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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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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4月 10日： 

东吴医药、广发基金、中金资管、银杏资本、上海睿华资

管、诺安基金、方正富邦、益民基金、国寿安保基金、国

寿养老、新华基金、兴合基金、中信资管 

2024年 4月 28日： 

广发医药、太平洋医药、海通医药、长江证券、华西医药、 

浙商证券、东吴医药、天风证券、财通医药、开源医药、

兴业证券、中泰证券、民生医药、东方医药、招商医药、

光大证券、中银医药、国盛证券、信达证券 

参会方式 现场会议、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阳光诺和董事长：利虔先生 

阳光诺和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赵凌阳先生 

阳光诺和证券事务代表：魏丽萍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介绍环节 

二、问答环节 

1.公司订单情况如何? 

公司在手订单稳健增长，截至 2022 年，公司在手订



单 19.94 亿元，同比增长 27.17%；2022 年公司新签订单

11.02 亿元，同比增长 18.62%。2019-2022 年公司在手订单

增速相对稳定，且每年的收入和上年末在手订单的比例基

本保持在 40%左右。从产能来看，截至 2023 年上半年，

公司人员总数达到 1185 人,同比增长 21%，其中研发人员

987 人，占员工总数的 83.29%，2020-2022 年人员复合增

速约为 29%；实验室产能方面，截至 2023 年上半年公司

固定资产约为 1.5 亿，公司研发实验室面积达到 3.63 万平

方米，其中 0.46 万平方米实验室仍在建设中。公司的订单

交付能力持续提升，具备支撑新签订单维持增长的能力。 

2.仿制药市场需求如何？ 

2021 年以来 CDE 受理的新 3 类与新 4 类仿制药申报

数量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新窗口，且这种趋势在 2023 年

前三季度依然延续。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重磅创

新药专利到期，仿制药需求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展望未

来，复杂剂型的新品种、原有品种的改良迭代以及存量品

种所有剂型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开展等需求会持续支持仿

制药的研发，公司坚持“临床前+临床”一体化研发服务，

具备特色核心技术集群，抢占首仿及难仿药的研发，仿制

药开发的高需求会持续支撑公司订单的稳定增长和盈利

能力。 

3.公司研发效率如何？ 

2022 年公司人均产值 60.09 万元，2020-2022 年人均

产值复合增速约为 8%，2022 年公司人均创利为 14 万元左

右，2020-2022 年人均创利复合增速约为 14%,公司已深耕

仿制药研发服务 14 余年，搭建了完善的复杂剂型平台,在

各类热门品种、难仿品种的研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并在申报注册和撰写等各方面不断完善,研发服务能力



和研发效率持续优化。 

4.公司具备哪些差异化临床服务能力？ 

公司基于在药学端布局方向的优势，在多肽药物、儿

童罕见病、外用制剂等方面积累较丰富临床试验经验。以

外用制剂为例，公司 2021 年成立南京先宁医药（聚集个

性化临床研究）联合阳光诺和 TDDS（经皮递送药物系统）

药学团队，在 DPK-BE（皮肤药代动力学生物等效性试验）

方面形成领先经验。在一体化服务能力方面，公司已形成

从临床前生物分析（包括确定先导化合物、PCC 确定、药

代动力学、药理药效学）到临床服务的一体化布局，满足

客户从早期药物发现到申报各阶段研发需求。 

5.公司收入和利润情况如何？ 

近年来公司收入和利润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2017-2022 年，公司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79.76%，扣非归母

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175.03%，2023 年 1-9 月公司收入为

6.92 亿元，同比增长 39.73%，归母净利润为 1.71 亿元，

同比增长 32.72%，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1.68 亿元，同比增

长 39.31%。近年来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呈现出提升态势，

主要是得益于经营效率持续提升，体现为人均创收和创利

持续增长。公司新签订单金额、累计存量订单金额和客户

数量均持续增长，除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量客户外，随着公

司服务范围的拓展，公司与存量客户的合作深度也进一步

增加。 

6.公司盈利能力如何？ 

随着公司内部各项提质增效措施的执行以及经营规

模的扩大，公司毛利率从 2018 年的 42.39%稳步提升至

2022 年的 55.49%。公司持续加大自主立项新药、改良型



新药及特色仿制药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率从 2018 年的

6.28%快速增长至 2022 年的 13.26%；销售与管理费用率整

体保持稳定。尽管如此，公司净利率仍保持逐年稳健增长，

从 2018 年的 14.96%提升至 2022 年的 23.36%，盈利能力

逐渐增强。 

7. 仿制药开发有哪些特点？ 

仿制药（非专利药）是指在安全性、规格、给药途径、

质量、性能特征及适应症等方面与已上市品牌药相同的药

品。与创新药相比较，仿制药的开发具有上市周期短、研

发费用低、成功率高等诸多优势，中国多数本土制药企业

仍以仿制药的生产、销售为主。仿制药的研发速度与研发

效率逐渐成为了药企发展的致胜因素，随着专利药市场规

模持续扩大，以及部分重磅专利药即将迎来“专利悬崖”，

仿制药市场将持续扩容。 

8.公司自研项目储备和转化情况？ 

截止 2023 年，凭借成熟的研发技术平台与项目申报

能力，公司已与多家企业签订联合开发项目协议，7 个权

益品种已获批，包括去氨加压素注射液、吡美莫司乳膏、

卡贝缩宫素注射液、氨基己酸注射液、伊伐布雷定片等，

未来公司可按约定比例获得权益分成。公司内部在研项目

累计已超 350项，一方面，公司可选择获取上市后权益分

成为目标进行转化，另一方面，对于已在研发过程中、有

一定研发进度和技术储备的品种，可以选择向客户溢价转

化的方式进行合作。 

9.介绍一下公司权益分成、技术转让的情况？ 

公司权益分成主要来源于与国内大中型医药企业合

作开发的药物品种，公司与部分客户约定双方共同投入资



金研发，由公司提供医药研发技术支持，在产品上市销售

后公司可按照一定方式和比例享受该产品销售的利润分

成。权益分成收入取决于合作项目的销售情况。 

公司除了开发客户指定的品种外，亦会自行储备多个

前景良好、供应短缺、开发难度较大的品种，待进行到一

定研发阶段后，结合客户的需求向客户推荐，并锁定该产

品后续研发服务订单，根据双方事先约定的阶段性工作的

完成情况收取报酬。技术转让收入取决于公司商业化策

略、合作项目进度。 

10.2023 年公司临床业务加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公司自 2009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药学研究领域。

随着业务的发展，自 2016 年起，我们逐渐延伸到临床业

务领域。公司通过积累已拥有丰富的创新药物及改良型新

药的临床研究经验，涵盖了肿瘤类、心血管类、神经类、

内分泌类、抗感染类、镇痛类、罕见病等治疗领域的药物

和医疗器械的临床设计和实施。不断完善临床医学、运营、

稽查、数统等创新药大临床服务体系，在全国设立 19 个

常驻点，已与 260余家医院建立长期临床合作，拥有丰富

的专家和基地资源，并且通过在研产品临床成果案例，拓

展了存量客户创新药的临床服务适应症领域，增加了增量

客户的信任度。 

11.市场一直担心价格内卷，但实际上头部公司毛利

率相对一直比较稳定，这背后的原因和后续的趋势？ 

2023年，公司新签订单金额超15 亿元，增长率超 36%，

累计存量订单超 25亿，同比增长 28%以上，充足的订单量

为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公司亦会自行储备一些自研

项目，内部在研项目累计已超 350项，对于有一定的研发

进度的产品，公司可以通过溢价转让给客户的方式，并锁



定后续的研究服务。另外，公司持续推进差异化制剂品种

和特殊制剂品种的开发，同时公司取得生产批件的权益分

成项目已有 7项，未来在该部分利润分成收益将逐年增大，

有力支持公司毛利率保持稳定的增长。 

12.公司后续自主研发选品思路？ 

公司依托现有的研发技术平台，基于未来对医保、医

疗行业形势以及集采的判断，尽量避开热门靶点赛道，选

择市场容量大且临床价值明显，投入产出符合药物经济学

规律的产品进行研发，并且会综合考虑上市后回收周期及

盈利情况。 

13.2023 年公司研发项目成果如何？ 

2023 年公司新立项自研项目达 100 余项，累计已超

350 项；公司参与研发和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中，共 3 项

新药项目已通过 NMPA批准进入临床试验，126项药品申报

上市注册受理，7 项取得生产批件的权益分成。同时，公

司聚焦多肽类和小核酸类药物研发，截至 2023 年末已立

项自研 1 类创新品种 11 项；在研项目“STC007 注射液”

已进入 II期临床。 

14.公司临床业务情况如何？ 

2023 年公司临床试验与生物分析服务实现营收 3.62

亿元，同比增长 54.54%；毛利率 39.72%，同比提升 5.44%。

公司已搭建临床试验研发平台、数统分析平台、临床医学

研究平台、第三方稽查平台 4 大专业平台，全国设立 19

个常驻点，已与 260余家医院建立长期临床合作。生物分

析方面，公司目前运行 100余项创新药临床前、临床 I期

项目；累计自主开发小分子生物分析方法近 600 个，大分

子生物分析方法近 100 个。 



15.中药诺和晟欣和宠物药诺和瑞宠的发展规划和人

员配置？ 

在中药方面，成立了中药研究开发平台诺和晟欣，公

司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传承为基础，以创新为增长点，

能够提供从立项评估、技术开发到产业化生产、上市后市

场培育的优质、高效、专业化的服务。公司 2021 年 12月

与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共建“中药研发及成果转化服务平

台”、2022 年 6 月与成都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共建“药品研

发与转化创新服务平台”。中药临床研究方面，不仅与国

内中医药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同时与专业中医研究

机构开展广泛合作，并聘请多名国家级名老中医作为公司

顾问，建立了专业的临床实施团队，在注册沟通、医学服

务、运营服务、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服务、风险管理服务、

质量管理等方面提供全面服务。 

在宠物药方面，成立宠物药事业部诺和瑞宠，目前在

多名技术特聘专家的带领下，打造了一支优秀稳定的宠物

药开发团队，团队技术人员约 50 余人，普遍具有 5 年以

上的药品研发经验，硕博比例 40%以上。诺和瑞宠目前在

研品种约 10 余个，涉及驱虫用药、抗感染用药、胃肠道

用药、皮下肿瘤用药、犬胰腺炎用药、止疼用药、止吐用

药等适应症领域，涉及范围包括比对试验目录、人用化学

药品转宠物用化学药品、原料药、创新药等。未来，诺和

瑞宠将继续致力于研发创新，为宠物提供更多安全、有效

的药物治疗方案，推动宠物药行业的持续发展。 

16.公司药学和临床人员布局情况？ 

公司药学研究服务稳健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56,859.60 万元，同比增长 28.67%，药学研究板块人员

1,002人，同比增长 20.00%。临床试验和生物分析服务实



现营业收入 36,238.69 万元，同比增长 54.54%。临床试验

和生物分析板块人员 368 人，同比增长 26.46%。 

17.公司临床订单结构是否可以从监察、生物分析、

数统等业务拆分一下？ 

公司临床订单目前还是以大包订单为主，除了监察

外，单独对外承接的医学、稽查、数统、生物分析等业务

现阶段也在不断增加过程中，未来各环节单独承接外部业

务的数量和金额占比预计会逐年增加。 

18.公司作为一家临床前及临床综合研发服务 CRO，未

来会在哪些方面进行补强？ 

临床前业务，公司先后布局了多肽创新药、改良型新

药、微球制剂、透皮制剂、儿科制剂、外用制剂、罕见病

制剂、宠物药及其他特殊制剂等领域，会有针对性的补强

研发团队； 

临床实验和生物分析板块，除了 SMO外，公司在临床

医学、运营、稽查、数统、生物分析等体系还会有针对性

的增强，除了现有心脑血管、降糖、镇痛、免疫、呼吸、

外用、儿科、部分肿瘤等优势适应症领域外，还要继续稳

步拓展其他适应症领域。 

19.公司项目订单情况？ 

公司不断提升的研发服务能力赢得客户高度认可，推

动市场订单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公司继续深化国内商务

拓展网络和商务团队建设，2023年度新签订单超 15 亿元，

增长率超 36%，累计存量订单超 25亿，同比增长 28%以上。

充足的订单量为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公司先后为国

内约 800家客户提供药物研发服务。持续增加的客户需求

为业绩增长提供了充分保障,并进一步拉动了研发服务能



力的提升。 

20.公司自主立项项目情况？ 

2023年新立项自研项目达 100余项，累计已超 350项。

立项自研项目包括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和仿制药项目。在

创新药方面，公司在研产品主要应用在镇痛、肾病与透析、

肿瘤辅助、心脑血管、抗菌用药等适应症领域；在改良型

新药方面，公司在药物传递系统上开展技术研发及产业转

化研究，以长效微球制剂、缓控释制剂等为研发重点；在

仿制药方面，公司在研产品重点包括复杂注射剂、多肽制

剂、局部递送与透皮吸收药物、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及

其他特殊制剂等。自研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以获取上市后权益分成为目标的，有数十项 1 类、2 类创

新药和 3 类、4 类重点特色仿制药品种；第二类是已在研

发过程中，有一定研发进度和技术储备，可以对客户溢价

转化合作为研发服务的品种。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年 5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