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075 证券简称：安旭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3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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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旭生物”或“公司”）董事会编制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9月28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138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15,333,4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8.2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20,029.86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
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 14,445.23万元（不含增值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05,
584.63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11月
12日出具了“XYZH/2021HZAA10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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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二）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97,031,516.13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银行手续费支出

加：利息收入(含理财产品收益)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应有余额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实际余额

差异（注）

金额

1,055,846,296.20
517,361,172.53
460,000,000.00

3,671.08
18,286,039.27
96,767,491.86
97,031,516.13
264,024.27

注：差异系发行费用（印花税），已用自有资金支付。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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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杭州安
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集中管理，公司按规定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保荐机构及资金专户
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1年11月，公司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
行、华夏银行杭州分行解放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阳支行、杭州银行江城支行、浙商
银行运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
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4年6月30日，上述监管协议履行正常。

2021年12月，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艾旭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4年6月30
日，上述监管协议展行正常。

2022 年 1 月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旭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4年6月30日，
上述监管协议展行正常。

2023年3月，公司、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元晟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4年6月30日，上述监管协议
展行正常。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4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主体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艾旭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旭民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元晟有限责任公司

合 计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支行

华夏银行杭州分行解放
支行

华夏银行杭州分行解放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朝阳支行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浙商银行运河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解放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离岸金融中心

银行账号

571906527710111
10463000000791395
10463000000791384
19033201040026325

3301040160018771108
3310010410120100124627

571917238710222
10463000000794997
0SA571918788632902

募集资金余额

38,150,513.06
40,333,802.97
6,976,831.54
1,533,345.76

12.70
7,873,815.40
475,980.38
1,687,214.32

0.00
97,031,516.13

备注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半年度公司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附件“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年 11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以及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
元(含8亿元) 的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23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以及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含5亿元）的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的投资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
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
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在募集资金存放的开户行农业银行杭州朝阳支行、华夏银行杭州分行解放支行进行了闲置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未超过人民币5亿元，在董
事会审批范围内。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获取投资收益18,286,039.27元。截
止2024年6月30日，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为46,000.00万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2年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合计人民币50,786.26
万元投资建设体外诊断试剂以及诊断仪器研发生产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2 年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合计人民币 50,786.26
万元投资建设体外诊断试剂以及诊断仪器研发生产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n) 披露的《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公告》。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年 11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银杏树有
限公司和全资二级子公司元晟有限责任公司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与服务网络体系建设项目”的
实施主体并对应增加实施地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
施地点的公告》。

2024年 1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
行调整。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年产3亿件第二、第三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仪器
和配套产品建设项目

体外诊断试剂及POCT仪器生产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营销与服务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体外诊断试剂以及诊断仪器研发生产项目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2023年11月

2022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1月

2024年1月

延期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4年11月

2024年11月

2024年11月

2024年11月

2025年1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安旭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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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
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附表1：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项目

年产3亿
件第二、
三 类 医
疗器械、
体 外 诊
断试剂、
仪 器 和
配 套 产
品 建 设

项目

体 外 诊
断 试 剂
及 POCT
仪 器 生
产 智 能
化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技 术 研
发 中 心
升 级 建
设项目

营 销 与
服 务 网
络 建 设

项目

补 充 营
运资金

小计

体 外 诊
断 试 剂
以 及 诊
断 仪 器
研 发 生
产项目

其 他 超
募资金

超 募 资
金小计

合计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251,394,341.94

39,961,470.00

80,227,720.00

37,402,420.00

50,000,000.00
458,985,951.94

507,862,623.27

88,997,720.99
596,860,344.26

1,055,846,296.20

调整后投资
总额

251,394,341.94

39,961,470.00

80,227,720.00

37,402,420.00

50,000,000.00
458,985,951.94

507,862,623.27

88,997,720.99
596,860,344.26

1,055,846,296.20

1,055,846,296.20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1)

251,394,341.94

39,961,470.00

80,227,720.00

37,402,420.00

50,000,000.00
458,985,951.94

507,862,623.27

不适用

507,862,623.27
966,848,575.21

本 半 年 度
投入金额

1,989,725.00

- 1,481,416.00

407,680.00

192,400.62

1,108,389.62

20,088,521.80

不适用

20,088,521.80
21,196,911.42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2)

170,877,335.25

32,376,281.00

12,372,877.05

384,801.24

50,012,014.10
266,023,308.64

251,337,863.89

不适用

251,337,863.89
517,361,172.53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3)＝(2)-(1)

- 80,517,006.69

- 7,585,189.00

- 67,854,842.95

- 37,017,618.76

12,014.10
- 192,962,643.30

- 256,524,759.38

不适用

- 256,524,759.38
- 449,487,402.68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4) ＝(2)/(1)

67.97

81.02

15.42

1.03

100.02

49.49

不适用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24 年11月

2024 年11月

2024 年11月

2024 年11月

不适用

2025 年 1
月

不适用

本 半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21,196,911.42
517,361,172.5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不 适
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4 年 1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
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上述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独立董事就该事

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不适用

2021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6,475.04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 736.24 万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该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
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的鉴证报告》（XYZH/2021HZAA10545）。截

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置换完毕。

不适用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使用以及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的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
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
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上
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公
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
次 使 用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事 项 无 异 议 。

2022 年 11月 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
集资金使用以及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8 亿元（含 8 亿元）的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
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诉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
构民生证养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县了明确同意的核査意见。独
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

议。2023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
募集资金使用以及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的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
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
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
施。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批。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截止2024年6

月30日，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为46,000.00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补充营运资金”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系利息收入。
注2：“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半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

投入金额。
注3：“本半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
注 4：“体外诊断试剂及POCT仪器生产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本半年度投入金额-1,481,416.00

元，系因为该项目有两台闲置设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所致。

证券代码：688075 证券简称：安旭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6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激励方式：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 股份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 股权激励的权益总数及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34.50万
股，约占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12,708.2805万股的 1.06%。其中，首次授予 119.50万
股，约占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 0.94%，约占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总额的
88.85%；预留授予15.00万股，约占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0.12%，约占本次激励计划
拟授予权益总额的11.15%。

一、股权激励计划目的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员工的

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和推动公司的长
远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
露》（以下简称“《监管指南第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次激励计划。

二、股权激励方式及标的股票来源
（一）股权激励方式
本次激励计划采取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符合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在归属期内以授予价格分次获

得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该等股票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登记，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后便享有应有的股
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享有公司
股东权利，且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等。

（二）标的股票来源
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股权激励计划拟授出的权益数量
本次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34.50万股，约占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

股本12,708.2805万股的1.06%。其中，首次授予119.50万股，约占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
本的0.94%，约占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总额的88.85%；预留授予15.00万股，约占本次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0.12%，约占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总额的11.15%。

截至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之日，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
计未超过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00%。本次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
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0%。

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归属登记前，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宜，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将根据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予以相应的调整。

四、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范围及各自所获授的权益数量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1、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第4号》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2、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为公司（含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骨干

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1、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51人，约占公司员工总数729人（截至2024年6月30

日）的7.00%，包括：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2）核心骨干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
以上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亦不包括《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董事必须经股东大会选举，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公司董事会聘任。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时和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考核期内与公司（含分公司及子
公司）存在聘用或劳动关系。

2、预留激励对象指本次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时尚未确定但在本次激励计划存续期间纳入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监
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
励对象相关信息。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确定标准参
照首次授予的标准。

（三）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4
5

二、核心骨干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46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三、预留部分

合计

姓名

黄银钱

魏文涛

韩钧

康敏

严江敏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
员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核心技术人员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5.00
3.00
6.00
6.00
3.00
96.50
119.50
15.00
134.50

占拟授予权益总
额的比例

3.72%
2.23%
4.46%
4.46%
2.23%
71.75%
88.85%
11.15%
100.00%

占本次激励计划
草案公告时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0.04%
0.02%
0.05%
0.05%
0.02%
0.76%
0.94%
0.12%
1.06%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
公司股本总额的1.00%。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
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00%。

2、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

3、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激励对象离职或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的，由董事会对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作相应调整，可以将激励对象放弃的权益份额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调整或调整
至预留部分或直接调减，但调整后，预留部分占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20.00%，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00%。

4、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
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
激励对象相关信息，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5、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激励对象的核实
1、本次激励计划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

天。
2、公司监事会将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激励计划前5日披露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经公司董事会调
整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亦应经公司监事会核实。

（五）在本次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如发生《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不得成为
激励对象情形的，该激励对象失去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
属，并作废失效。

五、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时间安排
（一）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

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授予日在本次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且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按

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且不得在下列期间归属：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五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政策性文件对上述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变更，适用变更后的

相关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归属期间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归属比例

40%
30%
30%

若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在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则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归属
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归属期间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归属比例

40%
30%
30%

若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在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含披露日）授予，则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归属期间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归属比例

50%
50%

公司将对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统一办理归属手续。在上述约定期间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由公司按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作

废失效。
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
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
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四）本次激励计划的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后限制其售出的时间段。本次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
得收益。

3、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等主体持有股
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
后的相关规定。

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一）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7.32元/股，即满足授予条件和归属条件

后，激励对象可以17.32元/股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二）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

高者：
1、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1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1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33.25元/股的50%，为16.63元/股；
2、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34.13元/股的50%，为17.07元/股；
3、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6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34.11元/股的50%，为17.06元/股；
4、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34.63元/股的50%，为17.32元/股。
（三）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与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一致，为17.32元/

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前须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披露授予情况。
七、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归属条件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则不

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以下归属条件方可分批次办理归属事宜：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本次激励计划终止实施，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若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3、激励对象归属权益的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归属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4、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应的考核年度为2024年-2026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

计年度考核一次。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对应考核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营业收入相比2023年增长率（A）
目标值（Am）

25.00%
68.75%
153.00%

触发值（An）
18.75%
60.00%
140.00%

业绩考核指标

营业收入相比 2023年增长
率（A）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X=100%
X=80%
X=0%

注：（1）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
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2）上述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涉及的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若在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则相应各年度业

绩考核目标与首次授予部分保持一致；若在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含披露日）授予，则相应
公司层面考核年度为2025年-2026年两个会计年度，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对应考核年度

2025年

2026年

营业收入相比2023年增长率（A）
目标值（Am）

68.75%
153.00%

触发值（An）
60.00%
140.00%

业绩考核指标

营业收入相比 2023年增长
率（A）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X=100%
X=80%
X=0%

注：（1）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
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2）上述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涉及的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归属期内，公司为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归属登记事宜。若各归属期内，公司当期业

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或部分
取消归属，且不得递延至下期归属，并作废失效。

5、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

分为“A”、“B”、“C”和“D”四个评级，届时依据限制性股票对应考核期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认当期个
人层面归属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与个人层面归属比例对照关系如下表所示：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A
100%

B C
80%

D
0%

激励对象当期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期计划归属的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例×个人
层面归属比例。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的部分，作废失效，不得递延至下期。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如公司发行股票（含优先股）或可转债等导致公司即期回

报被摊薄而须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其个人所获限制性股票的归
属，除满足上述归属条件外，还需满足公司制定并执行的填补回报措施得到切实履行的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6、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指标的设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基本规定。考核指标分为两

个层面，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POCT试剂及仪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抗原抗体自主

研发生产的生物原料技术平台，以及成熟的免疫层析及干式生化诊断技术平台，发展形成了覆盖毒品
检测、传染病检测、慢性病检测、妊娠检测、肿瘤检测、心肌检测、生化检测、过敏原检测八大领域的
POCT试剂，产品远销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等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在
POCT国际市场能够与跨国体外诊断行业巨头竞争的中国体外诊断产品供应商之一。公司秉持“为人
类健康提供卓越的产品及服务”的理念，始终不断加强前沿技术的研发，持续优化生产工艺，丰富产品
线，提高生物原料自供率，加大研发投入，扩大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公司在制定本次激
励计划考核业绩目标时，基于对公司未来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同
时充分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公司历史业绩、目前经营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等综
合因素，经过合理预测并兼顾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考核指标。营业收
入增长率可用来判断公司业务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衡量公司经营状况和市场占有能力，是判断
公司业务拓展趋势和成长性的重要指标。本次激励计划业绩指标的选取及具体数值的设定合理、科
学，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及实现可能性，有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
的实现，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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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
是否达到归属的条件及具体可归属数量。

综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八、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生效程序
1、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及《考核管理办法》，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董事会应当依法对本次激励计划作出决议。董事会审议本次激励计划时，拟作为激励对

象的董事或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3、监事会应当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发表意见。公司应当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及《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表专业意见。

4、公司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的情况进行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或泄露内幕
信息而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均不得成为激励对象，但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不属于内
幕交易的情形除外。

5、本次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前，在公司内部公
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
示意见。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激励计划前5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
明。

6、公司股东大会在对本次激励计划及相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独立董事应当就本次激励计划
及相关议案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股东大会应当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容进行表决，并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单独统计并披露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激励计划时，拟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应当回避表决。

7、本次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达到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时，公司在规定
时间内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经股东大会授权后，董事会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归属、
作废失效、办理有关登记等事宜。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程序
1、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激励计划且董事会通过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的决议后，公司与激励对

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2、公司在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前，董事会应当就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

是否成就进行审议并公告。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方案由董事会确定并审议批准。监事会应当发表
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书。

3、公司监事会应当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意见。
4、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监事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化

时）、律师事务所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5、本次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应在60日内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完成公告。公司未能在60日内完成上述工作的，应当及时披露不能完成的原因，
并宣告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根据《管理办法》规定不得授出权益的期间不计算在60日内。未完成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失效，且终止本次激励计划后的3个月内不得再次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应当在本次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超过12个月未
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三）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程序
1、公司董事会应当在限制性股票归属前，就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归属条件是否成就进

行审议，监事会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
见。对于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统一办理归属事宜，对于未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当
批次对应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时公告监
事会、律师事务所意见及相关实施情况的公告。

2、公司统一办理限制性股票的归属事宜前，应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归属事宜。

（四）本次激励计划的变更程序
1、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激励计划之前拟变更本次激励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2、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激励计划之后变更本次激励计划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且不得包括下列情形：
（1）导致提前归属的情形；
（2）降低授予价格的情形（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派息等原

因导致降低授予价格情形除外）。
3、公司监事会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五）本次激励计划的终止程序
1、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激励计划之前拟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2、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激励计划之后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

决定。
3、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董事会决议公告。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公司终止实施激

励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专业意见。

九、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
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
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

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

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缩股
Q＝Q0×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缩股比例（即1股公司股票缩为n股股票）；Q为调整后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4、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数量不作调整。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
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即

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缩股
P＝P0÷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缩股比例（即1股公司股票缩为n股股票）；P为调整后的授予

价格。
4、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

须大于1。
5、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作调整。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当出现上述情况时，应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

应聘请律师事务所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出具专业意
见。调整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时公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

十、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规定，公司将在授予日至归属日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归属的人数变动、业
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做出最佳估计，修正预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
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职工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案例，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实质是公司赋予员工在

满足可行权条件后以约定价格（授予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员工可获取行权日股票价格高于授
予价格的上行收益，但不承担股价下行风险，与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存在差异，为一项股票期权，属于以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交易。对于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司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对可
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职工服务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该模
型以2024年8月29日为计算的基准日，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
进行正式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33.48元/股（假设公司授予日收盘价为公司2024年8月29日股票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3、历史波动率：12.9534%、13.1111%、14.4290%分别采用上证指数近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的

年化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4963%、1.5364%、1.6950%（分别采用中债国债 1年期、2年期、3年期到期收益

率）。
5、股息率：1.2195%（采用公司近一年股息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划的股份

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次激励计划产生
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假设公司2024年9月下旬首次授予，且授予的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次
激励计划规定的归属条件且在各归属期内全部归属，则需摊销的首次授予股份支付费用总额及各年
度摊销情况预测算如下：

首次授予数量
（万股）

119.50
预 计 摊 销 的 总 费 用

（万元）

1,901.78
2024年
（万元）

309.76
2025年
（万元）

1,047.69
2026年
（万元）

402.53
2027年
（万元）

141.81
注：1、上述费用不代表最终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收盘价、授予价格和授予

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2、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4、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测算部分不包含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预留部分授予时将产生额外的股份支付费用。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

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次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考虑到
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
本，本次激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十一、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争议解决机制
（一）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公司具有对本次激励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并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绩效考核，

若激励对象未达到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归属条件，公司将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对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2、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次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3、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申报、信息披露等义务。
4、公司应当根据本次激励计划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的有关规

定，积极配合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进行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操作。但若因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归属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
责任。

5、若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
或声誉，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并报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可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情节严重的，公司还可就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进行追偿。

6、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7、法律、法规及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1、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有或自筹资金。
3、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担保或用于偿还债务。
4、激励对象因本次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5、激励对象承诺，若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

授予权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激励对象自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后，将由本次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

6、本次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应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以约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其他相关事项。

7、公司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意味着保证激励对象享有继续在公司服务的权利，不构
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的承诺，公司仍按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执行。

8、法律、法规及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三）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争议或纠纷的解决机制
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因执行本次激励计划及/或双方签订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所发生的

或与本次激励计划及/或《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相关的争议或纠纷，双方应通过协商、沟通解决，或
通过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调解解决。若自争议或纠纷发生之日起60日内双方未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或通过上述方式未能解决相关争议或纠纷，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解决。

十二、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一）公司发生异动的处理
1、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次激励计划终止实施，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需要终止本次激励计划的情形。
2、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次激励计划不作变更：
（1）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但未触发重大资产重组；
（2）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的情形，公司仍然存续。
3、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本次激励计划是否作出相应变更或调整：
（1）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且触发重大资产重组；
（2）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的情形，且公司不再存续。
4、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权益或权益归属

安排的，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
失效；激励对象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应当返还其已获授权益。董事会应当按照前款规定收回激励对
象所得收益。若激励对象对上述事宜不负有责任且因返还权益而遭受损失的，激励对象可向公司或
负有责任的对象进行追偿。

5、公司因经营环境或市场行情等因素发生变化，若继续实施本次激励计划难以达到激励目的的，
则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可提前终止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
属，并作废失效。

（二）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1、激励对象如因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而失去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公司或在公司下属分公司、子公司内任职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将按照职务变更前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3、激励对象因辞职、劳动合同期满、公司裁员而离职
（1）激励对象主动辞职或合同到期且因个人原因不再续约的，自情况发生之日起，其已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离职前激励对象需缴纳
完毕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2）激励对象因公司裁员、合同到期公司不再续约等被动离职且不存在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
纪等行为的，自离职之日起，其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
归属，并作废失效。离职前激励对象需缴纳完毕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
费。

（3）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法规、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严
重违反公司制度、违反公序良俗等个人过错原因被公司解聘或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或
聘用关系的，自离职之日起，其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
归属，并作废失效。离职前激励对象需缴纳完毕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
费。

4、激励对象退休
（1）激励对象因退休而不在公司继续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其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

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离职前激励对象需缴纳完毕已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2）激励对象退休后返聘的，其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按照退休前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若公司提出继续聘用要求而激励对象拒绝的，其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
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离职前激励对象需缴纳完毕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
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5、激励对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
（1）激励对象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可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本次激

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归属，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归属条件，其他归属条
件仍然有效。激励对象离职前需要缴纳完毕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并应在其后每次办理归属时先行支付当期将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2）激励对象非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
属，并作废失效。激励对象离职前需要缴纳完毕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6、激励对象身故
（1）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身故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继

承，并按照激励对象身故前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归属；董事会可以决定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
再纳入归属条件，继承人在继承前需缴纳完毕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并应在其后每次办理归属时先行支付当期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2）激励对象因其他原因身故的，自情况发生之日起，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公司有权要求激励对象继承人以激励对象遗产支付完毕已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7、激励对象所在子公司控制权变更
激励对象在公司子公司任职的，若公司失去对该子公司的控制权，且激励对象未留在公司或者公

司其他分公司、子公司任职的，其已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8、本次激励计划未规定的其他情况由公司董事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十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二）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三）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四）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核查意见；
（五）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六）深圳价值在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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