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细回复上交所第三轮问询

亿华通：销售具有真实商业背景

本报记者 刘杨

2月11日，亿华通回复上交所第三轮问询，对公司营业收入、研发费用、预计负债、经营业绩等九大问题，做出详细回复。 在第三轮问询中，上交所重点关注了公司销售是否真实、要求公司解释购买商业大巴的目的、未对违约等细节进行明确约定是否有其他利益安排，以及要求其充分披露新能源补贴政策存在退坡风险四方面问题。

亿华通是一家专注于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研发及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本次闯关科创板，公司拟使用12亿元募集资金投向亿华通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基地建设二期工程、面向冬奥的燃料电池发动机研发等项目。

物流车利用率将逐步提升

根据申报材料，亿华通将发动机系统销售给整车厂，由整车厂生产氢燃料电池汽车销售给终端客户，终端客户均为车辆运营公司。 上交所注意到，经保荐业务现场督导发现，终端用户购买装有公司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的物流车后，使用较少。 上交所要求公司结合物流车目前的租赁状态、租金付款情况、里程和租约关系等方面，说明物流车是否实现真实销售，是否应当确认相关销售收入；上述物流车截至目前平均每日行驶里程情况，行驶里程较少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相关销售是否真实销售。

亿华通回复称，公司从燃料电池发动机到整车销售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 水木通达与光荣出行首批投放物流车行驶里程不及预期具有其合理原因解释，其采购氢燃料电池物流车虽出于不同的商业模式，但均与其公司发展脉络、团队背景和决策依据相一致，且各自分别拓展了京东物流、招商局物流集团等国内第一梯队的大型物流集团成为目标客户。

亿华通解释称，水木通达氢燃料电池物流车现阶段利用率水平总体较低，其主要目标客户为京东物流等，已经过京东物流的试用并进入京东物流招采中心商务流程阶段。 随着进入京东物流为代表的绿色物流体系以及加氢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利用率将逐步提升。

据了解，在行业和细分市场发展初期，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需要经过前期上牌、运营许可手续、基础设施协调，尤其是终端市场的客户导入等，导致其投放初期运营里程总体较低，随着业务成熟将逐步提升运营利用率。

而至于光荣出行，亿华通指出，光荣出行是一家刚刚起步投身于车辆运营的企业，于2019年初开始投运了第一批燃料电池物流车，在此期间经历了道路交通运输许可延迟、氢源受限、商务谈判和决策受限等各类情况。 因2019年度取得运营资质时间滞后、经历氢源受限、缺乏运营经验等因素制约，光荣出行该批次车辆并未充分进入运营状态。

解释购买商业大巴的目的

报告期内 ，亿华通销售并用于商业大巴的发动机系统共 200套。 其中，2018年底销售给申龙客车的60套发动机 系统的 最终用 户为光荣 出行。 根 据保荐 业务督 导情况及 保荐机 构说明 ，目前该批 次车辆 正在交 付客户 过程中，尚 无行驶 记录 。 2018年 ，光荣出 行与申龙 客车沟 通制定 了 60台氢燃 料电池 公路客 车推进 计划 ，申龙 客车完 成发动 机备货 后，终端用 户光荣 出行的 交付计划 受到其 自身下 游推广 以及国家 政策调 整的影 响 ，推迟 了整车厂 商交付 的时间 。 对此 ，上交 所要求 亿华通 解释光 荣出行购 买 60台商 业大巴 的目的 ，物流车交 付但商 业大巴 未交付的 原因 ，目 前 60台商 业大巴 的日行驶 里程并 做分析 。

亿华通表示，为了丰富出行应用场景，以及应用新一代大功率燃料电池技术，光荣出行选择了搭载60kW高功率发动机系统的公路客车车型，且同时该车型在下游运营市场可以有效改善用户需求。 随着燃料电池技术进步，对应补贴技术标准相应不断提高，新一代60kW大功率发动机系统产品不仅代表前沿技术，且可以配置9米以上客车，续航里程、座位数量的提升可以更好地解决通勤客户的痛点需求，与同规格9米以上纯电动客车相比不仅性能优势更加显著，且随着纯电动客车补贴退坡其成本亦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此购买60台商业大巴。

至 于 商 业 大 巴 未 能 及 时 交 付 ， 亿 华 通 表 示 ， 上 述 60 辆 燃 料 电 池 商 业 大 巴 已 于 2019 年 12 月 交 付 完 毕 ， 截 至 2020 年 1月 18日 累 计 运 行 约 20 日 ， 该 批 次 累 计 运 行 里 程 23886 公 里 ， 单 车 里 程 达 到 约 20 公 里 / 日 。 该 批 车 辆 刚 刚 投 放 ， 其 利 用 率 提 升 尚 需 经 过 一 定的 市场开 拓和运 营管理周 期。

根据光荣出行出具的说明性文件，由于其交付和运营计划受到其自身在下游推广中的困难以及国家补贴政策进入过渡期的影响，因此推迟了整车厂商生产交付的时间。

据介绍，2019年3月，《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发布，明确2019年3月26日至2019年6月25日为过渡期，过渡期期间销售上牌的燃料电池汽车按2018年对应标准的0.8倍补贴，燃料电池汽车和新能源公交车补贴政策另行公布，由此，业内对过渡期后的补贴支持政策普遍保持观望，但2019年下半年相关政策仍未发布。

公司表示，鉴于后续补贴政策迟迟未能发布，为避免2020年补贴政策进一步退坡的风险，且光荣出行已通过积累市场经验、引进人才和扩充运营管理团队等逐步打磨到位，具备交付运营管理能力，由此交付计划于2019年末完成。

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上交所还质疑，亿华通仅履行60台设备的合同原因及依据，未对质保期、违约等细节进行明确约定的原因，是否有其他利益安排。

对此，亿华通解释称，供应商认证需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认证周期，亿华通自2016年成为开发供应商，同年燃料电池汽车开始批量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都需要经过示范运营的过程。 北汽福田于2016年致力于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当年签订总量为100台的采购合同，由此引起业内关注，更多是出于对行业的推广考虑。 后续受到实际推广不及预期的影响，相应将实际执行订单规模缩小至60台。 此外，在产业化推广初期，燃料电池汽车尚未进行批量的商业化验证，在未来下游推广中可能出现质保难度大、故障率高等不确定性问题，相关的质保、违约条款不明确系整车厂商在更大程度上出于自身商业利益考虑，规避产品不成熟风险。

因此，上述订单执行数量不及预期，以及未对质保期、违约等细节进行明确的约定的情形，符合当时产业化初期的上下游利益格局和产业环境。 公司基于和北汽福田长期合作关系以及市场拓展初期的需要，同意相关协议安排，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此外，上交所还注意到，保荐机构说明，2至3月通常为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的退坡时点，出于补贴考虑，光荣出行于2018年底进行了车辆采购。 上交所要求亿华通在重大事项提示部分充分披露新能源车补贴政策存在退坡的风险。

对此，亿华通补充了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政策风险，并强调指出，当前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发展对政策支持仍然存在较强的依赖，财政部等部门可能继续对现行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贴政策做出调整，如果未来氢燃料电池汽车相关补贴标准持续大幅退坡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将会对发行人的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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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杨

物流车利用率将逐步提升

根据申报材料，亿华通将发动机系统

销售给整车厂，由整车厂生产氢燃料电池

汽车销售给终端客户，终端客户均为车辆

运营公司。 上交所注意到，经保荐业务现

场督导发现，终端用户购买装有公司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的物流车后， 使用较

少。上交所要求公司结合物流车目前的租

赁状态、租金付款情况、里程和租约关系

等方面， 说明物流车是否实现真实销售，

是否应当确认相关销售收入；上述物流车

截至目前平均每日行驶里程情况，行驶里

程较少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相关销售是

否真实销售。

亿华通回复称，公司从燃料电池发动

机到整车销售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水木

通达与光荣出行首批投放物流车行驶里

程不及预期具有其合理原因解释，其采购

氢燃料电池物流车虽出于不同的商业模

式，但均与其公司发展脉络、团队背景和

决策依据相一致，且各自分别拓展了京东

物流、招商局物流集团等国内第一梯队的

大型物流集团成为目标客户。

亿华通解释称，水木通达氢燃料电池

物流车现阶段利用率水平总体较低，其主

要目标客户为京东物流等，已经过京东物

流的试用并进入京东物流招采中心商务

流程阶段。随着进入京东物流为代表的绿

色物流体系以及加氢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利用率将逐步提升。

据了解， 在行业和细分市场发展初

期，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需要经过前期

上牌、运营许可手续、基础设施协调，尤其

是终端市场的客户导入等，导致其投放初

期运营里程总体较低，随着业务成熟将逐

步提升运营利用率。

而至于光荣出行，亿华通指出，光荣

出行是一家刚刚起步投身于车辆运营的

企业，于2019年初开始投运了第一批燃料

电池物流车，在此期间经历了道路交通运

输许可延迟、氢源受限、商务谈判和决策

受限等各类情况。因2019年度取得运营资

质时间滞后、经历氢源受限、缺乏运营经

验等因素制约，光荣出行该批次车辆并未

充分进入运营状态。

解释购买商业大巴的目的

报告期内，亿华通销售并用于商业大

巴的发动机系统共200套。 其中，2018年

底销售给申龙客车的60套发动机系统的

最终用户为光荣出行。 根据保荐业务督

导情况及保荐机构说明， 目前该批次车

辆正在交付客户过程中，尚无行驶记录。

2018年， 光荣出行与申龙客车沟通制定

了60台氢燃料电池公路客车推进计划，

申龙客车完成发动机备货后， 终端用户

光荣出行的交付计划受到其自身下游推

广以及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 推迟了整

车厂商交付的时间。 对此，上交所要求亿

华通解释光荣出行购买60台商业大巴的

目的， 物流车交付但商业大巴未交付的

原因， 目前60台商业大巴的日行驶里程

并做分析。

亿华通表示， 为了丰富出行应用场

景， 以及应用新一代大功率燃料电池技

术，光荣出行选择了搭载60kW高功率发

动机系统的公路客车车型，且同时该车型

在下游运营市场可以有效改善用户需求。

随着燃料电池技术进步，对应补贴技术标

准相应不断提高，新一代60kW大功率发

动机系统产品不仅代表前沿技术，且可以

配置9米以上客车，续航里程、座位数量的

提升可以更好地解决通勤客户的痛点需

求， 与同规格9米以上纯电动客车相比不

仅性能优势更加显著，且随着纯电动客车

补贴退坡其成本亦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

此购买60台商业大巴。

至于商业大巴未能及时交付，亿华

通表示，上述60辆燃料电池商业大巴已

于2019年12月交付完毕，截至2020年

1月18日累计运行约20日， 该批次累计

运行里程23886公里， 单车里程达到约

20公里/日。 该批车辆刚刚投放，其利用

率提升尚需经过一定的市场开拓和运营

管理周期。

根据光荣出行出具的说明性文件，由

于其交付和运营计划受到其自身在下游

推广中的困难以及国家补贴政策进入过

渡期的影响，因此推迟了整车厂商生产交

付的时间。

据介绍，2019年3月，《关于进一步完

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

通知》发布，明确2019年3月26日至2019

年6月25日为过渡期， 过渡期期间销售上

牌的燃料电池汽车按2018年对应标准的

0.8倍补贴， 燃料电池汽车和新能源公交

车补贴政策另行公布，由此，业内对过渡

期后的补贴支持政策普遍保持观望，但

2019年下半年相关政策仍未发布。

公司表示，鉴于后续补贴政策迟迟未

能发布，为避免2020年补贴政策进一步退

坡的风险，且光荣出行已通过积累市场经

验、引进人才和扩充运营管理团队等逐步

打磨到位，具备交付运营管理能力，由此

交付计划于2019年末完成。

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上交所还质疑，亿华通仅履行60台设

备的合同原因及依据，未对质保期、违约

等细节进行明确约定的原因，是否有其他

利益安排。

对此，亿华通解释称，供应商认证需

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认证周期，亿华通自

2016年成为开发供应商，同年燃料电池汽

车开始批量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都需

要经过示范运营的过程。北汽福田于2016

年致力于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当年签订

总量为100台的采购合同， 由此引起业内

关注，更多是出于对行业的推广考虑。 后

续受到实际推广不及预期的影响，相应将

实际执行订单规模缩小至60台。 此外，在

产业化推广初期，燃料电池汽车尚未进行

批量的商业化验证，在未来下游推广中可

能出现质保难度大、故障率高等不确定性

问题，相关的质保、违约条款不明确系整

车厂商在更大程度上出于自身商业利益

考虑，规避产品不成熟风险。

因此， 上述订单执行数量不及预期，

以及未对质保期、违约等细节进行明确的

约定的情形，符合当时产业化初期的上下

游利益格局和产业环境。公司基于和北汽

福田长期合作关系以及市场拓展初期的

需要，同意相关协议安排，不存在其他利

益安排。

此外，上交所还注意到，保荐机构说

明，2至3月通常为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的退

坡时点，出于补贴考虑，光荣出行于2018

年底进行了车辆采购。上交所要求亿华通

在重大事项提示部分充分披露新能源车

补贴政策存在退坡的风险。

对此，亿华通补充了燃料电池汽车产

业政策风险，并强调指出，当前燃料电池

汽车行业的发展对政策支持仍然存在较

强的依赖，财政部等部门可能继续对现行

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贴政策做出调整，如果

未来氢燃料电池汽车相关补贴标准持续

大幅退坡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将会对发

行人的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业务产生不

利影响。

主营污泥干化处理

复洁环保拟上科创板

□本报记者 杨洁

原股转挂牌公司复洁环保拟转换赛道，近期其科创板上市申

请获得受理，拟募集5亿元资金。公司主营业务是提供污泥脱水干

化和废气净化技术装备及服务，广泛应用于市政污泥、工业污泥

和工业固废与特种物料的脱水干化，以及恶臭污染物与挥发性有

机污染物的净化处理，在华东及华南地区有一定市场优势。

深耕污泥处理

复洁环保是一家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招股书介绍，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城镇和工业（园区）污

水处理厂（站）提供污泥脱水干化和废气净化技术装备及服务，

经过多年发展与创新， 已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温真空脱

水干化一体化技术和废气净化系列技术等核心技术， 并具备相

关核心部件的生产制造能力。

污泥处理业务是主营业务，占复洁环保收入7成以上。 随着

近年来城镇污水设施的持续建设， 我国污水处理率和排放标准

不断提高，污泥产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住建部发布的《中国城

乡建设统计年鉴》 表明，2017年全国城市及县城污水厂产生的

污泥量已突破5980万吨（以含水率80%计）。据E20环境平台预

测， 我国城市及县城污水厂产生的污泥产量还将以每年10%至

15%的速度增长。 目前，我国污水处理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但相

较于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处置的能力和水平严重滞后，环境风险

凸显，污泥处理处置形势十分严峻。

污泥是污水、废水在生化、物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呈胶

状液态的物质，不仅集聚了污水中30%至50%的有机污染负荷，

还富含大量不同形态的水分，呈现有机物含量高、有机物种类复

杂、污泥泥质波动性大、含复合型污染物、二次污染风险高等特

点，已成为国内外固液分离领域公认的最难处理的物料之一。

复洁环保介绍，污泥含水率高是污泥处理的瓶颈，污泥的脱

水干化是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和刚需。 在污泥脱

水干化领域， 公司独创的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从研究

开发到应用，经过多年市场检验。 2016年至2019年公司承接及

投产项目的污泥处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总规模约82万吨/年，根

据公司估算，约占2016年至2019年全国城镇新增或改造污泥无

害化“十三五”规划处置能力的4.6%。

在市政领域， 复洁环保承接了行业内标志性的上海泰和污

水处理厂、位于大型城市重点发展区域的上海虹桥污水处理厂、

广州市中心城区大观污水处理厂、江高污水处理厂、石井污水处

理厂等多个大型地下式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脱水干化标杆项目；

在工业领域，公司先后承接并完成了石油化工行业的胜科水务、

半导体芯片行业的晟碟半导体、电子信息行业的和辉光电、汽车

制造业的宇通客车等重点行业标杆企业高难度的危废污泥减量

项目。

截至目前，复洁环保拥有专利权39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

正在申请专利25项，其中发明专利14项。 2016年至2018年以及

2019年前三季度（简称“报告期” ），公司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

分别为4.70%、6.14%、5.66%、4.84%。

多元化发展

复洁环保在废气净化领域的优势也逐步强化。报告期内，公

司污泥处理业务营收占比分别为90.22%、81.47%、86.45%、

74.77%，呈现下降趋势，废气净化业务占比在逐步提升。

复洁环保介绍， 针对市政恶臭气体和工业挥发性有机废气

的治理难题，公司拥有包括活性氧离子净化技术、复合物化净化

技术、生物滤池净化技术、分子捕集催化氧化技术等在内的系列

废气净化技术与成套装备。近年来公司与同济大学、上海化工研

究院等高校院所分别开展了产学研合作，已具备废气检测、污染

物识别、反应机理研究、气流组织模拟、填料筛选与表征等研发

能力。

目前， 公司承接的污水处理厂和工业企业恶臭污染物与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废气处理项目， 废气处理设施的总处理能力已

超过500万立方米/小时。

复洁环保2011年成立，2015年开始实现盈利。 随着公司技

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与成熟以及市场对公司产品的认可度不断提

升，公司业务开拓迅速，盈利能力加强，保持持续盈利。 报告期

内，复洁环保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03亿元、9111.55万元、1.89亿

元、2.36亿元； 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1808.62万元、629.36万元、

3307.58万元、4570.11万元； 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39.07%、

28.81%、39.56%、37.06%，

2017年至今，公司不断完善和开发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

品，向煤化工行业煤气化灰渣为代表的工业固废与热水解/厌氧

消化污泥为代表的特种物料固液分离应用领域延伸。

此次申请科创板上市，公司拟募集5亿元，用于低温真空脱

水干化成套技术装备扩建项目、环保技术与设备研发新建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面向未来，复洁环保表示将围绕核心技术、核心部件、关键

材料开展持续创新，积极推动产业链延伸与跨界融合，致力于依

托国际先进的高端环保技术与装备， 把复洁环保打造成为提供

污泥处理处置、工业固废与特种物料固液分离、废气净化整体解

决方案的综合环境服务商，实现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稳步增长。

客户相对集中

复洁环保表示，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低温真空脱水干化

一体化技术和废气净化系列技术两大核心技术。 受资金和人力

资源的限制，同时实施的项目数量有限，报告期内，公司客户集

中度较高， 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金额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达到70%以上。

同时，公司市场区域目前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华南地区。服

务市场的相对集中导致公司对华东市场、华南市场存在一定程度

的区域性依赖风险。未来，如果公司不能有效开拓新的市场，维护

已有业务，可能存在营业收入增速放缓甚至业绩下滑的风险。

根据复洁环保财报，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前五大客户中，

前四个客户均来自上海，第一大客户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收入占比高达73.43%，

复洁环保表示，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黄文俊、许

太明、孙卫东、吴岩和李峻，合计控制公司股份42.46%。 其中，黄

文俊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持股22.08%；李峻为黄文俊的

妻子，持有众洁投资33.34%的财产份额，而众洁投资持有复洁

环保5.77%的股份； 李文静为黄文俊的妻妹， 持有众洁投资

8.33%的财产份额，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复洁环保曾于2016年2月在股转系统挂牌，2019年4月终

止挂牌。 2019年6月，鼎晖投资、国投创投与公司签署《投资协

议》，约定鼎晖投资和国投创投分别以3000万元认购公司新增

191.72万股。 国投创投还以2000万元受让许太明持有的公司

127.82万股股份。

国投创投系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与国投集团等社会

资本联合设立的创业投资子基金。截至目前，国投创投持有复洁

环保股份比例为5.88%，鼎晖投资持股比例为3.53%。

南新制药将加大新药研发投入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日， 南新制药回复了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

实函。 对公司控股的广州南新净利润大幅

下滑的原因、各产品毛利变化情况、研发支

出增长情况、 销售费用增长情况进行详细

说明。

公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6.7亿元，用于

创新药研发项目、 营销渠道网络升级建设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创新药研发主

要聚焦于抗肿瘤、抗病毒、糖尿病肾病等重

大疾病领域。

产品毛利下滑受关注

公司回复意见落实函称， 广州南新

2019年1-6月共实现净利润252.43万元，

较2018年1-6月净利润减少2872.6万元，

损益类项目金额变化较大的是毛利、 销售

费用和研发费用， 毛利增长额小于销售费

用、研发费用增长额，这导致广州南新2019

年1-6月净利润的下降。 广州南新2019年

1-6月毛利同比增加14.23%， 但毛利贡献

最大的辛伐他汀分散片毛利下降4.52%，拉

低了整体毛利增幅， 导致毛利增长低于销

售增长，综合毛利率下降。

公司将广州南新2019年上半年辛伐他

汀分散片主要销售数据与2018年同期对比

发现：一方面，受市场环境影响，辛伐他汀

分散片销量、销售额同比基本持平，远低于

广州南新整体销售增长；另一方面，辛伐他

汀分散片因2019年开始全部转为自产，由

于自产成本高， 单位成本高于委外生产的

单位成本， 在两期单位收入变化较小的情

况下，导致毛利率降低。以上两点共同导致

辛伐他汀分散片2019年1-6月的毛利贡献

同比为负增长，拉低了整体毛利增幅。

针对2019年上半年研发支出同比增长

的原因，公司回复称，2019年1-6月，广州

南 新 研 发 支 出 较 2018 年 1-6 月 增 加

1932.05万元， 其中一致性评价增加支出

1352.93万元 （辛伐他汀分散片增加支出

818.57万元、头孢克洛胶囊增加支出197.56

万元、 头孢呋辛酯分散片336.80万元），阿

托伐他汀钙片临床前研究增加支出460.58

万元，也导致公司研发费用率由2.07%提高

至5.86%。

此外， 根据广州南新制定的一致性评

价工作计划， 公司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全

面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2018年上半年、

2018年下半年、2019年上半年一致性评价

支 出 分 别 为 9.78 万 元 、1893.37 万 元 、

1362.71万元，因此导致2019年1-6月研发

支出较2018年1-6月大幅增加。

募资巩固主业

招股说明书显示， 南新制药本次拟发

行不超过3500万股， 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

的25%，拟募集资金不超过6.7亿元。 其中，

创新药研发项目拟使用4.1亿元，营销渠道

网络升级建设项目拟使用1.2亿元， 拟补充

流动资金1.4亿元。

其中， 营销渠道网络升级建设项目的

实施将扩大销售终端覆盖面， 同时有助于

创新药审批上市后的推广销售； 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中资金使用与公司主营业务紧密

相关，具体为持续加大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方面的资金投入； 创新药研发项目主要聚

焦于抗肿瘤、抗病毒、糖尿病肾病等重大疾

病治疗领域。

近年来， 公司的创新药研发主要聚焦

于抗肿瘤、抗病毒、糖尿病肾病等重大疾病

领域。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4个在研产

品均为公司自主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药，其中化学药品1类新药2项、化学药

品2类新药2项。

公司致力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

新药研究与开发。 因创新药物研发难度

高、耗时长，且随着公司在研创新药数量

的增多、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国家对药

品注册申报的要求不断提高等原因，导致

研发成本上升，尤其是临床实验费用大幅

提高。 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入将有效解决创

新药研发的资金问题，提升公司新药研发

的效率和效果，加快新药研发和产业化进

程，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和提高公

司行业地位。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6年至2018年，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78亿元、3.48亿

元和7亿元；2017年、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率分别为24.99%和101.57%， 保持良

好的上升态势。 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

入4.54亿元，实现净利润3545.39万元。

未来，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在抗流感药

物领域的优势。 同时，继续加大恶性肿瘤、

糖尿病、肾病、高血脂等领域的新药研发投

入，尽早实现更多新药产品上市。

新药研发投入占比下滑

在研发投入方面，2016年-2018年及

2019年上半年， 公司新药研发投入分别为

1257.14 万 元 、939.53 万 元 、1729 万 元 、

965.68万元； 新药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

比 重 分 别 为 75.66% 、42.57% 、38.2% 、

32.05%。 报告期内， 公司新药研发投入较

少，占研发投入的比重有所下滑。

对此，公司表示，新药研发投入具有一

定的周期性，临床前研究所需投入较少，而

临床研究花费相对较高。 公司主导产品帕

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于2013年4月获批上

市，其研发费用主要发生在报告期之前。 报

告期内，仅美他非尼发生一期临床费用，帕

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发生部分四期临床费

用，其他新药研发均为临床前研究费用，因

此报告期新药研发总投入较少， 但新药投

入金额总体呈增长趋势。

针对研发可能带来的风险， 南新制药

表示，新药研发需要持续大额资金投入，尤

其同时开展多个新药研发项目， 使得公司

的资金压力较大。 在研药品取得监管机构

的上市销售批准之前， 公司必须在临床前

研究及临床试验中证明在特定适应症使用

在研药品是安全及有效的， 且有关生产设

施、工艺、管理是充分的。 除临床前研究、临

床试验的数据外， 新药上市申请须包括有

关在研药品的成分、 生产及控制的重要数

据。 取得新药上市批准是一个耗时较长、成

本高昂的过程。

针对研发重点，公司表示，目前仿制

药相关品种通过 “一致性评价” 较为急

迫， 也是现阶段公司工作的重点。 公司

2016年即着手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随着

后续研究的逐步开展，一致性评价研发投

入加大，导致新药研发投入占研发总投入

比重下降。 未来公司对新药研发投入将保

持增长。

业内人士称， 南新制药为国内较早进

行创新药研发的医药企业之一， 一直坚持

新药研发投入，注重新药研发。 公司一直以

来都将新药研发作为公司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并将其定为自身长期发展战略。 报告期

公司业绩逐年增长，现金流状况良好，研发

投入保持较高水平；随着经营规模扩大，预

计研发投入将继续保持增长。

� 2月11日，亿华通回复上交所第三轮问询，对公司营业收入、研发费用、预计负债、经营业绩等九大问题，做出

详细回复。在第三轮问询中，上交所重点关注了公司销售是否真实、要求公司解释购买商业大巴的目的、未对违约

等细节进行明确约定是否有其他利益安排，以及要求其充分披露新能源补贴政策存在退坡风险四方面问题。

亿华通是一家专注于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研发及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 本次闯关科创板， 公司拟使用

12亿元募集资金投向亿华通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基地建设二期工程、面向冬奥的燃料电池发动机研发等项目。

详细回复上交所第三轮问询

亿华通：销售具有真实商业背景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