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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作为航天宏

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宏图”、“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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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

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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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航天宏图重

新论证募投项目可行性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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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755号），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 1,008.80万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88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742.58万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9,137.4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2）

第 110C000749 号）。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

部存放于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本次公司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交互式全息智慧地球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 121,851.02 70,880.00

补充流动资金 30,400.00 30,000.00

合计 152,251.02 100,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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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可转

债募投项目“交互式全息智慧地球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进行延期，即由原计划的 2025年 5月延期至 2026年 5月。

三、对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交互式全息智慧地球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于 2022年备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为 33.08%，募投项目推进进度较规划

有所放缓。主要系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变化，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正在逐步落

地，目前相关软件生态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显著高于无人机等硬件设备制

造的市场需求。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适当减缓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以更

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需求调整。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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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交互式全息智慧地球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进行了重新论

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继续实施“交互式全息智慧地球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论证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空天信息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得益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增强

现实、5G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各地各部门正在通过多种手段，不断探索建设

城市空间数字基底的最佳路径。公司已经规划自主运营的高分辨率遥感 SAR卫

星星座，同时已接入多颗高分辨率光学卫星的数据源，但由于产业数字化转型依

赖更高精度、更高频次的数据，因此仅仅使用遥感卫星在观测能力上存在分辨率

不高、受过境等因素限制等问题。与航天遥感相比，航空遥感系统具有自主性强、

信息维度广、数据精度高、综合效率高、使用灵活方便等优点，本项目在卫星遥

感基础上发展低空遥感，定制化研发无人机、建立生产线，强化公司产业链和创

新链的建设，提升行业地位。以及航天与航空遥感数据，构建混合现实智慧地球，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国发展低空经济、数字

经济、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1）助力中国低空经济的规模化应用和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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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在低空经济发展方面出台多项政策，不断完善顶层设计。2024

年 3月“低空经济”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2024年 7月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2024年 11月第十五届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低空经济馆”大放异彩。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低空

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推动低空经济安全健康发展”，并纳入新

质生产力培育范畴，强调技术、场景与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地方在促进低空经

济发展方面也进行着创新与探索。2024年以来，中国已有近 30个省份发展低空

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或出台相关政策。北京、上海、杭州、合肥等 15个

城市与企业携手共建低空经济生态圈，计划到 2025年打造涵盖低空飞行路线、

低空应用示范区等多个领域上百个示范项目。政策环境持续优化，低空经济从概

念走向现实，从“空中飞”走向“落地用”，迎来了快速发展机遇。

（2）满足政府治理管理、产业数字化转型对空天信息的应用需求

本项目基于空天信息打造沉浸式的智慧地球，构建交互式全息智慧地球应用

服务平台，从二维走向三维，从立体走向沉浸式体验，是实现智慧化的重要设施

和基础能力。本项目能够满足政府治理管理需求，服务于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数字流域等领域，同时面向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数据智能化、交互式应用服

务的迫切需求，可服务于石油、电力、基建、金融、保险、文旅生活等面向企业

和个人的新型应用，探索数字经济多元应用场景。项目市场前景较好，根据中研

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2025-2030年中国低空经济行业市场现状调查及未来发展

趋势预测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达 5,059.5亿元，增速

达 33.8%。报告预测 2024年中国市场规模将达到 6,702.5亿元至 9,702.5亿元不

等，而到 2025年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增长至 1.5万亿元。

（3）公司打造“空天信息商业应用引领者”的必然途径

航天宏图作为国内领先的卫星运营与应用服务提供商，拥有海量卫星数据资

源以及数据处理分析挖掘的核心技术和研发基础，具备形成空天地一体化数据感

知体系的先天优势。通过本项目布局航空遥感数据获取，实现对地观测从亚米级

到厘米级的跨越式发展，进一步完善空天地数据产业链；瞄准数字孪生、人工智

能等先进信息技术和对地观测与导航领域的学科交叉发展趋势，探索交互式全息

智慧地球的云服务模式，除政府之外，面向企业和公众开展精细化的信息服务，

构建 B端和 C端用户服务体系；进一步拓展空天信息商业应用领域，保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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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优势。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公司已积累了丰富的实施经验

公司主营业务为遥感及北斗导航卫星应用系统设计开发及数据分析应用服

务，面向自然资源、国土测绘、交通水利、减灾应急等行业，承接和参与了一系

列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实施经验较为丰富。目前本项目已完成相关生产基地建设，

具备 U15、U28等型号无人机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已初步形成多维数据采集能力

和数字孪生平台底座搭建，为继续实施奠定了较好基础。

（2）公司拥有专业的人才队伍

公司拥有一支贯穿研发、生产、销售、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专业团队，设立了

无人机事业部、空间规划事业部、测绘事业部、虚拟仿真事业部、数字孪生事业

部等部门，在无人机、实景三维、混合现实技术应用方面具有较强的建设、管理、

运营能力；并建立了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有针对性地培养和引进遥感应用产业

领军人才和地理信息、测绘技术人才。

（3）经费保障

公司已设立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规范项目经费管理，能够保障项目继续实施

的建设投资。在效益预测方面，公司主要客户为政府部门、大型国企、特种单位，

该类客户的业务多具有连续性。本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布局，由遥感卫星

数据应用拓展至卫星遥感和航空遥感相结合的空天数据一体化应用，公司积累的

客户资源将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市场开拓和效益实现提供良好保障。

四、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公司对上述募投项目重新做了研究和评估。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该项目的推

进既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又与公司核心战略方向保持战略协同，持续投入仍具有

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

行合理安排，确保项目推进节奏与市场机遇、战略目标同频共振，以实现公司利

益最大化。

五、本次继续实施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交互式全息智慧地球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的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

是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公司自身战略等因素作出的谨慎决定，将有效支

撑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构建。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未改变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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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六、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

2025年 5月 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投资项目“交互式全息智慧地

球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事宜。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

2025年 5月 30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

续实施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经表决一致同意推进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方案调整工作。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系根据

公司目前业务发展所需做出的决策，未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资金

投向及使用安排等核心要素的变更，该事项属于董事会、监事会审批权限范畴，

且决策流程已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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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监管规范要求履行，决

策机制完备有效，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及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要求。综上，保荐

机构对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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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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