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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 100 号一号楼 1110 室） 

 

 

 
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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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20〕305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收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坦科技”、“公司”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泰坦科技、发

行人律师及发行人会计师等相关各方对落实函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落实，回复如

下，请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报告所用简称与招股说明书所用简称一致。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引用原招股说明书内容 楷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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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

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全面梳理“重大事项提示”各项内容，突出重

大性，增强针对性，强化风险导向，删除冗余表述，并按重要性进行排序： 

（1）补充和完善以下事项：公司第三方品牌产品销售占比较高；公司自主

品牌产品主要采取 OEM 生产模式； 

（2）删除以下重大事项提示内容：“公司对各类产品销售模式的提示”“核

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3）精简披露“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的影响及应对分析”。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1 发行人说明 

（一）补充和完善以下事项：公司第三方品牌产品销售占比较高；公司自

主品牌产品主要采取 OEM 生产模式 

发行人针对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进行了修改，将“一、公司对自主品牌

产品及服务、第三方品牌产品销售的主营业务实质的提示”进行修改，具体披露

内容如下： 

一、公司对第三方品牌产品销售占比较高的提示 

自设立以来，公司就采取自主品牌与第三方品牌相结合的销售方式，在建

立 Adamas、Greagent、Tichem 等自主品牌的同时，还对外销售赛默飞、陶氏化

学、3M 等国际知名厂商产品，公司客户可以在公司探索平台上自主选择购买公

司自主品牌产品和第三方品牌产品进行一站式采购。报告期内，公司第三方品

牌产品销售占比分别为 48.80%，46.01%和 46.92%，占比较高。 

公司采购第三方品牌后，不再对第三方品牌产品进行再加工，但为了更好

的服务客户，公司会基于对下游需求的分析和判断，为客户提供基于专业应用

的分类展示、产品推荐和解决方案开发，为客户提供购物便利。 

公司销售第三方品牌产品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

术”之“一、主营业务情况”之“（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之“2、销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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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针对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进行了修改，将“三、公司以 OEM 模

式进行生产的提示”进行修改，具体披露内容如下： 

二、公司自主品牌产品主要采取 OEM 生产模式的提示 

公司自主品牌产品主要采取 OEM 的生产模式。公司 OEM 生产主要分为两种

模式：一种是通过 OEM 厂商直接成品采购，即由 OEM 厂商自主提供原材料生产

模式；另一种是公司提供原材料，委托 OEM 厂商进行委托加工。公司对 OEM 生

产流程有着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针对高端试剂、通用试剂、特种化学品产品，

公司主要提供产品技术指标、质量标准、检测手段及关键技术指标的处理方法

等，OEM 厂商按照要求进行生产或选择符合要求的批次提供给公司，公司对每批

次产品进行检测，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公司自主品牌的耗材、小型仪器，公司

主要提供质量标准、产品外观设计等，OEM 厂商按照公司要求生产。公司所有

OEM 产品的工艺配方、生产流程、技术参数指标和质量控制方案均由公司制定，

因此公司 OEM 生产过程中核心技术主要体现在工艺配方、生产流程、技术参数

指标和质量控制方案的研发与制定。 

（二）删除以下重大事项提示内容：“公司对各类产品销售模式的提示”“核

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发行人针对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进行了梳理，在招股说明书中将

“二、公司对各类产品销售模式的提示”以及特别风险提示中的“（四）核心技

术失密的风险”进行删除。 

（三）精简披露“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的影响及应对分析” 

发行人针对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新冠肺炎对疫情影响部分进行了梳

理，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之“四、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的影响及应对分

析”之“（一）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中披露如下： 

由于近期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司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生产

和交付、下游客户开工时间均受到延期复工影响，具体来看，疫情对公司生产

经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采购端，公司主要供应商地处湖北之外地区，虽因疫情在 2020 年 2 月上

旬延期复工，但目前已全部恢复生产供应。公司采购主要通过公路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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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相关政府于 2020 年 2 月份对部分地区的公路交通采取管制措施，

公司供应商运输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疫情逐渐好转，我国公路交通逐渐恢复

正常。在生产端因疫情原因，公司 OEM 厂商复工的时间较往年有所延迟。但随

着疫情逐渐好转，公司 OEM 厂商均已全面复工。另外，公司及各子公司经政府

备案批准已于 2020 年 2 月 10日起陆续复工。在销售端公司主要客户为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研发生产部门等，受疫情影响，公司 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较

2019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下降 9.34%。随着疫情影响逐渐减弱，公司下游客户逐

步恢复开学、开工，公司销售活动逐渐恢复正常。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供应采购可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OEM 生

产已恢复正常，可满足日常经营需求；销售活动已基本恢复正常，且日常订单

或重大合同的履行不存在障碍。 

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之“四、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行人的影响及应对分

析”之“（三）新冠疫情及其他事项对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各产品销售情况的影响”

中披露如下： 

（三）新冠疫情及其他事项对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各产品销售情况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各产品销售情况与上年同期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 年 1-3月 较上年增长率 

高端试剂 4,425.33 4,542.33 -2.58% 

通用试剂 935.24 1,315.92 -28.93% 

特种化学品 7,845.01 8,446.86 -7.13% 

仪器耗材 6,316.31 6,355.78 -0.62% 

实验室建设及科研

信息化服务 
1,669.32 1,610.79 3.63% 

受疫情影响，2020 年第一季度高端试剂、通用试剂和特种化学品销售金额

较往年同期下降了 2.58%、28.93%和 7.13%，其中通用试剂下降比例较多主要系

该类型产品下游客户主要为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学复工较晚所致，高端试剂和特

种化学品下降比例相对较少主要系企业客户复工后，采购量回升所致。仪器耗材

销售金额变化不大主要系防疫相关产品（手套、口罩、防护服等）销售金额上升。 

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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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之“（一）2020 年

第一季度财务数据审阅情况”。 

1.2 中介机构核查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主要核查程序

如下： 

1、访谈发行人主要管理层、销售负责人及财务总监，查阅发行人销售台账

和主要销售合同，了解第三方品牌产品销售的总体情况及发行人自主品牌产品

OEM 的两种生产模式。 

2、获取自主品牌产品主要采取 OEM 生产模式的相关数据，重新复核自主

品牌产品主要采取 OEM 生产的占比情况。 

3、访谈发行人主要管理层、销售负责、采购负责人及财务总监，了解主要

供应商的复工复产情况及公路交通采取管制对产品运输的影响，以及了解高校、

科研院所客户的开学复工时间及企业研发生产部门客户的复工情况。 

4、取得了发行人 2020 年一季度审阅报告，查阅了发行人第一季度的销售

及采购情况并与上年同期比较。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已按要求补充和完善了第三方品牌产品销售占比情况、公司自主

品牌产品主要采取 OEM 生产模式等关键事项。 

2、发行人已按要求对“重大事项提示”进行梳理，突出重大性，增强针对性，

强化风险导向，删除冗余表述，并按重要性进行排序。 

 



8-1-8 

问题二 

请发行人：（1）进一步说明并披露公司产品“科研试剂”中高端试剂和通用试剂的

划分标准，该标准是否为行业通行，并进一步说明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似业务毛利

率对比时所选取的相似业务是否具有可比性；（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对特种化学品的

产品归类，进一步说明将特种化学品划分为科研试剂的依据，是否在客户、技术、使用

环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划入科研试剂依据不明确，请区分特种化学品与科研试

剂披露发行人的产品情况与相关收入毛利构成情况；（3）根据细分行业补充披露企业类

客户的收入分布情况，并进一步说明下游客户是否以创新研发型企业为主。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1.1 发行人说明 

（一）进一步说明并披露公司产品“科研试剂”中高端试剂和通用试剂的划分标

准，该标准是否为行业通行 

公司高端试剂是指用于分析检测、生命科学、化学合成、材料科学、电子化学等领

域的科研试剂，具有品种多、用量小、品质高、价格贵、获取难度较大等特点，主要包

括各类合成砌块、材料单体、生物标记物、高纯金属、特种催化剂、标准对照品、色谱

试剂、生物试剂等，主要用于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食品日化等领域。

公司向客户提供的高端试剂包括自主品牌 Adamas 及 Sigma-Aldrich、Merck、Fisher、

TCI 等多个国际知名品牌。 

公司通用试剂是指用于化学实验、分析化验、研究试验、教学实验和化学配方的常

用化学品，具有用量大、价格低、获取难度较小等特点，主要包括各类酸、碱、盐、有

机试剂、常规溶剂、无机化合物等，是各类应用领域的常规基础科研试剂。公司向客户

提供的通用试剂均为自主品牌 Greagent。 

公司对高端试剂和通用试剂的划分综合考虑了产品特性、品类、品牌和应用等因素，

该划分标准符合行业惯例。 

（二）进一步说明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似业务毛利率对比时所选取的相似业

务是否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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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丁的科研试剂主要包括合成砌块、合成试剂、化学生物学试剂等产品，应用于

高端化学、生命科学、分析色谱及材料科学四大方面。公司自主品牌的高端试剂与其在

产品种类和应用领域有一定重合，因此与阿拉丁的科研试剂业务具有相似性。 

西陇科学的通用试剂和化工原料主要应用在化学合成、分析检测、材料处理、生物

医药、新材料、食品日化、涂料油墨等领域。公司自主品牌的通用试剂和特种化学品与

其在产品种类和应用领域有一定重合，因此与西陇科学的通用试剂和化工原料业务具有

相似性。 

可比 

公司 
产品业务 可比业务 

可比业务 

收入占比 

主要可比 

应用领域 

可比业务 

选择依据 

西陇 

科学 

通用试剂 

通用试剂 

化工原料 
约 70% 

化学合成、分析检测、

材料处理、生物医药、

新材料、食品日化、

涂料油墨 

与公司自主品牌

通用试剂、特种

化学品业务有一

定相似性 

化工原料 

原料药及 

食品添加剂 

诊断试剂 

电子化学品 

阿拉丁 科研试剂 科研试剂 超过 95% 

生物医药、新材料、

新能源、精细化工、

食品日化 

与公司自主品牌

高端试剂业务有

一定相似性 

注：西陇科学信息来源于 2018 年年度报告，阿拉丁信息来源于阿拉丁科创板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2.1.2 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一、主营业务及其变化情况”

之“（二）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服务”之“1、科研试剂”中补充披露如下： 

科研试剂主要指在科学研究和分析检测过程中用到的化学和生物试剂。科研试剂在

科技创新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实验中科研试剂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前沿创新的过程选择

与结果体现。目前公司科研试剂根据产品特性、品类、品牌和应用等因素主要分为高端

试剂和通用试剂两大类，拥有两个自主试剂品牌： Adamas和 Greagent，同时对外销售

Sigma-Aldrich、Merck、Fisher、TCI 等国际知名品牌，提供了超过数十万种不同试剂、

形成较完善的科研试剂产品线。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的科研试剂以自主品牌为主，销售

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12.80%、13.18%和 14.98%。 

（1）高端试剂 

高端试剂是指用于分析检测、生命科学、化学合成、材料科学、电子化学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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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试剂，具有品种多、用量小、品质高、价格贵、获取难度较大等特点，主要包括各

类合成砌块、材料单体、生物标记物、高纯金属、特种催化剂、标准对照品、色谱试剂、

生物试剂等，主要用于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食品日化等领域。 

…… 

（2）通用试剂 

通用试剂是指用于化学实验、分析化验、研究试验、教学实验和化学配方的常用化

学品，具有用量大、价格低、获取难度较小等特点，主要包括各类酸、碱、盐、有机试

剂、常规溶剂、无机化合物等，是各类应用领域的常规基础科研试剂。 

2.1.3 中介机构核查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访谈发行人主要管理层、产品部负责人及销售部负责人，了解公司对高端试剂

和通用试剂的划分标准，高端试剂和通用试剂各自应用的领域和对应的品牌，以及行业

划分标准。 

2、获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阿拉丁和西陇科学的年度报告、招股说明书等文件，

将公司高端试剂和通用试剂的销售价格、毛利率、获取难度、产品品类、产品特点和应

用领域等信息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相似业务进行比较分析。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1、公司对高端试剂和通用试剂的划分综合考虑了产品特性、品类、品牌和应用等

因素，该划分标准符合行业惯例。 

2、公司自主品牌的高端试剂与阿拉丁的科研试剂业务具有相似性，公司自主品牌

的通用试剂和特种化学品与西陇科学的通用试剂和化工原料务具有相似性。公司与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相似业务具有可比性。 

 

2.2.1 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对特种化学品的产品归类，进一步说明将特种化学品

划分为科研试剂的依据，是否在客户、技术、使用环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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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科研试剂依据不明确，请区分特种化学品与科研试剂披露发行人的产品情况与相关

收入毛利构成情况 

公司特种化学品面向客户的适用范围包括研发阶段和工业生产阶段，主要作为下游

客户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助剂，既具备科研用途，又具有生产用途。然而，鉴于特

种化学品的实际用途、产品性质、生产方式等方面与其他试剂较为接近，且在工业生产

中用量较小，远低于工业化工用品的用量，因此从经营角度上划分，公司原先将特种化

学品归于科研试剂。 

但由于公司特种化学品的毛利率显著低于高端试剂和通用试剂的毛利率，从信息披

露角度，公司此次将特种化学品披露进行调整，将特种化学品同高端试剂、通用试剂区

分，进行单独分析，并对招股说明书中行业技术水平及特点、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

成本和主营业务毛利率等部分进行了调整。 

2.2.2 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将科研试剂及特种化学品进行了区分，涉及主营业务描述、

主要产品分类、主营业务构成，采购情况等，其中部分主要修改如下：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一、主营业务及其变化情况”

之“（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通过提供科研试剂、特种化学品、科研仪器及耗材和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

化服务，满足科研工作者、分析检测和质量控制人员的科研相关需求，目前已成为国内

科学服务行业的领先企业。”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三、发行人销售情况和主要客

户”之“（一）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补充披露如下： 

（一）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公司自设立以来立足于中国的科学服务领域，聚焦于科研创新的“实验室场景”，

专注于为科研工作者、分析检测和质量控制人员提供科研产品及相关配套服务，并以科

研试剂、特种化学品、科研仪器及耗材和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化服务四大产品体系对

外实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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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自主品牌和第三方品牌各产品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科研试剂 27,801.25 24.30% 23,773.23 25.69% 17,359.88 26.15% 

自主品牌 17,138.62 14.98% 12,193.98 13.17% 8,493.08 12.79% 

第三方品牌 10,662.63 9.32% 11,579.25 12.51% 8,866.81 13.36% 

特种化学品 44,583.20 38.97% 39,440.00 42.61% 27,242.00 41.04% 

自主品牌 32,713.74 28.59% 30,094.64 32.51% 20,809.36 31.35% 

第三方品牌 11,869.46 10.37% 9,345.36 10.10% 6,432.64 9.69% 

科研仪器及耗材 35,675.74 31.18% 25,873.91 27.95% 18,948.98 28.55% 

自主品牌 4,558.09 3.98% 4,209.63 4.55% 1,855.97 2.80% 

第三方品牌 31,117.65 27.20% 21,664.28 23.41% 17,093.01 25.75% 

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

化 
6,349.50 5.55% 3,469.68 3.75% 2,830.06 4.26% 

自主品牌 6,319.24 5.52% 3,469.68 3.75% 2,830.06 4.26% 

第三方品牌 30.26 0.03% - 0.00% - 0.00% 

总计 114,409.69 100.00% 92,556.82 100.00% 66,380.93 100.00% 

自主品牌 60,729.69 53.08% 49,967.93 53.99% 33,988.47 51.20% 

第三方品牌 53,680.00 46.92% 42,588.89 46.01% 32,392.46 48.80%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三、发行人销售情况和主要客

户”之“（四）公司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四）公司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重 

2019 年度 

复旦大学 
试剂、仪器、耗材、

实验室建设 
2,343.81 2.05 

南通艾德旺化工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 2,213.28 1.93 

安徽立兴化工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 2,202.86 1.93 

泰州华诚医学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实验室建设、仪器、

耗材 
1,983.90 1.73 

华东理工大学 
试剂、仪器、耗材、

实验室建设 
1,886.17 1.65 

合计 - 10,630.03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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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重 

2018 年度 

江苏德威涂料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 2,976.33 3.22 

南通艾德旺化工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 2,646.60 2.86 

安徽立兴化工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 2,110.35 2.28 

山东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试剂、仪器、耗材 1,936.57 2.09 

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 试剂、仪器、耗材 1,756.34 1.90 

合计 - 11,426.19 12.35 

2017 年度 

江苏德威涂料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 2,032.67 3.06 

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 试剂、仪器、耗材 1,504.98 2.27 

南通艾德旺化工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 1,250.73 1.88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试剂、仪器、耗材、

实验室建设 
1,167.46 1.76 

安徽立兴化工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 1,092.57 1.64 

合计  7,048.41 10.61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四、发行人采购情况和主要供

应商”之“（二）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二）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具体内容 采购金额 比例 

1 陶氏化学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成品特种化学

品 
21,985.25 24.38% 

2 青岛方唐贸易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成品特种化学

品 
3,338.88 3.70% 

3 
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 2,533.90 2.81% 

4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成品实验器材 2,189.57 2.43% 

5 
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贸

易有限公司 
成品试剂 2,126.41 2.36% 

合计 32,174.02 35.68% 

2018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具体内容 采购金额 比例 

1 陶氏化学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成品特种化学

品 
17,512.42 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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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东浩新贸易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成品特种化学

品 
6,288.69 8.52% 

3 青岛方唐贸易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成品特种化学

品 
4,388.41 5.95% 

4 
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 2,620.13 3.55% 

5 
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贸

易有限公司 
成品试剂 1,819.31 2.46% 

合计 32,628.96 44.22% 

2017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具体内容 采购金额 比例 

1 上海东浩新贸易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成品特种化学

品 
6,741.44 12.57% 

2 陶氏化学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成品特种化学

品 
5,166.44 9.64% 

3 
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 4,046.04 7.54% 

4 青岛方唐贸易有限公司 
特种化学品原材料、成品特种化学

品 
2,937.68 5.48% 

5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成品实验器材 1,875.53 3.49% 

合计 20,767.13 38.72%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二、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基本情

况”之“（五）行业技术水平及特点和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中补充披露如下： 

（2）特种化学品技术水平及特点 

1）特种化学品技术水平 

特种化学品属于精细化工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制造的关键技术主要包

括化学工程技术、纯化技术以及与生产相配套的分析检验技术、分装技术、环境处理

与监测技术、包装储存技术等。 

随着科研力量及产能的提升，国内特种化学品行业已得到迅速发展，产品精细化

率不断提升。目前国内生产的品种与日俱增，产能、产量、品种和生产厂家仍在不断

增长。尽管如此，与化学工业发展历史更加悠久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特种化学品产

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偏低，行业的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高性

能、功能化和高附加值的特种化学品进口依存度仍然较高。相比发达国家的精细化率

水平，我国的特种化学品行业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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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种化学品行业技术特征 

①产品参数指标与客户应用及工艺结合紧密，在配方开发、持续应用等环节，均

需要按照客户的应用及工艺，选择相应的产品技术指标，提供符合要求的批次产品。 

②产品应用领域广泛，是多个行业的关键助剂或辅料，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电

子半导体、新材料、涂料油墨、新能源、精细化工、食品日化等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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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分析”之“（二）主营业务收入分析”之“1、营业收入的构成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科研试剂 27,801.25 24.30 23,773.23 25.69 17,359.88 26.15 

特种化学品 44,583.20 38.97 39,440.00 42.61 27,242.00 41.04 

科研仪器及耗材 35,675.74 31.18 25,873.91 27.95 18,948.98 28.55 

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

息化服务 
6,349.50 5.55 3,469.68 3.75 2,830.06 4.26 

合计 114,409.69 100.00 92,556.82 100.00 66,380.92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由科研试剂、特种化学品、科研仪器及耗

材和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化服务构成。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各产品均保持快速成

长、收入规模持续增长，其中科研试剂的收入分别为 17,359.88 万元、23,773.23 万元

和 27,801.25 万元，2017 年度至 2019年度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6.55%；特种化学品收

入分别为 27,242.00 万元、39,440.00 万元和 44,583.20 万元，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7.93%；科研仪器及耗材的收入分别为 18,948.98万元、25,873.91

万元和 35,675.74 万元，2017年度至 2019年度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37.21%，均实现较

快增长。 

    …… 

公司各自主品牌和第三方品牌各产品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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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科研试剂 27,801.25 24.30% 23,773.23 25.69% 17,359.88 26.15% 

自主品牌 17,138.62 14.98% 12,193.98 13.17% 8,493.08 12.79% 

第三方品牌 10,662.63 9.32% 11,579.25 12.51% 8,866.81 13.36% 

特种化学品 44,583.20 38.97% 39,440.00 42.61% 27,242.00 41.04% 

自主品牌 32,713.74 28.59% 30,094.64 32.51% 20,809.36 31.35% 

第三方品牌 11,869.46 10.37% 9,345.36 10.10% 6,432.64 9.69% 

科研仪器及耗材 35,675.74 31.18% 25,873.91 27.95% 18,948.98 28.55% 

自主品牌 4,558.09 3.98% 4,209.63 4.55% 1,855.97 2.80% 

第三方品牌 31,117.65 27.20% 21,664.28 23.41% 17,093.01 25.75% 

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

化 
6,349.50 5.55% 3,469.68 3.75% 2,830.06 4.26% 

自主品牌 6,319.24 5.52% 3,469.68 3.75% 2,830.06 4.26% 

第三方品牌 30.26 0.03% - 0.00% - 0.00% 

总计 114,409.69 100.00% 92,556.82 100.00% 66,380.93 100.00% 

自主品牌 60,729.69 53.08% 49,967.93 53.99% 33,988.47 51.20% 

第三方品牌 53,680.00 46.92% 42,588.89 46.01% 32,392.46 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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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分析”之“（二）主营业务收入分析”之“2、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入 变动率 收入 变动率 收入 

科研试剂 27,801.25 16.94 23,773.23 36.94 17,359.88 

特种化学品 44,583.20 13.04 39,440.00 44.78 27,242.00 

科研仪器及耗材 35,675.74 37.88 25,873.91 36.55 18,948.98 

实验室建设及 

科研信息化服务 
6,349.50 83.00 3,469.68 22.60 2,830.06 

合计 114,409.69 23.61 92,556.82 39.43 66,380.92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30%，其中科

研试剂 2018 年、2019 年增长率分别为 36.94%及 16.94%；特种化学品 2018 年、2019

年增长率分别为 44.78%及 13.04%；科研仪器及耗材增长率分别为 36.55%及 37.88%，基

本保持稳定；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化服务产品为公司较新的业务整体增速较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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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凭借良好的服务和产品的便利收到了客户的青睐，2019年收入增长 83.00%，

增长较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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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分析”之“（三）主营业务成本分析”之“2、主营业务成本的构成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科研试剂 15,349.64 17.63 15,237.07 20.99 11,029.10 21.35 

特种化学品 39,138.97 44.95 34,809.74 47.96 23,676.02 45.84 

科研仪器及耗材 28,440.40 32.66 20,668.76 28.48 15,633.74 30.27 

实验室建设及科研

信息化服务 
4,151.77 4.77 1,860.94 2.56 1,311.51 2.54 

合计 87,080.78 100.00 72,576.51 100.00 51,650.38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 51,650.38 万元、72,576.51万元和 87,080.78

万元，随收入规模一起增长，且增长幅度基本一致。公司科研试剂、特种化学品、科研

仪器及耗材、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化服务的成本占比基本稳定，主要受板块的收入占

比影响，两者波动一致。 

公司作为科学服务行业的领先企业，通过自主品牌产品及服务和第三方品牌产品，

为下游客户提供科研试剂、特种化学品、科研仪器及耗材和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化服

务，各类产品及服务的营业成本构成有所差异。 

公司自主品牌的科研试剂中部分高端试剂由公司提供 OEM厂商原材料，其他自主品

牌的科研试剂由 OEM厂商购买原材料。OEM厂商根据公司的技术标准和制作要求，对原

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同时，公司提供部分盛放科研试剂的容器和纸质包装物，并委派人

员对接 OEM 厂商对科研试剂的生产和取货，在产品经过验收后支付委托加工费（公司提

供原材料）或成品采购金额（OEM 厂商购买原材料）。其中，委托加工系对部分自主品

牌高端试剂的分装加工。因此，自主品牌科研试剂的营业成本包括原材料、委托加工费

（分装加工费）、成品采购成本、包装物费用和人工成本。 

公司自主品牌的特种化学品均由公司提供 OEM 厂商原材料，并由公司提供部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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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盛放特种化学品的容器和纸质包装物。OEM 厂商根据公司的技术标准和制作要求，对

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公司委派人员对接 OEM 厂商对特种化学品的生产和取货，在产

品经过验收后支付分装特种化学品的委托加工费。因此，自主品牌特种化学品的营业

成本包括原材料、委托加工费（分装加工费）、包装物费用和人工成本。 

此外，公司自主品牌产品及服务中，科研仪器及耗材由公司直接向 OEM厂商进行成

品采购，OEM厂商负责包装，公司不涉及人工成本和其他费用，其营业成本为成品采购

成本；公司对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化服务通过外包方式实施项目，亦不涉及人工成本

和其他费用，其营业成本为项目整体成本。另一方面，公司第三方品牌产品的营业成本

为成品采购成本，产品由第三方品牌提供包装，不涉及人工成本和产品包装费用。 

公司各类产品及服务的成本构成如下表所示： 

产品类别 成本构成 

自主品牌 

产品及服务 

科研试剂 
原材料+包装物费用+人工成本+委托加工费+成品

采购成本 

特种化学品 原材料+包装物费用+人工成本+委托加工费 

科研仪器耗材 成品采购成本 

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化 项目整体成本 

第三方品牌 成品采购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按产品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自主品牌产品及服务 43,028.66 49.41 36,679.67 50.54 24,417.81 47.28 

科研试剂 7,503.26 8.62 5,757.41 7.93 4,036.11 7.81 

特种化学品 28,689.95 32.95 26,504.35 36.52 17,935.59 34.72 

科研仪器耗材 2,704.23 3.11 2,556.97 3.52 1,134.60 2.20 

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

息化服务 
4,131.22 4.74 1,860.94 2.56 1,311.51 2.54 

第三方品牌产品 44,052.12 50.59 35,896.85 49.46 27,232.57 52.72 

合计 87,080.78 100.00 72,576.51 100.00 51,650.37 100.00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自主品牌科研试剂及特种化学品的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自主品牌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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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试剂及 

特种化学品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原材料 30,375.74 83.93 26,681.68 82.70 18,387.47 83.69 

成品采购成本 4,275.30 11.81 4,117.57 12.76 2,843.55 12.94 

委托加工费 155.12 0.43 112.10 0.35 66.05 0.30 

包装物费用 1,360.94 3.76 1,328.18 4.12 658.28 3.00 

人工成本 26.11 0.07 22.24 0.07 16.33 0.07 

合计 36,193.21 100.00 32,261.77 100.00 21,971.69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各年自主品牌科研试剂和特种化学品的营业成本合计分别为

21,971.69 万元、32,261.77 万元和 54,488.61 万元，由原材料、成品采购成本、委托

加工费（分装加工）、包装物费用和人工成本构成。其中，各年原材料的成本占比分别

为 83.69%、82.70%和 83.93%，是自主品牌科研试剂和特种化学品的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各年包装物费用分别为 658.28 万元、1,328.18 万元和 1,360.94 万元，随公司科

研试剂和特种化学品销售规模的增长而快速增长；各年人工成本分别为 16.33 万元、

22.24万元和 26.11万元，逐年增长。报告期内，公司自主品牌科研试剂和特种化学品

的成本构成基本稳定，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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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分析”之“（四）主营业务毛利及毛利率分析”之“1、主营业务毛利构成分析”中补充披

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按产品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科研试剂 12,451.61 45.56 8,536.16 42.72 6,330.78 42.98 

特种化学品 5,444.23 19.92 4,630.26 23.17 3,565.98 24.21 

科研仪器及耗材 7,235.34 26.48 5,205.15 26.05 3,315.23  22.51 

实验室建设及 

科研信息化服务 
2,197.74 8.04 1,608.74 8.05 1,518.55  10.31 

合计 27,328.91 100.00 19,980.31 100.00 14,730.55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持续增长，呈不断上升趋势。从毛利构成上看，公司

主营业务毛利主要来源于科研试剂、特种化学品和科研仪器及耗材业务，占各期比重

89.69%、91.95%和 91.96%，与营业收入结构基本一致；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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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利同样持续增长，但占毛利总额的比重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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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分析”之“（四）主营业务毛利及毛利率分析”之“2、主营各业务毛利率变动分析”中补

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毛利率 变动 毛利率 变动 毛利率 

科研试剂 44.79 8.88 35.91 -0.56 36.47 

特种化学品 12.21 0.47 11.74 -1.35 13.09 

科研仪器及耗材 20.28 0.16 20.12 2.62 17.50 

实验室建设及科研信息

化服务 
34.61 -11.76 46.37 -7.29 53.66 

主营业务毛利率 23.89 2.30 21.59 -0.60 22.21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同公司相关业务销售结构相关，

具体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科研试剂的毛利率分别为 36.47%、35.91%和 44.79%，存在一定的

波动，主要原因系公司试剂种类众多，不同品牌及不同应用的试剂毛利率差异较大。2019

年公司科研试剂毛利率上升，主要原因系公司毛利率较高的自主品牌高端试剂收入占比

上升导致。 

报告期内，公司特种化学品的毛利率分别为 13.09%、11.74%和 12.21%，基本保持

稳定。由于特种化学品的市场供应竞争较为激烈，因此毛利率相对较低。 

2.2.3 中介机构核查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访谈发行人主要管理层、产品部负责人及销售部负责人，了解特殊化学品的主

要用途。 

2、走访访谈采购特殊化学品的主要客户，了解特殊化学品在下游主要客户处的产

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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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比较特种化学品与公司高端试剂和通用试剂在应用领域、产品特点、毛利

水平方面的主要差异。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特种化学品面向客户的适用范围包括研发阶段和工业生产阶段，主要作为下

游客户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助剂，既具备科研用途，又具有生产用途。但由于公司

特种化学品的毛利率显著低于高端试剂和通用试剂的毛利率，因此从信息披露角度进行

调整，将特种化学品同高端试剂、通用试剂区分，进行单独分析。 

2.3.1 发行人说明 

（一）根据细分行业补充披露企业类客户的收入分布情况，并进一步说明下游客

户是否以创新研发型企业为主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三、发行人销售情况和主要客

户”之“（三）公司产品的主要客户群”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各年度，公司企业类客户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2.38%、

81.35%和 80.36%，是公司的主要客户群体。公司企业类客户的收入按行业性质划分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行业性质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新材料 36,670.94 40.47 32,081.20 42.61 22,322.95 40.82 

生物医药 28,697.55 31.67 20,141.05 26.75 15,882.41 29.04 

食品日化 5,659.67 6.25 5,609.89 7.45 4,054.86 7.42 

智能制造 2,860.92 3.16 2,392.13 3.18 1,853.50 3.39 

分析检测 2,183.86 2.41 1,053.63 1.40 835.50 1.53 

新能源 1,540.42 1.70 1,308.51 1.74 670.34 1.23 

节能环保 996.30 1.10 579.69 0.77 347.06 0.63 

贸易商 7,120.45 7.86 7,773.52 10.32 7,164.47 13.10 

其他 4,880.41 5.39 4,355.37 5.78 1,551.47 2.84 

企业类客户 

收入合计 
90,610.53 100.00 75,294.99 100.00 54,682.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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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游的企业类客户所在行业主要包括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日化、智能制

造、分析检测、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相关下游企业类客户购买公司的产品及服务主

要用于科研研发，均属于创新研发型企业类客户。报告期内，上述创新研发型企业类

客户的收入占企业类客户收入的比重为 84.06%、83.89%和 86.76%，占比较高。 

2.3.3 中介机构核查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访谈发行人主要管理层、产品部负责人及销售部负责人，了解公司企业类客户

的情况及行业分布。 

2、分析公司下游企业类客户的行业分布情况，计算创新研发型企业客户的收入占

公司企业类客户收入的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公司企业类客户是公司的主要客户群体，公司下游的企业类客户所在行业主要包括

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日化、智能制造、分析检测、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相关下游

企业类客户购买公司的产品及服务主要用于科研研发，均属于创新研发型企业类客户。

公司下游企业类客户以创新研发型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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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上

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

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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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

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总经理：                      

                       

张庆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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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亮  鞠宏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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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

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

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总经理：                      

                       

杨明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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