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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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赢激光”、“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联赢激光上

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

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并有效执行

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

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

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

议，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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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持续

督导相关协议，该协议明确了

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

式，了解联赢激光的业务发展

情况，对联赢激光开展持续督

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2020 年持续督导期间，联赢激

光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需保荐

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

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

2020 年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现联赢激光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

项。 



督导措施等。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发布的

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2020 年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

构督导联赢激光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作

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联赢激光依照

相关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

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

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联赢激光的内控

制度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

行了核查，联赢激光的内控制

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

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

规范运营。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联赢激光严格

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

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

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

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

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联赢激光的信息

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0 年度，联赢激光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

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

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2020 年度，联赢激光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

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

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

2020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

联赢激光未出现该等事项。 



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

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作出说明并

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

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

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

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

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

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

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0 年度，联赢激光未发生前

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制定了对联赢激光

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了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当自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核

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供

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

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

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

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

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20 年度，联赢激光不存在需

要进行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一）技术和产品升级迭代风险 

激光焊接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随着下游客户对产品定制化、技术性能

差异化需求增加，对公司技术储备及持续研发、差异化服务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同时随着激光焊接领域的竞争日趋加剧，激光焊接相关技术升级迭代较快，

若公司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技术水平的先进性，无法为下游客户提供更

为专业的激光焊接解决方案，则存在因行业技术升级迭代导致公司技术落后，公

司产品市场竞争力降低的风险。 



（二）下游应用行业较为集中的风险 

报告期，公司在动力电池行业产品销售收入为 61,533.95 万元， 占当期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73.49%，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集中于动力电池设备领域。动力

电池行业需求与宏观经济及相应行业政策的关联度较高，若出现下游行业产能饱

和或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减弱，会导致动力电池行业增速放缓或下滑，对新增

设备的需求显著降低，若公司不能进一步拓展其他应用行业的业务，公司存在收

入及利润增速放缓甚至收入下滑的风险。 

（三）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为动力电池、汽车制造、五金家电、消费电子、光通讯等制造

企业，对性能及产品质量稳定性要求很高，一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对潜在竞

争者形成技术、服务和品牌壁垒。但长期来看，随着激光器企业产业延伸以及其

他大型激光切割、打标等厂商进入，激光焊接领域竞争激烈程度将逐步加剧，竞

争对手可能通过降价等方式加大行业竞争，从而对激光焊接相关设备价格产生不

利影响，甚至导致公司丢失订单，可能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导致

业绩下滑。 

（四）重要进口原材料采购风险 

公司有部分重要原材料如大功率激光器、机器人、电子器件等进口原材料主

要通过境外厂商或其境内代理商进行采购。如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未来出现不能

满足发行人所要求的技术、产能，或因进出口政策发生变动导致原材料采购受限，

以及进口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或汇率变动增加采购成本，公司如不能及时拓宽采

购渠道以满足原材料需求，或相应提升售价抵消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将对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 

（五）下游动力电池行业政策调整和竞争加剧传导的风险 

公司激光焊接产品主要销售于动力电池行业，该行业受国家新能源产业政策

的影响较明显。自 2009 年以来，国家推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推动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产业的迅速发展，进而带动了动力电池加工设备产业的发展。近年

来，随着新能源产业的日益成熟，国家对补贴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补贴力度有

一定程度的减弱，并逐步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技术门槛要求，降低中央及地

方补贴的标准与上限。 



新能源补贴政策的逐步退坡，会给新能源汽车企业、动力电池企业带来一定

程度的资金及成本压力，并通过产业链条传导至动力电池设备供应商，从而对公

司经营业绩、销售回款情况造成不利的影响。 

同时，受动力电池行业的焊接设备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竞争对手可能通过

降价等方式加大行业竞争，从而对激光焊接相关设备价格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导

致公司丢失订单，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业绩下滑。 

（六）新冠疫情持续的风险 

虽然国内新冠疫情受控，但国外疫情未见明显好转且有部分国家和地区日趋

严重，国际旅行和商务活动持续受到阻碍，影响了国际贸易往来和供应链安全，

对公司履行国外订单也增加了难度和成本，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有可能对公

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七）财务风险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及坏账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35,484.29 万元，应收票据账面价值为

6,610.69 万元，合计占营业收入比例 47.95%。受行业特点、销售模式等因素影响，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较大。另一方面，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

影响，动力电池行业资金相对紧张，未来应收账款回款时间及逾期应收账款有可

能增加。若经济形势恶化或客户自身发生重大经营困难，公司将面临一定的坏账

损失的风险。 

2、存货余额较大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77,508.04万元，占流动资产比例为 33.34%，

其中发出商品账面价值占存货账面价值比例为 51.53%，占比较高，由于公司产

品为定制化设备，生产周期较长，设备运达客户处后需要进行二次装配，验收周

期较长，因此发出商品余额较高，一方面占用公司大量营运资金，降低了资金使

用效率，另一方面可能因客户需求变化或经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而发生订单

成本增加、订单取消、客户退货的情形，可能导致存货发生减值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度 2019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收入 877,925,500.98 1,010,933,835.46 -1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970,396.82 72,073,312.46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575,459.79 54,298,841.95 -2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351,699.87 104,047,970.49 146.38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0,990,942.38 875,201,463.49 64.65 

总资产 2,538,625,151.84 1,595,836,149.18 59.08 

2020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度 2019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2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2 -18.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16 0.24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8 8.59 减少2.8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3.59 6.47 减少2.88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8.23 6.01 增加2.22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877,925,500.98 元，同比下降 13.1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6,970,396.82 元，同比减少 7.08%，主要系报告期上半年

因新冠疫情的影响，设备出货及安装调试工作延缓，影响了设备验收进度，虽然

公司在四季度加快了安装调试及验收工作，但全年营业收入仍有所下降；虽然公

司在设计优化、成本控制方面加大力度，产品毛利率同比有所提高，但为应对报

告期新签订单增长，员工人数增加，管理费用相应增加；同时为保持技术及产品

的领先优势，报告期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增长，致使经营业绩同比有所降低。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激光产业作为高新科技产业，先进的技术、优秀的技术团队、良好的管理体

系及研发架构，是企业竞争力的源头。经过多年研发与积累，联赢激光已在技术

及应用、综合服务、客户资源、资质及人才各方面形成一定竞争优势，具体体现

为：  

（一）技术研发优势 

激光产业作为高新科技产业，先进的技术以及优秀的技术团队一直是企业竞

争力的源头。公司自成立以来，十分注重技术研发的投入以及研发队伍的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达 72,226,480.17 元，占营业收入的 8.23%，研发人员

数量为 819 人，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 43.06%。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研发

负责人牛增强长期从事各种激光电源及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拥有深厚的学术背

景及研发经验。 

公司先后与深圳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华

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广泛的技术研发合作。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研发

出激光能量控制技术、实时图像处理技术、智能产线信息化管理技术和工业云平

台技术、多波长激光同轴复合焊接技术、激光焊接加工工艺技术等多项行业内领

先的核心技术，先后完成交付 600 多套非标定制自动化激光焊接系统，满足了

1,300 多种部品的焊接要求。产品行业涵盖动力电池、光通讯、消费电子、家用

电器、太阳能、汽车配件、厨卫五金、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及航空航天等 28 个

激光加工领域。公司一直自主研发激光焊接头等光学系统，激光焊接头的适用功

率从 5W 覆盖到 6000W 量级，波长从紫外 266nm 覆盖到 2000nm，并且成功开

发了国内第一款多波长同轴复合焊接头，可以达到合成功率 6000W 的水平，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在激光器、自动化控制、焊接工艺等领域研发成果颇丰，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经获得专利 152 项，其中发明专利 19 项，另外还拥有软件

著作权 132 项。公司在激光焊接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优势。 

（二）成套设备开发优势 

激光行业属于高新技术行业，公司产品涉及激光光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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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集成，其中涉及到光

学、材料科学、机械工程等众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成套激光系统的研发难度甚高。



公司在长期开发设计的过程中，始终专注于激光焊接及其自动化装备领域，聚焦

激光焊接系统和激光焊接工艺，积累了深厚的行业经验。从早期激光焊接半自动

生产装备到全自动焊接生产线，从验证装备到量产装备，从传统工艺到新工艺，

全程自主研发。可以根据客户产能需求、人员情况、生产场地条件、产品工艺需

求等因素统筹设计，配置合适的激光焊接机部件、自动化部件、加工操作工作间、

数字化控制软硬件、安全生产隔离及环保组件等，高效地集成为精密激光自动化

成套设备。同时，公司根据市场最新趋势，客户前沿需求，客户痛点及难点，预

判未来主流工艺、技术、产品等；通过对成套装备快速更新迭代，紧跟前沿工艺

及技术等，确保在下游应用领域优势地位。 

（三）客户与服务优势 

公司作为激光焊接设备的供应商，产品具有定制化、非标准化特性，公司始

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设有本地化的专业营销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更具针对

性、更及时的服务，构筑起覆盖面广泛的营销服务网络，服务内容包含前期需求

沟通、中期产品需求跟进、后期售后保修及软硬件维护。长期的服务经验交叉借

鉴、十余年的专注耕耘使得公司在行业客户中树立了“联赢激光焊接专家”的良

好品牌形象。 

公司对于各种焊接材料如：钢铁、不锈钢、铜、铝、锡、金、银、塑料等均

有系统的工艺数据积累，且长期的客户服务使公司对下游客户所处行业有着较为

深刻的理解，可以快速专业地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行业解决方案。良好的合作历

史也为公司积累了一批下游应用行业内的优秀客户资源。 

（四）管理与团队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长期稳定的管理团队，各层级团队成员均拥有多年激光设备行

业的从业经历，在研发、生产或销售等一个或多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其中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韩金龙，1991 年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长期在激光、自

动化设备领域公司担任工程师、管理人员，拥有丰富的激光行业从业及管理经验，

深谙行业发展规律。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牛增强，于 1998 年日本筑波大学

硕士毕业，2008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曾于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担

任助理工程师，于日本米亚基技术公司担任工程师，于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担任讲师，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及研究能力。为保持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公司建



立了完善的经营管理架构、激励政策、人才培养及晋升机制，持续提升公司管理

水平，从而促进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 

综上所述，公司 2020 年度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0 年，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2020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7,222.65 万

元，较 2019 年增加约 6,080.11 万元，增幅 18.79%。2020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 8.23%，与 2019 年度的 18.79%相比增加约 2.22 个百分点，研发支出

增长与收入增长保持一致。 

（二）研发进度 

2020 年度，公司各在研项目如期开展，并取得相应的研发成果。 

2020 年内，公司新获授权专利 27 项、软件著作权 18 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获授权的专利为 152 项（其中发明专利 19 项）、软件著作权 132

项。报告期内，公司获批作为牵头单位承担了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大

功率蓝光半导体激光器与应用”及“广东省汽车激光智能焊接装备企业重点实验

室（2020 年度）”项目。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无。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9,890.55 

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金额 5,265.5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475.63 

募集资金余额 45,100.68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元） 

平安银行深圳南山智园支行 15914757500069 4,908,545.61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15000103633498 4,945,105.36 

杭州银行深圳湾支行 4403040160000311304 1,455,384.62 

民生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 632018349 82,697,800.58 

民生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 632235641 0.00 

  合  计 - 94,006,836.17 

另有 21,700.00 万元的资金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14,000.00 万元的资金用于

购买收益凭证。 

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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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任职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韩金龙 董事长 28,474,356 - 9.52% - 

牛增强 
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 
12,674,646 - 4.24% - 

刘建云 董事 - 572,307 - 0.19% 

张洋 董事 - 8,945 - 0.003% 

张庆茂 独立董事 - - - - 

任宝明 独立董事 - - - - 

郑荣富 独立董事 - - - - 

欧阳彪 监事会主席 - - - - 

王学磊 监事 97,636 - 0.03% - 

万小红 监事 - - - - 



贾松 总经理 3,673,996  1.23% - 

谢强 
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 
1,066,692 - 0.36% - 

卢国杰 副总经理 115,953  0.051%  

周航 副总经理 176,100  0.079%  

李毅 副总经理 597,892  0.261%  

秦磊 副总经理 294,947  0.131%  

郭自然 副总经理 84,000  0.0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

押、冻结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

均不存在减持情形；上述自然人不存在违反减持承诺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