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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20年 7月 7日，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智航”、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天智航的保荐机构，对天智航进行持续督导，

持续督导期为 2020年 7月 7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2020年度，中信建投证券对天智航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

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天智航签订《持续督导协议》，

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和义务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2020 年度天智航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

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

违规情况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

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

的督导措施等

2020 年度天智航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违

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

等方式，了解天智航经营情况，对天智航开

展持续督导工作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天智航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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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做出的各项承诺 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天智航依照相关规定健全完

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

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天智航的内控制度的设计、实施

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天智航的内控制度符

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

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天智航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

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

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天智航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

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0 年度，天智航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

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

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2020 年度，天智航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未

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

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

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天智航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

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
2020年度，天智航未发生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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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

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涌等违法

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上市公

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

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日内进行专

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

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

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

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0 年度，天智航业绩出现亏损，保荐机

构已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1、尚未盈利的风险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和销售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创新医疗器械企业，

存在前期研发投入高、获批上市销售流程时间长等特点。同时，公司主要产品骨

科手术机器人进入临床手术尚处于起步期，增进医院、医生、患者对骨科手术机

器人的认知程度尚需一定时间。报告期，公司尚未能实现盈利，预计公司短期内

无法现金分红，将对股东的投资收益造成一定程度不利影响。

2、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90.95万元，同比下降 40.80%；实现净利

润-5,416.50万元，同比扩大 58.5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447.09

万元，同比扩大 75.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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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为-7,727.26万元，同比扩大 129.10%。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1）受 2020年度新冠疫情影响，各医疗机构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新冠疫情的

防控，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采购招标、装机和使用都受到影响，市场推广活动也受

到一定限制，导致公司主要产品骨科手术机器人销售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2）公司实行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目前直销客户销售占比

不具有规律性。2020 年，公司直销模式下销量下降幅度较大，而公司产品直销

均价高于经销均价。

（3）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及各项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其中，

期间费用总额 20,920.9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9.78%，但成本费用的下降幅度

低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导致报告期亏损额有所扩大。

3、核心竞争力风险

（1）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面临较大挑战的风险

骨科手术机器人产品技术壁垒高，具有研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的特点。目

前，公司在研项目较多，既包括新产品研发，也包括基础技术研究。公司无法保

证新产品能够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临床试验、型式检验、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的注册审评以及最终能够形成批量的销售。基础技术研究也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

（2）重要知识产权被侵犯，核心技术发生泄密的风险

公司从事的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骨科手术机器人综合

了机器人技术、计算机网络控制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医用

外科技术。

公司在技术水平和产品创新方面很大程度依赖于公司自主研发的多项核心

技术，存在公司核心技术发生泄漏的风险。若公司相关核心技术遭到泄密，并被

竞争对手所获知和模仿，则可能会损害公司的竞争优势，并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

不利影响。

（3）诊疗方法和基础技术突破，可能对现有技术发生替代风险

公司的第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产品，是目前公司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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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影像实时导航与机器人技术的通用型骨科手术机器人。但是，如果骨科手术出

现颠覆性的诊疗方法，市场上可能出现比“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更优的产品或

解决方案，进而形成对公司产品的替代效应。同时，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追踪并掌

握新的技术、并开发新的产品，技术替代将使公司丧失先发优势，进而失去竞争

优势，带来经营风险。

4、经营风险

（1）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近年来，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快速发展，国际上美敦力、史赛克、捷迈邦美

等大型跨国医疗器械公司通过收购的方式进行了骨科手术机器人业务布局，中国

国内部分企业也在加强相关技术研发和临床试验，并已有部分骨科手术机器人产

品面世。未来市场存在竞争加剧的风险。公司如果未来无法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

势或无法快速应对市场竞争状况的变化，竞争优势可能被削弱，面临现有市场份

额及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2）产品结构单一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天玑 1.0”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销售，

产品结构单一。虽然“天玑 2.0”骨科手术机器人已完成了注册，但新产品市场推

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TKA（全膝关节置换机器人，TiRobot Recon）虽然

已经通过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进入到临床验证阶段，到能推向市场尚有

一段时日；THA（全髋关节置换机器人）则还处于研发阶段。因此，未来一段时

间内公司仍存在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

（3）重要部件持续稳定供应及价格波动风险

光学跟踪相机和机械臂是公司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重要部件，生产商分别来源

于加拿大和丹麦，公司与光学跟踪相机和机械臂的国内代理商分别签署了框架协

议，保持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如果未来与相关供应商在商业条款上未能达成

一致，或因为发生自然灾害、国际贸易争端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光学跟踪相

机和机械臂供应中断或价格上涨，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4）产品延续注册失败风险及在研产品无法注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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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手术机器人需要经过原理样机的设计开发、设计验证、注册产品标准的

制定、工业样机定型、产品注册检验、临床试验、技术审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审核等环节，并最终获得 CFDA/NMPA认证，才能上市销售。医疗器械注册证

到期之前，需要进行产品延续注册，如果未获得延续注册批件，产品将无法销售。

公司现有已获注册证的骨科手术机器人未来无法获得医疗器械延续的注册证，或

者在研产品无法获得药监部门的注册证，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

影响。

5、政策变动风险

公司目前销售区域均在中国境内，国家药监局对医疗器械行业实行分类管理

和生产许可制度，若公司未来不能持续满足我国行业监管要求，则产品注册许可、

生产经营许可可能被暂停或取消，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

响。

6、新冠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的风险

受 2020年度新冠疫情影响，各医疗机构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新冠疫情的防控，

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采购招标、装机和使用都受到影响，市场推广活动也受到一定

限制，导致公司主要产品骨科手术机器人销售数量较上年有相当幅度下降。如果

新冠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则将对公司生产经营持续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135,909,532.98 229,564,223.04 -40.80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126,877,625.09 224,430,923.78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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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470,877.18 -30,957,8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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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72,632.67 -33,728,413.27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78,159.36 20,532,240.62 -380.43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6,031,484.25 585,348,200.93 70.16

总资产 1,119,280,166.10 713,602,041.65 56.85

2020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8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19 -0.0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2 -5.39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0.39 -5.87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4.53 33.55 增加 20.98个百分点

2020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135,909,532.98元，较上期下降 40.80%，主要

原因包括：（1）受 2020年度新冠疫情影响，各医疗机构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新冠

疫情的防控，骨科手术导航定位机器人的采购招标、装机和使用都受到影响，市

场推广活动也受到一定限制，导致公司主要产品骨科手术导航定位机器人销售数

量较上年同期下降；（2）公司实行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产品直销

均价高于经销均价，报告期内公司直销模式下销量较上期下降幅度较大，导致营

业收入有所下降。

2、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较上期扩大 75.95%，主要

原因包括：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40.80%；另一方面，

营业成本及各项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其中，期间费用总额 20,920.9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78%；成本费用的下降幅度低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

导致报告期亏损额有所扩大。

3、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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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0%，主要系 2020 年度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2,003.12万元，

同比增长 722.99%。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包含一次性计入损益的职

工持股平台相关的股份支付费用 1,867.60万元。

4、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下降 380.43%，主要原

因系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导致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有所下降。

5、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增长 56.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长

70.1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货币资金

有较大的幅度增长，同时股本及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亦有较大幅度增长。

6、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亏损 0.14元，较上期亏损扩大 75%，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亏损0.19元，较上年同期亏损扩大111.11%，

主要系报告期内净利润亏损扩大所致。

7、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32%，较上期变动-1.93个百

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39%，较上年同期变

动-4.52个百分点，主要系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有所

增长，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扩大所致。

8、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增长 20.98个百分点，主要系报

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变动幅度较小，较上年同期下降 3.76%，

同时由于报告期内收入变动幅度较大，较上年同期下降 40.80%，导致研发投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增长幅度较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内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的领军企业，始终专注于骨科手术导航定位

机器人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致力于推动手术辅助机器人在临床中的

应用和普及，帮助医生更为精准、高效、安全地开展手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从而引领骨科手术进入机器人智能辅助时代。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研发、规模、原料采购及技术，管理团队及品牌等

方面，在 2020年度未发生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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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为了保证公司能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保持产品和服务的技术领先水平，维

持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2020年度，公司研发投入金

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3.76%，变动幅度较小；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增长 20.98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 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所致。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1.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48,300,706.09

2.募集资金支出总额（-） 192,378,880.36

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139,284,768.14

直接投入募集项目资金 53,094,112.22

3.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4.本期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5.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362,447.55

6.募集资金余额 257,284,273.28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天智航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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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

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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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31日，天智航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天智航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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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

量（万股）

直接持股

比例

间接持股数

量（万股）

间接持股

比例

1 张送根 董事长
7,566.4000 18.08% 1,260.2438 3.01%

- - 41.2642 0.10%

2 徐进 董事、总经理 - - 164.6039 0.39%

3 王彬彬 董事 - - 524.4622 1.25%

4 朱德权 董事 - - 37.3450 0.09%

5 肖治 董事 - - - -

6 邢玉柱 董事、财务总监 - - 644.2366 1.54%

7 戴昌久 独立董事 - - - -

8 王广志 独立董事 - - - -

9 李焰 独立董事 - - - -

10 张维军 监事会主席 - - 177.6979 0.42%

11 朱兆骐 监事 - - - -

12 王宝慧 职工代表监事 - - - -

13 黄军辉 董事会秘书 - - 36.0528 0.09%

14 贾相成 副总经理 - - 49.5540 0.12%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天智航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天智航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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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