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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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通讯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线上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3 月 28 日 

地点 “全景网”及“路演中”线上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居年丰    董事长、总经理 

陶荣      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曹国华    独立董事 

孙敏      高级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吉耀辉    副总经理、小分子事业部总经理 

王忠能    制剂事业部总经理 

王泱洲    博腾生物 CEO 

皮薇      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一、高级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孙敏介绍公司 2021 年度财

务表现情况 

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历史性跨上 30 亿的台阶，实现 31.05

亿元，同比增长 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4 亿元，同比增长 61%；剔除制剂 CDMO 及基因细胞治

疗 CDMO 两块新业务亏损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6.6 亿元，同比增速达 80%。回顾 2019-2021 年，公司

圆满完成三年战略周期的收入增长目标，收入和净利润连续



十二个季度保持持续增长，净利润率从 12%爬升至 16.9%，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费用方面，公司在加大资源投入的同时，持续优化费用结构，

兼顾业务投入与经营效率提升。2021 年，公司期间费用合计

6.48 亿元，同比增长 28.55%，但期间费用率下降 3 个百分

点至 20.89%，业务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逐渐显现。 

 

新业务方面，仍处于建能力周期，亏损对公司 2021 年净利

润影响合计 1.06 亿元，其中基因与细胞治疗 CDMO 影响

8,550 万元，制剂 CDMO 影响 2,006 万元，参股子公司影响

3,134 万元。 

 

运营效率方面，近年来，为匹配持续增长的业务需求，公司

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节奏，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 2021 年

末，公司固定资产 17.48 亿元，增长率 28%，固定资产周转

率从 2019 年的 1.27 提升至 2 倍水平，固定资产周转效率不

断提升。 

 

二、董事长、总经理居年丰介绍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亮点及

2022 年度经营计划 

 

1、2021 年度经营亮点 

2021 年是公司承上启下的一年，从 2017 年开启的 CMO 向

CDMO 转型在 2021 年进入收获期；2021 年也是公司新一战

略阶段开启的一年，公司积极探索数字化等新一代核心能力

建设，不断往平台化推进。2021 年，公司已基本建立端到端

三驾马车-原料药、制剂、基因细胞治疗的服务能力。我们在

坚持把现有业务做大做强的同时，推进新业务布局和新能力



建设，推动“客户体验、能力与产能、管线增长”3 个“增

长飞轮”，实现可持续发展。 

 

收入结构方面，原料药 CDMO 收入增速 51%。其中，CRO

业务增速达到 72%，国内团队增速更快，J-STAR 因产能已

经饱和，2021 年收入增速为 8%，随着接下来几年 J-STAR

新的产能和人员的增长，增速有望逐步提升；CMO 业务实

现了 41%的增长，效率提升和项目价值都在不断提升。两块

新业务快速推动能力建设和口碑树立，业务不断突破，制剂

CDMO 实现收入 2,016 万元，实现“从 0 到 1”的破局，基

因细胞治疗 CDMO 收入 1,387 万元，同比增长 897%。 

 

业务方面，公司持续引入新客户和新项目。2021 年，公司服

务项目数 410 个，服务客户 277 家。其中，新客户 113 个，

新客户实现收入 6.4 亿元；新项目 212 个，新项目实现 8.96

亿收入。中国、美国、欧洲三大市场均保持高速增长。2021

年，中国市场收入 6.8 亿，增速达到 110%；美国市场增速

71%；欧洲市场增速 40%。 

 

管线方面，去年实现收入的项目管线 410 个，同比增长 14%，

新项目 212 个，同比增长 39%，服务管线中包括 18 个基因

细胞治疗项目和 28 个制剂项目。在 2021 年新引入项目中，

105 个临床前至临床一期项目，14 个临床二期项目，10 个临

床三期项目，3 个 NDA 项目，4 个商业化项目。在导流方

面，2021 年，共 4 个项目实现了从 NDA 到商业化的转化，

还有 16 个项目转化到了下一个临床阶段，实现了管线的持

续导流效应。目前，公司服务项目覆盖的疾病领域和靶点非

常多，包括小分子研发领域热门的 KRAS、PROTAC 等靶点，

以及抗肿瘤、抗凝血、抗病毒等新一代潜在 Best in Class 项



目的机会，还有罕见病等相关的项目管线。截至去年底，公

司活跃管线在全球临床管线占比约 4.5%，在中国临床管线

的占比约 3%，提升空间仍然较大。另外，API 产品收入持

续提升，2021 年，API 项目数 105 个，PV（工艺验证）项目

18 个，API 收入 2.9 亿，增速 55%。DS+DP、中国团队+J-

STAR 持续协同服务，DS+DP 一体化项目有 13 个，J-STAR 

向国内导流项目 60 个。 

 

新业务方面，基因细胞治疗 CDMO 在 2021 年建立了端到端

的能力，包括上游的质粒、病毒载体、非病毒载体、细胞治

疗等。2021 年，基因细胞治疗 CMDO 订单客户数 20 家，实

现收入客户数 12 家；订单项目 27 个，实现收入项目 18 个。

截至 2021 年末，基因细胞治疗 CDMO 业务未执行在手订单

1.7 亿。2021 年，制剂 CDMO 新签订单 7,113 万元，实现收

入 2,006 万元。当期实现收入项目 28 个，订单项目 32 个；

当期实现收入客户 22 家，订单客户 24 家。 

 

产能及研发通量布局方面，2021 年，公司长寿生产基地 109

车间投产，新增原料药 CDMO 产能约 186 立方米；公司收

购宇阳药业 70%股权，新增原料药 CDMO 产能约 580 立方

米；公司启动上海研发中心的扩建项目，建筑面积 16,233 平

方米，预计 2022 年第四季度投入使用；重庆制剂研发大楼

投入使用，新增 2,850 平方米实验室；制剂重庆工厂一期项

目启动建设，预计将于 2022 年第四季度投入使用。此外，

博腾生物位于苏州桑田岛的基因细胞治疗 CDMO 生产基地

预计于 2022 年投入使用。 

 

组织和人才方面，2021 年末，公司员工总数达到 3,782 人，

较上年末增加 1,147 人，增速达 44%；其中，研发技术团队



人数达到 1,201 人，增速达 68%。2021 年，公司持续通过“社

招”和“校招”方式引入人才，其中，通过“社招”方式引

入高级人才 55 人，通过“校招”方式引入约 200 人。2021

年，公司继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这是公司连续第三年推出

股权激励计划，确保人才吸引、激励与保留。 

 

2022 年度经营计划 

2022 年，对公司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一方面，公

司将紧紧抓住大订单的机会推动公司规模再上一个台阶，另

一方面，面对大订单未来可能出现需求下滑的不确定性，公

司会加大投入营销、研发等战略核心能力建设，加快新客户、

新项目的引入，加快新业务的布局，加快下一代核心能力的

建设，推动公司在新的更高平台上实现可持续稳健发展。 

 

2022 年，我们的重点工作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业务发

展层面，我们会加快扩张小分子 CDMO 业务，加快布局基

因细胞治疗能力建设，加快推进制剂能力的建设和落地；（2）

核心能力层面，公司将加快投资端到端协同服务能力，大力

投资技术平台，全面提升全球营销管理体系，持续经营提效、

精细运行；（3）产能建设层面，2022 年，公司资本开支计

划约 17 亿元，将主要投资于四大原料药 CDMO 产能扩建及

提升、中美研发中心建设、制剂重庆工厂和基因细胞治疗的

产能建设；（4）数智化层面，我们将以“智慧研发、智能工

厂、智能化运营、数字营销”为核心抓手，推动数智化转型

升级，打造下一代核心竞争力；（5）人才及组织层面，公司

将加快管理和技术领军人物的引入，推进集团化、数字化、

全球化的组织运营和管理。 

  

三、管理层与投资者交流互动 



Q1：2021 年公司产能提升 65%，主要的新增产能是什么？

前期公告的大订单对产能的占用情况？ 

A1：2021 年新增产能主要为 2 个：1、6 月投产的 109 车间，

新增 186 立方米产能；2、2021 年 9 月，收购的湖北宇阳并

入公司体系，新增 580 立方米产能。由于宇阳药业 2021 年

主要是在改造中，2021 年对公司业务贡献有限，我们预计随

着宇阳药业车间在 2022 年陆续完成改造，主要的贡献会从

2022 年开始。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在建产能，包括长寿

301 车间，新增约 140 立方米产能，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投

产；江西博腾 2 期项目，新增约 300 立方米产能，预计 2023

年底投产。2022 年，公司宣布收购凯惠药业 100%股权，预

计会新增中试产能约 70 立方米。除此之外，公司也在持续

通过精益运营、工艺优化等举措，提升产能使用和产出效率。

根据目前的测算，大订单在排产中占 25-30%产能。 

 

Q2：公司如何看待大订单的持续性？  

A2：对于大订单以外的订单，我们会在不同市场增加 BD（商

务拓展），比如欧洲市场、美国市场、中国市场都会引入 BD，

我们希望今年做到 250 个新项目的引入。同时，我们会着力

客户的服务模式升级，比如对于大客户，我们将结合客户产

品开发的策略，提前投入研发资源，先进入管线当中，提高

拿单的比例。同时，我们在国内也增加了几个新的特色服务

团队承接需要快速交付的服务，并取得了突破，2021 年我们

在 10 个工艺验证项目实现了订单的锁定，去年有一部分交

付，也为未来商业化的交付奠定基础。 

 

Q3：基因细胞治疗 CDMO 新签订单 1.3 亿元，请从客户和

项目类型的角度做一下拆分。 

A3：2021 年是博腾生物业务发展元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



1.3 亿元新签订单。客户主要是来自细胞治疗业务单元，细

胞治疗订单主要来自于 IND 整包服务，我们从非临床的质

粒样品、细胞、IND 申报、到临床批件的生产都有覆盖。同

时，我们也打通了包括 UCAR-T、TCR-T、TIL 的在内的业

务管线。 

 

Q4：2022 年第一季度收入、利润、利润率超预期，主要原因

是什么？ 

A4：公司第一季度在手订单强劲增长，前期收到的大订单也

在报告期内陆续实现交付，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一季度实现了

历史最高的单季度收入。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一季度产品交

付的结构当中，毛利在提升。 

 

Q5：公司新业务这两年发展比较快，投入也比较大，能否展

望一下新业务亏损的趋势？ 

A5：公司考虑到未来增长的曲线，希望公司能够持续保持超

越行业平均水平的增速。2021 年，基因细胞和制剂的投入大

幅度加大，往后看，随着大订单的战略性机会，希望保证收

入利润快速突破的同时，在战略能力，特别是基因细胞治疗

方面的投入加大。根据总体的节奏，2022 年，会在基因细胞

治疗和制剂方面投入更多资源支持新业务能力建设。随着能

力建设的铺垫，在 2023 年及以后可以创造更多价值。 

 

Q6：能否展望一下新业务资源投放和团队构建能力的节奏？ 

A6：博腾的制剂业务目前还在早期的投入期和积累期，所以

我们未来 2-3 年主要方向是：（1）强化技术服务能力，建立

更好的口碑；（2）尽快落地产能，释放交付能力；（3）不

断积累研发项目。 

 



博腾生物未来 2 年将继续加强在中国的产业化规模和运营

系统的建设；推进海内外战略布局；持续在海内外招募商务、

技术和管理人才。 

 

Q7：2021 年第四季度，CRO 业务增长非常快，同时应收账

款增加了很多，去年毛利率和净利润率略有下降，而 2022 年

第一季度利润率很高，可否分析一下季度之间波动的原因？ 

A7：2021 年四季度我们实现了 10.75 亿的收入，所以去年公

司有两个大的资产项目的变化，一个是存货，一个是应收账

款。存货主要是随着订单的增长，公司的备货（在产品、产

成品）都有一定的提升。公司去年第四季度大部分交付都在

账期内，因此应收账款快速上升。季度间毛利率和净利率波

动主要是由于季度间产品结构的变化导致。 

 

Q8：2021 年国内业务增长很快，从项目角度看，国内 NDA

或比较后期的项目有多少个？ 

Q8：博腾小分子 CDMO 事业部有重庆、上海两个研发团队。 

从 2020 年底到现在，做中国业务的研发团队规模从 60-70 人

发展到 150 人左右。从项目所处的阶段来看，还是以早期

IND 和后期 NDA 为主，去年实现 10 个左右 IND 项目的交

付，工艺验证项目有 10 个项目进入执行阶段，由于工艺验

证阶段项目周期比较长，所以实际只有一部分实现交付。今

年，我们预计会有 20 个 IND 交付，还有在去年做了很多准

备工作的项目进入工艺验证阶段，预计有 10 个工艺验证生

产项目完成。 

 

Q9：基因细胞治疗 CDMO 的产能能否用利用率这样的指标

来衡量？  

A9：目前桑田岛产业化基地仍在建设当中，我们内部根据团



队经验和行业情况会有一个关于利用率的衡量指标测算，具

体的数据需要在产能到位之后再逐步分享。 

 

Q10：基因细胞治疗和制剂两个新业务，在技术和设备跟小

分子有差异，在管理和运营、BD 推广等领域，新业务在方

式方法和传统小分子方面有没有区别？有什么是进入这个

领域之后发现以前的经验是不适用的？ 

A10：无论是小分子的原料药、制剂还是基因细胞治疗，客

户需求和满足客户需求的通用能力是一致的，但是技术能力

是不一样的。在营销端，集团会建立体系化的能力，各个业

务单元有销售能力，但是集团有整体的品牌团队。在能力上，

除了技术能力，对我们的业务来说，很重要的是技术流程，

我们会通过小分子多年的积累，快速为新业务赋能；第三个

是更偏通用的中后台管理能力，比如财务模型、关键业务财

务指标的管控点、人力资源模型等方面，都有高度的通用性。

这也是博腾进入新业务相较于初创公司来说会有独一无二

的优势。总体来看，新业务在业务规律上没有太多差异，更

多的是不同细分市场有自己的特点，和业务类型没有本质的

关系。 

 

Q11：2021 年汇率对公司的影响？2022 年预测汇率对公司的

影响？ 

A11：由于公司主要市场在海外，所以外汇管理对公司来说

非常重要。公司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第一，公司使用套期

保值的方式，在商业化订单签订的时候进行套期保值，把订

单外汇风险锁定。第二，是对小订单和 CRO 业务的订单做

远期结汇，辅助套期保值，锁定外汇风险。此外，我们也在

去年与一些客户探讨做年度汇率锁定的安排。但是，总体来

说，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对公司收入还是会有一定影响。 



 

Q12：怎么看待行业加大产能布局的情况？ 

A12：对于原料药 CDMO 产能，从两个维度来说，一个是来

自 CDMO 业内的扩张，另一个是仿制药原料药企业转型进

入 CDMO，进行扩产。大家担心的是是否会出现产能过剩的

情况。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要看到供需两端。CDMO 现在

核心的市场来自创新药产业，客户主要是跨国制药公司，跨

国制药公司的进入壁垒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来自

仿制药企业对创新药供应链的压力并不大。另外，从公司的

角度来说，产能的扩建是要匹配业务管线，这也是 CDMO 非

常重要的管理流程，管理好“两端”，做好外部机会和内部

能力的匹配。如果从基因细胞治疗产能来说，目前全球仍处

于产能不足的状态，产能需求高峰期还未到，我们总体预判

是到 2025 年，随着商业化项目的增长，需求会达到高峰期。 

 

Q13：如何看待海外市场竞争？疫情对公司产品交付是否构

成影响？ 

A13：中国头部 CDMO 企业在疫情期间通过前端的研发和产

能投入，实现了快速和灵活的项目交付。从业务规模上，今

年有望成为全球头部的企业。目前上海地区疫情还是比较严

峻，对上海研发活动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在重庆、江西、

湖北的工厂没有受到影响，生产交付和出货都是正常的。 

 

Q14：公司对收购产能的改造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如何保

证产能品质的一致性？ 

A14：公司会针对不同业务类型的内部标准，推进改造工作，

去年收购的宇阳的改造工作正有条不紊的推进，今年下半年

逐步改造完成，明年产能全部释放。对凯惠工厂也是按照同

样标准和节奏推进。 



 

Q15：公司从 2018 年低谷走出，取得现在的成绩实属不易，

能否请董事长分享一下个人的感受？ 

A15：第一要感谢行业机遇。第二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因为

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转型过程中我们对制药行业、CDMO

行业的发展规律做了思考洞察、迭代，形成了 3 个增长飞轮，

3 个核心能力，并在转型过程中持续提升管理团队认知，识

别底层规律。公司过去引进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在组织上、

流程上、激励上持续匹配业务。我们相信只要聚焦正确的事

情，吸取 2018 年的经验教训，公司就能实现更加健康的可

持续发展。 

 

Q16：今年运营层面效率提升计划？ 

A16：今年主要会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突破：（1）数智化，

包括研发数智化、工厂数智化、运营数智化以及匹配的底层

能力，希望数智化赋能公司发展，建立未来核心竞争力；（2）

流程和制度的重塑。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业务发生了比较

大的变化，我们会将流程再造、数字化作为重要的工作去推

进；（3）精益文化和体系建设。经过 2021 年的梳理，我们

在工艺、标准、事项都看到了很大提升，精益体系和推进有

很大的成果，运营规则以及对内外的规范方面也在做协同，

希望通过数字化、标准化、线上化等举措，给公司运营效率

带来更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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