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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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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杨凯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卜剑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卜剑虹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沈楠  

电话 021-50120029 

传真 021-50120029 

电子邮箱 642026880@qq.com 

公司网址 www.simingtang.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628 号航运科研大厦 201 室 

200135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上海思明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9,726,858.83 16,704,170.88 18.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38,207.28 -6,548,266.18 -50.2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80 -0.53 -50.2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6.64% 139.1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46.90% 132.54%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0,054,369.37 31,115,844.53 -3.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89,941.10 -6,842,102.53 51.9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49,289.59 -8,353,104.0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84,554.02 -8,369,298.23 -1.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0.00% 0.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0.00% 0.0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55 -50.91%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5,000 0.85% 3,653,262 3,758,262 30.4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000 0.05% 2,911,975 2,917,975 23.65% 

      董事、监事、高管 - - 217,829 217,829 1.77% 

      核心员工 70,000 0.56% 552,458 622,458 5.04%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2,235,000 99.15% -3,653,262 8,581,738 69.5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502,990 85.11% -2,625,746 7,877,244 63.84% 

      董事、监事、高管 924,323 7.49% -264,829 659,494 5.34% 

      核心员工 912,687 7.40% -901,437 11,250 0.09% 

     总股本 12,340,000 - 0 12,34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杨凯瑜 7,096,299 293,229 7,389,528 59.88% 5,322,225 2,067,303 

2 王萍 1,731,253 0 1,731,253 14.03% 1,298,440 432,813 

3 吴新星 1,675,438 -1,000 1,674,438 13.57% 1,256,579 417,859 

4 王华 577,085 0 577,085 4.68% 432,814 144,271 

5 王善善 85,295 0 85,295 0.69% 63,972 21,323 

6 赵青 78,110 0 78,110 0.63% 0 78,110 

7 余秋艳 78,110 0 78,110 0.63% 58,583 19,527 

8 彭晓利 73,833 0 73,833 0.60% 55,375 18,458 

9 张新玲 60,000 0 60,000 0.49% 0 60,000 



10 施丽娜 60,000 0 60,000 0.49% 45,000 15,000 

合计 11,515,423 292,229 11,807,652 95.69% 8,532,988 3,274,66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杨凯瑜和王萍系夫妻关系； 

（2）王萍和王华系姐弟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

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

关规定，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

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1）本公司金融资产在首次执行日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

果对比如下： 

金融资产类别 
修订前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修订后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

项) 
6,797,455.88 摊余成本 6,797,455.88 

应收款项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 2,097,322.30 摊余成本 2,097,322.30 



项)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

求)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准

则要求) 

- 

(2)本公司金融资产在首次执行日原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

分类和计量的新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 年 1 月 1 日)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和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6,797,455.88 - - 6,797,455.88 

      

应收款项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2,097,322.30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新 CAS22) 

 -  -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新 CAS22) 

 -  -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准备 
 - -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2,097,322.30 

          

(3)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

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调节表： 

计量类别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损失准备/按或有

事项准则确认的预计

负债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提信用损失准备 

贷款和应收款项(原 CAS22)/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 CAS22) 

货币资金 -  -  -  -  

应收款项 -  -  -  -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2019 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2019 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将“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增加对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报表项目的调整要求；补

充“研发费用”核算范围，明确“研发费用”项目还包括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营

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中删除债务重组利得和损失。此外，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应收利

息”、“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息，基于实际利

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

以下简称“2019 年新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年新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的拆分外，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发行债券收到的

现金”、“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等行项目。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其中对仅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至 2019 年期初数，对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重新表述可比期间财务报表。对于上述报表格式变更中简单合并与拆分的财务报表项目，本公司已在财

务报表中直接进行了调整，不再专门列示重分类调整情况，无其他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3、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

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按照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4、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按照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新债务重组准则，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债务重组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本期无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39,318.0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339,318.02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98,059.1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498,059.10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因为研发和商业模式转型等因素，出现经营性亏损。主要原因包括：一、思明堂硬件产品的持续研

发和改进。二、思明堂远程视力改善训练系统的建设。三、直营和加盟门店内部物流、客户信息系统的

建设和优化。四、医疗器械的研发和临床试验投入。 

这些成本和费用会极大的带动未来收入的增长，但在当期会形成成本费用增长快于收入增长的情况。此

外，受制于会计制度上收入确认方法，使得公司即使已收到客户付费，不能立刻确认为收入，需逐步缓

慢的进行确认。由于上述原因造成 2018、2019 年度公司在会计上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亏损。但同时我

们强调，公司目前资金充足且现金流充裕，这点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上也可以得到充分体

现。因此，上述会计亏损完全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020 年度，公司将采取多种举措，控制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具体表现在：1、控制直营门店的扩张速

度，通过合伙式加盟模式进行业务扩张；2、弱视远程训练系统经过去年的持续研发测试及发展盈利，

今年将产生更高的效益。3、与医院合作，将公司产品推广至更大的客户群体中。4、预计医疗器械注册

证将在今年获得并产生收益。5、发展 B 端销售推广，把公司产品推广至视光中心等区域。 

2020 年，思明堂将继续扩张，将思明堂优秀的服务和产品投放全国乃至全球，帮助更多儿童摆脱弱视，

帮助更多青少年防控近视，帮助更多成年人缓解视疲劳和干眼症，提升视力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