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3/5/25

星期四

B052

Disclosure

增加综合毛利率更高的高电压等级避雷器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三）公司避雷器产品毛利率波动与行业趋势比较

避雷器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中国西电子公司西电西避、平高电气合营企业平高东芝（廊坊）、抚顺电

瓷为公司在避雷器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 2020年至2022年， 公司避雷器产品毛利率分别为47.01%、

43.59%、37.75%，呈下降趋势。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中国西电子公司西电西避为公司在避雷器领域的

主要竞争对手，避雷器产品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 对比主体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避雷器

中国西电-电容器和避雷器业务板块 21.65% 22.04% 36.07%

金冠电气-避雷器 37.75% 43.59% 47.01%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 由于平高电气未披露其联营企业平高东芝（廊坊）毛利

率，公司避雷器领域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抚顺电瓷为非上市公司，无法获取其毛利率信息；此处列示中国西

电-电容器和避雷器业务板块整体毛利率作为避雷器产品毛利率行业趋势进行比较。

2022年较2020年，中国西电-电容器和避雷器业务板块毛利率也呈现下降趋势，与公司避雷器产品

毛利率波动趋势一致。

综上，公司近三年避雷器产品毛利率变动主要受特高压避雷器毛利率变动的影响；特高压工程建设

主要受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具有一定周期性，同时，由于特高压项目避雷器中主要包含直流±800kV

避雷器及交流1000kV避雷器，二者均为定制类非标准化产品，根据不同特高压项目需求在技术参数、应

用领域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二者平均销售单价、单位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特高压项目避雷器单

价、单位成本及毛利率存在一定波动，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下游市场需求、在手订单、公司现有产能、产能利用率及扩产安排，分产品说明是否存在产能

无法消化、过剩的风险，若存在，请说明拟采取的产能消化措施

（一）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规划情况

1、公司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影响募集资金项目达产产能

公司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42,563万元，后根据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为19,579.60万元，

占投资总额比例为46.00%。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原拟使用募集资金 建设期 实际拟用募集资金投入

1

金冠内乡智能电气产业园建设项目

（一期）

34,527 34,527 24个月 15,882.92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036 8,036 24个月 3,696.68

合计 42,563 42,563 19,579.60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2022年整体客观环境影响，公司在实施项目过程中结合市场环境和公司自身

实际情况进行了动态调整，使得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与原计划投资进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假设以实际募

集资金总额占投资总额比例为46.00%作为实际投入比例测算， 公司达产年份的达产产能按照46.00%进

行测算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达产产能 假设实际投入比例 假设实际达产产能

1 项目产能

1.1 避雷器产品 支 700,000 46.00% 322,000

1.2 配电网产品 台 70,000 46.00% 32,200

2、募集资金项目产品具体类型将根据实际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公司原计划募集资金项目达产后避雷器产品单价为650元/支， 中低压避雷器产品占比较高， 包括

10kV避雷器、35kV避雷器等；配电网产品单价为1.5万元/台，主要为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等占比较

高，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支、台

序号 项目名称 达产产能

原计划单价

（万元/台或支）

原计划营业收入

（亿元）

假设实际投入

比例

假设实际达

产产能

1 项目产能

1.1 避雷器产品 700,000 0.065 4.55 46.00% 322,000

1.2 配电网产品 70,000 1.5 10.50 46.00% 32,200

2020年至2022年，公司按照电压等级划分的避雷器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及销售占比如下：

单位：元/台

分类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平均销售单价 销售占比 平均销售单价 销售占比 平均销售单价 销售占比

特高压 161,795.57 15.00% 207,328.62 27.81% 139,927.99 28.16%

超高压 38,277.35 25.25% 47,745.80 16.53% 60,928.63 15.02%

高压 4,176.70 39.61% 4,626.54 28.90% 4,097.51 37.15%

中低压 573.71 16.27% 528.94 21.60% 308.69 18.44%

配件及其他 448.24 3.88% 143.52 5.17% 1,950.22 1.23%

总计 2,116.89 100.00% 1,196.70 100.00% 1,430.72 100.00%

注：销售占比为各电压等级避雷器及配件销售收入占避雷器整体销售收入比重。 其中特高压避雷器

电压区间为直流±800kV以上，交流1000kV以上；超高压避雷器电压区间为330kV及以上，750kV及以

下；高压避雷器电压区间为直流±800kV以下，交流66kV及以上，220kV及以下；中低压避雷器电压区间

为35kV及以下。

2020年至2022年，公司配网类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及销售占比如下：

单位：元/台

分类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平均销售单价 销售占比 平均销售单价 销售占比 平均销售单价 销售占比

开关柜 13,714.65 61.90% 11,915.22 71.34% 5,830.75 50.02%

箱式变电站 231,700.82 18.69% 128,765.83 13.18% 56,163.58 20.52%

柱上断路器 27,726.08 11.03% 24,921.10 3.48% 25,548.39 4.37%

环网柜 54,240.18 8.38% 114,475.40 12.00% 109,799.09 25.09%

总计 19,432.25 100.00% 15,787.79 100.00% 10,702.25 100.00%

由上表可见，募集资金项目避雷器主要对应公司中低压避雷器产品占比较高，一般情况下，系统电压

等级越高，对系统中用于输配电设备过电压保护的避雷器的性能要求越高，相应的研发及生产工艺就越

复杂，因而产品的销售价格就会越高；所以，在产线投入一定的情况下，生产避雷器的电压等级越高，对应

的产能越低。募集资金项目配网类产品主要对应公司开关柜等产品占比较高，同理，在产线投入一定的情

况下，生产配网类产品对应价格越高，对应的工艺流程越复杂，对应的产能越低。

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对募集资金项目产品具体类型进行调整，在原计划的基础上会适时增加高

附加值的中高压避雷器产品、箱式变电站等配网类产品的产能占比，对应的达产产能将低于原计划达产

产能，届时达产产能将有一定折算。如达产产能按照五折进行折算，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的产能情

况如下：

单位：支、台

序号 项目名称 达产产能

假设实际投入比

例

假设实际达产产

能

产品结构折算比

例

假设折算后实际达产产

能

1 项目产能

1.1 避雷器产品 700,000 46.00% 322,000 50% 161,000

1.2 配电网产品 70,000 46.00% 32,200 50% 16,100

3、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投入情况存在一定延期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2022年整体客观环境影响，公司在实施项目过程中结合市场环境和公司自身

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使得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与原计划投资进度存在一定的差异，预计2023年6月不

能满足达产要求，公司正在根据相关规定要求，针对该事项履行内部决议程序、信息披露义务等。

综上，考虑到实际募集资金投入情况以及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对募集资金项目产品具体类型进

行调整，在原计划的基础上会适时增加高附加值的中高压避雷器产品、箱式变电站等配网类产品的产能

占比，假设达产产能按照五折折算后，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达产后的产能分别为避雷器161,000支、配电网

产品16,100台。

（二）下游市场需求、在手订单、公司现有产能、产能利用率及扩产安排情况

1、下游市场需求

随着新基建、坚强智能电网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新能源并网发电、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的蓬勃发展，

包括避雷器和智能配电网产品在内的输配电控制设备行业展现出广阔的市场空间。

避雷器领域，在能源互联网背景及“新基建” 加码下，特高压等电力工程建设及轨道交通、大型工矿

企业设备及线路需要等为避雷器设备提供了巨大需求，我国避雷器制造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根据中国

产业调研网《2020-2026年中国避雷器行业现状全面调研与发展趋势报告》数据，2015年，我国避雷器制

造行业产量为4,043.82万支，2019年为6,948.03万支，同比2015年增长71.85%，市场规模总体呈现平稳

增长，预计2026年将达到18,545.44万支。

智能配电网领域，我国配电网建设聚焦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立足稳

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以满足用电需求、提高供电质量、促进智能互联为目标，坚持统一规划、统

一标准，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建设世界一流城市配电网，强化配电网标准化建设、精益化运维、

智能化管控，积极推动装备升级与科技创新，努力打造一流现代化配电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

保障。

从市场发展潜力分析，我国的电网建设近年来已取得一系列成就，且未来仍存在巨大发展空间。一方

面，我国特高压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新基建、能源互联网、一带一路等战略及规划持续赋能特高压工

程在国内的建设并推动其进一步走向世界，特高压避雷器等相关设备的生产厂商将有机会分享巨大的市

场机遇。 另一方面，存量电网改造和智能配网建设一直是国网、南网等电力部门的重点工作，在可预见的

未来将持续对包括避雷器、智能配电网设备等相关输配电设备有着大量的需求。

2023年，国家电网预计投入电网投资5,200亿元以上。 特高压方面，根据国家电网规划，特高压线路

投资额有望超过1,000亿元，2023年预计核准“5直2交” ，开工“6直2交” ，特高压直流开工规模为历史最

高值，2023年3月公司已中标川渝特高压工程4,436万元，4月中标扬州-镇江直流工程575万元，5月9日

特高压二批陇东-山东特高压工程已开标。

非特高压避雷器方面，2023年2月，国家电网一批招标量1.5亿元，较2022年增长232%，公司中标2,

675万元，较2022年增长147%。 4月份，国家电网二批招标量2.26亿元，较2022年增长155%，公司中标2,

056万元，较2022年增长44%。

从国家电网集招一、二批的招标规模上看，比往年均有较高增长。下游行业国家电网的投资额创历史

新高，叠加特高压的大规模建设，行业需求有一定的上升。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避雷器、智能

配电网设备的产能扩充、研发制造升级，因此，募投项目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2、在手订单

2022年末公司在手订单4.15亿元，同比增长6.84%。 公司2023年3月末在手订单6.35亿元，同比增长

72%,其中避雷器在手订单2.3亿元，同比增长53%；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在手订单3.07亿元，同比增长4,

150%，其中充电桩配套配网产品约1.2亿元。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2年末在手订单金额 2023年3月末在手订单金额

避雷器 15,923.98 23,043.17

配网产品 11,970.36 9,721.49

充电桩产品（含配套箱变） 13,546.5 30,723.79

储能设备 18.6 18.6

合计 41,459.44 63,507.05

3、公司现有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扩产安排

产品类别 单位 产能 2022年产量

2022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22年产能

利用率

折算后募投项目

达产产能

避雷器 支 85,000 79,801 21,892.05 93.88% 161,000.00

配网产品 台 13,200 12,721 24,787.78 96.37% 16,100.00

充电桩 台 2,000 1,867 6,073.98 93.35%

储能设备 MWh 60 47.2 7,446.80 78.67%

公司2023年3月末在手订单6.35亿元，同比增长72%。 2023年至2025年，公司将持续利用已有市场优

势开拓避雷器、配网产品市场。预计公司的订单数量和销售收入将保持持续增长，公司募集资金项目预计

2025年可以建设完成，届时募投项目完全达产的产能将能够较好地满足公司业务增长的需求。 目前募集

资金项目尚在建设期，依据在手订单增长情况及下游行业需求增长情况，同时考虑公司产品交货季节性

波动影响，现有产能、产能利用率及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能够匹配订单执行需求，不存在产能过剩。

（三）公司存在产能无法消化、过剩的风险相对较小

1、募投项目具有良好的技术储备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紧跟中国电力建设步伐和国内外行业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全面掌握了1000kV特高压交流避雷器的关键技术。 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探索特高压直流

输电技术和柔性直流输电技术，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和工程实践，全面掌握了直流系统用避雷器的设计和

制造技术。公司在特高压交直流避雷器研发、制造和工程实践中的积累和优势，有力地带动了常规电压等

级产品的升级换代，形成了交直流、全电压等级、多系列避雷器产品体系。智能配电网设备方面，公司在充

分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严控质量，使产品具有更优越的性能，具备了一定的竞

争力。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交直流避雷器尤其是特高压避雷器和智能配电网产品的技术研究、 产品开

发。 在市场驱动和服务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及各大发电

集团、电气设备成套商建立了良好关系并持续深入合作。公司具备丰富的产品研发及制造经验，拥有较为

深厚的技术底蕴，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公司多年从事避雷器研发制造，避雷器系列产品涵盖交直流、全电压等级，已成为中国避雷器行业的

知名企业，进入了国内超特高压交直流避雷器领域的第一梯队。 2019年11月，公司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产品被工信部认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公司紧跟智能配电网的发展趋势，自主研制了以智能高压开

关柜、一二次融合环网柜（箱）、一二次融合柱上开关为代表的智能配网产品，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避雷器领域，公司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各大发电企业集团的主要避雷器供应商。 近年来，公司避

雷器产品在国家重点电力工程项目持续中标，综合市场占有率排名居于前列。 同时，公司还与中国能建、

中国电建、中国西电、上海电气、思源电气、沃尔核材、泰开集团等系统外行业知名电气设备成套商建立了

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参与了多个国内外重点工程建设。

智能配电网领域，公司产品在我国智能配电网建设输配电项目设备招标及企业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

中的中标量稳步上升。 截至2022年底，公司智能配电网主营业务产品在国网公司本部、北京、天津、黑龙

江、吉林、辽宁、冀北、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国网本部匹配）、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国网本部匹

配）、福建、蒙东、甘肃、陕西、山西、青海、新疆、西藏、贵州、四川、重庆、广西等地均有中标。 此外，公司自

开展智能配网业务以来，变压器台区、箱式变电站、低压开关柜、配电箱、电缆分支箱等配网产品在系统内

和系统外市场持续中标。随着公司智能配电网设备的研发、制造和市场拓展能力的进一步加强，公司配电

网设备业务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公司已在避雷器和智能配电网领域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同时，公司

在充电桩领域的新业务拓展也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智能配网类产品的需求。

综上，考虑到实际募集资金投入情况以及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对募集资金项目产品具体类型进

行调整，在原计划的基础上会适时增加高附加值的中高压避雷器产品、箱式变电站等配网类产品的产能

占比，假设达产产能按照五折折算后，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达产后的产能分别为避雷器161,000台、配电网

产品16,100台。 同时，公司2023年3月末在手订单6.35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避雷器在手订单2.3亿元，

同比增长53%；结合避雷器及智能配电网设备市场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公司拥有较为扎实的研发实力、

生产经验、人才储备、品牌形象以及较强的市场开发能力，公司存在产能无法消化、过剩的风险相对较小。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变化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同时进一步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进一步扩大充电桩相关的

配网产品销售规模，扩大系统外客户的开拓力度，以进一步降低公司产能过剩的风险。

问题四

关于应收账款。

2022年公司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计55,249.15万元，占营业收入的91%。 近三年，公司期末应收账

款账面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80%、84%、87%，逐年上升。 其中，账龄在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7,154.47万元，占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18%。

请公司：(1)按同一控制口径，分别列示前五大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对应的客户名称、账面余额、账龄、

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及期后回款情况；(2)结合长账龄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名称、历史逾期情况、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规范要求。

回复：

一、按同一控制口径，分别列示前五大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对应的客户名称、账面余额、账龄、合同约

定的回款时间及期后回款情况；

（一）同一控制口径，分别列示前五大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名称、账面余额、账龄、合同约定的回款时

间及期后回款情况

公司同一控制口径下2022年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占收入比例

1 河南锦冠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6,860.21 31.93% 16,442.35 102.54%

2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14,084.66 26.71% 25,066.52 56.19%

3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4,434.93 8.41% 5,120.63 86.61%

4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 2,064.65 3.92% 1,883.63 109.61%

5 方城县丰裕新能源有限公司 1,987.49 3.77% 1,813.24 109.61%

合计 39,431.94 74.74% 50,326.37 78.35%

注：以上客户按照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统计。 其中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包括其下属电力局、电力公司

及控制的其他电力设备公司等；河南锦冠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包含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及其他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公司；2021年9月23日，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中国西电集团及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子公司许继集团、平高集团划转至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同一控制口径下2022年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账龄分布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信用政策

截止2023年

3月末回款

1

河南锦冠电

力工程有限

公司

16,860.21 16,860.21

“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和质保金”分4

阶段支付，如预付款0%、到货款45%、投

运款50%、质保金5%。

7,899.24

2

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

14,084.66 11,089.16

1,

949.68

1,

045.82

“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和质保金”分4

阶段支付，4个阶段具体支付比例与合同

金额大小相关，比如合同金额小于50万

元的，不支付预付款，合同金额大于50万

元的，预付款为10%；一般在公司履行合

同满足各阶段要求并在付款申请手续办

理完毕后60日内支付相应款项。

6,372.97

3

中国电气装

备集团有限

公司

4,434.93 3,955.63 278.75 200.55

“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和质保金”分4

阶段支付，如预付款0%、到货款100%、

投运款0%、质保金0%。

948.86

4

桐柏县城市

管理局

2,064.65 2,064.65

“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和质保金”分4

阶段支付，如预付款30%、到货款40%、

投运款27%、质保金3%。

0

5

方城县丰裕

新能源有限

公司

1,987.49 1,987.49

工程进度产值达到或超过200万进行一

次进度款拨付， 按照建设工程清单价值

的60%支付、并网运行后支付20%、竣工

验收合格后支付17%、质保金3%。

568

合计 39,431.94 35,957.14

2,

228.43

1,

246.37

15,789.07

注：以上客户按照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统计。 其中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包括其下属电力局、电力公司

及控制的其他电力设备公司等；河南锦冠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包含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及其他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公司；2021年9月23日，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中国西电集团及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子公司许继集团、平高集团划转至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有所上升，主要是2022年关联交易产生的应收账款增长。 2021年度关联

交易（主要是充电桩等EPC项目）产生的应收账款在2022年度已基本全部回款。

2022年关联交易收入16,442.35万元，联合体投标产生的销售3,696.87万元，2022年上半年关联交易

产生的应收账款已完成回款目标，2022年下半年关联交易产生的应收账款回款较少， 主要是根据合同约

定，终端客户虽完成验收但未到付款期。

2023年一季度，2022年下半年关联交易产生的应收账款回款7,899.24万元，符合合同约定。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81.68%，1-2年应收账款占比10.61%，正常交易回

款周期在1年以内，应收账款均在信用期内。

（二）同一控制口径，分别列示前五大应收票据对应的客户名称、账面余额、账龄、合同约定的回款时

间及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合并客户

名称

票据

种类

出票人 出票日

前手背书

人

被背书人 金额 到期日

期后解

付情况

1

国 家 电 网

有限公司

银 行

承 兑

汇票

东风马勒热

系统有限公

司

2022/11/24

国网 青 海

省 电力 公

司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分公司

16.47 2023/5/24 未到期

宁德时代新

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2/11/28

国网 青 海

省 电力 公

司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分公司

71.79 2023/5/28 未到期

贵州钦源化

工有限公司

2022/10/19

国网 青 海

省 电力 公

司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分公司

100 2023/10/19 未到期

青海鑫豪铝

业有限公司

2022/12/6

国网 青 海

省 电力 公

司

南阳金冠智能开关

有限公司

100 2023/12/6 未到期

青海宜化化

工有限责任

公司

2022/12/19

国网 青 海

省 电力 公

司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500 2023/12/19 未到期

青海鑫豪铝

业有限公司

2022/10/18

国网 青 海

省 电力 公

司

南阳金冠智能开关

有限公司

100 2023/10/18 未到期

青海鑫豪铝

业有限公司

2022/9/8

国网 青 海

省 电力 公

司

南阳金冠智能开关

有限公司

100 2023/9/8 未到期

青海鑫豪铝

业有限公司

2022/11/29

国网 青 海

省 电力 公

司

南阳金冠智能充电

有限公司

100 2023/11/29 未到期

青海鑫豪铝

业有限公司

2022/9/7

国网 青 海

省 电力 公

司

南阳金冠智能开关

有限公司

100 2023/9/6 未到期

小计 1,188.26

2

河 南 锦 冠

电 力 工 程

有限公司

商 业

承 兑

汇票

河南锦冠电

力工程有限

公司

2022/6/30

河南 锦 冠

电 力工 程

有限公司

到期兑付 1,000.00 2022/12/30 已解付

小计 1,000.00

3

牧 原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商 业

承 兑

汇票

河南牧原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22/6/8

河南 牧 原

智 能科 技

有限公司

不得转让 190.45 2023/3/13 已解付

山西原平牧

原农牧有限

公司

2022/6/29

山西 原 平

牧 原农 牧

有限公司

不得转让-到期兑

付

3.95 2023/1/3 已解付

山西繁峙牧

原农牧有限

公司

2022/6/29

山西 繁 峙

牧 原农 牧

有限公司

不得转让-到期兑

付

7.27 2023/1/3 已解付

新野县牧原

种猪育种有

限公司

2022/7/6

新野 县 牧

原 种 猪 育

种 有 限 公

司

到期兑付 10.39 2023/1/3 已解付

河南牧原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22/7/6

河南 牧 原

智 能科 技

有限公司

到期兑付 95.67 2023/1/3 已解付

河南牧原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22/7/20

河南 牧 原

智 能科 技

有限公司

提前兑付 29.14 2023/1/23 已解付

内乡县牧原

现代农业综

合体有限公

司

2022/8/7

内 乡 县 牧

原 现代 农

业综 合 体

有限公司

不得转让 30.06 2023/2/13 已解付

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2022/8/6

牧 原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不得转让 21.69 2023/2/3 已解付

黑龙江明水

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2022/8/6

黑龙 江 明

水 牧 原 农

牧 有 限 公

司

不得转让 3.91 2023/2/3 已解付

南阳市卧龙

牧原养殖有

限公司

2022/8/7

南阳 市 卧

龙 牧 原 养

殖 有 限 公

司

不得转让 4.38 2023/2/13 已解付

辽宁黑山牧

原农牧有限

公司

2022/8/5

辽宁 黑 山

牧 原农 牧

有限公司

不得转让 3.5 2023/2/3 已解付

黄梅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2022/9/14

黄 梅 牧 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到期兑付 27.09 2023/3/13 已解付

唐河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2022/11/12

唐 河 牧 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不得转让 20.11 2023/5/3 已解付

泰州姜堰牧

原农牧有限

公司

2022/12/29

泰州 姜 堰

牧 原农 牧

有限公司

不得转让 3.89 2023/6/23 未到期

社旗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2022/12/29

社旗 牧 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不得转让 4.2 2023/6/23 未到期

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2022/12/29

牧 原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不得转让 6.1 2023/6/23 未到期

汝州市牧原

农牧有限公

司

2022/12/29

汝 州 市 牧

原 农牧 有

限公司

不得转让 9.92 2023/6/23 未到期

绵竹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2022/12/29

绵 竹 牧 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不得转让 3.05 2023/6/23 未到期

杞县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2022/12/29

杞 县 牧 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不得转让 3.48 2023/6/21 未到期

大荔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2022/12/28

大荔 牧 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不得转让 7.13 2023/6/23 未到期

山西繁峙牧

原农牧有限

公司

2022/12/28

山西 繁 峙

牧 原农 牧

有限公司

不得转让 5.01 2023/6/13 未到期

涡阳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2022/12/28

涡 阳 牧 原

农 牧 有 限

公司

不得转让 3.1 2023/6/23 未到期

山西原平牧

原农牧有限

公司

2022/12/28

山西 原 平

牧 原农 牧

有限公司

不得转让 7.06 2023/6/13 未到期

东海县牧原

农牧有限公

司

2022/12/28

东海 县 牧

原 农牧 有

限公司

不得转让 3.16 2023/6/23 未到期

连云港赣榆

牧原养殖有

限公司

2022/12/28

连 云 港 赣

榆 牧 原 养

殖 有 限 公

司

不得转让 5.26 2023/6/23 未到期

小计 508.97

4

中 国 电 气

装 备 集 团

有限公司

银 行

承 兑

汇票

河南平芝高

压开关有限

公司

2022/12/23

河南 平 芝

高 压开 关

有限公司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分公司

42.6 2023/6/23 未到期

国网湖南省

电力有限公

司

2022/10/26

许继 电 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到期兑付 200 2023/2/10 已解付

小计 242.6

5

青 岛 特 锐

德 电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银 行

承 兑

汇票

中化弘润石

油化工有限

公司

2022/11/28

青岛 特 锐

德 电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阳金冠智能开关

有限公司

100 2023/5/28 未到期

小计 100

合计 3,039.83

二、结合长账龄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名称、历史逾期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规范要求。

（一）长账龄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名称、历史逾期情况

长账龄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3年以上应收

账余额

占3年以上应收

账款比例

款项性质 账龄3年以上的原因

历史逾期

情况

1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73.69 6.10% 验收款

项目延期未完工，验

收款

无逾期

2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50.82 4.21% 验收款

项目延期未完工，验

收款

无逾期

3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

49.69 4.12% 验收款

哈佳项目、蒙华铁路

项目资金未到位

无逾期

4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

电局

33.35 2.76% 验收款 项目延期，验收款 无逾期

5

武汉华源新盛电力有限公司新

洲华光分公司

31.80 2.63% 验收款

背靠背付款，终端客

户资金未到位

无逾期

合计 239.35 19.83%

（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如下：

账龄 1年以内 1至2年 2至3年 3至4年 4至5年 5年以上

许继电气 58.14% 19.93% 9.69% 2.04% 2.94% 7.27%

思源电气 76.14% 14.32% 5.46% 2.46% 0.63% 0.99%

北京科锐 72.83% 12.57% 6.89% 1.99% 1.08% 4.65%

平高电气 64.04% 17.42% 9.77% 2.21% 2.49% 4.07%

中国西电 72.13% 14.18% 5.67% 3.00% 1.37% 3.64%

科林电气 63.54% 19.50% 8.70% 2.82% 1.72% 3.72%

平均值 67.80% 16.32% 7.70% 2.42% 1.71% 4.06%

中位数 68.08% 15.87% 7.79% 2.33% 1.55% 3.90%

金冠电气 81.68% 10.61% 5.43% 1.59% 0.33% 0.37%

按账龄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比例同行业对比列示如下：

公司名称 坏账计提方法类别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北京科锐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3.47

科林电气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1.51

平高电气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4.85

思源电气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9.35

许继电气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8.24

中国西电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4.43

平均值 8.64

中位值 8.80

金冠电气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8.04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上市公司2022年度报告。

2022年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 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为

8.04%，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基本一致。

（三）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规范要求

根据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历史数据统计的近三年各阶段账龄的平均迁徙率情况如下：

账龄 三年平均迁徙率 序号 历史损失率 计算过程 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率

1年以内 14.88% A 0.30% G=A*B*C*D*E*F 5.00%

1-2年 47.16% B 2.00% H=B*C*D*E*F 10.00%

2-3年 40.14% C 4.24% I=C*D*E*F 30.00%

3-4年 46.29% D 10.57% J=D*E*F 50.00%

4-5年 33.00% E 22.84% K=E*F 80.00%

5年以上 69.22% F 69.22% L=F 100.00%

公司应收账款各阶段账龄计提比例高于历史损失率，已充分计提坏账准备，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关

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规范要求。

问题五

关于应付票据。

2022年公司应付票据10,737.61万元，同比增长133%；货币资金受限金额5,248.83万元，同比增长

17%。

请公司：(1)按同一控制口径，列式前五大应付票据对应的对象名称、采购模式、采购产品，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与主要供应商的匹配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2)结合应付票据规模、结算方式、保证金比例，说

明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货币资金受限情况的匹配性。

回复：

一、按同一控制口径，列式前五大应付票据对应的对象名称、采购模式、采购产品，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与主要供应商的匹配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前五大应付票据对应供应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序号 供应商 余额

占余额

比例

采购模式 采购产品

2022年采

购额（含

税）

年度采购

额排名

2022

年度

1

河北通合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976.59 9.10% 以产定购 充电模块、机柜及组件 2,672.86 2

2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

公司

610.13 5.68% 以产定购 箱体、柜体及组件 670.79 14

3

南阳亿硕电气有限

公司

610.00 5.68% 以产定购 金工件、罐体及内部件 1,213.78 9

4

醴陵华鑫电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549.41 5.12% 以产定购 瓷套（含底座） 851.26 11

5

江苏米格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03.40 2.83% 以产定购 柱断、环网柜组件 632.87 15

上述前五大应付票据对应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1

河北通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2016-04-05 2,000

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

人：马晓峰）

2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6-10-14 40,100 万控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木晓东）

3 南阳亿硕电气有限公司 2014-05-28 1,000 张锐丽

4

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03-10-24 10,800 石军生

5

江苏米格电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6-07-18 9,500 潘菊年

2022年度，前五大供应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含税）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采购内容

2022

年度

1 盐城鎏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264.16 7.20% 电芯、线材、电池模组

2 河北通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672.86 5.89% 充电模块、机柜及组件

3 许继德理施尔电气有限公司 2,172.85 4.79% 真空断路器

4 河南天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502.52 3.31% 箱变组件

5 杭州广恒锌业有限公司 1,303.81 2.87% 氧化锌

前五大供应商与应付票据对应供应商前五大不一致原因：

序号 供应商 结算方式 信用期及结算条款

前五大供应商与应付票据对应供应商前

五大不一致原因

1

盐城鎏明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现汇

合同签订1周/2周内预付30%,发货

前付清余款

现汇支付

2

许继德理施尔电

气有限公司

票据

预付30%，发货前支付30%，货到支

付30%，一年后支付10%质保金

既为公司供应商，又为公司客户，双方应

收账款、应付账款对冲处理

3

河南天力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

票据 货到后2个月支付 应付账款尚在信用期内

4

杭州广恒锌业有

限公司

票据 货到后2个月支付

2022年全年使用票据支付1,257.1万元货

款，2022年12月31日只有264.12万元票

据未到期

公司前五大应付票据余额对应的供应商与前五大供应商仅一名重合，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系结算方

式、信用期、结算条款不一致所致。

二、结合应付票据规模、结算方式、保证金比例，说明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

货币资金受限情况的匹配性。

2021-2022年应付票据规模、结算方式、保证金比例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应付票据种类

2022年度 2021年度

票据出具

总额

票据余额

票据保证

金余额

保证金比例

票据出具

总额

票据余额

票据保证金

余额

保证金比

例

银行承兑汇票 11,198.68 6,304.05 3,005.07 47.66% 8,525.65 3,118.21 1,483.00 47.55%

商业承兑汇票 7,528.02 4,433.56 7,214.88 1,494.69

合计 18,726.7 10,737.61 3,005.07 47.66%

15,

740.53

4,612.90 1,483.00 47.55%

单位：万元

受限货币资金类别 2022年 2021年

履约保函保证金 2,243.76 2,707.21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3,005.07 1,483.00

合计 5,248.83 4,190.20

供应商采购结算方式是否使用票据支付，主要取决于公司与供应商所签订采购合同中的约定的结算

方式，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信用期支付供应商货款，2022年营业收入较上期增长13.99%，采购金额

较同期增长，故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大幅增长属于合理增长。

2022年应付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对应保证金3,005.07万元， 与2022年期末受限货币资金情况

相匹配。

问题六

关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2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6,684.4万元，同比增长314%，分季度看，2022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20.48万元、390.74万元、541.26万元、4,731.93万元。 请公司分季度，结合销售收

入、回款情况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变动的原因、各季度现金流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

理性。

回复：

一、公司分季度，结合销售收入、回款情况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变动的原因

2021年-2022年公司分季度收入、销售回款、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季度 年份 收入 销售回款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经营现金流量净

额

第一季度

2022年 7,112.85 9,907.23 11,071.38 10,050.90 1,020.48

2021年 5,754.10 10,259.32 10,287.86 14,143.87 -3,856.01

变动额 1,358.75 -352.09 783.52 -4,092.97 4,876.49

第二季度

2022年 16,990.27 8,429.43 8,857.78 8,467.05 390.74

2021年 16,632.29 7,729.42 9,283.30 11,202.85 -1,919.55

变动额 357.98 700.01 -425.52 -2,735.80 2,310.29

第三季度

2022年 12,840.88 11,304.58 12,235.88 11,694.62 541.26

2021年 8,709.82 11,690.64 12,855.38 11,091.61 1,763.78

变动额 4,131.06 -386.06 -619.50 603.01 -1,222.52

第四季度

2022年 23,678.17 19,079.95 21,307.56 16,575.63 4,731.93

2021年 22,087.73 16,088.72 16,108.71 10,482.45 5,626.27

变动额 1,590.44 2,991.23 5,198.85 6,093.18 -894.34

合计

2022年 60,622.16 48,721.19 53,472.60 46,788.20 6,684.40

2021年 53,183.94 45,768.10 48,535.25 46,920.78 1,614.47

变动额 7,438.22 2,953.09 4,937.35 -132.58 5,069.93

2021年-2022年分季度销售回款及采购付款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季度 年份 收入 销售回款 采购付款

采购付款占销售回

款的比例

第一季度

2022年 7,112.85 9,907.23 7,921.35 79.96%

2021年 5,754.10 10,259.32 11,872.17 115.72%

第二季度

2022年 16,990.27 8,429.43 7,642.40 90.66%

2021年 16,632.29 7,729.42 9,894.91 128.02%

第三季度

2022年 12,840.88 11,304.58 10,277.09 90.91%

2021年 8,709.82 11,690.64 8,799.07 75.27%

第四季度

2022年 23,678.16 19,079.95 12,765.39 66.90%

2021年 22,087.73 16,088.72 8,830.56 54.89%

合计

2022年 60,622.16 48,721.19 38,606.23 79.24%

2021年 53,183.94 45,768.10 39,396.71 86.08%

公司所处的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行业产品的应用需求受两大电网公司及其下属电力公司工程项

目进度的影响,工程项目从申报、审批、招投标到工程施工、设备供货、调试安装周期较长。 通常两大电网

公司和电气成套设备供应商每年从第一季度陆续展开各批次物资招标，供货及验收则相对滞后，受此影

响，行业经营的季节性特征较为明显，收入确认和销售回款主要集中在下半年。

公司2021年和2022年全年销售回款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6.06%和80.37%，销售回款与营

业收入相匹配。 2022年上半年和下半年销售回款占当期回款金额的比例分别为37.64%和62.36%，2021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销售回款占比分别为39.3%和60.7%， 两期销售回款占当年销售回款总额的比例匹配

度较高。

公司依据供应商信用政策和销售回款情况制定采购付款计划， 使得经营现金流入和流出尽可能匹

配。 2022年度，公司各季度采购付款占销售回款的比例分别为79.96%、90.66%、90.91%和66.90%，上年度

同期各季度采购付款占销售回款的比例分别为115.72%、128.02%、75.27%和54.89%。 本期各季度采购付

款占销售回款的比例明显优于上年同期，本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更为健康。

此外，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还受支付税费、支付薪酬以及收到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等项目的综合影响。

2022年一季度经营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4,876.49万元， 主要系受2022年一季度采购付款同比

2021年采购付款减少5,227.24万元的影响所致，其中票据到期付款减少2,604.76万元，电汇支付减少2,

622.48万元。

2022年二季度经营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2,310.29万元，其中，销售收款较同期增加700万元，因

政策性缓缴导致支付的各项税费较同期减少673.91万元，期间费用付款、保证金收款等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净流出减少947.68万元，合计2,321.59万元。

2022年三季度经营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减少1,222.52万元，主要系受第三季度采购付款同比增加1,

963.81万元和税收政策性缓缴导致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763.5万元所致。 其中，采购付款票据到期支

付同比增加1,577.19万元，电汇支付同比增加386.62万元。

2022年四季度经营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减少894.34万元，其中，销售收款同比增加2,991.23万元，采

购付款同比增加2,540.50万元，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2,004.18万元，期间费用付款、保证金及往来款

收款等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净流出减少809.50万元，合计净流出减少743.94万元。

二、各季度现金流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071.38 8,857.78 12,235.88 21,307.56 53,472.60

其中：销售回款金额 9,907.23 8,429.43 11,304.58 19,079.95 48,721.19

销售回款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比

例

89.49% 95.16% 92.39% 89.55% 91.1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050.90 8,467.05 11,694.62 16,575.63 46,788.20

其中：采购付款金额 7,921.35 7,642.40 10,277.09 12,765.39 38,606.23

采购付款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比

例

78.81% 90.26% 87.88% 77.01% 8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0.48 390.73 541.26 4,731.93 6,684.40

公司依据供应商信用政策和销售回款情况制定采购付款计划， 使得经营现金流入和流出尽可能匹

配，2022年度公司全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684.40万元。 由于销售收款金额和采购付款金

额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流出金额的比例超过了77%且各季度的占比较为稳定，因此各季现金流量差异主

要受上述两个项目的发生额以及采购付款占销售收款的比例的影响。本年度各季度采购付款占销售收款

的比例分别为79.96%、90.66%、90.91%和66.90%，采购付款占比较低的一、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较高，采购付款占比较高的二、三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低。

综上，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金额差异较大是合理的。

问题七

关于科创属性。

公司2022年发生研发费用2,407.9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4%。近三年，公司研发费用逐年减少，占营业

收入比例逐年下降。 同时，上市以来核心技术人员合计离职2人。 请公司结合业务规划、核心技术团队变

化、研发项目具体进展情况、研发费用构成及变化等，说明研发费用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否对公司研发能

力、核心竞争力、新业务拓展等产生不利影响，是否存在影响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及科创属性的情形或潜

在风险。

回复：

一、请公司结合业务规划、核心技术团队变化、研发项目具体进展情况、研发费用构成及变化等，说明

研发费用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否对公司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新业务拓展等产生不利影响。

（一）公司2022年研发费用下降主要系试验费减少

2021至2022年，公司研发费用构成及变化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材料费用 472.45 446.29 26.16 5.86%

试验费 893.77 1,301.01 -407.24 -31.30%

职工薪酬 707.32 571.55 135.77 23.75%

短期租赁费 50.21 54.95 -4.74 -8.63%

折旧费 37.98 50.66 -12.68 -25.03%

燃料及动力 2.36 2.49 -0.13 -5.22%

测试工具购置费 — 0.02 -0.02 —

其他费用 196.85 227.8 -30.95 -13.59%

股权激励费用 47.04 — 47.04 —

合计 2,407.98 2,654.77 -246.79 -9.30%

2021年-2022年研发试验费分项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

投资规

模

累计投

入金额

其中：

2021年

试验费

其中：

2022年

试验费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1

超特高压复合外套

型避雷器特性深化

研究

505 390 54.00

提出了复合外套避雷器热稳定性的全过程计算方

法，为研究复合外套型避雷器的热稳定性提供有效

手段，获得了瓷外套、复合外套以及喷涂RTV瓷外

套避雷器表面自然污秽分布规律，分析了均匀涂污

或不均匀涂污工况下瓷外套、 复合外套以及喷涂

RTV瓷外套避雷器的电压分布特性， 形成标准

《T/CEC�348-2020�1000kV交流系统用复合外套

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为1000kV复合外套避

雷器生产及试验提供了技术规范。 该项目已召开验

收会议，21年已结题。

2

D71高梯度电阻片

梯度及方波提升

32 34.19 6.00 批量稳定生产，21年已结题。

3

D32新国标电阻片

研发

54 52.03 36.00 21年已结题。

4

10kV环网柜肘形

避雷器、 出线终端

插拔接头

670 529.85 13.69

完成35kVC-GIS用电缆附件（2#、3#直插头；2#、3#

堵头；2#、3#插拔避雷器）的研制，并取得对应的型

式试验报告。 在原有400A插拔避雷器基础上研制

600A结构，并通过厂内试验验证。

5

直流可控避雷器研

发

445 419.55 36.79 完成厂内试验及外部验证试验。 21年已结题。

6

直流接地极线路自

熄弧防雷间隙研发

55 30.46 11.60 完成型式试验，21年已结题。

7

无线、 有线远传监

测装置研制

86 61.48 0.87 21年已结题。

8

新一代智能高压开

关柜产品研发

670 668.09 230.17 21年已结题。

9

新一代一二次融合

柱上开关产品研发

515.3 345.11 51.11

标准化一二次融合电子式ZW32开关以及深度融合

电子式ZW32开关均已制作研发样机， 并通过了第

三方联调试验检测，已结题。

10

一二次深度融合环

网柜产品研发

594 535.12 215.43

一二次融合环网柜通过中国电科院专业检测；研发

的25kA开断能力的环网柜产品通过了第三方检测

机构的型式试验检测。 已结题。

11

40.5kVGIS高压开

关柜产品研发

595 536.79 187.83

现阶段已开发的40.5kV�CGIS开关设备通过第三方

检测机构的型式试验检测。 已结题。

12

预装式智能变电站

系统解决方案

375 508.01 98.82

大容量风电箱式变电站产品通过了第三方检测机

构的型式试验检测。 已结题。

13

智能配电自动化系

统及产品研发

220 229.78 24.36

智能分布式站所终端通过了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型

式试验检测。 已结题。

14

±1100kV特高压

直流输电线路雷电

防护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

430 312.74 70.00

完成氧化锌电阻片制备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实现

生产工序或部分生产工序自动化。 完成±11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避雷器主要技术参数确定、结构设

计、样机试制、型式试验，进行此电压等级和结构首

次抗震试验。 待挂网试运行。

15

玻璃釉及电阻片新

工艺研发

53 139.56 22.00 5.66 自动化生产线已建立，开始批量试制。

16

特殊环形电阻片研

发

30 27.46 5.00 通过小样试验，验证不同高阻层对性能的影响。

17 D48电阻片研发 55 73.98 11.00

更换新配方验证，代替D52、D60电阻片，目前进入

小试阶段。

18

D42电阻片方波提

升、大电流提升

18 33.72 6.11 更换新配方验证，目前进入小试阶段。

19

电阻片配方基础研

究

70 146.48 20.00

高梯度、直流、交流更换新配方验证，目前进入小试

阶段。

20

新结构高压避雷器

研发

960

1,

009.32

200.23 140.17

完成D32、D35、D42、D52电阻片性能试验，10kV�

5kA标准化复合外套避雷器型式试验完成，35kV�

5kA/10kA复合外套避雷器型式试验进行中，

10kV-220kV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按新

国标型式试验进行中。

21

并联间隙避雷器研

发

30 12.4 6.00

完成110kV并联间隙避雷器试验验证、产品结构设

计、产品生产。 已结题

22

500kV交流可控避

雷器研发

70 242.89 66.90

完成500kV交流可控避雷器产品结构设计、样机试

制，并取得中国电科院的性能试验报告，产品已投

入工程运行。

23

环保气体绝缘GIS

用罐式避雷器

50 33.98 10.00

收集环保气体绝缘相关规范、研究成果、国家电网

混合气体GIS应用规划，混气设备、混气检测设备供

应商及设备性能，结构绝缘性能仿真，试品物料准

备。

24

环 保 气 体 绝 缘

CGIS金属封闭开

关设备产品研发

150 215.53 75.66

12kV环保气体绝缘CGIS产品设计已完成， 样机通

过西高所型式试验。

25

国网标准化柱上开

关成套设备产品研

发

100 45.84 43.46

已设计完成12kV支柱式真空断路器产品， 并生产

试验样机，准备开展专业检测验证。

26

国网标准化环网柜

成套设备产品研发

200 223.93 221.10

已设计完成12kV环保气体标准化环网柜， 配套分

散式DTU的试验样机已通过中国电科院专家验厂，

且在河高所通过型式试验认证，准备样机开展专业

检测认证。

27

标准化高低压开关

设备产品研发

250 404.86 148.20

已设计完成12kV标准化高压开关柜， 通过中国电

科院高压所验厂，并开展型式试验认证。

28

电力电子变流设备

与系统产品研发

200 214.06 103.39

（1）开展光伏逆变器产品研发。研制20kW-50kW

组串式光伏逆变器， 三相双路MPPT， 组串电流

16A，最大效率98.8%。 申请软件著作权一项。 获得

型式试验报告2份。 开展光伏储能逆变器产品研发，

将光伏逆变器与储能变流器深度融合设计。

（2）开展储能变流器及储能系统产品研发。 已

完成 100kW、500kW、630kW、1250kW、1725kW

储能变流器产品研发， 获得型式试验报告三份，获

得软件著作权1项，申请并公开发明专利1项。 储能

变流器产品通过河南省电器工业协会新产品鉴定，

核心技术国内领先水平。 开展液冷储能变流器产品

研发。

（3） 开展充电桩及模块产品研发 。 更新

120kW-480kW充电桩/堆产品型式试验报告，提

高整体性能。 授权软件著作权1项。 开展液冷、V2G

充电模块产品研发。

29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研发

200 184.41 6.60

源网荷储一体化解决方案。 智能微网光储充直柔一

体化解决方案。 光储充检放一体化智能充电站解决

方案。 智慧能源管理一体化云平台。 已开展储能系

统能源管理系统软硬件设计， 并在储能项目中应

用。 开展增量配网园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平台，可

以实现对园区内交直流设备、新能源设备进行监控

管理，为客户提供云平台查看设备信息。

30

避雷器在线监测产

品研发

100 23.58 10.00

已设计完成站用避雷器规约转换装置的软硬件设

计，生产的IED样机通过型式试验。正在进行智能录

波型在线监测装置的研发。

31

高能型压敏电阻研

发

150 220.79 54.00 完成CQC、TüV、国网认证，稳定生产。

32 压敏电阻 150 6.7

D5-D25圆形压敏实现批量投产，CQC、TUV、UL、

国网计量中信认证已完成。 S34方形压敏样品已研

制完成，正在购买批量化生产设备。

33 陶瓷基板 200 5.37 2.63 搭建研发平台，进行开发实验和小样试制。

合计

8,

282.30

7,

918.06

1,

301.01

893.77

2022年，公司研发费用为2,407.98万元，较2021年减少246.79万元，下降幅度为9.30%。 其中试验费

下降407.24万元，下降幅度为31.30%。 试验费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研发项目所处研发阶段的影响。

2021年配网研发项目试验费集中支付， 其中新一代智能高压开关柜产品研发试验费230.17万元、一

二次深度融合环网柜产品研发215.43万元、40.5kV� CGIS金属封闭开关产品研发187.83万元、 新一代一

二次融合柱上开关产品研发51.55万元， 研发项目均已结题；2022年在研项目新结构高压避雷器研发、±

11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雷电防护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玻璃釉及电阻片新工艺研发等避雷器及电

阻片研发项目根据研发进度，于2021年投入试验费354.34万元。

（二）公司2022年研发费用下降不会对公司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新业务拓展等产生不利影响

业务规划方面，公司将继续坚持“聚焦高端，文化引领，创新驱动”的经营理念，坚定技术驱动的战略

方向，抓住“十四五” 系列规划中新能源大发展带来的机遇，依托公司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特高

压输变电保护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超特高压试验室等研发平台，持续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和

成果转化，推进产品的迭代升级和产业链的延伸。在提升避雷器及智能配电网系列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扩

大市场份额的同时，拓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化学储能设备与系统市场，开展陶瓷基板的研发，进军新

能源领域。 目前，公司已开展智慧能源管理系统、陶瓷基板等技术研发，为上述业务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

基础。

核心技术团队变化方面，截止2022年末，公司有6位核心技术人员，上市后离职的两位核心技术人员

在离职前均有序完成工作交接，其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均非单一发明人的专利且均为职务发

明创造，前述专利所有权均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专利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专利权的

完整性。公司的研发工作由全体研发人员群策群力形成，不存在单独依赖某一具体研发人员的情况，公司

研发团队具备后续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能力，上述核心技术人员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同时，公司持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和研发管理人才，不断壮大研发团队，提高研发人员薪酬，增强研

发实力。 2022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49人，较2021年末增加7人，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增至12.60%；2022

年公司研发人员薪酬合计707.32万元，同比增长23.75%，平均薪酬同比增长6%，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及研

发人员薪酬呈上涨趋势。

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方面，截至2022年末，公司共拥有16项核心技术及20项在研项目。 公司拥有的

核心技术均为自主研发，均为专有配方或专利技术，并已全面应用在公司产品中，实现了成果的有效转

化。 同时，公司围绕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和未来发展战略，结合行业内新技术、新工艺实施了多项新产品研

发项目，在避雷器及智能配电网系列产品、智慧能源管理平台等业务方向进行了多层次的技术储备，为公

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公司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已于2023年4月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

告》之“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行业情况及研发

情况说明”之“（四）核心技术与研发进展” 。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和研发管理人才，不断壮大研发团队，提高研发人员薪

酬，增强研发实力。 公司围绕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和未来发展战略，在避雷器及智能配电网系列产品、智慧

能源管理平台等业务方向进行了多层次的技术储备，巩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新业务拓展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2022年公司研发费用下降不会对公司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新业务拓展等产生

不利影响。

二、是否存在影响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及科创属性的情形或潜在风险

（一）不存在影响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的情形或潜在风险

公司通过提供优良的研发条件、设置绩效考核机制等方式，鼓励研发及技术人员积极参与技术研究

和产品创新，有效推动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及核心竞争力，并以此维持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 同时，为将

核心技术人员的利益与公司成长与发展深入绑定，与核心技术人员分享公司发展取得的红利，从而维持

研发人才的稳定性，2022年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核心技术人员进行了首次股权授予，公司对核心技

术人员实施的持股计划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已于2023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的《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公司治理” 之“十三、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工激励措施的情况及其影响” 。 目前，公司不存在影响核心技术团队

稳定性的情形或潜在风险。

（二）公司满足科创属性评价条件

根据《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公司仍满足科创属性评价标准一的所有条件，具体如下：

科创属性评价标准一 是否符合 指标情况

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比

例≥5%，或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6,000万元

是

公司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为8,020.97万元， 公司

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超过6,000万元。

研发人员占当年员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是

2022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49人，占员工总数

比例为12.60%，大于10%。

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5项 是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公司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9

项，其中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数量为7项，

均为公司独有，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大于

5项。

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20%， 或最近一年营

业收入金额≥3亿元

是 最近一年营业收入6.06亿元，大于3亿元。

如上表所示， 公司仍满足科创属性评价标准一的所有条件，2022年度研发费用下降不会对公司适用

科创属性评价条件形成不利影响。 目前，公司不存在影响满足科创属性评价条件的情形或潜在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5日

（上接B05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