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股票简称：传艺科技                                  股票代码 ：002866 

 

 

 

 

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号）  

二〇二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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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118 号）（以下简

称“审核问询函”）已收悉。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艺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保荐

机构”或“东吴证券”）、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

“律师”）等相关方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

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使用的简称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本回复报告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回复中涉及对募集说明书修改、补充的内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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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本次募投项目钠离子电池制造二期 5.5GWh 项目拟生产圆柱形及方形钠离子

电池，主要用于储能、低速电动车和电动工具等领域，项目达产年预计可实现销

售收入约 310,497.00万元，新增净利润约 44,265.47万元。截至 2023年 3月底，

公司投资建设的钠离子电池一期 4.5GWh 项目已投入使用并实现量产和供货，但

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尚未完全达产。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发行人钠离子电池相关收入情况、相关产

品产量、产能及利用率、收入及占比情况，主要客户情况，相关订单情况，钠离

子电池制造业务的技术、人员的来源，目前是否已具备钠离子电池项目必要的实

施能力、运营条件、市场技术储备，产能消化措施是否充分；（2）结合上述情况

说明本次再融资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要求，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

实施风险及产能消化风险；（3）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制造

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

序。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2）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3）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钠离子电池相关收入情况、相关产品产量、产能及利

用率、收入及占比情况，主要客户情况，相关订单情况，钠离子电池制造业务

的技术、人员的来源，目前是否已具备钠离子电池项目必要的实施能力、运营

条件、市场技术储备，产能消化措施是否充分 

（一）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的收入情况及相关产品产量、产能及产能利

用率、收入及占比情况 

1、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产量及收入情况 

在产量方面，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钠离子电池产量主要集中在圆柱形电池，

合计实现圆柱形电池产量 369.38 万支（其中，18650 型号 352.99 万支，2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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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16.39 万支），具体背景及原因参见本问题之“一、（一）2、（2）发行人钠

离子电池产品的产能爬坡整体策略”。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一期 4.5GWh 项目于

2023 年 3 月底投入使用并启动投料试生产及产能爬坡。经过持续的生产调试和

工艺技术的完善，发行人各类钠离子电池产品均根据既定的产能爬坡策略和计划

实现了产能的快速上升。其中，2023 年 5 月，发行人首次实现 18650 型号圆柱

形电池单月 50 万支以上的产量；2023 年 6 月，发行人首次实现 18650 型号圆柱

形电池单月 200 万支以上的产量及 26700 型号圆柱形电池单月 10 万支以上的产

量。 

在收入方面，2023 年 1-6 月，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323.36

万元1（其中 2023 年 6 月实现钠离子电池营业收入 275.98 万元，占 2023 年 1-6

月钠离子电池营业收入的 85.35%）。尽管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相关的营业收入

占整体营收规模的比重尚较小，但其随着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业化的快速推进和

产量的持续释放而同步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2、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情况 

（1）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的设备产能 

截至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方面的产能为已投建

的钠离子电池一期 4.5GWh 项目。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一期产品包括 18650 型号圆

柱形电池、26700 型号圆柱形电池和 71173204 型号方形电池三种且均为单独产

线（其中 18650 型号圆柱形电池和 26700 型号圆柱形电池共用制浆、涂布、辊压、

分切等前段工序）。发行人一期电芯产能分产品型号的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型号 满产产能（万支/年） 电芯能量（Wh/支） 满产产能（GWh/年） 

圆柱形电池（18650 型号） 8,448.00 4.65 0.39 

圆柱形电池（26700 型号） 8,448.00 10.85 0.92 

方形电池（71173204 型号） 422.40 744.00 3.14 

合计 17,318.40 - 约 4.5 

注 1：满产产能（万支/年）系根据各型号电芯满产时的每分钟产量（PPM）*60（分钟）*

日工作小时数（22 小时）*年工作天数（320 天）计算得出； 

                                     
1 截至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尚未披露，相关财务数据系发行人财务部门初

步核算结果，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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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电芯能量（Wh/支）系根据各型号电芯工作电压（3.1V）*电芯容量（Ah）计算得出； 

注 3：18650、26700 和 71173204 均为电池型号代码。其中，18650 指直径 18mm、高度 65mm

的圆柱形电池，26700 指直径 26mm、高度 70mm 的圆柱形电池，71173204 指厚度 71mm、宽度

173mm、高度 204mm 的方形电池。 

（2）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产能爬坡整体策略 

钠离子电池系二次电池领域的新兴产品，发行人作为行业内较早实现大规模

产能投产，产业化进度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在相对缺乏同行业可参考的生产经

验的背景下采取了较为稳健的产能爬坡策略。其中，由于 18650 型号圆柱形电池

工艺相对较为成熟且材料成本较低，其具有在生产端产量爬升相对较快、终端应

用场景较为灵活等特点，因此发行人在量产初期选择先集中精力快速推动其产能

爬坡，并在其产量逐步释放后快速助推同为圆柱形电池的 26700 型号的产能提升。

而对于方型电池，由于其投料成本相对较大、工艺要求相对更高，发行人主要通

过在圆柱形电池量产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的同时稳步兼顾和推进其工艺完善和

产能爬坡。在行业整体处于产业化早期、市场可参考经验较少的背景下，上述策

略可以最大程度实现产能爬坡、市场推广、成本控制和客户需求满足等多方面的

平衡。 

（3）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产能爬坡及产能利用率情况 

考虑到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一期项目于 2023 年 3 月底方投入使用且在 2023

年 4 月至今持续处于快速产能爬坡阶段，因此 2023 年 1-6 月的产能利用率无法

准确反映发行人钠离子电池最新的产能爬坡进度及产能利用率情况。截至 2023

年 7 月 15 日，发行人 18650 型号、26700 型号圆柱形电池生产线的半月度（2023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产量以及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型号 产量（万支） 设备产能利用率 

圆柱形电池（18650 及 26700 型号） 130.40 18.52% 

注：产能利用率=实际产量/（年满产设备产能/24）。 

由上表可见，作为产能爬坡次序排在前两位的钠离子电池产品，发行人

18650 型号和 26700 型号的圆柱形电池均已实现批量化、规模化的生产，其中

26700 型号圆柱形电池在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的半月度产量（65.65 万

支）已大幅超过其 2023 年 6 月的全月产量（16.09 万支），在钠离子电池总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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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爬坡规划下如期随着 18650 型号的产量释放而同步快速提高产量。而在产能爬

坡进度方面，截至 2023 年 7 月 15 日发行人 18650 型号和 26700 型号圆柱形电池

已分别爬坡至约 15 万支/日（50%以上的产能爬坡进度）和 6 万支/日（20%以上

的产能爬坡进度）的稳定生产能力，在一期项目投产至今不到 4 个月的时间内实

现了较为理想的产能爬坡成效。 

而在方形电池方面，由于其属于三类型号电池中相对最晚开始投料生产的型

号，因此其产能爬坡进度相较于圆柱形电池存在约 2 个月左右的滞后。截至 2023

年 7 月 15 日，发行人 71173204 型号方形电池已能实现 100 支/天以上的稳定生

产能力和半月度近 2,000 支的实际产量，相较于 2023 年 6 月全月数百支的产量

已实现快速的上升。由于 71173204 型号方形电池的单支价值较高（单支售价达

数百元），预计该型号的快速放量将显著加速发行人钠离子电池板块的营收规模

释放。 

（二）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主要客户及相关订单情况 

1、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领域的客户拓展及储备情况 

发行人自投资钠离子电池领域伊始就明确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与下游客

户开展相关送样测试和在潜在应用场景的产业化探索，充分利用自身在产业化进

程、产品性能参数等方面的优势在产业化前期抢占优质客户资源。在下游储能、

低速电动车等领域快速发展和亟需锂电池的互补替代产品的背景下，发行人在客

户拓展方面实现了良好的效果，为后续产能扩张后的消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截至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的主要客户拓展和储备

情况如下表所示： 

客户序号 公司背景 

已达成战略合作关系的客户 

1 隶属国家能源集团，负责江苏区域的新能源和综合能源开发 

2 知名蓄电池和直流电源、电气成套设备厂商，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3 主营工商业储能和电池材料等 

处于产品开发和试样阶段的客户 

4 我国汽车行业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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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知名汽车品牌子公司，负责其全球电池业务 

6 国际知名汽车品牌 

7 我国知名两轮电动车品牌 

8 深交所上市公司，主营轨道交通高端装备 

9 新三板挂牌公司，主营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等 

其他数十家客户 - 

已达成采购框架协议的客户 

10 中国电信（601728）子公司 

11 主营动力电池模组、电池系统、BMS 以及 PDU 等业务 

12 
某市国资委全资下属公司，主营特种电源、印制板电装、微特电机、轨

道交通电气控制等业务 

已达成小量供货协议的客户 

13 
知名新能源智能微电网解决方案提供商，曾先后参与多个国家的太阳能

发电系统项目 

14 电池系统厂商，下游主要面向电动二轮车、电动工具等领域 

其他数十家客户 - 

已达成批量供货协议的客户 

15 电池系统厂商，下游主要面向电动二轮车、家储等领域 

16 电池系统厂商，下游主要面向电动二轮车、电动工具等领域 

17 贸易商，主要面向海外市场 

18 电池品牌商，下游主要面向电动二轮车领域 

截至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主要大额在手订单

和采购框架协议如下表所示： 

客户 类型 数量 

上表中序号 15 的客户 销售订单 600 万支圆柱形电池 

上表中序号 10 的客户 采购框架协议 0.1GWh 

上表中序号 11 的客户 采购框架协议 2.0GWh 

上表中序号 12 的客户 采购框架协议 1.0GWh 

合计 3.13GWh 

综上所述，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大额在手订单和意向订单较为充足，下游

客户拓展和储备效果良好。 

2、2023 年 1-6 月的主要客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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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6 月，发行人钠离子电池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及占钠离子电池收入

比重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客户背景 销售金额 占比 

1 第一名 
电池系统厂商，下游主要面向电动二轮车、电动工具、家

储等领域 
212.42 65.69% 

2 第二名 电池系统厂商，下游主要面向家储、光储等领域 79.65 24.63% 

3 第三名 贸易商，主要面向海外市场 14.08 4.35% 

4 第四名 电池品牌商，下游主要面向电动二轮车领域 7.03 2.17% 

5 第五名 专注于各类电池以及电池应用的知名企业 3.09 0.95% 

合计 316.26 97.80% 

由上表可见，2023 年 1-6 月发行人钠离子电池客户集中度较高，主要原因系： 

（1）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一期项目自 2023 年 4 月至今处于产能不断爬坡的状

态，因此在实际产能相对有限的背景下，部分下游客户的大批量采购需求尚待产

能规模进一步释放后方能满足； 

（2）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业务主要自 2023 年 6 月起规模化释放业绩，截至

2023 年 6 月末相对较短的业绩释放周期使得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 

未来，随着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一期项目产能的进一步爬坡和产销量的更大规

模释放，客户集中度预计将逐步降低。 

（三）钠离子电池制造业务的人员、技术的来源 

1、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领域的核心人员来源 

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领域主要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导、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

进行技术研发，涉及的主要核心人员及基本情况如下： 

（1）发行人内部核心人员 

发行人自启动对钠离子电池领域的投资布局起即明确了同步协同发展电芯、

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等全环节的内部技术团队架构建设计划。通过外部引入和内

部培养等多种方式，发行人截至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已建立了合计 60 余人

的技术专业、结构合理、研发经验丰富的钠离子电池技术和研发人员团队，主要

核心人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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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总负责人-邹伟民 

男，博士学历，传艺科技创始人，曾就读于苏州大学化学系，现任苏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产业教授，具备化学行业的专业背景及丰富的研发和企业管理经验，

曾荣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国家科技部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全

国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奖·人物奖”、江苏省

科技企业家、江苏省产业教授、苏商高质量发展领军人才等多项荣誉并担任中国

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理事，现任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 

② 电芯核心人员-康书文 

男，博士学历，曾先后任职于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中航锂电（洛阳）有限

公司、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东

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并担任总经理、总工程师等职位，在二次电池领域

具有丰富研发、管理经验，现任发行人子公司钠电科技总经理。 

③ 电芯核心人员-沈智 

男，研究生学历，曾先后任职于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锂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润寅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并担任电芯技术研

发工程师、研究院院长、总工程师等核心职位，在磷酸铁锂、锰酸锂、镍钴锰酸

锂等材料体系锂电池方面拥有十余年技术研发和生产管理经验，现任发行人钠离

子电池研究院副院长。 

④ 电池材料核心人员-邹武 

男，本科学历，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背景，曾先后任职于湖南摩根海容新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新乡市赛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金阳烯碳新材料有限公

司、湖北宝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并担任研发工程师主管、总工程师、副

总经理等核心职位，在软碳、硬碳、人造石墨、硅碳材料等领域拥有多年的研发

经验，现任发行人负极材料事业部总经理。 

⑤ 电池材料核心人员-陈晓辉 

男，研究生学历，曾先后任职于长沙矿冶研究院、贵州中伟正源新材料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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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埃索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在电池材料的研发、设备管理和工程管理等方面具有

丰富经验，现任发行人正极材料事业部副总经理。 

上述核心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发行人在通过保密协议、竞业禁

止协议等方式对内部核心人员进行约束的同时不断持续完善各类激励共享机制，

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核心团队的稳定性和人才梯队的建设储备。 

（2）与产学研合作相关的核心人员 

除不断扩大的自有技术团队以外，公司亦积极与东北师范大学、山东理工大

学等外部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充分借助各高等院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优良的科

研装备形成强强联合，不断推动公司在钠离子电池领域技术的突破和升级。其中，

与产学研合作相关的主要外部技术人才如下： 

① 朱广山 

男，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批“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大学唐敖庆特聘教授、比利时那摩尔大学客

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型多孔材料的定向合成、性质与结构研究以及潜在应

用的开发等领域。 

② 李胜海 

男，吉林大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博士，累计发表 60 余篇 SCI 收录论文，

曾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主持国家、地方、企业等项目 20 余项，主要研究方向为

功能高分子材料及分离膜的研究开发等。 

③ 黄宇彬 

男，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荣获中国科学院“百

人计划”、长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吉林省创新拔尖人才等荣誉，主要研究方向

为高分子合成、高分子复合材料、环境友好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等。 

2、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领域的核心技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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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领域已获得 21 项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 4 项；申请中的专利 30 项，其中包含发明专利 26 项。发行人已获

授权专利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所有权人 专利号 申请日期 专利来源 

1 

一种用于钠离子电池的普

鲁士白复合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智纬电子 2022112608440 2022/10/14 原始取得 

2 
一种钠离子电池用复合正

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智纬电子 2022112934280 2022/10/21 原始取得 

3 
一种电池包壳体致密性检

测设备及使用方法 
发明专利 智纬电子 2022114377440 2022/11/17 原始取得 

4 
一种用于钠离子电池的生

物质基碳电极材料 
发明专利 发行人 2023105779730 2023/5/22 原始取得 

5 
一种自动泄压的钠离子电

池顶盖组件 
实用新型 智纬电子 202222137425X 2022/8/15 原始取得 

6 
一种钠离子电池用顶盖组

件 
实用新型 智纬电子 2022222012631 2022/8/19 原始取得 

7 
一种便于收集电解液的废

旧钠电池回收设备 
实用新型 智纬电子 2022223421556 2022/9/5 原始取得 

8 
一种钠电池隔膜快速卷绕

设备 
实用新型 智纬电子 2022224118683 2022/9/13 原始取得 

9 
一种自定位型钠电池制造

用热压设备 
实用新型 智纬电子 2022225419404 2022/9/26 原始取得 

10 
一种防爆安全的钠离子电

池顶盖组件 
实用新型 钠电科技 202222065207X 2022/8/8 原始取得 

11 
一种钠离子电池加工用电

解液产气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钠电科技 2022222677442 2022/8/29 原始取得 

12 
一种用于钠离子电池加工

的电解液搅拌装置 
实用新型 钠电科技 2022223418977 2022/9/5 原始取得 

13 
一种用于钠离子电池生产

用隔膜放卷装置 
实用新型 钠电科技 2022224080811 2022/9/13 原始取得 

14 
一种钠电池加工用注液设

备 
实用新型 钠电新材料 2022225281061 2022/9/23 原始取得 

15 
一种用于钠离子电池加工

的电解液灌装装置 
实用新型 钠电新材料 2022226478132 2022/10/8 原始取得 

16 
一种用于钠电池的安全结

构 
实用新型 钠电新材料 2022231176804 2022/11/23 原始取得 

17 
一种钠离子电池加工用电

极原材料搅拌设备 
实用新型 

钠离子研究

院 
2022223369044 2022/9/2 原始取得 

18 
一种钠离子电池生产用隔

膜存放装置 
实用新型 

钠离子研究

院 
2022224030140 2022/9/9 原始取得 

19 
一种钠离子电池生产用原

料粉碎研磨机构 
实用新型 

钠离子研究

院 
2022225214298 2022/9/23 原始取得 

20 电池壳（钠离子电池） 外观设计 
钠离子研究

院 
2022306117616 2022/9/16 原始取得 

21 盖板（钠离子电池） 外观设计 钠电科技 2023301473746 2023/3/24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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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发行人已获授权的钠离子电池相关专利均为原始取得，所有权

人均系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 

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领域已构建了涵盖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芯等多方面

的核心技术体系。相关核心技术的来源如下所示： 

核心技术名称 说明 技术来源 

自动化共沉淀

技术 

多物理场耦合和主动反馈式共沉淀层正极材料生

产系统，解决材料生产一致性和参数滞后问题 
自主研发，未申请专利 

高性能正极材

料烧结技术 

特殊改性和包覆有效提高材料比容量和可加工

性，有效改善材料表面碱性过高和涂布果冻状问

题 

自主研发，子公司智纬电子已取得发

明专利 2022112934280 

高性能负极材

料制备技术 

特殊设计低温交联和高温烧结路线合成高性能硬

碳负极材料，有效降低成本 

自主研发，子公司智纬电子已申请发

明专利 202210889941X、20221120804

59 

表面改性硬碳

技术 

表面调控使得材料极大增强憎水性，降低了材料

对水分的敏感度，减轻极片除水难度 

自主研发，子公司钠离子研究院已申

请发明专利 2022111024146 

大倍率快充技

术 

正极片结构设计构建超导充电网络，确保正极颗

粒之间的导电性能及正极与集流体之间的导电性

能，从而实现大倍率充电性能 

自主研发，未申请专利 

高倍率放电技

术 

负极片添加剂改性及表面微孔调控，确保硬碳层

间距在 0.38-0.40 纳米之间，使得钠离子更易脱嵌，

从而实现大倍率放电性能 

自主研发，子公司智纬电子已申请发

明专利 202210889941X、20221120804

59 

正极复合材料

制备技术 

采用复合碳材料对富钠铜锰活性物质进行包覆，

再与聚毗咯/聚苯胺进行复合,制得复合活性材料，

该复合活性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并且体积膨

胀问题也可以得到良好的缓解，同时将糊化淀粉

与海藻酸钠进行交联复配,制得复配粘结剂,将复

合活性材料、乙炔黑和复配胶黏剂混合，制得的

正极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倍率性能和循环稳

定性等电化学活性 

自主研发，子公司智纬电子已取得发

明专利 2022112934280 

电池制造过程

中电池防漏液

系统 

一种电池包壳体致密性检测设备及使用方法，有

效解决了目前市场上电池包壳体致密性检测时无

法直观地直接得到电池包壳体内发生泄漏的具体

位置、难以在检测后直观体现出不同尺寸的电池

包壳体的检测结果、难以促进产品的改进、检测

过程复杂繁琐的问题 

自主研发，子公司智纬电子已取得发

明专利 2022114377440 

综上所述，发行人钠离子电池板块已建立了成熟的内部技术团队和核心人员

体系并持续扩大，同时辅之于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外部技术力量，形成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专利和核心技术体系，为发行人实现技术发展、人才培养和业务发展

的良性循环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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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已具备钠离子电池项目必要的实施能力、运营条件、市场技

术储备 

与同为二次电池的锂电池类似，钠离子电池系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同时，与市场成熟度较高的锂电池不同，钠离子电池属于处于产业化快速成长期

的新兴二次电池产品，行业内已实现规模化产能投产的企业较少，故可参考借鉴

的成熟经验相对较为欠缺。因此，除资金需求外，实施钠离子电池项目需要企业

具备完善的人才团队、技术专利体系、生产管理和工艺流程方面的经验、客户和

市场储备等多方面要素。 

如前文所述，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领域已具备完善的内部人才团队、外部产

学研合作体系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核心技术体系，同时利用在产业化进

度方面的领先优势实现了涵盖多个终端应用场景的众多优质客户的储备和合作

关系的绑定。此外，作为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已实现大规模产能投产的企业，发行

人通过一期 4.5GWh 项目的建设和量产运行实现了技术验证并积累了丰富的生

产管理和工艺技术经验。2023 年 7 月，在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和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组织开展的全国首批钠离子电池产品测评中，发行人成

为全国首批钠离子电池测评通过单位之一。因此，发行人具备本次募投项目必要

的实施能力、运营条件和市场技术储备。 

（五）发行人相关产能消化措施及充分性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新增的钠离子电池产能能否得到有效消化主要

取决于技术端（能量密度、循环次数等关键性能参数）的先进性、生产端（产品

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等）的管理能力以及市场端（客户及订单）的拓展能力。因此，

针对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发行人围绕加大力度进行技术研发突破和人

才体系培养、持续加强客户拓展、不断优化生产管理水平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措

施，具体措施如下： 

1、加大力度进行技术研发突破和人才体系培养 

未来，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领域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并将着力于既有

技术路线的提升完善和前瞻性技术的布局两大方面不断强化自身技术优势。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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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技术路线的提升完善方面，发行人将持续开展对层状氧化物、聚阴离子等正极

材料及硬碳负极材料的性能提升的研发，同时不断加强对电芯生产技术和工艺的

完善，从而持续提升产品性能参数、生产效率和成本管控能力。在前瞻性技术布

局方面，发行人将保持行业敏感度，并积极和高校、研究院所等外部机构保持良

好的沟通和合作渠道，大力开展对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在钠离子电

池领域运用的研发，确保发行人在相关领域保持技术先进性和产品竞争力。 

此外，发行人也将持续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入等方式充实和完善现有的钠

离子电池领域人才体系，并通过实施创新激励机制等方式增强技术团队凝聚力和

向心力，为公司保持技术优势和促进产能消化提供坚实保障。 

2、持续加强客户拓展，利用各项优势形成客户粘性 

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下游主要应用于储能、低速电动车和电动工具等领域，

产品能否契合终端客户需求、解决终端客户痛点系产能消化的重要前提之一。未

来，发行人将持续加强开展与相关领域终端客户的产品共同开发、样品测试和市

场拓展工作，充分挖掘客户潜力，不断强化并利用发行人在钠离子电池产品产业

化进度、产能规模、技术路线多元性、产品性能参数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客户粘性，

同时加强销售团队及品牌形象建设、拓展销售渠道，从而持续推动新客户的开发，

助力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有效消化。 

3、不断优化生产管理水平，确保生产稳定性和交付及时性 

在钠离子电池领域，产品一致性和生产稳定性水平对于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

和降低成本具有重要影响。未来，发行人将进一步提升设备的自动化水平以及各

工序的自检能力、品控能力，不断优化整体生产管理水平和电芯、正极材料、负

极材料等多事业部间的协同水平，提升产品质量把控的准确度和精细度，确保生

产稳定性和交付及时性，提升客户满意度，促进新增产能的有效消化。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确保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

有效消化，相关产能消化措施覆盖了技术端、生产端和市场端的全过程，具有充

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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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提示情况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风险”中补充披露了相关风险，具体如下：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钠离子电池制造二期 5.5GWh 项目”已经

过了审慎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且已取得了现阶段必备的生产经营许可和业务资质，

但考虑到钠离子电池系二次电池领域新兴产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因下

游应用场景需求不及预期、技术路线受到替代、生产工艺流程不能满足产品要求、

受到其他竞品电池品种的竞争、产品无法及时获得认证、客户认证及拓展进展不

及预期、相关设备及原材料市场供应紧缺、后续相关必要资质不能及时办理、核

心技术人员流失、外部产学研合作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等因素而给本次募投项目的

实施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六、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产能消化风险”中补充披露了相关风险，具体如下： 

“尽管发行人已就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在技术、人才、市场、客户等方面

进行了充分的储备并围绕技术端、生产端和市场端制定了一系列产能消化措施，

但本次募投项目未来仍存在因下游应用场景需求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客

户及市场拓展进展不及预期、发行人产能爬坡进度不及预期等原因而导致新增

产能无法得到有效消化的风险。” 

二、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再融资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要求，

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实施风险及产能消化风险 

（一）本次再融资符合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要求 

1、发行人业务全面转型的背景及双主业发展战略方向 

在消费电子板块，发行人自 2007 年设立以来经过十余年的深耕，从一家以

笔记本电脑键盘薄膜开关线路板（MTS）为主要产品的企业，通过不断丰富产品

线和拓展产业链，先后新增笔记本电脑键盘背光模组所用的 FPC 产品和笔记本

电脑触控板等产品，成功进入了笔记本电脑整机制造商的供应链，有效地拓展发

展空间。自 2017 年完成 IPO 并登陆资本市场以来，发行人先后通过并购重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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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投入成功实现了由笔记本电脑键盘零组件制造商向各类电脑键盘等

输入性设备制造商的转型，并同步完成了 FPC 产品线的高端化升级和品类的扩

充，有效地推动了公司成为横跨全系列键盘领域的专业供应商和细分领域的中国

大陆龙头企业。通过上述横跨产业链纵向和横向的拓展和发展，发行人消费电子

板块经营规模自上市以来持续稳健增长，营业收入从上市首年（2017 年）的 6.69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19.9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亦从 2017 年的 7,074.47 万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17,106.17 万元，在不断实

现股东权益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为经济和社会创造了良好效益。 

然而，公司所处的消费电子零组件行业系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电脑键盘等

细分行业的市场产能较为饱和，龙头企业的竞争格局和市场份额较为稳固，因此

短期内经营业绩的大幅增长空间较为有限。同时，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由于直接面

向广大消费者，其市场需求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消费者消费意愿等因素影响呈现

一定的周期性特征。以公司消费电子板块产品下游主要运用的 PC 为例，其全球

出货量于 2021 年达到多年来的高峰 34,880 万台后自 2022 年起呈现持续回调的

趋势。此外，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持续波动，亦使得以美元结算为主的消

费电子零组件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抵御宏观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同时打造公司未来第

二成长曲线，发行人自 2022 年起经过审慎的可行性分析决定向新能源领域转型

并启动钠离子电池一期项目的建设投入。2022 年 6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投资设立钠电科技等议案，明确了

公司将基于战略整体布局推进在钠离子电池新领域的发展，从而实现长期战略发

展目标。 

截至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钠离子电池已建成一期 4.5GWh 产能，

已实现钠离子电池的量产交付和成规模且高增长的收入，产业化进度在钠离子电

池行业内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且系全国首批钠离子电池测评通过单位之一，成功

达成了转型新能源领域后的首个重要里程碑。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钠

离子电池板块固定资产净值约为 58,865.47 万元，占合并报表固定资产净值的比

重约为 45.79%，已成为发行人资产规模最大的业务板块之一，充分体现了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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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业务转型的决心和重点发展方向。结合前文的分析，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业务已

具备完善的内部人才团队、外部产学研合作体系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核

心技术体系，同时利用在产业化进度方面的领先优势实现了涵盖多个终端应用场

景的众多优质客户的储备和合作关系的绑定，完成了人才、技术、资产以及市场

等重要生产要素的积累，形成了发行人的重要主业之一。 

未来，发行人将持续贯彻“消费电子+新能源”双轮驱动的长期发展战略，

在消费电子板块保持稳健经营的同时，集中各项资源推进作为发展新基石的新能

源（钠离子电池）板块的快速成长，向成为钠离子电池领域龙头企业的目标不断

迈进。 

2、发行人本次再融资符合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要求 

综上所述，发行人于 2022 年即明确了消费电子零组件和新能源（钠离子电

池）双主业经营的发展战略，其中钠离子电池板块系发行人增强抗风险能力、提

升业绩增长空间、实现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未来重点发展领域。发行人自

2022 年起集中各项资源向钠离子电池业务倾斜并已就钠离子电池一期项目开展

了大规模的投资，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业务已实现成规模且

快速增长的销售收入且板块固定资产规模已占合并报表固定资产规模较大比重，

同时发行人已完成钠离子电池业务的人员、技术以及市场等重要生产要素的积累，

因此发行人主营业务已形成了消费电子零组件板块和钠离子电池板块双轮驱动

的战略格局。发行人本次再融资募集资金投向的“钠离子电池制造二期 5.5GWh

项目”系对现有钠离子电池业务产能的扩充布局，符合《注册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要求。 

（二）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风险及产能消化风险 

如前文所述，发行人已具备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所需的人才、技术、市场及客

户等方面的储备，同时发行人已通过一期 4.5GWh 项目的建设和量产运行实现了

技术验证并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管理和工艺技术经验，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实现钠

离子电池规模化量产的企业且生产的钠离子电池已获得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等权威机构的测评通过，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和产能消化不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但考虑到钠离子电池系二次电池领域新兴产品，本次募投项目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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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因下游应用场景需求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技术路线受到替代、生产工

艺流程不能满足产品要求、受到其他竞品电池品种的竞争、产品无法及时获得认

证、客户认证及拓展进展不及预期、相关设备及原材料市场供应紧缺、后续相关

必要资质不能及时办理、发行人产能爬坡进度不及预期等因素而给项目顺利实施

及新增产能消化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已就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建设及投产计划以及充分的产能消化措施，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风

险及产能消化风险整体较为可控。 

（三）风险提示情况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风险”中补充披露了相关风险，具体如下：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钠离子电池制造二期 5.5GWh 项目”已经

过了审慎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且已取得了现阶段必备的生产经营许可和业务资质，

但考虑到钠离子电池系二次电池领域新兴产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因下

游应用场景需求不及预期、技术路线受到替代、生产工艺流程不能满足产品要求、

受到其他竞品电池品种的竞争、产品无法及时获得认证、客户认证及拓展进展不

及预期、相关设备及原材料市场供应紧缺、后续相关必要资质不能及时办理、核

心技术人员流失、外部产学研合作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等因素而给本次募投项目的

实施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六、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产能消化风险”中补充披露了相关风险，具体如下： 

“尽管发行人已就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在技术、人才、市场、客户等方面

进行了充分的储备并围绕技术端、生产端和市场端制定了一系列产能消化措施，

但本次募投项目未来仍存在因下游应用场景需求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客

户及市场拓展进展不及预期、发行人产能爬坡进度不及预期等原因而导致新增

产能无法得到有效消化的风险。” 

三、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制造业务，是否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是否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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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钠离子电池制造二期 5.5GWh 项目”的主要产品包括

圆柱形及方形钠离子电池，技术路线包括“层状氧化物正极+硬碳负极”及“聚

阴离子正极+硬碳负极”，具体终端拟应用场景如下所示： 

技术路线 产品形态 
年产能

（GWh） 
主要应用场景 

正极：层状氧化物 

负极：硬碳 

圆柱形电池 3.0 二轮电动车、乘用车、电动工具等 

方形电池 1.5 储能、工程机械、乘用车等 

正极：聚阴离子 

负极：硬碳 
方形电池 1.0 长循环、高功率储能等 

合计 5.5 -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拟生产的“层状氧化物正极+硬碳

负极”电池下游应用场景较为广泛，覆盖二轮电动车、乘用车、电动工具、储能、

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自启动在钠离子电池领域的投资布局以来，发行人持续积

极与多家国内、国际知名汽车品牌企业开展样品开发与测试工作，凭借在镍基氧

化物和硬碳结构调控、界面构造等方面的持续技术突破和完善，发行人钠离子电

池目前在实验室层面已能达到约 170Wh/kg 的能量密度，接近市场上主流磷酸铁

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因此发行人将乘用车领域规划为了本次募投项目（二期项目）

的下游覆盖领域之一。 

作为电化学领域的新兴电池产品，钠离子电池产业化的推进有利于缓解目前

锂电池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需紧张的现状、助力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消纳，

对实现“双碳”具有战略意义，近年来受到政府多项产业政策的鼓励和支持。2021

年 10 月，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等 9 部门发布《“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

划》，提出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装备攻关，明确要研发储备钠

离子电池等高能量密度储能技术；2022 年 1 月，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十四五”

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技术攻关，构建新型储能创新体系，加大

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力度，在推动多元化技术开发方面明确要开展钠离子电池等关

键核心技术研究；2023 年 1 月，工信部、科技部等 6 部门发布《关于推动能源

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在钠离子电池方面要聚焦电池低成本和高安全

性，加强相关主材和辅材的研究，加快钠离子电池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应用。 

而在乘用车等交通工具的应用方面，工信部于 2021 年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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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 4815 号（工交邮电类 523 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明确表

示“促进性能优异、符合条件的钠离子电池在新能源电站、交通工具、通信基站

等领域加快应用”。 

新能源乘用车领域主要由工信部负责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

理，其制定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对在我国境内生产新

能源汽车的企业，及其生产在境内使用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活动进行规范，并通

过每月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的形式

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类型实施准入管理，未列入公告产品类型的汽车生产企业

不得生产、销售。因此，尽管发行人生产和销售钠离子电芯除建设项目备案、环

评等常规审批外不存在其他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的情

形，但与发行人合作的符合新能源汽车准入条件的汽车生产企业在正式生产搭载

发行人所生产钠离子电池产品的汽车型号前需满足储能装置（单体、模块）等检

验项目的依据标准，并完成相关具体汽车型号在《公告》中的列入。2023 年，

工信部发布的第 372 批《公告》中已列入了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奇瑞牌纯电动轿车和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旗下的羿驰牌纯电动轿

车 2 款搭载钠离子电池的汽车产品，标志着钠离子电池在乘用车上的应用和推广

已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新能源乘用车系本次募投项目所生产钠离子电池的拟应用领域之

一。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产业化及其在乘用车等交通工具领域的应用属于政府产业

政策指导和鼓励方向。发行人生产和销售钠离子电芯除建设项目备案、环评等常

规审批外不存在其他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的情形。除需

将相关汽车型号列入工信部定期发布的《公告》中外，下游汽车生产企业生产和

销售钠离子电池乘用车不存在其他需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事项，部分搭载钠离

子电池的乘用车产品已被列入工信部近期发布的《公告》。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就问题 1 之（1），保荐机构履行的核查程序：查阅了 2023 年 1-6 月发行

人钠离子电池的销售明细；查阅了 2023 年 1-6 月发行人钠离子电池的生产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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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查阅了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15 日发行人钠离子电池的生产入库明细；查阅

了发行人与钠离子电池客户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试样（保密）协议、意向采购

协议、销售订单等合同；查阅了发行人最新的花名册；查阅了与产学研合作相关

的外部合作协议；查阅了发行人钠离子电池板块最新的专利清单及相关证书；与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钠离子电池板块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2、就问题 1 之（2），保荐机构履行的核查程序：查阅了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固定资产明细等财务资料；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钠离子电池板块

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3、就问题 1 之（3），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查阅了本次

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财务测算资料；查阅了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

相关实验室数据结果；查阅了与钠离子电池相关的产业政策及工信部发布的相关

《公告》。 

二、核查意见 

1、经核查问题 1 之（1），保荐机构认为：2023 年 1-6 月，发行人钠离子电

池业务已实现成规模的收入且处于快速增长趋势；发行人各类钠离子电池产品均

根据既定的产能爬坡规划如期实现了良好的产能爬坡进度；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

品大额在手订单和意向订单较为充足，下游客户拓展和储备效果良好；发行人钠

离子电池板块已建立了成熟的内部技术团队和核心人员体系并持续扩大，同时辅

之于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外部技术力量，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核心技

术体系，为发行人实现技术发展、人才培养和业务发展的良性循环奠定了良好基

础；发行人具备本次募投项目必要的实施能力、运营条件和市场技术储备；发行

人已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确保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有效消化，相关产能

消化措施覆盖了技术端、生产端和市场端的全过程，具有充分性。 

2、经核查问题 1 之（2），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已形成了消费电

子零组件板块和钠离子电池板块双轮驱动的战略格局，本次再融资募集资金投向

的“钠离子电池制造二期 5.5GWh 项目”系对现有钠离子电池业务产能的扩充布

局，符合《注册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要求；发行

人本次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的实施风险及产能消化风险，但整体较为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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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核查问题 1 之（3），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新能源乘用车系本

次募投项目所生产钠离子电池的拟应用领域之一。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产业化及其

在乘用车等交通工具领域的应用属于政府产业政策指导和鼓励方向。发行人生产

和销售钠离子电芯除建设项目备案、环评等常规审批外不存在其他需要履行国家

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的情形。除需将相关汽车型号列入工信部定期发

布的《公告》中外，下游汽车生产企业生产和销售钠离子电池乘用车不存在其他

需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事项，部分搭载钠离子电池的乘用车产品已被列入工信

部近期发布的《公告》。 

其他问题 

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等情况，请保荐人

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

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书面说明。 

【回复】 

一、发行人自查情况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于 2023年 4月 25日获深圳证券交易所

受理。自本次发行申请受理日至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持续关注媒体

报道，通过网络检索等方式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的媒体报道情况进行了自查。

经自查，发行人不存在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重大舆情。 

二、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通过网络检索等方式检索发行人自本次发行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至

本审核问询函回复出具日相关媒体报道的情况，查看是否存在与发行人相关的重

大舆情或媒体质疑，并与本次发行相关申请文件进行对比。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自本次发行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以来，

不存在属于社会关注度较高、传播范围较广、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舆情或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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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疑。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中与媒体报道关注的问题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与发行人本次发

行相关的媒体报道等情况，如果出现媒体对该项目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提出质疑的情形，保荐机构将及时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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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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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蔡  城               程  蒙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目  录
	问题1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钠离子电池相关收入情况、相关产品产量、产能及利用率、收入及占比情况，主要客户情况，相关订单情况，钠离子电池制造业务的技术、人员的来源，目前是否已具备钠离子电池项目必要的实施能力、运营条件、市场技术储备，产能消化措施是否充分
	（一）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的收入情况及相关产品产量、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收入及占比情况
	（二）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主要客户及相关订单情况
	（三）钠离子电池制造业务的人员、技术的来源
	（四）发行人已具备钠离子电池项目必要的实施能力、运营条件、市场技术储备
	（五）发行人相关产能消化措施及充分性
	（六）风险提示情况

	二、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再融资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要求，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实施风险及产能消化风险
	（一）本次再融资符合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要求
	（二）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风险及产能消化风险
	（三）风险提示情况

	三、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制造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意见


	其他问题
	一、发行人自查情况
	二、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