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139                                    证券简称：海尔生物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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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 共 66 家机构（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时间 2025 年 4 月 1 日 

参会方式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占杰先生及公司管理层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第一部分 总经理介绍公司近况 

过去这一年，外部大环境来看挑战依然存在；从公司自身

小环境来说，公司始终积极应对挑战、把握结构性的机会，2024

年收入恢复了正向增长。 

一、短期来看，公共卫生防控对行业需求的影响、太阳能

疫苗项目采购周期延长对海外的影响，已经基本消化；公司增

长动能明确，将逐渐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1、从产业来看，非存储新产业增长依然强劲，保持在 20%

以上，市场份额的提升仍然是其增长的主要动力，2025 年非

存储新产业有望延续高增长；低温存储产业下半年降幅逐季收

窄，第四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全年如果剔除太阳能疫苗方案

后低温存储业务的收入与去年基本持平，展现出触底企稳、渐

进恢复的态势。 

2、从市场来看，海外收入的最大扰动因素太阳能疫苗方



 

 

案，从 2024 年三季度以来交付节奏加快，从目前的在手订单

来看，有望从 24年的下滑扭转为稳健发展；2024 年海外收入

若剔除太阳能疫苗仍然保持双位数增速，有望进一步延续；因

此 2025年海外市场相对于 2024年将大幅提速，不过国际局势

也在不断变化，公司也会保持密切跟进、积极应对。公司自身

的国内业务格局已经发生了重构，2024 年国内市场中新产业

收入已经超过低温存储收入，2025 年国内市场也有望进一步

提速。 

3、从产品→方案升级来看，公司数智化场景方案的优势

不断扩大。当前预算开支明显朝头部用户聚集，而头部用户的

需求主要是方案而非单一产品，在这方面海尔生物具备强竞争

优势。2024 年国内市场收入中场景方案业务占比已经超过

1/3，增长达 50%，后续数智化场景方案将保持较高增速且占

比进一步提升。 

二、中长期来看，公司组织能力的提升很好的支撑了业务

发展布局落地，持续发展动能不断得到强化。公司所处的生命

科学和医疗创新赛道具有“大市场，小细分，多产品，多应用”

的特点，因此公司也形成了“强势产业持续夯实引领、新产业

多品类加速协同发展、未来产业积极探索布局”的发展梯次： 

1、在强势低温产业上，公司稳步扩大市场竞争力并持续

创新引领。 

根据公开数据，2024 年前三季度公司超低温产品、深低

温液氮罐、恒温医用冷藏箱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第一；海外

2024年超低温、低温、恒温等产品双位数增长。 

在此基础上，公司深度融合自动化等技术，2024 年推出

“生命方舟系列”“无极系列”“超能系列”等数智样本库方

案，其中“生命方舟”为全球首创的第四代生物样本库，超绿

技术（超级节能技术）创下全球领先能耗新纪录，为强势业务

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在新产业上，公司加快多品类的创新布局和市场协同。 

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了面向科研、制药、医院等用户的多品

类创新方案矩阵，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了良好支撑，而后续市场

能力和研发能力的提升将持续支撑新产业的放量与创新。 

国内和海外市场不断提升用户场景的交互、定制和持续服

务能力，新产业的市场协同效应得到放大。国内市场上，除了

刚刚说到场景方案业务发展良好之外，2024 年国内单用户价

值提升 50%多，复购用户数量占比达 38%。海外市场不仅低温

业务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本土化企划和本土化运营的逐渐深

化也带动了用药自动化、离心机、培养箱、实验室耗材等新品

类高速增长，海外长期发展动力充足。 

依托六大技术平台，加大人才开放引入力度，新产业品类

和产品持续丰富。2024 年研发效率持续提升，推出了水套式

培养箱、霉菌培养箱、独立通风实验动物笼具、无菌隔离器、

肿瘤配液机器人、冷藏针剂盒装发药机等新品；除此之外，公

司在多场景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科技，创新推出

了 AI自动化细胞培养、AI 自动化药房等方案，帮助用户实现

了个性化体验、效率提升甚至是工作流的价值重构。 

3、在未来产业上，公司积极拓展用户共创生态，加快投

资并购步伐。 

一方面，公司始终秉持开放共创的理念，与中国医学科学

院血液学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等用户深度共创。 

另一方面，公司将继续发挥并购整合能力的优势，通过外

延并购细分行业龙头快速切入新赛道，通过各业务间的互补协

同挖掘增长动能。2024 年公司并购上海元析切入分析仪器赛

道；既往的并购整合效果也非常显著，不论是液氮业务、海尔

血技，还是金卫信、药房自动化，公司并购之后给予了全方位

的赋能和支持，发展的都不错。 

总体来说，随着各项战略的持续落地，公司的业绩增长空



 

 

间将进一步打开，公司有信心为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二部分 问答环节 

问题一：24 年公司并购标的的业绩情况以及资源整合情

况？ 

答：公司 2024 年在并购产业的业务协同与整合方面取得

了出色的市场表现。具体来看，海尔血技在 2024 年实现了收

入增长 14%，其增速为行业平均水平的 1.3倍；金卫信收入增

幅达到了 47%；智慧药房（用药自动化）收入增幅接近翻番；

液氮板块收入增长了近 20%。 

公司每年均会并购一些新的板块，因此在整合体系方面构

建了一套极为完善的架构。在寻找并购标的之初，公司主要依

据现有的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寻找相应标的，确保其能够补

充并优化公司现有的场景方案。并购整合完成后，在研发端，

公司推进双方将各自沉淀的技术及研发优势资源进行深度协

同；在市场端，公司对双方的用户资源和需求进行深度协同，

并在市场端人员的机制考核上进行全面打通，从而有效激发终

端团队的活力与积极性。在双方用户资源和渠道开放方面深入

融合，例如在医疗渠道，公司将整个用药自动化场景方案进行

全面推广。 

从整体效果来看，公司并购的新产业收入在 2024 年增幅

50%。在海外市场，公司也在全面推广并购产业的产品方案，

通过不断融合市场渠道、推进产品认证与推广，取得了出色的

业绩。 

问题二：AI 是这段时间非常火热的话题，请教公司 AI是

如何赋能公司的各个业务的？  

答：海尔生物 2019 年上市时为了突破低温存储产业的天

花板就进行了物联网转型，不管是血液网、疫苗网都已经有了

AI的相关应用。现在随着 AI时代到来，公司内部战略进行了

新的聚焦，从产品升级到场景方案，满足用户通过 AI 更好地



 

 

提效的需求。 

以五大产业为例，公司的血液产业，智慧用药，生物样本

库，智慧实验室、公卫产业目前都已经有了 AI 的赋能。举例

来说，在智慧公卫场景，公司疫苗预约接种系统已接入

DeepSeek，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快速理解用户的多种表达

方式，准确解答用户疑问并根据其个性化需求推荐最优接种方

案；在院内智慧用药场景，公司依托 DeepSeek-R1 大模型的深

度学习等能力，构建了 AI 驱动的动态库存管理系统、处方前

置审核大模型、个体化用药模型等产品方案，有效降低药房运

营成本、提升智慧药房的安全性和合规性、推动精准用药发展。 

问题三：存储类业务怎么看行业的拐点（国内，海外）？

以及公司认为 25年26年存储类业务需求回暖的主要客户群是

哪些？ 

答:国内市场：目前公司的国内市场存储类业务属于企稳

上升阶段。例如，医院渠道正在经历头部聚集的过程，且呈现

出自动化、节能化、智能化需求的发展趋势，这无疑进一步凸

显了公司的优势。制药渠道通过公司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包括

产品定制和场景解决方案等，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需求。整体

来看，2025 年到 2026 年存储类业务的回暖主要源于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个方面，随着精准医疗的发展，医院对生物样本库的

存储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对药品存储的需求也在增多，以及对

冷链存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第二个方面，医院的临床业务

正在不断地拓展，像干细胞治疗等新兴的医药技术，也需要更

好的低温、恒温类的存储产品以保证其相关生产产品的质量。

第三个方面，关于区域医疗，像资源下沉、县域医疗共同体的

建设会带动基层建设。 

海外市场：目前，海外市场整体空间较大。存储类业务虽

然是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比较高的一部分，但在整个行业里，市



 

 

占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整体业绩上，除了太阳能疫苗以外

的低温存储类业务在 2024 年已经实现了双位数增长。目前，

公司存储类业务的主要市场驱动因素是新药研发带来的全流

程对存储的需求。目前来看，公司每个月都能持续稳定地捕捉

用户需求，有比较充足的保障。 

问题四：2024 年公司保持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未来研

发投入的侧重方向是什么？ 

答： 主要是三个方向。一是在传统优势领域持续深耕：

公司将在低温、超低温存储及其衍生产品、场景方面继续做深

做强，在制冷和样本安全的底层技术上持续投入研究力量，并

进一步加大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力度。以刚刚上市的超能产品为

例，其能耗已在能源之星上获得最低能耗记录。公司未来将在

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将超能产品的设计应用推广至更多产

品系列；二是进一步降低能耗指标；三是继续优化存储容量和

使用便利性，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场景需求。 

二是在新兴产业发展上持续发力：在智慧实验室、药房自

动化和智慧公卫等新兴业务领域，公司将继续引进业内资深人

才，与用户共同研发创新，以更好地满足用户体验，并进一步

提升 AI 智能化服务功能。以药房自动化系列产品为例，公司

将完善包括多机械手协作在内的算法升级，助力合理化用药。 

三是在未来产业布局上积极拓展：公司持续与头部研究

所、科研机构开展合作，与用户共创，后续会陆续有消息分享

给大家。 

问题五：2024 年公司国内市场新增用户数量占比超过

1/3，主要是哪些贡献的？  

答：2024年，国内市场新增用户占比约为 1/3，主要来自

三个部分：一是公司下沉拓展的县市级、区县级市场；二是细

分领域中的重点核心大用户群体；三是并购后带来的协同用

户。 



 

 

问题六：目前国际地缘政治扰动，对公司海外业务存在哪

些机会以及挑战？ 

答：公司认为应对挑战的关键在于自身能力的构建。首先，

公司通过“一国一策”策略，持续提升本地化能力以应对风险。

今年，公司在美国、英国、印度、欧盟等地区持续加大本地化

投入，进一步夯实本地化运营基础。其次，在产品布局方面，

公司高度重视区域性的产品企划。例如，面向高端市场对绿色

发展方面的需求精准布局，像是公司的超能系列产品在美国能

源之星排名中位居前两位，充分展现了公司的产品优势。同时，

公司今年陆续完善了血站、制药、临床以及实验室产品系列的

认证工作，显著提升了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区域竞争力。此外，

公司在传统业务场景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用户场景。 

问题七：非存储业务在海外的拓展情况？ 

答：2024 年公司海外离心机、耗材等非存储业务都是绝

对高速增长，随着产品认证补全，以及为场景方案相关业务的

发展，预计将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问题八：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情况如何？其中项目类业务情

况如何？ 

答：国内：目前国内在手订单充裕，由于当前预算向头部

用户聚集，因此数智场景方案类业务的商机中持续增大，场景

的定制化需求也愈发明显，正是公司的优势所在。 

海外：市场目前订单非常滚动，包括项目类业务，目前商

机漏斗总体超 10 亿。目前漏斗中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国

际机构采购、区域性政府采购等机会逐渐增多。随着本地化布

局的持续推进、新渠道的不断开拓，以及 2024 年企划的产品

完成认证、顺利上市，公司海外业务在 2025 年将具备充足的

可持续发展动能。 

问题九：公司 24年净利率下滑原因？25年净利率目标和

费用预算情况？ 



 

 

答：公司 24 年净利润是基本持平的状态，主要系过去几

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布局新的产品方案，海尔生物 2023

年的研发费用率达到 13.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需要兼

顾短期和中长期发展。在业务布局上，公司持续大力投入研发，

为中长期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也为公司在穿越周期时，通过不

同产品组合对冲周期性调整风险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公司致

力于在费用端不断优化，三项期间费用率整体提升了 0.89%。 

2025 年，公司将继续优化和提升费效，聚焦内部降本增

效。盈利能力管理是公司重要的管理方向和目标，相信随着新

业务的放量和降本提效，盈利能力将持续优化和升级。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5 年 4 月 2 日 

 

  



 

 

附表：参会机构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机构名称 序号 机构名称 

1 Harding Loevner 34 青榕资管 

2 HBM Partners Hong Kong  35 趣时资产 

3 Jefferies 36 上汽颀臻（上海）资管 

4 Pinpoint 37 尚石投资 

5 榜样投资 38 盛世景资管 

6 大横琴香港 39 世真投资 

7 大家资管 40 同泰基金 

8 淡水泉 41 途灵资产 

9 德邦基金 42 文渊资本 

10 德邦证券 43 西南证券 

11 东海证券 44 橡果资管 

12 东吴人寿 45 鑫翰资本 

13 东吴证券 46 信达证券 

14 法国巴黎资管 47 兴业证券 

15 沣杨资管 48 兴银理财 

16 高盛公司 49 寻常投资 

17 光证资管 50 易正朗投资 

18 广发基金 51 英大保险 

19 国盛证券 52 长江养老保险 

20 国泰基金 53 招商证券 

21 国信证券 54 昭时投资 

22 禾永投资 55 浙商证券 

23 红杉资本 56 浙商证券自营 

24 华安基金 57 正德泰投资 

25 华创证券 58 中国银河证券 

26 汇添富基金 59 中欧瑞博投资 

27 嘉实基金 60 中融汇信 

28 江海证券自营 61 中信建投证券 

29 金百镕投管 62 中信期货 

30 巨杉（上海）资管 63 中信证券 

31 开源证券 64 中信资管 

32 磐厚投资 65 中意资产 

33 鹏华基金 66 中邮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