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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7,000.00 万元（含本数），募集

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投资于宁夏欧晶科技绿色可再生能源太阳能

和半导体直拉单晶硅用石英坩埚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宁夏石英坩埚一期项

目”）、宁夏欧晶科技绿色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级直拉单晶硅用石英坩埚产业化二期

项目（以下简称“宁夏石英坩埚二期项目”）和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

（以下简称“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利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宁夏石英坩埚一期项目 15,000.00  7,612.58  

2 宁夏石英坩埚二期项目 28,500.00  25,288.42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4,099.00   14,099.00   

合计 57,599.00  47,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金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

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宁夏石英坩埚一期、二期项目 

1、项目概况 

（1）宁夏石英坩埚一期项目 

项目总投资为 15,000.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7,612.58 万元。项目计划建设

石英坩埚熔制线 8 条，并引进自动切边、检测及清洗包装设备及其他配套设备设

施。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太阳能级石英坩埚及半导体级石英坩埚产能 8 万只/年。 

（2）宁夏石英坩埚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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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为 28,500.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25,288.42 万元。项目计划建设

约 1.79 万平方米厂房，建设石英坩埚熔制线 10 条，并引进自动切边、检测及清

洗包装设备、智能仓储及其他配套设备设施。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太阳能级石英

坩埚产能 10 万只/年。 

宁夏石英坩埚一期项目、宁夏石英坩埚二期项目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公司制

造能力，扩大高品质、大尺寸石英坩埚的生产规模。项目建成后，公司的产品结

构和产品体系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2、项目必要性 

（1）满足下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需要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推进，光伏产业发展迅速，我国硅片产量已连续多年保

持高速增长态势，根据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2022-2023 年）的数据显示，

2022 年全国硅片产量约为 357GW，较 2021 年约 227GW，同比增长 57.5%，旺

盛的下游市场需求有力地带动了石英坩埚行业的快速发展。此外，光伏硅片 N 型

化及大尺寸化的发展趋势，对配套石英坩埚的纯度和尺寸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为积极响应市场需求，公司计划在宁夏新建直拉单晶硅用石英

坩埚生产项目，进一步扩充石英坩埚产能，满足下游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与此

同时，本项目将引进先进的产线，持续提升坩埚纯度及尺寸以适应下游行业的变

化趋势。预计项目的实施将扩大公司大尺寸石英坩埚产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

份额，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通过自动化赋能，满足大尺寸石英坩埚的制造要求 

本项目拟通过自动化及信息化为公司石英坩埚生产赋能，提高产品质量及其

稳定性。一方面，项目通过先进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的引进，实现石英坩埚生

产流程自动化，不但可进一步提升石英坩埚品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时，随着

产品尺寸、厚度及重量的不断增大，生产流程的自动化也有助于减少产品的人工

搬运，降低石英坩埚在生产过程中损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项目通过产线设备

的串联和通讯实现生产及设备数据信息的在线传递和追溯，分析生产过程的数据，

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产品质量等问题。项目的实施后，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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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显著提升。 

（3）成立检测实验室，优化产品检测及质量控制体系，巩固公司技术工艺

优势 

检测流程对于石英坩埚产品的进度管理、质量控制、原材料管理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与外检相比，自检周期短、成本低，且检出效率高，有助于技术部门

基于已检数据及时科学地调整原料配比，减少因此造成的生产延误和坩埚品质不

良的风险。同时，组建实验室可以提高技术部门进行新品验证和原料配方更新的

效率，进一步提升坩埚质量和竞争力。此外，对于现场来料品质监控，实验室检

测可以及时出具检测报告，对不合格的原料进行处理，降低产品质量低劣损失，

并给予供应商针对性建议，促进其产品品质和批次稳定性提升，从而实现供应链

的优化和协同发展的目标。 

3、项目可行性 

（1）单晶硅材料市场需求的增长为产能消化提供保障 

近年来，光伏、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驱动单晶硅材料需求快速增加，带来

石英坩埚等上游配套行业的需求迅猛增长。 

光伏市场方面，2022 年全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 87.4GW，同比上升 59.3%。

累计光伏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392.6GW，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同年

光伏发电量为 4,2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0.8%，约占全国全年总发电量的 4.9%。

预计 2023 年光伏新增装机量超过 95GW，累计装机有望达到约 487.6GW。 

伴随着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的快速提升，从 2020 年底至今，我国硅片产能持

续扩张，根据工信部数据，2022 年我国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再创新高，行业总

产值突破 1.4 万亿元。其中，硅片产量为 357GW，同比增长 57%。除 TCL 中环、

隆基绿能两家龙头企业之外，近两年硅片行业涌入一大批新面孔，据国际能源网

/光伏头条统计，2022 年计划或者在建的硅片项目多达 30 余个，总规模超过

500GW。光伏产业高速发展展现出对上游石英坩埚配套的强劲需求。 

同时，在半导体领域，随着国内晶圆厂的兴建，终端带动需求的增加。目前

我国半导体在整条产业链上均已实现各类型产品的基本覆盖，并开始重点突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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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高端半导体硅材料领域的技术瓶颈。根据 Gartner 数据，2021 年全球半导体市

场规模达 5,9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3%。5G 及汽车电子的发展有望带动半导体

行业进入新的增长期。2021 年全球半导体级单晶硅片出货量达 141.65 亿平方英

寸，同比增长 14.23%；2022 年全球半导体级单晶硅片出货量达 147.13 亿平方英

寸，同比增长 3.87%，同年销售额达到 1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综上，下游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为本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为项

目产能消化提供有力的市场保障。 

（2）全球光伏产业政策和技术进步推动行业持续发展 

当前全球能源危机和地缘政治加大了世界各国向清洁能源转型的紧迫性，各

国政府持续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和支持。例如，欧洲联盟提出了“REPower 

EU”计划，计划到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 45%。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

洲廉价、安全、可持续能源联合行动》方案明确强调加快新能源建设，2021-2030 

年欧盟新增光伏目标为 420GW，较以前年度增速加快。与此同时，我国发布的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

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这些政策措施将会为光伏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促进全球光伏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除了政策支持外，光伏发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光伏发电成本快速降低，

成为光伏产业快速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商业用电和居民用电领域已实现平价上网。我国也逐步推动光伏产业的升级，

降低光伏产业对政策的依赖，推动企业提效降本，让市场驱动成为光伏行业发展

的最主要驱动因素。与此同时，光伏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为经

济发展和就业创造了巨大动力。未来，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光伏产业有望进一步快速发展。 

（3）完善的质控体系为项目顺利实施打下基础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石英制品业务，在高品质、大尺寸石英坩埚制

造领域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石英坩埚产品可支持在高温下连续拉制大尺寸单晶

硅棒的需求。在多年的生产运营经验基础上，公司制定了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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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几方面保证产品质量： 

从源头把控原材料纯度。石英砂是制备石英坩埚的主要原材料，是坩埚纯度

的基础。原料杂质的引入一方面影响石英坩埚的强度，高温时易变形，另一方面

会导致石英坩埚在本体上析晶，最终阻断正常拉晶。公司产品采用优质进口高纯

石英砂，从原料开始把控产品质量。 

完善的质量控制制度。公司通过了 ISO 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对材料、制程、检验、包装出场等每一个生产环节设定标准规范，并严格根据产

品质量标准执行原材料质量检验、生产过程中质量检验、成品检验和质量异常处

理及跟踪，在制度上有效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 

多环节、全方位提升产品质量。公司生产技术成熟，在产品制造工艺、设备

配置、模具寿命等方面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此外，公司还定期对员工进行技术

培训及指导，以保证各个环节生产工艺水平的稳定性。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上，

公司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提升，使产品的质量和客户满意度长期保持在行业

较高的水平。 

4、项目投资测算及经济效益情况 

（1）宁夏石英坩埚一期项目 

项目总投资 15,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7,612.58 万元，项目税后内部

收益率为 32.92%，税后投资回收期（静态）为 5.39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2）宁夏石英坩埚二期项目 

项目总投资 28,5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5,288.42 万元，项目税后内部

收益率为 31.85%，税后投资回收期（静态）为 5.52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5、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宁夏石英坩埚一期项目已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经济发展服务局备案，取得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关于本项目的环评批复文件。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宁夏石英坩埚二期项目已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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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经济发展服务局备案，环评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综合考虑了行业现状、财务状况、经营规模、市场融资环境以及未来战

略规划等自身及外部条件，为满足经营规模和主营业务增长的需要、增强资金实

力支持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4,099.00 万

元。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补充流动资金，缓解资金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迅速，随着未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

司营业规模将进一步快速增长，应收账款、存货等占用的资金将保持同步增长，

公司资金需求量将逐步增长。 

（2）日益增长的采购需求也需要流动资金提供支持 

随着公司新签订单的逐年增加，生产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采购金额也

大幅增加，流动资金需求亦日益增长。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资金需求量也将逐

渐上升。 

（3）为公司推进业务战略布局提供资金保障 

公司稳步实施各项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有效地推动了公司的研发、生产、

销售等方面的优化，实现了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资源投

入，推进各项业务的战略布局，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业务战略布局的顺利实施和稳步

推进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4）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公司面临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市场竞争风险等各项风险因素。当风险因素给

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时，维持一定的流动资金水平可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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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此外，当市场环境较为有利时，维持一定的流动资金水平有助于公司抢占

市场先机，避免因资金短缺而失去发展机会。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

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有利于提高公司综合实力，对公司战

略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项目完成后，公司将深化产品布局，提高品牌影响力和

综合竞争力，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将相应提高，营运资金得到补充，公司

的资金实力将有所增强。随着未来可转债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将逐步降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随着募投项目建设完毕并逐步实现预设目标，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将

得到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实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

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对公司发挥自身优

势快速布局新能源行业，保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产品的及时交付，提高市场影

响力，增强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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