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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议案》，同意

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在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

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对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本议案不涉及募集资金

用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 2020年第 62次审议会议审核通

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35 号）

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670 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67,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4,836,792.45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55,163,207.55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对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I10054 号《验资报

告》。 

截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公司募集资金用途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金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累计已投入

募集资金额 

未使用募集资

金（含利息收

入） 

募集资金使

用进度 

1 
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

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61,177.00  47,000.00  19,649.64  29,477.66  41.81% 

2 补充流动资金 18,516.32  18,516.32  18,510.00  6.32 99.97% 

合计 79,693.32  65,516.32  38,159.64  29,483.98       -- 

注：截至 2023 年 3月 27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额尚未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9,649.64 万元，募集专户余额为 29,477.66 万

元（含利息）。 

二、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受外部宏观环境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有所延迟，为了保障募投

项目的实施质量与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公司基于谨慎原则，拟延长

募投项目实施期限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

实施主体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调整后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1 
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023 年 3月 31日 2024 年 5月 31 日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截至 2023年 3月 27日，募投项目的研发大楼建设已经施工完成，



准备进入竣工验收流程，采购的设备到货安排及后续安装调试验收等

均按计划在有序推进中。项目目前尚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其主要

原因为：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而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内容

较为丰富和复杂，公司在建设中不断优化调整建设方案，加之受外部

宏观环境影响，致使工程物资采购、物流运输、人员施工等诸多环节

受阻，综合导致了工程建设周期有所延长。为保障募投项目的实施质

量与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公司基于谨慎原则，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结合项目当前的

实施进度，公司拟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 

四、对延期募投项目的重新论证 

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的相关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

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

公司对募投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一）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1.加大核心系统底层技术投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的核心系统主要包括控制系统、伺服系

统和视觉系统等。其中，作为机器人“大脑”的控制系统主要负责规

划和发出指令信号，伺服系统则相当于机器人的“神经和肌肉系统”，

负责接收和执行控制系统发出的指令，而视觉系统则作为机器人“眼



睛”，负责采集工作环境信息。通过三大核心系统的协同配合，可对

生产过程中机器人的速度、角度、位置等相关变量进行精准控制，从

而实现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智能化。 

目前，公司已自主研发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控制技术、伺服驱动技

术、视觉算法等多项核心底层技术，并成功应用于机器人本体的自制

生产，显著提高了公司机器人本体的自制比例，截至 2021 年末，公

司自制机器人本体比例达到 45.78%。但是，由于国外机器人制造企

业对核心系统的技术研究起步较早，在高档机械装备及其核心控制和

功能部件领域中，主要核心技术被国外一线厂商垄断，国内机器人及

自动化领域厂商对于国外核心零部件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因此，

公司拟通过本项目新建核心系统研发实验室，为其配备更加先进的研

发设备和高端的技术人才，以全面提高公司核心系统的研发技术实

力，进一步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通过机器人核心底层技术自主研发实力的提高，将有利于进一步

增大公司机器人本体自制比例，从而起到降低生产成本的作用，并有

利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更具品质且更加柔性化的智能化生产解决方案，

为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提升提供充分保障。  

2.提高产品品质及产业规模，满足下游客户需求 

近年来，3C、新能源汽车、医疗、食品和锂电池等行业因其特殊

的要求而逐渐成为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升级的重点行业。其中，3C 制

造业由于产品更新速度不断加快，正在向着高速化、微型化方向发展；

新能源汽车存在智能化、轻量化、舒适安全、绿色环保的发展趋势；



医疗和食品等行业由于健康要求的不断提高，而对车间的洁净程度以

及无人化操作等要求日益增强；锂电池则由于事故多发等原因，其性

能可靠性和使用安全性逐渐被生产厂商重视。 

可以看到，上述行业的生产工艺精度、质量控制能力、成品检测

能力等要求不断提高，传统人工作业已难以应对如此高度精细，且兼

具复合功能和智能控制的生产需求，促使相关行业内生产制造厂商不

断加快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升级。同时，从上述行业发展趋势可以看

到，不同行业的生产特征不完全一致，促使生产设备及产线供应商需

要具备根据客户特定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开发的能力。作为一家智能

制造综合服务商，公司具备方案定制能力，拥有丰富的行业服务经验， 

但随着制造业智能化需求的持续增大以及生产厂商需求的不断变化，

对公司的研发设计、需求响应以及生产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公司将通过本项目对现有的整体解决方案进行升级改造，

针对不同制造行业的生产工艺、质量控制、产能要求和物流配送等特

点，持续提高公司整体解决方案的技术含量，进一步扩大其产业化规

模，以满足下游客户不断增长的智能化生产需求，助力客户实现智能

制造升级。 

3.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为下游生产制造厂商提供“端到端”

的定制化服务，为其制定符合自身生产特点的生产解决方案，全方位

地满足客户的各项生产需求。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定制化解决方案

的服务模式，顺应制造业智能化的升级趋势，依托现有技术和客户基



础，针对新能源汽车、医疗、食品、3C、锂电池等目标行业着力布局

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本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系公司加速深化智能制造整体解

决方案应用领域的具体举措。项目建设实施后，公司智能制造整体解

决方案在上述目标行业内的市场份额有望得到提升，有利于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 

（二）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政策可行性 

近年来，国家对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解决方案等智能装备行业出

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指引行业发展方向，规范机器人产业发展。2016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机器人产业发

展规划（2016-2020 年）》对作为《中国制造 2025》的重点发展领

域的机器人产业进行总体部署，在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技术水平显著

提升、关键零部件取得重大突破、集成应用取得显著成效等方面规划

具体目标，引导我国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2021 年，工

信部、发改委等十五部门印发《“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

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高地”。并提出了 2025 年的具体目标：一批机

器人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取得突破，整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关键零部件性能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机器人产业营

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 20%；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及一

大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成 3-5 个



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实现翻番。因此，本项

目具有政策可行性。 

2.市场可行性 

随着制造业价值链各细分领域的不断深化，行业覆盖领域不断延

展，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断延深。从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每万

名工人对应工业机器人数量）和应用比例等指标来看，我国与国外成

熟市场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 IFR 统计，2020 年，全球平均工

业机器人密度为 126 台/万名雇员，新加坡工业机器人密度达 932 台/

万名雇员，韩国为 605 台/万名雇员，日本为 390 台/万名雇员，德国

为 371 台/万名雇员,我国为 246 台/万名雇员。根据工信部信息，2020

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十三五”期间年

均复合增长率约 15%，其中工业机器人产量从 7.2 万套增长到 21.2

万套，年均增长 31%。根据 IFR 预测，2019 年至 2021 年全球工业机

器人安装量整体保持增长态势，到 2022年安装量将达到 58.35万台。

根据一般行业假设，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市场规模为整机市场规模的

3 倍（数据来源：IFR），到 2022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解决方

案市场规模将达到 711.28 亿美元。此外，《“十四五”机器人产业

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实现翻番。因此，本

次募投项目具有市场可行性。 

3.技术可行性 

公司一直致力于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在生产管理、产品研发、集

成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果。生产管理方面，公司运用精细化管



理，积极完善生产体系标准化工艺流程，管理贯穿原材料加工到成品

出货全过程，从管理、指挥、调度、协调等全面优化生产管理体系，

进一步提升生产管理水平，实施精细生产。产品研发方面，一方面，

公司在机器人事业部、自动化事业部中下设研发部，建立完善的应用

端研发体系，通过对客户非标生产线合理定制、原有产品工艺参数调

整、非标产品中标准化模块抽象等方面的研究，针对客户服务、市场

发展情况对产品进行基础性改进，提高生产效率与服务水平。另一方

面，公司设有底层技术研发中心，通过自主研发在工业机器人的控制

技术、伺服驱动技术、视觉算法等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公司已经具备通用运动控制平台的软硬件全自主研发能力，并推出了

集运动控制、PLC 控制和网络化控制于一体的运动控制平台；通过技

术引进以及关键算法研发，已成功建立伺服相关产品自主研发的技术

基础，包括大功率硬件设计、可靠性产品设计、开放式体系结构、高

性能控制算法、液压控制工艺、机器人特定控制方法、高速现场总线

通信等一系列核心技术。 

此外，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等知名学

府、研究机构开展了产学研长期合作，聚集了一定的技术研发力量，

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成果，能够有效地为本次募投项目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具备技术可行性。 

（三）项目预计收益 

本次项目延期对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新论证的结论 



公司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

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五、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

决定，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的投资内容、

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加强对项

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使项目按照新的计划进行建设，以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募投项目延期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当前行

业发展趋势、市场环境及公司经营战略规划，基于保障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和募投项目整体效益而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事项

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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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募投项

目延期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

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基于公司

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募投项

目延期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切实履

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上述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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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四）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