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财务顾问”）接

受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透景生命”）的委托，担

任《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独立财务顾问。现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

于对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29

号）中所涉及激励计划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问题 1.你公司前期披露的《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显示，你公司所设定的考核目标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市

场竞争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相关因素，是对公司未来经营规划的合理预测

并兼顾了激励作用。请你公司说明原有业绩考核指标及行权条件设置的具体背

景，你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外部经营坏境、未来发展规划等是否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并结合前述问题说明你公司前期考核指标、归属条件设置是否审慎、

合理。 

【回复】 

一、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有业绩考核指标、解除限售/

行权条件设置的具体背景 

公司主要从事自主品牌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产品主要涵

盖免疫、分子和生化三大领域，涉及肿瘤、自身免疫、心血管、感染、激素、代

谢等多个系列。其中，免疫领域主要包括肿瘤检测产品、自身免疫检测产品和心

血管疾病检测产品，分子领域重点布局宫颈癌筛查、个性化用药以及早期肿瘤检

测等领域临床检测产品，生化领域涵盖了肝功能、肾功能、心肌类、血脂、糖代

谢等临床常用的生化检测产品。 

由于产品质量可靠、技术先进，能较好地满足临床需求，公司产品得到了主

流医疗机构的广泛认可，广泛应用于以三级医院为主的各类医疗机构。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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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8 年、2019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0,288.82 万元、36,484.64 万元、

44,145.25万元，对应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为 31.00%、20.46%、21.00%。 

公司在稳步推进流式荧光仪器的装机计划、继续开展原有的肿瘤检测产品和

HPV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基础上，持续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提

高在研项目转产率，进一步完善自身免疫、肿瘤、心血管、感染、激素、代谢等

领域布局，使得公司的产品线逐步丰富，加快了化学发光产品、自身免疫检测等

新产品的推广，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逐渐由专注肿瘤检测的公司发展成为可

为临床提供全面检测产品的生产商。 

随着产品品类的不断丰富，公司对原有的营销架构进行了调整，以满足新产

品的推广和销售的需要，引入大量优秀的营销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进一步壮大

营销团队规模、提高公司整体营销能力，实现经营业绩的提升。同时，公司始终

立足于自主研发，所处的体外诊断行业亦是人才竞争激烈。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

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的积极性，进一步保障公司长期战略目标落地，公司于 2020 年底推出了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年激励计划”）。 

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的主要客户（医院、体检中心、第三方检测中心）

正常检测业务受到抑制，检测需求大幅减少，对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影响

较大，但从第二季度开始，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落实，公司主要客户的

检测业务逐渐恢复，2020 年经营情况逐季向好，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1.19%。考虑到当时国内新冠疫情逐渐平复的经营环境，公司结合历史经营情况、

战略规划拟定了相应的考核目标，考核指标为营业收入增长率或净利润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是反映公司经营状况和市场价值的成长性指标，净利润增长

率反映了公司的获利能力，是衡量公司经营效益的综合指标。具体考核目标以

2019年度为基准年（2020年激励计划方案制定时 2020年度业绩尚未披露），对

2021 年至 2024 年 4 个考核年度设定了较高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2021

年至 2024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或净利润增长率触发值（An）分别不低于 44%、73%、

108%、149%，目标值（Am）分别不低于 70%、120%、185%、270%。根据前述公司

层面考核指标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触发值（An）

/目标值（Am） 

业绩考核期测算值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营 

业 

收 

入 

金额 44,145.25 
An 63,569.16 76,371.29 91,822.13 109,921.68 

Am 75,046.93 97,119.56 125,813.97 163,337.43 

增长率 

（与基期比较） 

An 44% 73% 108% 149% 

Am 70% 120% 185% 270% 

增长率 

（与上年同期比较） 

An 29.84% 20.14% 20.23% 19.71% 

Am 53.29% 29.41% 29.55% 29.82% 

净 

利 

润 

金额 14,248.31 
An 20,517.56 24,649.57 29,636.47 35,478.28 

Am 24,222.12 31,346.27 40,607.67 52,718.73 

增长率 

（与基期比较） 

An 44% 73% 108% 149% 

Am 70% 120% 185% 270% 

增长率 

（与上年同期比较） 

An 107.22% 20.14% 20.23% 19.71% 

Am 144.63% 29.41% 29.55% 29.82%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披露数值为准。 

2、上述“净利润”指标计算以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

依据。 

综上，公司当时设置 2020 年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时，是基于历史及当

年度公司经营状况，结合当时国内新冠疫情逐渐平复的经营环境，且具有一定的

挑战性，有利于充分调动在公司（含分公司、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

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

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有助于为股东带来更高

效、更持久的回报。 

二、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外部经营坏境、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 

1、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自 2019年至 2022年前三季度的业绩情况如下：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万元） 44,145.25 48,958.09 65,458.86 51,846.95 

营业收入同比（%） 21.00 10.90 33.70 14.1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5,701.83 12,055.28 16,108.28 8,799.7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10.82 -23.22 33.62 -1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万元） 
14,248.31 9,901.41 12,282.03 6,976.64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前三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 
18.20 -30.51 24.04 -20.41 

自 2020 年激励计划推出以来，随着营销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司大力加强营

销组织建设，并通过网络等方式开展市场推广活动，积极调整短期内营销工作重

点，尽量减少疫情对经营业绩的影响。2021 年下半年，新冠疫情有所反弹，虽

通过公司经营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公司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5,458.86万元，较 2019年度营业收入增长 48.28%，2020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考

核期达到业绩考核要求的触发值，但未能达成设定的目标值，公司层面可行权/

解除限售比例为 58.23%。 

2022 年，公司所在地上海在 3 月至 5 月长时间闭环管理，公司的生产经营

活动受到影响，叠加全国多地疫情反复，多地医疗机构的常规诊疗行为受到较大

影响，常规体外诊断产品的使用及市场推广活动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公

司在短期内积极调整营销工作重点，及时推出新冠检测所需的配套仪器和耗材，

以应对短期市场需求的变化，但仍对公司收入、净利润的影响较大，2022 年前

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预计 2022 年全年度部分业务增量难达

预期。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公司配套仪器的装机速度有所放缓，新装机数量不及预

期，对新客户及新产品的拓展带来不利影响，直接影响了公司常规体外诊断试剂

的市场推广进度，导致公司 2020 年激励计划设置的 2023-2024 年度原有业绩考

核指标完成压力大，原业绩目标难以对激励对象形成有效激励。 

2、外部经营坏境 

受疫情影响，近两年国家卫生费用总支出、人均卫生费用同比增长均明显放

缓。同时随着安徽省开展化学发光产品的带量采购以及江西省开展生化检测试剂

的集中采购，自此占据体外诊断最大市场规模的生化、免疫领域均已进入集采范

围。体外诊断的全面集采虽然给国产企业带来了进口替代的机会，但集中采购基

本不会带来检测需求总量的明显提升，行业将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行业竞争将进

一步加剧，而随着集采中标价格的下降，行业总体增速（新冠检测除外）也将逐

步放缓。 

3、未来发展规划 



虽然公司当前经营环境较计划制定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述外部不利因素

短期内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造成阶段性影响，但公司长期发展预期和未来

发展规划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一方面，公司将紧抓国产替代的机会，进一步完善自身免疫、肿瘤、心血管、

感染、激素、代谢等领域的产品布局，以高比例的三级医院客户为基础，凭借高

品质的产品质量和丰富的产品品类，将公司打造成高等级医院的优质供应商。另

一方面，公司坚持“对接全球技术资源，立足本土创新创造”的理念，持续探索

海外市场，积极拓宽海外经销渠道，以“创新和高品质的中国 IVD产品”为市场

形象进入海外市场，力争成为生命健康科技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司。 

三、公司推出 2020 年激励计划时审慎地设置了考核指标和行权/解除限售

条件 

1、考核指标和行权/解除限售条件设置严密 

公司 2020 年激励计划的考核指标分为两个层次，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公司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市场竞争

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相关因素，将公司层面业绩指标设定为营业收入增长率

或净利润增长率，是基于推出 2020 年激励计划时对公司未来经营规划的合理预

测并兼顾了激励作用，在体现较高成长性、盈利能力要求的同时保障预期激励效

果。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对个人还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

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作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前

一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行权/解除限售的条件。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行权/解除限售的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行权/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公司层面的行权/解

除限售比例（X）×个人层面行权/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因考核原因不能行权或不能完全行权的，

由公司统一注销，不可递延至以后年度；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解除限售的股票期权

因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或不能完全解除限售的，由公司统一按授予价格回购注

销。 

2、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董事会应当在依照本



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后，将股权激励计划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2020年 12

月 15日至 2020年 12月 24日，公司对拟激励对象的名单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2020 年 12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综上，公司推出 2020 年激励计划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推出 2020 年激励计划时，基于审慎性原则

设置了考核指标和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建立了严密的考核体系，包括了公司与

个人层面的考核要求，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基于公司经营状况、未来战

略发展规划及对员工的激励效果等综合因素，具有全面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四、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推出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审

议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本激励计划

建立了严密的考核体系，结合了公司与个人层面的考核要求，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目标增长率的设置基于公司经营状况、未来战略发展规划及对员工的激励效果等

综合因素，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公司推出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时，基于审慎性原则设置了考核指标和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

件。公司本次对原有业绩考核目标进行调整，有利于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避免外部的不利条件影响导致激励计划失去激励效果，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问题 2.请结合业绩考核指标、实际经营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等说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拟调整后的业绩考核指标是否仍然具有充

分的激励效果，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回复】 



一、2020 年激励计划中拟调整后的业绩考核指标仍具有挑战性及充分的激

励效果 

1、公司 2020 年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调整情况 

根据 2020年激励计划要求，公司层面 2022年度业绩考核达成触发值（An）

为营业收入 76,371.28 万元，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4,792.06 万元。据公司 2022年三季度报告，公司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51,846.95 万元，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76.64 万元。受外部因素影响，公司 2020 年激励计划

2022 年业绩考核指标已难以实现。而且，由于新产品和新客户的推广受疫情影

响有所放缓，原有的 2023-2024年业绩考核实现难度大，激励效果明显减弱。 

为了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结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状况、行

业增速放缓等因素，公司董事会重新评估了 2020 年激励计划的考核指标。经过

审慎研究，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对

2020 年激励计划中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调整。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调整后结果如下： 

行权期/解除限售期 
对应考

核年度 

年度营业收入或净利润相对于2019年增长率（A）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第一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 2021 70% 44% 

第二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 2022 120% 73% 

第三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 2023 144% 74% 

第四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 2024 205% 101%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行权/解除限售比例 

年度营业收入或净利

润相对于2019年增长

率（A） 

A≥Am X=100% 

An≤A＜Am X=（A-An）/（Am-An）*50%+50% 

A＜An X=0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披露数值为准。 

2、上述“净利润”指标计算以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计

算依据。 

根据调整后的业绩考核目标，2020 年激励计划中 2023 年和 2024 年公司层

面考核目标测算如下： 

项目 2019年 触发值（An）/ 2023年 2024年 



目标值（Am） 

营 

业 

收 

入 

金额 

（单位：万元） 
44,145.25 

An 76,812.74 88,731.96 

Am 107,714.42 134,643.02 

增长率 

（与基期比较） 

An 74% 101% 

Am 144% 205% 

净 

利 

润 

金额 

（单位：万元） 
14,248.31 

An 24,792.05 28,639.09 

Am 34,765.86 43,457.33 

增长率 

（与基期比较） 

An 74% 101% 

Am 144% 205%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披露数值为准。 

2、上述“净利润”指标计算以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

依据。 

由此可见，2020 年激励计划调整后的业绩考核目标对于公司及激励对象而

言仍具有挑战性，调整后的业绩考核指标仍然具有充分的激励效果。 

2、同行业情况 

根据申万三级行业分类，公司所属体外诊断行业共有 38 家上市公司。因行

业内新冠核酸检测、抗原试剂带来的业绩大幅增长的上市公司较多，对于公司财

务数据的研究参考性较低。所以公司选取了新产业、安图生物、艾德生物等对标

可比公司进行研究，该三家公司新冠核酸检测、抗原试剂等相关的业务收入较少，

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相关度较高，具体经营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 类别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三季报 

扣非归母 

净利润增长率

（与上年同期

比较） 

新产业 19.36% 3.06% 41.94% 

安图生物 -8.35% 41.03% 21.10% 

艾德生物 25.69% 46.54% -25.13% 

三家可比公司均值 12.23% 30.21% 12.64% 

透景生命 -30.51% 24.04% -20.41% 

营业收入增长

率（与上年同

期比较） 

新产业 30.53% 15.97% 21.27% 

安图生物 11.15% 26.45% 21.75% 

艾德生物 25.94% 25.90% -7.20% 

三家可比公司均值 22.54% 22.77% 11.94% 

透景生命 10.90% 33.70% 14.15%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通过上表可知，公司自 2020 年-2022 年三季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可比公司均值的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且期间内可比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在 11.94%-22.77%之间。 



因此，公司根据自身实际经营状况和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增长情况，对 2020

年激励计划中 2023 年度、2024年度业绩考核目标进行了调整，调整后要求 2023

年、2024 年较 2019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率触发值不低于 74%、101%（相当于

年化 15%的增长率），2023 年、2024 年较 2019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率目标

值不低于 144%、205%（相当于年化 25%的增长率），调整后的业绩要求仍然具备

挑战性，符合公司和行业发展，起到相应的激励作用。 

综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不断演变的行业形势，2020 年激励计划

中原有业绩考核指标已不能和公司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及应对策略相匹配。若公

司坚持按照原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考核，将削弱激励计划对于核心员工的激励性，

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进而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公司本次对 2020 年激励计

划中原有部分业绩考核目标进行调整，更有利于稳固公司核心团队，充分调动员

工工作积极性，避免 2020 年激励计划失去激励效果；调整后的指标是公司目前

实际情况结合外部经营环境做出的动态调整，公司仍以较高的业绩增长为目标，

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兼具挑战性、增长性和可操作性，更加有利于充分调

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确保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本次调整业绩考核指标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在充分考虑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下，本次调整后的业绩考核指标能够更精

确、更有效地达到激励效果，最大程度地调动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将激励对

象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充分考虑了公司大力发展业务战略目标的诉

求，兼顾了公司发展中外部环境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性，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

积极性，聚焦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方向，稳定经营目标的实现。 

本次调整 2020 年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报告；

本次调整业绩考核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调整后的业绩考核指标具有更为充分的激励效果。 

三、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为了更好的激励员工，使得公司未来业绩能够匹配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考核指标并实现预期的激励效果，公司调

整了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部分业绩考核指标。本

次调整能进一步激发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工作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

起，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问题 3.因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设置的业绩考核期存在重合，请说明前后两期激励计划中

设置的业绩考核指标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如存在重大不一致，请说明

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设置的业绩考核指标不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 

两期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的规定，具有科学性、合理性。2020 年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为营业收入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考核年度需要

达到营业收入目标或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目标

二者其一即可行权/解除限售；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2023 年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为营业收入，考核年度必须达

到营业收入目标才可以行权/解除限售。从考核模式上来看，2023年激励计划的

考核要求会更严格。两期激励计划重合的业绩考核指标为营业收入增长率，重合

的业绩考核期为 2023 年度、2024年度。 

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调整后，设定的 2023、2024

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增长率及换算得出的营业收入金额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解除限售/行权期 对应考核年度 
年度营业收入相对于2019年增长率 

目标值 触发值 

第三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2023年 144%（107,714.42） 74%（76,812.74） 

第四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2024年 205%（134,643.02） 101%（88,731.96） 



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年度为 2023年、2024

年、2025 年，各考核年度设定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增长率及换算得出的绝

对值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解除限售/行权期 对应考核年度 
年度营业收入相对于2021年增长率 

目标值 触发值 

第一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2023年 65%（108,007.12） 18%（77,241.46） 

第二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2024年 106%（134,845.25） 36%（89,024.05） 

第三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2025年 157%（168,229.27） 55%（101,461.23） 

综上，2020年激励计划与 2023年激励计划均明确了营业收入目标，且 2023

年激励计划营业收入目标值、触发值均未低于 2020 年激励计划调整后的营业收

入目标值、触发值，因此两期激励计划中设置的业绩考核指标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二、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置的业绩考核期中，重合的业绩考核指标为营业收

入增长率，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不低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后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前后两期

激励计划设置的公司业绩指标不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公司在设置绩效考核指

标时，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实际发展情况及发展规划，所设定的绩效考核指标符合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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