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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成都先导”）使用 2,570 万元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支出。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年 3月 1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429 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68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5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34,753,6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88,742,433.8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6,011,166.16元。 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0年 4月 8日出具了天健验[2020]11-8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 4月 8日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746,011,166.16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为 660,028,760.58元，超募资金为 85,982,405.58元。 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投入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方向 已投入募集资金（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元）

1 新分子设计、构建与应用平台建设项目 83,251,826.97 497,955,122.18

2 新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7,703,452.00 162,073,638.40

3 超募资金 51,400,000.00 85,982,405.58

总计 152,355,278.97 746,011,166.16

三、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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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在保证募投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需求前提下，拟使用 2,57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支出。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570万元，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89%，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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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超募资金可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借款， 每十二个月内累计金额不得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 的相关规
定。

四、相关说明及承诺
本次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能够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

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 本次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
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承诺每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金额将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 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
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共计 2,570 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
合相关法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的条件，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共计人民币 2,57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 2,57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超募资金的
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情况，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相关法律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规定的条件。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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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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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成都先导实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文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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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成都先导”）第一届董事会、第一届监事会任期
已届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目前公司已开展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将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候选人提名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提名情
况如下（简历附后）：

1.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 JIN LI（李进）先生、陆恺先生、陈永存
先生、王霖先生、李建国先生、SUIBO LI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JIN LI（李进）先生、陆
恺先生、陈永存先生、王霖先生、李建国先生、SUIBO LI 女士已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保证当选后勤勉尽责，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郭云沛先生、余海宗先生、刘泽武先
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余海宗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郭云沛先生、余海宗先生、刘泽
武先生已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证当选后勤勉尽责，切实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 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董事会换届选举方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6 名非独立董事、3 名独立董事，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

长 1人。 公司将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换届事宜，对每位董事会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
并通过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6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提名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二

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决议提名徐晨晖先生、柳丹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并提交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方式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职工代表监事不少于三分之一。公司将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监事会换届事宜。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后，即与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换届选举事项尚需履行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等

相关程序。 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选举公司董事长、监事
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并确认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构成。

（二）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公司完成前述审议事项前，仍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一届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三）上述董事、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任职资格的
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其他情形。

（四）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公司对各位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附件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JIN LI（李进）先生
JIN LI（李进）先生，1963年 2月出生，英国国籍，拥有中国永久居留权。 JIN LI（李进）先生 1988 年 7 月

毕业于英国阿斯顿大学，获得大分子科学专业博士学位；2013 年 10 月，当选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2018
年 7月 18日，被英国阿斯顿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JIN LI（李进）先生 1988年 9月至 1990年 8月，任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博士后；1990年 10月至 2001年 3月， 任 Protherics UK Ltd. 计算化学主任；2001 年 4 月
至 2012年 5月，任阿斯利康化学计算与结构化学总监、全球化合物科学主任、计算科学总监。 2017 年 4 月
至今，JIN LI（李进）任成都科辉先导医药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 12月至今，JIN LI（李进）任上海莱弗
赛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Vernalis (R＆D) Limited董事；2012年 6月至今，JIN LI（李进）就
职于成都先导，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JIN LI（李进）先生是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 81,876,948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43%；JIN LI（李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陆恺先生
陆恺先生，1953年 8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陆恺先生 1971年 9月至 1986年

6月，任成都市二轻局供销员、处长；1986 年 6 月至 1989 年 6 月，任成都轻工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1989 年
6月至 1998年 6月，任成都外贸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陆恺先生 1998年 7月至今，任华川集团董事长。 陆恺
先生现任成都华川高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金石创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横琴金石创能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四川鼎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西藏晶鑫矿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陆恺先生 2012年
2月至今，任成都先导副董事长职务。

陆恺先生与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成都先导股票；陆恺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
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
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3、陈永存先生
陈永存先生，1965年 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陈永存先生 1988 年 8

月至 1990年 7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职员；1992年 8月至 1999年 5月，任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房贷部处长；1999年 5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处长。 陈永存先生 2009年 1月至今，任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管。 陈永存先生现
任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京银国际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润达国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及经理、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沃民高新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 陈永
存先生 2019年 3月至今，任成都先导董事职务。

陈永存先生与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成都先导股票；陈永存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王霖先生
王霖先生，1968年 7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香港籍。王霖先生 1994年 8月至 1999年 3月，任中

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高级经理；1999年 4月至 2002年 8月， 任中金公司高级经理；2002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2月，任北京鼎晖创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副总裁、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王霖先生 2009年 1月至今，任
CDH Investments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鼎晖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创新与成长投资部管理合伙
人、 董事总经理。 王霖先生现任 Gingko Company Limited（经久有限公司） 董事、Golden Gingko Company
Limited（金银杏有限公司）董事、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鼎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深圳鼎晖华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王霖先生 2018年 7月至今，任成都先导董事职务。

王霖先生与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成都先导股票；王霖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
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李建国先生
李建国先生，1961年 8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李建国先生 1994 年 6

月至 1998年 4月，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处长；1998年 4月至 2001年 1月，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发

展部、公关部、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01年 1月至 2003年 1月，任联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3年 1月至 2007年 4月，任联想控股弘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建国先生 2007年 8月至今，任雷
岩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李建国先生现任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尚远有限公司董
事、巨慈有限董事等。 李建国先生 2019年 3月至今，任成都先导董事职务。

李建国先生与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成都先导股票；李建国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SUIBO LI女士
SUIBO LI女士， 1961年 6月出生，英国国籍，拥有中国永久居留权。 SUIBO LI女士 1991年毕业于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1991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先后在英国索尔福德大学、英国普罗米
修斯生物科技公司、阿斯利康（瑞典）、阿斯利康（英国）、柴郡学院（英国）任职。 SUIBO LI女士 2018年 10月
就职于成都先导，历任成都先导供应链管理总监、副总裁职务。

SUIBO LI女士是成都先导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JIN LI（李进） 先生的配偶， 未持有成都先导股票；
SUIBO LI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郭云沛先生
郭云沛先生，1947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郭云沛先生于 1988年毕业于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具有高级编辑职称。 1969 年 2 月至 1973 年 6 月，郭云沛
先生应征入伍任宣传干事；1973年 6月至 1983年 10月，任职于重庆桐君阁制药厂中层员工； 1983年 10月
至 2007年 10月，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原为国家医药管理局)《中国医药报》第一负责人、《中国药品监
督管理》 总编辑；2007年 10月至 2012年 11月， 任北京卓信医学传媒集团执行总裁；2012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2月，任北京玉德未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E 药经理人》杂志出品人；200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任中
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郭云沛先生现任北京鼎阳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 2020 年 3
月至今，任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

郭云沛先生与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成都先导股票；郭云沛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余海宗先生
余海宗先生，1964年 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8年 7

月至 1990年 8月，余海宗先生曾任四川威远钢铁厂财务会计，1993 年 1 月至今，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海宗先生现任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中国钒钛磁铁矿业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余海宗先生自 2019 年 3
月至今，任成都先导独立董事职务。

余海宗先生与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成都先导股票；余海宗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刘泽武先生
刘泽武先生，1953年 7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刘泽武先生自 1969年

9月至 1976年 12月，任湖北省潜江市所属中小学教育部门教师团委书记、教导主任、校长；1979 年 11 月至
1983 年 2 月，任潜江市所属中学教师、团委书记；1983 年 3 月至 1993 年 7 月，任潜江市党政机关律师、主
任、部长、政法委秘书、人大办主任、市委宣传部部长；1993 年 8 月至 2000 年 11 月，任潜江市政府机关城区
街道办事处书记、管委会主任、市长助理；2000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重庆
市渝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泽武先生现任重庆华文云典国际交流中心有限公司监事。刘泽武先生
自 2019年 3月至今，任成都先导独立董事职务。

刘泽武先生与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成都先导股票；刘泽武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1、徐晨晖先生
徐晨晖先生，1966年 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徐晨晖先生 1991 年 7

月至 1992年 3月，任四川大学讲师；1992年 3月至 1999年 5月，任成都外贸进出公司部门经理。 徐晨晖先
生 1999年 5月至今，任华川集团驻俄罗斯代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兼总经理。 徐晨晖先生现任成
都华川高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川金石创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横琴金石创能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徐晨晖先生 2012年 2月至今，任成都先导监事职务。

徐晨晖先生与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成都先导股票；徐晨晖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
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
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柳丹先生
柳丹先生，1983年 10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4年 1月至 2015年 10

月任贝恩创效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助理顾问；2015 年 10 月至今，任鼎晖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高级合伙人。 柳丹先生兼任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康立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劲方医
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汇医慧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职务。

柳丹先生与成都先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成都先导股票；柳丹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
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
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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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本报告第

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风险因素”相关的内容。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 2021年度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 截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总股本为 400,68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20,034,000.00元（含税），占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1.61%；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
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成都先导 688222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耿世伟 朱蕾

办公地址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生物城中路二段 18号）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生物城中
路二段 18号）

电话 028-8519 7385 028-8519 7385
电子信箱 investors@hitgen.com investors@hitge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成都先导聚焦小分子及核酸新药的发现与优化，依托 DEL 技术（包括 DEL 库的设计、合成和筛选及拓

展应用）、 基于分子片段和三维结构信息的药物设计（FBDD/SBDD） 技术、 核酸新药研发平台相关技术
（STO）、靶向蛋白降解平台相关技术（TPD）四大核心技术平台及公司其他关键新药研发能力（药化、计算科
学、生物评价、药学研究等），打造新药发现与优化的国际领先的研发体系，通过新药研发服务、不同阶段在
研项目转让及远期的药物上市，为医药工业输出不同阶段的新分子实体，以最终为全球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提供创新药治疗方案，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贡献于更好的人类生命健康。

目前，公司基于数千种不同的骨架结构，已经完成超过万亿种结构全新、具有多样性和类药性的 DNA
编码化合物的合成， 并且已有多个案例证实了其针对已知生物靶点和新兴生物靶点筛选苗头化合物的能
力及有效性。 同时，成都先导拥有大约 20个内部新药项目处于临床及临床前不同阶段，目前已有 4个项目
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并进入临床试验。

公司业务模式灵活，能够提供一整套从靶基因到新药临床试验申请阶段的研发服务，范围覆盖重组蛋
白表达纯化、结构生物学、计算化学与药物化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细胞生物学、体内药理学、药代动
力学、药学研究等。 主要包含三种商业模式：

第一，小分子及核酸新药研发相关技术合作服务：①DEL 筛选、DEL 设计、合成及表征、蛋白表达与纯
化、结构生物学、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药物化学、核酸及有机合成、分析化学、生物物理、细胞生物学、药
代、药效等。 ②定制化的 RNAi（RNA干扰）技术服务，siRNA设计、siRNA的快速平行合成与化学修饰，并进
行基因敲除活性测试、稳定性测试、脱靶风险评估及核酸药物体内分布及其他体内外生物功能评价等。

第二，不同阶段的新药在研项目转让：一站式药物发现项目、风险分担项目、合资企业到项目转让许可
等。

第三，远期规划中的新药品种上市销售：成都先导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以及新药项目研
发核心的知识产权，公司不断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可成药的新分子实体产生，除了在不同阶段的对外转让，
在一些特殊治疗领域，公司会将自研项目持续往后推进至临床后期，在更远期的时间，可能有自己的药物
上市或通过上市许可人制度（MAH）实现药物项目的上市销售。

成都先导作为拥有全球已知最大的 DNA编码小分子实体化合物库的药物研发公司， 业务遍布北美、
欧洲、亚洲及澳大利亚等，现已与多家国际著名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化学公司、基金会以及科研机构
建立合作，致力于新药的发现与应用。 公司致力于成为植根中国、放眼全球的创新药物“种子库”和新药创
制“新引擎”。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属于新药研发服务、 新药在研项目权益转让及自主研发项目推进至临床阶段乃至远

期实现上市销售相结合的形式。 相比传统的新药研发企业项目数量少、投资回报周期长、研发投入风险大
等特点，以及相对于常规技术服务型企业劳动密集程度高、服务附加值低、缺乏长期增值空间等特点，公司
的业务模式具备为公司持续输出颇具潜力的创新药项目的能力，能够创造高收益的长期价值。

公司的药物发现与优化平台，一方面在为全球医药企业提供不同技术环节研发服务的同时，还能提供
针对各类靶点处于不同阶段的新分子实体。 另一方面，在不与客户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公司可通过药
物发现平台自主选择高潜力、高价值的靶点进行药物发现，并利用自身的高效新药优化平台将发现的苗头
化合物推进到临床试验阶段。

（1）新药研发服务
基于公司药物发现与优化平台，公司可为全球医药企业提供指定生物靶点的筛选并进行优化，客户有

权选择有偿受让在筛选结果中被证明具有功能活性的药物结构 IP， 公司还有一定几率在客户针对该药物
进行后续研发的多个阶段陆续产生里程碑收入。 除此之外，基于公司领先的 DEL、FBDD/SBDD 技术，以及
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蛋白表达纯化、结构生物学、计算化学与药物化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细胞
生物学、体内药理学、药代动力学、药学研究等环节的技术能力，公司可为客户提供新药发现和优化链条上
各类研发服务，如定制化 DEL库设计及合成服务、某些指定化合物或核酸的合成与修饰服务等。

新药研发服务部分， 盈利模式分为客户定制服务（Fee-For-Service，FFS）、 全时当量服务（Full-Time
Equivalent，FTE）、以及其他。

①客户定制服务（FFS）FFS模式是指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服务合同内容，向客户提供有明确需求的
研发服务，并在合同中约定具体项目方案、研究成果测算方式、相关费用与结算方式。

②全时当量服务（FTE）FTE模式是指公司根据客户的要求分配相关技术人员团队，并依据合同的约定
完成相关研发任务，按照记录的实际参与的技术人员数量和工作时间确认收入。 客户与公司一般在合同谈
判和项目方案确定过程中会依据项目难度、时间要求和工作量来综合确定所需 FTE数量。

③其他则主要包括药物结构 IP权属转让费（License Fee）、里程碑费（Milestone Fee）等
自公司成立以来，通过 DEL 的筛选服务，为客户完成针对特定靶点的早期苗头化合物的发现服务，在

成功发现化合物后，可以通过签订转让合同将化合物知识产权转让给客户进行后续开发，收取一定 IP权属
转让费，以及根据客户后续的开发进度，还可能收到部分里程碑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累积完成了 45个项目的化合物知识产权转让。 根据合同约定，当转让的小分子
化合物未来在药物研发达到某个关键性节点阶段（包括但不限于 GLP毒理实验、临床 I 期、临床 II 期、临床
III期及药物上市等），后续公司可依据合同约定获得里程碑费，金额依据各个里程碑节点的不同从几百万
元到几千万元不等。

（2）新药在研项目权益转让
公司依靠国际领先的药物发现平台以及规模庞大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化合物库， 在与客户

筛选项目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高潜力、高价值的靶点进行自主新药发现，利用自身核心技
术优势将筛选出的化合物分子优化并向后推进至确定性更高的阶段后进行转让， 客户受让后可直接申报
临床或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通过转让新药项目的全部或部分权益，公司可获得新药项目转让收入，包括首
付、里程碑收入和收益分成等。

（3）业务模式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靶点排他与分子结构排他原则
药物结构相关的知识产权系创新药的核心 IP， 为确保公司新药研发项目与客户筛选项目之间不存在

利益冲突，成都先导在业务模式中严格遵守靶点排他和分子结构排他原则。 公司药物发现平台中的化合物
结构原始权属归公司所有， 在筛选服务的模式中发现了有效的苗头化合物或自主研发的新药推进到一定
程度后，公司通过与客户签署授权及转让协议，将化合物结构相关的知识产权或开发及商业化权益转让给
客户。

第一、靶点排他原则。 公司接受客户的筛选项目委托以靶点为基础，客户一旦确定某筛选靶点，会拥有
一定的排他期（通常为 3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在排他期内公司不会再接受其他客户对于相同靶点的
筛选服务委托，也不会针对该靶点进行自主新药项目筛选。

第二、分子结构排他原则。 公司通过与客户签署转让与授权协议，将分子结构的知识产权永久排他性
地转让给客户。 该分子即使在后续的研发过程中表现出对其他靶点的良好成药性，也因为排他机制而不可
转让和开发。 两项排他原则的执行确保了公司新药研发项目与客户筛选项目之间、不同客户的项目互相之
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并因此获得国内外客户的极大信赖和认可，使公司独特的“新药研发服务+新药在研项
目权益转让”的模式能够顺利开展，在国际医药工业保有良好的声誉。

（4）远期规划的新药品种上市销售
成都先导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以及新药项目研发核心的知识产权，公司不断有自己知识

产权的可成药的新分子实体产生，除了在不同阶段的对外转让，在一些特殊治疗领域，公司会将自研项目
持续往后推进至临床后期，在更远期的时间，可能有自己的药物上市或通过上市许可人制度（MAH）实现药
物项目的上市销售。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全球药物市场规模及成长性
世界人口总量的增长、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以及疾病谱的改变，使得人类对

生命健康事业愈发重视。 同时，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医疗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等因素推动了全球
医药行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全球药品市场的发展。 根据 Frost＆Sullivan报告统计，2019年全球药品市场规
模约为 1.32 万亿美元，受疫情影响，预计 2020 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将与 2019 年持平，全球药品市场在市
场需求拉抬下稳定成长，2019-2025年间，以年复合成长率 7%成长，至 2025年，医药市场规模将达 1.8 万亿
美元。

根据 Frost＆Sullivan报告， 全球医药行业研发投入将由 2021 年的 2,241 亿美元增长至 2026 年的 3,129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约 6.9%。

根据 Pharmaprojects数据库整理显示，2001-2022年全球在研新药数量呈明显增长势头。

（2）全球药物新分子实体的现状与趋势
①小分子化药依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小分子化学药由于其服用便利、合成工艺稳定、价格和生物药相比有明显优势，加之，一些重要的影响

疾病的生物机制存在于细胞内部或需要跨越血脑屏障，小分子化学药几乎是唯一的治疗手段。 在全球各国
加大医疗改革、控制医疗支出的背景下，小分子化学药在较长时间内仍然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近年由于
生物技术药物的发展速度较快，小分子化学药在整体药品市场中的相对市场份额有所缩小，但从长期趋势
看，小分子药物仍然会长期占据药品市场的主要份额。

②新分子实体获批数量呈上升趋势
随着药物研究的深入开展，新分子实体的发现难度越来越大，导致新分子实体上市的步伐在一段时间

内放缓，但随着高通量筛选技术的进步以及新一代的药物发现技术（如 FBDD/SBDD、DEL 等技术）的应用，
促进了新分子实体研发效率的提高，新分子实体获批的数量又开始回升。 根据 FDA 近 25 年（1994 至 2018
年）批准上市的新药进行统计，期间 FDA 共批准新药 807 个，其中新分子实体 671 个，占比 83%，生物制品
136个，占比 17%。 新分子实体获批数量在 1996 年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在随后几年逐步下滑，并且在 2000
年至 2010年的十年间形成一个新药研发的低谷阵痛期，这种情况自 2011 年起得到改善，获批药物呈现稳
步上升的趋势。 2011至 2018年这段时期新分子实体的平均获批数量达到 29.5个，2018年获批的数量更是
达到 42个，为近 20年的高峰。根据 FDA公布的数据，2021年获批的新分子实体共 37个，占比 74%，生物制
品 13个，占比 26%。 预计未来 5年，每年仍将有 30到 40个新分子实体推出市场。

数据来源：根据 FDA官网公布数据整理
③专利创新药物的比重将持续增加
相对于非专利药物，专利药赋予药品更大的溢价能力，成熟的非专利仿制药物由于专利过期后的市场

竞争激烈使得利润率逐渐下降；同时医保体系的不断完善、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得患者对药品的支付意愿
以及支付能力均大幅提高。 近年来不断有新的专利药物上市，并不断刷新销售记录。 例如吉列德公司的用
于治疗丙型肝炎病毒的小分子化学药索非布韦和夏帆宁，两个品种在上市次年的销售额均突破了 100亿美
元 ，成为当年全球小分子药物中销售额最高的药品。 据预测，2030 年中国创新药市场份额将提升至 70%，
仿制药将下降至 25%，国内创新药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国内外主要制药企业发现和优化新分子实体的技术路径
国外的制药企业和生物技术公司以研发创新药物为主，一般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苗头化合物的发现，主

要包括： 高通量筛选、 基于已知化合物结构的改造（fast follow, me-better, me-too）、 基于分子片段的筛选
（FBDD）、基于结构信息的化合物结构改造设计及改造（SBDD）、虚拟筛选、DNA 编码化合物库筛选（DEL）
等。 各类药企的研发策略通常受到靶点类型差异、研发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大型的制药公司通常并行使用
多种技术获得苗头化合物以赢得时间优势，并增加项目的成功率。 国外企业由于其研发投入整体较高，对
于新型技术（如 DEL技术）的接受度较高，应用速度较快。

国内的制药企业在药物研究方面正在快速地从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 由于没有小分子化合物库的积
累和筛选能力，使用虚拟筛选、基于已知化合物的结构改造、小范围的基于结构的药物筛选是大多数公司
采取的策略，而国内具有创新能力的大型药企和 CRO公司已逐步开始使用 DEL技术。

（2）公司在药物发现领域的市场地位
由于各种药物发现技术都有较高的技术难度和自身的局限性，解决“如何通过开发创新性技术以及顺

利应用，突破现有技术的局限性”成为针对不同的生物机制和各种类别靶点的新分子发现是否成功至关重
要的突破口，也是构筑行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公司是目前药物发现领域内唯一同时拥有国际领先的 DEL 技术与 FBDD/SBDD 技术的成长性生物技
术公司，同时，公司还拥有核酸新药研发相关技术平台（STO）以及靶向蛋白降解相关技术平台（TPD）两个新
兴技术平台，与其他生物技术公司及药物发现领域 CRO公司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和技术壁垒。

①公司在 DEL技术领域市场地位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 DEL 技术已经日趋成熟，并且得到制药工业和学术机构的广泛应用，从学术成

果和工业成果上都已展现出这是一个新兴的可靠的技术。 DEL作为新兴技术，和其他各种药物发现技术处
于互补关系和部分应用场景重叠的状态，随着 DEL技术的发展和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取代其他技术
的部分应用场景，逐步成为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获得苗头化合物的标准方法之一。目前 DEL技术已被
全球上百家的药企和生物技术公司所认可和应用，特别是全球排名前列的大型企业，前 20的大药企中几乎
都在应用该项技术。

成都先导自创立起始终致力于 DEL 技术的开发、应用和升级，是首家在中国进行 DEL 技术开发及工
业应用的公司。经过 10年的发展，已成为 DEL技术领域的领先者之一，拥有起步早，库分子多样性高，筛选
技术成熟，筛选成功率高等优势。 从全球已公开的 DEL技术合作项目公开信息统计看，成都先导是 DEL技
术领域研发服务公司中获得合作项目数量最多的企业之一，合作对象多为国际制药巨头、知名生物技术公
司等高质量客户。 主要包括：辉瑞、强生、默沙东、赛诺菲、武田制药、勃林格殷格翰、利奥制药、LG 化学、基
因泰克、Aduro、Forma等。 并且， 成都先导在过去几年中发表了数十篇 DEL领域的原创科学论文， 占整个
DEL领域相关文献近 20%，推动 DEL技术创新与发展。

2021 年， 成都先导与 UPPTHERA、Lipigon、BioAge、Dorian 等多家企业公布了基于 DEL 技术的合作项
目。

在获得以上项目合作的同时，公司也在继续推进各项工作来进一步加强在全球的优势。 首先，公司持
续加强核心技术平台-DNA编码化合物库的建设，公司 DEL库小分子种类已突破 12,000 亿，是全球目前已
知的化合物最多、规模最大的实体小分子化合物库。 成都先导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杂环化合物库，公司已
经将库扩展到共价化合物库，蛋白降解化合物库，分子片段化合物库等应用场景更为丰富的小分子化合物
库。 公司通过系统化的库分子设计，增加合成分子骨架的种类超过 6,000种，基本涵盖了所有当前已获批上
市的小分子药物的核心骨架，以及临床在研小分子项目的大多数优势骨架，合成砌块接近 40,000 种；以及
不断开发新的适用于 DNA 编码化合物库的化学合成反应和途径， 新增了十余种 DNA 编码化合物库的化
学反应方式，除自身建库应用以外，公司还将部分确认的新反应方法通过多篇文献形式进行公开，推动同
行业 DEL 技术的发展。

其次，公司的 DEL筛选成功率及化合物 IP转让数量也得到提升，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经筛选来自客
户立项的 47类不同靶点类型，其中包含蛋白-蛋白相互作用、转录因子、磷酸酶、蛋白复合体、脂肪酶等传统
意义上难成药靶点或具有挑战性的靶点，报告期内筛选平均成功率近 80%，筛选项目的平均时间周期缩短
至 3个月以内，这一数据高于工业界 HTS的平均水平。目前，公司仍在不断提升 DEL技术的质量和效率，并
扩展 DEL技术的适用范围，应用至更多类型的靶点和生物机制的筛选。

除此之外，公司还持续推进 DEL技术的拓展应用，例如共价化合物库的筛选成功的实现化合物的发现
与转让， 蛋白降解剂化合物库的构建与筛选获得同时靶向目标蛋白和 E3 蛋白实现全新蛋白降解剂的发
现、直接提供构效关系，高通量功能性（酶学功能、细胞功能）DNA编码化合物库筛选探索，结合实验和生物
信息学技术进行 RNA靶点的筛选成功为 RNA靶点找到结合的小分子化合物， 通过在 DEL 筛选数据上有
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成功为 DEL筛选的靶点找到非 DEL覆盖空间的新化合物系列。 公司目前仍在不断
突破 DEL 筛选技术方面的局限，持续投入研发以升级技术，包括在 DEL 筛选的持续创新和优化，RNA 筛
选平台的持续能力扩充和应用范围拓展，AI等技术平台加速 DEL 先导化合物的临床转化等领域， 以进一
步提升 DEL技术在药物研发方面的应用场景，加速创新成果的实现与转化。

2021 年 5 月 28 日，成都先导通过美国的专业领域行业信息平台“Fierce Biotech”，发布了 DEL 领域的
第一个行业白皮书，旨在推进 DEL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②公司在 FBDD/SBDD技术领域市场地位
2020年，公司通过并购 Vernalis（R＆D）打造了全球领先的综合型药物发现技术平台。 Vernalis（R＆D）在

FBDD/SBDD的开发应用方面有着超过 20 年的经验，被认为是该领域国际领军企业之一，基于其核心技术
已经实现多个新药发现项目的对外授权转让并推进到临床阶段， 同时与多家知名制药企业保持着持续的
新药研发合作，包括 Server，Daiichi Sankyo, Lundbeck等。

通过 DEL技术和 FBDD/SBDD技术的有效整合，公司的能力更加多元化，一方面可提升新药项目发现
与优化的成功率，另一方面可给予客户多样化选择，有望在商业模式上推出更多性价比高的服务项目。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药物发现与优化新趋势之 DEL技术的突破性发展
成都先导作为 DEL技术领域的领先者和重要的技术推动者之一， 有多个新药项目推进到临床前甚至

临床研究阶段，并通过商业合作，DEL 技术已被全球上百家的药企和生物技术公司所认可和应用，特别是
全球排名前列的大型企业，前 20的大药企几乎都在应用该项技术。另外，根据另一位重要的 DEL技术公司
X-Chem的官方披露，截止 2018年该公司的 DEL技术平台已经产生了 150多个先导化合物系列。DEL技术
已逐步成为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获得苗头化合物的标准方法之一。

近年来， 结构生物学的进步推动了早期药物发现方法的改革，SBDD、FBDD 及膜蛋白靶向药物发现等
新途径的涌现大大加快了潜在药物发现的速度。 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相应使得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CADD）和虚拟筛选等技术在药物发现上的应用有了一定的进步。

对于目前处于应用重叠的领域， 各个技术依据其特点和优势为药物工业在筛选策略方面提供了更多
样的选择。 目前，DEL作为新兴技术，和其他各种药物发现技术处于互补关系和部分应用场景重叠的状态，
随着 DEL 技术的发展和提升， 将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取代其他技术的部分应用场景。 公司在 DEL 技术与
FBDD/SBDD、CADD等技术的协同与深度开发，详见本节第（四）部分“核心技术与研发进展”。我们相信在未
来的 5-10年，越来越多的 DEL筛选结果将对进入临床的新药项目有明显的贡献。

（2）药物发现与优化新趋势之新机制与新分子实体
2018 年一篇发表在 Nature 的文章《Unexplored therapeutic opportunities in the human genome》(Nat Rev

Drug Discov. 2018, 17(5): 317–332)中，对有潜在治疗作用的蛋白靶点进行分类统计，目前已知可作为治疗
靶点的人类蛋白共 20,120 种，其中，仅有 601 种蛋白靶点（Tclin）有相应的药物进入临床试验或者获批上
市，11,086 种蛋白靶点（Tbio）有明确的作用机理，但是没有针对这些靶点的在研小分子药物，7,031 种蛋白
靶点（Tdark）的作用机理还没有被研究透彻。 从目前已知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靶点来看，仅有不到 3%的靶
点有对应的在研小分子实体。

因此，一方面，传统的药物发现与筛选技术很难得到针对这些靶点的小分子活性化合物，DEL 技术的
出现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攻克高难度靶点，目前公司已应用 DEL 技术针对超过 47 类不同靶点类
型，其中包含蛋白-蛋白相互作用、转录因子、磷酸酶、蛋白复合体、脂肪酶等传统意义上难成药靶点或具有
挑战性的靶点，整体的项目成功率接近 80%。 另一方面，近年来，基于新的生物机制研发的新分子在诸多领
域展现出突破性进展并引起工业界的关注，例如蛋白降解技术、核酸药物、共价小分子药等，公司利用自身
的技术优势，紧跟新生物机制与新分子类型上的发展趋势，做了拓展和深度布局，详见本节第（四）部分“核
心技术与研发进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713,800,021.41 1,648,005,753.49 3.99 635,353,28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15,907,403.55 1,277,930,264.29 2.97 511,772,243.86

营业收入 311,058,555.97 243,600,479.33 27.69 264,196,93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3,383,837.59 64,023,167.70 -1.00 120,266,06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97,466.30 42,938,591.71 -45.74 74,226,742.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3,496,009.09 1,585,475.44 2,643.40 168,250,74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89 6.26 减少 1.37个百分点 2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23.69 41.00 减少 17.31个百分点 34.6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9,164,316.00 84,973,680.93 73,169,078.08 83,751,48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81,934.11 14,875,994.99 9,034,650.49 33,691,25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853,775.26 8,873,618.48 1,213,378.84 10,356,69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94,598.87 -865,135.98 11,956,703.68 18,309,842.5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

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7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82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JINLI（李进） 0 81,876,948 20.43 81,876,948 81,876,948 无 0 境 外 自
然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749,118 56,404,156 14.08 0 0 质押 8,454,5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38,651,163 9.65 38,651,163 38,651,163 无 0 其他

安吉东方佳钰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33,667,721 8.40 0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927,545 22,132,314 5.52 0 0 无 0 其他

菏泽腾澜溪生物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432,887 14,540,984 3.63 0 0 无 0 其他

JUMBO KINDNESS
LIMITED -5,558,663 14,366,918 3.59 0 0 无 0 境 外 法

人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1,437 12,366,004 3.09 0 0 无 0 其他

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92,365 12,107,637 3.02 0 0 无 0 其他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76,414 11,931,448 2.98 0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 JINLI（李进）作为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聚智科创为一致行动人。 2、深圳市钧
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3、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为一致行动人。 4、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105.86 万元，同比增长 27.6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38.38 万元，同比降低 1.0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9.75 万元，同
比降低 45.74 %。

报告期内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系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收购了 Vernalis (R＆D)Limited 公司，2021 年
公司因合并范围变化营业收入增加。 同时，公司于报告期内积极进行资源整合与技术协作，协同效应暂未
完全体现，导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有所降低。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 171,380.00万元， 较期初调整后金额增加 3.9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31,590.74万元，较期初增加 2.9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
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222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2-020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

华永”）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拟续聘德勤华永作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聘任公司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华永的前身是 1993年 2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年 9月经财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德勤华永注册地址
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号 30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 H 股企
业审计业务。 德勤华永已根据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相
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 德勤华永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务，
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德勤华永首席合伙人为付建超先生，2021年末合伙人人数为 220人，从业人员共 6,681 人，注册会计师
共 1,131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220人。

德勤华永 2020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 40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1 亿元，证
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88亿元。 德勤华永为 60家上市公司提供 2020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总额为人
民币 2.05亿元。 德勤华永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要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房地产业，采矿业。 德勤华永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中无其他与公司同行业客户。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 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德勤华永近三年未因执业

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德勤华永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

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刘洋先生， 自 2004年开始在德勤华永执业并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

服务工作，2006年成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 刘洋
先生从事审计服务业务近 18年，自 2005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服务，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
服务。 刘洋先生自 2021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5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欧阳千力女士， 自 200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
作，2015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8年加入德勤华永。 欧阳千力女士自 2019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质量控制复核人蒋健先生， 自 2004年加入德勤华永， 长期从事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
作，2004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 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蒋健先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 16 年，自
201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服务， 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并担任项目合伙人和签字注册
会计师，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无兼职情况。蒋健先生自 2021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
复核 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

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华永及以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审计收费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人民币 118万元（含税，含内控审计费用），定价以德勤华永合伙人及其他

各级别员工在本次审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并考虑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因素而确
定。

2022年度，具体审计费用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 2022 年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
价格水平确定。

二、拟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

所从事 2021年审计工作的总结和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
德勤华永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能够履行职责，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客观、公正地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提议继续聘任德勤华永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德勤华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在为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过程中，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德勤华永遵循独立、客
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2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本
次聘请德勤华永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聘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德勤华永具备从事上市公司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相关从业资格，在 2021年度为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独立、客观、公正、及时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 公司续聘 2022 年度
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聘用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
完整性，同意续聘德勤华永担任公司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财

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作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

（四）监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作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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