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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海目星

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目星”或“公司”或“上市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1、保荐人制定了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明确了现场

检查的工作要求。 

2、保荐人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

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与公司的日常沟通、现场回访等方式开展

持续督导工作，并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4、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根据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持续督

导职责，具体内容包括： 

（1）查阅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三会会议材料； 

（2）查阅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内部审计等内部控制制度，查阅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23 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等文件； 

（3）查阅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明细及相关内部审议文

件、信息披露文件，查阅会计师出具的 2023 年度审计报告； 

（4）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

程序文件、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会计师出具的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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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6）对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开信息查

询； 

（7）查询公司公告的各项承诺并核查承诺履行情况； 

（8）通过公开网络检索、舆情监控等方式关注与发行人相关的媒体报道情

况。 

二、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和保荐代表

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新技术开发风险 

公司所处激光及自动化设备行业对技术及工艺水平要求较高，公司下游应用

行业主要包括工业激光和医疗激光。工业激光行业包括：光伏、动力电池、消费

电子、泛半导体等行业，主要提供定制化的激光及自动化设备。由于光伏、动力

电池、消费电子、泛半导体等行业属于技术驱动型行业，行业产品更迭速度较快，

只有不断更新技术和提升工艺水平，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公司通过长期积累和发

展，技术储备覆盖从激光技术到自动化技术全领域。若未来激光及自动化设备行

业出现技术变革且公司未能及时掌握相关技术，或者公司技术研发不能保持行业

领先，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所处的医疗激光领域，具有科研门槛高、技术迭代周期较长的特点。在

产品研发和商业化应用过程中，研发团队、管理水平、技术路线选择等都会影响

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的结果。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公司医疗激光相

关产品在上市前必须通过医疗器械注册等相关审批，取得相应的医疗器械相关证

书后才能上市销售。公司新产品研发从实验室研究至最终获批上市销售，一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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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临床试验和注册申报等多个环节，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风险。 

2、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激光及自动化设备制造行业是集激光光学、电子技术、计算机软件开发、电

力电源、自动控制、机械设计及制造等多门学科于一体，集光、机、电、计算机

信息及自动化控制等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技术水

平等综合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培养了一支懂技术、善应用

的研发技术团队，主要技术人员具有 10 余年的激光及自动化行业从业经验。随

着公司上市、产能扩大后，公司对于高素质的核心技术人员需求将进一步提高。

若未来不能采取有效方法管理增长的技术团队，可能会导致核心技术人员流失，

甚至核心技术泄露，将不利于公司维持核心竞争力。 

（二）经营风险 

1、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等下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

上游激光及自动化设备产业的蓬勃发展，激光及自动化设备行业迎来了产能扩张

期。同时激光领域迎来资本投资的热潮，相关企业的加入导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目前，公司立足于激光技术与自动化技术相结合，打造激光及自动化设备成套解

决方案，部分产品已在行业内已具备较强的优势。但当前公司经营规模体量相对

较小。若未来公司在与同行业对手竞争过程中未能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将会

面临市场竞争加剧引发的核心竞争力削弱、市场份额萎缩、盈利能力降低的风险。 

2、2024 年业绩风险 

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在手订单约 75 亿元（含税），部分订单受宏观经济形

势以及客户变更设计方案等影响，实施周期可能延长并带动成本上升，影响项目

如期验收确认收入，从而影响公司 2024 年经营业绩。 

3、在手订单执行障碍或困难的风险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手订单约 71 亿元（含税）。因设备交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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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经过安装调试、验收等程序才能确认收入。公司订单执行过程中，如遇到宏

观经济环境、客户经营状况、投资计划或对生产线需求出现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会导致部分订单存在执行障碍或者困难的风险。 

4、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61.29%，客户集中度较高，

公司专注于激光及自动化设备生产，目前产品主要集中在动力电池行业。近年来

动力电池行业快速增长，带动设备需求增加，公司动力电池类设备收入连续增加，

存在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公司将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依托激光技术，进行

前瞻性产品布局，通过进一步加强市场开发力度，调整产品结构，拓宽市场领域

与新客户培育，形成多元化的客户结构和市场结构，增强公司风险应对能力。 

（三）财务风险 

1、存货跌价和周转率下降风险 

2023 年末，公司的存货余额为 498,320.14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45.78%。

其中，发出商品 337,409.58 万元，占报告期存货比例为 67.71%，主要是公司销

售的设备类产品自发出至客户验收存在较长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周期所致。公司已

按照会计政策的要求并结合存货的实际状况，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共计

13,103.32 万元，如果公司产品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导致存货无法实

现销售，或者存货性能无法满足产品要求，价值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公司将面

临存货跌价风险。 

2、毛利率波动风险 

2023 年，公司各类产品毛利率及综合毛利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公司

产品执行周期较长，毛利率水平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公司销售及市场策略、产

品结构等因素综合影响。由于公司各产品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存在差异，各产品

所在的生命周期阶段及更新迭代进度不同，产品的市场销售策略不同、产品结构

不同等导致的毛利率波动风险。如果公司未能正确判断下游市场需求变化，或公

司技术实力停滞不前，或公司未能有效控制产品成本等，将可能导致公司毛利率

出现波动甚至下降，进而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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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 

2023 年末，公司账龄为 1 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为 59,616.10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26,619.12 万元，账龄为 1 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从 2022 年末的 27.25%

上升至 33.96%。公司账龄为 1 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规模及账面余额占比呈上升

趋势，应收账款回款速度放缓。 

2023 年公司对账龄为 1 年以上应收账款已计提坏账准备为 17,320.93 万元，

如账龄为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无法回收，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营性现金流等

产生不利影响。 

（四）行业风险 

近年来，国内新能源汽车、储能市场的快速发展带动上游环节的锂电池快速

扩张，众多企业参与到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中。国内锂电池产业链庞

大，锂电池生产产能居全球首位，锂电池的技术和成本竞争力全球领先。如果未

来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变化，新能源汽车、储能市场发展不及预期，则影

响锂电池市场对设备的新增需求，公司在动力电池行业的经营业绩将会受到影

响。 

（五）宏观环境风险 

近年来国际环境复杂，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新能

源电池对于国家能源安全、清洁能源转型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将电池在

内的新能源产业列入国家发展的核心产业。贸易保护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

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投资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国际贸易法律和政策的变化，以

便及时调整出海策略。 

四、重大违规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未发现公司

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3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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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804,512,316.57 4,105,415,522.44 1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21,744,171.69 380,401,367.98 -1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8,503,250.51 292,644,774.99 -15.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93,064,982.05 488,533,656.43 -303.27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

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345,035,767.33 2,040,070,445.42 14.95 

总资产 10,884,656,995.20 8,869,490,705.37 22.72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0 1.90 -15.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9 1.85 -14.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3 1.46 -1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74 21.27 减少6.5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38 16.36 减少4.98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11.31 10.11 增加1.2个百分点 

2023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480,451.23 万元，同比增长 17.03%。公司的主要

收入来源来自于动力电池激光及自动化设备行业和 3C 消费类电子激光及自动化

设备。动力电池激光及自动化设备收入增加主要系 2022 年新能源市场发展，下

游动力电池行业积极扩产，2022 年末的在手订单大幅上升，该部分订单主要在

2023 年验收。3C 消费类电子激光及自动化设备收入上涨主要系 3C 产品的需求

逐渐回暖，随着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各类智能电子产品及周边设备需求增长，

公司市场客户新增产线投资等因素，公司 3C 消费类电子激光及自动化设备业务

订单增加，销量持续上升。 

2023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174.42 万元，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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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850.33 万元，同

比下降 15.08%，主要系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有所下降，同时公司持续加

大产品开发投入，加大海外业务开拓，持续进行管理变革，研发、销售和管理方

面的投入增加，造成利润下降。 

2023 年末，公司总资产 1,088,465.70 万元，较期初增长 22.7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4,503.58 万元，较期初增长 14.95%。总资产增长主要系

2023 年业务扩张订单交付增加，导致发出商品增加较多；净资产余额增长主要

是本期利润增加及本期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增加股份支付对应资本公积增

加所致。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均

下降，主要系 2023 年利润减少所致。 

2023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系：一方面，随着

公司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且在执行订单持续保持较

高金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对外采购及支付职工薪酬等支出稳定增长，导

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另一方面，受下游动力电池行业竞争激烈等市场环节

影响，公司部分头部厂商客户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经营过程中结合自身资金

情况等因素调整付款节奏，进而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金额增速放缓。以上原因

综合导致公司 2023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1、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 

作为激光智能化设备制造领跑者，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实力和敏锐的市场洞

察力，持续引领所处细分赛道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实现每一次业务的精准布

局与快速调整。通过打造多层次的市场洞察体系，公司能率先把握行业趋势，抢

占市场先机。同时，高效的执行团队和完善的管理体系，确保战略的有效实施，

转化为实际落地成果。 

公司现已成为横跨消费电子、锂电、光伏、医疗等多赛道的平台型激光技术

创新企业。 



 8 

2、优异的研发创新能力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技术研发放在经营首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

引入专业人才，重视研发能力建设。近三年来，公司研发费用率持续增长，且长

期处于同行业上市公司领先水平。公司不仅注重自主研发，还积极参与牵头制定

行业标准，填补国内空白。 

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公司拥有多项与激光光学及自动化相关的核心技术，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拥有专利技术及软件著作权 1175 项，包括 106 项

发明专利，733 项实用新型专利、22 项外观设计专利以及软件著作权 314 项。 

3、优秀的专业人才团队 

公司高度重视聚集和培养专业人才，在对未来市场发展方向谨慎判断的基础

上，针对性地引入专业人才。目前公司各业务领域聚集了一批行业经验丰富的高

级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他们持续深耕于研发、设计、生产、交付等领域，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行业优秀的极富竞争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4、卓越的商务管理能力 

公司作为横跨消费电子、锂电、光伏、医疗等多赛道的平台型激光技术创新

型企业，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产品技术领先的竞争优势，

及时掌握行业动态，产品信息反馈，满足客户需求，推动消费升级。 

依托核心技术优势，公司准确把握市场需求，提供激光器等部分核心部件、

成套激光智能自动化生产线等一站式解决方案，并可针对客户需求研发符合客户

核心诉求的设备。 

公司成熟的组织架构和标准化业务流程，可以对研发、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

迅速响应客户和市场需求。建立了售后服务中心、区域项目服务部、售后服务站

三级专业服务体系和权责明确、激励高效的多部门快速联动机制，可提供及时现

场支援、量产问题排除、技术支持与培训、品质检测评估等专业服务。同时，公

司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定期收集反馈客户意见，持续改进产品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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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市场信息，查阅公司招

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等，未

发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540,130,003.88 412,442,870.74 30.96 

资本化研发投入 3,112,237.44 2,749,922.03 13.18 

研发投入合计 543,242,241.32 415,192,792.77 30.84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1.31 10.11 增加 1.20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0.57 0.66 减少 0.09个百分点 

2023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加 30.84%，主要系公司高度重视新产品和

新行业的布局，保证能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维持市场竞争优势，公司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引进优秀研发技术人才，优化研发体系，以提升公司核心竟争力，报

告期研发项目投入增加，研发人员数量增加，相应物料需求及人员费用增加。 

（二）研发进展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758 件，授权软著作权 300

件。2023 年新增获得授权专利 374 件，授权软著作权 130 件。2023 年，公司的

电池极耳高速高精度激光切割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获得机械工业科学技

术科技进步三等奖。2023 年度公司获得的知识产权列表具体如下： 

 

项目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222 38 458 73 

实用新型专利 477 324 938 666 

外观设计专利 21 12 32 19 

软件著作权 130 130 297 300 

合计 850 504 1,725 1,058 



 10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保荐人未发现公司

存在新增业务。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对账单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并对大额募集资金支付进行凭证抽查，查阅

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程序文件，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场，

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进度，取得上市公司出具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和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

谈。 

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保荐人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并予以执行，募集资金使用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募

集资金进度与原计划基本一致，基于前述检查未发现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

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注） 
年初持股

数（股） 

年末持股数

（股） 

年度内股份增减

变动量 

质押、冻

结及减持

情况 

赵盛宇 

董事长、总

经理、董事

会秘书（暂

代） 

2,460,450 2,520,450 60,000 - 

GuofuZhou 

(周国富) 
董事 - - - - 

张松岭 
董事、副总

经理 
890,264 712,748 -177,516 

因个人资

金需求，

减 持

222,516股 

周宇超 董事、副总 810,143 637,608 -172,535 因个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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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注） 
年初持股

数（股） 

年末持股数

（股） 

年度内股份增减

变动量 

质押、冻

结及减持

情况 

经理 金需求，

减 持

202,535股 

罗筱溪 董事 - - - - 

LIANGHOUKUN 

(梁厚昆) 
董事 - - - - 

徐尧 独立董事 - - - - 

范文明 独立董事 - - - - 

周泳全 独立董事 - - - - 

何长涛 
监事会主

席 
- - - - 

王韫韬 监事 - - - - 

王春雨 
职工代表

监事 
- - - - 

梁辰 副总经理 15,000 45,000 30,000 - 

韩昊壄 副总经理 - - - - 

曾长进 副总经理 3,000 21,000 18,000 

因个人资

金需求减

持 32,000

股 

彭信翰 
核心技术

人员 
- 16,300 16,300 

因个人资

金需求减

持 1,700

股 

温燕修 
核心技术

人员 
18,000 36,000 18,000 -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十一、保荐人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未发现应当

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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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彭立强  陈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