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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青股份”或者“公司”）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常青股份于近日收到贵司下发的

《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上证公函【2024】0371 号）中需要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4、关于首发募投项目。公司于 2017 年首发上市，募集资金总额 7.96 亿

元，用于募投项目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

改造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原定为 2019 年 4 月，经过 4 次延期变更为

2025 年 4 月。截至 2023 年末，除“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与“金属板绿色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本年度实现的效益合计为-3292.41

万元外，其余项目均未产生效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预计投资 4,620.96 万元，

报告期末累计资金投入进度 28.59%。 

请公司：（1）结合行业发展、市场供需、项目建设进度等，说明上述募

投项目的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内容较立项时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项目多次延期及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项目后续实施计划；（2）结合前述问

题回复及项目效益情况，进一步说明前期项目论证是否充分，相关决策是否审

慎，是否对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全面评估，公司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请保荐机构对问题 4、问题 5 中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相关信息披露内容进

行逐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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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行业发展、市场供需、项目建设进度等，说明上述募投项目的市

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内容较立项时是否存在重大差异、项目多次延

期及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项目后续实施计划。 

（一）结合行业发展、市场供需、项目建设进度等，说明上述募投项目的

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1、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1）行业发展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于 2017 年 2 月。项目原下游领域主要为中高端

轻卡、客车及专用车等商用车领域。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15 年至

2017 年，我国商用车产销量复合增长率达 10.87%和 9.80%，下游市场需求增长

迅速。公司基于当时下游市场环境态势做出的项目决策具有合理性。 

2018 年至 2019 年，我国商用车产销量保持平稳，至 2020 年，我国商用车

产销量继续增长至 523.12 万辆和 513.33 万辆。2021 年受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影

响，商用车行业环境开始出现变化，2021 年至 2022 年我国商用车产销量出现

较大幅度下滑，2023 年我国商用车销量回升至 403.09 万辆，但仍未恢复到顶峰。

2024 年一季度，我国商用车产销量为 94.81 万辆和 93.81 万辆，同比增长 5.12%

和 10.08%。总体而言，当前商用车市场仍处于景气度逐步回升阶段。 

 2013 年-2024 年第一季度我国商用车产销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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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市场供需 

本项目旨在为江淮汽车提供中高端轻卡、客车及专用车底盘生产所需的冲

压及焊接零部件产品。根据项目立项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后预计每

年将新增 10 万套中高端轻卡车身冲焊件、10 万套中高端轻卡底盘冲焊件和 3 万

套客车及专用车底盘冲焊件的生产能力。鉴于江淮汽车整体产销量规模未实现

预期增长，公司现有生产能力已能满足江淮汽车业务订单需求。 

公司于 2019 年开始对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重新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该项

目可同时生产乘用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根据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2022 年中

国汽车冲压件市场规模为 2,702 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冲压件市场为 413.22 亿

元，预计到 2025 年增长到 2,914 亿元，新能源汽车冲压件市场同步增长到

795.09 亿元。该项目对应的当前汽车冲压件市场依旧具有较高的增长空间。 

（3）项目建设进度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原预计可使用时间为 2019 年 4 月。因本项目配

套的客户江淮汽车产销规模未实现预期增长，公司根据江淮汽车整车产销情况

重新调整了项目建设进度。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49,239.48 万元，累计投入金额 46,457.65 万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

44,919.10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44,639.24 万元。 

2、金属板材绿色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1）行业发展 

本项目核心技术为 EPS 无酸金属材料表面清洗技术，该技术可用于加工各

种钢材，可替代国内的酸洗、抛丸、高压水冲洗等传统处理工序，实现绿色清

洁生产，主要为公司生产的部分汽车零部件产品作配套，并且承接部分钢材加

工业务，主要应用于下游汽车行业中的商用车。 

2017 年 2 月 4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

导目录》2016 版，将无酸金属材料表面清洗技术与成套设备列入其中，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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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绿色表面清洁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EPS 是通过物理的方法去

除钢材表面的氧化物，不使用任何酸，无任何重金属离子产生，相比传统的酸

洗而言，不仅拥有更长的设备折旧年限，对厂房无腐蚀，对工人无健康危害，

并且减少了将近一半的占地面积，不需要担心废料处理的问题，甚至还能从废

料中获利。因此，为实现环保型制造，公司积极实施本项目，采用 EPS 进行钢

材表面清洗工作。 

然而近年来，一方面，受政策环境变化和成本压力影响，钢材绿色表面清

洁技术替代传统酸洗技术的进展不及预期，市场上仍然存在较多酸洗技术加工

的金属板材，导致项目难以获得足够的下游订单；另一方面商用车行业产销量

不及预期，国内商用车市场情况详见第 1 节“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

改造建设项目”。 

（2）市场供需 

根据项目立项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水洗金属

板材 40.5 万吨、金属板材大飞剪 34.5 万吨、金属板材小飞剪 13.5 万吨、金属板

材分条 21.0 万吨、板材加工 10.5 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至 2020 年我国钢材产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复合增长率达到 8.12%；2020-2023 年中国钢材产量基本维持稳定，复合增长率

仅为 0.94%。我国钢材产量在近年进入瓶颈期，市场环境较项目立项时发生了

一定变化。 

2015 年-2023 年中国钢材产量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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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受国内商用车市场需求低迷和技术发展进度不及预期的影响，该项目建成

后下游订单不足，产能利用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低于测算的盈亏平衡点。 

（3）项目建设进度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计划投资金额为 33,000 万元。项目自 2018 年 9

月变更为募投项目，已于 2020 年 9 月按照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计划在现有技术中心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将着重于提升公司产品研

发能力、与客户同步开发能力、实验检测能力、技术装备水平、模具开发能力，

继续致力于从事现有产品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技术工艺升级改造等方面，以满足

国内市场不同品牌车系的设计要求，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和有力保障，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本项目建设期为 1 年，原预计可使用时间为 2019 年 4 月。本项目计划投资

金额为 4,620.96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综合考量公司现有研发能力，

以及下游汽车行业新的技术路线和整车厂商客户对产品提出的新要求，公司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细化了研发方向并对研发中心进行了布局调整，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针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320.92 万元，投入

进度 28.59%。 

综上，公司首发募投项目的市场环境较项目立项时发生了一定变化，公司

根据市场环境对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进行了优化调整。 

（二）项目内容较立项时是否存在重大差异、项目多次延期及进展缓慢的

具体原因、项目后续实施计划 

1、项目内容较立项时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金属板材绿色清洁加

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立项时内容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内容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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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立项时建设内容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建设内容 

1 

汽车冲压

及焊接零

部件技术

升级改造

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合肥市肥西县 

建筑工程：新建主要内容为三栋联

合厂房（包括冲压车间、焊接车

间、原材料临时存放区、成品存放

区等）、综合办公楼以及附属实施

等 

机器设备：计划新增各类设备 481

台（套） 

实施地点：合肥市肥西县 

建筑工程：新建三栋联合厂房。一号车

间为冲压、焊接车间也配置了原材料和

产成品存放区，目前尚未完工；二号车

间为原材料和产成品存放区，目前部分

完工；三号车间为冲压车间配置了原材

料和产成品存放区，已完成建设 

机器设备：A 线自动化冲压生产线、B

线自动化冲压生产线 3 条、多工位冲压

生产线 

2 

金属板材

绿色清洁

加工生产

线建设项

目 

实施地点：由马鞍山常茂钢材、唐

山常茂钢材、随州常森汽车分别在

安徽省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河北

省唐山市曹妃甸区、湖北省随州市

曾都经济开发区实施 

建筑工程： 

（1）马鞍山常茂钢材 

新建生产厂房等建筑 

（2）唐山常茂钢材： 

租赁厂房，用于项目加工、仓储以

及车间办公 

（3）随州常森汽车： 

新建生产厂房 

机器设备： 

（1）马鞍山常茂钢材 

新增先进、高效的加工及检验、检

测设备 27 台（套） 

（2）唐山常茂钢材 

新增先进、高效的加工及检验、检

测设备 15 台（套） 

（3）随州常森汽车 

新增先进、高效的加工及检验、检

测设备 20 台（套） 

实施地点：由马鞍山常茂钢材、唐山常

茂钢材、随州常森汽车分别在安徽省马

鞍山市慈湖高新区、河北省唐山市曹妃

甸区、湖北省随州市曾都经济开发区实

施 

建筑工程： 

（1）马鞍山常茂钢材 

新建生产厂房等建筑 

（2）唐山常茂钢材 

租赁厂房 

（3）随州常森汽车 

自建生产厂房 

机器设备： 

（1）马鞍山常茂钢材 

1 条 EPS 板材绿色加工生产线、1 台镰刀

弯设备、1 条纵剪线、4 条横剪线、1 条

800T 冲压落料线 

（2）唐山常茂钢材 

1 条 EPS 板材绿色加工生产线、1 台镰刀

弯设备、1 条纵剪线、2 条横剪线 

（3）随州常森汽车 

1 条 EPS 板材绿色加工生产线、1 台镰刀

弯设备、1 条纵剪线、2 条横剪线 

3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合肥市肥西县 

建筑工程：新建研发中心大楼一幢 

机器设备：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研发

设备 

实施地点：合肥市肥西县 

建筑工程：新建研发大楼一座 

机器设备：大楼暂未启用，已购置了三

坐标测量机、硬度测试仪、盐雾试验机

等设备 

从前述分析和上述表格可以看出，经过近年发展，市场环境、客户需求、

技术工艺和建设进度较项目立项时发生了一定变化，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项目

建设执行过程中适当优化了部分原有设计，但未对上述项目进行实质性改变，

项目内容较项目立项时不存在重大差异。 

2、项目多次延期及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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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2021 年 3 月 29 日、2023 年 4 月 24 日和 2024 年

3 月 30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

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上述延期事项已

经相应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目前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已

延期至 2025 年 4 月。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因 

“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进行了多次延期的原因

为该项目原规划江淮汽车提供配套，鉴于江淮汽车整体产销量规模未实现预期

增长，公司现有生产能力已能满足江淮汽车业务订单需求，故为控制经营风险，

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对项目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重新进行优化调整。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从新材料及新工艺开发、车身及底盘冲压及焊接

零部件产品开发、模具开发三个方向，以市场为导向，依靠技术进步，采用新

技术、新工艺，增添先进、高效、适用的检测试验及新产品试制设备，提高公

司同步开发能力，以及新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检测能力和现有生产工艺水平。

该项目进行了多次延期的原因为一方面公司当前研发能力已经满足现阶段客户

同步开发要求，另一方面基于对于下游汽车行业新的技术路线和整车厂商客户

对产品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公司自身提升自动化水平的需要，公司在研发中心

原来研发方向下进一步细化出一体化压铸、激光拼焊等产品和技术开发路线，

公司结合现有经营变化情况，重新综合统筹现有项目整体规划及合理布局，导

致本项目实施进度相应推迟。 

3、项目后续实施计划 

2024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即：“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

造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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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政策、市场和行业环境等因素情况，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妥善使用募集资金，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

级改造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二、结合前述问题回复及项目效益情况，进一步说明前期项目论证是否充

分，相关决策是否审慎，是否对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全面评估，公司是否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1、项目效益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项目效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 年实现效益 是否达产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

造建设项目 
-1,993.97 

部分投产，未完

全达产 
否 

金属板材绿色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

项目 
-1,298.44 已投产未达产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上述项目效益不达预期的具体原因如下： 

（1）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本项目原规划为江淮汽车提供配套，从江淮汽车（600418）公开披露的商

用车产销量情况来看，近年来江淮商用车产销量存在一定波动，但未出现明显

增长，2023 年的江淮汽车商用车产销量较 2018 年基本持平。公司“汽车冲压

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立项时预期的江淮汽车商用车产销规模

不断增长未能实现：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商用车产量（辆） 233,047 193,107 271,709 289,841 247,051 248,167 

商用车销量（辆） 231,125 195,299 265,660 288,324 247,559 249,240 

注：2018 年至 2021 年，江淮汽车未直接披露商用车产销量，相关数据由轻型货车、

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多功能商用车数量汇总所得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现有生产能力已能满足江淮汽车业务订单需求，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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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经营风险，项目建设进度有所放缓。2023 年本项目仍处于建设期，部分产

线陆续投产转固，但尚未实现满产运行，产能利用率亦尚处于较低水平，低于

盈亏平衡点，因而项目尚未实现正向效益及达到预期效益。 

（2）金属板材绿色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①下游商用车市场增速不及预期 

本项目主要进行金属板材的清洗加工，所加工的金属板材主要应用于商用

车上，因此产品需求受下游商用车市场的影响较大。由上文对商用车市场的分

析可知 2023 年我国商用车市场仍处于景气度回升阶段，尚未回到 2020 年的历

史顶峰水平，市场环境较项目立项时已经出现较大差别。 

②钢材绿色表面清洁技术市场替代率不及预期 

本项目立项之初，公司基于当时的国家政策和对未来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的

判断而确定本项目采用 EPS（绿色表面清洁技术）工艺，并对未来项目的预期

效益进行预测。然而近年来，受政策环境变化和成本压力，钢材绿色表面清洁

技术替代传统酸洗技术的进展不及预期，市场上仍然存在较多酸洗技术加工的

金属板材，导致本项目难以获得足够的下游订单。 

综合上述原因，“金属板材绿色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的产能利用率亦

低于盈亏平衡点，因而项目尚未实现正向效益及达到预期效益。 

2、前期项目论证情况 

（1）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针对“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公司前期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情

况调查”之“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分析”从市场发展前景和未来

产能消化两个方面对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 

项目立项时，汽车零部件市场前景良好。公司从国内汽车产业发展趋势角

度论证，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产销大国，但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远低于发达国

家，同时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销量不断上升，轻卡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基于以上



10 

 

市场表现，国内汽车产业将长期向好；公司从产业链发展趋势角度论证，整车

厂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车型设计与开发，而将冲压、焊

接等业务剥离，交给独立的或新兴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来完成，这一趋势为汽

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供应商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从汽车零部件本土化

生产趋势论证，国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开始与整车厂商同步开发，国产汽车冲

压及焊接零部件比率不断提高，未来市场前景可观。 

项目立项时，未来产能消化措施明确。公司基于和江淮汽车长期、稳定的

战略合作关系预计未来随着江淮汽车产销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公司在江淮汽车

配套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公司经营规模将相应扩大。江淮汽车当时计划在合肥

市肥西县新建新港高端轻卡生产基地，规划产能为年产中高端轻卡 10 万辆和年

产 3 万辆客车及专用车底盘。为进一步巩固与江淮汽车合作关系，公司拟在江

淮汽车新港高端轻卡生产基地附近进行本项目建设，以实现就近配套。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对“1、国内汽车产业长期向好”“2、整车厂商冲压及

焊接零部件业务剥离的发展趋势”“3、国产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比率不断提

高”的市场前景论证均符合当时行业发展情况，对配套江淮汽车冲压及焊接零

部件产品的产能消化措施符合当时的江淮汽车产能布局。 

（2）金属板材绿色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针对“金属板材绿色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公司在《合肥常青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中

对新项目的市场前景进行了充分论证。 

项目立项时，市场前景良好。公司从产业政策角度论证，国家发改委于

2017 年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将无酸金属材料表

面清洗技术与成套设备列入其中，本项目符合政策方向，将获得政策支持；公

司从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改革趋势论证，绿色环保是制造业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EPS 技术符合国家环保要求，是钢材表面加工处理的先进技术，契合了国家绿

色理念融入工业生产发展的新型产业战略；公司从我国钢材产量持续增长角度

论证，随着我国钢材产量的稳定增长，先进的钢材加工技术必将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公司从下游汽车行业市场需求逐年增加角度论证，下游商用车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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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增加，将带动本次投资项目产能的消化。 

公司在上述公告中对“1、产业政策支持”“2、契合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改

革大趋势”“3、我国钢材产量持续增长”“4、下游汽车行业市场需求逐年增加”

均符合当时行业发展情况。 

3、相关决策情况 

2015 年 3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包含“汽车冲压及焊

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在内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

分的研究，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 

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将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一的“芜湖常瑞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扩产项目”变更为“金属板材

绿色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因此，公司对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和变更均经过审慎决策，但受限于当时

的对市场环境和项目前景的认知局限，无法保证未来效益一定能达预期。 

4、对可能面临的风险评估情况和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和“金属板材绿色

清洁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均是基于立项时的行业发展和市场供需情况进行论

证和决策。考虑到项目建设存在一定周期，针对建设期间包括前文列示的项目

配套客户江淮汽车产能未实现预期增长的可能性，下游商用车市场、钢材表面

绿色清洁市场的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公司从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环境、产品

供需、项目建设进度、项目产能消化等多个维度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面对

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指出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计划和实施过程存在着不确定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受

到市场变化、工程进度、工程管理、设备供应及设备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存在

项目不能按期竣工投产的风险。”“一旦项目产品无法按预期实现销售，则存在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并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

险因素”之“六、募集资金投向风险”和《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分别对上述项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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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风险进行充分提示和信息披露。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了解首发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相关风险的信息披露内容； 

2、查阅首发募投项目公告文件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历次变更、延期履行的

审议程序及相关文件，了解建设情况及募集资金实际投入进度、承诺效益及实

际效益情况、相关风险的信息披露内容； 

3、查阅公司2017年至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4、复核公司年报披露内容与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披露内容中

对首发募投项目相关表述； 

5、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资金使用情况、

实现效益和未来安排。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首发募投项目的市场环境较首次公开发行时发生了一定变化，“汽车冲

压及焊接零部件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具有合

理理由，项目后续实施计划审慎合理。公司在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进行披露

的首发募投项目的市场环境变化、延期原因和进度计划以及效益实现情况真实、

准确。 

5、关于信息披露准确性 

年报第7页显示，公司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8488.57万元，与2022年年报中披露数据7463.93万元不一致。第21页

阜合汽车冲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蒙城商用车车身分总成冲焊部件智能化生

产项目预计投产日期，与2023年5月公司对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

中的预计完工时间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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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对问题4、问题5中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相关信息披露内容进行

逐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年报第7页显示，公司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8488.57万元，与2022年年报中披露数据7463.93万元不一致。 

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公司在年

报中对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进行了追溯调整，调增 13.64 万

元。另外，因非经常性损益的信息披露规则变动，为使 2023 年和 2022 年的数

据可比，公司对 2022 年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了调整，导致 2022 年度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减少 1,426.30 万元。因上述两项调整，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应由 7,463.93 万元调增

为 8,903.86 万元，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中错误披露为 8,488.57 万元，系工作人

员疏忽列示错误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和非经常性损益的信息披露规则变动情况 

2023年年度报告与2022年年度报告对于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披露金额有差异，主要影响事项为： 

1、会计政策变更 

202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其中“关于单

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

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根据规定于2023年1月1日执行解释16号的该项规定，对于在首次施行

解释16号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即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1日

之间发生的适用解释16号的单项交易，本公司按照解释16号的规定进行追溯调

整，导致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了13.64万元。 

2、非经常性损益的信息披露规则变动 

2023年12月22日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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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5号），修订了

非经常性损益的信息披露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要求“上市公司在披露定

期报告时，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执行本规则对可比会计期间非经常性损益

的影响情况”。 

按照证监会公告[2023]65号的要求，公司可以仅调整2023年度非经常性损

益金额，对2022年的影响额进行说明即可。为保证2023年和2022年数据可比，

公司对2022年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了同步调整，导致2022年度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减少1,426.30万元。 

因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及信息披露规则变动的影响，公司调整了2022年度以

下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追溯调整涉及项目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差异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631.47 9,645.11 13.64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167.54 741.25 -1,426.30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63.93 8,903.86 1,439.93 

（二）非经常性损益披露错误更正 

公司2024年4月2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2022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金

额”数据披露错误，导致2022年度“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金

额错误，相关科目和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公司披露的错误数据 正确数据 差异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金额合计 11,565,412.33 7,412,456.33 -4,152,956.00 

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 
11,724,028.48 6,838,197.89 -4,885,830.59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

影响数 
-1,715,189.25 -982,314.66 732,87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885,685.25 89,038,641.25 4,152,956.00 

综上所述，经上述调整后，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应为 8,903.86 万元，公司 2023 年年报信息披露有误。上述调

整事项无需更正 2022 年年报数据，公司前期信息披露准确，无需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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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1页阜合汽车冲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蒙城商用车车身分总成冲

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预计投产日期，与2023年5月公司对非公开发行申请文

件反馈意见回复中的预计完工时间不符。 

经与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内容核对及公司自查，“阜合汽车冲

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蒙城商用车车身分总成冲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

原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0 年 9 月和 2022 年 3 月，后公司管理层根据上述项目的

目标客户产能实现情况进行决策，将上述项目建设进度进行调整，预计完工时

间时间调整至为 2023 年 6 月。公司 2023 年度报告中相关信息因工作人员疏忽，

将上述项目预计投产日期填写错误。 

公司非公开发行反馈意见回复中披露的“阜合汽车冲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

目”、“蒙城商用车车身分总成冲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3

年 6 月，为当时公司管理层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合理决策的完工时间，披露内容

准确。 

2023 年下半年，根据项目配套客户的实际产能情况，经公司管理层讨论决

策，将上述项目完工时间进一步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公司已对年报相关信息

披露内容进行了更正公告。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2022年度和2023年度的报告、报表、审计报告和审计底稿，

对公司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数据进行核查； 

2、访谈相关项目负责人，了解“阜合汽车冲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蒙

城商用车车身分总成冲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及其他在建工程预计投产日期； 

3、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披露的其他信息披露进行了全面核查。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涉及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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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数据的信息披露准确。 

2、截至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阜合汽车冲焊部

件智能化生产项目”、“蒙城商用车车身分总成冲焊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预计投

产日期时间为 2023 年 6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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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陈磊 
 

邵路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