项行

业标准《施工升降机 曳引式施工升降机》（JB/T�13031-2017）、《风电机组

检修提升技术规范》（NB/T�31146-2018）和《擦窗机规划设计和使用安全

规程》（JB/T�13482-2018）的编制工作，主要产品获得海内外多项认证，包

括欧盟 CE 认证、RoHS 认证、REACH 认证， 北美 UL 认证和 ETL 认证、加

拿大 CSA 认证、俄罗斯海关联盟认证等。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和服务

1、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

公司的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是为高空作业尤其是特定环境下高空作

业、保障高空作业人员的安全和顺利开展工作的需要而设计和生产的专业化

设备，主要包括高空安全升降设备和高空安全防护设备。 高空安全升降设备

可以在充分保障高空作业人员安全的同时，减轻人员负担、提升工作效率；高

空安全防护设备可以保护高空作业人员日常工作安全及在发生突发意外情

况时提供安全防护。

目前，公司的高空安全升降设备主要包括塔筒升降机、免爬器、助爬器

等，高空安全防护设备主要包括防坠落系统、救生缓降器、爬梯、滑轨等。公司

产品现阶段主要应用于风力发电领域，并拓展至电网、通信、火力发电、建筑、

桥梁等行业。

2、高空安全作业服务

公司在研发、生产和销售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的同时，还提供针对客

户的高空设备进行维修、维护、海外产品的安装服务等高空安全作业服务，主

要包括风机高空检修维护服务，电网、通信、桥梁、火电厂锅炉、烟囱等的维修

和定期维护服务。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1、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直销模式，与客户直接签订销售合同，不存在授权经销或代理

销售的情况。直销有助于公司与客户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更加及时、全面地

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发展。 在销售策略方面，公司以风力发电企业和风机制

造商等重点客户为主，通过参加客户的招标、商务谈判、询比价等方式获得订

单，以高质量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主动回访维护客户关系等方式提升公司

美誉度。 在市场推广方面，公司通过积极参加行业展览、行业会议、在行业期

刊杂志及媒体投放广告等方式提高公司知名度。 同时，公司结合客户特点和

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定价和营销，不断开发新客户、扩大市场。

直销模式下，公司以自主开发方式为主、辅之以居间推广方式。随着公司

业务发展，为进一步开拓市场，公司在自主开发方式外拓展了居间推广方式。

在居间推广方式下， 公司与销售推广商协助开发的客户直接签署销售合同，

并与销售推广商签订销售推广服务咨询合同。公司通常根据与销售推广商签

订的销售推广服务咨询合同和相应销售合同签署及执行情况，向销售推广商

支出一定的销售推广服务费。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居间推广方式实现的收入分别为 6,865.88 万元、

4,408.22 万元和 6,558.83 万元， 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9.36%、8.21%和 9.67%。

2、服务模式

公司生产的塔筒升降机、免爬器、助爬器等产品在运至客户指定地点后

多需要根据合同约定进行安装调试，并在质保期内提供售后服务。报告期内，

公司与劳务外包商签订劳务外包合同，由劳务外包商负责公司产品的部分安

装及部分售后服务工作。

在质保期内，公司对运行的产品进行年检；公司对销售的主要产品建立

产品档案，记录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年检维护和维修记录。 公司对产品

的年检及维修维护帮助公司与客户保持长期沟通与合作，及时获知客户需求

和行业动态，为获得新的业务机会打下基础。

（四）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的原材料主要包括内部部件加工用材料、外购零部件和外协加工件

等，报告期内，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情况如下：

类型 主要采购内容 具体内容

材料

铝材 铝型材、铝板、铝合金踏棍、铝合金方管、铝合金圆管等

钢丝绳 钢丝绳

电线电缆 低温柔性电缆、通讯电缆、绝缘电缆、屏蔽电缆等

外购零部件

机电类 制动电机、减速电机、减速箱、变频器等

电器件 传感器、行程开关、电路板、插头、指示灯、断路器等

五金标准件 螺丝、螺母、垫圈、吊钩、挂钩、回形扣、软管等

外协加工件

机械加工件

提升机壳体所需机械加工件、销子、定位器、上吊点安装板、导轮

轴、摆杆等

钣金加工件 缓冲托架、门禁支架、挡板、踏板、箱体导线槽等

表面处理件 喷塑、镀锌、喷漆等

公司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保证主要原

材料的稳定供应。

（五）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格局

公司生产的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目前主要应用于风电行业。由于欧美

发达国家发展风电的时间较早、历史较长，风电产业链整体发展较为完善，风

电及相关行业部分企业积累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目前国际上比较

知名的生产厂商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如丹麦 Avanti�Wind�Systems�A/S、

美国 SafeWorks,�LLC、法国 Tractel�Group 和德国 Hailo�Wind�Systems�

GmbH�＆ Co.�KG 等。

随着国内风电市场的快速发展，部分海外公司利用其经验和技术通过在

国内成立子公司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同时，我国本土企业利用对国内市场

的了解和持续的研发投入， 在技术创新和营销服务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不

断增强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目前，国内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行业

形成了以少数具有较强研发实力和竞争优势的企业为主的竞争格局，未来随

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应用领域的扩大，预计将会有

企业陆续进入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领域。

2、市场竞争地位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高空安全作业设备和高空安全作业服务解决方案提

供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公司实力获得政府部门和协会认可

经过十余年发展，公司已成为一家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较强研发实力的

企业并获得诸多荣誉。 近年来，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部分荣誉和资质证书如

下：

序号 荣誉 / 资质证书 颁发单位

1 高新技术企业（发行人）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国家

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2 高新技术企业（中际天津）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天津市财政局、国家税务

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3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4 北京市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示范企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5 2014中关村高成长企业 TOP100

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2014 中关村

高成长企业 TOP100评委会

6

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示范企业（2015

年）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7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叁等奖（2018年） 北京市人民政府

8 北京市科协金桥工程种子资金 C类项目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9 2017年度瞪羚企业 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

10 质量信用 AAAAA供应商（升降机） 金风科技

11 2015德勤 -中关村高科技高成长 20强

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促进会和德勤中国

共同颁发

12 新三板 2018年度成长力 TOP30企业 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

13 天津市雏鹰企业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

14 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15 北京市知识产权示范单位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16 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试点单位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2）公司市场地位显著

2018-2019 年，公司在国内新增风电市场销售的塔筒升降机、免爬器和

助爬器（固定部分）数量合计 5,368 台和 7,373 台。 根据中国风能协会编著

的《中国风电产业地图》，2018 年至 2019 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数量分别为

9,677 台和 10,916 台。因此公司按照 2018 年至 2019 年公司在国内新增风

电市场销售数量口径估算市场占有率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台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国内塔筒升降机销量（新增市场） 3,237 2,374

国内免爬器销量（新增市场） 2,555 1,580

国内助爬器销量（新增市场） 1,581 1,414

合计销量 7,373 5,368

国内新增风机吊装数量 10,916 9,677

估算市场占有率 67.54% 55.47%

注：上表中助爬器销售量按照固定部分数量统计，2020 年我国新增风电

装机数量尚未发布。

根据上述估算可知，公司的高空安全升降设备在新增风电市场占有率超

过 50%，市场地位显著，居于领先地位，且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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