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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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招商证券、 

南方基金、广发基金、工银瑞信、建信养老、东吴人寿、 

银岳投资、人保养老、IDC 资本、高毅资产、富国基金、 

南京戈德、华商基金、富安达基金、中邮基金、易方达基金、

国联安基金 

时间 2025 年 6 月 30 日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通讯方式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卓楠 

证券办公室：翁少凡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问题：目前公司海外业务的发展情况？ 

回答：目前公司已在美国波士顿投入使用约 2,000 平方

米的研发办公场地，服务范围涵盖化学、生物、动物实验，

目前已投入使用并实现创收。波士顿实验室将与国内各研发

实验中心配合、联动，在资源共享的同时，实现差异化发展，

重点满足海外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加强与全球合作伙

伴的沟通协作，为欧美客户的商务拓展提供有效支撑。 

此外，公司还在欧洲、亚太地区等海外产业核心区域多

点布局，加强实验室能力以及商务团队的建设。目前公司在

海外已拥有十多名 BD 团队，将继续加强欧洲市场 BD 的团



队建设，增加海外 BD 和国内科研团队沟通，建立客户信息

情报系统，做好大客户服务管理，逐步建立适应海外市场竞

争的市场销售体系。此外，公司将积极参与国际行业会议，

增加科研团队定期拓展频率，积极主动地拓展海外市场。 

2024 年，公司境外客户收入约占主营业务收入 38%，

且境外新签订单金额同比实现增长超过 20%，力争将公司

的海外业务占比逐步提升至 40-50%，为公司的发展和增长

提供新思路、新方向、新动能。 

2、问题：公司在生物药领域的布局？ 

回答：生物药作为药物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公司 

临床前一体化业务拓展延伸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公司在 

化学药研发领域已经具备了药物发现、药学研究、临床前研 

究的全面一体化研发服务能力；在生物药研发领域，公司已 

具备了系统且丰富的临床前研发服务能力，并已经启动了抗 

体、纳米抗体、ADC、核酸药物等生物药在药物发现阶段

的研发技术平台建设，且已为部分客户提供研发服务。 

公司将持续加强 ADC 药物、小核酸药物等生物药临

床 

前一体化研发服务能力和规模的建设，完善生物药在药物发 

现阶段的研发技术平台建设以及合成生物学平台相关技术

的开发，进一步夯实生物药的药物发现、药学研究能力。 

3、问题：公司在 AI 技术平台方面的布局情况？ 

回答：作为 CRO 企业，公司前瞻布局热点技术平台，

紧密跟踪创新药物研发前沿动态，并持续加强热点药物研发

关键技术研究，主要包括构建“人类细胞模型-AI 预测-类器

官”三位一体的创新技术服务平台，完善基于 AI 技术的一

站式创新药临床前研发服务平台等一系列重要创新研发技

术平台建设。目前，公司在与多家 AI 创新药研发公司的合

作基础上，已经搭建了 AI 药物发现平台，充分整合外部技



术资源和内部研发能力，实现双向赋能。同时，公司的“基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一站式创新药临床前研发服务平台项

目”已获得政府立项并已经开始为客户服务。公司将结合自

身业务，积极探索相关技术在研发业务中的应用，不断增强

公司的研发服务能力与竞争优势。 

4、问题：近期实验用猴的供应情况？ 

回答：近期实验用猴的市场价格稳中有升。公司已积极

采取丰富采购渠道、深化与实验动物供应商的合作等多项措

施保障公司实验动物，特别是实验用猴的供应稳定，能够满

足公司经营的需要。 

5、问题：公司对产能的规划？ 

回答：公司目前正在运营的研发实验室，分别位于张江

高科技园区、川沙经济园区、南汇美迪西新药创新中心、杭

州萧山区以及在美国波士顿的研发中心。未来公司将继续落

实各项组织精简工作，协同各部门进行专业化资源的整合、

共享。公司会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和自身战略规划，持续优化

内部组织和业务结构，提升产能利用率，以保障未来业务稳

步发展以及项目的顺利实施。 

6、问题：美国的关税政策对公司是否有影响？ 

回答：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生物医药临床前综合研发服务

CRO，致力于为医药企业和其他新药研发机构提供全方位

一站式的新药研发服务，客户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美

国现阶段关税政策主要针对产品加征，目前对公司暂无明显

影响，公司将会持续密切关注关税政策的动向。公司已在美

国、欧洲、亚太地区等海外产业核心区域多点布局，公司将

以美国波士顿研发实验室为战略支点，不断加强与全球合作

伙伴的沟通协作，为欧美客户的商务拓展提供有效支撑，力

争逐步提升公司的海外业务占比，为公司的发展和增长提供

新思路、新方向、新动能。公司将继续深化全球化发展战略，



优化业务布局，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保障公司的

长期稳定发展。 

7、问题：公司在人员结构方面的规划？ 

回答：公司高度重视 CRO 行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作为人才密集型企业，公司一直高度重视技术人才队伍及管

理人才队伍的建立，注重内部人才梯队的建设。为满足业务

发展需求，公司同步配置了高素质人才，2024 年度公司本

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比例为 83.61%，硕博比例 29.63%。公司

加大引进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包括首席运营官(COO)、

首席战略发展官(CSDO)和首席技术官(CTO)等已经加盟，

更多优秀人才继续招聘之中，并积极培养和提拔内部优秀员

工，助力公司的未来发展。未来，公司各事业部继续落实各

项组织精简工作，协同各部门进行专业化资源的整合、共享，

旨在合理控制人员规模，提升人员使用的效率。公司会依据

市场情况以及成本控制情况，持续优化内部组织及人才结

构，落实各项人效提升措施，适时调整人员招聘计划，使之

与公司业务的发展情况相匹配，以保障未来业务的发展以及

项目的顺利实施。 

8、问题：公司一季度毛利率改善的原因？ 

回答：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综合毛利率为 22.03%，较

上年同期综合毛利率增长 13.70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

持续深化降本增效，加强成本管控，切实推进精细化管理，

在实现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1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实现大幅减亏，综合毛

利率有所提升。 

未来公司将积极通过开发新客户、完善创新药研发平

台、优化内部组织及人才结构、降本增效等方式提升切实提

升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希望以充满韧性、敏捷性的组织更

好地应对外部市场变化，保障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9、问题：怎么看待国内 CRO 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回答：尽管当前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融资环境有待复

苏，但创新药企及 CRO 公司依然持续积极推进研发工作，

积极探索创新药出海道路。GLP-1、ADC、小核酸等药物类

别的持续活跃，出现了新的机遇。此外，一些制药企业正积

极探索利用 AI 技术创新药物发现，提升研发效率。这些趋

势对 CRO 行业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美迪西在内的 CRO

企业紧跟创新药物研发前沿动态，提前布局新技术平台，不

断丰富服务内容，助力新药的研发进程。截至目前，公司已

助力多款创新药物成功出海，也持续关注新兴医药企业的出

海战略和商业化落地，全力支持全球合作伙伴的药物研发，

助力创新药企扩展全球化版图。 

其次，国家政策方面，高度支持创新药产业发展，全链

条支持政策陆续出台，有望利好行业及公司未来持续发展。

2024 年 7 月 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链条

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地方性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

条创新发展的具体实施细则陆续出台。政策指引下医药产业

基金投资活动频繁，新基金陆续筹备设立。此外，2025 年 3

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下一步支持方向，“健

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创新药目录，支持创新药发展”，

优化药品集采政策。2025 年 6 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

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

稿）》明确对符合要求的创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在 30 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评审批，大幅缩短审批周期，支持全球同步研发。

政策端的大力支持对国内创新药产业的中长期发展有着积

极影响。作为临床前 CRO，2024 年公司参与研发完成的新

药及仿制药项目已有 99 件通过审批进入临床试验，其中 89

件通过 NMPA 批准进入临床试验，10 件通过美国 FDA、澳

大利亚 TGA 的审批进入临床试验，加速创新药的研发进程。



未来各项支持政策的落实落细，将会为国内 CRO 企业提供

更多机会，有望提升国内创新药企业研发投入信心，促进生

物医药产业持续创新发展，进而带动国内创新药以及 CRO

公司的整体发展。公司也将继续在新药研发的核心环节创

新，不断加强技术平台建设，巩固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继续发挥 CRO 的重要专业作用，支持更多优秀的创新药获

批临床。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 年 6 月 30 日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