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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5 年 6 月） 

                    编号：20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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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银理财  

时间 2025年 6月 30日 

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 2168 号智慧广场 9号楼之江生物会议室 

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证券事务专员 李成思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交流的主要问题及答复： 

1. 问：公司目前账上现金较为充裕，截至一季报显示有 26.4亿元，这部

分资金未来将如何规划使用？   

答：一是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继续精益求精，不断完善公司现有产品质量，

进一步促进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优势；二是注重内源性技

术创新的同时，通过并购和合作实现外源性增长，在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

研究和新品开发方面不断推进，开拓新的产品线，丰富产品矩阵，实现从传染

病向肿瘤领域的战略拓展，推动在疾病早筛、伴随诊断、复发监测、治疗等应

用场景的多元化发展；三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以美国、新加坡等海外公司为

抓手，进一步加大全球布局及海外市场业务拓展的步伐。 

2. 问：公司的存款利率及利息收入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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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募集资金、自有人民币及美元存款的利息。

2025年一季度，公司利息收入约为1138万元。   

3. 问：公司过去进行了多次股份回购，能否介绍具体回购情况？未来是

否会有新的回购计划？   

答：自上市以来，公司已累计完成3次股份回购，目前正在进行2025年的第

2次回购。截至2025年6月25日，共回购股份约1533万股，回购专户持有约1278

万股，占总股本的6.66%，其中，250多万股已完成注销。未来是否启动新的回

购计划，公司将结合市场情况、业务需求及资金规划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具体安排请以公告为准。   

4. 问：公司在新技术和新业务拓展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答：公司依托自有研究院，重点布局实时荧光定量PCR、mRNA疫苗、全自动

核酸提取、膜材料与纳米磁珠、微流控芯片及高通量测序等技术平台，并以纳

米磁珠、膜材料等上游原材料为突破口，在膜技术、类器官芯片和微流控分子

POCT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目前，类器官芯片已实现科研服务落地，纳米磁珠

正开展多场景验证。未来，公司将围绕“原材料+设备+耗材”全链条布局，推

动纳米磁珠、膜技术等关键原材料产业化应用，同时开发高灵敏度诊断产品，

完善从科研到临床的全流程解决方案，同步探索C端业务创新。  

5. 问：公司为何选择布局药物发现领域？   

答：公司致力于垂直一体化发展，延伸产品链与价值链，重点布局新药及

上游关键原材料研发。基于对抗体药物在肿瘤、自免疾病等治疗领域前景的看

好，公司于2016年和2020年分两轮投资了创新抗体药物研发企业三优生物，并

与其建立合作团队。未来若项目取得突破，公司将构建从肿瘤早筛到抗体药物

的全周期管理能力。   

6. 问：公司在降本增效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三费（销售、管理、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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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未来有何预期？   

答：销售端通过优化渠道结构和提升直销比例降低营销费用，同时强化集

中采购管理以降低采购成本；生产端持续推进自动化升级和人员结构优化，显

著提升运营效率，带动相关费用持续改善。随着各项精益措施的深入实施，三

费未来有望进一步优化。   

7. 问：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情况如何？   

答：2024 年度政府补助款项 941.42 万元，主要包括科研项目补贴和产业

扶持资金等，这些资金为公司研发及业务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8. 问：想了解一下贵公司的海外商业计划。 

答：海外市场是公司的重点布局方向，也是未来新的增长空间。基于多年

发展，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和数据资源，建立了成熟的研发生产流程，

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响应。同时，通过多品类试剂与自动化设备的搭配，

结合一站式技术服务支持，为海外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将加大全球布局及海外市场业务拓展的步伐，纵深全球布局及本地化

深耕，巩固现有研发基地，新建和扩大智能制造工厂规模。加快规模化产品的

CE、FDA等海外认证。持续加强营销网格化建设，聚焦重点国家、重点领域，推

进本地化团队建设，提升客户精细化管理水平。同时，优化渠道管理机制，与

渠道商形成深度合力，激活潜力共享共赢，实现产品和服务销售规模的快速增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