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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IR-20250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媒体采访          □分析师会议 

□新闻发布会            □业绩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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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华创证券李婵娟、张良龙、太平洋证券李啸岩、中邮证券蔡明子、岑峻宇、

上汽颀臻（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沈怡雯、青榕资产唐明、中信资管魏巍、

长江证券（自营）蔡念恒、金科投资张诚、创金合信管理有限公司张小郭、

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忻郁松、国海医药年庆功、中信证券陈逸飞、博远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谭飞、东方证券自营部王光宇、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函、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方岑、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锐、中广云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马遥、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海、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袁建军 

时    间 2025年 04月 20日（星期日）16:00-17:00 

地    点 线上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小清先生 

财务总监李松涛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一、董事会秘书介绍公司 2024年度基本情况 

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7亿元，同比下降 19.53%，其中试剂收入 4.11亿，同比下降

17.81%，下降的主要原因系院内集采导致价格调整、ICL客户参考集采结果进行价格调整和仪器

装机放缓等因素影响。考虑到集采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公司开展了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

降低生产成本，使得公司毛利率基本稳定；同时，通过人员优化、预算管理等方式，控制公司

费用支出，2024年期间费用同比下降超过 21%，期间费用率亦有所下降。 



2024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3.50 万元，同比下降 61.37%，其降幅

超过收入的降幅。一方面，受大环境影响，公司下游客户的货款支付节奏有所延长，公司应收

账款有所增加，虽然已针对此加强了催收，总体也未出现明显无法收回的情形，但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并对部分存货和固定

资产计提了跌价准备，2024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2,725.7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 79.78%，影响了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另一方面，由于公司直接对外投资的参

股公司及产业投资基金同样受到行业政策影响，导致公司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分

别下降 176.92%和 101.50%，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影响。 

在研发方面，公司保持研发投入力度，2024年研发费用累计达 6,572.24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 15.05%，主要用于流式荧光、化学发光、PCR、质谱等多个技术平台的 70 余个项目的研发工

作，产品涉及肿标、自免、血栓、传染病等多个检测领域。2024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获得

12个 II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包括一款小型化学发光仪器 i50，可用于小型医院或大型医院的临

床科室。在研项目方面，用于宫颈癌筛查的临床研究、甲基化检测样本拓展研究均已在报告期

内完成了全部临床研究工作并提交了变更注册申请，有望于 2025年完成产品注册变更。除继续

补齐原有的产品外，还着力开发多个非集采类产品，如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细胞因子检测等均

处于研发阶段，后续将会加快成果转化。 

除自主研发外，公司也加大了投资并购的力度，以更好地拓展公司的产品矩阵。2024 年，

公司开展了首个投资并购项目，以并购引入新的、非集采类产品，2024 年末已完成了投资协议

的签署，预计会在 2025年上半年进行整合工作。该投资并购项目的实施，填补公司在真菌检测

领域产品布局的空白，有助于快速进入真菌检测领域，可进一步满足客户对于不同产品的需求，

为公司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同时，公司还参与了眼科、AI 领域的投资，为公司在创新领域的布

局奠定了基础。 

公司一直重视投资者回报。2024 年，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总金额约 2,600 万元。此外，为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

报，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报告期内公司还实施了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 1.5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2,432.70 万元；公司自上市以来已累计派发

现金股利 24,027.67 万元，占公司 IPO 募集资金总额的 44.37%。公司董事会也已提出了 2024

年度分红预案，计划继续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50元（含税），并推出了 2025年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希望能继续增强投资者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和投资信心。 



2024 年是公司受集采直接冲击的一年，虽然公司的收入、利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公司

直面集采等行业政策及其他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积极应对，不断调整公司的研发、生产及营

销管理，整体生产经营平稳有序。 

二、互动问答环节 

投资者就主要关注问题进行问答，主要内容如下： 

Q1：关注到公司在年报中提到了并购项目，能否再介绍一下？ 

A1：真菌检测市场目前规模不大，市场参与者不多。根据相关统计研究，真菌发病率其实

还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临床诊断技术的不足，侵袭性真菌病的确诊率较低，感染死亡率较高。

侵袭性真菌病在多种疾病患者中均可出现，常见于哮喘患者、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慢性阻塞性

肺病患者、ICU重症监护、艾滋病患者等，免疫低的人群其实比较容易感染。目前主要有两个产

品，真菌(1-3)-β-D 葡聚糖检测和曲霉菌半乳甘露聚糖检测，其他还有些隐球菌荚膜多糖检测

等。今年通过项目整合，可以配合我们的小型化学发光仪器 i50 联合推广。这是公司首次完成

的并购项目，后续公司将继续通过投资并购加强公司产品布局、提升收入利润规模。 

Q2：AI在体外诊断行业的运用？如何赋能？ 

A2：公司关注到了 AI在体外诊断有应用的可能性，早期内部进行了一些评估，拟通过聚焦

“一个引擎、‘研发、生产、销售、运维’四大场景、N 个痛点突破”的方式，打造公司的 AI

核心竞争力。公司在 2024年对华院计算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小额战略性投资，希望

基于华院计算认知智能引擎平台，共同开发医疗行业大模型和企业智能体，有利于加强双方在

“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布局和战略能力，包括我们也与浙江大学进行了一些合作。

目前，我们对 AI 在体外诊断应用场景上的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现在对 AI 的使用上已实现的

是“超级产品经理”、“超级工程师”，可以作为客户服务的辅助功能，为公司及终端客户便

捷地提供产品的全维度信息，可以提高客户粘度，但在收入上不会有体现。 

Q3：关注到公司 2024 年资产减值比较多，后续对这方面的规划？ 

A3：近些年公司应收账款增长比较明显，公司已关注到这个现象，在内部管理上也增加了

催收的要求。对于公司账面的应收账款，虽然还没有明显出现无法收回的情形，但公司按照会

计准则的规定做了充分的坏账计提，这对公司净利润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在 2025年度还是会继

续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工作，加强对客户的管理；对于存货部分，主要是基于审慎性原则，对部



分价格调整的库存商品做了跌价减值准备，2025年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存货周转，

减少对利润的影响。 

Q4：目前贸易战对公司 2025年原材料采购的影响？ 

A4：目前公司配套仪器多为国产仪器，关税对配套仪器方面的影响有限。在试剂方面，大

部分原材料为国内采购或自产，有少部分原材料来源于美国，公司此前也做了充足的储备，未

来会考虑寻找国产替代的方式规避贸易战对公司影响。因此，贸易战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的原材料采购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产品供应正常。 

Q5：公司降本增效措施有哪些？ 

A5：公司在 2024年开展了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包括通过降低原材料价格以及将部分低

毛利产品转移至运营成本较低的江西透景生产以降低公司的生产成本等措施；联合开发更低成

本的仪器，可有效降低仪器入院门槛，提高仪器装机量，并通过调整仪器策略，降低销售费用；

开展人员优化，以降低人员费用支出，提高人均产出。 

Q6：今年很多 IVD 公司反馈增值税税率从 3%提升到 13%，公司是否受到相关税率提升的影

响？ 

A6：之前国内出台增值税优惠政策，生物医药企业可以享受 3%的增值税，但公司综合评估

并与客户沟通后，并未采用该优惠政策，一直使用 13%（原 17%）的正常增值税率，所以取消增

值税优惠政策对公司没有任何影响。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    期 2025年 0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