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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

—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软科技”、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负责龙软科技上市后

的持续督导工作。 

2021 年度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对龙软科技持续督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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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龙软科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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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龙软科技在持续督导期

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需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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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龙软科技在持续督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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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

方式，了解龙软科技经营情况，对

龙软科技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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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龙

软科技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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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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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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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龙软科技依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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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龙软科技的内控制度

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

查，龙软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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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龙软科技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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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龙软科技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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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龙软科技及其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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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龙软科技及其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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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龙软科技不存在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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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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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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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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龙软科技未发生相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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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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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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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龙软科技不存在需要专

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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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因技术升级导致的产品迭代风险 

公司需要对 LongRuan GIS 基础平台及基于实践性创新需要持续的研发投

入，未来如果公司不能根据行业内变化做出前瞻性判断、快速响应与精准把握市

场或者竞争对手出现全新的技术，将导致公司的产品研发能力要求不能适应客户

与时俱进的迭代需要，逐渐丧失市场竞争力，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经营造成不利

影响。 

2、研发失败风险 

公司在持续推出新产品的同时，需要预研下一代产品，以确保公司良性发展

和产品的领先性。具体而言，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确定新产品的研发方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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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客户保持密切沟通。公司在产品研发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及资金，未

来如果公司开发的产品不能契合市场需求，将会对公司产品销售和市场竞争力造

成不利影响。 

3、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公司以地测空间信息系统技术为研发原点，目前已形成了以 LongRuan GIS

软件为基础，融合煤炭企业生产、技术、安全管理、应急救援、危险源预测预警

等多业务协同管理的核心技术。若公司核心技术出现泄密，将会对公司经营发展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市场开拓不及预期及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当前智能煤矿行业处于快速启动阶段，包括技术巨头、集成商、地方软件公

司等在内的众多参与者加入到竞争中来，行业短期存在竞争加剧风险，公司将面

临更为严峻的市场挑战：第一，煤炭行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企业参与到该行业中；第二，客户对于智能化产品的需求层次将不断提升；第三，

公司服务的行业领域逐步扩大，进入了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智能应急、智慧安监

领域。因此，公司若不能将既有的研发优势转化为市场营销优势，将可能面临丧

失已有竞争优势的风险。 

2、复合型人才培养及引进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基于 LongRuan GIS 的智能矿山工业软件需要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

开发，伴随公司业务增加，需要持续培养或引进复合型高水平开发人员。2021

年，虽然公司加大了培养和引进优秀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力度，若相关人员扩张

不及预期，仍不能充分满足智能化煤矿建设项目交付的及时性要求，则将导致公

司业务发展不及预期。 

（三）财务风险 

2021 年末，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对公司的资产运营效率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但公司的主要客户均为国有煤炭企业，总体信用状况良好。公司已根据

谨慎性原则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如果未来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不当或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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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自身发生重大经营困难，可能导致公司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将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行业风险 

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煤炭行业。同时，非煤炭行业是公司业务布局的重要组

成部分，公司在非煤炭行业开拓业务存在因人员投入不足、行业经验积累不足而

导致跨行业开拓项目不力的风险，或者因行业理解不够，项目开发难度超出预期，

而使得投入未获得良好产出的风险。 

（五）宏观环境风险 

政府一直重视高新技术企业，并给予重点鼓励和扶持。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

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如果公司未来不能持续保

持较强的盈利能力或者国家税收政策和相关扶持政策发生变化，则可能对公司发

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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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及数据如下：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290,867,095.39 197,641,737.86 4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78,053.82 50,745,268.79 2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371,176.05 49,570,082.83 1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04,283.88 -11,980,101.29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7,089,879.48 511,666,114.46 10.83 

总资产 690,359,091.49 569,655,651.9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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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0.72 23.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 0.72 19.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84 0.7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8 10.31 增加 1.4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1.09 10.07 增加 1.02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2.43 10.41 增加 2.02 个百分点 

2021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7.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24.30%。

主要原因为：受益于国家层面对智能矿山建设的推进，以及国家矿山监察局对互

联网+矿山监管的重视，公司大力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稳步增长。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自成立之初即坚持的自底层进行开发，打造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 LongRuan GIS 和 LongRuan“一张图”在线协同管理的基础技术平

台，并逐步向各应用领域拓展的贯穿式软件开发及服务模式。公司创始人及高管

团队主要成员均具备煤炭工业+计算机相关专业背景，创始人毛善君教授为数字

煤矿、智能矿山领域著名的专家之一，其研发的“地测空间信息系统技术”解决

了自动处理煤层数据及其与复杂构造之间关系的难题，并在煤炭行业得到广泛推

广应用，是公司 LongRuan GIS 平台的主要技术来源之一。 

在此基础上，公司陆续研发了安全与技术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分布式协同“一

张图”系统、透明化矿山系统、安全生产智能管控平台等系统平台。公司以 GIS

技术为基础的煤矿行业信息化管理模式具有创新性、独特性，平台开发+应用开

发+服务的一体化综合服务能力具有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的优势，客户黏合度较

高，核心竞争力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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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煤炭行业有 20 年行业及技术的深度积累，具有强大的研发成果商业

化应用能力，公司将充分发挥已有的市场占有率优势，巩固存量、突破增量，加

大研发力度，推出新产品，同时加快原有产品的升级速度，快速将适用产品推向

市场，将技术和市场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公司潜心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LongRuan 安全云服务平台逐渐获得行业

认可。公司承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煤矿综合风险动态分析评估系统”项目，

构建了煤矿感知数据采集体系和煤矿灾害监测及综合风险动态分析评估模型，具

备安全、自主、可控、跨平台、可扩展等特点，为新时代矿山精准执法、远程监

察、事故追溯，提升煤矿安全水平，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提供信息化支撑，

竞争力逐渐在市场上得到体现。 

2021 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情况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持续进行研发投入。2021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 3,614.16

万元，较 2020 年度研发费用增长 75.60%；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2.43%，

与 2020 年度研发费用率 10.41%相比增加 2.02 个百分点。 

（二）研发进展 

2021 年度，公司新增授权发明专利 17 项，外观专利 7 项，取得软件著作权

49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新增业务进展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5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769 万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21.59 元，

公司收到募集资金总额为 381,927,1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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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631,025.28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全部到位，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9]02290001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储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94,382,297.16

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表：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323,631,025.28 

减：2019 年度手续费 326.47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23,630,698.81 

加：2020 年度利息收入 2,486,402.07 

减：2020 年度手续费 2,526.13 

减：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11,622,796.22 

减：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使用补充流动资金账户金额 40,087,980.74 

减：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金额 
15,737,732.86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58,666,064.93 

加：2021 年度利息收入 3,467,713.06 

减：2021 年度手续费 4,225.80 

减：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32,406,019.89 

减：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使用补充流动资金账户金额 35,341,235.14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94,382,297.16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金融机构名称 银行账号 资金用途 

账户 

性质 

2021年 12月 31 

账户余额 

（人民币元） 

1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支行 

0200049619

201345406 

矿山安全生产大数据云

服务平台项目 
活期 19,169,487.42 

2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支行 

0200049619

201399218 

基于“LongRuanGIS”的

智慧矿山物联网管控平

台项目开发 

活期 71,866,1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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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金融机构名称 银行账号 资金用途 

账户 

性质 

2021年 12月 31 

账户余额 

（人民币元） 

3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支行 

0200049619

201411043 

基于时空智能的应急救

援综合指挥与逃生引导

系统与装备 

活期 32,502,072.79 

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支行 

0200049619

201411167 
补充流动资金 活期 195,447.17 

5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支行 

0200049619

201411291 
超募资金存储和使用 活期 70,649,122.86 

合计 194,382,297.16 

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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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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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与公司已

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2021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 

日期 

任职终止 

日期 

2021年初持股

数量（股） 

2021年末持股 

数量（股） 

2021年末

持股占比 

1 毛善君 董事长 2020-12-3 2023-12-2 33,259,466 33,259,466 47.01% 

2 姬阳瑞 董事、总经理 2020-12-3 2023-12-2 - - - 

3 任永智 
董事、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 
2020-12-3 2023-12-2 2,506,410 2,368,179 3.35% 

4 郭兵 董事、副总经理 2020-12-3 2023-12-2 2,029,807 2,029,807 2.87% 

5 丁日佳 独立董事 2020-12-3 2023-12-2 - - - 

6 吴团结 独立董事 2020-12-3 2023-12-2 - - - 

7 李琳 独立董事 2020-12-3 2023-1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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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尹华友 副总经理 2020-12-3 2023-12-2 1,253,205 1,253,205 1.77% 

9 雷小平 副总经理 2020-12-3 2023-12-2 1,096,554 989,621 1.40% 

10 侯立 副总经理 2020-12-3 2023-12-2 506,651 406,651 0.57% 

11 郭俊英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2020-12-3 2023-12-2 500,000 500,000 0.71% 

12 张鹏鹏 副总经理 2020-12-3 2023-12-2 - - - 

13 魏孝平 监事会主席 2020-12-3 2023-12-2 156,651 149,651 0.21% 

14 陈华州 监事 2020-12-3 2023-12-2 10,000 10,000 0.01% 

15 高志誉 监事 2020-12-3 2023-12-2 - - - 

16 张振德 

空间信息技术

研究院 -GIS 平

台研发部高级

研发工程师 

2002-7-7 - 244,976 234,976 0.33% 

17 韩瑞栋 营销中心副总监 2007-7-1 - 156,651 117,489 0.17% 

18 宋绪贵 
智慧能源事业

部业务总监 
2002-3-1 - 156,651 128,651 0.18% 

19 吴道政 

空间信息技术

研究院 -GIS 平

台研发部经理 

2010-8-23 - - - - 

20 邹宏 高级研发工程师 2021-3-25 - 10,000 10,000 0.01% 

21 李振 产品经理 2021-3-25 - - - - 

由上表可以看出，2021 年度，任永智、雷小平、侯立、魏孝平、张振德、

韩瑞栋和宋绪贵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减持的原因系个人资金需求。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龙软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龙软科技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及冻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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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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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龙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代礼正                           毛秋亮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