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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诺唯赞”、“公司”或“发行人”）持续督导的保荐人，负责诺唯赞上市后的

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二、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产品研发与技术迭代的风险 

生物试剂行业和体外诊断行业均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后续新产品研发过程

中，公司可能面临因研发技术路线出现偏差、研发成本投入过高、研发进程缓慢

而导致产品研发失败的风险，若不能持续及时研发出满足不同市场需求的产品与

服务，公司可能会错失市场机会，进而对公司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造成

不利影响。 

自设立以来，公司坚持从底层技术出发的自主研发，不断完善与巩固核心共

性技术平台，逐步从生物试剂领域进入到体外诊断、疫苗临床CRO服务、疫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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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下游细分领域。若公司对行业未来技术发展趋势预计出现偏差、研发投入不

足或同行业公司在关键技术或方法学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可能导致公司产品和技

术面临被替代的风险，从而对公司核心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拥有稳定、高素质的研发团队是公司持续创新和研发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

生物试剂领域与体外诊断领域的快速发展，行业内的人才竞争日益激烈，若公司

不能为核心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激励机制、科研环境、发展空间，则可能导致核

心技术人员流失，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公司重视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工作，通过制定保密制度并实施签署保密协议及

竞业限制协议等保密措施，以确保核心技术的保密性。如果公司不能持续有效地

对相关专有技术和商业秘密进行管理，公司的核心技术存在泄露和被他人窃取的

风险，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伴随我国生物试剂与体外诊断领域的市场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众多国内外企

业加入竞争，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生物试剂与体外诊断行业众多企业借助

政策、市场与资本机遇快速发展，在相关细分领域取得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市

场拓展等突破性进展，行业景气度不断提升，市场进入者数量显著增加。公司将

通过不断加强科技创新、降本增效以及改善客户服务等措施，持续巩固与提升整

体竞争实力水平。 

2、市场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业务涉及的细分市场较多。2024年度，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生物试剂及

体外诊断产品，生物试剂的客户群体主要为科研院校、高通量测序服务企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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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诊断试剂生产企业、制药企业及CRO企业等等，体外诊断产品的终端客户群体

主要为医院等医疗机构。对于重要战略项目，公司将审慎决策，同时密切关注现

有业务涉及的行业与市场动态，通过深入市场调研、科学的客户关系管理、大数

据应用以及加强合规经营等举措，以防范市场推广效果不佳、市场开拓不及预期

的风险。 

3、人力资源相关风险 

公司所处的生命科学与体外诊断试剂行业为知识、人才密集型行业，人才是

公司保持持续创新、业务开展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此外，伴随公司未

来业务发展、经营管理需要，对管理、研发及营销领域高层次人才有持续补充需

求。如公司不能科学有效地控制人员成本以匹配公司的业务增长，将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将通过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规划与组织结构、精

准招聘与灵活用工、实施科学的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以及加强技术赋能与提高自

动化水平等措施，以实现人力资源与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的最优配置。 

4、安全生产的风险 

随着公司生产性场所与产线的扩充、生产人员的增加，公司在安全生产管理

方面（包括人员、场地、生物、质量安全等）将面临新的挑战，或有设备故障、

操作不当、保管不当、恶劣气候事件等造成意外安全事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与

稳定性。公司将通过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定期开展风险评估与隐患排查、开

展员工安全与应急知识培训以及重视安全文化建设等多种举措，防范安全生产风

险。 

（三）财务风险 

1、税收优惠的风险 

2024年度，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为企业所得税

和增值税优惠，如果未来国家主管部门对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作出调整或其他原因

导致公司不再符合相关的认定或鼓励条件，导致公司无法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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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持有部分外币货币性资产，同时，公司部分销售收入来自外销业务，与

境外客户主要以美元、欧元等外币进行定价、结算，受国际局势和金融政策等因

素影响，未来汇率风险管理难度可能会增加。汇率变动直接影响公司汇兑损益金

额，若公司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汇率变动风险，则可能会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

影响。 

3、研发费用与销售费用较高的风险 

公司坚持以研发为核心，重视营销团队与渠道建设。2024年度，公司研发费

用与销售费用合计占营业收入比重达57.47%。上述资金投入带来的业绩提升效应

将在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中逐步显现，短期内将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增速与营业收入

增速不匹配，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费用

预算管理，提升人岗匹配度及人效，多措并举，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本增效。 

（四）行业风险 

公司生物试剂业务面对的分子诊断、基因测序服务企业客户，研发试剂与服

务面对的生物医药与疫苗企业客户，以及POCT试剂面对的医院、体检机构等客

户，均受国家及地方药品监管、卫生部门等多级、多部门监管，涉及的行业政策

法规规范性强。如公司下游客户受行业政策变化影响大，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研

发与生产模式适应新的监管环境，将导致其采购需求减少，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

业绩成果。公司将持续关注监管部门的政策变化，并在公司的生产、经营等方面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持续加强基础研究与底层技术的创新突破，为下游

客户提供更多产品开发选择。 

（五）宏观环境风险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面临增速放缓、逆全球化、贸易摩擦频繁等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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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公司境内外业务开展，尤其国际化业务进程将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密

切关注宏观环境，合理调整运营管理策略，及时识别风险信号，提升本地化合规

运营水平，不断加强运营管理及成本控制，提升公司综合抗风险能力。 

三、重大违规事项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四、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4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1,377,898,264.65  1,285,988,243.93 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93,809.99   -70,956,2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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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15,469.70 -192,739,350.7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81,648.68  152,987,968.81 -106.33% 

主要财务数据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增减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45,243,056.67   4,029,387,759.53  -2.09%  

总资产 5,048,663,079.32   5,746,172,538.46  -12.14%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2023 年 增减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8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21  -0.4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1.55 增加 1.09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4.28 增加 2.16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1.80  26.33 减少 4.53 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同比实现增长，主要系常规成熟产品业务实现稳步增长，同时

生命科学板块新产品线业务、国际业务增长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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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减亏，主要系公司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通过多项举措

加强采购、生产、库存等多环节经营管理，有效降低资产减值风险，资产减值损

失同比大幅下降；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09%、

12.14%，主要系2024年内分配股利及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五、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业务延展性优势 

公司关键共性技术平台的建立以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酶学、

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交叉为基础。由于下游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公司可根据自身

发展情况、客户及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和产品开发，可选择的研发方向较为丰富，

并且对于不同细分领域的研发能够互相促进、迭代。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基于酶、抗原、抗体等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及自身

高效的研发体系能够快速、高效、规模化的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已成功推出了包

含 PCR 系列、qPCR 系列、分子克隆系列、逆转录系列等多个系列的生物试剂以

及包含心脑血管、炎症感染、优生优育、胃功能、神经系统等 10 个系列的 POCT

诊断试剂，并形成了覆盖科研院校、高通量测序服务企业、分子诊断试剂生产企

业、制药企业、CRO 企业、医院等医疗机构等多种客户群体的客户组合。同时

针对非洲猪瘟、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公司可快速响应，及时研发出相

应的检测试剂原料、终端检测试剂等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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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发投入与技术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研发为核心的经营理念，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

术，不断地更新迭代现有产品并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

和 2024 年度研发费用分别为 39,610.70 万元、33,861.59 万元和 30,039.43 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1.10%、26.33%和 21.80%。公司始终重视研发工

作，不断强化研发实力与产品开发能力。截至 2024 年末，公司整体研发人员为

706 名，研发人员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为 67.28%。在知识产权方面，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获得 107 项发明专利授权，发明专利申请累计 228

项。 

公司为研发工作开展提供充足的硬件支持，包括购置先进仪器设备、建设高

标准的研发实验室、提供充足的研发场所等。在技术储备方面，公司拥有分子生

物学、酶学、免疫学、生物信息学、有机化学和材料学等多学科技术，建立了多

项共性技术平台，多技术平台组合形成了多个生物试剂产品系列、POCT 诊断试

剂产品系列，并可拓展提供疫苗临床 CRO 服务、抗体筛选、工艺技术优化等延

伸服务，可更好地满足下游客户需求。依托先进的技术平台、高效的研发效率和

充足的研发人员储备，近年来公司每年推出的新产品超过百余种，推动销售收入

实现快速增长。通过不断进行产品的改进和迭代，公司已实现在多个细分领域达

到或超过进口产品的技术水平，逐步推进进口替代，巩固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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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团队与人才优势 

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与持续创新离不开专业技术人才，自创立至今公司初始

核心技术团队较为稳定，在积累丰富研发创新与管理经验的同时，内部培养众多

新生技术骨干，满足公司持续性底层技术原始创新与细分领域延展的需求。在人

才储备方面，截至 2024 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占员工总人数的 24.63%，具备

分子生物学、酶学、免疫学、生物信息学、有机化学和材料学等符交叉学科背景。

2024 年度，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团队质量、建立海外平台、优化

薪酬福利与考核激励政策等方式，进一步获得相关专业领域的技术人才与资源，

充实人才储备。 

（四）客户群资源优势 

自 2012 年成立之初，公司立足于生物试剂领域，首先推出 PCR、qPCR 系

列、分子克隆系列等分子类生物科研试剂，陆续服务国内 1,000 多所高校与科研

机构，超过万余客户。公司始终将客户需求放在首位，通过多年与跨学科、跨物

种、跨应用领域、从基础科学研究至前瞻性技术探索的大量科研客户合作，坚持

以“直销+研发支持+销售支持”的业务模式深度参与客户研发与产品使用过程，

不断收集客户需求与使用反馈，完善产品性能与服务，在提升客户粘性的同时，

捕捉行业趋势、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在公司成立早期，凭借大量科研客户的产品

孵化与样本验证经验，根据公司研发与技术优势、市场需要，公司适时向工业客

户及新的业务领域拓展，在分子诊断原料、基因测序试剂、体外诊断终端试剂等

细分领域积累大量产品商业化、工艺优化、研发支持、产能放大等宝贵经验，使

得公司能够在非洲猪瘟、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点快速

响应，为客户提供原料、终端试剂、临床 CRO 服务、抗体筛选等服务与整体解

决方案，不断巩固加深客户关系，建立长期、多元、深度交互的客户关系。公司

客户群体包括高校与科研院所、分子诊断企业、基因测序服务企业、动物养殖企

业、医院与体检机构以及生物医药与疫苗企业等，丰富稳定的优质客户群体为公

司业务的持续增长与研发创新提供长足的驱动力。 



                             

                                               9 

（五）自主可控的核心原料研发和生产优势 

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蛋白质定向改造与进化平台与基于单 B 细胞的高性能

抗体发现平台实现了公司生物试剂产品与体外诊断产品核心原料的自主研发与

生产。公司可自主开发基因工程重组酶、高性能抗原与单克隆抗体、化学原料和

生化材料等关键核心原料的能力，是公司的重要竞争优势。 

在生物试剂原料方面，公司基于上千余种酶及对应的上万种基因工程突变体

的应用，在酶的催化活性、半衰期、稳定性、耐热性和抗干扰等性能上获得提升，

利用上述自主研发和生产的高性能酶作为核心原料，开发了多个系列的生物试剂

产品，部分产品性能赶超进口品牌。2024 年度，公司生产的各系列生物试剂产

品除个别系列涉及关键原料对外采购，其他所有系列所使用的关键原材料均为

100%自产。 

在 POCT 诊断试剂原料方面，公司依托自主掌握的高性能抗体发现能力，形

成了三千余种高性能抗原、抗体等关键原料的技术储备，并且可以开发关键原料

供应有限的稀缺检测指标，以及在创新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自主知识产

权产品，如特发性膜性肾病指标（anti-PLA2R、anti-THSD7A）、肝素诱导血小板

减少症抗体（PF4-H、PF4-H-IgG）、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指标（NFL、pTau217）等；

高亲和力、高特异性的多物种（鼠、兔、羊等）单克隆抗体技术，使得公司具有

开发超敏检测指标的能力，在疾病早期即可实现有效检测，如超敏心肌肌钙蛋白

指标（hs-cTnI、hs-cTnT）、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指标（Aβ1-40、Aβ1-42、p-Tau181）

等。 

关键原料的自产有利于公司在面对市场需求时可迅速开发相关原料及对应

产品，把握市场机遇，亦有利于保障公司的供应链安全，不对供应商形成依赖。

2020 年起，公司实现了 PCR 系列、qPCR 系列生物试剂的大规模生产，为国内

分子诊断试剂生产企业提供大量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关键原料。 

（六）多种蛋白质表达系统及规模化生产优势 

在蛋白质制备领域，工业化放大生产的壁垒远高于实验室级别的表达，需保

证在工业化制备的过程中不损失蛋白质原有的活性和纯度。公司已建成覆盖蛋白

质的分子设计、改造、重组表达、高密度发酵、分离纯化、质量控制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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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产线，并拥有大肠杆菌、酵母、昆虫和哺乳动物细胞等多种蛋白质表达系

统，用于酶、抗原及抗体的重组表达制备，目前已保藏表达宿主百余种、特有质

粒百余种，以应对各类产品的制备需求，形成了规模化、多系统的重组蛋白制备

平台。经过多年对技术的不断探索，公司实现了聚合酶、逆转录酶、连接酶等上

百种分子生物学酶原料的规模化量产。同时，利用昆虫、哺乳动物表达系统，公

司开发了上百个品类的体外诊断用抗原、抗体原料。基于对载体和工程细胞株的

改造，公司单位生产效率获得提升，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同时，充足的产能储备

保障了公司可快速应对各类突发需求，为公司业务拓展建立坚实的基础。 

（七）营销体系优势 

公司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针对生物试剂与体外诊断产品采用

不同的营销策略，形成了系统化的营销体系，建立了覆盖全国主要地区的营销服

务网络。针对生物试剂，公司在国内 20 多个重点城市及地区设置直销网点，自

主开展营销工作，并为客户提供服务。公司生物试剂业务依托于上述直销网点，

销售团队能够现场解决产品适配性等问题，了解客户及市场的最新需求，有利于

积累广泛、稳定的客户群体，并不断提升客户粘性。生物医药业务客户群体快速

拓展，客户数量累计超过 1,000 家。针对体外诊断产品，公司的产品已在全国超

过 30 个省市地区的 2,800 多家医疗机构形成销售，并积极向海外拓展。2024 年

度，公司建立了全球化的海外营销网络，将持续推进国际化战略，将更多国产优

质产品输送到全球。 

综上所述，2024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六、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4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3.00 亿元，较 2023 年度的 3.39 亿元有所下降，

相关研发投入均为费用化研发投入，无资本化研发投入。2024 年度，公司根据

战略规划与实际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在研发资源的投入与管理上更加聚焦主营业

务，致力于进一步提升研发效率与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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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末，公司整体研发人员数量为 706 名，占员工总数 24.63%，研

发人员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 67.28%；2024 年度，公司新增知识产权申请 70 项（含

发明专利申请 55 项），获得知识产权授权 56 项（含发明专利 28 项）。 

（二）研发进展 

（1）上游共性技术与工艺开发 

2024 年度，公司基础科学研究院有序推进各事业部产品开发相关的关键技

术研发项目，针对重要的酶和酶抗体持续丰富变体库、筛选潜力变体，辅助事业

部产品开发与性能提升，同时不断完善与升级公司酶/合成生物学平台、生物分

析平台、细胞与免疫平台、化学/材料平台，重点提升计算机辅助蛋白设计、底

盘细胞设计与改造、规模化重组蛋白制备平台、单 B 细胞高性能抗体开发、抗

体工程改造等核心根能力。 

2024 年度，公司基础科学研究院取得的重要研发成果如下： 

①基于高灵敏度、高特异性抗体发现平台，完成首版阿尔茨海默病六项抗体

的开发与交付，完成肾病检测指标相关开发工作； 

②持续拓展生物医药用 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1）类产品的开发及应用研

究，完成高特异性蛋白酶的开发，在生物法 GLP-1 生产过程中具有极大性能优

势，同时完成中间体产品开发； 

③重点提升高产分子设计、工艺优化与规模化制备（规模化酶切工艺、超滤

平台、高压制备、冻干工艺等）能力，实现放大生产和规模供应，可保障 GLP-1

类产品中间体数十千克级的批产能； 

④通过改进开发方案，例如升级免疫方案、精准表位分选和通量筛选，提升

阿尔茨海默病检测试剂核心原料 p-Tau 抗体精准性超过 100 倍； 

⑤基于 Alpha Fold 3（一种生物分子结构预测 AI 模型）等大模型工具的应用，

显著提升蛋白预测和复合物作用力分析的准确性，提高了酶和抗体等蛋白改造能

力。 

⑥基于“序列+结构”的蛋白质语言模型，成功预测蛋白质的突变效应，并

运用于工业酶的开发，显著提高了突变筛选的准确性。通过构建蛋白质关键质量

属性数据库，对现有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并对蛋白质语言模型进行回归训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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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酶的开发过程中显著提升了酶的应用性能。 

（2）生命科学领域 

2024 年度，围绕应用场景拓宽、差异化性能提升、使用便利性以及客户成

本节约等关键目标，公司生命科学事业部开发新产品 320 余个（含定制产品），

基础科研、基因测序、细胞蛋白、耗材仪器、动物检疫等产品线持续上新，多品

类完成产品开发和性能升级，完成核心技术开发 34 项，主要应用于高通量测序

平台技术优化、高效率提取试剂开发、高灵敏度检测试剂开发以及细胞/蛋白试

剂开发等细分领域。 

（3）体外诊断领域 

公司体外诊断事业部在心脑血管、炎症感染、优生优育、胃功能、自体免疫、

肾功能、慢病管理、呼吸道和神经系统疾病等品类持续布局，已是国内心肌标志

物、感染标志物以及阿尔茨海默病血液生物标志物产品最齐全的企业之一。至

2024 年末，公司子公司诺唯赞医疗根据适用的疾病领域、方法学形成了百余种

产品，其中 54 种检测试剂产品已取得中国医疗器械注册证（8 种产品同时取得

CE 认证）。2024 年度，诺唯赞医疗及子公司新获 3 项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6

项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以及 5 项医疗器械备案凭证，至 2024 年末累计获得 133

项医疗器械注册证及备案。 

2024 年度，公司体外诊断事业部在产品研发端，持续深耕心脑血管产品线，

优化产品性能，积极拓展呼吸道病原体快速检测系列，化学发光平台重点开发阿

尔茨海默病系列特色指标产品，同时在自身免疫性肾病、自身免疫性脑炎领域做

进一步研发规划与产品布局。 

为匹配公司生产的体外诊断试剂，公司同时自主研发、生产相关配套仪器，

至 2024 年末有 12 项仪器取得我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和备案证书，9 项仪器取得

CE 认证。 

基于微流控技术平台，公司搭建了丰富的检测菜单体系，2024 年度已成功

开发一款上呼吸道感染联检试剂盒，并已开展 IVDR 认证切换相关工作，同时有

性病感染、虫媒感染、下呼吸道感染、血流感染、胃肠道感染、脑膜炎感染等检

测试剂产品在研发中。 

公司还针对现有生产设备、生产工艺进行研发改进与优化，有效提升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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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生产直通率以及产线整体直通率。至 2024 年末，公司微流控设备的研发

已完成试产，并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4）生物医药领域 

公司生物医药事业部围绕制药和疫苗企业在研发-临床-生产阶段的全流程，

针对客户在研发、生产过程中的明确需求和痛点，通过单 B 细胞抗体筛选平台、

酶定向进化平台多种技术组合，开发系列新药研发试剂、质量控制试剂、核心生

产原料等产品，帮助客户提高研发效率与成功率，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建立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体系。 

七、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367号文核准，诺唯赞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55.00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220,055.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9,137.98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10,917.0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5793号《验资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210,917.02 万元，2024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25,111.56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10,482.67 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资金余额 7,801.62 

减：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含终止的超募项目资金补流金额） 25,111.56 

购买理财产品 99,400.00 

支出小计 124,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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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万元） 

加：赎回理财产品 118,060.00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583.42 

利息收入 66.67 

收入小计 118,710.09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2,000.16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万元）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城北支行 
93100078801400001310 2,000.07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浦口支行 
3201041060000034401 0.08 

合计 2,000.16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000.16万元，尚未到期的

理财产品余额3,000.00万元，上述资金均于2025年1月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

跟踪报告出具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均已销户。 

202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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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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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相

应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

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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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南京诺唯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6,190.73 万股，2024 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质押或冻结。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曹林及段颖。2024 年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数未发生增



                             

                                               15 

减变动、质押或冻结。 

2024 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质押或冻

结。 

综上所述，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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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保荐人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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