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麦迪

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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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保荐机构”）作为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迪科技”

或“公司”）2022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对麦迪科技收到贵所下

发的《关于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590号）（以下简称“工作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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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显示，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用于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及互联网云医疗信息系统

建设项目等，公司于 2023 年 4 月公告将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

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 年 4 月延长至 2025 年 4 月，将互联网云

医疗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变更为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用于建设年产

9GW 高效单晶电池智能工厂，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4 年 3 月。截至

2023 年期末，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进度分别为 33.62%、0%。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前期规划及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说明区域

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进展较为缓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其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前期确定相关募投项目是否审慎，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2）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已形成的资产情况、现有产能及实际生产情

况，项目投入资金来源及期末尚未投入募集资金的原因，是否于 2024 年 3 月按

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效益情况是否符合预期；（3）暂未投入募集资金的

存放及使用情况，结合市场情况和募投项目建设计划，说明后续对募集资金的

具体使用安排，并就募投项目建设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请保荐

机构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结合前期规划及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说明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

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进展较为缓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其可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前期确定相关募投项目是否审慎，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1、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前期规划 

“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的规划，是

公司基于成熟的产品线，运用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将院内各个分散的

临床医疗管理信息系统产品提升至全院集成和区域化协同救治中。该项目包含：

智慧急诊及专科中心系统、智慧手术室系统、智慧重症系统、区域急救及五大

专科协同救治平台、区域手术协同救治平台、区域重症协同平台六个子系统，

每个子系统包含了不同的子平台。 

2、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项目进展较为缓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1）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承诺投资

金额 
调整后投资

金额（1） 

截至 2023 年

末实际投入金

额（2） 

截至 2023 年末

投入进度

（%）=（2）/
（1） 

2024 年年初至

6 月 30 日新增

投入金额 

1 
场地

投资 
1,200.00 1,134.55 - - 387.40 

2 

设备

及软

件投

资 

20,207.60 19,105.52 1,898.81 9.94 773.26 

3 
开发

费用 
9,965.00 9,421.53 6,107.75 64.83 937.09 

4 
其他

人员

工资 
2,910.00 2,751.30 1,240.72 45.10 422.84 

5 
铺底

流动

资金 
3,000.00 2,836.39 2,603.41 91.79  

合计 37,282.60 35,249.29 11,850.69 33.62 2,520.58 

注：上表中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产生 

（2）项目进展较为缓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因受公共卫生事件反复及芯片缺货的影响，公司的



研发团队无法如期进入客户现场开展相应的开发工作，软硬件设备的采购及场

地改造有所滞后，2023 年，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及项目的资金使用情

况谨慎研究并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募投项目的建设期限由原计划的

2023 年 4 月延长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2023 年该项目主要的建设内容为六个子

系统及其包括的各子平台的研发工作。因各子平台的研发相对独立，基于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审慎考虑，公司利用现有医院相关项目中的设备开展研发所需的

开发及调试工作，使得投资金额较大的软硬件设备购置的支出较少，主要的建

设支出集中在开发费用、相关人员工资及铺底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

项目内容存在阶段性支出不平均的情况，募集资金投入情况及项目进展较为缓

慢具有合理性。 

3、目前项目研发进展及后续计划 

截至 2023 年末，该项目中六个子系统中包括的子平台各自的研发工作已经

基本完成，每个子系统中的子平台各自的功能已基本实现。 

后续的研发建设工作主要集中在六个子系统中的各子平台之间及六个子系

统之间进行整合、联调，最终形成多子平台或集六个子系统在内的急危重症协

同救治系统区域综合性平台，还将涉及跨医院院区及多家医院的信息共享和数

据融合利用。同时随着公司研发建设工作推进，现有医院中可利用设备数量减

少，后续项目研发过程中对新建研发场地及新设备投入的需要将有所提升，公

司后续将使用募集资金，进行场地、设备及软件部分的投资。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该项目本年度新增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2,520.58万元。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司业务开展的

实际需要，审慎、妥善、有序地使用募集资金。 

综上，项目投资进度较缓是主要受公共卫生事件反复及芯片缺货、公司研

发建设的具体工作进度安排以及医院现有可利用的资源等情况影响，根据现目

前公司的研发现状、进度，结合后续的研发建设计划及资金使用规划的具体内

容，具有合理性。 

4、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相关募投项目可行性具体情况如下： 

（1）行业政策、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建设的项目处所的医疗信息化行业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行业，关

乎社会民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谐稳定息息相关。2023 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医疗机构积极运用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其他相关部委陆续发布其他多项

政策，推动医疗信息化建设。 

根据 IDC《中国医疗软件解决方案市场预测 2024-2028》（含医院应用软件

系统解决方案和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及应用软件系统解决方案），2023年区域卫生

信息系统解决方案的总体市场规模为 48.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7.8%。预计 2024

年这一市场规模将达到 54.5 亿元，未来五年中都将保持比较高速增长，预计到

2028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91.6 亿元，2023 至 2028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3.7%。 

（2）公司的技术储备，项目进度和后期规划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作为专业的医疗信息系统和服务供应商，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将信

息技术与医疗知识相结合，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大研发建设投入，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公司终端用户已覆盖全国 32 个省份，近 2,400 家医疗机构，其中三级

甲等医院超过 800 家公司，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形成了丰富的技术储备。

公司目前的项目建设工作已经完成六个子系统中包括的各子平台各自的研发的

工作，后续将在各子平台间、各子系统间进行整合、联调，最终集成为多子平

台或集六个子系统在内的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区域综合性平台，项目整体处

于正常推进状态，预计在 2025 年 4 月 30 日项目建设期满可研发完成。 

综上所述，截至公司出具工作函回复之日，公司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

统平台建设项目可行性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5、前期确定相关募投项目是否具有审慎性 

该项目于 2020 年立项，主要根据公司现有的成熟产品线，运用利用新一代

通信技术将院内各个分散的临床医疗管理信息系统产品提升至全院集成和区域

化协同救治中；同时，该项目可以满足医疗机构对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化以及

提升区域医疗卫生服务管理效率的迫切需要，随着分级诊疗作为医改任务重点

推进，区域医疗协同信息化平台将成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2023 年，经过公司对该项目的重新论证，该项目在国家宏观政策支持、公

司的技术储备及医疗信息化行业发展趋势等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但在项目建



设的过程中，因受公共卫生事件反复及芯片缺货的等客观因素影响，研发工作

受到了一定影响，经过谨慎研究，公司决定将该部分募投项目的建设期限延长

至 2025年 4月 30日。上述延期情况已于 2023年 5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项目延期后进度相对缓慢，主要受公司研发建设的具体工作进度安排等情况影

响。 

截止目前，项目整体处于正常推进状态，预计在 2025年 4月 30日项目建设

期满可研发完成。 

项目的实施是顺应医疗信息化行业发展趋势，满足公司行业地位提升的需

要，为公司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通过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满足医疗及相关服

务机构对高效互通的医疗信息需求；同时也可提升区域整体医疗水平，推动国

家分级诊疗高质量落地。该项目的立项基于公司现有业务经验及技术，顺应医

疗信息化行业发展趋势；项目的延期是受公共卫生事件反复及芯片缺货等客观

因素影响，项目论证及延期具有审慎性。 

6、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在该项目立项时，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披露的《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六、（七）“募投项目实施风险”

中对该项目存在技术和产品开发风险及募投项目的实施风险进行了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23 年之前受公共卫生事件反复及芯片缺货的影响，项目进度出现

了滞后，公司亦根据实际情况对研发工作进行调整。公司在发现该项目建设项

目进展出现未达预期的情况后，在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做出了说

明，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27日披露的《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2-074）。 

此外，公司于 2022年 9月 14日披露的《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的回复》中对该项目投资进度未达预期及原因进行了披露；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披露的《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请做好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中对该项目投资进度未达预期及原因、可能存



在项目延期的风险进行了披露。 

公司根据该项目的实际建设及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结合项目的实际状况，

经谨慎研究，该项目的建设期限由原计划的 2023 年 4 月延长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9日披露的《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并延期和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暨向全资

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此事项已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经过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在 2024 年 4 月

30日披露的《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4）中“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中说

明：“2023年度，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开发费用，研发中运用现有医院项目中的相

关设备进行调试工作，投资金额较大的软硬件设备购置的支出尚未发生”。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实施风险、项目延期的风险等前期已充分进行了风险

提示。 

（二）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已形成的资产情况、现有产能及实际

生产情况，项目投入资金来源及期末尚未投入募集资金的原因，是否于 2024 年

3 月按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效益情况是否符合预期。 

1、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已形成的资产情况、现有产能及实际生

产情况 

“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已形成的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财务报表科目列示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情况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资产情况 
设备及安装、配套

设施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155,236.13 160,463.49 

办公场所的装修及

相关配套设施 
长期待摊费用 

7,503.57 7,282.51 

合计  162,739.70 167,746.00 

2023 年 8 月“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设备购置及安装工作基本完

成，形成9GW/年的产能，并于9月开始正式生产销售，截至2024年5月30日，

已实际生产 1.13GW（包括试运行期间生产数量）。 

2、项目投入资金来源及期末尚未投入募集资金的原因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项目投入资金来源均为公司的自有资金及债权融



资资金。 

该项目在 2023年 5月 19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前，公司已

用自有及债权融资资金支付项目购置设备及安装款项为 75,490.13万元；自 2023

年 5月 19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新增支付项目购置设备及安装款项为 9,193.30

万元，资金主要来源为控股股东的无息借款；根据已签订的购置设备及安装合

同及双方约定，剩余款项 70,316.57 万元尚未到付款节点，因此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3、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是否于 2024 年 3 月按计划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效益情况是否符合预期。 

根据公司投资时编制的《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可研报告”），建设周期从 2022 年 10 月起至 18 个月；项目总投资

186,171.50万元，拟通过租赁厂房及配套设施，并购置自动化生产、检测、仓储

物流等主辅设备以及配套工装夹具及辅助设备等，实现年产 9GW N 型高效

TOPCon 电池产能建设。 

根据项目预测，投产后产能将逐步提升，具体情况如下： 

 T+1 T+2 T+3 T+4 T+5 

销售收入（万元）  63,000.00 299,250.00 454,860.00 540,146.25 

单价（元/W）  0.70 0.67 0.63 0.60 

销量（GW）  0.90 4.50 7.20 9.00 

达产率  10.00% 50.00% 80.00% 100.00% 

利润（万元）  -5,025.73 15,602.80 27,015.66 33,974.80 

注：T 代表项目开始投资时点：2022 年 10 月，T+1 为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9 月，

T+2 为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9 月，以此类推。单价基于 2022 年 12 月编制可研报告时的

市场行情预测。 

截至 2023 年 8 月，设备购置及安装工作基本完成，形成 9GW 产能，2023

年 9 月工厂开始正式生产销售，项目于 2023 年 9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根据效益预测，项目预计从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9 月产生营业收入

63,00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实际已产生营业收入 30,005.72 万元，实

现销量 766.05MW，第一个效益预测期间尚未期满，项目开始产生收入，收入

达成率已达 47.62%，销量达成率为 85.12%，产品产量及销量情况符合预期进度，



但因产业链市场价格下行的影响，且公司尚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未形成规模效

应，利润是否能达到预期，后续需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公司生产的实际情况综

合确定。 

 

（三）暂未投入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结合市场情况和募投项目建

设计划，说明后续对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并就募投项目建设可能存在的

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1、暂未投入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 

（1）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已投

入 11,850.69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为 24,641.48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本金为

23,398.60 万元，资金收益为 1,242.88 万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续金额 备注 

民生银行太仓支行 632485373 
募集资金

专户 
57,537,089.16  

江阴农商银行苏州

分行 
018805010004545 

募集资金

专户 
83,877,676.68  

浙商银行苏州分行 3050020010120100398280 
募集资金

理财专户 
20,000,000.00 

结构性存

款 
上海银行苏州吴中

支行 
03005402092 

募集资金

理财专户 
85,000,000.00 

结构性存

款 

合计   246,414,765.84  

2024 年至 6 月 30 日，该项目新增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520.58 万元，募集资

金共计投入 14,371.28 万元。 

（2）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3,465.27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本金为 23,212.49 万元，资金收益为 252.78 万元），

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续金额 备注 

浙商银行苏州

分行 
3050020010120100328998 

募集资金

专户 
49,652,651.02 

浙商银行苏州

分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续金额 备注 

上海银行苏州

吴中支行 
03005402092 

募集资金

理财专户 
15,000,000.00 

上海银行苏州

吴中支行 

合计   64,652,651.02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另有闲置募集资

金 17,000 万元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共计投入 12,847.46 万元。 

2、结合市场情况和募投项目建设计划，说明后续对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

安排 

（1）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 

如前所述，“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并未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开展项目的后续研发计划，预计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金额约 15,000 万元。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制度

的规定，结合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开展与相关供应商的采购谈判、购置

工作，审慎、妥善地使用募集资金，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区域急危重症协

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2）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支付后续的应付设备购置及安装款项，根

据已签订购置设备及安装合同但尚未到付款节点的相关款项后续的付款进度，

预计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募资资金将基本使用完毕。 

3、相关风险提示 

（1）项目预计收益风险 

后续如市场环境、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竞争加剧、公司产品市场开拓不及

预期，将可能导致项目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水平。 

当前中国光伏行业存在一定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风险，产业链价格下行，

且公司“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处于陆续投入市场的阶段，未形成规

模效应，毛利率为负，尚处于亏损阶段。公司将积极应对投产期间的不确定因

素，重视产品研发，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采取精益管理，以降本增效为中心，

力争预期效益达标。 



（2）资金风险 

“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总投资 186,171.50 万元，投资资金较大，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尚需支付的资金约 5.85 亿元，除募集资金可投入的金

额外，尚有一定的资金缺口。公司将积极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等其他方式

补足项目所需要的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高效太阳能电池智

能制造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建设项目”前

期确定的论证是否审慎、进展较为缓慢的具体原因、后续使用计划、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项目实施是否存在风险； 

3、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2023年度募集

资金使用金额为 0 元的原因、资金后续使用计划、现有产能情况、效益实现情

况以及项目实施是否存在风险； 

4、查阅存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银行对账单、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台账； 

5、查阅“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已形成的资产明细（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6、实地查看“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的生产情况； 

7、抽查“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设备购置及安装相关合同、使用

自有及自筹资金支付的付款凭证； 

（二）核查意见 

1、“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项目”投资进度较缓是受外部因素及

公司研发建设的具体内容、可利用的资源等情况形成的，根据目前公司的研发

现状、进度，结合后续的研发建设计划及资金使用规划的具体内容，具有合理

性；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募投项目的确定及延期具有审慎性，公司

已对项目进展未达预期的风险进行了提示。 



2、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高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已形成资产

（设备及安装、配套设施及办公场所的装修及相关配套设施等）167,746.00 万元，

形成产能 9GW/年且已实际投入生产；项目投入资金除使用募集资金外还包括自

有资金及债权融资资金，基于购置设备及安装的相关合同的付款节点，综合考

虑了资金使用效率及收益情况，2023 年未使用募集资金；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正式生产销售，产品产量及销量符合预期进度，但项目

利润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3、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项目”、“高

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进行现金管理及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外，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规

定，并结合项目实施的需要，审慎、妥善地使用募集资金，预计至 2024 年 9 月

30日，“区域急危重症协同救治系统平台项目”使用金额约 15,000.00万元、“高

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将基本使用完毕。公司已就募投项目建设可能存

在的不确定性进行了风险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