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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1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1、公司拟以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7.5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00,310,415.00元（含税），占公司2021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89%；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计转增53,498,888股，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187,246,108股。 

上述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中现金分红及转增股本的数额暂按2021年12

月31日公司总股本133,747,220股计算，实际派发现金红利及转增股本总额将以2021年度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计算为准。 

公司2021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南微医学 68802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龚星亮 汤妮 

办公地址 南京市高新开发区高科三路 10 号 南京市高新开发区高科三路 10 号 

电话 025-58648819 025-58648819 

电子信箱 nwyx@micro-tech.com.cn nwyx@micro-tech.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微创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秉持以科技和创新服务临床的宗旨，公

司致力于为全球医疗机构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帮助世界各地提高医疗水平、减少病人痛苦、降

低医疗成本。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配合内镜使用的内镜诊疗器械、微波消融设备及耗材、一次性内镜等三大

系列。内镜诊疗器械主要包括活检类、止血和闭合类、EMR/ESD 类、扩张类、ERCP 类、EUS/EBUS

类等六大类 60 多种上百个规格系列的产品；微波消融主要包括微波消融仪和微波消融针系列产

品；一次性内镜主要包括一次性胆胰成像系统（胆道镜）及相关耗材等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盈利主要来自于内镜诊疗器械、肿瘤消融器械及耗材、一次性

内镜的销售收入与成本费用之间的差额。 

2、研发模式。公司以“销售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为研发方针，坚持医工结合的创新研

发模式，通过与医疗机构的广泛交流、紧密合作，密切跟踪临床科室的新需求、新设想，将临床

需求转化为产品，为公司持续的产品研发提供丰富的创新来源。除了以医工合作的模式进行自主

研发外，公司还和国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将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公司不

仅注重内涵发展，还将外延扩张作为很重要的发展手段，力图通过投资并购获得创新资源和营销

渠道。 

3、生产模式。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适量备货的生产模式。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及订单

情况制订生产计划，通过销售、计划、生产、质量、采购等部门的整体协作保证高效的生产。 

4、采购模式。公司的主要采购模式分为一般采购模式及外协加工模式。根据年度经营计划以



及预计市场需求，制订原材料采购计划，公司直接向合格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经检验合格后办理

入库手续并用于产品生产，或者公司提供图纸、数据参数、检验标准、技术规格等相关技术资料，

遴选合格的外协厂商加工产品进行检验，供应链部门根据质量部门的检验报告安排入库。 

5、销售模式。公司销售模式主要分为经销、直销及贴牌销售（OEM/ODM）。其中，在美国、

德国、荷兰主要分别通过子公司 MTU、MTE 和 Micro-Tech(NL) Medical B.V 开展直销，2021 年新成

立的英国、法国子公司也采取直销模式；在中国及除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

区采取经销模式；对部分国际客户提供 OEM/ODM 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公司所处行业及其基本特点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分类

代码 C35）；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

C35）中的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分类代码 C358）。 

医疗器械行业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医疗器械行业的需求属于刚性需求，行业抗风险能力较

强，因此行业的周期性特征并不明显。医疗器械产品的供给特点之一就是小批量多品种，以满足

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不同类型医疗场景的多样化需求。 

（2）全球及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情况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社会老龄化程度提高、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以及

民众对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提高，全球范围内长期来看医疗器械市场将持续保持增长的趋势。根

据 Evaluate MedTech 的统计，2024 年全球医疗器械销售规模将会达到 5,945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

率为 5.6%。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逐年提高，民众支付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医疗器械行业

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据《医疗器械蓝皮书-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

（2021）》综合分析判断，未来，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机遇远大于挑战，仍处于“黄金发展期”，

前景广阔。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医疗器械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鼓励医疗器械创新发

展的政策已经出台并将继续出台，这给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健康快速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新版《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为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条件；随着

我国医疗保险事业的快速发展，医疗保险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对医疗器械的需求必将不断增长；随着一些高端医疗器械“卡脖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高

端医疗器械的国产化进程也将进一步加速。 

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科技创新政策出台并实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呈加速之势，医疗

器械生产企业创新研发内在的动力大大增强，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将加速涌现。据《医疗器械蓝皮

书-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 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研发总投入继续增加，

据 86 家 A 股上市医疗器械公司有关数据，2020 年研发总投入为 129.88 亿元，比 2019 年增加 31.2

亿元，增幅为 31.6%，研发总投入占同年营业收入的 5.98％。 

同时，我国医疗器械对外贸易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持续改善。《医疗器械蓝皮书-中国医

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2021）》指出，据中国医保商会统计，2020 年我国医疗器械进出口贸易总

额为 1037 亿美元，其中，进口额 305 亿美元，出口额 7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随着中国医

疗器械企业的创新提升和规模壮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还将逐渐扩大。 

（3）内镜诊疗及微波消融医疗器械市场 

公司所处的内镜诊疗、微波消融及一次性内镜医疗器械市场等领域是医疗器械行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近年来成长较快的领域。 

1.  内镜诊疗领域 

随着内镜技术不断普及，早诊早治、超级微创（切除病变同时保留器官的完整性）等理念深

入人心。内镜诊疗作为一种主流的微创诊疗手段被广泛应用于消化内科、呼吸内科、外科等多个

领域。运用消化内镜诊疗技术，医生可在内镜引导下进行活检、息肉切除、肿瘤剥离、狭窄扩张、

止血缝合、碎石取石等检查和治疗。 

近年来，随着内镜手术的普及和相关术式的创新，内窥镜市场快速增长，驱动了内镜器械耗

材需求持续上升。根据 Evaluate MedTech 出具的《World Preview 2018,Outlook to 2024》报告， 2017

年全球内镜器械的销售额为 185 亿美元，占全球医疗器械销售额的 4.6%，为世界第七大医疗器械

领域。预计至 2024 年，全球内镜器械的销售额会达到 283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6.3%，高于

全球医疗器械复合增长率。 

据波士顿科学在 2021 年投资者日的报告分析，2021 年全球内镜诊疗器械市场规模为 50 亿美

元，2021-2024 年全球内镜诊疗器械市场整体增速为 6%；在消化内镜诊疗领域，2021 年全球应用

于胆胰管疾病、消化道癌症、消化道出血领域的内镜器械市场规模分别为 16 亿美元、14 亿美元

及 7 亿美元，增速分别为 7%、3%及 8%。另据奥林巴斯在 2021 年投资者日的报告分析，2021 年

全球消化内镜设备市场约为 32-34 亿美元，增速为 4-6%；全球消化内镜耗材市场约为 27-32 亿美

元，增速为 5-7%。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三种主要的消化道癌症——结直肠癌、胃癌和食道癌全球发病率

均列于全球高发癌前十名，在中国分列第二、第三、第六名，且发病率均呈上升趋势。消化内镜

诊疗是消化道病变筛查和诊断的金标准，也是微创和无创诊疗的主要手段。 

2021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国

办发〔2021〕36 号）；2021 年 11 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了《关于印发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

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医保发〔2021〕48 号）；2022 年 4 月 2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2022 版）》。上述政策将引导医疗机构在实施 DRG/DIP 的情况下，加强

精细化管理、规范医疗行为，鼓励医院将采用性价比高的国产医疗器械替代进口作为降本增效的

手段。 

②微波消融领域 

肿瘤消融是在影像设备，如超声、CT、MRI 等引导下，对肿瘤直接应用化学药物或物理灭活，

是一种精准、微创的治疗技术。目前最常用的肿瘤消融方式为化学消融和物理消融。微波消融作

为物理消融手段的一种，属于热消融技术，通过加热使肿瘤组织凝固坏死。当前，全球肿瘤消融

市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据 Grand View Research《Tumor Ablation Market industry report 2019》分

析， 2018 年市场规模约 10.4 亿美元并以 12.5%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发展，预计 2024 年市场规模达

到 21 亿美元。 

③一次性内镜领域 

近年来，内镜设备耗材化的趋势已经逐渐形成，一次性内镜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传统

软式内镜存在购置成本高、周转率低、结构复杂消毒困难、维修成本高等问题。《美国感控杂志》

2018 年发布的文章显示，内镜在医疗器械交叉感染风险排行榜中位列第一，70%以上的内镜存在

洗消不完全的问题，接近四分之三的常用内镜被细菌污染。一次性内镜规避了传统内镜的诸多问

题，同时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也大幅下降，逐步获得市场认可。支气管镜、胆道镜、输尿管镜、

鼻咽镜等软式内镜在未来均有望实现一次性替代。 

根据 Frost&Sullivan 的统计，全球一次性内镜市场规模从 2016 年的 1.084 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5.283 亿美元，2016-2020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48.6%；预计到 2025 年将增至 33.928 亿美元，

2020-2025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45.1%；进一步预计到 2030 年市场增长至 92.222亿美元，2025-2030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22.1%。 



我国一次性内镜行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很多企业布局呼吸、消化、泌尿、妇科

等领域的一次性内镜，数个省份也已经将一次性内镜列入了医保支付目录，我国的一次性内镜市

场即将迎来高速增长。根据 Frost&Sullivan 的统计，中国一次性使用医用内窥镜市场规模自 2016

年的 1120 万元人民币增至 2020 年的 3680 万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34.6%；预计到 2025 年将增至

14.2 亿元人民币，2021-2025 年复合增长率为 107.6%；到 2030 年进一步增至 93.681 亿元人民币，

2026-2030 年复合增长率为 45.8%。 

（4）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所从事的微创医疗器械行业属于一个多学科交叉，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

综合了医学、材料科学、生物力学、光学成像、电子、图像处理、精密机械以及软件等多种学科

及技术，需要长时间的专业技术积累及对临床应用的深刻理解才能洞察临床需求，持续开发出符

合临床需求的创新产品。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有着严格的法规要求和标准管控，每一个产品从研发

立项至获得国内外市场准入许可的周期较长，一般为 2-5 年，加上内镜诊疗器械种类繁多，具有

一定壁垒。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内镜诊疗领域 

近年来，内镜配套诊疗器械市场持续扩容。根据 Frost&Sullivan 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

内镜诊疗市场，波士顿科学的市场占有率为 36%，奥林巴斯为 34%，库克为 13%，其余企业合计

为 17%。 

公司 20 年来一直聚焦于内镜诊疗器械领域。经过多年的努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两项，目前已发展成为创新能力强、产品线丰富、规模优势明显、渠道国际化的行业龙头企业。

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9.47 亿元，为国内最大的内镜耗材医疗器械生产商。 

（2）微波消融领域 

子公司康友医疗是集科研、制造、销售为一体的聚焦微波治疗设备及耗材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肿瘤微波消融产品拥有授权专利 4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7 项，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内细分市场前列。PubMed 搜索显示，全球关于微波消融诊疗的医学文

献中，约 14%的文献及研究使用了康友医疗的微波消融治疗系统。2014 年公司与解放军总医院梁

萍教授团队共同开发的项目“微波消融设备的研发与临床应用”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

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3）一次性内镜领域 

一次性内镜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市场。南微一次性胆道镜是第一个获得注册证的国产产品，其

高清的图像质量使得医生可以通过直视诊断病变；纤细的外径使得医生可以处理肝内胆管和胆囊

的病变，打破了消化道最后一个盲区；更大的工作通道可通过更多的器械，从而可以开展各种镜

下治疗。南微胆道镜的问世，有望推动临床改变胆胰治疗的标准。相比国外竞品，南微的 eyeMax

“洞察”胆道镜具有代际优势，被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评选为 2021 年中国消化内镜领域十大

进展之一。 

另据 Ambu 和波士顿科学的测算，一次性支气管镜全球潜在市场规模约 500 万条。南微医学

即将获批的一次性支气管镜也有望成为一次性支气管镜领域的有力竞争者。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内镜诊疗领域 

近年来，内镜诊疗已经从单纯的检查手段发展到诊治一体，从最初作为外科手术的补充，发

展到效果等同甚至超越外科手术。随着微创诊疗技术的不断普及和患者诊疗需求的上升，内镜诊



疗技术将会得到长足发展。 

从微创技术发展方向看，近年来有由“微创”向“超级微创”发展的趋势。超级微创的核心

理念，旨在通过切除病变而不切除器官，使人体仍然保持原有的解剖状态和功能。 

从术式上看，内镜诊疗已经形成 ESD、EMR、ERCP、EUS、NOTES、POEM、STER、ESTD 等多

种细分方式，有创新能力主导的适应症扩展、降低术式风险和改善术后疗效成为推动行业发展和

市场扩容新动力。 

从诊治模式来看，贯彻早诊早治原则，对消化道肿瘤的诊治将更多地由因病就医的有症状期

提前到无症状期，以便更好地管控癌前病变，降低肿瘤发生率，对于高级别瘤变以上患者采取内

镜下切除为主、外科手术为辅、放化疗为补充的治疗模式。 

从诊疗器械创新来看，随着新治疗模式的推广与发展，内镜诊疗设备与器械将会与许多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相互融合，衍生出更多的新产品。内镜下诊疗器械的研发必然向低成本、一

次性手术器械，简化操作的创新手术器械，以及可视化、智能化手术器械、内镜机器人等几个方

向发展。 

（2）微波消融领域 

肿瘤的局部热消融治疗是近 10 余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该方法主要是在影像引导下，将能

量导入体内，作用于肿瘤组织，使治疗区温度达到 60℃（即刻）或 54℃（3 分钟），造成组织细

胞不可逆凝固性坏死，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微波消融作为局部热消融的一种，近年来已广

泛应用于各种实体肿瘤的治疗，尤其是在肝癌治疗方面，国内外报道经皮微波消融治疗（PMCT）

的近、远期疗效均可与外科手术相媲美。据董宝玮、梁萍《肿瘤消融治疗：现状和展望》介绍，

自 1996 年微波消融开始应用于小肝癌治疗至今，该技术现已成功应用于肺、肾脏、甲状腺、甲状

旁腺、脾脏、肾上腺、腹膜后、子宫、乳腺、淋巴结和胸腹壁等多脏器实体肿瘤的消融治疗。微

波消融治疗具有微创、安全、疗效肯定、升温速度快、受碳化及血流影响小、消融范围大等优点，

符合未来肿瘤消融治疗的发展方向。基于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微波消融技术将向智能化、规范

化、精准化、适型化方向发展，以期达到更加微创和精准的治疗，降低手术治疗难度和治疗费用，

可扩大基层医院的推广，造福更多的患者。 

（3）EOCT 领域 

在世界范围内，多家公司探索将 OCT 技术平台开发用于血管与气管成像的 OCT 产品，在不同

的临床应用领域进行尝试。EOCT 是将 OCT 应用于内镜下进行诊断的技术。 

在消化道领域，EOCT 成像技术因其高分辨率及成像局域性，可以为其它诊疗技术提供毫米甚

至亚毫米级别的精准定位功能，尤其是在深度信息上，可以为疾病的治疗方案提供有价值的临床

信息，或用于内镜治疗手术后的预后评估。通过开展更多的临床研究，有望提供令人信服的 EOCT

技术用于某些食管疾病诊断的临床证据。 

（4）一次性内镜领域 

一次性内镜在近年内之所以发展十分迅速，一方面是由于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越来越成为临

床的关注点，另一方面，当不具备洗消设施的科室需要紧急使用内镜的时候及内镜急诊的场景下，

即开即用的一次性内镜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另外，随着导航技术的发展，深入到更远的远端腔道，如第十级甚至第十二级支气管成为新

的需求，临床需要更加微型的内镜来打破盲区。由于尺寸微小、腔道细长、结构复杂，消毒复用

很难达到要求，内镜耗材化遂成为一种趋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3,631,746,826.61 3,105,227,148.67 16.96 2,875,259,074.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943,321,990.43 2,610,944,909.21 12.73 2,475,014,027.29 

营业收入 1,946,723,952.08 1,326,405,645.47 46.77 1,307,474,273.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4,750,539.99 260,759,918.69 24.54 303,596,010.7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5,622,748.70 212,491,554.10 29.71 276,851,905.5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2,886,220.05 231,272,060.53 -25.25 252,490,245.2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81 10.36 

增加1.45个百分

点 
21.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4355 1.9556 24.54 2.66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4029 1.9556 22.87 2.6657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7.85 7.51 
增加0.34个百分

点 
5.3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93,518,815.47 481,208,059.68 514,226,898.47 557,770,17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6,848,213.45 76,438,528.85 105,241,866.39 76,221,93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62,973,483.44 72,396,897.90 72,500,010.74 67,752,35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7,223,313.91 84,908,735.58 34,638,933.31 -3,884,762.7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7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8,44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京新微创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0 30,762,400 23.00 30,762,400 30,762,4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市中科招商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0 30,179,500 22.56 30,179,500 30,179,5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Huakang Limited 
0 20,524,600 15.35 20,524,600 20,524,600 无 0 

境外

法人 

深圳华晟领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4,500,000 3.36 4,500,000 4,500,000 无 0 其他 

冷德嵘 

21,000 2,011,000 1.5 1,990,000 1,99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施罗德投资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施罗德环球

基金系列中国 A

股（交易所） 

1,711,706 1,711,706 1.28 0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

医疗保健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60,974 1,541,656 1.15 0 0 无 0 其他 

隆晓辉 

21,000 1,411,000 1.05 1,390,000 1,39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前沿医疗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00,036 1,400,036 1.05 0 0 无 0 其他 

上海高毅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

邻山 1 号远望基

金 

1,150,000 1,150,000 0.86 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隆晓辉控制南京新微创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是该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冷德嵘同时通过其控制的南京鸿德软件有限公司

持有南京新微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权。其

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7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3.26亿元增加 46.77%，公司本期实现

净利润 32,935.19万元，同比增长 23.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475.05 万元，同比

增长 24.54%。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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