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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 媒体采访 

□ 新闻发布会 

□ 现场参观 

 

□ 分析师会议 

□ 业绩说明会 

□ 路演活动 

□ 一对一沟通 

□ 其他  

参与单位

名称 
华泰证券、大成基金、展博投资、易同投资 

时间 2018 年 1 月 25 日 

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毅哲大厦十楼大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李浩、财务负责人罗曰佐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互动提问： 

问：2017 年公司及内窥镜的增长是怎样的？ 

答：根据 2017 年公司业绩预告，利润增长了大概 50%左右，符合

我们的预期。本行业是一个稳健增长的行业。产品线方面，内窥镜

收入增长翻番，超声收入大概有 30%到 40%的增长。 

 

问：公司最近经营情况是否有较大的变化？ 

答：经营情况正常，没有异常变化。 

 

问：2018 年公司超声有什么增长目标吗？ 

答：预计会保持现有的增长目标。 

 

问：公司彩超高速增长驱动因素是什么？ 

答：从国际上来讲，近年全球经济复苏比较快，政局趋稳，大家都



敢做生意了。整体我们国际市场的增长大概 25%左右。国内方面，

宏观上主要是分级诊疗和进口替代的政策逐步落地。分级诊疗意味

着基层的医疗机构数目会大增，对医疗器械的需求是硬性的，而且

这些新增的基层医疗机构，其医疗器械的需求更多的是具有比较好

性价比的中端设备，这非常契合国产医疗器械的定位。进口替代政

策在全国各个省份近年都在逐步落地，将国产医疗器械在采购中的

占比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从公司自身来说，公司作为国产超声设

备的主要厂家，自身技术力量非常强，新推出的 S50 已经能够触及

高端三甲的主体需求，能够在技术上达到替代国外厂商的水平，能

够真正在高端市场进行进口替代。综合以上几方面原因，公司在

2017 年获得了比较好的增长，这几方面的原因我看都是比较中长期

的因素，所以公司在中长期的增长还是可期的。 

 

问：高清内窥镜方面，国内厂商中有同类型的产品在大力推广吗？ 

答：目前我们没看到，所以我们处在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问：今年内窥镜销售会扩大销售队伍吗？ 

答：内窥镜营销是今年的一个工作重点。 

 

问：2017 年公司内窥镜几千万的收入来看，这块还未盈利吧？ 

答：2017 年内窥镜的投入是很大的，从单独核算的角度看尚未盈利。

2018 年内窥镜预计将实现盈利。过了盈亏平衡点后，将对公司整体

净利润带来积极影响。任何新产品的推出都是要经过这个过程的。 

 

问：公司的收购项目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答：预计在 5 月份左右，目前我们在做尽调。我们已经发布了收购

意向公告。这个收购我们认为和我们现有的内窥镜产品有非常好的

协同效应，标的公司在镜下治疗器具有很多年的积累，产品质量稳

定，基础类器械种类齐全，将来和我们的销售网络整合起来，相信



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也能促进我们原有内窥镜系统的销售。 

 

问：我们收购的公司在国产里面是行业顶尖公司吗？ 

答：是行业内第一梯队的公司，产品质量是比较稳定，基础品类齐

全。在这个细分领域市场上做比较大的有南京微创，再往下就是我

们这家标的公司和杭州的一家，年销售在七千来万的水平。 

 

问：我们今年将为被收购公司做营销推广吗？ 

答：我们有一个整合过程，我们在营销方面有很好的协同效应，降

低营销费用，比如可以共同参加一些学术会议。 

 

问：软镜一直被日本垄断，其核心壁垒是什么？ 

答：一是光学处理技术，他们垄断技术，不对外出售。二是光学成

像的技术；三是镜体制造工艺。这些都是有较高门槛的。 

 

问：国内内窥镜市场的增速大概什么水平？ 

答：从市场来看，内窥镜市场估计有 20%的增速。 

 

问：我们看到 2017 年公司有几个政府大单。公司的政府采购规模

有多大？政府采购的利润率较低吗？ 

答：政府采购不会超过国内收入的 20%。政府采购一样有利润，我

们给政府的是性价比较高的产品，所以有的看起来单价比较低，但

是利润还是有的。 

 

问：公司四月份解禁的压力有多大？ 

答：高管对公司还是持有很大信心的，不会按每年 25%那样的比例

去减持，公司每年增长很快，高管愿意长期持有以实现股票增值；

中金等 PE 的减持主要是受其基金年限的限制，并不是对公司未来

有什么负面的判断，这个在二级市场也是通行的做法。而且 PE 也



受减持新规的约束，会通过大宗交易进行，也不会对市场造成冲击，

大宗交易的接手方也有一段时间的锁定期。五个持股平台的股份是

分 4 年逐步减持的，五个平台的持股比例很小，还要剔除掉 GP 持

有的一部分。 

所以，解禁的影响主要是在心理层面，公司基本面各方面还都是非

常良好的。 

 

问：国内内窥镜软镜的规模有多大？ 

答：不同市场机构统计的口径有比较大差别，我们认为国内大概是

33 到 35 亿人民币，国际大概是 33 到 35 亿美元。内窥镜耗材市场

大概也是这个规模。 

 

问：下一步还会看什么样的收购标的？ 

答：我们并购还会围绕影像大类，如果有高端的影像类产品，并且

技术团队比较高端的，会看下。我们的模式会多样化，一个是并购

有体量的实体，一个是孵化研发团队。另外还有一些高端的生化类

产品，如分子诊断还可以看下。 

 

问：影像类的其他产品我们会做收购吗？ 

答：其他三大影像类的标的我们可能不会看了，一是投入大，二是

国内也没有做得好的厂家和团队，国内只有超声做得还行。横向的

衍生，如硬镜等还可以看下。并购标的应贴近我们技术的专长，便

于管理和技术融合。 

 

问：我们研发投入每年增长多少，有规划吗？ 

答：我们主要是费用率的控制，随着体量的增长，绝对额可能小幅

增长，但费用率会有所降低。迈瑞好像是 11~12%的水平，这是个

成熟企业的参考。 

 



问：公司内窥镜在海外是否有很大潜力？ 

答：软性内窥镜在全球来说竞争的集中度非常高，以前就是日本三

大家，现在我们可以算是第四家了。整个内窥镜市场的体量非常大，

包括耗材这些一起大概有 300 亿美元，而且增长比较快。但内镜的

推广速度没有那么快，主要还是由于其介入比较深，医生资源比较

匮乏。国内内镜医生才约 2.6 万人，日本比较发达有大概 13 万人，

亚非拉国家更少，他们还停留在解决基础医疗的阶段。 

 

问：今年海外市场销售会不会有较大提升？ 

答：海外市场比较稳定，不会像国内市场增长这么快，总体应该可

以保持 20~30%的增长。 

 

问：做标清内镜的企业和高清内镜的企业的区别在哪里？ 

答：主要是高端技术人才的积累，高清和标清不仅是分辨率的问题，

还涉及到信噪比等，钳道里面的器械种类，能够开展更多种类微创

手术等。整个技术上来才能做高清。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18.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