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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益方

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方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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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负责益方生

物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一、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二、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主要产品尚未获批上市销售，公司 2022 年度的净利润为负，尚未实现

盈利。同时，公司与米拉蒂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米拉蒂公司”）存在涉案

标的金额较大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纠纷。 

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公司是一家创新型药物研发企业，创新药研发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盈利

周期较长，处于研发阶段的生物医药企业，盈利一般都需要较长时间。报告期（指

2022 年度，下同）内，公司所有产品均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开展商业化生产销

售，尚未实现销售收入，公司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 

公司产品管线 BPI-D0316 产品已完成了非小细胞肺癌一线、二线治疗的注

册临床试验，目前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审评中。预计获

批后，合作方贝达药业将依托其在非小细胞肺癌赛道的商业化优势，布局 B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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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16 在一线和二线治疗销售市场。随着 BPI-D0316 进入商业化阶段，公司有望

获得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二）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公司致力于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创造并面向全球的创新药物。新

药研发包括药物的新药发现、临床前研究和开发、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

临床开发、新药上市申请（NDA）及上市后研究等多个环节，各个环节均需要大

量的资金投入，新药上市后药品的生产及后续的商业化推广也离不开资金投入。

公司目前有多个在研项目，仍需保持较大的研发投入，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

续亏损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三）核心竞争力风险 

新药研发行业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产品从立项到最终获批上

市商业化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过新药发现阶段、临

床前研究和开发、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临床开发、新药上市申请（NDA）

等多个复杂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将面临一定的失败风险，无法保证每一个产品达

到预期，研发进展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四）经营风险 

新药的研发和商业化领域竞争激烈，公司在创新药市场的部分竞争对手可能

拥有更雄厚的财务及其他资源，更强的技术实力，更灵活的定价，更高的知名度，

更易让市场接受的营销策略以及成功将药物商业化的经验，并可能通过提高其产

品品质或降低产品成本以更快适应新技术或客户需求的变化。公司的临床阶段数

个产品面临已上市或处于临床阶段的产品的竞争。 

新药研发成功获批后，还需要经历市场拓展与学术推广，才能够更广泛地被

医生和患者所接受。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管线尚未进入商业化阶段，尚未实现产

品上市销售。公司暂无商业化销售产品的经验，尚未建立完善的商业化生产和销

售团队，该等拟推向市场的产品仍有可能无法取得医生、患者、其他客户和医疗

界其他人士的足够认可，医生、患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其他产品。对于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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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上市后能否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及进入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在进入医保

目录前无法进行医保报销，其实现商业化销售依赖于患者自付费用，将影响产品

的价格竞争力。对于国际市场，不同国家或地区针对创新药产品的监管批准、定

价及报销的法规差别较大。公司可能能够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就新药上市取得监管

批准，但上市后仍将面临不同程度的价格管控，导致产品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

业化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委托第三方 CMO 完成临床及临床前产品原料药及制剂的生产。由于药

品的生产工艺复杂，药品生产进度和药品质量会受较多因素的影响，若 CMO 在

采购、产品生产、存储和运输等环节出现问题，公司将会面临药品质量控制风险。 

（五）财务风险 

公司在研药物产生销售收入前，需要在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市场推广等诸

多方面投入大量资金。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9,722.49 万元、-25,206.60 万元和-47,689.41 万元。公司未

来营运资金需求将取决于多项因素，包括但不限于：①公司临床试验的进度、时

机、范围及成本，包括已计划及潜在未来临床试验能否及时招募到患者；②在研

药品监管审批的结果、时机及成本；③尚未获得许可证及处于开发阶段的在研药

品的数量及特征；④在研药品经批准上市销售之后，还包括与在研药品有关的销

售及市场推广成本；⑤潜在未来合作、特许经营或其他安排的条款及时机；⑥员

工数量增长及相关成本等。如公司无法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取得盈利或筹措到足够

资金以维持营运支出，将被迫推迟、削减或取消公司的研发项目，影响在研药品

的商业化进度，从而对公司业务前景、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公司在美国、澳大利亚及韩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涉及海外经营的情形，通过多种货币产生开支。因此，由于公司的现金流量受外

汇汇率波动影响，面临外汇风险。公司进行临床试验所在国家的货币价值的波动

可能对公司的研发成本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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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业风险 

药品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特殊消费品，医药行业受到国家及各

级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部门等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随着国家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医疗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行业政策环境可能面临重

大变化。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规则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将

难以实现满足市场需求和适应行业政策的目标平衡，从而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行业和政策风险，公司将及时顺应外部政策变化，持续提升创新能

力和产品开发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和上市的进程，

以持续创新和具有稀缺性和竞争力的产品管线应对挑战。 

（七）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在美国设有子公司，在美国、澳大利亚及韩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国

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涉及海外经营的情形。由于海外市场区域广阔，各地的法律、

政治经济局势各不相同，公司经营涉及的法律、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公司的海

外经营成果受政策法规变动、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知识产权保护、不正当竞争、

消费者保护等多种因素影响，随着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涉及的法律环境

将会更加复杂。若公司不能及时应对海外市场环境的变化，会对业务带来一定的

风险。 

（八）其他重大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属于创新药物研发领域，其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多方面。若公司

无法为在研药品取得及维持知识产权保护，或所取得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不够广

泛，第三方可能通过不侵权的方式开发与公司相似或相同的产品及技术并直接与

公司竞争，从而对公司产品成功实现商业化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有： 

1、上海倍而达药业有限公司专利申请权纠纷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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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上海倍而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倍而达”）向上

海知识产权法院针对公司、贝达药业提起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上海倍而达诉

称，公司和贝达药业以非法手段不正当地获得其技术，并擅自就相关技术向国家

知识产权局提交了申请号为 201910491253.6、发明名称为“嘧啶或吡啶类化合物、

其制备方法和医药用途”的发明专利申请（简称“涉案专利申请”）。上海倍而

达要求确认涉案专利申请及后续获得授权后的发明专利归其所有，并要求公司和

贝达药业配合办理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权属变更手续。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向公司发出《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传

票》，要求就该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召开庭前会议。截至本

报告期末，该案件法院尚未排期开庭。 

（2）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聘请的诉讼律师的专项说明，该涉案专利申请涉及一种可以对

EGFR 蛋白酶的变异形态产生抑制作用的化合物。BPI-D0316 并不落入涉案专利

申请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因此，即使法院支持上海倍而达的诉讼请求，确认涉

案专利申请归上海倍而达所有，也不应影响公司的上述在研产品的上市和销售，

亦不应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美国倍而达商业秘密纠纷 

（1）基本情况 

2021 年 3 月，Beta Pharma Inc.（以下简称“美国倍而达”）在美国新泽西地

区法院对公司、江岳恒（Yueheng Jiang）和律师 Wansheng Liu 提起了民事诉讼

（编号为 3:21-cv-05103-BRM-ZNQ）。与公司及江岳恒（Yueheng Jiang）相关的

诉讼理由包括联邦《保护商业秘密法》和《新泽西州商业秘密法》项下的商业秘

密盗窃，以及与美国倍而达声称的保密和专有的 BPI-7711 化合物相关的商业秘

密盗用、对于违反受托义务的协助和教唆、不当得利、不正当竞争、民事共谋。 

公司及江岳恒（Yueheng Jiang）于 2021 年 7 月通过其聘请的美国的律师事

务所提出了驳回动议，请求美国新泽西地区法院驳回美国倍而达的诉讼请求，

2022 年 12 月美国新泽西地区法院的法官初步批准了公司的驳回动议（ECF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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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号），美国新泽西地区法院允许美国倍而达在 30 天内提出修改后的诉状。

美国倍而达在 2023 年 1 月 23 号递交了修改后的诉状，公司在 2023 年 2 月 27 号

递交了相应回复。 

2023 年 3 月 17 日（北京时间），公司及江岳恒（Yueheng Jiang）收到美国

新泽西地区法院法官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美国时间）签署的书面文件（编号为

3:21-cv-05103-ZNQ-TJB），根据该书面文件，原告美国倍而达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美国时间）主动撤回了对公司、江岳恒（Yueheng Jiang）和 WanshengLiu 提

起的上述民事诉讼（详见公司公告：2023-011）。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外授权产品 BPI-D0316（赛美纳）不落入本诉讼争议标的的专利申请

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影响 BPI-D0316（赛美纳）的上市和销售，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基本无负面

影响。 

3、米拉蒂公司专利权/专利申请权纠纷案 

（1）基本情况 

米拉蒂公司于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交起诉状，称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美

国益方、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代星（Xing Dai）侵害米拉蒂公司和亚雷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秘密。米拉蒂公司要求法院判令上述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要求

法院确认相关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归米拉蒂公司与亚雷公司所有，并要求公司、

美国益方及代星（Xing Dai）共同赔偿米拉蒂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

币 9,900 万元。2022 年 11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民事起

诉状》等材料。截至本报告期末，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详见公司公告：

2022-012）。 

（2）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涉案金额仅为米拉蒂公司提起诉讼主张的请求和金

额，不代表法院审理结果。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该诉讼案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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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公司临床管线，不会影响公司整体在研产品的研发及申报进度，对公司正常

经营无重大影响。 

三、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四、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2021年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348.50 -35,791.1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372.25 -36.276.4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689.41 -25,206.60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末 2021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1,492.21 68,502.97 223.33% 

总资产 234,160.90 80,002.72 192.69%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2021年 增减变动情况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 -0.7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0.78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95 -0.7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7.63 -42.22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65 -42.80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亏损以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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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主要系公司研发费用持续增大，加快临床研发进度所致。 

2、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增加主

要系 2022 年 7 月公司发行新股所致。 

五、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卓越的一站式创新药研发能力和较高的研发效率 

公司拥有一站式的自主研发体系，涵盖靶点筛选、临床前药物研发、CMC 及

临床开发等阶段，能够在药物靶点精准筛选、药物分子设计、药理及转化医学、

化学合成工艺及制剂开发和临床方案设计及开发等方面提升公司在研产品的成

功率并且缩短药品研发周期。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研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

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 

公司在上海、北京、美国建立了研发中心，研发团队中拥有多位海归博士，

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国际视野。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将 5 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

主发现推进至临床阶段，分别是 BPI-D0316、D-0120、D-0502、D-1553 和 D-2570，

其中已有 1 款处于 NDA 阶段。较高的研发效率得益于公司一站式的自主研发平

台。 

（二）具备竞争力的产品管线 

公司在靶点筛选方面，关注具有较大患者人群，以及临床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的治疗领域。通过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等方式提速开发速度，目前拥有多个进展

前列的临床管线产品。 

公司的已对外授权产品，第三代 EGFR 抑制剂 BPI-D0316 安全性及有效性

良好，BPI-D0316 的药化设计有效降低了 BPI-D0316 吲哚氮去烷基化活性代谢产

物的发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BPI-D0316 的腹泻副作用发生率明显降低。已完

成非小细胞肺癌一线和二线治疗的注册临床试验，新药上市申请（NDA）均获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受理，目前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CDE）审评中。 

KRAS G12C 靶点的基因突变存在于多种肿瘤中，并在肿瘤细胞的增殖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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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重要作用，公司的 KRAS G12C 抑制剂 D-1553 有望应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

癌、结直肠癌等多种癌症，其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均体现出较好的安全性。D-

1553 生物利用度较高，血浆蛋白结合率低。2022 年 5 月，CDE 同意 D-1553 在

中国开展单药治疗 KRAS G12C 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关键单臂 II 期临床试

验；2022 年 6 月，D-1553 被 CDE 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D-1553 的国际多

中心临床试验目前处于临床 II 期试验阶段。 

与现有市场上需要肌肉注射的 SERD 靶向药氟维司群相比，公司的 SERD 靶

向药 D-0502 采用口服给药，便捷性和依从性更好。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显示，

D-0502 生物利用度较高，对雌激素依赖的肿瘤细胞增殖的抑制活性（IC50）和人

体内的暴露量（AUC）均高于绝大多数竞品。2021 年 10 月，中国 CDE 基于 I 期

临床试验数据情况，同意 D-0502 直接开展单药 III 期注册临床试验。2022 年 9

月，该注册性 III 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 

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治疗市场目前已上市药物长期服用均存在较高的不良反

应率，主要药物非布司他和雷西纳德均被美国 FDA 给予黑框警告，存在较大的

未被满足临床需求。临床数据显示，公司 URAT1 抑制剂 D-0120 在 4mg 的剂量

下即可达到 200mg 同类产品雷西纳德的降尿酸效果，有望提供一种高效且安全

的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治疗方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D-0120 临床试验处于稳步

推进中，其中正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多中心、随机、平行对照 IIb 期临床试验于 2022

年 9 月入组首例受试者。 

D-2570 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靶向 TYK2 的新型口服选择性抑制剂，用于

治疗银屑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D-2570 通过选择性结合 TYK2 假激酶域 JH2，

抑制 TYK2 激酶的活性，进而阻断 TYK2 依赖性的细胞因子信号传导介导的

STAT 蛋白的磷酸化，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参与免疫调节。临床前研究数据显示

D-2570 对 JAK1 的选择性更好，因此在临床上会有更大的安全窗口。2022 年 6

月，D-2570 获 CDE 批准开展 I 期临床试验。 

公司的产品管线均拥有全球权益，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日，公司已

经获得形成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要产品的 75 项境内外发明专利（其中 2 项专利由

公司与贝达药业共同持有）。全球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有利于公司保持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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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技术人员学术背景及研发实力突出 

公司的研发负责人员均在跨国制药公司工作多年，对于药物的研发具备相应

的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研发人员共 207 名，占员工总

人数比例为 93.24%，其中 22 人拥有博士学位、73 人拥有硕士学位。 

公司核心研发团队平均拥有超过 20 年跨国制药公司主持新药研发和团队管

理的丰富经验，具体由王耀林（Yaolin Wang）博士、江岳恒（Yueheng Jiang）博

士、代星（Xing Dai）博士、张灵（Ling Zhang）博士等组成。公司核心研发团队

技术知识结构合理，专业领域涵盖新药研发的各个环节，包括疾病机理研究、靶

点鉴别与确证、化合物筛选和药化结构优化、原料药和制剂工艺开发以及临床研

究和注册，保证了公司新药研发的进程持续高效推进。 

（四）广泛的全球临床合作网络和极强的临床开发能力 

公司临床开发团队由首席医学官张灵（Ling Zhang）博士领导，他拥有超过

20 年肿瘤新药临床研究经验，先后担任强生、赛诺菲、默沙东、新基、第一三共

等多家跨国制药企业临床高管。完整的临床开发团队奠定了公司较高效的临床推

进能力，D-1553 自获得临床批件起，不到 2 年进入关键注册性临床试验，较好

体现了公司的临床团队综合开发能力。 

公司与国内多家三甲医疗机构、全球多个大型医学中心和众多临床专家开展

了广泛、紧密的临床试验合作。这为公司全球化、高质量的产品管线临床开发打

下了扎实基础。同时，公司与全球头部临床研发外包服务公司（CRO）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公司临床开发网络力量，确保产品管线临床试验高效、有

序推进。 

六、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46,148.91 31,503.73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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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变化幅度（%）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46,148.91 31,503.73 46.49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

收入比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

重 
- - - 

注：公司主要产品均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形成销售收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具有参

考性。 

（二）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现有产品管线的临床开发进度，具体研发成果如下： 

（1）2022 年 3 月，BPI-D0316 的 I 期临床研究成功发表在 Oncologist 上，

该研究针对既往接受过 EGFR-TKI 治疗进展的携带 EGFR T790M 突变的局部晚

期/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研究结果表明，BPI-D0316 是安全、可耐受且有效

的。2022 年 10 月，BPI-D0316 的Ⅱ期临床研究成功发表在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上，研究结果表明 75-100mg BPI-D0316 对具有 T790M 突变且对第一

代或第二代 EGFR TKI 耐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具有令人满

意的疗效和可控的毒性。2022 年 12 月，陆舜教授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亚洲峰会

（ESMO Asia）以口头报告的形式公布了 BPI-D0316（贝福替尼）一线治疗的临

床数据。 

（2）2022 年 9 月，D-0120 完成一项正在中国进行的多中心、随机、平行对

照 IIb 期临床试验的首例受试者入组。 

（3）2022 年 09 月，D-0502 完成注册性 III 期临床试验的首例受试者入组。 

（4）2022 年 5 月，D-1553 获得 CDE 同意在中国开展单药治疗 KRAS G12C

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单臂 II 期注册临床试验；2022 年 6 月，被 CDE 纳入突

破性治疗品种名单。D-1553 的临床研究结果入选 2022 年美国癌症研究学会

（AACR）会议壁报及 2022 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口头报告。 

（5）2022 年 6 月，D-2570 获中国 CDE 批准，开展 I 期临床试验。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获得发明专利 19 项，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7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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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益方生物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82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18.1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08,380.0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

费以及累计发生的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101,646,630.18 元，不含税）

后，幕集资金净额为 1,982,153,369.82 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

第 0542 号）。 

根据《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269,396,680.60 元。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99,341,184.66 元，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99,341,184.66 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人民币 421,117,000.00 元，收到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后的净额为人民币 7,701,495.44 元。明细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2,083,800,000.00 

减：已支付的发行有关费用 (101,646,630.18)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299,341,184.66) 

减：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七天通知存款进行现金管理 (421,117,0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净额 7,701,495.4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269,396,680.60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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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

户行 
账号 账户类型 存款方式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121919162710866 募集资金专户 

智能通知

存款 
1,269,333,688.16 

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3004990373 募集资金专户 活期 -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 

50131000903918499 募集资金专户 活期 62,992.44 

合计 — — — 1,269,396,680.60 

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募集资金专户 121919162710866 开通的智能通知存款，

为随时支取的存款，且不存在资金划离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是否合规 

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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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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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

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

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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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权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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