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华大基因                                证券简称：300676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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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中信证券：陈竹、宋硕、朱奕彰、曾令鹏；兴业证券：汪文博；安信

证券：马帅、贺鑫；高毅资产：冯鹏；千禾资本：王亮；天弘基金：

贺雨轩；华安基金：刘潇；富国基金：曹晋；中银基金：王寒；博时

基金：张涵；诺安基金：李玉良；兴业基金：裘若桑；招商基金：张

馨洋；鼎晖投资：夏杨等 130 人。 

时间 2023 年 4 月 3 日 16:00-17:00 

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洪安三街 21 号华大基因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总经理 赵立见；副总经理 杜玉涛；副总经理 朱师达；副总经理 刘

娜；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徐茜；财务总监 王玉珏；人力资源总监 

霍守江；国际区域副总经理 高强；华大感染运营管理专家 袁健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活动是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华大基因）

在 2022 年年度报告发布后的业绩说明会，活动采用线上电话会议的

形式。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茜女士和财务总监王玉珏先生首

先分别简要回顾了 2022 年全年华大基因的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的情

况，随后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就 2022 年全年经营情况进行了深入交

流。 

一、 关于投资者问题及回复 

1、2023 年公司将重点发展哪些业务？ 

首先，2023 年公司将继续关注“火眼”实验室的延伸与升级。华

大基因将立足于“平疫结合”的新型技术平台，根据市场环境的转变，

依托“火眼”实验室建立起来的平台和能力，持续转化为生育健康、

肿瘤防控、感染防控、慢病防控等全生命周期的医学检测服务能力，

在全球探索并深化新业务模式，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完成公共卫生的强



基建。 

其次，为应对中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社会形态，响应“健康中国

2030”中对慢性疾病“监测、检测、早诊早治、规范化治疗”的四大

攻坚方向，公司积极探索以慢性病管理为代表的新业务方向。 

在生育健康领域，公司以出生缺陷三级防控体系为核心，拓展核

心业务产品线。目前公司已逐渐从二级防控中的产前业务向一级预防

中的孕前单基因携带者的筛查，以及三级预防中的新生儿耳聋基因筛

查、遗传代谢病筛查、新生儿疾病基因筛查领域扩展。公司的业务从

二级预防向两端延伸，将进一步夯实公司在生育健康领域的领先地

位。 

在肿瘤防控领域，公司将加大在肠癌、肝癌早筛的临床性能验证、

国内外资质申报以及大规模自动化检测方案推广等方向的投入力度，

同时推动胃癌早筛和多癌种早筛产品开发和应用转化。 

在感染防控领域，公司将持续布局高中低不同通量的检查产品和

技术，将公司在过去三年期间建立起来的防控能力转化为对其他常

见、高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2、公司如何看待 AI 技术在行业的应用，哪些业务可以结合 AI？  

答：华大基因是一家以基因组学等多组学先进科学引领，以先进

的核心自主平台技术进行领先医学检验服务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精准

医学检测的核心是寻找基因组和基因层面的异常，依据积累数据和现

有研究成果对这些异常与疾病的关联做出判断，结合临床表型数据，

提示对个体健康的影响。这一过程与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

术能够很好的结合，互相促进。 

在研发端，AI 技术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已经展现强大能力，在

发现疾病病因的新机制、药物和治疗方法的新靶点上发挥了巨大作

用。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能够大量、高质量地训练数据，有这一优势

的企业就能够在前沿核心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领先一步。 

其次，AI 技术可以在分子检测的底层技术革新和产品设计中发

挥重要作用，包括检测探针设计优化、信息分析软件高效迭代等。能

够极大地提升研发效率、缩短研发周期、提升产品技术的稳定性。 



再次，当前医学研究快速发展，临床新发现、新进展层出不穷，

对海量文献、数据中有效信息的跟踪、收集和结构化整理需耗费大量

高素质人工，而 AI 技术的使用能够更加高效完成知识库的梳理和构

建工作，大大解放人力资源。 

在产品和服务端，相比传统生化检测，精准医学基因检测需要更

加复杂的技术和知识体系。检测前后的遗传咨询、全流程答疑、报告

解读及临床建议等服务环节都可以在 AI 技术支持下得到质量、效率

和使用便利性方面的提升。 

从群体全基因组到个人精准医学检测，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

是检测服务提供商的核心竞争力。人工智能加速能够大大缩短数据分

析的时间，提高数据到信息、信息到报告的出产效率及准确性。 

此外，在检测应用中引入 AI 技术能够有效地消除医生经验差异、

提升诊断效率，目前已经比较普遍的是医学影像、内镜、病理图片的

AI 辅助判读，而更加复杂的基因检测结果判读，比如液体活检多癌

种早筛的组织来源分析也就是原发病灶判断，复杂疾病的药物疗效和

预后判断等中也有 AI 发挥的巨大空间。 

3、下一步公司是否有意向提升 AI 相关项目的研发力度，主要

会在哪些方面布局？ 

答：AIGC 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图形计算的结合体，它可以辅助我

们在海量数据上进行智能分析和处理，从而提示疾病风险和选择合适

的治疗手段。基因检测是受检样本经过测序，基因组信息数字化后，

结合相关算法实现的检测技术。一直以来，公司都致力于减少数据分

析成本，推动高性能算法的升级迭代，如应用于疑难杂症辅助诊断的

临床全外显子检测等，通过自有技术加速，数据分析时间大大减少。 

此外，多组学大数据与合成业务也可布局相应的 AI 技术。从工

具开发、数据生产、信息分析和知识发现的全链条多环节，都可引入

和开发 AI 应用。 

4、公司账面现金余额充裕，未来对内的资本开支和对外的投资

并购，分别有哪些规划？ 

答：2023 年公司存在的非经营性开支主要包括筹建总部大楼、青

岛产业园的建设、海外 ICL 的建设及多种应用场景下临床应用一体



化软件或系统的投入，以及 2022 年度现金分红。 

在投资并购意向方面，为促进海外业务的本地化发展，公司已在

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独资或合资公司，未来将持续推动精准医学

检测服务本地化开展。另一方面，公司将围绕核心产品开发，资质申

报、原料自研等实际需求制定相关的并购投资计划。此外，公司持续

关注行业变化趋势，或将通过直接投资及参与投资产业创投基金等方

式进行全产业链投资布局，完善“预、筛、诊、治”全产业链闭环解

决方案。 

5、目前公司的早筛产品研发及推广进展如何，是否有研发多癌

种早筛产品？ 

答：公司在肿瘤防控业务方面主要基于 DNA 的甲基化、肿瘤标

志物及片段组学等多种标志物进行检测技术的探索，同时利用包括高

通量测序和荧光定量 PCR 及 POCT 等在内的多种技术路线和检测平

台来针对高发癌种扩展单癌及多癌的检测产品管线。 

公司目前正在推进的筛查产品管线包括针对宫颈癌防控的 HPV

分型基因检测、针对乳腺癌卵巢癌的易感基因遗传风险评估、针对结

直肠癌防控的粪便 DNA 甲基化检测及便隐血检测等。目前针对结直

肠癌的防控产品的资质申请已经进入到临床发补阶段。 

同时公司也非常重视海外的资质布局和市场推广，例如，无创肠

癌的辅助诊断检测产品已获得海外一系列资质认证，并在中东、泰国

等国家开展检测服务。 

在研发方面，针对单癌种的普惠性筛查，仍然是我们产业化和商

业化最关键的方向。此外，公司针对能通过血液、尿液、粪便等样本

便捷取样，适合特定癌种筛查的检测产品也有相应的研发。基于高通

量测序技术，公司将积极布局消化道五癌（肠癌、胃癌、肝癌、胰腺

癌、食管癌）共检早筛产品以及泌尿系统多癌早筛产品。 

6、公司海外业务的发展情况？ 

答：在业务发展本地化方面，经过两年的发展，公司已在全球累

计布局近 20 家子公司及合资公司，其中，在各地 IVD 工厂、检测实

验室的建设项目都已陆续落地。 



在产品资质方面，公司在 2022 年新增境外医疗器械资质 133 项，

覆盖生育、肿瘤和感染业务，已在包括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泰国、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和巴西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准入资质。 

在技术转移项目方面，公司已在 11 个国家完成 15 个技术转移项

目，其中包括土耳其、阿联酋、越南等国家的 NIFTY 技转项目，乌

兹别克斯坦、泰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新生儿筛查技转项目等。 

在海外的民生项目方面，公司探索满足多国情的分级诊疗解决方

案和本地化闭环模式，现已启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精准医学民生项

目。2022 年，公司在香港的宫颈癌及大肠癌筛查项目已开始稳步实

施；公司与阿塞拜疆地中海贫血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当地建

立高通量测序平台并开展地贫筛查项目。 

7、2022 年固定资产及减值的具体情况？ 

答：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减值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部分为信用减

值，总计 2.42 亿元，主要是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科目计提的信用

减值损失。另一部分为资产减值，总计 3.18 亿元，主要是存货、设备

减值。 

二、 经营展望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基因科技造福人类”大目标为导

向，依托自主化多组学平台，加速科技创新，减少出生缺陷，加强肿

瘤防控，精准治愈感染，推行慢病防控，致力于成为全球覆盖全产业

链的精准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引领者。接下来，公司也将持续引领

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探索新模式、创造新业绩，全力以赴践行初心

和使命。 

在研发层面，公司会在现有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尤

其是在生育健康、肿瘤防控和原有的传感染疾病防控等核心业务领域

方面，此外，公司也将加大在慢性疾病领域的投资。 

在业务模式层面，公司将努力尝试新的业务模式。过往几年，公

司坚持“普惠造福”、“防大于治”的发展理念，民生项目已成为公司

的主流业务模式。在新形势下，公司将继续探索新的多元化遗传项目，

包括不同的支付方式和结算方式等。公司也会进一步加速在全球建立



的“火眼实验室”转化为“平疫结合”模式，目前已陆续有一些项目

在推进落地和实施。 

在运营层面，公司将持续加大降本增效的力度，优化升级组织结

构，培养和引进多学科、多层次的技术与产业人才，完善人才培训和

管理体系，构建国际化的团队，提升运营效率。 

2023 年，公司将继续坚持源头创新，加快技术转化和产品迭代，

力争从研发端到市场端保持领先优势，将产品和技术通过工程化赋能

的方式进行全球拓展，推动业务的持续发展。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 年 4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