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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2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详见附件名单 

时间 2020年 05月 11日下午 2点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总裁丁伟、董事会秘书王锡林、财务总监罗芳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交流纪要： 

本次投资者交流主要分为 2 部分，首先由公司总裁丁伟先生就公司最近的经营情况进行了介绍，

然后公司领导就参会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互动。 

一、近期经营情况更新 

5月 10日晚间，公司发布临时公告，科华生物第一大股东 LAL公司和格力地产下属的全资子公司

珠海保联签署了股权转让的协议，转让完成后珠海保联将成为科华生物的第一大股东。我们感谢方源

资本这些年来对科华发展提出的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同时也欢迎格力地产能够长期的持有公司，看好

科华的发展，能够与我们全体股东共同见证科华的成长所带来的价值回报。 

股东在变化，但科华的发展战略依旧沿着原有的既定方针前进。最近三年，我们一直围绕着一个

核心思想是以产品为核心，市场为导向，具体的说是在推动“新科华、新产品、新增长”当中重点布

局。关于新产品最近几个季度是一个亮点，北极星系列全自动模块式生化发光体系有三个系统在去年

11月份取得了注册证。今年初开始了新产品上市，并在上海等地的医院实现了装机，今年会是一个装

机和上市的大年。240 速发光免疫分析系统预计在二季度上市，台式机 180 速发光免疫系统预计在三

季度上市，免疫生化一体机将在下半年推出，充分体现了北极星系列全自动模块式的优势。去年年底，

与成都爱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积极部署 POCT发光的市场，今年上半年会进入销售。 

分子诊断也成为亮点，天隆科技 19 年全年收入达到 3.2 亿，主要是 30 个注册证和不同产品在代



理业务转为自产产品时，在利润和产品端都有较大的爆发点。今年一季度继续发力，天隆收入达到 1.34

亿。我们认为越来越多的新项目，在疫情当中会变成常规项目。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在三级医院、二

级医院、一级医院对于分子诊断进行了重点布局，成为有力的推动。天隆科技在 PCR 平台中，无论从

宽度还是深度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新上市的全自动核酸工作站、核酸提取仪以及自产的扩增仪在各

子行业的占有率很高。在第一季度中，尽管受疫情影响，还是达到了很高的增速。一季度科华完成了

血筛和血筛二代临床 10 万人次的验证工作，现在进入报证阶段，争取在 2021 年取得注册证。和我们

合作的奥然生物 PCR 一体机一季度成功研发，上海市应急征用紧急投入疫情防控。在三月底，奥然生

物获得了深创投的投资，获得了六千万的融资，后续我们也会和奥然生物在 POCT方面进一步合作。 

疫情爆发后，在常规业务上受到一定的冲击，在常规的生化和免疫产品中一季度面临较大的挑战，

这与在医院里除了发热急诊，其他业务的门诊量下滑有关。在装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武汉采购

100 台 800速的机器，对于后续的发展有帮助。在三月下旬和四月上旬，医院门诊量开始恢复，接下来

三级医院住院病人人数的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试剂方面的流量。尽管尚未恢复到常规情况，但是趋势已

经比较明显。预计在二季度末和三季度在基层医院全民医保体检项目的恢复也会对业务有较大的促进

作用。疫情当中，分子诊断业务取得了爆发性的增长，科华积极配合天隆，协同效应显著。在一季度

末和二季度，出口业务越来越重要，取得了欧盟市场自由销售证书，进入了国家的出口白名单。在意

大利的 TGS布局，有约 80人的团队，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科华产品在意大利疫情爆发后进行

了临床验证，结果非常好，得到了意大利专家的认可，进入了官方采购渠道，签约了产品订单。一季

度的 TGS收入增长了 25%。二季度预计，在进口和出口恢复的情况下，意大利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出

口业务在新冠试剂业务上会有所帮助。科华在全球布局和产品线集分子、免疫、生化为一体的综合打

法在新形势下有重大意义。之后，在国内医院检验科业务逐步恢复，新产品有较大的平台上市的情况

下，今年的装机会达到较高的高度。对于自产的生化免疫北极星系列产品进入二级、三级医院很有信

心。 

2019年全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了 24.14亿元，同比增长了 21%，归母净利润 2.02亿元，同比下降

约 2%，扣非归母净利润达到 1.83 亿元，同比增长约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达到 2.49亿元，

同比增长了 96%，19年末公司净资产达到 23.57 亿元，同比增长了 8%。一季报中营业收入达到了 5.35

亿元，同比增长 6%，归母净利润 5000 万元，同比增长了 0.8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达到 5545

万元，有大幅提升，三月末公司净资产达到 24.08亿元，同比增长了 2%。 

 

 



二、问答环节： 

Q：240 速和 180速的发光预期上市时间是什么时候？今年生化和免疫的预期装机台数是多少？一

季度受影响的情况下，后期如何补足？ 

A：2400 正在上市途中，在二三级医院铺开是在第二季度开始。1800 的铺开预计在下半年第三季

度末左右上市。我们也正在研发高速的发光机器，主要还是发光和生化的一体化。这些都是模块机，

可以进行生化、发光的联机等组合，使我们可以更灵活地服务客户。预计今年生化发光在大几百到一

千台左右的装机量。上半年侧重于生化装机。 

 

Q：对于这个级别的生化发光，每台的试剂拉动量达到 30-40万？ 

A：传统进口的 2000 速的生化可以达到 60-80 万的拉动量，由于我们在性价比各方面有优势，可

以达到 40万左右的量。发光争取也能达到这样的数字。 

 

Q：发光试剂项目的情况是怎样的？主要覆盖哪几个大类？ 

A：大概有 38个项目有注册证。甲功、性激素、炎症类及一部分传染病。 

 

Q：发光获证为什么先甲功和激素类的产品？ 

A：我们结合小分子的积累，有两个竞争切入点，一个是体系化，全部仪器自产的厂家在国内不多，

减少了成本；另一个是项目切入，例如甲功、激素和 PCT 项目在临床验证方面尽量做精，套餐的深度

和性能在发光业务中比较重要。 

 

Q：主要的目标客户是否以二级医院为主？ 

A：生化装机方面，三级和二级都有，三级医院中以门诊、急诊居多，这些医院部分会使用进口产

品，二甲医院中，我们作为检验科主打机型。在发光方面，是以二级医院为主。 

 

Q：后续新冠检测试剂的价格和盈利能力是怎样的？ 

A：在国内集采价格，金标和发光方面价格不错。当可选较多，且是较为开放的体系中，竞争的强

度较大。新冠检测中有 IVD 公司的情怀在，我们尽量把试剂以最快速，性价比最高的方式送到一线。

常规项目中商务因素考虑更多，新冠方面即使试剂上的利润下降，厂家依然能承受，最重要的是质量

过硬。 



 

Q：天隆的优势是在整合成套的设备，去年销售额中仪器和试剂是怎样的比例？销售模式是怎样

的？ 

A：仪器和试剂都不少。天隆自产的产品各方面精工细作，仪器上的毛利喜人。我们在封闭和开放

中取了平衡，比如提取试剂走向封闭体系，PCR平台开放为主，采购试剂的时候有政策性的导向。这个

战略目前来看比较有利，因为一方面合作伙伴很多，另一方面试剂销售会更多，以封闭为主的提取和

开放为主的扩增是我们的方向。分子部分走的分销道路，针对新产品是亚直销，例如核酸工作站在终

端的覆盖是由厂家直接介入的，积极参与销售过程，帮助建设了品牌，增加客户粘度，与生化免疫不

同。 

 

Q：天隆一季度的收入中有多少和新冠相关，有多少是常规项目？ 

A：差不多 1个亿，实际订单不止这个数字，因为部分产能限制的因素，这些订单会拖到二季度。

还有一部分是常规业务，与生化情况类似，病人的常规需求被抑制，预计在二三季度会成为增长动力。 

 

Q：全年是否会有较为稳健的增长，新冠也会贡献一定的成绩？ 

A：分子诊断的增长应该会在 20%以上。天隆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更快，因为疫情会压制常规项目的

增长。接下来的驱动力可能与国家政策有关，疫情爆发之后，大家认识到了临床 PCR 实验室建设的重

要性，国务院的多个政策和卫健委的导向都是向这个方向发展。接下来的业务可能和国家建立 PCR 实

验室的趋势相符合。 

 

Q：生化和发光部分的常规预期是多少？ 

A：明年的总体量应该比较平稳。生化方面，项目多样性越来越高，走向体系化，呈现单位数的增

长，渠道非常重要。发光方面，其他厂家有 20%以上增长，进口厂家的增速可能没有这么高，总体大致

是在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速度。分子和 POCT这两部分的增速比较可观。 

 

Q：是否还是持有奥然生物 10%的股权？ 

A：融资之后，大概 9%左右的股权。 

 

Q：后续在 POCT布局，一部分和奥然生物合作，另一部分是自己完成，能否区分一下？ 



A：POCT 市场中，主要有免疫 POCT 和分子 POCT。分子 POCT 和奥然生物合作，更重要的是一体机

的概念，与我们的核酸工作站概念相近，用自动化的方式做分子。在试剂方面，上呼吸道、胃肠检查、

妇幼健康、术前分子筛查是比较重要的项目。去年，天隆取得了 PCR 高血压合理用药证，在做一些临

床工作，这也是我们比较重视的项目。 

 

Q：2019 年，公司分别在天坛生物、博雅、双林、蜀阳等超大型客户处中标或开始装机，对今后血

浆病毒核酸筛查试剂有积极推动的作用，可否介绍下近年来核酸血筛业务的进展？ 

A：血筛业务主要是两个细分领域，一个是血站业务，是国家政策导向，15-17年大量的从酶免到

分子造就了科华一个多亿的体量。近两年国家针对生物制品市场的新导向，类似于血站，本来血站每

年 3-5%的增长，由各个厂家竞争市场占有量，爆发期的是生物制品。对科华比较有利的是，在 18-19

年中了不少标，大概 28个生物制品厂家超过一半都中标了，开始采购分子产品，试剂的产出要到今年

下半年到明年，也能成为增长的亮点。 

 

Q：2020 年第一季度，新冠相关产品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1 亿元，国内外的贡献占比如何？第二季

度在国外有四个产品获批，借助意大利 TGS渠道实现了销售，二季度国内外新冠试剂订单情况如何？ 

A：一季度绝大多数订单来自国内，一部分是韩国和我们合作，90%以上由国内市场产生。二季度

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国外，排名第一的是快诊项目，场景不受仪器限制，各地都能使用，全世界对于快

诊产品的认可度不错。TGS在意大利接受了几百万的订单。POCT部分，会受到产能和市场竞争的影响，

目前我们还能供应；分子部分提取试剂产品作为第二梯队在做。全世界分子诊断市场竞争激烈，需求

不如 POCT快诊大。TGS 还有一部分发光产品，由我们提供原材料，他们也在开发发光产品，成熟的海

外装机有几百台，目前是看是否能推出新冠试剂用于仪器上，国外的验证道路正在进行中，取决于国

外的疫情会持续多长时间和抗体检测是否会成为复工筛查的条件。 

 

Q：关于这次股权转让，能否从管理层角度分享一下看法？ 

A：科华是个成熟的上市公司，股权相对分散，第一大股东的交易目前是第二次。非常感谢方源资

本在过去几年的帮助，新的股东加入说明了对科华平台的看好，对今后业务发展的支持。目前的精神

是合作伙伴的精神，努力把科华打造成中国 IVD企业的龙头，非常欢迎新的合作者一起达到这个目标。

从战略上来说，这是针对所有产品底蕴做出的布局，目前没有太大变化，管理层努力把事情做好，给

投资者更多的回报。 



 

Q：对于今年后续的经营展望。 

A：2020年是分水岭，对于领域来说，新冠的情况让企业感到了紧迫感，对于市场的反应需要非常

快，快速调动自己的研发、生产资源，有底蕴的公司在危机中会处理的更好，做到危中有机，如果产

品单一且偏重于局部渠道的公司将来的发展会很困难。对于科华来说也是分水岭，过去三年，我们有

好几亿对于研发的投入，在 2020 年有了新的产品，在这两年会有重大突破，借助新冠国际化到下半年

新机器装机，科华强势介入免疫发光和生化相结合的领域中充满信心。 

 

Q：安图和迈克都有推出流水线的产品，这会对公司的新装产品造成一定的压力，公司会考虑如何

应对？ 

A：机会大于压力，三级医院中流水线的覆盖率超过 90%，在自动化需求大的医院中，流水线的覆

盖率不超过 15%，在这一部分是国内企业的优势，性价比和自动化的后发制人。如果不能完全自产，成

本压力对于这个客户群的压力相当大，国内真正有生产高速的发光机器、流水线机器的企业不多，更

多是配套国外的产品进行补充，这样对成本要求很高。我们的免疫生化一体机也在研发全自动的流水

线，更有吸引力，可以带动产品进入更多终端，这部分市场仍是空白。 

 

Q：分子诊断是增速最快的，和行业发展趋势相同，公司的免疫和生化的收入占比是什么情况？天

隆科技收入结构如何？ 

A：科华生物的收入接近一半是代理产品，自产业务 12 亿元左右，其中分子占比相当高，去年达

到 4 亿元多，生化其次，第三是免疫，传统免疫大于发光。今后发展的方向是在生化和发光的空间比

较大。天隆科技几乎全是分子部分。 

 

Q：参考迈瑞的发展路径，仪器对于试剂的拉动是可以期待的？ 

A：是的，血球是封闭体系，分子的道路是从开放到半封闭再到封闭的道路，分子领域仪器的利润

率也是不错的。 

 

日期 2020年 05月 12 日 

 

  



附件： 

调研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陈云章 博裕基金 27 范洁 前海开源 

2 谭飞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 张素豪 上海固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飞腾 东北大学 29 张静 上海晶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 杨梦朝 东方阿尔法基金 30 沈一洲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刘华珺 东方资产 31 沈一洲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 王立立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 路晶鹏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龙岳 分公司客户领导 33 许希晨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 于江勇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 王乐 泰康资产 

9 李晓博 广发基金 35 李云鹏 天风自营 

10 吴翰 国投瑞银 36 邱满茜 统一投信 

11 吴翰 国投瑞银 37 张林 五矿资本 

12 吴翰 国投瑞银 38 冯皓琪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金熙仁 韩华资产 39 肖虎 香港启元资本 

14 王洋 杭州西和资产 40 孙明达 新华基金 

15 许晓文 和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 周锐深圳 兴业客户 

16 房晓 华安资产 42 朱新彦 兴业证券 

17 房晓 华安资产 43 朱新彦 兴业证券 

18 郑煜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 肖洁 长安 

19 黄志刚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 周思聪 长盛基金 

20 王玉殷 家和基金 46 郝征 长盛基金 

21 陈林立 景林投资 47 徐文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 

22 孙振宁 景林资产 48 魏晶 中和资本 

23 欧阳之光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 温燕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胡艳宇 凯银投资兆石投资 50 兰兰 中金基金 

25 Katherine Lu 醴泽资本（LYZZ Capital） 51 李鹤群 中投公司 

26 周山人 六禾投资 52 鲍冲 中信建投资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