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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均普智能 

保荐代表人姓名：黄科峰、许小松 被保荐公司代码：688306 

重大事项提示 

2024 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内”），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均普智能”、“上市公司”或“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266,171.51 万

元，同比增长 27.0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19.77 万元，实现扭亏

为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639.29 万元，较去

年同期减少亏损 20,435.29 万元。公司经营状况、盈利能力有所好转主要原因系

公司聚焦于全球市场的深度开拓与大客户精准营销，公司订单稳健增长；同时公

司持续优化组织架构，全球战略协同持续提升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效降

低供应链成本与风险。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5 号）核准，均普智能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30,707.07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5.08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5,991.9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41,896.62 万元。本次发行证券已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国泰海通”）担任其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为 2022 年 3 月 22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督导期内（以下简称“本持续

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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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持续督导，现就 2024 年度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 年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项 目 工作内容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针

对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

点，督导公司履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

守承诺和信息披露等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机构提交

的其他文件，并按保荐办法要求承担相关持续

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

作制度，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

内容和重点，督导公司履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信守承诺和信息披露等义务，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其他

机构提交的其他文件，并按保荐办法要求承担

相关持续督导工作。 

2、根据上市规则规定，与公司就持续督导期间

的权利义务签订持续督导协议。 

保荐机构已与上市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协议

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协助和督促上市公司建立相应的内部制度、

决策程序及内控机制，以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

规则的要求，并确保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知晓其在上市规则下的各项义务。 

保荐机构已协助和督促上市公司建立相应的

内部制度、决策程序及内控机制，以符合法律

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并确保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知晓其在上市规则下的

各项义务。 

4、持续督促上市公司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

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并确保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保荐机构已持续督促上市公司充分披露投资

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并

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5、对上市公司制作信息披露公告文件提供必

要的指导和协助，确保其信息披露内容简明易

懂，语言浅白平实，具有可理解性。 

保荐机构已对上市公司制作信息披露公告文

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协助，确保其信息披露内

容简明易懂，语言浅白平实，具有可理解性。 

6、督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告知并督促其不得要求或者协助

上市公司隐瞒重要信息。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告知并督促其不得要求

或者协助上市公司隐瞒重要信息。 

7、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承

诺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其对承

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

力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

措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针对前款规定的承

诺披露事项，持续跟进相关主体履行承诺的进

展情况，督促相关主体及时、充分履行承诺。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披露、履

行或者变更承诺事项，不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的，保荐机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对承诺

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

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措

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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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构和保荐代表人应当及时提出督导意见，并督

促相关主体进行补正。 

8、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建立健全并

有效执行符合公司发展阶段的现金分红和股

份回购制度。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建

立健全并有效执行符合公司发展阶段的现金

分红和股份回购制度。 

9、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运作，对上市公司及其业

务有充分了解；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调

阅资料、列席股东大会等方式，关注上市公司

日常经营和股票交易情况，有效识别并督促上

市公司披露重大风险或者重大负面事项，核实

上市公司重大风险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已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运作，对上市公

司及其业务有充分了解；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回访、调阅资料、列席股东大会等方式，关注

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和股票交易情况。本持续督

导期间，上市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风险或者重大负面事项。 

10、重点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下事项：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五）上交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

核查的其他事项。 

出现上述情形的，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应

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按规定

进行专项现场核查，并在现场核查结束后 15 个

交易日内披露现场核查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11、关注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况，

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按照上市规则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12、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出现下列情形的，保荐

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经营

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

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业务停滞或出现可能导致主要业务

停滞的重大风险事件； 

（二）资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 

（三）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四）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或核心技术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 

（五）涉及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重大

事项； 

（六）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13、上市公司业务和技术出现下列情形的，保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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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核

心竞争力和日常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

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原材料供应或者产品销售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三）核心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或者核心技

术许可丧失、不能续期或者出现重大纠纷； 

（四）主要产品研发失败； 

（五）核心竞争力丧失竞争优势或者市场出现

具有明显优势的竞争者； 

（六）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情形。 

该等事项。 

1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

现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

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和日常经营

的影响、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以

及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二）质押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超过所持股份

80%或者被强制平仓的； 

（三）上交所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

见的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15、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履行其作出的

股份减持承诺，关注前述主体减持公司股份是

否合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情况。 

保荐机构已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履行其作

出的股份减持承诺，持续关注前述主体减持公

司股份是否合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情况。 

16、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制度与执行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

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进行了持续关注，督导公司执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制度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于 2024 年 8

月 5 日至 2024 年 8 月 8 日、2025 年 4 月 7 日

至 2025 年 4 月 11 日及 2025 年 4 月 16 日至

2025 年 4 月 17 日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出具关于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17、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情况。 

2024 年度，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

下： 

2024 年 11 月 30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新增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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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2024 年 11 月 30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新增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

说明》 

2024 年 10 月 25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关

于宁波均普使用存款账户、银行电汇及银行承

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定期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2024 年 9 月 14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2024 年 9 月 5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新增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

见》 

2024 年 6 月 20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2024 年 6 月 4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

核查意见》 

2024 年 5 月 8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2024 年 5 月 8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2024 年 4 月 19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补充确认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2024 年 4 月 19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核查意见》 

2024 年 4 月 19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

查意见》 

2024 年 4 月 19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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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2024 年 3 月 16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2024 年 1 月 30 日保荐机构发表《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预计 2024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核查意见》 

18、保荐机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如有） 无 

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国泰海通持续督导人员对上市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

事先或事后审阅，包括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董事会会议决议及公告、监事

会会议决议及公告、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相关报告和其他临时公告等文件，对

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严格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

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重大风险事项 

1、行业变革和技术创新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为高端装备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处在快速发展期，及

时研发并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和产品是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企业保持核心竞

争力的关键要素之一。随着公司新能源智能汽车、医疗健康、消费品及工业机电

等行业客户对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不断提高，发行人需要对现有产品及技术进行

改造提升，不断探索将人工智能、工业大数据、数字孪生、5G、边缘计算、云计

算等新技术在公司产品中的应用的可行性。公司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对发行人

保持并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但技术研发与创新存在研发方向和目标定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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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研发效果未及预期、研发成果取得时间与市场需求启动时间不匹配等固有风

险，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将对发行人核心竞争力及盈利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2、研发项目失败的风险 

公司已在新能源智能汽车、医疗健康、消费品及工业机电、工业数字化应用

软件及服务、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开展研发创新，未来发行人将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如果公司研发项目未能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或相应

产品的应用，未能紧跟行业前沿需求，公司技术将有可能落后于竞争对手，对公

司核心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3、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为 167,946.89 万元；占比为 63.10%、

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这与下游行业的行业特点、竞争格局及公司采取的发展战

略、所处的发展阶段、公司产品主要应用领域相关。公司下游主要客户如出现经

营风险导致其减少向公司采购或公司未来不能持续进入主要客户的供应商体系，

将对公司的销售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公司将面临销售收入下降的风险。 

4、项目执行风险 

公司项目执行周期较长，从合同签订到通过终验收确认收入，公司的项目周

期主要集中在 6-24 个月左右的时间，部分大项目具有项目金额大、执行周期长、

项目环节多且复杂、专业性强等特点。公司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通常涉及方案

设计、系统构建、系统集成、调试运行等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执行与储备的项

目数量增长较快，项目可能存在因不可预见的因素造成项目延期和项目亏损等问

题，从而对公司经营成果及后续业务开拓造成不利影响。 

5、业绩的季度性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客户投资战略与周期的变化对公司订单获取有一定的影响。近年

来，国际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公司主要客户采埃孚、美国车

桥、麦格纳、戴姆勒等在其近年的财务报告中普遍提出开源节流的投资战略安排

和智能电动化发展战略，公司获取相关智能制造装备的订单难度增大。同时，对

于智能制造装备产品，公司于已按合同约定将智能制造装备产品交付给客户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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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后确认收入，客户进行终验收时间会影响公司收入确认，收入金额存在季度

性波动。若上述不利因素未及时消除，且公司未能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将对公

司来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压力。公司业绩的季节性波动可能会导致公司单季度盈利

水平较低，甚至出现季度性亏损的情形，公司存在业绩季度性波动的风险。 

6、外币报表折算的风险 

公司境外子公司记账本位币主要为欧元、美元，而公司财务数据则以人民币

列报，需对报表进行汇率折算。未来，如果人民币兑欧元、美元汇率发生重大变

化，将可能对折算后的人民币财务数据带来一定偏差，一定程度上影响比较期间

财务数据的变化幅度。 

7、经营性现金流量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3,587.25 万元。公司经营性

现金流量与项目实施周期、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阶段性付款节点、验收周

期、应收账款账期、与供应商的采购金额、采购付款条件等因素相关，上述因素

可能导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存在较大波动。若未来公司因市场因素等原因，不

能获得持续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入产生波动，将对公司资

金产生一定压力，从而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8、商誉减值的风险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商誉账面原值为人民币 69,414.91 万元，减

值准备为人民币 4,121.91 万元，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65,293.00 万元。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改善，经过商誉减值测试后未出现商誉减值情况。如果未来宏

观经济、下游客户行业、市场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相关子公司未来年度

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效益，则面临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9、行业风险 

智能制造装备行业需求主要取决于下游新能源智能汽车、动力电池、医疗健

康、消费品和工业机电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增长速度，对宏观经济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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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波动较为敏感。在目前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宏观经济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会

对下游行业的需求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造成相应影响。 

10、宏观环境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宏观经济也受到国内、国际多种复杂因素影响，面临诸

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在目前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国民经济

发展速度和质量也将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宏观经济的波动会对智能制造装备下

游行业的需求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造成相应影响，这将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智能制

造装备行业的市场需求，并可能造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成果波动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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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度/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资产总计 467,421.18 515,572.75 -9.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5,720.51 182,495.85 -3.71% 

营业收入 266,171.51 209,578.76 27.00% 

营业利润 2,178.09 -27,962.81 / 

净利润 566.21 -20,974.84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819.77 -20,610.8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587.25 25,474.82 -46.6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2.02 3.72 

减少 1.70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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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7 -0.167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7 -0.1678 / 

上述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一）营业收入 

2024 年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6,171.51 万元，同比增长 27.00%，主要

原因系公司战略级别项目顺利通过最终验收，公司聚焦项目执行与管控，建立完

善管理体系，确保多个战略级别项目按时、按质完成并顺利通过最终验收，实现

营业收入增长。 

（二）净利润 

2024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78.09 万元，同比扭亏为

盈，原因主要系公司 2024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同时公司优化项目管控流程，加

强管理，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品人工和制造成本；公司加强风险管理，应

对市场波动，确保原材料供应稳定且成本可控。 

（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4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87.25 万元，与上年度同

期下降-46.66%，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与项目实施周期、与客户签订

的合同中约定的阶段性付款节点、验收周期、应收账款账期、与供应商的采购金

额、采购付款条件等因素相关，上述因素可能导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较上年度

同期存在较大波动。 

（四）每股收益 

2024 年度，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0067 元/股、稀释每股收益-0.1678 元/

股。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是一家全球布局的智能制造装备供应商,主要从事成套装配与检测智能

制造装备、工业机器人及工业数字化智能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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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智能汽车、医疗健康、消费品及工业机电等领域的全球知名制造商提供智能

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目前已逐步建立全球协同、在全球范围具备合作优势:同时产品类别更

加丰富，应用行业覆盖领域扩大。同时公司具备先进的工业数字化应用整体解决

方案及技术研发等优势。2024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5,376.06 7,796.54 -31.05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不适用 

研发投入合计 5,376.06 7,796.54 -31.05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

入比例（%） 
2.02 3.72 减少 1.70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0.00 0.00 不适用 

2024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总额为 5,376.06 万元，较上年度同期研发投入总

额减少 31.05%。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申请 254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

利 62 项；已获授权专利 214 项，其中发明专利 35 项，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本期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5 9 67 41 

实用新型专利 3 1 107 105 

外观设计专利 0 0 3 0 

软件著作权 3 3 69 69 

其他 0 1 22 11 

合计 11 14 268 226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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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1,418,966,238.97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1,200,758,186.80 

其中：均普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255,025,392.95 

偿还银行贷款 230,000,000.00 

工业数字化产品技术升级应用及医疗机器人研发项目 57,974,711.77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2023 年永久补流额度 199,346,200.00 

补充流动资金-2024 年永久补流额度 153,411,882.08 

超募资金回购股票 5,000,000.00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218,208,052.17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28,002,912.68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246,210,964.85 

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 25,000,00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0.00 

加：其他尚未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划的发行费用 12,230,045.30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33,441,010.15 

公司 202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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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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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

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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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

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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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为均胜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56,020.00 万股持

股比例为 45.61%。2024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不存在质押、



 

13 

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均普智能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均普智能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按照《保荐办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

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十二、其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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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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