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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Railway Signal &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Limited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 1 号院中国通号大厦 A 座 20 层） 

 

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8-1-2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

核）[2019]310 号）（以下简称“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已收悉。中国铁路通

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通号”、“公司”、“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等相关各方对上市委会议

意见落实函涉及的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中的含义相同。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涉及的问题 黑体、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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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结合其资金和授信情况，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本次募集资金

规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回复： 

一、公司现有货币资金及使用计划 

（一）公司货币资金构成分析 

截至2018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17.12亿元，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性

以及款项性质，上述货币资金主要由以下类型构成： 

单位：亿元 

资金类型 金额 占比 

前次募集资金专户资金 36.06 30.79% 

工程结算三方监管账户资金 25.18 21.50% 

保证金账户资金 1.39 1.19% 

住房维护基金账户 0.19 0.16% 

预留现金分红资金 17.58 15.01% 

其他货币资金 36.72 31.35% 

总额 117.12 100.00% 

上述类型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募集资金专户资金 

截至2018年末，公司前次H股上市中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剩余金额为36.06亿

元。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有明确约定用途，未来将持续用于公司长期研发、固

定资产投资、一般性收购以及公司合营项目等用途，无法作为公司日常营运资

金灵活使用。 

上述尚未提取的募集资金专户资金预计将于未来三年使用完毕，其中： 

（1）拟用于长期研发约2.13亿元。公司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以技术创新推

动整体业务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105,042.93万元、

118,016.50万元以及137,951.80万元，除本次募集资金中研发项目以外还存在

较高的研发投入需求，结合公司研发投入资金的使用计划，上述长期研发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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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预计短期内将全部使用完毕； 

（2）拟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约4.43亿元。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在

短期内用于智能生产线项目及轨道交通维保基地建设项目等； 

（3）拟用于股权收购约17.13亿元； 

（4）拟用于轨道交通相关的PPP项目投资约12.28亿元。报告期内，公司积

极跟踪多项轨道交通相关的PPP项目，已预留募集资金拟用于上述项目，但由于

业主单位招标延迟，导致该部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2019年公司已跟踪的重点

项目招标已取得进展，公司也将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使用。 

2、工程结算三方监管账户资金 

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公司主要经营轨道交通控制系统以及工程总承包等相

关业务。上述业务开展过程中，按照行业惯例，公司需与业主单位就收到的工

程预付款、结算款等签订工程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工程款的调拨、收入纳入监

管银行的结算系统，公司及下属单位开设账户后需报业主单位备案，未经核准

备案的账户，业主将不得对其拨付资金，账户内资金将主要用于该项目建设。

另外，公司还有存在一定金额的农民工保证金账户资金、农民工结算账户资金

以及日常保证金账户资金等。上述虽然纳入货币资金科目核算，但是其存储及

使用受到严格限制，无法作为公司日常营运资金灵活使用。 

3、支付现金分红 

公司制定了现金分红政策以及《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后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在维持公

司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公司股利分配坚持现金分

红为主，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25%。

2019年4月15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就截至2017年12月31 

日止剩余可供分配利润（扣除2018 年内实际派发股息后）进行特殊派息，以总

股本8,789,819,000股为基数计算，分配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0.20元，共计

175,796.38万元，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已派发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规模较大，资产质量较好，持续盈利能力较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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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力于为股东带来持续、稳定的回报，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因此预计未来公司将具有持续现金分红支出需求。 

除上述使用受限的资金外，公司剩余部分日常营运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及

下属81家控股子公司等日常资金周转。 

（二）公司货币资金已有相应的用途 

如上所述，除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工程结算三方监管账户资金、

保证金账户资金、住房维护基金账户资金和预留分红现金外，公司2018年末可

动用资金为36.72亿元。除本次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外，公司还存在日常生产经营

中的自有资金需求，具体如下： 

1、偿还银行借款 

截至2018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为111,755.63万元，全部为信用借款，因此

公司偿还短期借款存在一定的资金需求。 

2、营运资金需要 

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需要保持一定的货币资金存量，用于日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材料采购、职工薪酬福利支出以及销售、管理活动等资金支

出。 

随着我国已进入“十三五”铁路规划的关键时期，2019年及2020年预计将

成为我国铁路通车高峰时期。根据2019年1月中国铁路总公司召开的工作会议，

计划2019年投产新线6,800公里，其中高铁3,200公里，两项指标均较2018年存

在较为显著的增长。公司中标项目中，新建北京至张家口铁路、新建崇礼铁路、

新建大同至张家口高速铁路、新建南昌至赣州铁路等14条线路“四电”系统集

成项目将于2019年投入运营，预计公司2019年在轨道交通控制系统主营业务上

将存在金额较大的资金支出。 

2018年，公司新签订合同金额为682.9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12.4%，其

中铁路相关新签订合同金额为250.8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44.8%。因此，公

司所处的轨道交通控制系统市场需求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也使得公司营运资金

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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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面临一定的货币资金需求 

综上，截至2018年12月末，公司资金余额及使用计划等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亿元） 备注 

一、截至2018年末货币资金余额 117.12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资金 36.06  

工程结算三方监管账户资金 25.18  

保证金账户资金 1.39  

住房维护基金账户 0.19  

预留现金分红资金 17.58  

其他货币资金 36.72  

二、使用计划   

偿还银行借款 11.18 截至2018年末短期借款金额 

剩余维持日常活动的营运资金 25.54  

综合上述测算，公司货币资金扣除用途受到一定限制的货币资金以及用于

研发投入及偿还银行借款后，剩余维持日常活动的营运资金仅为25.54亿元。考

虑到公司及下属81家控股子公司均存在日常资金周转需求，则每家公司户均营

运资金将不足3,500万元。 

综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17.12亿元，但结合现有货币

资金构成以及用途分析，公司货币资金中可以灵活使用的资金规模有限，并且

公司资金使用计划较为明确，依然面临一定的新增货币资金需求。 

二、公司资产负债率及银行授信情况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轨道交通控制系统设计集成、设备制造及系统交付，根

据中国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于“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截至2018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2.01%，同行业上市公司（选取“C37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值）资产负债率平

均值 43.07%，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同时，2016年末、2017年

末以及2018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4.89%、58.81%以及62.01%，呈现持

续提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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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央对国有企业降杠杆提出了严格的要

求。2018年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国

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对国有企业降杠杆提出了总体要求，公司

也积极稳妥推进降杠杆工作，实现“降杠杆、减负债”的目标。 

截至2018年末，公司已获得银行授信额度580.00亿元，其中未动用授信额

度497.40亿元。考虑公司资产负债率较同行业平均水平相对较高，如果上市公

司完全依赖银行借款满足资金要求，资产负债率将会进一步上升。按本次拟募

集资金105.00亿元测算，如果全部采用银行借款，则公司2018年末合并报表资

产负债率将提升至66.43%，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将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及财务状况，也将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降低收益水平，

同时，资产负债率过高还将影响公司授信级别以及融资成本，并对公司项目承

揽造成不利影响，使得公司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将进一步提升。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2018年合并财务报表数据测算，则公司资产负

债率将降低至54.79%，公司能够积极响应国家大力鼓励和支持发展实体经济及

鼓励直接融资号召，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通过股权直接融资筹集资金，

弥补资金缺口，降低上市公司财务风险，改善资本结构，缓解资金压力。 

三、本次募集资金规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综上所述，中国通号账面货币资金中存在金额较高的募集资金专户资金、

工程结算三方监管账户资金等使用受限资金，并且公司资产规模较大，为了维

持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还需保持较高的现金保有量。另一方面，公司资产负

债率水平已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并且相关款项已有偿还银行借款、日常营运资

金需求、现金分红以及持续研发投入等相应用途。而如大规模使用银行授信额

度，利用现有债权融资渠道进行募投项目建设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负债

率和财务风险。 

2018年全球经济跌宕起伏，宏观环境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美

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多。加上金融去杠杆的

惯性影响，部分金融机构以及企业流动性出现紧张，企业资金压力较大。因此，

一方面公司作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型企业，在当前贸易背景下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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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坚持以技术研发为核心、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主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

及技术升级能力，立足在核心技术上形成突破；另一方面，公司可以合理利用

资本市场，利用科创板的历史机遇，通过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增强公司资本

实力、降低财务成本、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 

综上，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以上楷体加粗部分已补充披露至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募集资金运用”之“三、

本次募集资金规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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