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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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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线上参会：信达证券 杨松、张帅；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盟

盟；人保资产 蔡春根；建信保险资管 杨建楠；太平资产 薛娜；

千合资本 殷萌；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柏川；永安国富资管 

张文平；拾贝投研 何金孝；华润元大基金 廖星昊；重庆德睿恒

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昕。 

时间 2020 年 7月 3日上午 10:30-11:30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中关村科技董事兼总裁 侯占军； 

副总经理：董国明、贾鹏云、李斌； 

董事会秘书 黄志宇；财务总监 宋学武  等相关领导。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对机构投资者关注问题做出相应回复（详见附件） 

日期 20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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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出本次访谈内容仅限定于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凡涉及敏感信息或未

披露信息的提问，公司不予答复。以下为本次访谈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兼总裁侯占军先生简要回顾了公司2019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分享了2020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及2020年度业务发展整体思路，提出2020年公司

将克服行业监管、政策变化以及疫情的不利影响，保持公司稳定增长。随后，公

司领导通过线上方式就公司现阶段面临的外部环境，各业务板块的经营现状、竞

争优势、发展展望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沟通，主要内容如下： 

 

一、疫情对公司影响如何？4-6月份公司经营恢复状况如何？今年下半年会

通过什么措施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答：突入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中关村科技也难于置

身事外。首先，疫情期间受限于交通、物流配送限制，影响公司药品的出货及铺

货进度；其次，民众自发或被动在家隔离，导致医院门诊量（特别是心内科门诊）

急剧下降，影响到新病人的开发；第三，作为防疫重点的各级医院重心在防控疫

情上，其他业务几近停滞，影响到新医院的开发；第四，民众担心被传染，实体

药店的客流及销售也受到极大影响。以上因素都对公司核心-医药及健康品业务

的销售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限制了动销、上量工作。随着疫情趋于平稳，公司

处方药业务逐步的恢复中；但是人员流动的减少和居家习惯的形成，极大限制了

公司特有晕动产品“飞赛乐”的终端市场销售，业务恢复尚待观察。我们在疫情防

控中践行初心和使命，从危机中发现机遇，疫情将使人们重新认识自身健康和疫

情防范的重要性，公司“华素愈创”系列产品在口腔及咽喉保健方面或将展现出业

务拓展的机会。 

从目前分析来看，本次疫情对公司服务类业务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如：养

老服务、酒店运营及商业物业管理等。酒店运营和商业物业管理在疫情期间，受

监管影响，均停止营业，3月底逐步复工。 

2020年一季度公司业绩受疫情影响不是很理想，但是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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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趋于稳定，公司针对疫情采取的应对措施，业务在二季度将得以恢复，公司

全力以赴力争实现全年扣非之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0%的年度经营目标。 

 

二、公司今年一季度的毛利率是60%，比去年高了3%，原因是什么？近年来

毛利率一直有所提升，原因是什么？后续的趋势是怎么变化的？ 

答：公司收入占比较高的板块为生物医药及混凝土。生物医药的毛利率远高

于混凝土的毛利率。受一季度疫情影响，混凝土板块产量和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较多。生物医药板块受疫情影响的程度低于混凝土板块，所以造成一季度毛利率

同比增长3%。 

公司混凝土业务在北京市已经做到单站产量第一，收入及毛利率水平已经基

本稳定，不会出现大幅波动，而随着公司生物医药板块业务的不断增长，毛利率

将会与收入水平保持同向相关。 

后续随着疫情的结束，包括混凝土和医药业务板块在内的各个板块逐渐恢复

到正常水平，随着控成本及其他措施，整体的毛利率会保持稳中上升的趋势。 

 

三、公司之前也剥离了房地产业务，也提到要剥离混凝土和酒店服务非医

药健康业务，公司未来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会考虑剥离吗？ 

答： 2015年董事会确立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以医药为核心的大健康发

展战略”，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增加医药业务投入，剥离非医药资产。 

目前在公司业务板块中还存在一些非医药业务，随着公司医药大健康的不断

发展，结合外部市场变化，公司也会考虑适时继续剥离，回笼资金，聚焦主业，

保证医药大健康业务的健康发展。公司如有具体剥离计划，请关注相关公告信息。 

 

四、沧州基地原料药建设方面，公司6月16号启动盐酸苯环壬脂的生产，其

他还有什么启动，这一块产能有多大规模呢？都是哪些品种呢？ 

答：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取得药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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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及特药定点生产批件，2020年6月16日起已正式投产转移产品工艺验证批

次，按计划自2020年底前开始陆续通过药品转移现场检查，完成产品转移生产。 

沧州分公司原料药设计产能1.9吨，制剂设计产能17亿片/支。 

目前计划生产原料药为：在产需转移的原料药共有9个品种，包括盐酸羟考

酮（麻醉药品）、盐酸二氢埃托啡（麻醉药品）、盐酸纳曲酮、盐酸纳洛酮、盐

酸丁螺环酮、盐酸苯环壬酯、石杉碱甲、甲磺酸托烷司琼、富马酸比索洛尔。公

司正在申报的部分品种也将陆续在沧州分公司生产。 

 

五、后续公司中长期整体战略可否分享一下，包括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发展

规划。 

答：2015年董事会确立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以医药为核心的大健康发展

战略”，从目前来看，股东方面非常支持，公司未来会继续以医药大健康作为主

业加大投入。2018年公司行业分类已经变更为医药制造，公司将继续推进“以医

药为核心的大健康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进一步调整、完善、创

新管理和业务模式，集中资源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和产品，加强市场网络的有

效覆盖；同时，推进存量产品的潜力挖掘工作，进一步提升业务的综合盈利能力，

最大程度的弥补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执标后的毛利下降。全力推进外部战略合

作和非公开发行工作，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全面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六、原料药方面，比索洛尔也是在集采当中，这个原料药也是公司完全自

控的吗？比索洛尔前些年持续稳定增长，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此次集采中标

对于公司的销售策略有何影响？成熟市场原来的销售人员作何调整？基层市场

后续拓展作何考虑？ 

答：原料药制剂目前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产，一个是外购，目前也在积极

寻找别的来源。因为环保的压力，对每一个原料厂家都会产生影响。以上两个来

源也可保证供货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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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马酸比索洛尔片（商品名：博苏）近年来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主要是基于

以下三个方面： 

1、博苏在临床高血压、冠心病、慢性心衰方面的治疗价值； 

2、博苏专业的推广团队，20年的学术积淀、品牌打造、患者积累； 

3、博苏产品质量好，效果好，生产工艺技术延续了军科院研发的优良产品

基因。 

博苏基层市场销售占比和增速：2018年基层销售占比15%，2019年基层销售

占比19%，2019年基层销售同比增长率48%。 

此次集采中标对公司的销售策略带来了一定影响，原来的销售策略是强学

术、广覆盖、深挖潜，市场产出主要在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销售份额超过70%

以上，集采中标后医疗机构市场被切割超过50%以上，价格下降60%以上。所以

现在的策略是优化政策、细化沟通、匹配资源、创新模式，保障集采报量市场存

量，实现非中选市场和集采报量不足区域的增量，创新销售模式和渠道，大力发

展零售和线上业务。 

成熟市场原来的销售人员原则上继续保留，因为公司另外一个重磅产品、目

前国产独家盐酸贝尼地平片（商品名：元治）在当前集采这个大环境下，竞争优

势越来越突出，所以有这样一个同样是心血管领域的潜力品种支撑，原销售团队

可以继续发挥学术资源优势和专业推广能力，后续销售团队会继续优化，公司的

目标是致力于打造一支国内一流的专业营销型专家推广团队。 

公司会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数据进行深度分析，结合现有内外部政策，合理制

定策略、匹配资源，在目前全国基层市场基础上创造增量空间。 

 

七、公司在外部产品筛选的标准是什么？主要适应症侧重于哪个领域？ 

答：外部筛选产品一方面是跟研发机构合作，由业务发展部门从外部引进；

另一方面会结合收购兼并入手。合作重点均是对于品种的筛选。 

目前公司筛选产品、寻求合作基本上是沿着以下方向：神经精神类、妇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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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心脑血管类。以降血压药为基础，涵盖公司以上三个优势领域，延伸到未来

发展方向。 

 

八、贝尼地平（元治）现在看市场上只有中关村和原研上市了，和其他地

平类产品相比，竞争优势在哪里？其他企业为什么没有做这个？ 

答：盐酸贝尼地平片（商品名：元治）目前只有本公司和原研上市，短期内

无其他企业仿制药上市，主要是本产品的仿制技术和工艺有一定的难度，后期不

排除有实力的企业会突破技术难关，仿出同类产品。短期2-3年内暂时还无法达

到充分竞争，集采被选中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全国性集采大幅度降价的风险较小。

不排除个别区域搞区域性集采纳入本产品的可能性，但对的价格和总体量影响相

对有限。 

元治和其他地平类产品比较竞争优势有：元治是唯一同时具有膜渗透及三通

道阻滞作用的CCB，强效降压同时具有心肾保护作用。由于膜渗透作用机制，元

治不依赖药物血浆浓度而发挥长效降压作用，不被透析所清除；独特的T通道阻

滞作用机制，元治可均衡扩张肾小球出入球小动脉，不增加肾小球囊内压，降低

蛋白尿，保护肾脏；同时水肿发生率在同类CCB中最低。 

 

九、公司在2019年年报里提到要加大沉淀产品的挖掘，力争1到2个产品销

售破千万，沉淀产品指的是哪些？其中有哪些销售额是可以破千万的？ 

答：公司药业板块有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和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三家生产企业。这三家企业共持有药品生产批文166个。2019

年，在产产品销售收入达到13亿元以上。与此同时，还有部分产品没有上市销售、

暂停销售或者仅仅有少量销售。公司把年销售收入可以突破千万元而目前比较少

的产品定为沉淀/休眠产品。 

经过梳理，这些沉淀/休眠产品中有一部分产品存在较好的销售机会或解决

一些关键问题后可以重新启动市场。公司现有的沉淀/休眠产品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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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药业有限公司：吡拉西坦，淀粉酶，羧甲斯坦片等；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丁螺环酮、纳曲酮、纳洛酮、羟考酮、二氢埃

托啡、曲马多、复方博苏等。 

这些产品多数具备销售突破千万，甚至更高的潜力。 

吡拉西坦和纳洛酮通过理顺各省挂网价格，丁螺环酮解决原料来源问题后分

别于2019年和2020年重新启动市场或扩大市场销售，目前销售势头良好。 

其余产品正在积极解决沧州原料转产、进入医保目录、医保路径和营销资源

整合等关键性问题，在2021还有部分产品有望启动市场，为公司增收增效。 

 

十、公司大健康产品2019年销售渠道和增速分别是多少？受疫情影响及恢

复情况如何？这部分业务整体的发展思路和策略如何？ 

答：2019年牙膏、漱口水等主要在口腔诊所以及电商渠道销售，口腔诊所和

电商的增长率分别达到80%和25%。2020年受疫情影响，口腔医院和诊所几乎不

开业，2到5月销售近乎停滞，6月开始恢复，达到同期的60%；电商渠道未受影

响，保持了25%的增长。同时，连锁药店渠道中的“华素愈创”漱口水和牙膏在

5、6月份实现了30%以上的增长。未来，线下以漱口水为主，重点围绕口腔诊所

和连锁药店展开，加快布局，打造医学级口腔护理第一品牌；线上以牙膏为主，

重点打造黏膜修复，有望保持每年30%的增长幅度。 

 

十一、养老业务的规模、盈利模式及未来养老业务在公司中的规划和定位

是什么？ 

答：（1）自2017年9月9日，中关村科技养老业务旗下的第一家社区养老机

构-左家庄久久泰和养护中心，也是北京首批208家日间照料中心之一开业，截至

目前，公司在海淀、朝阳等区在建和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已达13家，总床位数近

700张。随着业务探索的深入，线下养老业务也从单纯的养老服务逐渐升级提高，

2018年，北京泰和养老院有限公司收购济和堂中医门诊部，试水医养结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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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设立泰和中医医院，启动“纳兰园”健康养生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历经三年卓有成效的运营布局，公司线下养老业务已初步形成了以“久久泰

和”、“济和堂”为品牌，以“基础养老为核心，医养结合和康养保健为两翼”，

“医、康、养、护、娱”五位一体全生命周期的养老服务体系。2019年营业收入

较2018年增长超过一倍。 

（2）通过为客户提供“医、康、养、护、娱”等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销售

获得盈利。  

（3）养老业务定位于大健康产业的支柱板块，将在中长期为集团发展提供

稳健支撑。 

 

十二、养老业务收入结构和盈利水平？ 

答：老年产业关系国计民生，未来市场空间巨大，多元化主体都在布局这一

市场。 

中关村科技，立足国情和自身实际条件，经过三年的卓有成效的运营探索，

逐渐形成了“基础养老为基础，以医养和康养为两翼“的发展模式，在满足老年

人群刚性养老照护需求的同时，依照市场化经营的原则积极开发适合各个年龄段

老人需要的健康养生、康复护理、旅居养老等丰富的服务和产品，实现了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019年，养老业务综合收入比2018年增长超过一倍，收入结构也从单一的养

老服务，逐渐发展成为康养、医养、基础养老三足鼎力的合理状态，盈利能力显

著提高。 

 

十三、未来养老业务是继续深耕北京，会不会有向外地扩张的可能性？ 

答：中关村科技业养老务，尤其线下业务，经过三年的摸索，业务模式已清

晰完整，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的起点，急需通过规模的扩张，壮大业务规模

和影响力。未来，养老业务将继续坚持“以基础养老为核心，医养结合和康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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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为两翼，异地康养为拓展”的指导思想，沿着“轻重模式结合、快速输出复制”

的发展道路，在继续深耕北京的同时，在国内合适的地区，通过品牌输出、委托

管理及合作共建等方式，进行扩张，以实现快速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