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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坛生物”或“公司”）

的综合产能与盈利能力、丰富产品结构、促进创新研发、优化资本结构以及增强

资金实力，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并用于投资血液制品相关生产建设、研发试验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34,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计

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成都蓉生重组凝血因子生产车间建

设项目 
成都蓉生 49,614.41 39,000.00 

2 
上海血制云南生物制品产业化基地

项目 
上海血制 165,508.41 109,000.00 

3 兰州血制产业化基地项目 兰州血制 128,657.33 96,000.00 

4 成都蓉生血液制品临床研究项目 成都蓉生 23,947.82 1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天坛生物 80,000.00 80,000.00 

合计 447,727.97 334,000.00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切实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

金需求，在不新增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可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

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优先顺序进行适当调

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成都蓉生重组凝血因子生产车间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在天府生物城永安血制建设项目基地内新建重组凝血因子生产车



 

3 
 

间及动物房。其中，重组凝血因子生产车间主要包括重组人凝血因子原液车间、

西林瓶冻干车间、重组产品小试中试研发区域及配套制水、冷冻空压等，同时建

设与之配套的工艺管道系统、通风空调系统、消防系统等；动物房主要用于满足

重组凝血因子生产车间产品检定要求；另外配套建设厂区地下车库，满足厂区停

车需求。 

2、项目建设的背景和必要性 

（1）我国重组凝血因子市场存在缺口 

血友病是一组遗传性凝血酶生成障碍引起的出血性疾病。根据患者血液中先

天缺乏凝血因子的不同，血友病可分为血友病A、血友病B及遗传性 FⅪ缺乏症，

血友病的病人由于血液中缺乏某些特定的凝血因子，如不及时补充凝血因子产品，

会出现自发出血以及出血后无法止血的严重病症，并且大部分血友病人会由于关

节自发出血引起关节肿大畸形而致残。其中，以凝血因子Ⅷ（Coagulation factor Ⅷ, 

FⅧ）缺乏或功能缺陷导致的血友病 A 最为常见，约占血友病的 80-85%。 

由于使用凝血因子Ⅷ对血友病 A 进行的替代治疗法有显著的效果，自 20 世

纪 60 年代以来，凝血因子Ⅷ产品的市场一直在快速发展。特别是在 1992 年首个

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上市，凝血因子Ⅷ产品走出了原料血浆来源的限制，整个

凝血因子市场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也让血友病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在发达国家，

重组凝血因子Ⅷ产品的使用已经远远超过血源性产品。据统计，2016 年全球凝

血因子Ⅷ产品的使用达到 99.86 亿 IU，其中重组产品占 66%。目前国外已有 8

家企业的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上市销售，出口我国的有 3 家企业。根据中国

2019 年的批签发数据，我国全年使用凝血因子Ⅷ产品（含进口和血源产品）为

6.93 亿 IU，其中 50.31%为重组产品，全部重组产品均依靠进口。 

在人均使用量方面，发达国家凝血因子产品供应充足，主要用于血友病 A

患者的预防性治疗，居民人均使用量超过 4IU；而中低收入国家，居民人均使用

量低于 0.5IU。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血友病治疗指导原则，按需用药的及格线为

居民人均使用量 1IU，即我国凝血因子Ⅷ产品的年需求量及格线为 14 亿 IU，我

国人均用量未达到按需用药及格水平的一半。随着我国居民经济实力的提升和重

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进入医保目录，国内患者对于凝血因子产品的需求会逐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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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参考全球市场使用情况，国内重组凝血因子产品市场占有率预计将逐步提升

至 60%-70%，而我国目前无国产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上市，主要依赖进口，

因此市场存在一定缺口。 

（2） 满足新产品的产业化需求 

截至预案公告日，成都蓉生自主研发的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已获得临床批

件，正在进行临床Ⅲ期试验。但目前成都蓉生并无重组凝血因子产品的规模化生

产车间，本项目建设有助于实现该产品的产业化。 

（3）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需要 

目前，国内尚无重组凝血因子类产品上市。重组凝血因子类产品作为国家急

需用药以及罕见病用药，未来的市场存在一定缺口。天坛生物作为全国规模较大

的血液制品企业，对标定位为国际一流的血液制品企业，例如 Baxter、CSL 等，

这些企业均拥有强大的基因工程重组人凝血因子研发技术能力，均有重组人凝血

因子产品上市，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目前，公司已上市产品均

为血源类产品，根据公司规划，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属于重点开发并具有良好

市场前景的产品，待本项目建设完成后，相关产品上市及产业化生产将进一步提

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扩展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创造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为公司实现“中国领先、国际一流”的战略发展目标打下坚实的基

础。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

11 号）在主要任务中提出：推动重大药物产业化。其中要求：以临床用药需求

为导向，在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精神性疾病、高发

性免疫疾病、重大传染性疾病、罕见病等领域，重点开发具有靶向性、高选择性、

新作用机理的治疗药物，重点仿制市场潜力大、临床急需的国外专利到期药品；

加快新型抗体、蛋白及多肽等生物药研发和产业化。 

2018 年 5 月 2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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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

录》，共涉及 121 种疾病，其中第 36 条为血友病（hemophilia）。作为血友病 A

的一线治疗药物，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9 年

版）将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纳入乙类 232 号。因此，本项目涉及的重组凝血因

子产品属于国家相关政策鼓励开发的罕见病治疗药物，在审评、审批过程中可申

请优先审评，以加快产品的研发和上市步伐。 

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重组凝血因子产

品作为重组蛋白质药物，属于鼓励类目录。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国家政策要求以及企业发展定位，致力于实现重组凝

血因子产品的产业化。 

（2）公司拥有雄厚的重组凝血因子技术研发实力 

成都蓉生相关骨干技术人员均有多年从事基因工程重组产品研发的基础，具

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具备从早期研发直到规模化生产的相关经验。重组人凝血因

子Ⅷ产品相关课题获得了国家“863”计划以及四川省科技基金计划支持，体现了

公司在重组凝血因子领域的技术研发实力。 

（3）公司拥有成熟的技术工艺和质量控制优势 

成都蓉生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技术先进，实现了全工艺无血清添加，从根

本上杜绝了血源性病毒污染；采用两步病毒灭活/去除工艺，从而保障了更高的

病毒安全性。该产品与国外已上市的最新一代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技术质量水

平、有效性、安全性一致，属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 

本项目拟建于天府生物城永安血制建设项目基地内，建设标准符合中国

GMP 和欧盟 GMP 标准。公司高度重视产品质量，不断加强和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坚持严把产品质量关，持续开展质量管理人员的培训并提升培训有效性，推动企

业整体质量水平稳步提高，为项目后续建设投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4、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与投资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金额为 49,614.41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46,323.7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290.66 万元。投资明细构成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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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10,273.80 

2 安装工程费 4,917.35 

3 设备购置费 21,699.92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651.00 

5 预备费 1,781.68 

6 铺底流动资金 3,290.66 

合计 49,614.41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39,000.00万元。 

5、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24.32%，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 6.93 年，具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 

6、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所在建设用地已取得成都市双流区国土资源局出具的不动产权证书

（川（2018）双流区不动产权第 0035019 号）。 

本项目已在成都市双流区发展和改革局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川投资

备【2020-510122-27-03-462706】FGQB-0231 号）。 

本项目已取得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批复（成环评

审〔2020〕68 号）。 

（二）上海血制云南生物制品产业化基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在云南省滇中新区投资新建血液制品生产基地。建设内容包含综合

车间（含车间及仓库）、血制分离车间，设计产能投浆量 1,200 吨/年，产品包括

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人纤维蛋白原和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等；此外，

配套建设实验动物房、质检车间、乙醇回收站、危险品库、罐区、环保中心、综

合办公楼、生活服务楼、门房（含消防控制中心）等建构筑物。 

2、项目建设的背景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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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血液制品市场需求增加，产能需要升级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血液制品的临床使用量不

断增加，血液制品更多地被列入新版医保目录，血液制品临床适应症增加，以及

我国在人均血液制品使用量方面继续提升并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等推动因素，未来

血液制品的市场容量将继续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然而，公司在扩充浆站布局以

提高采浆量的同时，需保证产能的持续提升以配合更多原料血浆的投产，因此目

前的厂区、设备以及生产工艺需要同步升级，满足血液制品市场未来的需要。 

（2）上海血制现有厂区难以满足未来战略发展的需求 

上海血制现有厂区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地理位置独特，厂区四周均为居民区、

商务区等。基于城市发展整体规划、环保要求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其现有

厂房设施的运行、改造、扩建均受到限制。根据上海市规划要求，不能在现有区

域建设新车间，所以现厂区已无发展空间，严重制约着企业的产能发展和未来战

略目标的实现。上海市不符合设置浆站要求，无法实现区域性血浆资源优势。此

外，上海血制现有厂房已投入使用近 30 年，设备设施老化。随着企业的快速发

展，上海血制现有生产基地难以实现扩大产业规模的规划，新建生产基地具有必

要性。本项目建设所在地云南省滇中新区是滇中产业聚集区的核心，符合企业发

展定位，可以提供符合企业长远规划要求的建设用地。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的要求 

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发〔2016〕67

号）中指出：加快生物产业创新发展步伐，培育生物经济新动力。在“新药创制

与产业化工程”专栏中明确要求：围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体系，以

抗体药物、重组蛋白药物、新型疫苗等新兴药物为重点，推动临床紧缺的重大疾

病、多发疾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药物的新药研发、产业化和质量升级，整合

各类要素形成一批先进产品标准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技术体系，提升关键

原辅料和装备配套能力，支撑生物技术药物持续创新发展。 

本项目积极响应“健康中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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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发展战略的要求，致力于公司提质增效升级、做强做优做大主营业务。 

（2）本项目具有良好的血浆原料供应条件 

本项目将建设年投浆量 1,200 吨的产业基地，产品的主要原料来自自建单采

血浆站采集的健康血浆，公司近年来对现有浆站提质挖潜，加大血源拓展力度，

具备了良好的供应能力。 

（3）公司拥有先进的工艺技术和新工厂运维优势 

公司拥有先进的血液制品生产工艺，在制造工艺和产品质量等方面均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本项目主要工艺设备以模块化设备为主，产品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竞争优势。本项目通过自主搭建数字化工厂平台，建立企

业数据库，实现工厂数字化运维，建设信息化系统，为项目后续建设投产打下坚

实基础。 

4、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与投资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金额为 165,508.41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131,012.4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4,496.00 万元。投资明细构成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27,266.20 

2 安装工程费 14,316.90 

3 设备购置费 65,365.31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9,064.00 

5 预备费 5,000.00 

6 铺底流动资金 34,496.00 

合计 165,508.41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09,000.00 万元。 

5、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21.31%，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 8.08 年，具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 

6、项目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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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所在建设用地已取得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不动产权证书（云

（2019）官渡区不动产权第 0361688 号）。 

本项目已在云南省昆明空港区经济贸易发展局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项目代码：2020-530229-27-03-043766）。 

本项目已取得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审查批复（云空港环复〔2019〕52 号）。 

（三）兰州血制产业化基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在兰州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中生科技健康产业园区内建设血液

制品生产车间，设计产能投浆量 1,200 吨/年，产品包括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

球蛋白和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等。同时配套建设质检车间、高架仓库、污水处理站、

动力中心、危化品库、乙醇回收站、罐区及预留生产区域。 

2、项目建设的背景和必要性 

（1）血液制品在国内市场有较好发展前景 

目前我国人均血液制品用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医疗

水平的提高及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血液制品临床使用量将不断增加，市场需求

将不断扩大，血液制品行业未来仍将持续稳定增长。 

（2）兰州血制现有厂区设备老化、产能受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投产需

求 

兰州血制血液制品生产车间始建于八十年代，现有厂区设备老化，产能不足。

近年来，甘肃区域新浆站拓展工作快速推进，根据新浆站拓展过程中取得的批复

情况以及目前在营浆站的采浆量增长趋势，预计未来兰州血制下属浆站数量和血

浆采集量将大幅上升，现有车间产能将不能满足投产需求。另外，兰州血制现厂

区内的血液制品生产车间面积有限，现有厂房设施运行、改造、扩建均受到限制。

随着血浆量的逐年增长，现厂区占地难以满足产业规模扩大的需求，因此新建厂

房提升产能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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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本项目建设场地符合国家创新战略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划 

本项目位于兰州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中生科技健康产业园区内，地理区位

优势明显。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国务院 1991 年批准的首批 27 家国家高新

技术开发区之一，有较强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吸引效应，交通便利，可以满足本项

目的建设要求。 

（2）本项目在工艺技术、运维管理、生产设备上具备优势 

本项目采用先进的模块化工艺技术，可实现企业从工厂设计到运维的全生命

周期管理，建立数据库，实现工厂数字化运维，建设信息化系统。本项目工艺技

术为国内先进水平，主要生产设备以进口设备为主，产品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竞争优势。本项目实施后，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等新

产品的生产将优化兰州血制的产品结构，提高血浆综合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 

4、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与投资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金额为 128,657.33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111,415.72

万元，利旧设备 2,137.4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5,104.21 万元。投资明细构成具

体内容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20,496.90  

2 安装工程费   14,882.00  

3 设备购置费  52,006.70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785.00  

5 预备费    3,245.12  

6 利旧设备 2,137.40 

7 铺底流动资金   15,104.21  

合计           128,657.33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96,000.00万元。 

5、项目经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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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3.66%，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 9.36 年，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 

6、项目审批与环评情况 

本项目拟建设地点位于兰州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中生科技健康产业园区

内，项目用地购置手续正在办理中。 

本项目已在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局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备案（兰高新管经〔2020〕145 号）。 

本项目已取得兰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批复（兰环审

〔2020〕55 号）。 

（四）成都蓉生血液制品临床研究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①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1）项目内容 

重组人凝血因子Ⅷ由哺乳动物细胞表达，无血清灌流方式培养，再经层析工

艺、两步病毒灭活/去除工艺以及制剂工艺制备而成。本产品生产过程及最终制

剂中均无人源及动物源物质添加，与已上市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中同类型产品

的质量及技术处于同一水平。该产品目前正在开展临床Ⅲ期试验，后续将申请注

册上市许可并取得生产批件。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蓉生。 

（2）项目建设的背景与必要性 

具体请参见“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一）成都

蓉生重组凝血因子生产车间建设项目/2、项目建设的背景和必要性”。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1）公司拥有丰富的重组生物制品科研人才储备 

公司为此项目配备了一批具有丰富经验和创新能力的研发人员、多位血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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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工艺开发专家和外聘临床研究专家，以重组血液制品研发为核心目标，专业从

事重组人凝血因子类等新产品的开发。公司重视重组生物制品研发人才的培养和

储备，拥有充足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优势，为实现公司研发重组生物制品的先进性

和持续性打下了坚实基础。 

2）生产工艺技术以及产品质量较好，临床试验结果符合预期 

公司经过多年攻坚克难，突破技术壁垒，建立了完善的基因工程重组蛋白产

品开发技术平台。重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一个基因工程重组

人凝血因子产品，本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及产品质量较好。截至目前，本产品正

在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良好，符合预期。 

②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10%）（层析法） 

（1）项目内容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10%）（层析法）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采用了第

四代生产技术制备而成。该产品目前正在开展临床Ⅲ期试验，后续将申请注册上

市许可并取得生产批件。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蓉生。 

（2）项目建设的背景与必要性 

我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产品的使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未来有

较大增长空间。近年来我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产品批签发量逐渐提升，但目前中

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产品在临床应用的适应症相对发达国家较少，在免疫调节和

神经内科等领域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1）公司在人免疫球蛋白领域具有丰富的人才和技术储备 

成都蓉生作为国内首家研发成功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的血液制品企业，

在该领域研发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公司在人免疫球蛋白领域拥有专业的核心研发

团队，具有较高的研发水平和产业化能力。本产品采用了第四代生产技术，收率

和质量与已上市的低温乙醇法制备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产品相比有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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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质量与后续规模化生产具有充分保障 

成都蓉生拥有设备设施齐全的中试车间，以及在建的全新生产车间，能够提

供持续稳定的后续研发和生产保障。本产品正在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现有临床试

验数据表明产品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③人纤维蛋白原 

（1）项目内容 

人纤维蛋白原是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以离子交换层析工艺纯化，经过两步

有效的病毒灭活处理得到的产品。相对于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多步沉淀工艺产品，

本品种具有溶剂残留量更低、安全性更好、便于规模化生产等优势，目前正在开

展临床Ⅲ期试验，后续将申请注册上市许可并取得生产批件。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蓉生。 

（2）项目建设的背景与必要性 

目前，国内市场对于人纤维蛋白原的需求较大，该项目有助于优化公司的产

品结构，进一步提升在国内血液制品市场的份额。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1）成都蓉生为人纤维蛋白原的研发配备了充足的人才和技术资源 

人纤维蛋白原项目为成都蓉生重点研发项目之一。成都蓉生建立了完善的研

发质量保证体系，配备有先进的研发设施和设备，研发团队成员具有较高的血浆

蛋白研发能力，为新产品研发提供了有力技术保障。 

2）产品具有良好的工艺质量与市场竞争力 

本产品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采取冷沉淀法制备，通过离子交换层析工艺和

两步有效的病毒灭活处理制备而成，该工艺在国内已上市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中处

于领先地位，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优势和市场竞争力。本产品正在开展Ⅲ期临床

试验，现有数据表明产品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项目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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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以及临床实验方案，研发项目包括临床注册申

请、临床试验准备、临床试验研究、生产注册申请、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等主要流

程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1）临床注册申请：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 

（2）临床试验准备：进行临床试验CRO招标、临床研究机构筛选以及临床

研究方案完善； 

（3）临床试验研究：提交研究中心伦理审查并获得伦理批件；申报遗传办

并获得遗传批件（罕见病治疗药物和涉及外资背景的第三方合作单位均需申报）；

召开启动会；受试者筛选招募、入组，受试者治疗、随访；临床试验数据库清理

和答疑，数据库锁库，进行统计分析并获得统计报告，完成临床试验总结并获得

临床总结报告； 

（4）生产注册申请：申报资料技术评审、临床现场核查、生产现场检查、

GMP检查，进行综合审评；  

（5）获得药品注册批件。 

3、项目实施进度 

成都蓉生上述三项血液制品临床研究项目目前实施进度及预计实施进度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在研产品 目前实施进度 预计实施进度 

1 
重组人凝血因子
Ⅷ 

Ⅲ期临床研究 

2021 年下半年完成Ⅲ期临床试验研究；2022 年

上半年提交生产注册申请；2023 年上半年获得

药品注册批件 

2 

静注人免疫球蛋

白（pH4、10%）

（层析法） 

Ⅲ期临床研究 

2021 年下半年完成Ⅲ期临床试验研究；2022 年

上半年提交生产注册申请；2023 年下半年获得

药品注册批件 

3 人纤维蛋白原 Ⅲ期临床研究 

2021 年上半年完成Ⅲ期临床试验研究；2022 年

上半年提交生产注册申请；2023 年下半年获得

药品注册批件 

 

4、项目投资构成情况 

成都蓉生血液制品临床研究项目资本化阶段预计投资总额为23,947.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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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在研产品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投资总额 

1 
重 组人凝

血因子Ⅷ 
- 4,743.00 4,589.00 2,385.00 - 11,717.00 

2 

静 注人免

疫 球蛋白

（ pH4 、

10%）（层

析法） 

1,360.83 4,628.00 2,017.00 807.00 600.00 9,412.83 

3 
人 纤维蛋

白原 
654.99 863.00 600.00 700.00 - 2,817.99 

合计 2,015.82 10,234.00 7,206.00 3,892.00 600.00 23,947.82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0,000.00 万元。 

5、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不需要履行发改部门的核准或者备案程序，亦

不需要履行环保部门的核准或者备案程序。 

（五）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80,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以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与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资本结

构，提升短期偿债能力，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2、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公司所处的血液制品行业是高投入行业，从单采血浆站设置、血浆采集、产

品研发、临床试验、产品生产到产品实现销售，均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设备等

资源，同时占用大量流动资金。血液制品生产使用的厂房、设施以及仓库等必须

进行专业化设计，且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验收合格后才能投入生产使用，

而且血液制品生产所需的专用设备较多，重要仪器设备也价格昂贵。随着募投项

目的实施与投产、公司产能与规模的升级、以及创新研发的不断投入，公司在未

来的经营发展中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规模也将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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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48,321.54 万元、

293,105.87 万元及 328,185.96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 15%。近年来，公司业

务取得快速发展，营业收入逐年递增。随着未来业务规模的不断增长，公司对营

运资金的需求也将随之扩大。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相应流动资金，可以有效缓解公

司所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更好满足公司业务迅速发展所带来的资金需求，为公

司未来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巩固公司的行业

地位，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符合未来公司提升产能、

扩大产业布局、持续创新研发的战略规划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

效益。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增

强公司盈利能力，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提升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为公司产能扩充和新产品产业化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增

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提升，资产负债率下降，流动比率和速

动比率提升，财务风险有效地降低；通过扩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偿债

能力，优化资本结构，进一步支持公司及下属企业的未来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有

效落实。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逐步实施和投产，可使公司的市场份额、盈利能力、

未来的经营业绩得到显著提升，增强抗风险能力。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