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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71                                             证券简称：回盛生物 

转债代码：123132                                             转债简称：回盛转债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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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家机构） 

大成基金、长江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宏利

基金、华安证券、华创证券、华福证券、华泰证券、华夏基金、汇添富基

金、交银施罗德基金、陕西信托、申万资管、申银万国、天弘基金、西部

证券、西南证券、兴业证券、银叶投资、永赢基金、运舟资本、中庚基金、

中信证券、招商基金、鹏华基金 

时  间 2025 年 4 月 28 日 20:00-21:00 

地  点 公司会议室 

接待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杨凯杰 

董事会秘书            王庆峰 

证券事务代表          李  杏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 2024 年度及 2025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介绍 

202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0 亿元，同比增长 17.71%；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5.56 万元，同比下降 220.11%；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3.86 万元，同比下

降 45.06%。 

2024 年，面对下游养殖行业压价，兽药行业竞争加剧的困难，公司

全体员工用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引领、高效务实、艰苦奋斗、合作包容”

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厚积薄发，顺势而为，逆周期布局”，经营情况逐

季度向好。 

2024 年下半年，伴随下游养殖行业需求恢复，公司顺势而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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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营业收入较上半年增长 75.11%，第四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1,615.87 万元，实现季度扣非扭亏。 

2025 年一季度，公司化药制剂和原料药两大业务板块继续保持良好

的发展态势，单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99 亿元，同比增长 92.9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9.70 万元，同比增长 371.23%；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09.07 万元，同比增长

511.54%。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二、投资者主要提问及公司回复 

1、请问公司经营情况逐季度改善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回答：近年来，公司始终围绕既定发展战略不动摇，以科技创新为发

展驱动力，纵向布局上游原料药产业，横向布局宠物、禽类、反刍、水产

等板块，打造集“原料药+兽药制剂+动物保健”的综合性动保公司。公司

在销售拓展、产品质量、技术服务、品牌形象、生产成本等方面的竞争力

进一步增强。前期募投项目全部投产后，固定资产折旧和可转债费用化利

息趋于稳定，制剂与原料药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所发挥的边际效应对公司盈

利能力变化呈现出积极作用。 

 

2、今年以来泰乐菌素与泰万菌素原料药价格持续上涨，主要原因是

什么？公司原料药技改项目产能增加较大，产能是否能有效释放？ 

回答：近年来，原料药行业竞争激烈，原料药价格降幅明显，原料药

企业端盈利减弱。目前，行业内卷态势缓和，原料药生产企业开始聚焦自

身核心优势产品，注重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及盈利能力提升。同时，随着泰

万菌素制剂用于“蓝耳病”防控普及度的提升，泰万菌素原料药市场需求

也在不断增长。 

“原料-制剂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提升了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在微

生物发酵领域投入了较多研发资源，通过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优化发酵、

改进工艺、降低能耗费用等方式不断优化生产成本，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

验。公司在国内外市场拓展顺利，现有原料药产能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泰乐菌素原料药是多种广泛使用的兽用抗菌类药物的原料药，可用于生产

泰万菌素类产品、泰乐菌素制剂、泰地罗新、替米考星类等产品。当前，

公司原料药产能已显不足，本次对原料药产线进行技改升级可充分利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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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线公共工程，仅需投入有限资金即可实现产值大幅提升，进一步优化

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公司盈利水平。 

 

3、公司对可转债进行提前赎回基于怎样的考虑？ 

回答：公司提前赎回可转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1）降低

财务费用，增厚净利润。近年来，市场利率下行幅度较大，而公司可转债

实际利率较高，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提前赎回可转债将为

公司节省财务费用约 3,000 万元。（2）降低资产负债率，控制经营风险。

2024 年可转债市场发生的流动性风险事件，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了

不利影响。未来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则会对公司经营战略的实施产生不

必要的干扰。（3）调整资源分配，提升盈利能力。公司在制剂和原料药

方面的产能布局基本完成，经济效应逐步呈现。市场环境与竞争格局在不

断变化，不进则退。为此，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投入力度，聚焦

新兽药的开发，提升产品竞争力；深化“原料-制剂一体化”战略，不断

优化产品性能和产业链结构，构建竞争优势；完善宠物业务板块布局，打

造新的业务增长级；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降低国内

业务周期性影响。 

 

4、公司在产品创新方面有哪些新进展？ 

回答：2024 年度，公司研发成果实现数量、质量双提升。公司通过

合成生物学、基因组学技术方式，实现了微生物发酵技术的突破式创新；

通过优化微生物发酵工艺、配方，实现单批发酵成本、杂质组分的显著下

降；制剂新品持续落地，全年获批贞芪颗粒、加米霉素注射液、环孢菌素

口服液 3 个新药批文，7 个新兽药通过技术评审，新增比对、报批文产品

40 个；科研合作不断扩大“朋友圈”，2024 年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华

中农业大学、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企业广泛合作，参与国

家“卡脖子项目”3 项，承担“湖北省农业科技攻关项目”1 项，共同开

发新药 11 项，加深了对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2025 年，公司将加快新药报批与转产效率。按计划推进新兽药、比

对类产品获批，确保转产一次性成功。整合研发资源，加快组织创新。依

托华农-回盛研究院组建 AI+创新药、合成生物学、宠物抗体药等新型研

发平台，聚焦重点前沿性产品创新。强化与国内外同行企业、科研院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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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药开发方面的合作。加大产品立项与转化力度，增加新产品立项不少

于 20 项。 

 

5、公司在宠物药品业务方面有什么规划？ 

回答：宠物药品板块属于公司重点发展方向之一。随着经济动物药品

与原料板块布局基本完成，公司将调整资源分配，加大在宠物药品研发及

市场渠道建设方面投入。公司宠物药品主要涉及宠物驱虫类、解热镇痛类、

皮肤用药、内科疾病类及功能性保健品等细分领域。截至目前，公司已取

得 8 个宠物用新兽药证书，已有 20 款宠物药品及 16 款宠物保健品先后上

市。其中 2025 年已有 2 款宠物药品和 4 款保健品获批或上市。 

 

6、公司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较多，未来是否还有大额支配开支？ 

回答：近年来，公司在化药制剂、原料药、中兽药等方面的产能布局

基本完成，短期内不会有重大资本开支。 

 

7、公司化药制剂毛利率未来是否有提升的空间？ 

回答：养殖业规模化的提升促使其议价能力提高，但行业的内卷也导

致了毛利率的下降。兽药在养殖成本构成中占比不大，但对于增强动物疾

病防治能力，提高养殖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意义重大。面对新的市

场环境与竞争格局，公司也在积极应对。聚焦新兽药的开发，提升产品竞

争力，通过价值创造提升客户黏性。深化“原料-制剂一体化”战略，打

通产业链，提升综合毛利率。加强市场拓展，提升市场份额，形成规模经

济。加快培育宠物业务板块，提高宠物药品收入份额占比。 

 

附件清单 无 

日  期 2025 年 4 月 28 日 

特别说明：本次投资者交流活动未涉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