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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21]第 ZA637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转来贵会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11019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

收悉，本所作为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普蕊斯”）的申报会计师，我们对落实函中所提问题进行了审慎核

查后，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本所没有接受委托审计或审阅 2021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的财务报表。以下所

述的核查程序及实施核查程序的结果仅为协助公司回复贵会落实函目的，不构成

审计或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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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申报材料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业务开展的影响，2020 年度发行人

实现收入 33,529.06万元，收入同比增长率下滑至 10.46%。 

请发行人结合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情况，分析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审

计基准日后主要经营状况的影响以及未来变化趋势，完善相关事项或风险的披露

内容，加强风险揭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情况，分析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审计

基准日后主要经营状况的影响以及未来变化趋势，完善相关事项或风险的披露

内容，加强风险揭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结合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情况，分析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审计基

准日后主要经营状况的影响以及未来变化趋势 

（1）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发行人业务经营的主要影响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国内爆发，对医疗机构的正常

运营与临床试验项目的开展造成了干扰，由于发行人 SMO 业务主要在医疗机构

中开展，因此疫情对发行人业务开展及经营业绩造成了不利影响，主要影响包括： 

①在项目执行方面：发行人业务人员到医院进行现场工作受到较大的限制，

同时临床试验受试者也无法正常回到医院，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医院在特定时间

限制甚至暂停了临床试验活动的开展。此外，在发行人业务人员无法正常到临床

试验机构现场与研究者、受试者面对面沟通的情况下，为保证临床试验项目的质

量控制，发行人主要通过电话、邮件等线上交流方式了解与汇报临床试验用药情

况。对于无法正常到医院取药的受试者，在与研究者沟通后，采取快递或送药上

门并随访的方式收集与整理临床试验数据。直到 2020 年 4 月末，发行人业务人

员才陆续全面恢复到医院开展工作。整体而言，发行人项目在前期中心启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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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患者入组与随访、后期数据清理等阶段均有所放缓，项目业务进度进而受阻，

导致项目执行效率有所下降、执行成本相应增加； 

②在项目收益方面：一方面，部分客户暂缓与发行人原有项目补充协议的谈

判与签署，故原有项目的合同额变更进度有所放缓；另一方面，部分药企在经济

整体下滑的压力下缩减对新药研发的整体投入，发行人项目开票与回款增速有所

放缓。基于发行人报告期内采用的收入确认方式，上述新冠肺炎疫情对业务开展

的影响将进一步对发行人的收入、净利润、毛利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2）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审计基准日后主要经营状况的影响 

随着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的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产业

经济发展的影响已逐步减弱。就对发行人业务经营的影响而言，相关疫情因素对

发行人业务经营的影响已逐步消除，主要说明如下： 

①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在满足相关健康监测的要求后，发行人的业务人员能够

到大多数医院协助研究者进行临床试验相关的现场工作，受试者也能到医院参与

项目相关的临床试验；但对于部分因疫情反复而被纳入中高风险地区，相关医院

仍可能在特定时间内对临床试验活动的开展进行限制。整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

对发行人项目在前期中心启动、中期患者入组与随访、后期数据清理等阶段的影

响已逐步消除，进而对项目业务进度的不利影响也在逐步减弱。 

②主要经营成果及业绩数据 

2021 年 1-6 月，发行人的新签项目、变更项目的合同金额及主要经营业绩情

况与去年同期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同比增长率 

新项目的合同金额① 24,915.88 20,679.00 20.49% 

变更项目的不含税合同金额

② 
5,973.44 3,913.18 52.65% 

新增不含税合同总额（=①+

②） 
30,889.32 24,592.17 25.61% 

开票金额（含税） 20,744.61 14,131.16 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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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同比增长率 

回款金额（含税） 19,412.28 13,084.48 48.36% 

营业收入 22,464.91   13,908.97 61.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7.41 721.67 277.93% 

注 1：上表中 2021 年 1-6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 

注 2：新项目指新增的项目，变更项目指已有项目进行合同额变更的相关项目 

由上表可知，2021 年 1-6 月，发行人因新项目及变更项目涉及的新增合同总

额同比增长 25.61%（其中新项目、变更项目涉及的新增合同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20.49%及 52.65%）。此外，经初步测算，发行人预计 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约

为 22,464.91 万元，同比增长 61.51%；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27.41 万元，同比增长 277.93%。 

综上，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业务经营的不利影响已逐步消除，审计基准日

后发行人业务经营的恢复情况较好。 

（3）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业务经营影响的未来变化趋势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众多国家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阶

段，各项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国内少数地区由于疫情反复或变异毒株的蔓

延仍受到一定的影响。未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延续

时间及影响范围尚未明朗，且存在反复的可能；若疫情进一步发展或病毒大规模

变异，可能导致国家重新采取更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整体而言，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大多数地区的医院在满

足相关健康监测要求后，发行人业务人员能够到医院进行现场工作。在此前提下，

未来发行人的业务经营将逐步恢复。根据目前发行人业务经营的恢复情况来看，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业

务经营的影响情况”中更新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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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业务经营的影响情况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国内爆发，对医疗机构的正常

运营与临床试验项目的开展造成了干扰，由于公司 SMO 业务主要在医疗机构中

开展，因此疫情对公司业务经营造成了不利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

防控进展以及各地防控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 

（一）在项目执行方面：公司业务人员到医院进行现场工作受到较大的限制，

同时临床试验受试者也无法正常回到医院，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医院在特定时间

限制甚至暂停了临床试验活动的开展。此外，在公司业务人员无法正常到临床试

验机构现场与研究者、受试者面对面沟通的情况下，为保证临床试验项目的质量

控制，公司主要通过电话、邮件等线上交流方式了解与汇报临床试验用药情况。

对于无法正常到医院取药的受试者，在与研究者沟通后，采取快递或送药上门并

随访的方式收集与整理临床试验数据。直到 2020 年 4 月末，公司业务人员才陆

续全面恢复到医院开展工作。整体而言，公司项目在前期中心启动、中期患者入

组与随访、后期数据清理等阶段均有所放缓，项目业务进度进而受阻，导致项目

执行效率有所下降、执行成本相应增加。 

（二）在项目收益方面：一方面，部分客户暂缓与公司原有项目补充协议的

谈判与签署，故原有项目的合同额变更进度有所放缓；另一方面，部分药企在经

济整体下滑的压力下缩减对新药研发的整体投入，公司项目开票与回款增速有所

放缓。 

基于发行人报告期内采用的收入确认方式，上述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业务开

展的影响将进一步对公司 2020 年的收入、净利润、毛利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2020 年，公司实现收入 33,529.0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1.65 万

元，毛利率为 29.12%。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在满足相关健康监测的要求后，公司的业务人员

能够到大多数医院协助研究者进行临床试验相关的现场工作，受试者也能到医

院参与项目相关的临床试验；但对于部分因疫情反复而被纳入中高风险地区，相

关医院仍可能在特定时间对临床试验活动的开展进行限制。整体而言，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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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已逐步消除，公司流动资金较为充裕，能保证业务经

营的正常进行。 

2021 年 1-6 月，公司的新签项目、变更项目及主要经营业绩情况与去年同

期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同比增长率 

新项目的合同金额① 24,915.88 20,679.00 20.49% 

变更项目的不含税合同金额

② 
5,973.44 3,913.18 52.65% 

新增不含税合同总额（=①+

②） 
30,889.32 24,592.17 25.61% 

开票金额（含税） 20,744.61 14,131.16 46.80% 

回款金额（含税） 19,412.28 13,084.48 48.36% 

营业收入 22,464.91   13,908.97 61.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7.41 721.67 277.93% 

注 1：上表中 2021 年 1-6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 

注 2：新项目指新增的项目，变更项目指已有项目进行合同额变更的相关项目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众多国家疫情防控已进入

常态化阶段，各项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国内少数地区由于疫情反复或变异

毒株的蔓延仍受到一定的影响。若未来新冠疫情持续发展，可能进一步对发行人

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得到有效

控制，但随着变异毒株的出现与蔓延，预计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业务经

营的不利影响无法完全消除；即使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此

前疫情突发导致的项目执行效率下降、成本费用增加等，也意味着未来公司的业

务经营将在一定时间内处于恢复期。 

总体而言，根据公司业务经营的恢复情况来看，目前疫情预计不会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也将持续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情况，

及时评估并积极应对其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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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访谈了发行人管理人员，了解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业务经营的具体影响情

况，以及截至目前发行人业务经营的恢复情况； 

2、获取了发行人 2020 年 1-6 月及 2021 年 1-6 月的新增合同额、变更合同

额、开票及回款情况，分析了发行人审计基准日后的经营恢复情况； 

3、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关于 2021 年 1-6 月的主要经营业绩数据的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业务经营的不利影响已逐步消除，审计基准日后

发行人业务经营的恢复情况较好； 

2、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未来发行人的业务经营将在一

定时间内处于恢复期，预计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3、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完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事项的披露内容，并加

强风险揭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问题 2 关于研发费用 

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分别为 1,174.79 万元、1,638.36

万元及 1,498.55 万元，主要由职工薪酬等构成，发行人研发项目主要为相关疾

病的问卷及记录跟踪项目。 

请发行人： 

（1）补充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的人员构成情况，业务人员

与 IT人员的数量及相应薪酬成本的比例；（2）结合具体案例说明业务人员与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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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研发项目具体承担的工作内容，发行人研发项目成果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对

相应业务开展的影响。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的人员构成情况，业务人员与 IT

人员的数量及相应薪酬成本的比例 

1、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的人员构成及占比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的人员包括部分业务人员及 IT

人员，业务人员与 IT 人员的数量及相应薪酬成本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人、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数量/金额 比例 数量/金额 比例 数量/金额 比例 

业务人员人数 154.80  98.72% 161.13  98.52% 130.17  96.78% 

IT 人员人数 2.00  1.28% 2.42  1.48% 4.33  3.22% 

人数小计 156.80  100.00% 163.54  100.00% 134.50  100.00% 

业务人员薪酬 1,430.84  97.46% 1,525.39  96.72% 1,043.62  94.00% 

IT 人员薪酬 37.29  2.54% 51.71  3.28% 66.66  6.00% 

薪酬小计 1,468.13  100.00% 1,577.10  100.00% 1,110.28  100.00% 

注：上表中业务人员人数为每月业务人员的研发工时总数/168 小时的加权平均数，IT 人员人数为每月

IT 人员的加权平均数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的人员主要是业务

人员，其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96.78%、98.52%及 98.72%，相应薪酬成本的比例分

别为 94.00%、96.72%及 97.46%。报告期内，在发行人研发项目的研发过程中，

主要系由业务人员提出需求设计、进行测试、反馈问题并对整体研发项目进行管

理，而 IT 人员主要系协助进行相关信息系统或软件的开发及后续的维护、调试

等完善性工作，因此整体而言发行人需要较多的业务人员参与研发项目的全程开

发过程，具体参见本题之“一、发行人说明”之“（二）结合具体案例说明业务

人员与 IT 人员在研发项目具体承担的工作内容，发行人研发项目成果的具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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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及对相应业务开展的影响”的相关回复。 

2、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的相关核算情况 

发行人制定了《研发项目核算管理办法》，对研发费用的确认依据和核算方

法进行了规定。发行人财务部门在研发项目立项后根据立项要求明确研发项目的

开支范围和标准，在系统中设置研发支出科目并就各研发项目分别设置辅助明细，

用来分别核算各研发项目相关的职工薪酬，以及与研发活动有关的材料费、动力

费、设计及试验费、折旧及摊销费用、办公费、电话费、交通费及差旅费等。 

其中，发行人关于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的核算情况主要如下：（1）对于上述

业务人员，其在执行 SMO 项目的同时参与了研发项目的相关工作。对于该等业

务人员，发行人财务部门每月根据其经审批后的 SMO 项目工时、研发工时，将

其薪酬分摊至相应的 SMO 项目、研发项目中；（2）对于上述 IT 人员，其均系专

职参与多个同时处于研究阶段的研发项目的研发，发行人财务部门每月根据其经

审批后的研发工时，将其薪酬分摊至相应的研发项目中。 

综上，发行人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的人员构成符合发行人研发活动的实

际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核算准确。 

（二）结合具体案例说明业务人员与 IT 人员在研发项目具体承担的工作内

容，发行人研发项目成果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对相应业务开展的影响 

1、主要研发模式情况 

临床试验的执行过程具有涉及人员众多、投入较大、流程复杂、文件繁多、

患者管理工作复杂、监管要求严格等特点，同时随着自身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发行人高度重视临床项目执行的标准化以及数据信息化体系的搭建与完善，故针

对性地进行相关研发项目的开发。 

通常而言，发行人的主要研发流程情况如下：（1）立项：由项目业务人员收

集与整理其在执行临床试验项目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或难点，提出研发课题

和需求，并由主要负责人员根据发行人内部规定的相关要求撰写项目开发计划任

务书。然后，在发行人研发部门的牵头组织下对研发项目进行立项，并经总经理

办公会审批同意后方可开展；（2）预算管理：主要负责人员需定期制定与更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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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发项目的研发投入预算，经发行人总经理、研发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执行；（3）

执行：IT人员根据项目开发计划任务书并就项目设计需求与主要负责人沟通后，

初步开发出相关研发项目的信息系统或软件，然后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组织研发项

目团队中的相关业务人员在 SMO 项目的执行中进行测试，定期反馈信息系统的

使用情况及主要问题。IT人员在收到来自主要负责人及业务人员的一线反馈后，

将持续完善与优化原有的信息系统或软件，并及时申请软件著作权；（4）进展及

结题：在研发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及项目结束时，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编制并提交阶

段性进展报告、结题报告。 

通过研发项目得到的相关信息系统或软件，可持续应用于发行人其他同类型

的 SMO 项目，有利于优化临床试验的流程，并持续提升发行人 SMO 业务执行

的标准化、高效化、信息化、自动化程度。 

2、结合具体研发项目说明相关情况 

以报告期内发行人在执行的“内分泌科药物管理和受试者随访跟踪项目”为

例，由于内分泌疾病一般为慢性疾病，临床试验入组的受试者数量多且入组较快，

且在后期的随访过程中涉及对受试者信息的管理及跟踪，故及时为研究者提供准

确、可靠的受试者试验数据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例如，通常在内分泌项目的 III

期临床试验中，受试者人数多达 500 例，每周都需要进行用药随访，故客观上存

在受试者人数较多、访视较频繁的情况。然而，此前传统的药物管理和受试者访

视跟踪多依赖于手工录入、计数与计算等纸质记录，不仅存在效率低、易出错、

便利性差而无法实现远程监控的目的等问题，而且 CRC 在不同的临床试验机构

中参照的标准也未能统一，进而可能影响临床试验开展的质量。 

在上述背景下，为便于高效、直观掌握患者的用药和随访情况并进行统一的

管理，发行人业务人员收集与归纳了多个内分泌类 SMO 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

主要问题或难点，然后由主要负责人牵头撰写“内分泌科药物管理和受试者随访

跟踪项目”的项目开发计划任务书，其中包括立项依据、研发内容和目标、现有

研发条件和工作基础、计划进度、项目组的编制情况等主要内容，然后经发行人

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同意后完成项目立项，交由项目研发负责人与业务团队进行研

发。对于进行中的研发项目，项目组会定期发起研发投入预算决议，经发行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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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研发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执行。 

项目立项通过后，研发项目主要负责人进行项目团队的组建，根据项目目标、

时间进度等细化项目节点控制、合理合规安排项目的经费开支，并定期将日常项

目进展情况向研发部门负责人作出书面的进展报告。同时，IT 人员根据项目开发

计划任务书并与主要负责人就项目设计需求沟通后，初步开发出“内分泌科药物

管理和受试者随访跟踪项目”的信息系统及软件，然后交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组织

内分泌类 SMO 项目组的业务人员，在执行 SMO 项目中针对前述信息系统及软

件进行测试；业务人员在执行 SMO 项目的过程中，同时参与研发项目的研发活

动，具体工时的分配情况参见本题之“一、发行人说明”之“（一）报告期内研

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的人员构成情况，业务人员与 IT 人员的数量及相应薪酬

成本的比例”的相关回复。IT 人员会定期收到来自相关 SMO 项目组业务人员的

一线反馈，然后对原有的信息系统及软件进行完善与优化。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的“内分泌科药物管理和受试者随访跟踪项目”在项

目执行过程中已定期形成了项目阶段性进展报告，已有软件模块应用于日常

SMO 项目中，并形成了 4 项相关的软件著作权，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作品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1 发行人 普蕊斯临床研究受试者随访跟踪管理系统 V1.0 2017SR118876 2016-08-18 

2 发行人 普蕊斯临床研究受试者随访跟踪管理系统 V2.0 2018SR925233 2018-08-20 

3 发行人 
普蕊斯临床研究受试者跟踪随访管理系统[简

称：SMO-OTRPFUTMS]V3.0 
2019SR0929040 2019-06-28 

4 发行人 
普蕊斯临床研究受试者跟踪随访管理系统[简

称：SMO-OTRPFUTMS]V4.0 
2020SR1126531 2020-07-31 

于发行人而言，该研发项目实现了电子平台的药物管理和受试者随访管理，

使得相关信息系统或软件成为通用型项目执行管理软件，进而发行人在不同类型

的内分泌项目中能够实现对受试者跟踪随访的标准化、高效化、信息化、自动化，

并节省相关成本投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具体而言，①对于项目负责人：在 SMO

项目正式启动前，在软件中输入或导入临床试验方案的主要设计后，软件能够自

动形成该项目的药物管理和受试者随访跟踪计划；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软件也可

及时根据 CRC 的工作情况自动生成项目管理报表，便于高效进行过程控制与风

险管理；②对于 CRC：其在 SMO 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仅需要手动录入受试者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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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用药时间等主要信息，复杂的方案和要求均可由后台自动根据软件内部的逻

辑运算，显示出相关受试者的所有访视计划。在实时形成的可视化、操作方面的

工作界面中，CRC 会根据访视计划安排与执行受试者的具体随访工作，随访完

成后也可以自动更新项目进展。此外，电子平台也会根据不同受试者的每次访视

计划，自动匹配出对应的药物使用情况，以方便 CRC 进行药物的申请和及时补

充。对于特定的受试者，CRC 仅需点开其的访视计划，便可实时掌握其具体的访

视完成情况和用药窗口期情况。因此，在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实现标准统一化的

同时，也减少了人为出错的可能性。 

综上，发行人的业务人员在研发项目中主要承担提出需求设计、进行测试、

反馈问题并对整体研发项目进行管理的职责，而 IT 人员主要系根据业务需求及

反馈进行相关信息系统或软件的开发与完善的工作。通过研发项目，发行人得以

形成能够实际应用于主营业务的通用型信息系统或软件，进而实现项目执行的标

准化、高效化、信息化、自动化，并最终实现节省相关成本投入、提升企业经济

效益的主要目的。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了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研发费用明细表，了解并分析了研发费用的归

集与分配过程及核算方法的准确性； 

2、获取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核算过程表，重新计算并

测试核算准确性； 

3、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研发内控相关的制度，并抽查了部分研发项目的立

项决议、项目相关报告等文件； 

4、抽取并核查了报告期内研发项目工时的审批文件； 

5、对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执行了穿行测试、截止性测试，确认不存在

将其他费用在研发费用中列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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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访谈了发行人管理人员，了解研发项目开展的业务背景及目的、主要流

程，以及业务人员、IT 人员在研发项目中承担的主要职责； 

7、取得了发行人关于“内分泌科药物管理和受试者随访跟踪项目”研发项

目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查看了项目涉及的信息系统及软件的应用界面，并获取

了相关的软件著作权证明文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的人员构成符合发行人研发活动的实际

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核算准确； 

2、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业务人员在研发项目中主要承担提出需求设计、进

行测试、反馈问题并对整体研发项目进行管理的职责，而 IT 人员主要系根据业

务需求及反馈进行相关信息系统或软件的开发与完善的工作。通过研发项目，发

行人得以形成能够实际应用于主营业务的通用型信息系统或软件，进而实现项目

执行的标准化、高效化、信息化、自动化，并最终实现节省相关成本投入、提升

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目的。 

 

问题 3 关于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 

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20,438.38 万元、

23,347.00 万元和 13,279.78万元；2020年末，合同资产账面价值为 12,497.95

万元。 

请发行人： 

（1）补充说明截至目前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进度以及 2020 年末合

同资产转入应收账款及相应回款情况；（2）补充说明合同资产的账龄情况，并说

明账龄超过 1年的合同资产相关项目的具体情况，长时间未结算的原因，相关合

同是否处于正常执行状态；（3）进一步说明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



关于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专项说明 

 

0-2-15 

谨慎、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4）测算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同

等计提比例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对于发行人相关财务指标的具体影响，是否会

对发行人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截至目前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进度以及 2020 年末合同资产

转入应收账款及相应回款情况 

1、截至目前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进度 

截至 2021 年 7 月末，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3,589.78 9,762.65 7,789.46 

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 3,333.17 9,064.65 7,591.90 

期后回款比例 92.85% 92.85% 97.46% 

注：2018 年、2019 年应收账款按客户口径统计回款比例；执行新收入准则后，2020 年应收账款按项目

口径统计回款比例 

由上表可知，截至 2021 年 7 月末，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进

度分别为 97.46%、92.85%及 92.85%，回款情况良好。 

2、截至目前 2020 年末合同资产转入应收账款及相应回款情况如下： 

截至 2021 年 7 月末，发行人 2020 年末合同资产转入应收账款及相应的回款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公式 金额 

2020 年末合同资产余额 ① 13,250.45 

合同资产期后转入应收账款 ② 6,277.17 

合同资产期后转入应收账款比例 ③=②/① 47.37% 

期后转入应收账款相应回款 ④ 5,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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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计算公式 金额 

应收账款相应回款占期后转入应收账款比例 ⑤=④/③ 83.16% 

由上表可知，截至 2021 年 7 月末，发行人 2020 年末合同资产转入应收账款

金额为 6,277.17 万元，占 2020 年末合同资产余额的比例为 47.37%；2020 年合同

资产期后转入应收账款的相应回款金额为 5,220.00 万元，占合同资产期后转入应

收账款的比例为 83.16%，期后回款情况良好。此外，合同资产未转入应收账款

的部分主要系相关项目截至 2021 年 7 月末尚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所致。 

综上，截至 2021 年 7 月末，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的应收账款、2020 年末合

同资产转入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良好，符合发行人实际情况。 

（二）合同资产的账龄情况，并说明账龄超过 1 年的合同资产相关项目的具

体情况，长时间未结算的原因，相关合同是否处于正常执行状态 

1、发行人合同资产的账龄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合同资产的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合同资产期末余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11,094.02 83.73% 

1-2 年（含 2 年） 1,668.14 12.59% 

2-3 年（含 3 年） 393.57 2.97% 

3 年以上 94.72 0.71% 

合计 13,250.45 100.00% 

由上表可知，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合同资产账龄主要在 3 年以内。其中，

账龄在 3 年以内合同资产的占比为 99.29%，账龄在 1 年以内合同资产的占比为

83.73%。报告期内，发行人 SMO 项目的整体周期通常为 2-3 年甚至更长，项目

进度受到研究药物的疾病领域及药效、临床试验方案、受试者入组等因素的影响

而在不同年度、不同期间内有所差异，且每个项目与客户约定的结算节点由于商

业谈判能力而存在一定差异。在前述背景下，发行人存在账龄较长的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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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账龄超过 1 年的合同资产相关项目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合同资产账龄超过 1 年且金额大于 10 万元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号 

2020 年末合同资产 
2021 年 1-7 月 

结算金额 
项目长期未结算的原因 

是否处于

正常执行

状态 
期末余额

① 

其中：账龄 

1 年以上② 

占比 

③=②/① 

1 PRS-0313 417.55  161.92  38.78% 273.25 
于 2020 年 12 月与申办方沟通后变更增加合同金额，双方约定待合同签署后

开票结算，2021 年 4 月完成签署补充协议并于 2021 年 4 月、6 月开票结算 
是 

2 PRS-0344 290.51  116.83  40.22% 213.21 
于 2020 年 12 月与申办方沟通后变更增加合同金额，双方约定待合同签署后

开票结算，2021 年 1 月完成签署补充协议并于 2021 年 1 月开票结算 
是 

3 PRS-0161 121.30  90.91  74.95% - 
项目中个别受试者出组期长于原预计周期，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

定的结算节点 
是 

4 PRS-0279 105.53  77.42  73.36% 32.68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5 PRS-0354 136.09  75.96  55.82% 33.37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6 PRS-0218 132.68  70.29  52.98% 67.24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7 PRS-0237 85.79  64.84  75.58% 0.83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8 PRS-0251 82.61  62.11  75.18% 15.94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9 PRS-0217 73.68  61.45  83.40% 1.61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10 PRS-0157 78.56  54.81  69.77% 1.80 
截至 2020 年末，尚在根据申办方要求提供合同结算的相关凭证，未能完成

开票结算 
是 

11 PRS-0254 150.80  47.70  31.63% 181.69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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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号 

2020 年末合同资产 
2021 年 1-7 月 

结算金额 
项目长期未结算的原因 

是否处于

正常执行

状态 
期末余额

① 

其中：账龄 

1 年以上② 

占比 

③=②/① 

12 PRS-0493 92.95  46.73  50.27% 1.42 
与申办方沟通后变更增加合同金额，双方约定待合同签署后开票结算，预计

2021 年末前签署完毕 
是 

13 PRS-0550 147.79  46.49  31.46% -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14 PRS-0277 65.96  44.88  68.04% 54.61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4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15 PRS-0465 217.58  44.20  20.31% 29.00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16 PRS-0111 40.87  40.87  100.00% -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17 PRS-0376 76.85  38.05  49.51% 9.94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18 PRS-0327 45.50  36.55  80.33% 46.50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1 月、4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19 PRS-0224 50.25  34.27  68.20% 59.50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1-7 月期间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20 PRS-0212 38.87  34.11  87.75% 1.80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21 PRS-0360 51.58  32.34  62.70% 52.07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7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22 PRS-0122 74.92  30.36  40.52% 16.90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1-7 月期间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23 PRS-0322 46.22  29.42  63.65% 1.82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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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号 

2020 年末合同资产 
2021 年 1-7 月 

结算金额 
项目长期未结算的原因 

是否处于

正常执行

状态 
期末余额

① 

其中：账龄 

1 年以上② 

占比 

③=②/① 

24 PRS-0300 32.70  28.23  86.33% 65.97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6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25 PRS-0425 41.80  26.42  63.21% - 
申办方拟变更临床试验方案，待方案更新后再进行开票结算，截至 2020 年

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26 PRS-0323 77.07  26.38  34.23% 12.46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27 PRS-0442 41.13  25.32  61.56% -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28 PRS-0436 34.91  24.70  70.75% 13.11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29 PRS-0331 123.98  23.14  18.66% -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30 PRS-0315 120.83  21.90  18.12% 108.08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3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31 PRS-0496 50.68  21.50  42.42% 3.89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32 PRS-0298 55.58  20.04  36.06% 9.10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33 PRS-0231 27.86  19.81  71.11% -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34 PRS-0366 40.10  19.73  49.20% -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35 PRS-0105 69.97  19.28  27.55% 15.77 
项目中个别受试者出组期长于原预计周期，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

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5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36 PRS-0639 31.28  19.17  61.29% 3.20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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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号 

2020 年末合同资产 
2021 年 1-7 月 

结算金额 
项目长期未结算的原因 

是否处于

正常执行

状态 
期末余额

① 

其中：账龄 

1 年以上② 

占比 

③=②/① 

37 PRS-0575 50.05  18.66  37.28% -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38 PRS-0370 23.30  17.97  77.12% -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39 PRS-0112 17.08  17.08  100.00% -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40 PRS-0433 45.65  16.84  36.89% -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41 PRS-0358 103.93  15.98  15.38% 34.44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1-7 月期间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42 PRS-0459 58.80  14.69  24.98% 23.63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4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43 PRS-0515 20.62  13.41  65.03% 5.99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44 PRS-0250 22.57  12.98  57.51% -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45 PRS-0334 48.32  12.29  25.43% 19.42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5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46 PRS-0427 68.54  11.93  17.41% 25.99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1 月、2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47 PRS-0230 31.16  10.96  35.17% 10.10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3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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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号 

2020 年末合同资产 
2021 年 1-7 月 

结算金额 
项目长期未结算的原因 

是否处于

正常执行

状态 
期末余额

① 

其中：账龄 

1 年以上② 

占比 

③=②/① 

48 PRS-0244 40.41  10.88  26.92% -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49 PRS-0437 20.01  10.37  51.82% 101.79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1 月、3 月、5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50 PRS-0405 12.46  10.23  82.10% -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 
是 

51 PRS-0203 327.80  10.21  3.11% 312.49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节点之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

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1-5 月期间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

算 

是 

52 PRS-0285 26.12  10.06  38.51% 57.91 

合同签署方中包括医院，该等医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节点较少，且节点之

间的周期较长，截至 2020 年末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已于 2021 年

3 月、6 月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开票结算 

是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截至 2020 年末合同资产账龄超过 1 年的相关项目长时间未结算具有合理原因，相关合同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均

处于正常执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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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存在明显

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谨慎、充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 

1、《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会计估计是指对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事

项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所作的判断，其特点包括：（1）会计估计的存在是

由于经济活动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进行会计估计时，往往以最近

可利用的信息或资料为基础；（3）进行会计估计并不会削弱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可

靠性。 

事实上，合同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应收账款的坏账减值准备计提比例

均属于会计估计范畴。报告期内，发行人在估计合同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时

充分考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因素、资产的信用风险因素、自身业务特点及历史

经营数据等，其与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之间存在差异具有合理原因，主

要说明参见本题之“一、发行人说明”之“（三）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

提是否谨慎、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之“2、招股说明书补充

披露情况”的相关内容。 

2、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二、

资产质量分析”之“（一）资产结构”之“1、流动资产”之“（2）应收账款”中

更新披露如下： 

“⑥应收账款坏账与合同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比较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1-2 年（含 2 年） 10% 5% 

2-3 年（含 3 年）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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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3-4 年（含 4 年） 40% 100% 

4-5 年（含 5 年） 80% 100% 

5 年以上 100% 100%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合同资产账龄 1 年以上的坏账准备或

减值损失计提比例存在差异：①账龄在 1-3 年者，合同资产均按 5%计提减值损

失，而应收账款则分别按 10%（1-2 年）、20%（2-3 年）计提坏账准备；②账龄

超过 3 年的，合同资产按 100%计提减值损失，而应收账款则分别按 40%（3-4

年）、80%（4-5 年）、100%（5 年以上）计提坏账准备。 

两类资产的坏账准备或减值损失计提比例存在差异具有合理原因，主要说明

如下： 

A. 信用风险属性 

在公司收入确认方式下，应收账款是项目达到结算条件并经客户确认后，由

公司开具发票给客户、客户按发票金额应向公司支付的合同款项；合同资产是项

目处于两个结算节点之间，未达到结算里程碑标志的合同款，在项目达到结算条

件并开具发票后，相应转为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在公司业务开展的过

程中存在前后转换的关系，而并非平行并列的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系已与客户结算取得客户认可，并开具销售发票的

款项，具有完全的收款权利，应收账款的账龄是开票结算与支付款项时点之间的

时间差。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采用类似信用风险特征（账龄）进行组合，

并基于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对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

计提比例进行估计。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除其自身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外，其

业务结构、客户结构、信用账期等与以前年度相比未发生显著变化，故报告期内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未发生变化。 

合同资产系公司在 SMO 业务过程中，完成业务进度确认收入与客户约定的

结算时点之间的款项，是否达到项目结算条件主要受合同约定两个结算节点之间

工作量大小、项目执行难易程度等条件的约束，合同资产的账龄是项目执行进度

与开票结算时点之间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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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内，公司同一个项目两次开票的时间间隔情况如下： 

项目开票间隔 开票次数（次） 占比 

1 年以内 3,316 93.22% 

1 年至 2 年 210 5.90% 

2 年至 3 年 24 0.67% 

3 年以上 7 0.20% 

合计 3,557 100.00% 

注：已剔除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内开票次数未达到 2 次的项目 

由上表可知，公司超过 93%以上的项目在 1 年内会触发合同约定的结算条

款，且几乎所有的项目在 3 年内会触发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合同资产的账龄结构如下： 

账龄 合同资产期末余额（万元） 占比 

1 年以内（含 1 年） 11,094.02 83.73% 

1-2 年（含 2 年） 1,668.14 12.59% 

2-3 年（含 3 年） 393.57 2.97% 

3 年以上 94.72 0.71% 

合计 13,250.45 100.00% 

由上表可知，公司合同资产在结算并转化成应收账款之前，账龄基本在 3 年

以内，且以 1 年以内的账龄为主，且账龄 3 年以内的合同资产是公司项目执行的

正常状态；当合同资产账龄超过 3 年以后，项目执行情况大概率处于非正常状

态。 

因此，公司在确定合同资产的坏账计提比例时主要参考历史上的项目执行情

况，以账龄是否在 3 年以内作为重要的判断指标：合同资产结算后转化为账龄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列示，其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5%

保持一致；账龄超过 3 年的合同资产，所对应项目通常处于非正常执行状态，是

否能够足额开票结算并转化成应收账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

对账龄在 3 年以上的合同资产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因此，公司合同资产的减值准

备计提以 3年为基准进行划分符合自身业务经营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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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客户结构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合同资产、应收账款的客户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20.1.1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合同资产：     

药企 8,481.12 64.01% 7,122.32 70.83% 

CRO 公司 1,889.38 14.26% 1,245.81 12.39% 

医院 2,622.50 19.79% 1,573.56 15.65% 

器械 257.44 1.94% 114.18 1.14% 

合计 13,250.45 100.00% 10,055.87 100.00% 

应收账款：     

药企 3,113.78 86.74% 2,548.66 78.11% 

CRO 公司 208.98 5.82% 466.72 14.30% 

医院 202.13 5.63% 176.98 5.42% 

器械 64.89 1.81% 70.73 2.17% 

合计 3,589.78 100.00% 3,263.08  100.00% 

注：2020 年 1 月 1 日合同资产、应收账款金额为测算数据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合同资产、应收账款的客户结构基本保持一致。

同一项目由于结算状态不同进而导致资产在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之间切换，公司

客户结构本身对两类资产减值或坏账计提比例不构成影响。 

综上，公司合同资产的减值损失及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存在差异主

要系两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属性不同所致，两类资产坏账计提比例符合公司自身业

务情况且具有合理原因。 

C.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 

适用新准则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应会计政策中未披露的应收账款、合同资

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计提比例，无法直接与公司进行比较。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账龄结构的比较情

况如下： 



关于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专项说明 

 

0-2-26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项目 类别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603259.SH 药明康德 

应收账款 

账龄 1 年以内 

（含 1 年）的占比 
94.64% 98.08% 96.78% 

账龄 1 年以上的占比 5.36% 1.92% 3.22% 

合同资产 

账龄 3 年以内 

（含 3 年）的占比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账龄 3 年以上的占比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300347.SZ 泰格医药 

应收账款 

账龄 1 年以内 

（含 1 年）的占比 
95.54% 97.81% 87.16% 

账龄 1 年以上的占比 4.46% 2.19% 12.84% 

合同资产 

账龄 3 年以内 

（含 3 年）的占比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账龄 3 年以上的占比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拟上市公司 诺思格 

应收账款 

账龄 1 年以内 

（含 1 年）的占比 
89.00% 82.82% 82.48% 

账龄 1 年以上的占比 11.00% 17.18% 17.52% 

合同资产 

账龄 3 年以内 

（含 3 年）的占比 
未披露 不适用 不适用 

账龄 3 年以上的占比 未披露 不适用 不适用 

普蕊斯 

应收账款 

账龄 1 年以内 

（含 1 年）的占比 
96.47% 91.62% 90.56% 

账龄 1 年以上的占比 3.53% 8.38% 9.44% 

合同资产 

账龄 3 年以内 

（含 3 年）的占比 
99.29% 不适用 不适用 

账龄 3 年以上的占比 0.71% 不适用 不适用 

资料来源：Wind、上市公司年报、公司招股说明书 

注：上表中药明康德、泰格医药的计提比例系根据其年报财务附注数据计算得出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均以账龄在 1 年以

内为主，但由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未披露合同资产的账龄结构，故无法与公司进行

比较。 

此外，同行业可比公司涉及的业务除 SMO 业务外，还存在如临床前 CRO、

临床 CRO 等多类业务，其客户同样主要为药企、医院等。经对比同行业可比公

司应收账款坏准备和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账龄结构（如有），公司同样

采用了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应收账款、合同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除对单项重大的

进行个别计提外，对于非重大的合同资产，公司考虑了不同客户的信用风险特征，

并以账龄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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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水平、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水平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合同资产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应收账款 

603259.SH 药明康德 0.50% 2.07% 0.74% 2.25% 1.67% 1.60% 

300347.SZ 泰格医药 3.79% 7.69% 4.67% 7.31% 3.53% 7.14% 

拟上市企业 诺思格 12.51% 8.17% 不适用 11.57% 不适用 10.75% 

可比公司平均 5.60% 5.98% 2.71% 7.04% 2.60% 6.50% 

普蕊斯 5.68% 5.23% 不适用 5.54% 不适用 5.54% 

资料来源：Wind、上市公司年报、公司招股说明书 

注：上表中药明康德、泰格医药的计提比例系根据其年报财务附注数据计算得出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大体相当；2020 年公司合同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比例相较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整体水平。 

D.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合同资产在满足结算条件并开具发票后必先转为 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

再根据应收账款后续回款情况按照相应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根据目前公司的会

计估计政策，账龄 3 年以内合同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账龄 1 年以内应收

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一致，均为 5%。 

假设账龄 3 年以内的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且账龄 3 年以内的合同资产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全部开票结算并转为

应收账款，测算的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合同资产金额 

减值准备 

计提比例 

减值准备 

计提金额 

报表已计提 

减值准备金额 

减值准备 

差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11,094.02 5% 554.70 

657.79 142.44 1-2 年（含 2年） 1,668.14 10% 166.81 

2-3 年（含 3年） 393.57 20% 78.71 

合计 13,155.73 - 800.23 657.79 142.44 

由上表可知，若合同资产与应收账款采用相同的减值/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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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 2020 年末资产减少 142.44 万元，并在 2021 年年初合同资产转化为应收

账款后资产增加 142.44 万元，进而导致公司财务报表金额在不同期间内发生波

动。因此，公司账龄 3 年以内合同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账龄 1 年以内应

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一致，可消除上述影响，使财务报表更加准确。 

此外，按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同等计提比例，测算的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及

其对公司 2020 年相关财务指标的主要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金额 测算后金额 影响金额 影响率 

① ② ③=②-① ④=③/① 

资产总额 28,735.92 28,663.15 -72.77 -0.25% 

资产减值损失 -752.50 -838.12 -85.61 11.38% 

其中：3 年以内（含 3

年） 
-657.79 -800.23 -142.44 21.65% 

3 年以上 -94.72 -37.89 56.83 -60.00% 

利润总额 4,150.97 4,065.36 -85.61 -2.06% 

所得税费用 619.32 606.47 12.84 2.07% 

净利润 3,531.65 3,458.88 -72.77 -2.06% 

由上表可知，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同等计提比例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对公司 2020 年利润总额、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85.61 万元、-72.77 万元，

金额较小且对公司 2020 年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亦较小。 

综上所述，公司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之间存在差异具有合理原因，报告期内公司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谨慎、充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测算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同等计提比例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对于

发行人相关财务指标的具体影响，是否会对发行人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按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同等计提比例，测算的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及其对发

行人 2020 年相关财务指标的主要影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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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原金额 测算后金额 影响金额 影响率 

① ② ③=②-① ④=③/① 

资产总额 28,735.92 28,663.15 -72.77 -0.25% 

资产减值损失 -752.50 -838.12 -85.61 11.38% 

其中：3 年以内（含 3

年） 
-657.79 -800.23 -142.44 21.65% 

3 年以上 -94.72 -37.89 56.83 -60.00% 

利润总额 4,150.97 4,065.36 -85.61 -2.06% 

所得税费用 619.32 606.47 12.84 2.07% 

净利润 3,531.65 3,458.88 -72.77 -2.06% 

由上表可知，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同等计提比例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对发行人 2020 年利润总额、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85.61 万元、-72.77 万元，

金额较小且对发行人 2020 年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亦较小。 

综上，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同等计提比例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对发行人

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较小，未对发行人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应收账款以及合同资产账龄明细表，复核并分析

其账龄准确性，并重新计算账龄、坏账准备或减值损失； 

2、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以及期后的开票和回款明细，复核各期末应收

账款的回款进度以及 2020 年末合同资产转入应收账款及相应回款情况； 

3、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合同资产账龄超过 1 年的主要项目长时间未结

算原因、项目是否处于正常执行状态的说明文件； 

4、查阅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的坏账计提政策，并结合信

用风险属性、客户结构比较分析了两类资产的坏账计提比例； 

5、获取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合同资产按客户类型的分类后的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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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并进行了分析比较； 

6、访谈了发行人管理层人员，了解了发行人客户属性、信用政策情况； 

7、查询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公开资料，获取了关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的

坏账计提政策、账龄结构并分析实际坏账计提水平，并与发行人进行比较分析； 

8、测算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同等计提比例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对发行人

2020 年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截至 2021 年 7 月末，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的应收账款、2020 年末合同

资产转入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良好，符合发行人实际情况； 

2、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合同资产账龄主要在 3 年以内且账龄在 3 年以内

合同资产的占比为 99.29%；账龄超过 1 年的合同资产相关项目长时间未结算具

有合理原因，相关合同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均处于正常执行状态； 

3、发行人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之间存

在差异的具有合理原因，报告期内发行人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谨慎、充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同等计提比例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对发行人相

关财务指标的影响较小，未对发行人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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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普蕊斯（上

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的专项说明函》的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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