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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与普蕊斯的对比情况

根据普蕊斯招股说明书的披露， 普蕊斯是一家专注于提供临床试验现场

管理服务的

ＳＭＯ

企业，收入全部来自于

ＳＭＯ

服务，其

ＳＭＯ

服务与发行人的临

床试验现场管理服务（

ＳＭＯ

服务）业务单元类似。 普蕊斯

２０１９

年度至

２０２１

年度

各业务类型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业务分类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ＳＭＯ

服务

５０

，

２９６．６７ ５０．０１％ ３３

，

５２９．０６ １０．４６％ ３０

，

３５４．４７ ５７．４０％

数据来源：普蕊斯招股说明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及

２０２１

年度普蕊斯

ＳＭＯ

服务增长率分别为

５７．４０％

、

１０．４６％

和

５０．０１％

，公司与普蕊斯

ＳＭＯ

服务类似的临床试验现场管理服务，增长

波动趋势一致。

公司层面， 发行人主营业务与泰格医药、 博济医药更为可比； 发行人的

ＳＭＯ

业务单元与普蕊斯相对可比。

业务增长方面， 公司报告期内个业务增长趋势与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

异，但由于不同公司业务体量、境外内业务布局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增长率

存在一定差异。

（

４

）发行人与可比公司营业收入、利润对比

１

）营业收入及增长情况

发行人及行业内可比上市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水平及增长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泰格医药

（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

５２１

，

３５３．８１ ６３．３２％ ３１９

，

２２７．８５ １３．８８％ ２８０

，

３３０．９３ ２１．８５％

博济医药

（

３００４０４．ＳＺ

）

３２

，

４２０．２６ ２４．４７％ ２６

，

０４６．８４ １６．２５％ ２２

，

４０６．４７ ３０．２４％

普蕊斯

（

３０１２５７．ＳＺ

）

５０

，

２９６．６７ ５０．０１％ ３３

，

５２９．０６ １０．４６％ ３０

，

３５４．４７ ５７．４１％

平均值

２０１

，

３５６．９１ ４５．９３％ １２６

，

２６７．９２ １３．５３％ １１１

，

０３０．６２ ３６．５０％

诺思格

６０

，

８４２．５８ ２５．５９％ ４８

，

４４４．９７ １３．８７％ ４２

，

５４５．０８ ３０．３４％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 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４２

，

５４５．０８

万元、

４８

，

４４４．９７

万元和

６０

，

８４２．５８

万元，低于行业龙头泰格医药同期营业收入，但明

显高于博济医药和普蕊斯同期营业收入。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绝对值分别为博济医药

同期营业收入的

１．９０

倍、

１．８６

倍和

１．８８

倍； 分别是普蕊斯同期营业收入的

１．４０

倍、

１．４４

倍和

１．２１

倍。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 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３０．３４％

、

１３．８７％

、

２５．５９％

，

２０１９

年度至

２０２１

年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１９．５９％

， 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

２０１９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３０．３４％

，高于泰格医药的

２１．８５％

，略高

于博济医药的

３０．２４％

，低于普蕊斯的

５７．４１％

。

２０２０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１３．８７％

，与泰格医药的

１３．８８％

持平，高

于普蕊斯的

１０．４６％

，略低于博济医药的

１６．２５％

。

２０２１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２５．５９％

，低于泰格医药的

６３．３２％

，低于

普蕊斯的

５０．０１％

，高于博济医药的

２４．４７％

。

报告期内，除行业龙头泰格医药外，公司营业收入绝对金额明显高于其他

两家可比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和

２０２０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在可比公司中

处于优势地位。

２０２１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增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主要源于泰格医药境外

开展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试验项目导致的营业收入整体增幅为

６３．２３％

及

２０２１

年

度普蕊斯所提供

ＳＭＯ

服务较

２０２０

年度快速增长导致的营业收入增幅为

５０．０１％

。公司

ＳＭＯ

业务

２０２１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幅为

３８．３４％

，与普蕊斯增长趋

势一致。

２

）净利润及增长情况

发行人及行业内可比上市公司同期净利润水平及增长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泰格医药

（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

３３９

，

１７０．２２ ６７．１６％ ２０２

，

９００．０７ １０８．０３％ ９７

，

５３２．２４ ９２．４５％

博济医药

（

３００４０４．ＳＺ

）

４

，

３５０．２０ ７４．９３％ ２

，

４８６．８３ １０１．５７％ １

，

２３３．７４ ９．４６％

普蕊斯

（

３０１２５７．ＳＺ

）

５

，

７７６．９０ ６３．５８％ ３

，

５３１．６５ －３２．５５％ ５

，

２３５．５９ ７２．９１％

平均值

１１６

，

４３２．４４ ６８．５６％ ６９

，

６３９．５２ ５９．０２％ ３４

，

６６７．１９ ５８．２７％

诺思格

１０

，

０３５．４７ １７．６６％ ８

，

５２９．２４ －１．２０％ ８

，

６３２．７６ ６４．４６％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 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８

，

６３２．７６

万元、

８

，

５２９．２４

万元和

１０

，

０３５．４７

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净利润低于行业龙头泰格医药

净利润，但明显高于博济医药和普蕊斯同期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发行人净利润绝对值分别为博济医药同

期净利润的

７．００

倍、

３．４３

倍和

２．３１

倍；分别是普蕊斯同期净利润的

１．６５

倍、

２．４２

倍

和

１．７４

倍。 报告期内，除行业龙头泰格医药外，公司净利润绝对金额明显高于

其他两家可比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 发行人净利润的同比增幅分别为

６４．４６％

、

－１．２０％

和

１７．６６％

，整体保持增长趋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报告期

内的净利润平均增长趋势无重大差异。 考虑到报告期内发行人净利润绝对金

额与可比公司差异较大，各期净利润增长率相比意义较低，此处不再对净利润

同比增长幅度进行比较。

３

）归母净利润及增长情况

发行人和行业内可比上市公司同期归母净利润水平及增长情况对比如

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泰格医药

（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

２８７

，

４１６．３０ ６４．２６％ １７４

，

９７７．４８ １０７．９０％ ８４

，

１６３．４８ ７８．２４％

博济医药

（

３００４０４．ＳＺ

）

３

，

８８８．２２ １２８．８７％ １

，

６９８．８６ １５７．６９％ ６５９．２６ －１０．９１％

普蕊斯

（

３０１２５７．ＳＺ

）

５

，

７７６．９０ ６３．５８％ ３

，

５３１．６５ －３２．５５％ ５

，

２３５．５９ ７２．９１％

平均值

９９

，

０２７．１４ ８５．５７％ ６０

，

０６９．３３ ７７．６８％ ３０

，

０１９．４５ ４６．７５％

诺思格

９

，

９２３．７０ １８．３７％ ８

，

３８３．７９ １．４６％ ８

，

２６３．３４ ７０．９１％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 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８

，

２６３．３４

万元、

８

，

３８３．７９

万元和

９

，

９２３．７０

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归母净利润低于行业龙头泰

格医药归母净利润，但明显高于博济医药和普蕊斯同期归母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发行人归母净利润绝对值分别为博济医

药同期归母净利润的

１２．５３

倍、

４．９３

倍和

２．５５

倍；分别是普蕊斯同期归母净利润

的

１．５８

倍、

２．３７

倍和

１．７２

倍。 报告期内，除行业龙头泰格医药外，公司归母净利

润绝对金额明显高于其他两家可比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 发行人归母净利润的同比增幅分别为

７０．９１％

、

１．４６％

和

１８．３７％

，整体保持增长趋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报告期内

的归母净利润平均增长趋势无重大差异。 考虑到报告期内发行人归母净利润

绝对金额与可比公司之间差异较大，各期归母净利润增长率相比意义较低，此

处不再对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进行比较。

４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及增长情况

发行人和行业内可比上市公司同期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水平及增长情况对

比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率

泰格医药

（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

１２３

，

１５２．０１ ７３．９０％ ７０

，

８１９．１０ ２６．８９％ ５５

，

８１１．９９ ５６．３１％

博济医药

（

３００４０４．ＳＺ

）

２

，

５２１．４７ １５５．８４％ ９８５．５５ ４３６．３９％ １８３．７４ －５２．９４％

普蕊斯

（

３０１２５７．ＳＺ

）

５

，

７６０．０８ ７５．８２％ ３

，

２７６．０８ －３３．７７％ ４

，

９４６．６１ ６７．０６％

平均值

４３

，

８１１．１９ １０１．８５％ ２５

，

０２６．９１ １４３．１７％ ２０

，

３１４．１１ ２３．４８％

诺思格

９

，

４４１．７２ ２８．８０％ ７

，

３３０．６６ －７．３２％ ７

，

９０９．８９ ７１．６４％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 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７

，

９０９．８９

万元、

７

，

３３０．６６

万元和

９

，

４４１．７２

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低于

行业龙头泰格医药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但明显高于博济医药和普蕊斯同期扣

非后归母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发行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绝对值分别为

博济医药同期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的

４３．３５

倍、

７．４４

倍和

３．７４

倍；分别是普蕊斯同

期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的

１．６０

倍、

２．２４

倍和

１．６４

倍。 报告期内，除行业龙头泰格医

药外，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绝对金额明显高于其他两家可比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发行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的同比增幅分

别为

７１．６４％

、

－７．３２％

和

２８．８０％

，整体保持增长趋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报

告期内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增长趋势无重大差异。 考虑到报告期内发行人扣

非后归母净利润绝对金额与可比公司之间差异较大， 各期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增长率相比意义较低，此处不再对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进行比较。

（

５

）发行人与可比公司类似业务毛利率对比

１

）与泰格医药的对比情况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及

２０２１

年度，泰格医药分业务板块毛利率情况如下表

所示：

泰格医药业务类型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临床试验技术服务

４４．７７％ ５０．１３％ ４３．８０％

临床试验相关服务及实验室服务

４１．４８％ ４４．５９％ ４８．６５％

合计

４３．３８％ ４７．２４％ ４６．４８％

将发行人的业务分类按照泰格医药的同比口径进行合并，报告期各期，发

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人业务类型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ＣＯ＋ＢＡ＋

咨询业务（类似于泰格医药的“临

床试验技术服务”业务）

３６．６９％ ３７．５９％ ４３．６５％

ＳＭＯ＋ＤＭ ／ ＳＴ＋ＣＰ

业务（类似于泰格医药的

“临床试验相关服务及实验室服务”）

４１．０６％ ４２．７０％ ４３．１０％

合计

３８．３２％ ３９．２５％ ４３．５０％

注：临床试验技术服务包括发行人的临床试验运营服务、生物样本检测服务以及临床

试验咨询服务；临床试验相关服务及实验室服务包括发行人的临床试验现场管理服务、数

据管理及统计分析服务以及临床药理学服务。

２０１９

年度， 公司与泰格医药临床试验技术服务相对应的业务的毛利率为

４３．６５％

，与泰格医药同期相应服务毛利率

４３．８０％

较为接近；

２０２０

年度及

２０２１

年

度， 公司与泰格医药临床试验技术服务相对应的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３７．５９％

和

３６．６９％

，低于泰格医药同期相应服务毛利率

５０．１３％

和

４４．７７％

。

２０１９

年度， 公司与泰格医药临床试验相关服务及实验室服务相对应的业

务的毛利率为

４３．１０％

，低于泰格医药同期相应业务毛利率

４８．６５％

；

２０２０

年度及

２０２１

年度， 公司与泰格医药临床试验相关服务及实验室服务相对应的业务的

毛利率分别为

４２．７０％

和

４１．０６％

， 较泰格医药同期相应业务毛利率

４４．５９％

和

４１．４８％

略低。临床试验相关服务及实验室服务的囊括的业务类型较为丰富，不

同业务类型的毛利率差异较大， 由于泰格医药未披露其临床试验相关服务及

实验室服务的具体业务占比，因此无法准确分析差异原因。

２

）与博济医药的对比情况

博济医药的临床研究服务及其他咨询服务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类似。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及

２０２１

年度，博济医药临床研究服务和其他咨询服务分版

块及综合毛利率情况及与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简称 业务类型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博济医药

临床研究服务

３３．５８％ ３２．８６％ ３７．１１％

其他咨询服务

６９．２８％ ６２．６９％ ７２．０３％

合计

３９．１２％ ３９．４０％ ４２．３４％

诺思格

３８．３２％ ３９．２５％ ４３．５０％

注：可比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其定期报告。

２０１９

年度， 博济医药的临床研究服务和其他咨询服务的综合毛利率为

４２．３４％

，与发行人同期相应毛利率

４３．５０％

差异较小。

２０２０

年度及

２０２１

年度，公

司的临床研究服务和其他咨询服务相对应业务的综合毛利率为

３９．２５％

、

３８．３２％

，

２０２０

年度及

２０２１

年度，博济医药的临床研究服务和其他咨询服务相对

应业务的综合毛利率为

３９．４０％

和

３９．１２％

，差异较小。

３

）与普蕊斯的对比情况

普蕊斯收入全部来自于

ＳＭＯ

服务。

２０１９

年度普蕊斯的综合毛利率水平与

发行人临床试验现场管理服务（

ＳＭＯ

服务）毛利率水平相当。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由于公司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的完工

ＳＭＯ

项目收入占比

较低，导致当期临床试验现场管理服务毛利率下降，与普蕊斯的综合毛利率水

平产生差异，但仍处于合理区间。

项目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普蕊斯毛利率

２６．０８％ ２９．１２％ ３２．８８％

诺思格

ＳＭＯ

业务毛利率

１８．９３％ ２５．００％ ３２．４８％

诺思格综合毛利率

３８．３２％ ３９．２５％ ４３．５０％

注：可比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其招股说明书。

发行人所从事临床

ＣＲＯ

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除普蕊

斯所从事单一

ＳＭＯ

业务相对临床

ＣＲＯ

整体业务版块技术附加值相对较低，毛

利率相对较低外，与泰格医药、博济医药等不存在重大差异。

（

６

）发行人与可比公司营运能力比较情况

１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情况

行业内可比上市公司同期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对比如下：

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泰格医药（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

８．０２ ４．０８ ３．０２

博济医药（

３００４０４．ＳＺ

）

５．６７ ４．３２ ３．１４

普蕊斯（

３０１２５７．ＳＺ

）

１０．６８ ５．０２ ３．４６

平均值

８．１２ ４．４７ ３．２１

诺思格

１０．７６ ７．９０ ５．５８

注

１

：可比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其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泰格医药

２０１９

年度上述指标计

算未考虑合同资产的影响。 根据其定期报告，

２０１９

年末泰格医药合同资产余额为

８

，

３４５．７３

万元，系其子公司

Ｆｒｏｎｔａｇ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和

ＤｒｅａｍＣＩＳ Ｉｎｃ．

形成。 若将应收账款与合

同资产合并考虑，泰格医药

２０１９

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２．８９

，占收入之比为

４１．３１％

。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表明公

司应收账款管理能力较强。

与泰格医药相比，公司的业务规模较小，且发行人制定的信用期为

０－９０

天，泰格医药为

６０－９０

天，发行人信用政策更为谨慎。 与博济医药相比，博济医

药主营业务除临床研究服务外，还有技术成果转化、临床前自主研发等服务，

整体收入规模小于发行人， 主营业务差异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博济

医药。与普蕊斯相比，公司业务类型多样化，各类业务多种结算方式同时存在，

且公司较为注重应收账款的催收管理，应收账款的回款较为及时，使得公司应

收账款周转率高于普蕊斯。

２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情况

行业内可比上市公司同期存货周转率指标对比如下：

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泰格医药（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

５４４．１６ ５６６．２５ １

，

７４０．１０

博济医药（

３００４０４．ＳＺ

）

１．５２ １．５９ １．４６

普蕊斯（

３０１２５７．ＳＺ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平均值

２７２．８４ ２８３．９２ ８７０．７８

诺思格

１０．４３ １１．１８ １２．０５

注：可比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其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主要为劳务成本（

２０２１

年末劳务成本披露为“合同履约

成本”），公司劳务成本占各期存货余额之比分别为

９７．８７％

、

９８．０５％

和

９９．６１％

。 公

司存货中的劳务成本主要包括：

①

临床试验咨询、

ＢＡ

、

ＣＰ

等服务项目完成并通

过客户最终验收前累计归集的项目成本；

②ＣＯ

服务项目尚未取得首家临床试

验机构伦理批件前累计归集的项目成本。

泰格医药主要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项目相关成本于资产负债表

日全部结转营业成本，其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各期末存货余额较小，存货周转

率相比公司较高。

博济医药存货主要为在研项目（

２０２０

年末在研项目披露为“合同履约成

本”）、技术成果，账面价值合计占其存货账面价值的比重在

９９％

以上，其中在

研项目为博济医药开展临床研究服务、 临床前研究服务及其他咨询服务所形

成，为上述业务按照项目进度（工作量进度）确认当期收入后项目已发生但尚

未结转至成本的支出；技术成果为公司开展技术成果转化服务所形成，为博济

医药购入的新药研发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技术成果。 博济医药存货核算内容

中技术成果为其技术成果转化业务特有的存货， 其他业务存货主要由于采用

工作量进度确认收入，已发生成本未完全结转，因此博济医药的存货周转率低

于公司与泰格医药。

综上，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系收入确认

方法、业务模式不同导致的劳务成本核算存在差异导致。

（

７

）发行人与可比公司期间费用比较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占期间费用的比例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项目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泰格医药

（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

销售费用占比

１９．２５％ １３．２０％ １４．３７％

管理费用占比

８１．４３％ ５３．３７％ ６１．９６％

研发费用占比

３１．５１％ ２１．４０％ ２１．９８％

博济医药

（

３００４０４．ＳＺ

）

销售费用占比

２０．３２％ １６．７７％ １６．４７％

管理费用占比

５１．９４％ ５０．１６％ ５９．２６％

研发费用占比

２８．０６％ ３１．５５％ ２４．０４％

普蕊斯（

３０１２５７．

ＳＺ

）

销售费用占比

７．６４％ ５．６０％ ４．５８％

管理费用占比

５５．３４％ ６７．５３％ ５４．７１％

研发费用占比

３９．５５％ ２７．７４％ ４１．６２％

行业平均

销售费用占比

１５．７３％ １４．９８％ １１．８１％

管理费用占比

６２．９０％ ５１．７７％ ５８．６４％

研发费用占比

３３．０４％ ２６．４８％ ２９．２１％

诺思格

销售费用占比

１２．０４％ １１．８５％ １０．４２％

管理费用占比

５０．８３％ ４９．７０％ ５３．５４％

研发费用占比

３６．０４％ ３５．４５％ ３７．１６％

注：可比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其定期报告。

报告期各期，公司期间费用以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为主，销售费用占比较

低，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泰格医药、博济医药和普蕊斯的整体结构相似，不存在

较大差异。公司订单的获取主要为招投标及与长期合作客户的持续合作，注重

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拓展和维护客户，销售人员比例较低，而销售费用主要为

职工薪酬和差旅费，因此销售费用占比较低，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费用结构相一

致。公司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低于可比公司平

均水平体现了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和业务拓展能力。

公司研发费用主要是员工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研发人员人数及薪酬水平如下：

项目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泰格医药 研发人员期末人数

８２７ ６５２ ４６８

博济医药 研发人员期末人数

１５２ １４９ １３５

普蕊斯 研发人员期末人数

３

，

０７３ ２

，

３８０ １

，

７９３

诺思格 研发人员期末人数

２１５ １７３ １５８

注：

１

、可比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等公开披露文件；

２

、普蕊斯无专职

研发人员，而是由部分业务人员同时承担了研发项目的开发职责，上表普蕊斯研发人员数

量以各期末业务人员数量列示。

２０１９

年度至

２０２１

年度，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小于泰格医药，主要原因系公司

的业务规模小于泰格医药。 公司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１２．１３％

、

１１．４３％

和

１１．４６％

，

２０１９

年末至

２０２１

年末泰格医药研发人员占比分别为

９．４４％

、

１０．８１％

和

９．９３％

，公司研发人员占比高于泰格医药。

２０１９

年度至

２０２１

年度，公司研发人员平均薪酬低于泰格医药，主要原因系

公司的业务规模小于泰格医药；

２０１９

年度至

２０２１

年度，公司研发人员数量高于

博济医药，主要原因系公司重视研发投入。

２０１９

年度至

２０２１

年度，普蕊斯无专

职研发人员，而是由部分业务人员同时承担了研发项目的开发职责，故上表列

示的普蕊斯研发人员数量不具有可比性。

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体现了

公司对研发创新能力的重视和投入力度。

（

８

）发行人服务的市场地位、技术水平与特点

发行人设立于

２００８

年，借助创始人此前的学术背景、医疗行业经验和资历

开始服务于医药研发行业，自设立以来专注于提供临床

ＣＲＯ

服务。 发行人董

事、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如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核心人员情况”部分所述，绝大多数具

有医学相关学术背景以及医药研发行业任职经验， 如曾经任职于药品监管部

门、医疗机构、《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中制药公司的研发部门等，在行业中具备良好

的声誉和权威地位。

发行人的大客户资源一方面来源于公司的主动拓展。 发行人的商务发展

部主要负责大客户资源的获取和维护。 商务发展部通过开发潜在大客户并与

其建立沟通渠道，与大客户接洽以获取项目基本信息、了解客户服务需求，必

要时联合公司提供相关服务的各部门共同制定初步方案， 以综合满足大客户

需求，从而获取订单。 另一方面，发行人依靠长期积累的项目经验和行业口碑

的积累建立的品牌形象以及发行人董事、 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专业优

势，吸引大客户主动联系发行人开展合作。

在项目运营过程中，业务部门通过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专业服务，与客户建

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通过定期拜访大客户的管理层、跟进客户投诉和客户

满意度等方式维系客户关系， 发行人的商务发展部也会就项目运营情况定期

与客户沟通以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诺思格是中国本土领先的临床

ＣＲＯ

公司之一，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诺

思格拥有员工

１

，

８００

余人，其中临床试验运营服务团队

３１０

余人，临床试验现场

管理团队

８５０

余人，人员规模在本土临床

ＣＲＯ

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诺思格科学战略委员会由各个领域的国内外行业知名专家组成， 为客户

制定临床产品全周期研发策略、规划注册路径、进行临床试验的顶层设计，帮

助客户缩短研发周期、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研发费用。 该科研团队的技术实力

在行业内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诺思格已为国内外约

７５０

家客户提供了专业服务，

累积了超过

３

，

３００

个各类项目经验， 所提供的临床

ＣＲＯ

服务处于同行业先进

水平，能够为客户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高质量、高效率临床研究服务，并成为

多家制药企业的长期或者战略服务供应商； 公司建立了可覆盖全国的服务网

络，并与多家临床试验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广泛的、优质的

临床试验资源。

诺思格依据适用于全球及中国的相关临床试验的质量管理法规及规范，建

立了一整套严谨高效的项目管理以及质量管理体系，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形成了

独特的品牌竞争优势。 发行人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００２２１Ｑ２０３８８Ｒ０Ｍ

号），即通过了

ＧＢ／Ｔ １９００１－２０１６／ＩＳＯ ９００１

：

２０１５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有效期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该质量认证覆盖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医药临

床研究运营服务、 医药临床研究咨询服务、 医药临床研究数据管理与统计服

务、医药临床试验现场管理服务。

诺思格在抗肿瘤、心血管、中枢神经系统等疾病领域的

ＣＲＯ

服务技术上

积累了一定的优势。 公司还通过与申办方合作，参与了多项重大科技项目，提

升了在临床试验服务领域的技术水平。 公司参与的重大科技项目主要有：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１

１

类新药甲苯磺酸多纳非尼治疗晚期碘难治性分化型甲

状腺癌的临床研究和产业化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２

新型抗高血压候选药物

ＩＩ

期临床研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３

抗前列腺癌和乳腺癌

１．１

类新药普克鲁胺的临床研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４ １．１

类抗血小板新药维卡格雷的临床研究与产业化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５

天然药物

１

类新药阿可拉定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

ＩＩＩ

期

临床研究：免疫调节相关生物标志物及临床疗效验证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６

评价

ＶＧ１６１

治疗晚期肝内胆管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单臂、多中心、开放的

ＩＩａ

期临床研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７

一项随机、双盲、双模拟、平行对照、多中心

评价盐酸杰克替尼片对照羟基脲片治疗中高危

骨髓纤维化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ＩＩＩ

期临床试验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８

盐酸杰克替尼片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多中

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Ⅱ

期临床研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９

苏帕鲁肽注射液在二甲双胍治疗后血糖控制不

佳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多中心、随机、双

盲、安慰剂对照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临床研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１０

盐酸杰克替尼片治疗中高危骨髓纤维化患者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多中心

Ⅱ

期临床试验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１１

Ⅰ

期、开放、剂量递增、评价

ＳＰＨ４３３６

片单药治

疗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的安全性、耐受性、药

代动力学和初步有效性探索的临床研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１２

抗心力衰竭原创新药

－

重组人纽兰格林的多国中

心

ＩＩＩ

期临床研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１３

国家

Ｉ

类（化学类）新药

ＢＴ－１

治疗阿尔茨海默

病的临床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

９

）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前景广阔，经营业绩的增长空间大

１

）我国

ＣＲＯ

市场增长迅速，发展空间巨大

随着中国及全球研发投入的不断增长、药物研发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及研

发外包渗透率的逐步增加，我国

ＣＲＯ

行业快速发展。 根据

Ｆｒｏｓｔ ＆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分析，

２０１４

年我国

ＣＲＯ

市场规模仅

１８

亿美元，到

２０１８

年我国

ＣＲＯ

市场已达

４７

亿美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７．９５％

， 其中临床研究阶段

ＣＲＯ

市场约为

３２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３０．６０％

。 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

ＣＲＯ

行业发展还

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据

Ｆｒｏｓｔ ＆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预测，未来五年，中国

ＣＲＯ

市场还将维持年均

２９．４４％

的复合增长率，至

２０２３

年，我国

ＣＲＯ

市场规模将

达到

１７２

亿美元，其中临床研究阶段

ＣＲＯ

市场规模将达到

１３３

亿美元。

２

）公司具有全产业链全方位的服务能力、科学高效的交付能力及完善的

管理体系

发行人是一家拥有完整临床试验产业链的

ＣＲＯ

公司，能够提供全方位的

临床阶段药物研发服务。公司拥有强大的专家团队，各项业务均由国内外知名

的专家领衔。 通过整合国内外专家资源，公司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专业化、个性

化的

ＣＲＯ

服务。公司建立了专业高效的执行团队，通过完整的管理体系、高效

的运营系统、成熟严谨的

ＳＯＰ

体系以及配套的激励机制，保持了高效、优质的

项目交付能力和交付质量。凭借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多年的经验积淀，公司同各

治疗领域的研究者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并积累了众多保持长期合作

关系的优质客户资源，为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３

）公司的核心优势持续推动收入规模快速增长

公司专注于临床

ＣＲＯ

领域， 经过十多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业

务板块覆盖临床试验各个阶段，并逐步形成了严格高效的

ＳＯＰ

体系，服务水平

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此外，公司重视人才培养

和团队建设， 拥有一批经验丰富、 具备国际视野和高效执行力的临床运营团

队，能够满足国内外客户对高质量临床试验外包服务的需求。 稳定、优质的客

户群体是公司业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凭借丰富的药物临床研发和注册经

验、完整的临床

ＣＲＯ

产业链和全方位的临床试验外包服务能力，公司与众多

国内外大型制药企业、自主新药研发企业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行业内积累

了良好的口碑。此外，公司已与

７９０

余家医疗机构开展过合作，在全国主要城市

均拥有机构或常驻人员，服务网络可覆盖全国，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依靠其技术、经验、人才、客户、市场等方面优势，借助医药

研发产业及

ＣＲＯ

行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业务规模和收入的持续增长。

（

１０

）发行人的核心竞争优势

１

）强大的专家团队

诺思格是一家拥有完整临床试验产业链的

ＣＲＯ

公司，能够提供全方位的

临床药物研发服务，各项业务均由国内外知名的专家领衔。

诺思格专家团队包括曾经任职于美国

ＦＤＡ

药审中心等机构或《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中制药公司的资深行业专家，拥有丰富的临床研发和临床审评经验，曾参

与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对临床试验相关的监管要求和行业标准有深

刻的理解。生物制药研发过程是根据每个项目的药物概况、受试者和临床试验中

心选择及地理位置而高度定制，通过国内外专家资源的整合，发行人为国内外客

户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

ＣＲＯ

方案设计及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为客户提供

药物研发中产品线布局和区域布局的战略咨询服务，协助客户确定中国或全球

的临床研发顶层设计与注册路径；设计临床试验方案，提供临床试验统计学研究

方法；通过与临床前实验数据衔接，为产品提供覆盖临床研究阶段全周期的临床

药理学支持；对申办方临床试验操作中出现的问题的分析提供指导和支持；指导

临床试验数据分析，撰写临床试验报告；对药物临床开发过程中的分子检测及检

测方法学开发提供技术支持；指导、支持及执行中美临床试验申报等。

通过科学、专业的方案设计和项目执行能力，发行人能够协助申办方缩短

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投入，并有效提高申办方的研发成功率。 对于通过发行人

提供临床试验运营服务且申办方已经申报

ＮＤＡ

的药品和器械品种，截至本招

股说明书签署日，获得注册或批准的成功率为

１００％

。

２

）国际化的管理团队

诺思格管理团队由具有大型跨国公司的任职经历的管理人员， 以及医药

研发行业的专家组成，在医疗领域具有平均超过

１５

年的研究和管理经验。在公

司的战略制定中，能够以前瞻性的国际视野为指导，兼顾中国本土医药研发市

场的发展和监管要求。管理团队对医药行业整体发展趋势有着敏锐的判断力，

能够及时调整业务及战略方向以应对市场的变化， 实现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快

速扩张，也为诺思格未来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管理团队注重诺思格的企业文化建设，以为客户服务为宗旨，并不断强化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加强了公司自上而下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３

）专业的执行团队

临床

ＣＲＯ

行业是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员工学历及综合素质

有较高的要求。 诺思格主要执行团队人员包括曾任职于跨国或国内大型药企

的专业人员，以及毕业于医药专业院校的优秀人才。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

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７５％

以上。 发行人的执行团队在医疗领

域具有专业的研究和管理经验，拥有丰富的上下游对接的资源和经验，可以与

国际和国内的客户配合顺利开展项目，提高客户满意度。

此外，通过发行人多年来建立的完整的管理体系、高效的运营系统、成熟

的

ＳＯＰ

体系，以及配套的激励机制，执行团队保持着高效优质的项目执行能力

和交付能力，能够确保复杂的顶层设计和注册路径能够有效地达到预期，满足

申办方在药品研发中的需求，并协助申办方有效控制和降低成本。

４

）全链条全领域的服务能力

诺思格主营业务涵盖临床试验的各个阶段，包括临床试验运营服务、临床

试验现场管理服务、生物样本检测服务、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服务、临床试验咨

询服务、临床药理学服务等，能够提供临床

ＣＲＯ

全流程服务。 诺思格提供临床

试验服务覆盖肿瘤、心血管、内分泌、呼吸、精神、神经、消化、免疫、血液、泌尿等

多个治疗领域。发行人提供的

ＣＲＯ

服务中最主要的业务是

ＣＯ

服务。

ＣＯ

服务是

涵盖临床试验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各阶段的综合服务，具体是指临

床试验全流程中凡是委托合同约定的任务中包含以

ＣＯ

服务为主导的业务，发

行人也会根据申办方的需求单独提供临床试验中的部分环节服务或某些专项

服务，如

ＳＭＯ

服务、

ＢＡ

服务、

ＤＭ／ＳＴ

服务、临床试验咨询服务、

ＣＰ

服务等。 凭借

全链条全领域的

ＣＲＯ

服务能力， 发行人可以在临床研究项目中承担大部分主

要工作， 发行人提供的临床试验运营服务在临床研究项目中负责协调各方，是

临床试验运营的主要执行方，统筹整个项目的进展，并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定

制化服务，可以为客户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一站式临床

ＣＲＯ

服务。

发行人的核心技术贯穿于发行人提供服务的全过程， 为发行人全链条的

服务能力提供科学的保障。发行人以科学的临床试验的顶层设计能力，为临床

试验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引领与指导， 促使临床试验运营项目开展的更加高

效；发行人的执行团队按照符合行业规范的

ＳＯＰ

体系负责方案的实施，提高执

行的规范性； 通过临床试验进行过程中关键决策点的科学指导推动临床试验

高速开展，提高项目执行效率。

５

）丰富的临床试验机构和客户资源

诺思格已与全国

７９０

多家医疗机构、各治疗领域的研究者建立了良好的长

期合作关系，能够快速、高效地根据申办方的需求，协助申办方选择或调整临

床试验医疗机构，并协助申办方推进其产品的临床试验。发行人合作的临床试

验医疗机构，主要包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等国内知名医疗机构。同时，为便于与各地的医疗机构保持联络

和推进临床试验的开展，诺思格已在十余个城市拥有机构和人员，公司的服务

网络已覆盖全国。

诺思格已为国内外约

７５０

个客户、

３

，

３００

余个临床试验项目提供符合国内

外标准的临床试验外包服务，在国内外市场建立了良好口碑，众多优质的医药

企业客户，与诺思格保持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优秀的品牌效应也

在不断协助发行人引入新的客户，拓展市场。

６

）完善的管理体系

临床试验是一个复杂且耗时的过程。 诺思格根据相关法规的要求并结合

十余年丰富的项目实践，建立了成熟严谨的

ＳＯＰ

体系，涵盖临床试验设计及项

目规划、执行中的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到补救措施等临床试验的各方面，以规

范项目运作，实现高质量的过程控制，确保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反应并解决

问题，确保服务按照

ＧＣＰ

等法规的要求执行并成功交付。在临床试验运营项目

中，发行人的执行团队通过严格执行发行人的

ＳＯＰ

，能够有效地减少操作上的

偏差，提高项目开展的规范性和高效性，以确保项目的高效及高质量执行。

诺思格根据自身发展历程和经验，建立了完善的运营体系和管理制度，在

项目运营过程中，各个部门分工管理，相互配合及支持；同时，各业务部门内部

建立部门资源协调委员会及项目审核和反馈机制， 确保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快

速反应及应对，最大程度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保证了诺思格的执行能力。

诺思格根据企业发展规划，建立了完整、高效的培训系统，保证了项目执

行的质量和速度，同时为未来扩张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７

）优秀的资源配置能力

由于针对药品研发的要求和监管日益严格， 药品研发难度加大、 周期变

长，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开始将药品研发过程中的部分工作委托给

ＣＲＯ

公司

完成。

ＣＲＯ

公司凭借其成本、效率等多方面优势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医药研

发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发行人作为本土

ＣＲＯ

企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临床研究策略和临床

试验运营等方面具备专业的知识、技术、经验和人才储备，形成了优秀的内外

部资源配置能力， 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具有高度专业化和丰富经验的

团队，有效地为制药企业控制研发管理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并降低研发风险。

综上，发行人考虑了行业地位、商业模式、在手订单等各方面因素，并结合

同行业可比公司业务情况及相关财务数据， 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市盈率水平

进行分析，主要财务指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在参考了行业市

盈率水平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后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和发行结构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三）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价格为

７８．８８

元

／

股。

（四）募集资金：

若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１８

，

３２０．００

万元，扣除预计

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

９

，

５６０．１８

万元后，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０８

，

７５９．８２

万

元。 超出募投项目计划所需资金，发行人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证监会和深

交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后合理使用。

（五）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周三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提示公告》

《招股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网上披露

Ｔ－１

日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周五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周一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周二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款（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Ｔ＋３

日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周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包销金额

Ｔ＋４

日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周四

刊登《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六）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三、网上发行

（一）申购时间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

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７８．８８

元

／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进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诺思格”；申购代码为“

３０１３３３

”。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

板交易权限、且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

交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新

股申购条件。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将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诺思格”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

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六）申购规则

１

、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确

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１０

，

０００

元以上（含

１０

，

０００

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

５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

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５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

申购数量应当为

５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

一，即

１５

，

０００

股。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

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２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投资者申购量超过其持有市值对

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部分为无效申购； 对于申购量超过网上申购上限

１５

，

０００

股的新股申购，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于申

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

作无效处理。

３

、新股申购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不合格、休眠、注销和无

市值证券账户不得参与新股申购，上述账户参与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将对其作无效处理。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账

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

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 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

者的首笔有市值的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

４

、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并

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２

、计算市值和可申购额度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计算， 可同时用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

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网上投资者根

据其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交

所联网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

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

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

委托手续。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

托。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

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证券公司不得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２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１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无需进行摇号

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按每

５００

股确定为一个

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

码认购

５００

股。

中签率

＝

（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 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

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

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

认有效申购总量，按每

５００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

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

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２

、公布中签率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刊登的《诺思

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公布中签率。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和发行人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当日

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刊登的《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公布中签结果。

４

、确认认购股数

网上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公告的《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

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情形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本次发行因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承担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３０％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公告《诺思格

（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

公告》，披露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十二）中止发行

１

、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

措施：

（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

３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

４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首发实施细则》第五条：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

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网上投资者中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

投资者名下。中止发行后若涉及退款的情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调相关各

方及时退还投资者申购资金及资金冻结期间利息。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交所备

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２

、中止发行的措施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

１６

：

００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统计网

上认购结果，确定是否中止发行。 如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尽快公告中止发行安排。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

投资者名下。中止发行后若涉及退款的情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深交

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及业务流程协调相关各方尽快安排已经

缴纳投资者的退款事宜。

（十三）余股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本次发行因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

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费用

本次网上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１９

号华通大厦

Ｂ

座北塔

１１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１９１５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１９９７８

联系人：李树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５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上接

A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