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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第

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

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税）。截至2025年4月24日，公司总股本为

410,000,000股，其中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2,589,362股，本次发放现金红利的股本基数为

407,410,638股，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44,815,170.18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24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12,254,340.75

元）总额57,069,510.93元；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51.97%。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前，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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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1.1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药康生物 688046 不适用

1.2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1.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逸鸥 谭竞杰、郑超

联系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学府路12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学府路12号

电话 025-58243997 025-58243997

传真 025-58265927 025-58265927

电子信箱 ir@gempharmatech.com ir@gempharmatec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主营业务概览

药康生物是专注实验动物模型的研发创制、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秉承“创

新模型、无限可能”的理念，公司基于基因编辑、干细胞、表型分析、药效分析和无菌动物等技

术平台，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小鼠模型，开展模型定制、定制繁育、功能药效分析等一

站式服务，满足客户在基因功能发现、疾病机理解析、药物靶点筛选、药效分析验证等基础研究

和新药开发领域的实验动物模型相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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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服务项目的具体内容

（1）商品化小鼠模型销售

运用基因编辑技术，公司持续开发新型的基因剔除小鼠模型、转基因小鼠模型、免疫缺陷小鼠模

型、人源化小鼠模型、疾病小鼠模型和全人源抗体小鼠等客户需求大、标准化程度高、实践使用

多的小鼠品系。公司的“斑点鼠计划”旨在逐步建立小鼠全部 2 万余个蛋白编码基因的敲除品系

及相关工具小鼠品系，实现商品化销售。

类别 简介 用途 代表品系及工具资源

斑点鼠 基因敲除小鼠模型，即通过基因

编辑和同源重组技术，特异性改

变目标基因的基因组序列，从而

导致该基因全部或部分功能的

丧失，可分为全身性基因敲除的

KO小鼠和条件性基因敲除的cKO

小鼠；

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应用

广泛，是阐明基因功能和

疾病发病机理、发现新药

靶点和验证新药药效的基

础性资源；

拥 有 超 21,000 个 品

系，涵盖肿瘤、代谢、

免疫、发育、DNA 及蛋

白修饰等研究方向的

基因；

免疫缺陷

小鼠模型

为避免小鼠免疫系统对异种组

织和细胞的排异作用，将小鼠的

特定免疫相关基因剔除，形成可

以稳定遗传的免疫系统功能缺

陷的小鼠模型；

常用于制作人源肿瘤移植

模型、人源免疫系统重建

模型，支撑肿瘤学、免疫

学、血液学、组织工程和

干细胞等研究；

拥有裸鼠、NOD scid、

NCG、NCG 衍生品系等一

系列免疫缺陷品系；

人源化小

鼠模型

基因人源化：将特定的人源基因

通过基因编辑导入小鼠基因组，

并形成稳定表达的小鼠品系；

细胞/组织人源化：将人源细胞

或组织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中；

微生物人源化：将人源菌群稳定

定植到无菌鼠中得到的悉生小

鼠；

其他还包括免疫系统人源化、器

官人源化等；

更加贴近人类本身的生理

系统，是目前生命科学研

究和新药开发领域的重要

模 型 ； 可 用 于

CDX/PDX/hHSC/hPBMC等细

胞\组织\免疫系统人源化

模型；

拥有 700 余个药靶或

潜在药靶的基因人源

化小鼠模型，覆盖不同

的小鼠遗传背景品系；

拥有指定菌群、指定背

景悉生小鼠品系；可批

量供应肝脏人源化小

鼠模型；

疾病小鼠

模型

利用自然筛选、人工诱导、基因

编辑等技术，构建能模拟临床病

理过程和症状的小鼠疾病模型；

用于相应疾病的研究、筛

选治疗药物、体内药理学

实验等；

拥有 200 余种阿尔兹

海默症、帕金森症、非

酒精性脂肪肝、糖尿

病、动脉粥样硬化、肌

无力等疾病的小鼠模

型；

无菌小鼠

模型

通过现有检测技术，其体表及体

内检测不到任何细菌、病毒、寄

生虫等生命体的小鼠模型；

用于研究共生微生物的功

能，可应用于自身免疫性

疾病、代谢性疾病、肠道

炎症、肿瘤和神经发育等

领域的研究；

可定制开展特定小鼠

的无菌化品系；可批量

化供应多种无菌级近

交系小鼠品系和模型。

基础品系 包括常用的近交系和远交系小

鼠模型；

充当模型构建的背景品系

以及诱导建立疾病模型；

拥有 C57BL/6、ICR、

FVB、DBA/1、 BALB/c

等一系列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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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模型 Cre/Dre 工具鼠、报告鼠、诱导模型、手术模型等

（2）模型定制

现有的商品化标准小鼠模型并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建有高效的小鼠基因编辑技术平台，

可以针对不同客户的具体要求，快速设计基因编辑策略，在特定小鼠遗传背景下，定制转基因、

基因敲除、基因敲入、点突变等各类基因编辑小鼠模型。

（3）定制繁育

公司依托专业的保种和生产繁育技术平台及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为客户提供全面繁育解决方案，

包括常规繁育、快速扩繁、冷冻保种、活体净化以及辅助生殖等。

（4）功能药效

依托于丰富的小鼠模型资源，公司创建了创新药物筛选与表型分析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功能

药效分析服务，可提供包括靶点概念性验证、药效学和非 GLP 毒理评价在内的体内试验评价服务，

以及药物作用机理研究、抗体类药物靶点结合力评价等体外试验评价服务。

（5）全人源抗体转基因模型 NeoMab
TM
及服务平台

依托于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全人源抗体转基因小鼠模型 NeoMab
TM
，搭建抗体发现及高通量筛选技

术平台，助力客户快速获得目标靶点候选抗体分子，结合现有涵盖候选药物靶点验证、药代动力

学、药理药效学、non-GLP 安全性研究等临床前药物筛选评价服务体系，提供从靶点概念验证至

IND 申报的一站式服务。同时，针对系列创新靶点立项研发，将所获得的不同阶段的抗体分子/片

段向客户授权。

2.2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包括物料类采购和服务类采购，其中物料类采购主要包括实验小鼠及其饲养物料、包装

材料、实验试剂、日常耗材等；服务类采购主要涉及基因测序及引物合成、基因鉴定、基因合成

等。公司生产采购体系包括供应商准入管理、物料采购管理、合同合规管理等规章制度。全部物

料、服务等采购纳入计划管理体系，由供应链部、业务部门和财务部编制全年采购预算，经总经

理办公会审批后按计划实施。特殊计划外采购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在履行审批流程后由供应链

部实施。

2、生产模式

生产管理中心所属计划调度部门根据历史销量、市场预测以及客户订单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门

负责繁育执行，包括配繁、育仔、分笼及相应饲养管理、出货。公司小鼠均饲养在 SPF 级屏障设

施或无菌环境中，严格执行规范的饲养管理和质量控制标准，定期开展遗传学及微生物监控。公

司动物设施自动化程度较高，包括笼架集成自动供水装置，动物房及笼盒的温湿度、换气的精准

控制，笼器具自动清洗等。

管理体系 内容

管理系统 使用自主开发的专业小鼠管理和项目管理软件，联合笼位记录设施，实时传输小

鼠数据，实现小鼠从出生、成长到实验、交付全过程跟踪，生产繁育、质量检测、

基因鉴定等数据信息化管理且均可追溯；

饲养环境 饲养室温度保持在 20-26℃，相对湿度维持在 40%-70%，噪音＜60 分贝；昼夜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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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时间为 12h/12h；空气净化，饲养室内定期用消毒剂进行清洁消毒；

微生物控制 拥有经验丰富的兽医团队，建立了完善的动物健康监测体系，包含定期开展哨兵

鼠检测、群体抽检、净化后小鼠检测，笼架排风粉尘检测等；检测项目与国际标

准接轨，共 50 项（其中国家标准项目 34 项），包括病毒学、寄生虫学、细菌学等

各项微生物学检测；

遗传学控制 所有活体保种小鼠品系均需严格遵从“基础群-血缘扩大群-生产群”的形式建立

繁育结构。基础群和血缘扩大群按照严格同窝兄妹交配方式为生产群供种。种群

有完备的谱系记录，同时采取冷冻胚胎、精子等生殖细胞方式进行保种，并定期

复苏的方式替换种群以减少遗传漂变。所有活体保种品系均纳入 SNP 监测计划，

SNP 位点覆盖小鼠的所有染色体，确保小鼠遗传质量。

3、销售及服务模式

（1）商品化小鼠模型销售模式

公司商品化小鼠模型以直销为主，同时为加速海外市场拓展，在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地区对部

分品系采用当地代理商经销模式；直销模式下，高校、医院、创新药企、CRO 研发企业等终端客

户直接向公司下单，对于活体保种现货供应的品系可即时交付，对于以胚胎或精子方式冷冻保种

的品系，则直接交付或复苏繁育后再交付，公司通过自有车辆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小鼠运输，运

输方式包括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小鼠模型送达后，经客户到货签收确认或者交付后客户未在异

议期内提出异议，公司确认收入；经销模式下，代理商向公司授权引种后自行生产销售给客户，

或客户通过代理商向公司下单，代理商提取一定比例销售分成。

（2）模型定制服务模式

项目管理中心根据客户需求确定模型定制服务方案并执行，获得合同约定的小鼠模型后，向客户

发送结题报告、小鼠明细及取鼠通知，公司实际交付小鼠模型客户予以签收确认，或者根据客户

要求将小鼠模型转至定制繁育服务，公司确认收入。

（3）定制繁育服务模式

项目管理中心根据客户需求确定定制繁育服务方案并执行，定期或者最终完成时向客户提供项目

技术汇报、繁育进度清单等资料，与客户对账并经客户确认无误后确认收入。

（4）功能药效服务模式

功能药效中心根据客户需求确定功能药效试验计划并执行，无交付报告的，将基因修饰模式动物

及组织样本运抵客户指定交货地点，经客户到货签收或交付后客户未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公司

确认收入；需要交付报告的，将基因修饰模式动物运抵客户指定地点，同时将结题报告移交给客

户后，公司确认收入；

（5）全人源抗体转基因模型 NeoMab
TM
平台服务模式

抗体平台根据客户需求完成抗原免疫、抗体筛选、药效验证等操作，交付生物样本、抗体序列、

数据报告等，确认相关服务收入，并根据商业合作模式的不同，分阶段确认各阶段收入。

4、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中心负责研发项目的立项和实施管理，研发中心主要负责根据公司战略瞄准生命科学前

沿动向、跟踪行业发展最新趋势、挖掘市场客户潜在需求，统筹公司研发规划立项，同时开展复

杂模型核心设计、平台技术优化等，在公司研发体系中居于中枢地位。其他技术部门则按照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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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基于研发中心立项及策略，分中心各自推进项目。

根据研发领域的不同，划分为肿瘤免疫、神经、代谢、自免等实验室，各实验室科学家负责内部

研发项目、团队配置、费用申请与使用等相关事项，对实验室发展方向及投入产出负责，并向研

发总监汇报，研发项目的立项、进度、成果验收、知识产权保护等由集团统一进行全流程、标准

化管控。

2.3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主要从事实验动物小鼠模型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满足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

生物医药开发过程中的小鼠模型相关产品及服务需求，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

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研究和试验发展（M73）”，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

所处行业属于“4、生物产业”之“4.1 生物医药产业”之“4.1.5 生物医药相关服务”，根据主

营业务特点，公司所处细分行业为实验动物行业。

实验动物是进行生命科学研究和新药研发的基础性资源，其中实验小鼠基因组与人类高度同源，

生理生化及生长发育的调控机制和人类基本一致，同时具备繁殖能力强、世代周期短、饲养成本

低、遗传背景明确等特点，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实验动物。随着近年来以 CRISPR/Cas9 为代表

的基因编辑技术的普遍运用，大规模创制小鼠模型成为可能，其在解析疾病发病机理、发现潜在

疾病治疗靶点、验证新药及新型治疗手段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1）行业发展阶段

海外实验动物小鼠模型行业发展起步于 20 世纪初，发展时间长、行业规范性程度高，不仅拥有

The Jackson Laboratory（1929 年成立）、Central Institute for Experimental Animals（CIEA）

(1952 年成立)等世界知名非盈利机构，还拥有一批成熟的商业化公司，比如 Charles River（1947

年成立）、Taconic Biosciences（1952 年成立）、Envigo（1931 年成立）、Janvier（1960 年成立）

等。此外，为解决原有以实验室为主体的分散性资源收集开发模式存在效率低、整合性差的问题，

全球多国陆续建立专业性的小鼠资源库，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1999 年成立突变小鼠

资源研究中心、欧盟 21 世纪初建立欧洲突变小鼠资源库等，欧美发达国家均将突变小鼠模型作为

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资源加以扶持。

我国实验动物小鼠模型发展起步较晚，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建立规模较大的实验动物饲养繁殖基

地，1982 年国家科委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实验动物科技工作会议，1988 年《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发

布，随后《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小鼠品系培育、质量控制和标准化建设快速发展，应用于特定疾病研究的实验小鼠模型品系不断

被培育和引进，使用数量快速增加。2000 年前后，多家本土商业化实验动物小鼠模型公司先后成

立，如南模生物（2000 年成立）、赛业生物（2006 年成立）、百奥赛图（2009 年成立）、斯贝福（2010

年成立）、华阜康（2008 年成立）等，经过近 20 年发展，行业领先公司已具备一定规模，部分品

类小鼠模型全球领先，如基因敲除品系、人源化品系等，但行业集中度仍然相对较低，未出现行

业绝对龙头，大部分公司以区域性服务为主。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小鼠模型研究、模型创制在技

术层面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整体的商业化应用模式、规范标准的制定依然需要提高。根据

Frost&Sullivan 统计，全球动物模型市场规模（不含动物模型相关服务）从 2015 年的 108 亿美

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46 亿美元，2015-2019 年复合增长率 7.8%，预计 2024 年市场规模为 226 亿

美元，2019-2024 年复合增长率 9.2%。

中国动物模型市场相对处于发展早期，啮齿类实验动物作为实验动物模型中最重要的一大类，国

内产品和相关服务市场规模呈高速增长态势，从 2015 年的 10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3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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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9 年复合增长率 34.7%，预计 2024 年将达到 98 亿元，2019-2024 年复合增长率 24.2%，

预计 2030 年将达到 272 亿元，2024-2030 年复合增长率 18.5%。啮齿类实验动物模型中，小鼠模

型占85%，其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呈现高速增长态势，预计2024年市场规模为85亿元，2019-2024

年复合增长率 24.4%，2030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236 亿元，2024-2030 年复合增长率 18.8%。

近年国内药物研发快速发展，非 CMC 临床前药物研发技术服务高速增长，非 CMC 临床前药物研发

技术服务主要包括药物代谢动力学、药效测试及安全性评价等；根据 Frost&Sullivan 预测，2024

年中国非CMC临床前药物研发技术服务市场规模约185亿元，2019-2024年复合增长率16.0%，2030

年将达到 358 亿元，2024-2030 年复合增长率 11.6%；其中，来自于实验小鼠产品及服务提供商的

占比逐渐提高，2024 年实验小鼠产品及服务提供商约占市场规模的 2.5%，到 2030 年，其占比将

提高至 10.3%，市场规模将达到 37 亿元。

（2）行业基本特点

实验动物小鼠模型行业资金投入大、技术门槛高、设施要求严，属于研发驱动型、技术密集型行

业，具有较高壁垒，需要公司拥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动物生产设施、标准化的质量管控体系，全面

掌握小鼠模型相关领域基因编辑、辅助生殖操作、表型验证、免疫系统人源化、靶点人源化及药

效筛选、动物生产控制及无菌净化等关键技术，紧密追踪前沿科学发展并具备持续模型创新创制

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服务水平。

行业下游客户均为具备相应知识的专业人士，小鼠模型为其探索科学问题、进行药物开发的重要

工具，其更重视实验动物小鼠模型的可靠性、可及性、对实验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供应商服务

的专业性，对价格整体不敏感。

（3）行业进入壁垒

政策壁垒：

国家在实验动物小鼠模型研制、生产、运输、出口、使用等方面均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及行业

标准，推行实验动物生产许可、使用许可、进出口管理制度，行业存在较高的准入壁垒。

技术和人才壁垒：

实验动物小鼠模型行业属多学科技术高度融合的产业，对研发能力和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研发方

面，涉及策略设计、基因编辑、胚胎操作、饲养繁育、表型鉴定等诸多环节，技术难度大、核心

环节多、步骤流程长，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生产方面，实验小鼠均饲养在 SPF 级

屏障设施或更高级别环境中，一方面，高规格动物房建设需要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

大规模繁育对生产人员和质控人员的专业水平、规范意识和职业经验提出了较高要求，此外，实

验小鼠作为活体，存在一定的运输半径，多地点布局生产设施是相对更优的选择，对生产体系复

制转移能力及多地点运营设施能力要求较高。

品牌和渠道壁垒：

在生命科学研究成果发表以及新药研究开发临床申报过程中，通常需要明确披露实验动物的信息

来源，知名品牌有助于增强试验结果可信度；此外，实验动物小鼠模型销售涉及地域广、专业性

高，短期内难以快速构建销售推广体系，存在品牌和渠道的双重壁垒。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为国内模式动物行业龙头企业之一，是亚洲小鼠突变和资源联盟唯一企业成员、国家科技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共建单位，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江

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

公司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基因工程小鼠资源库，拥有小鼠品系近22,000种，年模型创制通量6,000+，

成立之初即开创性提出“斑点鼠”计划，推动国内基因敲除小鼠模型由定制化走向产品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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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此前行业内基因敲除品系以定制化服务为主的商业模式。除“斑点鼠”外，公司持续推出人源

化小鼠、无菌及悉生鼠、野化鼠等一系列创新模型，模型创制能力行业领先，产品质量可靠，在

业内享有良好声誉。

公司不仅拥有数量庞大的标准品系库，业已完成一体化服务平台搭建，可提供模型定制、饲养、

繁育、保种、表型分析、药效测试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是业内少数完成生产基地及销售网络全国

布局的企业之一，总部位于江苏南京，在江苏常州、广东佛山、四川成都、北京大兴、上海宝山

设有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南京、常州、成都、佛山、北京、上海均有大型生产设施，辐射国内主

要市场，快速响应区域客户需求。

此外，公司于 2024 年战略入股灵康生物，将模式动物品类拓展至实验猪，将基于扎实底层技术和

通用技术平台，进行基因编辑猪等开发，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更丰富模型。

立足中国市场，公司于 2019 年底开启国际化进程，目前在美国、欧洲、韩国、日本设有子公司或

办公室。首个海外生产设施落地 San Diego，于 2024 年一季度启用，欧洲产能也已进入规划。海

外客户数量持续扩容中，产品已获 Charles River、Crownbio、Roche、Sanofi、Pfizer、Merck、

Novartis、AstraZeneca 等国际知名企业认可，具备一定国际知名度。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基因工程技术迭代，模型创制效率提升，小鼠模型应用领域持续拓展

实验动物模型创制技术持续变革，经历了转基因技术、ES 打靶技术和 CRISPR/Cas9 技术三代；20

世纪 70 年代，转基因技术诞生，第一次实现了动物物种之间的遗传信息的交换和重组，但不能精

准控制相关插入位置和数量；20 世纪 80 年代，ES 打靶技术兴起，实现了对基因的精准编辑，但

存在耗时长、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锌指蛋白核酸酶技术、转录激活

样因子核酸酶技术等新的基因定点编辑技术，理论上可以实现对基因序列的编辑，但仍存在操作

过程繁琐等问题，限制了其广泛应用；2012 年，CRISPR/Cas9 技术应运而生，相比于其他技术，

其操作简便、成本较低、可实现高通量精准编辑，使大规模创制小鼠模型成为可能，大大推动了

行业发展。

在 CRISPR/Cas9 技术应用趋于成熟、模型创制效率提升背景下，基因工程小鼠应用领域持续拓展。

在科研领域，基因工程小鼠种类的丰富，大大促进了科研领域对于未知基因功能和疾病机理的探

索，尤其专业模式动物供应商的出现，其不仅拥有庞大的标准品系库，还拥有成熟的模式动物创

制平台，可以快速、高效、低成本满足科研人员对于各类基因工程小鼠的需求，减少研究人员在

科研过程中耗费在模式动物构建的时间，降低研究失败的机会成本；在工业领域，小鼠模型目前

可以实现在基因、细胞、组织、器官、免疫系统、肠道微生物等多个维度的人源化，更加精准地

模拟人类特定生理病理特征，广泛应用于各类药物的研发过程中。

（2）全球新药研发持续进展，中国新药研发方兴未艾，创新模型需求持续增长

全球医药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创新药物研发仍为世界范围内投资热点，随着新的治疗技术不断出

现，创新药物各阶段临床试验数量不断增加，全球医药研发支出持续增长；国内市场方面，近年

来伴随着政策支持及资金、人才的充分流入，中国药品研发支出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增速远超全

球市场；根据 Frost&Sullivan 预测，2024 年全球药物研发支出将达到 2,270 亿美元，2019-2024

年均复合增速 4.5%，2024 年中国药物研发支出将达到 476 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支出比重上升至

21.0%，2019-2024 年均复合增速 17.7%；

全球新药研发的持续进展，带动实验动物小鼠模型需求增加，小鼠模型需求增加除了体现在数量

的增长，更主要体现在对高附加值创新模型需求的增长，比如传统小分子药物靶点保守，基础品

系小鼠模型即可用来进行药效测试、安全性评价等，而抗体药物、ADC、细胞基因治疗药物等新一

代药物主要针对人源靶点及免疫系统等发挥作用，相关测试大部分必须在人源化小鼠模型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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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源化品系附加值远高于基础品系，而且竞争格局良好，仅少数厂家拥有开发技术，预计未来随

着新技术带来新靶点、传统不可成药靶点被逐渐攻破，高附加值创新模型需求仍将维持良好增长。

（3）现有模型存在明显不足，新一代动物模型有望提升行业天花板

新药研发中，药物发现和临床前阶段的研究主要在实验动物模型上完成，目前所用小鼠模型多是

20 世纪初通过小家鼠近交繁育方式获得的近交系小鼠及在此基础上制作的单基因突变小鼠模型，

品系内部个体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和遗传稳定性，在新药开发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减少干扰变量。

然而，近交系小鼠经过近百年的人工选择，许多致病基因被淘汰，很多疾病机理在模型上难以得

到有效模拟，在其身上进行研究试验，面临缺乏遗传多样性、与人类发病机制相差较大等问题，

这也是临床前试验证明安全有效的药物一旦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失败率仍然较高的原因之一。未来，

小鼠模型将朝着更加精准模拟人体生理病理、在保证研究可比性和重复性基础上兼顾真实世界遗

传多样性等方向发展，随着新一代小鼠模型对真实世界模拟程度的不断提高，临床前实验结果与

临床实验结果差距有望逐步缩小，从而真正帮助药物研发风险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此外，

小鼠模型在药物研发环节的使用场景也有望拓展，除了进行药效评价、安全性评价等，还可以进

行药物靶点发现、指导临床入组病人选择等，从而逐步提升行业天花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2,572,645,275.65 2,577,589,878.58 -0.19 2,253,716,430.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34,726,319.61 2,124,656,444.32 0.47 1,977,714,033.84

营业收入 686,837,009.60 622,186,991.12 10.39 516,547,576.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9,819,819.30 158,914,063.14 -30.89 164,665,451.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5,743,097.97 107,180,879.68 -29.33 102,078,070.1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0,314,259.53 116,570,535.51 -22.52 105,981,020.9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18 7.76

减少2.58个百分

点
10.6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39 -30.77 0.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39 -30.77 0.42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13.73 15.53
减少1.80个百分

点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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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7,087,264.43 183,295,718.05 169,335,234.50 177,118,79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479,404.17 46,858,313.47 21,876,660.96 11,605,44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2,868,086.62 31,968,986.21 16,973,264.94 3,932,760.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604,737.13 9,040,055.39 27,663,722.02 106,215,219.2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1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5,83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京老岩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201,817,185 49.22 201,817,185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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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药大创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124,991 19,625,199 4.79 0 无 0 其他

江苏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0 12,988,621 3.17 0 无 0

国有法

人

南京生物医药谷

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0 12,962,804 3.16 0 无 0
国有法

人

南京江北新区国

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600,000 9,774,705 2.38 0 无 0
国有法

人

舟山砾岩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219,000 9,081,782 2.22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

医疗保健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 7,456,769 1.82 0 无 0 其他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行业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0 5,860,752 1.43 0 无 0 其他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弘医

药创新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0 5,409,024 1.32 0 无 0 其他

吴庆 515,981 4,422,228 1.0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董事长高翔系南京老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总经

理赵静系舟山砾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时系南京老

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并持有其 21.2671%的财产份额。

2、南京生物医药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南京江北

新区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南

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3、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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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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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8,683.70 万元，同比增长 10.3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981.98 万元，同比减少 30.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74.31 万元，同比减少 29.33%；报告期末总资产 257,264.53 万元，较期初减少 0.19%； 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13,472.63 万元，较期初增加 0.4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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