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昊

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海生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负责昊海生科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并出具本 2020 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

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

制度，已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了

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该

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

权利义务。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

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日常

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等方式，了

解昊海生科经营情况，对昊海生科开

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

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  

经核查，公司未发生相关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

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

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经核查，公司未发生相关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经核查，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心技术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

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并能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

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

行为规范等。  

公司已建立并有效执行相关制度、规

则、行为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

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

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

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公司已建立并有效执行相关制度、规

则。  

9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

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

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已建立并有效执行相关制度，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

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

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按要求进行审阅，不存在应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11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

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

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

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按要求进行审阅，不存在应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12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

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

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未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  

13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

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按期履

行相关承诺。  

14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

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

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公司的报道，公司

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

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告。  

15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市公司做出

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

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

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

人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公司未发生相关情况。  

16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

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

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7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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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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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或者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相关

情况，不存在需要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的情形。  

18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等。 经核查，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相关规定和相关协议的约定，

进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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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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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0 年 8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投资基金变更有限合伙人及相关事

项的公告》，公告了长兴桐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兴桐睿”）

引入有限合伙人以及出资额变更的事宜。长兴桐睿目前尚无确定的投资标的，

未来投资本金回收具有不确定性。2020 年 8 月 24 日，保荐机构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监管部出具的《关于督促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履行持续督

导职责的监管工作函》，要求保荐机构严格按照相关规则要求，落实持续督导责

任，监督上市公司相关决策的规范性，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投资进展。 



就该投资基金事项，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已通过书面及口头的方式督促

上市公司重点关注相关事项，严格按照相关规则和制度履行内部决策，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荐机构将在后续持续督导过程中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 

除上述事项外，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其他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1、核心竞争力风险 

产品的技术先进性是形成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然而，近年来生物医用

材料领域高速发展，技术能力不断升级迭代。若未来在公司产品的适应症领域，

国际或者国内出现突破性的新技术或新产品，而公司未能及时调整技术路线，

可能导致公司技术水平落后，从而对产品市场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为维持并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持续围绕人工晶状体及视光材料、

医用几丁糖、医用透明质酸钠/玻璃酸钠和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四大技术研发平

台，进行相关领域的新产品开发。然而，生物医用材料研发具有周期长、技术

难度高、资金投入大、附加值和回报高、产品市场生命周期长等特点。若研发

项目不能形成研发成果，或者开发的新产品市场接受程度未达预期，将对公司

长期的核心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盈利水平及经营业绩产生不确定性。 

2、经营风险 

近年来，由医药产品安全引发的不良反应事故受到全社会的密切关注。若

公司未能严格遵循生产安全制度，导致公司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者不良反应，

可能使公司面临赔偿、产品召回以及被行政处罚的风险，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

声誉造成不利影响。 

当前，公司主要业务领域具有市场前景广阔、产品毛利水平较高的特点。

但这也会吸引新的资本进入这些领域，中长期会加剧市场竞争，公司存在因市

场竞争加剧而影响市场占有率、毛利率水平，进而影响盈利能力的风险。 

为完成公司的产业链布局，公司围绕主营业务进行了多次上下游产业并购，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誉。若未来收购的企业或业务的整合效果不能达到预期，

运营情况发生不利变化，或将导致公司就并购产生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对公

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3、行业风险 

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逐步深入，涉及药品以及医疗器械的审批、

注册、制造、包装、许可及销售等各个环节，基本药物目录、医保目录、“两票

制”、带量采购等重大行业政策陆续出台。如果公司未能及时根据医药行业不断

推进的监管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公司合规成本增加、产品需求减少，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4、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业绩增长部分受益于中国居民支付能力、健康意识的提高，继而体现

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持续增长上。若未来生物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放缓，或者

发生对生物医药行业不利的药品质量或者安全相关的公众事件导致行业整体形

象受到影响，可能导致市场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放慢，从而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国际化是公司发展的重点战略之一，公司已于境外收购了多家企业以推进

先进技术、产品向国内转移。如果境外业务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产业

政策或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因国际关系紧张、战争、贸易制裁等

无法预知的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而导致境外经营状况受到影响，将可能给公司

境外业务的正常开展和持续发展带来潜在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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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2020年1-6月） 

上年同期 

（2019年1-6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95,964,161.43 785,315,475.03 -3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527,226.38 182,567,998.36 -8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829,874.35 183,893,215.85 -9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571,127.56 131,910,848.37 -69.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95,682,883.56 5,454,779,644.49 -2.92 

总资产（元） 6,178,512,130.44 6,151,869,396.17 0.43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2020年1-6月） 

上年同期 

（2019年1-6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1.14 -86.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1.14 -86.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 1.15 -9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4.97 减少4.46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14 5.01 减少4.87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1.41 6.53 增加4.88个百分点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6.85%，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各地实施严

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医疗机构门诊量及手术量锐减，同时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生

产经营也受到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的影响，导致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84.92%，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

同时各项经营费用支出仍维持相对高位，导致净利润的收窄。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95.74%，

主要系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影响，以及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收益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69.24%，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

的影响，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随之下降。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加

大了应收账款回收的力度，部分抵消了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带来的经营性现金流

入下降的影响。 

5、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86.84%，主要系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96.52%，主要系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减少 4.46 个百分点，主要系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4.87 个百分点，主

要系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9、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上升 4.88 个百分点，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525.39 万元，增长 10.24%，同时，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降也导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上升。 

综上，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具备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是一家应用生物医用材料和基因工程技术进行医疗器械和药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围绕医用透明质酸钠/玻璃酸钠和医用几丁糖材

料的特性，研制了应用于眼科、整形美容与创面护理、骨科和防粘连及止血四

大治疗领域的眼科粘弹剂、玻尿酸、骨科关节腔粘弹补充剂、手术防粘连剂系

列产品，并通过人工晶状体及视光材料、润眼液、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

医用胶原蛋白海绵等产品，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上述四大治疗领域的产品布局。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较强的技术优势、产业链整合优势、产品线

组合优势和营销品牌优势等核心竞争优势，构成公司核心竞争力。 

受疫情及春节假期因素影响，公司 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50.79%，净利润为负；二季度已呈现快速恢复的态势，营业收入环比增长

122.86%，且 2020 年上半年净利润已恢复为正。 

综上，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1、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的研发费用为 5,657.3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25.39

万元，增幅为 10.24%；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6.53%增长到本

期的 11.41%。 

2、研发进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获得发明专利批准 1 项，新增申

请发明专利 13 项。同时，公司第三代玻尿酸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88,294,000.00 

减：券商含税承销佣金及保荐费 49,237,114.00 

收到募集资金总额 1,539,056,886.00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146,578,985.00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含税发行费用的金额 4,089,919.91 

减：2019年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支付含税发行费用的金额 8,303,648.02 

减：2019年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1
 189,467,918.83 

减：2020年6月30日投资产品余额2
 1,126,000,000.00 

加：2019年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投资产品收益 26,232,083.33 

加：2019年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利息收入 1,506,642.00 

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92,355,139.57   

注 1：募集资金项目包括上海昊海生科国际医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注 2：公司投资产品系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有 2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人民币元） 
备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36620188000334268 募集资金专户 16,668,375.46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普陀支行 
70100122000146669 募集资金专户 75,686,764.11 - 

合  计   92,355,139.57  



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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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披露情况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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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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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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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及减持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蒋伟、游捷（夫妻），其中蒋伟直接持有公司

股票 44,449,000 股，并通过上海湛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6,471,000 股；游捷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8,800,000 股。本报告期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的持股数未发生变动。蒋伟未在公司任职，游捷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侯永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000,000 股，2019

年度通过参与战略配售新增间接持股 18,242 股。本报告期内持股数未发生增减

变动。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吴剑英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000,000 股， 2019 

年度通过参与战略配售新增间接持股 146,821 股。本报告期内持股数未发生增

减变动。 

公司执行董事陈奕奕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400,000 股，2019 年度通过参

与战略配售新增间接持股 45,771 股。本报告期内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 

公司执行董事、财务负责人唐敏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H 股股票 7,000 股，

2019 年度通过参与战略配售新增间接持股 80,250 股。本报告期内持股数未发生

增减变动。 

公司非执行董事黄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000,000 股，2019 年度通过



参与战略配售新增间接持股 45,606 股。本报告期内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 

公司原独立非执行董事朱勤（于 2020 年 6 月离任）通过长兴桐昊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票：长兴桐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

司股票 3,000,000 股，本报告期内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朱勤持有长兴桐昊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的出资份额。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原非执行董事（其非执行董事的任期为 2014 年 12 月

至 2019 年 6 月）甘人宝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500,000 股，本报告期内持股数

未发生增减变动。 

公司监事会主席、股东代表监事刘远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000,000 股，

本报告期内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 

公司副总经理王文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700,000 股，2019 年度通过

参与战略配售新增间接持股 38,540 股。本报告期内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 

公司职工监事、核心技术人员魏长征先生 2019 年度通过参与战略配售新增

间接持股 9,176 股；公司董事会秘书田敏女士 2019 年度通过参与战略配售新增

间接持股 32,946 股；公司副总经理任彩霞女士 2019 年度通过参与战略配售新

增间接持股 25,694 股；公司副总经理先生张军东先生 2019 年度通过参与战略

配售新增间接持股 69,281 股。本报告期内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 

除上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

有公司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

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注：以上股票未特别注明的均为 A 股股票。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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