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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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汇添富、国泰基金、东方红、华安证券、国盛证券、申万宏源证券、

上海弈术投资、上海枫池资产、上海天戈投资、国信证券、海通证

券、华福证券、光大证券、上海证研投资、浙江宁聚投资、青岛永

安信邦投资、西部证券、湘财证券、上海胜帮私募基金、上海呈瑞

投资、上海锐耐私募基金、渤海汇金证券资管、深圳前海国丰、工

银瑞信基金、上海正淄资管、上海贵源投资、天风证券、绵阳高新

旗胜投资、上海安宇私募基金、深圳吉石资本、太平洋证券、上海

华余投资、上海海能证券、国联安基金、兴银基金、太平资产、健

顺投资、华安基金等（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4 年 5 月 8 日 

地点 上海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副总经理 陈应惠、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彭云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交流会议主要采取问答的形式，公司参会人员就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给予现场解答，帮助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公司参会人员在会议过程中遵循了投资者关系管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等规定。交流主要内容如下： 

 

1、请公司介绍一下 2024 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实现扭亏的原因。 



答：2024 年一季度，公司管理层狠抓降本增效工作，他唑巴坦

等产品单耗和成本进一步下降，VC 项目各方面都在持续改进，综合

使得毛利率同比增长，同时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均有

不同幅度的下降；另外，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1000 万元。 

 

2、公司合成生物板块后续的布局思路？扩产节奏如何？ 

答：富祥微生物蛋白具有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低糖、低脂

肪、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生产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等特点，

并含有 18 种氨基酸。在发展策略上，公司选择优先探索高蛋白食品、

健康饮料等高端领域市场，充分发挥产品优势。 

同时，公司拥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菌株，且产品具

有高效率、低消耗、可持续、更健康的特点。 

为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在已完成 1200 吨年产能的基础上，投资

建设年产 20 万吨微生物蛋白及其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期），该项

目建成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2 万吨微生物蛋白以及 5 万吨氨基酸水溶

肥的规模，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3、合成生物业务与公司此前业务有什么关联？公司是如何关注

到微生物蛋白的？ 

答：公司医药产品在制备过程中需要用到较多生物发酵制品，

为完善公司“起始原料-医药中间体-原料药”的产业布局，公司自建

有多功能合成生物-生物发酵产线，实现多种重要医药原料自产自

供。基于公司合成生物-生物发酵装置较强的硬件通用性，以及深厚

的生物发酵技术经验，2023 年上半年，公司与客户合作，以葡萄糖、

水等为原料，通过生物质发酵技术进行生产，试制成功了微生物蛋

白。目前已成功实现了吨级产品产业化。 

 



4、微生物蛋白是如何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的？ 

答：近年来，传统畜牧业产生的温室气体占据全球 15%，已超

过地球所有交通工具排放量之和，全球每年耕地荒漠化中有 30%因

畜牧业所致，畜牧业每分钟消耗全球约 7 个足球场大小的森林植被，

人口规模激增带来的肉类需求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生

态平衡，因此，发掘更多的“食品新能源”成为迫切的需求。 

微生物蛋白的生产仅消耗葡萄糖、水、氨、空气、部分微量元

素等原料，经由发酵技术，最终生成微生物蛋白，能有效减少环境

污染和资源浪费，可以在应对气候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微生物蛋白通过生物发酵等途径来合成蛋白质，生产效

率高、产量大、蛋白营养全面，相较于传统的种植和畜牧业，大大

降低了对于土地资源的依赖。在目前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符合

国家“大食物观”发展战略和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方向，是实现我

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基于人造蛋白的诸多优势，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支持人造

蛋白行业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

展规划》，明确指出包括合成生物学在内的生物经济是未来公司经济

转型的新动力，并提出了探索研发“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实现

食品工业迭代升级，降低传统养殖业带来的环境资源压力。2022 年

习主席在参加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讲

到“要树立大食物观”，要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

要热量、要蛋白。2023 年 9 月 27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

海市加快合成生物创新策源打造高端生物制造产业集群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明确提出在消费品领域，重点发展人造肉、特医

食品和保健食品等细分赛道。 

 



5、公司医药板块 2023 年有哪些进展？公司如何看待原材料成

本的价格走势？ 

答：舒巴坦：受流感频发等因素影响，下游需求旺盛。短期供

给端产能较为紧张，公司已积极通过现有设备改造、工艺优化、合

理安排排班等措施，一定程度扩大了产能。 

他唑巴坦：2023 年，公司成功开发了三氮唑工艺的他唑巴坦，

并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相关生产车间及生产线

也通过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有利于推动三氮唑工艺他唑巴坦原

料药产品在国内外上市销售。此外，公司积极往下游延展，开发了

无菌冻干原料药他唑巴坦钠，并已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

通知书》。 

培南：培南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中间体 4-AA 价格回落较多。在

此背景下，公司培南生产线深度挖潜，通过工艺替代等措施，努力

降低生产成本，使得培南生产线生产成本达到历史最低值。 

6-APA 成本方面：2023 年他唑巴坦、舒巴坦主要原材料 6-APA

产品价格有所波动，但整体仍处于高位。根据外媒 Indian Pharma Post

报道，印度厂商阿拉宾度在安得拉邦投资建设了年产 3600 吨 6-APA

生产线。随着市场供给增加，预计 6-APA 价格会有所回落。 

 

6、公司新能源电解液添加剂板块的优势是什么？ 

答：公司基于多年来在医药行业累积形成的质量管理经验与

EHS 管理能力，以及扎实的化工工艺和工程装备技术，正在进行锂

电池电解液领域 VC（碳酸亚乙烯酯）、FEC（氟代碳酸乙烯酯）、BOB

（双草酸硼酸锂）、LiFSI（双氟磺酰亚胺锂）多品种布局，努力打

造一站式锂电池电解液原料供应平台。 

公司作为行业的后进入者，在工艺选择、设备自动化等方面有

后发优势。目前公司已具备年产 8000 吨 VC 产品和年产 1000 吨 FEC



产品的产能。2023 年度，出货量达 5081 吨。公司锂电池电解液添加

剂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7,509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 17%。据统

计，公司 VC 产品出货量已位居市场前列。客户方面，公司已与市

场上主要的锂电池电解液厂商天赐材料、新宙邦等建立稳定合作关

系。 

公司现已构建从 EC—CEC—VC/FEC 产品链以及相关副产物循

环利用体系，此外公司还通过优化、更新生产工艺和装备，积极打

造循环经济体系，提高三废综合利用水平，使产品毛利率不断提升。 

 

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公司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05 月 0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