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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本项目保荐代表人方逸峰、沈杰已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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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诚实守信，

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荐书，并保

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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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保荐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保荐人、中信建投

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未来穿戴 指 

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未来穿戴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系由未来穿戴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 

信永中和、信永中

和会计师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编制的《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审计报告》 指 
信 永 中 和 就 本 次 发 行 上 市 事 宜 出 具 的 《 审 计 报 告 》

（XYZH2023CSAA3B0024） 

报告期 指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 

本次发行上市 指 
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公司章程 指 《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案） 指 
发行人上市后生效的《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脉冲电流 指 方向不变,强度随时间周期性改变的电流 

TENS 指 

Transcua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经皮神经电刺激技

术，通过放置在皮肤上的电极向特定的神经发送小规模、低电压

的电脉冲,目的是改变神经元发送信号的方式,防止疼痛信号到达

大脑 

EMS 指 
Electrical Muscle Stimulation，肌肉电刺激技术，指通过模拟神经

电信号,激诱导肌肉非自主性收缩，使肌肉处于运动状态 

电极 指 
电子或电器装置、设备中的一种部件，用做导电介质（固体、气

体、真空或电解质溶液）中输入或导出电流的两端 

低频 指 频率在 1000Hz 以下的脉冲电流 

中频 指 频率在 1000Hz～100000Hz 范围的脉冲电流 

波形 指 
信号的形状、形式，这个信号可以是在物理介质上的移动，也可

以是其他物理量的抽象表达形式 

阻抗检测技术 指 物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一种测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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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扩流技术 指 增大电压扩大电流的技术 

信号载波 指 

把普通信号（声音、图象）加载到一定频率的高频信号上，在没

有加载普通信号的高频信号时，高频信号的波幅是固定的，加载

之后波幅就随着普通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聚氨酯导电膜 指 使用聚氨基甲酸酯制成的具有导电功能的薄膜 

行星齿轮传动机构 指 
一种齿轮机构，由四个部件组成，即太阳轮、几个行星齿轮、内

齿轮和连接行星齿轮的行星架 

六轴传感器 指 
将三轴加速传感器和三轴陀螺传感器集成起来检测横向加速度

和角度偏移及平衡 

曲度 指 医学临床或学术界对人体脊柱四个生理曲度的简称 

算法 指 
解题方案的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

算法代表着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 

大数据 指 

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

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

目的的资讯 

人机交互 指 
人与计算机之间使用某种对话语言，以一定的交互方式，为完成

确定任务的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 

BLE 指 

Bluetooth Low Energy，即低功耗蓝牙，是蓝牙技术联盟设计和

销售的一种个人局域网技术，旨在用于医疗保健、运动健身、信

标、安防、家庭娱乐等领域的新兴应用。相较经典蓝牙，低功耗

蓝牙旨在保持同等通信范围的同时显著降低功耗和成本 

WIFI 指 
Wi-Fi 联盟制造商的商标作为产品的品牌认证，是一个创建于

IEEE 802.11 标准的无线局域网技术 

蓝牙 指 

一种无线数据和语音通信开放的全球规范，它是基于低成本的近

距离无线连接，为固定和移动设备建立通信环境的一种特殊的近

距离无线技术连接 

IOT 指 

Internet of Things, 即物联网，通过各种信息传感器、射频识别技

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各种装置与技术，

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 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声、

光、热、电、力学、化学、生物、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通过

各类可能的网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对

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 

OTA 指 
Over the Air，即空中下载技术，是通过移动通信的空中接口，实

现对移动终端设备及 SIM 卡数据，进行远程管理的技术 

云端 指 
一款采用应用程序虚拟化技术的软件平台，集软件搜索、下载、

使用、管理、备份等多种功能为一体 

注：本上市保荐书中所引用数据，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差异，或小数

点后尾数与原始数据存在差异，可能系由精确位数不同或四舍五入形成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9%A2%91%E4%BF%A1%E5%8F%B7/5757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B%E8%BD%BD/727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BF%E7%94%A8/77415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A1%E7%90%86/3667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7%E4%BB%BD/424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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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 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KG Health Technologies Co.,Ltd. 

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杰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1 日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 009 号中科

研发园三号楼 23AF 

邮政编码 518057 

公司电话 0755-86952076 

公司传真 0755-26915824 

互联网网址 https://cn.skg.com 

电子邮箱 ir@skg.com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关系的

部门、负责人和电话号码 
董事会办公室，郝乾坤，0755-86952076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核心技术、研发水平 

1、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注为个人与家庭提供智能可穿戴健康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

业从事 SKG 品牌可穿戴健康产品和便携式健康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

公司致力于运用科技的力量，践行“让每个人更年轻健康”的战略使命，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驱动，以大单品战略为指导方针，通过独具匠心的工业设计、体系完

善的渠道布局及现代化的管理运营使 SKG 品牌“健康、科技、时尚、专业”的

品牌内涵深入人心，多项产品在细分市场上销量领先。 

产品设计方面，公司坚持原创设计，秉承“有用、好用、常用”的产品理念，

通过搭建创意、科技、艺术、健康等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型团队，设计出兼具

时尚美观与健康实用的产品，并积极推动物联化及智能化技术持续为产品升级赋

能。公司产品设计不仅获得国家级、省级设计奖项，并且屡次斩获德国红点设计

（Red Dot）奖、汉诺威工业（iF）设计奖等众多国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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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方面，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通过制定详细的技术规划谱系，

完成了较全面的技术布局，掌握了具备一定的行业先进性和领先性的核心技术。

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构筑了核心技术护城河，并成功将其转化为知识产权，

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共持有 1,571 项专利，2022 年研

发投入 9,785.81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10.82%。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为公司

业务可持续发展夯实根基并构建核心竞争优势。 

渠道布局方面，公司坚持全渠道发展战略，积极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立体

式营销网络，结合不同销售渠道的特点更好地贴合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最大程

度实现品牌曝光及目标客户触达。此外，公司充分调动产业链资源，通过引入一

批具有丰富终端零售经验的合作伙伴作为经销商，实现了以经销模式为主，直销

模式为辅的销售模式，贯彻落实了术业专攻、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 

品牌建设方面，公司运用新媒体等新型营销工具，通过明星代言、网络直播、

综艺植入、梯媒广告、跨界合作等方式全方位进行品牌传播和产品展示，积极传

播 SKG 品牌“健康、科技、时尚、专业”的品牌内涵。根据欧睿咨询出具的《市

场地位声明认证函》，按 2021 年 B2C 渠道零售额计，SKG 品牌颈椎按摩仪销售

额全国第一，在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及较高的品牌认可度。公司积极参

与工信部组织的行业标准制定工作，牵头起草了《家用和类似用途低频按摩仪》

行业标准，为行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核心技术 

公司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兼具时尚美观与健康

实用的产品。公司所拥有的核心技术来源于自主研发，系基于对用户使用习惯和

偏好的深入理解，充分结合前沿理论技术、生产工艺的实践，通过长期的研发投

入而取得的具有一定行业内开创性和先进性的技术，并获得了广东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多项认证。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核心技术转化的基础，公司 2022年研发投入 9,785.81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10.82%，2022 年 12 月末共有研发人员 172 人。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共持有 1,571 项专利，包括 69项发明专利、

1,148 项实用新型专利、311 项外观设计专利，以及 43 项境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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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之日，公司的核心技术具体技术描述如下： 

技术类别 
核心技术 

名称 
技术优势、先进性及技术表征 代表性专利情况 

可穿戴工

业设计技

术 

轻量化、小

型化、可穿

戴化重构技

术 

公司基于“大型产品小型化，小型产品穿

戴化”的设计理念，对颈椎按摩仪从堆叠设

计、外观造型，材质，工艺等方面进行了全方

位的重构，在提升产品颜值的同时，实现产品

的轻量化、小型化与可穿戴化。 

具体而言，在堆叠设计上，将电子零部件

前置，重心前移，减小对颈椎的压迫感，实现

了轻量化无感佩戴；在材质上，使用柔性亲肤

材料替代硬质材料，更具亲肤性与贴合性；在

工艺上，采用高分子粘合剂替代传统的螺丝固

定方式，进一步减小整机的尺寸与重量，最终

实现了产品轻量化、小型化与可穿戴化的产品

重构。 

ZL201810275506.1 挂脖

式颈部按摩器、

ZL201820443370.6 挂

脖式颈部按摩器、

ZL201920451450.0 挂

脖式颈部按摩器 

自适应夹持

佩戴技术 

为尽可能满足不同脖围用户的佩戴舒适

度需求，公司对人体脖围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收

集与正态分析，将研究结论作为设计参考，并

通过对外观造型、堆叠设计、结构设计与材料

选择的反复论证，最终采用一体式支架与软硬

胶相结合的结构方案，“Ω”的造型设计与亲

肤柔性材料能够让用户佩戴后实现自适应夹

持，提升佩戴的贴合性与舒适度。 

ZL202021836211.6 颈

部按摩仪、

ZL202021637792.0 按

摩头和颈部按摩仪、

ZL202021835533.9 颈

部按摩仪 

悬浮式按摩

头设计技术 

为解决脉冲式颈椎按摩仪贴合性不足而

产生的按摩力度较弱，从而引起的轻微刺痛感

的问题，公司以硅胶材质代替塑料壳作为底

座，采用硅胶双褶皱弹性连接方式，开发了悬

浮式按摩头设计技术。该项技术让电极头组件

实现了近乎悬浮状态，既可灵活万向活动，也

可实现上下浮动，从而更易贴合不同脖围尺寸

的用户，有效提升产品体验。 

ZL202010688612.X 颈

部按摩仪、

ZL202010779714.2 颈

部按摩仪、

ZL202021836211.6 颈

部按摩仪 

可移动按摩

头设计技术 

为扩大颈椎按摩仪的功效覆盖范围，进一

步增强按摩仪的灵活性，公司采用按摩头与弹

性支架分离的技术，使用户可以根据肌肉酸痛

的具体位置随时调整按摩区域，实现更大面积

的按摩区域覆盖。 

ZL202120487865.0 颈

部按摩仪、

ZL202121466762.2 肩颈

按摩仪、

ZL202120487449.0 颈

肩部按摩仪 

集成化按摩

头设计技术 

公司参照人手按摩场景，将按摩头组件设

计为多个手指大小的按摩头，并将电脉冲和发

热组件集成到按摩头中，采用震动点阵按摩方

式，由独立电机驱动多个按摩头，还原人手按

摩的真实手法与触感。 

ZL202120106927.9 颈

部按摩仪、

ZL202120102454.5 颈

部按摩仪、

ZL202120102551.4 颈

部按摩仪 

一体化腰带

设计技术 

公司将柔性环保布料运用于腰部按摩仪，

在提升腰带的透气性和防水性的同时减轻了

产品的厚度和重量，提高了产品贴合性，使用

户佩戴更舒适，其可水洗、易收纳、便携带的

特点真正实现了多场景无感佩戴。 

ZL202120419213.3 腰

部按摩仪、

ZL202120419468.X 腰

部按摩仪、

ZL202120419404.X 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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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类别 
核心技术 

名称 
技术优势、先进性及技术表征 代表性专利情况 

部按摩仪 

机械按摩小

型化平台设

计 

公司根据产品形态对电机布局和传动减

速结构进行定制化开发，采用行星齿轮传动机

构，在小尺寸空间内完成了扭矩及效率的最大

化，提高了内部空间利用率，实现了机械按摩

仪小型化设计，也进一步优化了产品的体积和

重量。同时，公司将该技术进行模块化、平台

化技术重用，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提升产品性

能和品质保障。 

ZL201922501577.1 眼

部按摩仪及其按摩部

件、 

ZL201911423034.0 眼部

按摩仪及其按摩部件 

筋膜枪动平

衡设计技术 

针对用户使用筋膜枪时的手部震颤感问

题，公司运用机械动力学以及运动学理论，建

立了一套动平衡设计理论模型，充分考虑质心

位置以及动平衡设计，在此基础上利用动平衡

仿真软件进行优化和校准模型，平衡转动带来

的惯性不平衡力，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ZL202022221868.8 筋

膜枪、

ZL202022221942.6 筋

膜枪、

ZL202022221870.5 一

种筋膜枪 

物联化及

智能化技

术 

颈部健康评

估与检测技

术 

公司将六轴传感器置于颈椎按摩仪中紧

贴颈部的浮动按摩头内部，一方面对用户颈椎

的曲度状态进行检测，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其健

康状态进行评估，为用户提供健康指导服务；

另一方面对颈部运动状态进行检测，通过算法

计算颈部关节和肌肉的活动量，在用户久坐等

时间段通过电脉冲对肌肉进行舒缓按摩，提供

智能化颈椎养护方案。 

ZL202010206486.X 颈

部按摩仪及其运动检测

方法、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

ZL202010442527.5 坐

姿检测方法、颈部按摩

仪以及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ZL202011287461.3 

按摩脉冲输出方法及按

摩设备、电子设备、存

储介质、

ZL202011419226.7 检测

人体肌肉健康状态的装

置及方法、按摩设备 

IOT 平台数

据物联技术 

公司基于蓝牙 BLE、WIFI 等互联技术，

实现 IOT 设备端和移动端的智能控制、人机交

互、OTA 升级等功能。同时，公司将健康终

端设备产品与健康大数据平台互联，对数据进

行采集与实时监测，通过独创的快速连接与加

密技术，有效提升用户使用体验和数据信息安

全。 

ZL202010208560.1 可

穿戴按摩仪的连接方

法、装置、计算机设备

和存储介质、

ZL202010365041.6 控

制按摩设备的方法及装

置、移动终端、按摩设

备 

脉冲瞬态保

护技术 

颈椎按摩仪产品通常系根据调制的档位

直接输出电流，当用户使用不当或佩戴不可靠

时会产生电流不适感，进而影响用户体验。公

司基于阻抗检测技术，对电极间的接触阻抗实

施监测，当接触不可靠或取消佩戴时，启动保

护机制切断输出，当接触可靠后，则逐级升档

恢复使用状态，优化用户的操作体验，同时解

决瞬间脉冲对皮肤产生不适。 

ZL202011055137.9 佩

戴状态检测方法及装

置、电子设备、存储介

质、ZL202010634207.X 

颈部按摩仪及其行进行

时间提醒的方法、

ZL202010675500.0 一

种按摩仪的控制方法及

电子设备、存储介质 

定制化按摩 为丰富产品的按摩手法，满足用户个性化 ZL202010367216.7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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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类别 
核心技术 

名称 
技术优势、先进性及技术表征 代表性专利情况 

算法技术 需求，公司对按摩基础手法进行标准化、片段

化处理，使得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与习

惯，过对波形、频率、间隔及片段组合进行自

由编辑，实现一人一方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提

升用户体用体验，同时可通过申请分享、云端

共享提升趣味性与使用粘性。 

式选择方法、装置、移

动终端及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

ZL202010763215.4 模

式选择方法、装置、移

动终端及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

ZL202010679317.8 操

作模式的收藏方法及终

端设备、按摩设备、存

储介质 

小型化物

理健康技

术 

中频脉冲小

型化技术 

中频脉冲具备穿透力强、作用较深、能量

密度大、且无电解作用等技术优势，能够减少

对皮肤刺激，有效提升对深层肌肉的刺激效

果。但激发中频脉冲所需的电子元器件通常尺

寸较大，且需要加入隔离电源，难以搭载于小

型穿戴按摩设备中。 

公司采用创新的波形信号载波调制电路、

小型化的升压扩流技术以及对应的波形发生

算法，采用静态损耗功率元件，提升电源效率，

从而实现锂电池供电系统替代市电有源供电，

便携小型化的同时又提升用电安全性，将传统

中频医疗设备的波形在不损失效果的前提下

实现可穿戴式集成，为用户带来更好的按摩体

验。 

ZL202111196363.3 按摩

控制方法及装置、电子

设备、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ZL202111630685.4 

脉冲信号的输出方法、

装置、电脉冲按摩设备

及存储介质、

ZL202111633137.7 脉冲

信号的输出方法、装置、

电脉冲按摩设备及存储

介质 

多通道波形

控制技术 

为优化双电极单通道波形输出而产生的

作用区域固定且手法单一问题，公司通过波形

发生装置进行分时复用，使用控制器对电极位

置、片数、输出波形、频率及时长进行精准调

控，对 2/4/6/8 电极进行输出，可模拟产生分

区域敲打、揉搓等立体化按摩体验，提升产品

作用面积，丰富使用的层次感。 

ZL202010206451.6 一

种按摩方法及颈部按摩

仪、ZL202010209017.3 

电极按摩组件和具有其

的颈部按摩仪、

ZL202010924240.6 一

种按摩仪的控制方法及

电子设备、存储介质 

经皮神经电

应用技术

（TENS） 

公司将按摩仪的脉冲发生装置与亲肤贴

合电极高度集成，通过电极向皮肤贴合区域发

送小电流、低电压的定制形态电脉冲，起到舒

缓肌肉酸痛效果。同时，公司运用高精度波形

控制系统、高灵敏度的电流传感反馈系统、可

穿戴化人机工程设计，有效提升使用效果和使

用体验。 

ZL201911205684.8 颈部

按摩仪、

ZL201911422966.3 颈部

按摩仪 

神经肌肉电

刺激应用技

术（EMS） 

公司使用脉冲宽度为 200-400μS，频率

20-50Hz 的双向脉冲波群，通过接触皮肤电极

向特定肌肉群进行肌肉刺激，产生肌肉收缩运

动，消耗热量并减少肌肉僵持疲劳、提升肌肉

韧性与活力，有效缓解由肌肉松脱久坐及姿势

不正等产生的各类不适。 

ZL202020383129.6 EMS

电路和具有其的按摩

器、ZL202010340582.3 

电极组件、电极头和颈

部按摩仪 

红外热灸应

用技术 

公司自主研发的红外热灸技术可以促进

血液循环、缓解疲劳，相比于同类产品应用的

ZL201921184833.2 颈部

按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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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类别 
核心技术 

名称 
技术优势、先进性及技术表征 代表性专利情况 

红外技术，公司的红外热灸技术具有体积更

小、功率更低，光能转换效率高、聚焦度高等

优点。 

ZL202110902572.9、激光

理疗设备的输出控制方

法及激光理疗设备、

ZL202022428917.5 筋

膜枪 

仿生按摩技

术 

仿生按摩技术是基于对传统中医按摩手

法与康复理疗技术的研究，对其按摩手法从按

摩舒适度和按摩有效性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分

类，并通过不同的机械结构方式，来实现振法、

推法、揉法、拿法、摩法、按法等仿真人按摩

的效果，同时，与理疗康复手段中的声、光、

电、磁、热等技术相结合，系统性的为用户提

供模拟真人且更加有效的按摩解决方案。 

ZL202023259225.9 按

摩头以及手掌按摩结

构、ZL202021414296.9 

颈部按摩仪 

先进材料

工艺技术 

改性聚氨酯

导电薄膜电

极技术 

针对电极材料电阻偏大、佩戴不适、摩擦

掉黑、力度延迟、无法压缩回弹等问题，公司

通过对聚氨酯导电膜二次加工、优化表面处理

工艺等方式，开发出适用于 EMS 电极的聚氨

酯导电薄膜电极方案，使得成型后器件能够兼

顾优良的导电性、可压缩回弹、导热延迟低、

无掉黑问题等特性，提升了布料柔性亲肤产品

的佩戴体验。 

ZL202021411336.4 导

电片、电极组件、按摩

头及按摩仪 

耐腐蚀黄金

电极镀层工

艺技术 

在不锈钢表面电镀黄金的电极外形兼具

时尚和实用属性，是市场的主流工艺技术，但

长期通电状态下，黄金镀层与素材之间会产生

电化学腐蚀现象。公司自主开发并独创了适配

金属黄金电镀的电极处理方案，能够在保持产

品黄金外观质感和导电性的前提下，改善电化

学腐蚀问题，满足相关耐候性要求，延长产品

的使用寿命。 

ZL202021030189.6 电

极组件和颈部按摩仪 

高强彩色凝

胶电极组件

方案 

就可穿戴按摩设备的电极片而言，干电极

一直存在贴合性差、有概率发生电流刺痛的问

题，而湿电极则存在使用寿命短、保存不便等

问题。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对传统的湿电极凝胶

进行了强度和保湿性的优化，提升了产品的保

湿性、易保存性和使用寿命，改善了产品的外

观和使用体验感。 

ZL202020673998.2 按

摩仪的按摩组件和具有

其的按摩仪、

ZL202020660094.6 凝

胶电极组件、电极头及

颈部按摩仪、

ZL202020660988.5 按

摩仪及其按摩组件 

公司的核心技术在主营业务产品中应用广泛，涵盖颈椎按摩仪、腰部按摩仪

等主要产品。 

（三）发行人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最

近三年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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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流动资产合计 719,006,281.40 878,354,374.43 633,953,745.14 

非流动资产合计 357,537,453.78 121,357,367.89 37,936,674.14 

资产总计 1,076,543,735.18 999,711,742.32 671,890,419.28 

流动负债合计 410,957,561.04 485,573,152.72 354,557,694.10 

非流动负债合计 82,729,006.47 15,184,415.28 - 

负债合计 493,686,567.51 500,757,568.00 354,557,694.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582,857,167.67 498,954,174.32 317,332,725.18 

少数股东权益 - - - 

股东权益合计 582,857,167.67 498,954,174.32 317,332,725.1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904,514,575.26 1,060,205,259.20 991,006,620.29 

营业利润 128,236,327.28 155,272,011.76 186,250,720.05 

利润总额 127,809,669.18 155,508,239.14 186,462,681.47 

减：所得税费用 12,539,438.29 23,989,043.98 43,103,156.75 

净利润 115,270,230.89 131,519,195.16 143,359,524.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5,270,230.89 131,519,195.16 143,359,524.72 

少数股东损益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3,097,103.93 149,022,340.20 212,146,005.8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00,279.26 264,897,156.68 184,338,880.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6,359,199.19 314,472,476.09 -5,805,544.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057,988.19 -18,623,802.73 -135,348,400.6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45,891,199.33 560,296,988.31 42,101,891.1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 623,994,186.21 63,697,197.90 21,595,3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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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等价物余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378,102,986.88 623,994,186.21 63,697,197.90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流动比率（倍） 1.75 1.81 1.79 

速动比率（倍） 1.39 1.61 1.2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7.54% 45.34% 51.54% 

资产负债率（合并） 45.86% 50.09% 52.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62 1.39  1.59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9.97 24.26 36.59 

存货周转率（次） 6.32 11.74 10.8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5,962.56 17,909.51 19,237.7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527.02 13,151.92 14,335.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10,309.71 14,902.23 21,214.60 

利息保障倍数（倍） 82.44 141.71 6,566.5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0.82 7.05 4.7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03 1.32  0.9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68 2.80  0.21  

注：上述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预付款项-存货-其他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期末股本。其中，公司于

2021 年 7 月完成股改，有限公司阶段的股本按照股改时的股本追溯调整，以便对比，下同； 

5、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半年度已年化处理）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半年度已年化处理） 

7、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使用权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

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8、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9、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

均数； 

10、每股净现金流量=净现金流量/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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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 

（1）创新风险 

公司是一家专注为个人与家庭提供智能可穿戴健康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经

过多年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积累，公司已在健康穿戴产品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成

果。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健康穿戴产品的快速迭代，若公司在未来经营发展过

程中，不能持续保持研发创新并开发出新产品以满足终端消费者快速发展的需求，

将会导致公司面临因创新不足影响市场竞争力的风险。 

（2）技术风险 

①技术与产品迭代风险 

公司重视产品设计与技术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迭代相结合的方式持续

推出新产品，巩固市场领先地位。研发创新能力及技术应用能力是公司赢得未来

竞争的关键因素，因此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4.76%、7.05%及 10.82%。 

随着智能算法、仿生技术、健康监测等领域的新技术逐步运用于健康可穿戴

产品，如果公司对行业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判断出现重大偏差或未能及时实现技

术成果转化，则可能导致公司的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主要产品面临失去市场

竞争力的风险。 

②核心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随着行业竞争格局的不断演化，行业内对核心技术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如

果公司未能持续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围绕发展前景、薪酬福利、工作环境

等方面持续为核心技术人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待遇和激励机制，公司未来可能会

面临人才队伍不稳定以及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进而可能影响公司的技术创

新能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③专利被宣告无效的风险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公司共有 8 项专利处于被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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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关的专利行政诉讼中，存在专利经复审后被宣告无效的风险，同时不排除公

司其他专利未来被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风险。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是对专利权有

效性进行再确认的程序，若专利最终被宣告无效，原专利申请人将丧失对技术的

独占权，则公司竞争对手也可以使用相关技术，公司产品可能面临竞争加剧的风

险。 

（3）经营风险 

①品牌影响力下降风险 

公司 SKG 品牌的影响力对业绩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传播话题不断更迭，消费习惯和潮流也在持续演变，新品牌和新经营理念

不断涌现，公司面临着品牌影响力下降和消费者流失的风险。若公司无法在品牌

宣传、产品质量、产品使用体验及售后服务等方面持续提升品牌美誉度，将会直

接导致品牌影响力下降，从而造成消费者的流失，给公司业绩增长和持续经营能

力带来负面影响。 

②产品收入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聚焦于可穿戴健康产品和便携式健康产品领域，持续推出了颈椎按摩仪、

腰部按摩仪、筋膜枪等大单品，并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制定了相对完善的产品布局。

但在报告期内，颈椎按摩仪产品贡献的收入较高，其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86.67%、70.33%及 50.42%，存在产品收入集中度较高的风险。若未来消

费者偏好或市场供需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未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则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③经销模式风险 

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为经销模式，报告期内经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97.75%、98.74%及 94.99%。公司集中资源专注于品牌建设和产品研发，

将渠道拓展与具体运营交付予行业内具备丰富终端零售经验的经销商负责。若公

司不能稳定保持与现有经销商的合作关系，或公司经销商在经营活动中未能遵守

或者有效执行合同约定，发生违规经营情况，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渠道销

售及品牌声誉，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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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建立了全面的质量保证体系，涵盖用户需求调研，产品研发及验证、材

料采购及来料检验、制造质量管理、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过程。但若未来公司

无法有效执行产品质量控制措施，出现重大产品质量问题或纠纷，则将对公司品

牌和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⑤主要产品生命周期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可穿戴健康产品和便携式健康产品，具备科技消

费品技术升级较快、产品持续迭代的特点，相关产品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属性。

若公司无法通过技术升级迭代延展产品的生命周期，或持续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

新产品，则会导致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的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⑥渠道拓展风险 

对于消费品企业而言，渠道是实现销售转化的最终环节，也是扩大品牌影响

力的重要媒介。发行人已经逐步完成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立体化营销网络搭建，但

若公司未来不能实现优质渠道的有效拓展，或目前已覆盖的渠道受到较大的影响，

则公司或将面临销售下降的风险。 

（4）内控风险 

①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杰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94.50%的

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刘杰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一致行动人仍将控制公

司较高比例股份，可能利用其控制地位形成有利于其自身、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

股东利益的经营决策。因此，公司存在一定的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②规模扩张引发的管理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对公司组织结构、

管理体系以及经营管理人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公司业务经营规模的扩大，

公司需要进一步提升经营水平，革新管理体制，优化组织结构，加速人才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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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培养。如果公司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不能妥善、有效地解决高速成长带来的管

理问题，将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制约公司的发展。 

（5）财务风险 

①业绩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98,707.37 万元、105,670.72 万元及

90,031.0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4,335.95 万元、13,151.92

万元及 11,527.02 万元。2022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下降 14.80%，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下降 12.35%，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不利影响较大。随着宏观经济有所

好转，消费需求回暖，公司 2023 年 1-3 月经审阅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分别同比增

长 18.80%及 31.34%，但若未来出现市场竞争加剧、公司技术与产品迭代不及时、

品牌影响力无法持续、经营成本及费用支出持续上涨等情形，公司的经营业绩将

受到不利影响，可能存在经营业绩持续下滑的风险。 

②毛利率波动或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58.31%、52.38%及 51.70%，毛利率

水平较高但存在一定的波动。随着同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多及业务规模的扩大，市

场竞争将日趋激烈，行业的供求关系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可能导致行业整体利润

率水平出现变化。未来，若出现市场竞争加剧、人工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情形，

若公司不能持续保持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产品优势，可能会导致公司的毛利率出现

一定程度的波动或下滑，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③存货跌价的风险 

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公司存货余额呈上升趋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

账面价值分别为 3,349.30 万元、5,205.48 万元及 8,594.34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 5.28%、5.93%及 11.95%。若因各种内外部因素导致公司产品无法实

现正常销售，或者出现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形，公司可能出现存货跌价损

失，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④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随着业务规模的发展，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呈上升趋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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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3,844.58 万元、4,896.97 万元及 4,159.83 万元，占当期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88%、4.62%及 4.60%。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分别为 192.23 万元、244.85 万元及 207.99万元，若未来客户财务状况恶

化，公司将面临部分客户所欠的应收账款难以收回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利润水

平和资金周转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6）法律风险 

①诉讼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曾存在作为被告的重大诉讼案件，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

署日，相关诉讼已了结且未对发行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但不排除随着业务的

发展，公司仍有可能产生纠纷进而引发诉讼或仲裁，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

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②发行人员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补缴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全员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虽然报告期

内公司未因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瑕疵受到处罚或被要求补缴，但未来仍存

在被主管部门要求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风险，进而对财务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 

③广告及推广宣传不当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新的品牌宣传方式层出不穷。公

司紧密跟随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潮流，充分利用新媒体营销渠道多元化和立体化特

征，通过明星代言、网络直播、综艺植入、梯媒广告、跨界合作等多种方式进行

品牌宣传，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和内控措施。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营

销策略的更新变化及品牌宣传方式的不断增多，可能存在因宣传用词不当、表述

不准确或过度宣传导致违反相应法律法规受到处罚的风险。 

（7）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未来健康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智能穿戴人工智能

技术研究及数字医疗平台开发建设项目、终端体验互动平台与品牌建设项目、数

字化 IT 系统建设项目、产品与工业设计中心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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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环境、技术、管理等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化，引发投资项目的实际效果无

法达到预期目标或实施进度落后于投资计划的风险。此外，若消费者购买力、行

业发展水平、项目实施进度等因素发生较大变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无法达

到预期效益的风险，公司的经营和业绩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8）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57.91%、

36.91%及 21.11%，公司以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计算的基本每股收

益分别为 0.72 元/股、0.66 元/股及 0.32 元/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而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开始实施至产生预期效益需

要一定时间，公司存在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2、与行业相关的风险 

①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健康消费观念息息相关。居

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观念一定程度上受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周期影响。未

来如果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宏观经济出现波动，且公司未能针对

由此带来的行业需求波动调整经营策略，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波动。 

②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提升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可穿戴健康设备行业正

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市场内参与者逐渐增多，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包括飞

利浦、松下等品牌均于近年来陆续切入可穿戴健康设备行业。如果公司无法抓住

当前的市场发展机遇，快速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采取有效应对举措，则可

能存在无法持续获取较高市场份额、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风险，

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③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直接原材料占营业成本比例较高，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包

括电子件、塑胶件、硅胶件等，上述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受大宗商品的价格、市

场供需关系、阶段性环保监管环境等因素影响。未来若主要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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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公司不能通过向下游转移、技术工艺创新等方式应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公

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3、其他风险 

①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取得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局、国

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证书编号为“GR202244205240 号”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报告期内，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同时，公司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适用即征即退政策。报告期各期，公司税收优

惠金额分别为 6,432.51 万元、5,974.85 万元及 5,489.28 万元，金额相对较大，

税收优惠对公司经营业绩存在一定影响。未来，如果国家税收政策发生不利变化，

导致公司不能持续获得税收优惠，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②发行失败风险 

公司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将受到公开发行

时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证券市场整体情况、投资者对公司股票发行价格的认可

程度及股价未来趋势判断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因认购不足而导

致的发行失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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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5,0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其中：发行新股

数量 
不超过 5,0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股东公开发售

股份数量 
-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41,000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倍 

发行前每股净

资产 
【】元 发行前每股收益 【】元 

发行后每股净

资产 
【】元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 

发行市净率 【】倍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监管机关确定的其他发行方式

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

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未来健康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技

术研究及数字医疗平台开发建设项目、终端体验互动

平台与品牌建设项目、数字化 IT 系统建设项目、产

品与工业设计中心项目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万元 

高级管理人员、员工拟参与战略配售

情况 
【】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拟参与战略配售

情况 
【】 

拟公开发售股份股东名称、持股数量

及拟公开发售股份数量、发行费用的

分摊原则 

无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 

开始询价推介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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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定价公告日期 【】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 

股票上市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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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

成员情况、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一）本次证券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证券指定方逸峰、沈杰担任本次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代表人。 

上述两位保荐代表人的执业情况如下： 

方逸峰先生：保荐代表人，管理学硕士，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

理委员会总监，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迪阿股份、晶华新材、华测导航等 IPO

项目；双环传动非公开等再融资项目；新时达、景峰医药等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钢银电商、天罡股份等新三板挂牌项目。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作为保荐代

表人的在审项目有：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项目、三技精密技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主板上市项

目、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主板上市项目。在保荐业务执

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

好。 

沈杰先生：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

委员会执行总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富邦股份、同益股份、周大生、泰

永长征、因赛集团、电声股份、迪阿股份、唯捷创芯等 IPO 项目；欧菲光（2013

年及 2016 年）、翰宇药业等再融资项目；奥拓电子、文化长城（2016 年及 2017

年）、诺德投资、赛为智能等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以及中材股份收购赛马实业财务

顾问等项目。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作为保荐代表人的在审项目有：未来

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树根互联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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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协办人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协办人为林东悦，其保荐业务执行情况如下： 

林东悦先生：金融学硕士，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副总

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迪阿股份 IPO 项目；岭南股份可转债等再融资项

目；岭南股份、跨境通等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三）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包括胡方兴、金少桐、肖霆霆、李夏洋、张元

新、刘雨枫。 

胡方兴先生：保荐代表人，管理学硕士，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

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迪阿股份、周大生珠宝 IPO 项

目，广和通、欧菲光、翰宇药业等定向增发项目，奥拓电子等并购重组项目以及

韩都衣舍、盯盯拍等新三板挂牌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金少桐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经济学硕士，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

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复旦微 IPO 项目等。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执业记录良好。 

肖霆霆先生：注册会计师，管理学硕士，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

理委员会高级经理。2017 年至 2021 年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21 年开

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李夏洋先生：经济学硕士，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经理，

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迪阿股份 IPO 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

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张元新先生：注册会计师，持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学硕士，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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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高级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唯捷

创芯 IPO 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刘雨枫先生：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

理委员会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奥拓电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在保

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

业记录良好。 

（四）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方逸峰、沈杰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鹏程一路 9 号广电金融中心大厦 35 层 

邮编： 518034 

联系电话： 0755-23953832 

传真： 0755-2395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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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

说明 

（一）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或者通过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保荐人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况； 

（四）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事实，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不存在对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可能产

生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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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人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保荐人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

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

慎核查，中信建投证券作出以下承诺： 

（一）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证券

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二）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四）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五）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六）保证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七）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八）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

监管措施； 

（九）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中信建投证券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推荐证

券上市的规定，自愿接受深交所的自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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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人关于发行人是否已就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了

《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

的决策程序的说明 

（一）董事会的批准 

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等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相关议案。 

（二）股东大会的批准 

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等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相关议案。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发行人已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履行

了《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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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人关于发行人是否符合板块定位及国家产业政策所

作出的专业判断以及相应理由和依据，以及保荐人的核查内

容和核查过程。 

 （一）发行人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创业板定位 

根据《注册管理办法》第三条相关规定： 

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应当符合相关板块定位。 

创业板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

大趋势，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深度融合。 

1、公司的技术创新性和成长性 

（1）公司注重科技技术创新，积极开展研发活动并积累了众多技术成果，

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性 

公司一直注重研发和创新工作，建立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整体研发机制、

以 IPD 流程为依托的全周期产品开发体系、以产品需求为导向和多学科整合的

技术规划谱系，组建了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技术研发队伍，并通过持续高强度的

研发投入创建了研发优势。 

公司在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等方面持续进行资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

研发费用分别为 4,714.06 万元、7,472.59 万元和 9,785.8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4.76%、7.05%和 10.82%，研发费用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逐年提升。

2020年至 2022 年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21,972.45 万元。2022 年末共有研发人

员 172 人，占公司人数比例为 22.78%。 

公司通过长期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掌握了可穿戴工业设计技术、物联化及智

能化技术、小型化物理健康技术和先进材料工艺技术等核心技术。公司所拥有的

核心技术来源于自主研发，相关核心技术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先进性，

牵头起草了《家用和类似用途低频按摩仪》行业标准，并获得了广东省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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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多项认证。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持有 1,571 项专利，包括 69 项发明专利、1,148

项实用新型专利、311 项外观设计专利，以及 43 项境外专利。 

公司的核心技术产业化应用情况良好，广泛应用于可穿戴健康产品和便携式

健康产品等主要产品，有效地提升了产品的各项参数或功能，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可穿戴健康产品和便携式健康产品的合计收入占比分别为

98.36%、99.96%和 99.88%。 

因此，公司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2）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所处行业市场前景广阔，具有成长性 

①行业层面 

从市场规模看，根据观研天下，公司所处行业 2021 年市场规模达 144 亿元，

预计 2027 年市场规模达 237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8.65%，增长较快；从市场

渗透率看，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目前中国境内市场按摩仪器渗透率仅为 1.5%，

与日本等发达国家 20%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空间；随着消费者健康理念的提升和

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规模未来将持续增长。 

根据观研天下披露的数据，中国按摩仪器器具市场规模情况如下： 

 
注：按摩仪器主要分为大型按摩仪器和小型按摩仪器，大型按摩仪器主要为具备全身按摩功

能的按摩椅、按摩床垫等，而小型按摩仪器则为作用于特定部位的便携式按摩产品（包括可

穿戴按摩产品），例如头部、颈部、腰部等按摩产品。相较于按摩椅等大型按摩器具，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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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仪器因其客单价低、体积小、便携性强等特点，近年来增速较高。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目前中国境内市场按摩仪器渗透率仅为 1.5%，与日

本等发达国家高达 20%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空间，具体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和相关部门目前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

的政策，发行人所处市场将受益于政策支持： 

序号 政策名称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政策内容 

1 

《扩大内需战略

规划纲要（ 2022

－2035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2 年 

12 月 

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顺应

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

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

消费，着力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

质消费需求。 

2 

《“十四五”扩大

内需战略实施方

案》 

国家发改

委 

2022 年 

12 月 

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加快

传统线下业态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

丰富 5G 网络和千兆光网应用场景，加

快研发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可穿戴

设备、智能家居、智能教学助手、医疗

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 

3 
《质量强国建设

纲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3 年 

2 月 

强化质量发展利民惠民。开展质量惠民

行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动企业加

快产品创新、服务升级、质量改进，促

进定制、体验、智能、时尚等新型消费

提质扩容，满足多样化、多层级消费需

求。 

②公司层面 

项目 
2022.12.31 

/2022年度 

2021.12.31 

/2021 年度 

2020.12.31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90,451.46 106,020.53 99,100.66 

净利润（万元） 11,527.02 13,151.92 14,335.95 

0%

5%

10%

15%

20%

25%

日本 韩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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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12.31 

/2022年度 

2021.12.31 

/2021 年度 

2020.12.31 

/2020 年度 

净资产（万元） 58,285.72 49,895.42 31,733.27 

员工人数 755人 698 人 610 人 

线下专卖店数量 215家 95 家 19 家 

研发费用（万元） 9,785.81 7,472.59 4,714.06 

研发费用率 10.82% 7.05% 4.76% 

累计专利数量 1,571个 1,036 个 402 个 

注：线下专卖店指线下旗舰店及专卖店数量；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99,100.66万元、106,020.53万元和90,451.46

万元，除 2022 年受宏观经济环境不利影响外，公司 2021 年较 2020 年业务规模

扩大，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方面受宏观经济和公司加大研发投入、股权激励和

品牌建设投入等影响有所下滑。 

研发投入方面，公司研发费用从 2020 年的 4,714.06 万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9,785.81 万元，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率从 4.76%提升至 10.82%。累计获授专利数

量由 2020 年末的 402 个增长至报告期末的 1,571 个。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能够有

效保障公司未来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业绩的持续增长。 

产品开发方面，公司善于挖掘消费者需求，能够持续推出受市场认可的新产

品，产品布局较为全面，相关新产品具备较高的增长潜力。例如，公司腰部按摩

仪 2021 年推出后，2022 年收入已达 18,992.13 万元；机械揉捏式技术颈椎按摩

仪自 2021 年推出后，2022 年收入已达 16,592.97 万元，该等新产品具备较强的

增长潜力。 

品牌影响力方面，根据欧睿咨询出具的《市场地位声明认证函》，按 2021

年 B2C 渠道零售额计，SKG 品牌颈椎按摩仪销售额全国第一；根据天猫平台、

京东平台数据，SKG 颈椎按摩仪销售额于 2021 年及 2022 年持续排名第一，腰

部、眼部按摩仪同样排名前列，具有较强的品牌力。 

渠道布局方面，公司线上积极探索新兴电商渠道，抖音及快手渠道经销收入

从 2020 年的 34.30 万元快速发展至 2022 年的 8,322.36 万元；公司线下自 2020

年开始布局和拓展线下专卖店，2022 年线下渠道实现收入 14,931.96 万元。公

司在渠道布局方面仍有较大拓展空间，能够为公司的成长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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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 2023 年一季度的出行情况及消费需求复苏，公司 2023 年一季度经审

阅营业收入为 28,895.27 万元，同比增长 18.80%；经审阅净利润为 4,235.45 万

元，同比增长 31.34%；经审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4,128.07 万元，同比增长 31.49%。 

因此，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所处行业市场前景广阔，具有成长性。 

2、公司的创新、创造、创意特征 

（1）通过大单品战略积极推动产品创意与创新 

公司秉承“以用户为中心，做超出用户期望的产品”的行动指南，以大单品

战略为指导方针，依靠敏锐的商业嗅觉和长期的市场调研，成功塑造出一系列具

有市场影响力的创新性大单品。公司在产品设计中坚持原创设计，通过搭建创意、

科技、艺术、健康等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型团队，推进创意设计和产品创新，

设计出兼具时尚美观与健康实用的产品。公司践行产品开发与升级迭代并进的产

品策略，积极推动产品创意设计和产品创新，依靠多品类、多应用场景、多技术

路径打造多元立体的产品矩阵，实现了清晰全面的产品布局。 

公司产品立足于“大型设备小型化，小型设备穿戴化”的设计理念，精准地

把握了消费者诉求、针对性地解决了用户痛点。以可穿戴颈椎按摩仪为例，公司

关注到市场上传统小型按摩器具产品普遍存在体积大、重量沉、按摩功效表层化

的现象，与消费者对产品功能性和灵活性优化的诉求不相符。因此公司从康复理

疗学科理论出发，在脉冲电流的技术路径上进行研发升级，将大型理疗设备所使

用的电、光、热、磁等物理因子调制为适用的频率和强度，并搭载到轻量化设计

的环状产品形态中，在实现深层次按摩功效的同时，使得产品具备了日常可穿戴

特征。 

公司产品设计始终引领市场，所推出的智能可穿戴健康产品取得了良好的市

场反响，在各细分市场销量领先，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充分认可，不仅获得国家

级、省级设计大奖，而且多次获得德国红点设计（Red Dot）奖、汉诺威工业（iF）

设计奖等国际设计大奖。 

（2）通过系统规划与长期的研发投入，完成了较全面和具有竞争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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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为创新和创造提供动力与支持 

公司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技术资源与应用方案，并基于短中长期的产品规划

与发展战略，制定了详细的技术规划谱系，将其产品开发所涉及的技术领域横向

划分为多个具体技术分支，纵向划分为前沿技术、关键技术与通用技术。公司根

据该技术规划谱系，将通用技术综合运用于公司的产品中，并积极开展关键技术

和前沿技术的深入研究。通过系统的技术规划与长期的研发投入，公司完成了较

全面的技术布局，所掌握的技术已具备了一定的行业先进性和领先性。 

目前，公司核心技术已覆盖可穿戴工业设计技术、物联化及智能化技术、小

型化物理健康技术、先进材料工艺技术等多个领域，核心技术的沉淀为公司产品

持续的功能优化与技术迭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支持。 

（3）完善的产品开发流程与现代化管理运营为创新创意的转化提供坚实基

础 

公司充分利用 IPD 产品开发流程中的各项优势，建立了一套逻辑清晰、合

理完善的产品开发流程，并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不断修正，使其充分符合自身

实际需求，从而实现了产品开发的全流程管理管控，提高了产品的开发成功率和

市场满意度，也实现了创新创意的高效转化。 

公司整体管理呈现出年轻化、扁平化、开放化、信息化等特征，将“鼓励创

新、包容失败”的理念传递到员工心中，并通过主动吸纳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研

究领域、不同资历经验的研发型人才，推动跨学科的思维碰撞和化学反应。公司

尊重人才、崇尚专业，建立双通道晋升发展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研发人员的创

新激情和研发活力，通过现代化的管理运营为创新创意的转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新旧产业融合情况 

（1）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 

公司的核心技术来源于自主研发，系基于对用户使用习惯和偏好进行深入理

解后，充分结合前沿理论技术、生产工艺实践，并通过长期的研发投入而取得的

成果，具有一定的行业开创性和技术领先性。公司持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通过长期积累形成多项核心技术并取得斐然的业内声誉，获得了广东省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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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多项认证。 

截至 2022年末公司共有研发人员 172人，2022年研发投入 9,785.81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10.82%；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持有1,571

项专利，包括 69 项发明专利、1,148 项实用新型专利、311 项外观设计专利，以

及 43 项境外专利。基于在业内享有的声誉和认可，公司参与工信部组织的“2021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牵头起草了《家用和类似用途低

频按摩仪》行业标准，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传递健康正能量的品牌内涵，为行业

的健康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专业化分工、分离式研发、产销研联动等模式创新，推动公司高质量

发展 

在渠道拓展方面，为贯彻合作共赢的运营理念，公司完成了以经销模式为主

的销售模式转型，将渠道运营交付予行业内具备丰富终端零售经验的经销商负责。

对于线上渠道，公司遴选了一批具有丰富线上运营与团队管理经验的经销商，将

线上电商平台通过授权形式交付予经销商具体运营；对于线下渠道，公司则选择

与一批具有充足线下渠道资源经销商合作，开拓市场。公司通过产业链的专业化

分工与合作实现了资源的充分调动，提高了公司的运营效率和经营质量。 

在产品研发方面，公司设立了产品研发中心和技术研究院，将产品开发与技

术预研的职能分离。产品研发中心为技术研究院提供技术突破的目标与方向，技

术研究院为产品研发中心提供产品开发的动力与支撑，二者交叉融合、相辅相成，

共同构建了多维度的研发体系。同时，公司通过销售端、研发端与生产端的有效

联动，实现了产销研一体化。 

上述先进的运营理念与创新的运营模式，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及综合竞争力

的提升提供了多重保障，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3）借助互联网与新媒体构建创新融合的立体式营销网络，实现业态创新 

公司自创立初期即已开展电商运营，沉淀了深厚的互联网底蕴。公司一方面

充分利用线上渠道链路短、传播效率高、触达群体广的天然优势，经过十余年的

深耕实现了主流电商平台的全面覆盖；另一方面紧跟新媒体时代发展潮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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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媒体营销渠道多元化和立体化特征，通过明星代言、网络直播、综艺植入、

梯媒广告、跨界合作等全方位进行品牌传播和产品展示，奠定了 SKG 品牌的线

上渠道强势地位。 

与此同时，公司将线上渠道打造的品牌基本盘延伸至线下，通过线下门店场

景化营销等渠道实现消费群体精准触达，积极推动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构建创

新融合的立体式营销网络，实现对多渠道消费群体的覆盖。 

（4）积极推进新旧产业融合，为行业持续注入新的动能 

公司积极推进技术研发与设计创新，针对市场上传统小型按摩器具的产品设

计与功能等不能满足用户持续发展需求的问题，通过持续优化的技术研发与产业

应用，将可穿戴工业设计技术、物联化及智能化技术、小型化物理健康技术、先

进材料工艺技术等新技术融入传统小型按摩器具。同时，公司积极推进产品创意

设计，开发出兼具时尚美观与健康实用的产品，赢得了广大消费群体的认同。公

司运用技术创新与创意设计积极推进新旧产业融合，为行业持续注入新的动能。 

综上所述，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为个人与家庭提供智能可穿戴健康产品的高新

技术企业，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性，具备较好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

创新、创造、创意特征，符合创业板定位的相关要求。 

（二）发行人符合《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规定的创业板条件 

1、符合《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三条之规定 

根据《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三条相关规定： 

本所支持和鼓励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申报在创业板发

行上市： 

1、最近三年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5%，最近一年研发投入金额不低

于 1,000 万元，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0%； 

2、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

合增长率不低于 20%； 

3、属于制造业优化升级、现代服务业或者数字经济等现代产业体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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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30%。 

最近一年营业收入金额达到 3 亿元的企业，或者按照《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

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则申报创业板的已境外上市红

筹企业，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要求。 

最近三年（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研发投入累计为 21,972.45 万元，超

过 5,000 万元，且公司最近一年（2022 年）营业收入为 9.05 亿元，超过 3 亿元。

因此，公司满足《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三条的规定。 

2、符合《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五条之规定 

根据《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五条相关规定： 

属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相关规定中下列行业的企业，原则上不支持其申报在

创业板发行上市，但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自动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企业除外：（一）农林牧

渔业；（二）采矿业；（三）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四）纺织业；（五）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七）建筑

业；（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九）住宿和餐饮业；（十）金融业；（十一）

房地产业；（十二）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禁止产能过剩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行业，以及从事

学前教育、学科类培训、类金融业务的企业在创业板发行上市。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国家统计局令第

23 号），公司所处行业“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符合国家战略规划。 

因此，公司不属于《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不支持及禁止的相关行业，符合

《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五条的规定。 

 （三）保荐人的核查内容及核查过程 

1、访谈发行人研发负责人，了解发行人技术优势的具体体现，主要产品的

技术应用情况，新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具体安排，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技术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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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等， 

2、查阅公司研发费用核算办法、研发内控制度以及《模具管理规范》，获取

发行人《模具管理台账》并抽查模具采购领用记录； 

3、获取发行人产品开发及升级迭代的资料，查阅发行人产品更新迭代情况；

查阅发行人主要产品于天猫和京东平台的市场数据，获得发行人取得的主要资质

证书和奖项文件。 

4、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的收入明细表，对报告期各期的销售收入执行分析

性程序；对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进行函证，对收入真实性、准确性进行确认； 

5、查阅欧睿咨询出具的《市场地位声明函》以及相关工作底稿，访谈了解

欧睿咨询的工作过程； 

6、查阅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相关资料，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相关规则等文件；

查阅行业标准起草过程中的标准草案、立项评审、会议纪要等一系列资料；了解

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规模；获取发行人收入明细表，测算发行人市场占有率； 

7、访谈发行人董事长，了解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发行人经营

的主要因素、风险、应对措施。 

八、保荐人关于本次证券上市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市条件的说明 

1、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项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36,000.00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不超

过 5,000.00 万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 40,000.00 万股，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二）项的规定。 

3、发行人本次发行不超过 5,000.00 万股，发行后股本总额超过 4 亿元，公

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10%，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

（三）项的规定。 

4、发行人 2022 年和 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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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0,309.71万元和13,151.92万元，满足《上市规则》

第 2.1.2 条第（一）项“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的标准，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四）项的规定。 

5、发行人符合深交所规定的其他上市条件，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

（五）项的规定。 

综上，本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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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的工作安排如下：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

进行持续督导。 

督导发行人履行有关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信守承诺和信息

披露等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

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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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上市公司向交易所提交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交易所提交

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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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及时向交易所报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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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交易所报告。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

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有关决策制度规定； 

2、参加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 

3、建立重大财务活动的通报制度； 

4、若有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行为，及

时向中国证监会、交易所报告，并发表声明。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

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依据《公司章程》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制订完善的分权管理和授权经营制度； 

2、督导发行人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完善高管人员的

薪酬体系； 

3、对高管人员的故意违法违规的行为，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并发表声明。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

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根据实际情

况对关联交易决策权力和程序做出相应的规定； 

2、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中有关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

回避的规定； 

3、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告关联交易事

项； 

4、督导发行人采取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

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

承诺事项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投资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 

2、要求发行人定期通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因不可抗力致使募集资金运用出现异常或未能履行承诺的，

督导发行人及时进行公告； 

4、对确因市场等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而需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变更，关注发行人变更的比

例，并督导发行人及时公告。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

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对外担保的

决策程序； 

2、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告对外担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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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项； 

3、对发行人违规提供对外担保的行为，及时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发表声明。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

主要约定 

1、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 

2、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

配合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的

相关约定 

1、督促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

关约定； 

2、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在疑义的，督促中介机构做

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在保荐期间与发行人及时有效沟通，督导发行人更好地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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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保荐人关于本项目的推荐结论 

本次发行申请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保荐人已按

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

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并具备相应的保荐工作底稿支持。 

保荐人认为：本次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规定；

中信建投证券同意作为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并承担保荐人的相应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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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签名：                

                     林东悦                            

 

保荐代表人签名：                                           

                     方逸峰               沈杰           

 

内核负责人签名：                                               

                            张耀坤                   

 

保荐业务负责人签名：                                          

                            刘乃生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名：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