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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单克隆抗体（简称单抗），是指由单一B淋巴细胞克隆产生的，仅针对某一特定抗原表位（抗原决定簇）的抗体。过去五年，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发展
迅速。2018年单抗药物销售额占全球生物药市场比重高达55.3%。2020年全球销售额的前二十的药品中，13个生物药中单抗占据9席，单抗是当前全球制药市场中
最重要的细分领域之一。同时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迎来迅速发展时期，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中国单克隆抗体市场规模将以48.8%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增
长，至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2亿元。预计在2030年单克隆抗体市场规模达到3,678亿元。

2023年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词条报告

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定义1.

单克隆抗体（简称单抗），是指由单一B淋巴细胞克隆产生的，仅针对某一特定抗原表位（抗原决定簇）的抗体。不同于常规抗体，单抗具有理化性状高度均一、生物
活性单一、与抗原结合的特异性强、便于研究者处理和质量控制等特性。此外，由于合成制备相对容易，单克隆抗体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领域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单
克隆抗体通常以一个“Y”字形结构的存在，每个“Y”字形单体由4条多肽链组成，其中包含两条相同的重链和两条相同的轻链。轻链和重链通过多肽链末端的二硫键相连
接，由它们的分子量大小来命名。整个“Y”字形结构分为恒定区和可变区。其中，顶端为可变区，是抗原特异性结合的部位。下半部分为恒定区，对于同种物种来说，
在不同抗体分子中氨基酸序列近乎相同。

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分类2.

单克隆抗体按照制备技术的发展，可分为鼠源性单克隆抗体、嵌合性单克隆抗体、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和全人源单克隆抗体四类。

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特征3.

截至2022年6月26日，中国已有三款国产新的PD-1单抗（由康方生物/中国生物制药、誉衡药业、复宏汉霖）以及两款新的PD-L1单抗（由先声药业/康宁杰瑞/思路迪、
基石药业）获批上市。此外还有多个既往获批PD-1/PD-L1单抗的新适应症获批。

单克隆抗体药物发展历程4.

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基础薄弱，医疗科研实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数十年差距；加之生物药研发耗资巨大，面临较大的研发失败风险，故现阶段中国在研的单抗药物绝
大多数属于生物类似药。后者是指与一种已经批准的生物原研药在质量、安全性和效力方面均相似的生物治疗产品。沙利文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十大畅销药榜单
中，6款为单抗药物。这6款单抗药物的销售合计为562亿美元，占全球单抗市场的52.6%。具体而言，修美乐为全球第一大畅销药，销售额达189亿美元；恩利以82亿
美元位列全球第二，紧随其后的是类克、美罗华、赫赛汀及安维汀。原研药凭借先发优势在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伴随第一批原研药的专利保护期陆续失效及生
物类似药的研发速度加快，以上6款单抗药物即将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开始时间：1978 结束时间：1989 阶段：萌芽期

行业动态：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史良如和谢毓晋教授首次将“monoclonal antibody”翻译为单克隆抗体，并开始学习研究单克隆抗体技术。其后，史良如专程赶赴德
国进行进一步深造学习，单抗技术发明者Kohler亦于1984年访问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至此，中国单克隆抗体技术逐渐开始稳步发展。

行业影响/
阶段特征：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发展初期，主要以技术的学习和转化为主。

开始时间：1990 结束时间：2010 阶段：启动期

行业动态：技术研发方面，伴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许多中国实验室开始逐步开展了包括研制嵌合性单克隆抗体、单链抗体、双特异性抗体和其他小分子
抗体的计划。抗人CD3人-鼠嵌合体、噬菌体抗体库成功构建表达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炉。产业化方面，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的中国首个单
抗药物，注射用抗人T细胞CD3鼠单抗在1999年成功实现上市，标志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产业化进程的序幕正式拉开。

行业影响/
阶段特征：这一阶段，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的技术研究不断深入，同时部分单克隆抗体药物成功实现产业化上市。

开始时间：2010 结束时间：2022 阶段：高速发展期

行业动态：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等监管审评政策，有关创新药物和生物药物从研发到上市的整套鼓励政
策随之建立。此外，单克隆抗体凭借其优异治疗效果，以及肿瘤等疾病巨大的市场需求，备受企业的青睐，包括三生国健、百泰生物、 康弘药业、海正药
业在内的多家企业相继有抗体药物品种获准上市。未来，伴随着鼓励政策的持续实施以及中国药企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与国际先进
水平之间的差距将不断缩减，行业整体竞争力有望提升。

行业影响/
阶段特征：这一阶段，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对于单克隆药物的研发愈发重视，先后将单抗药物列入国家863计划和国家重点攻关

项目，鼓励研发投入。虽然目前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的研发整体仍落后于国际医药巨头，市场上仍是以进口产品为主，占比约为80%。

单克隆抗体药物产业链分析5.

单克隆抗体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准入门槛高，研发与生产都需要较高的投入，中国产能较为紧张。行业的上游原材料主要是试剂与耗材，试剂主要包括培养基、
氯化钠、磷酸盐等，耗材主要包括细胞培养瓶、移液管、枪头、离心管、层析填料等等。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多，进口厂商更易受到业内人士欢迎，市场处于充分竞争的
状态。产业链下游需求市场是医院和患者。其次新药研发失败的风险较高，因此单抗药品的稀缺性决定了其价格高昂。下游对中游的议价能力很低，下游的患者们更关
注企业的研发进度、临床实验的表现以及药品上市后的治疗诊断效果。行业的技术水平与产能规模将直接影响上市抗体的成本与盈利。
抗体产业关键技术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分别是工程细胞的构建、细胞大规模培养工艺开发以及大剂量重组蛋白纯化与质控。具有产业化价值的“工程细胞系”是能够正确
表达重组抗体的细胞系，需具备“生长能力强，表达水平高、遗传稳定性”等特性。国内目前抗体表达重组抗体的细胞系水平普遍偏低，其根本原因在于细胞系生产能力
的不足。在细胞大规模培养工艺开放方面，国际上重组抗体的制备主要采用动物细胞培养工艺，大型制药企业的培养规模超过二十万升，如Amgen公司200,000L，
Genentech公司250,000L等，中国重组抗体流加培养规模不超过万升，灌注培养规模不超过千升。如中信国健3,000L。流加培养模式是目前重组抗体生产的主流方
式，其配套反应器多为搅拌罐和气升罐。流加培养存在营养物质消耗、代谢废物积累，以及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因此其工艺优化集中在基础培养基、流加培养基以
及流加策略上。灌注培养模式需使用细胞截留需特殊装置(如旋转滤器、倾斜沉降装置、超声截留装置等) ，这就限制了其工艺的可操作性和放大性。但此培养模式下，
细胞密度、蛋白产量可较流加模式提高数倍。另外，大剂量重组蛋白的纯化与质控是关键技术的最后一环，年销售额过亿美元的单抗药物，往往需要年产百公斤级重组
蛋白的产能做支撑。随着产业上游培养规模、抗体产率的提高，下游纯化环境的处理能力成为限制产能的“瓶颈”。纯化环节介质的成本占据抗体药物的生产成本的70%
以上。规模、成本上的压力使得业内普遍认为: 未来下游纯化将是制约抗体行业扩大产能的主要因素，

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规模6.

全球单克隆抗体市场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沙利文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单克隆抗体市场规模601.0亿美元，到2017年，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1,036亿美元，年复
合增长率为14.6%。此外，2017年，全球生物药整体市场中，单抗药物占比达到43.2%，成为生物药行业最大的组成部分。全球单克隆抗体药物市场的快速发展，主要
得益于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的提高。此外，单抗在药物作用靶向性要求较高的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默克、阿斯利康开发的
Bavencio和Imfinzi等单克隆抗体药物先后上市，市场快速发展。
中国单克隆抗体药物行业迎来迅速发展时期。市场规模由2018年的160亿元上升至2023年的1,56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7.9%，增速快于全球市场。2018年销售额
占全球生物药市场比重高达55.3%。2020年全球销售额的前二十的药品中，13个生物药中单抗占据9席，单抗是当前全球制药市场中最重要的细分领域之一。弗若斯特
沙利文数据显示，中国单克隆抗体市场规模将以48.8%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至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2亿元。预计在2030年单克隆抗体市场规模达到3,678
亿元。

中国单抗药物市场规模预测，2018-2030E

中国单抗药物行业市场规模=年销售数量*单抗药物销售均价

弗若斯特沙利文、山西证券

单克隆抗体药物政策梳理7.

政策名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颁布主体：CFDA 生效日期：2002 影响：8 政策性质：规范类政策

政策内容：正式将生物制品归属于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并列出单克隆抗体药物的注册分类及申报要求。

政策解读：该条例对药品注册、申请、临床前研究、申报及审批等进行了规范要求。国家首次将生物制品药物归属于原药监局管理，展现了对生物制药的重视。

政策名称：《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颁布主体：国务院 生效日期：2010 影响：7 政策性质：指导性政策

政策内容：该决定内容共分为八个方面，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用20年达世界先进水平。其中将
生物产业确立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政策解读：推进对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具有重大作用的相关产业较快发展，推动高技术产业健康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支柱产业。

政策名称：《“十二 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颁布主体：科技部 生效日期：2011 影响：7 政策性质：鼓励性政策

政策内容：提出重点突破抗体药物关键技术和产生工艺，建设抗体开发及产业化基地。

政策解读：生物技术是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生物产业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对解决人类面临的人口、健康、粮食、能源、环境等主要问题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中国开始展开对抗体药物加大研发力度

政策名称：《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颁布主体：国务院 生效日期：2012 影响：8 政策性质：指导性政策

政策内容：提出加速治疗性抗体等蛋白质和多肽药物的研制和产业化，支持单抗药物规模化生产。

政策解读：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中国生物产业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显著增强，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到202
0年，生物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政策名称：《生物类似药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颁布主体：CFDA 生效日期：2015 影响：7 政策性质：规范类政策

政策内容：对生物类似药的申报程序、注册类别和申报资料等进行了规范，激励企业开发高水平、高质量的生物类似药。

政策解读：生物制品分子量大，结构复杂，其仿制药只是原研药的类似物审批严格。该政策表明国家对生物类似药物非监管严格，对生物类似药的评价管理工作和此类
药物的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名称：《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颁布主体：国务院 生效日期：2016 影响：8 政策性质：指导性政策

政策内容：加快新型抗体、蛋白及多肽等生物药研发和产业化。

政策解读：政策目标到2020年，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供应保障能力显著增强，90%以上重大专利到期药物实现仿制上市，临床短缺用药供应紧张状况有效缓
解。

政策名称：《“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颁布主体：国务院 生效日期：2016 影响：8 政策性质：指导性政策

政策内容：重点支持创新性强、疗效好、满足重要需求、具有重大产业化前景的药物开发，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新药研发的综合能力和整
体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加速推进中国由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转变

政策解读：明确“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重点支持生物医药的创新与研发，推进中国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

政策名称：《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知道原则（2018年版）》 颁布主体：卫健委 生效日期：2018 影响：9 政策性质：规范类政策

政策内容：规范了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其中涉及33个品种，包括26个小分子药物和7个生物制品（其中包括6个单克隆抗体）。
政策解读：规范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涉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肿瘤、泌尿系统、乳腺癌、皮肤及软组织肿瘤、头颈部肿瘤7个系统肿瘤的药物。新型抗肿

瘤药物包括小分子靶向药物和大分子单克隆抗体类药物。

政策名称：《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 颁布主体：国务院 生效日期：2018 影响：8 政策性质：规范类政策

政策内容：规范了基本药物采购的品种、剂型、规格、满足群众需求，并鼓励肿瘤等专科医院开展跨区域联合采购。

政策解读：新一轮医改以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减轻患者用药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还存在不
完全适应临床基本用药需求、缺乏使用激励机制、仿制品种与原研品种质量疗效存在差距、保障供应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单克隆抗体药物竞争格局8.

竞争格局主要选取了市值、销售毛利率、研发人员数量占比及研发费用四个指标进行评估。其中市值表现企业的资本市场中的表现情况，销售毛利率体现企业的盈利能
力，研发人员和研发费用用于评估企业的研发能力。
竞争格局中，第一梯队为恒瑞医药与百济神州，两者的销售毛利率与市值都相对于其他公司比，排名更靠前。其中，恒瑞研发费用最高，创新能力与成本优势突出。在
医药研发模块复星药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巨大。第二梯队包括康弘药业、君实生物、贝达药业、安科生物、德琪医药、誉衡药业及复宏汉霖。第二梯队的市值位于中等水
平，研发费用投入更大。其中贝达药业与安科生物的销售毛利率较高，具有成本优势。而君实生物的创新优势更为明显，发展潜力要更高。康弘药业则在成本和创新方
面表现更加突出。第三梯队包含海正药业、华神科技及基石药业。第三梯队的企业无论从投资维度、盈利维度，还是研发维度，相对前者企业排名靠后，因此需要积极
寻找自己在市场中的定位，发挥自身优势。
中国单抗药物竞争格局激烈程度与产品上市进程密不可分。中国国内已上市的PD-1品共十款，其中8款为国产产品。国产产品中率先上市且进入医保的4款药物，分别
来源于恒瑞医药、百济神州、君实生物以及信达生物。药物分别是卡瑞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替雷利珠单抗以及特瑞普利单抗。其次处于已过上市申请阶段，但未录
入医保的4款药物分别来源于康方生物、誉衡药业、复宏汉霖、乐普生物。基本覆盖了竞争格局中的第一、二梯队企业。

X轴名称：总市值 单位：十亿元

Y轴名称：销售毛利率 单位：%

α轴名称：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单位：%

β轴名称：研发费用 单位：亿元

X轴：总市值
Y轴：销售利润率
气泡大小：研发人员数量
气泡颜色：研发费用

上市公司速览

单克隆抗体药物代表企业分析9.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0267】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数据分析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竞争优势

2021年海正药业年报、头豹研究院整理

类型名称 类型说明

鼠源单克隆抗体 最早期制备的单克隆抗体，主要通过杂交瘤技术，将具有合成、分泌特异性抗体能力的B淋巴细胞和小鼠骨髓瘤细
胞进行融合，形成既能像骨髓瘤细胞一样不断无限分裂，同时具备合成特异性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系，合成的特异
性抗体即为单克隆抗体。

嵌合单克隆抗体 由于人体90%针对鼠源性单克隆抗体的免疫反应是通过单抗的恒定区来识别进行的，因此将鼠源性单克隆抗体的
可变区与人抗体的恒定区相组合形成嵌合体，在保证单抗特异性的同时，可以大大减少了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人
抗鼠抗体的情况，保障了存活单抗在人体内的有效性。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为最大程度减少人抗鼠抗体的产生，通过计算机分子模拟等手段，在保证抗原结合的特异性的前提下，将单抗可
变区中互补决定区上的部分鼠源片段进行替换，形成非人氨基酸序列含量约5%左右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全人源单克隆抗体 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则依赖转基因技术，将人类编码抗体的基因转移至基因工程改造的抗体基因缺失动物中，使
动物表达产生人类抗体，达到抗体完全人源化的目的，解决制备工艺复杂的问题。

上游环节 上游说明 上游参与方

试剂和耗材的供应商 原材料主要包括试剂和耗材，上游的供应商较多。产品主要分为进口与国产，其中进口
试剂和耗材供应商代表包括因美纳、罗氏、赛默飞。国产供应商企业主要包括华大基
因、贝瑞基因及达安基因。相较于国产试剂及耗材，进口产品更受市场欢迎。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因美纳（中国）
科学器材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北京贝瑞
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康顺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经营部、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艾米能
斯（苏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游环节 中游说明 中游参与方

单抗药物的研发与生产 抗体产业关键技术主要分为工程细胞的构建、细胞大规模培养工艺开发以及大剂量重组
蛋白纯化与质控。国际上重组抗体的制备主要采用动物细胞培养工艺，大型制药企业的
培养规模超过二十万升，如Amgen公司200,000L，Genentech公司250,000L等，中国
重组抗体流加培养规模不超过万升，灌注培养规模不超过千升。此外， 随着产业上游培
养规模、抗体产率的提高，下游纯化环境的处理能力成为限制产能的“瓶颈”。纯化环节
介质的成本占据抗体药物的生产成本的70%以上。规模、成本上的压力使得业内普遍认
为: 未来下游纯化将是制约抗体行业扩大产能的主要因素。中国自主研发的六种抗体药
物，以鼠源、嵌合、人源化为主，多集中在少数靶点上( TNF、EGFR，CD25 等) 。这
就意味着相同临床适应症上，将面临国内外不同厂家的品种竞争。行业的技术水平与产
能规模将直接影响上市抗体的成本与盈利。中国抗体行业普遍存在着细胞系表达水平
低，培养规模小、纯化能力不够等技术问题。

中信国科（海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浙
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康弘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济神州（北京）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信达生物制药（苏州）
有限公司、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基石药
业（苏州）有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德琪（浙江）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下游环节 下游说明 下游参与方

需求终端 下游需求端主要是医院，终端用户是患者。抗体药物定价通常比较高，但鉴于其作用机
制的特异性以及国内品种的稀缺性，价格高昂。自2019年慈善药物赠药政策正式出台，
单抗药物列入“赠药”援助计划，并进入“医保”，对恶性肿瘤患者呈现正向信号。据IARC
组织于202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占全球新诊断病例的24％，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
30％。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咸阳
肿瘤医院、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省肿瘤
防治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
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竞争参与方 横轴 纵轴 气泡大小 气泡色深 得分依据 气泡显示 名称显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3.19 90.16 13.88 10.08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
限公司

50.34 86.58 0 24.78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54.16 68.74 31.94 20.69

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124.41 85.98 36.7 14.59

江苏先声药物研究有限公
司

21.44 78.4 0 14.17

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
司

4.81 56.17 0 13.05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5.19 80.06 15.15 1.67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13.52 40.79 6.35 3.73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5.69 73.27 2.05 0.97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93 40.09 21.17 0.18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220.84 85.44 22.4 59.43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9.27 68.93 0 10.24

德琪（浙江）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2.68 84.08 0 4.05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79.42 35.9 90.16 1.52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 92.18 34.29 5.67

股票代码 上市公司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002773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817300000 360,534.66万元 9.40 90.16

600267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623,324,359.94 297,720.48万元 -2.96 39.31

688331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27,090,633,873.7881 万元 95.18

000790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66040000 20,659.56万元 39.11 32.51

002437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693,138,440.50 77,421.20万元 9.78 75.67

300759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9,420,251,499.8427元 210,289.99万元 41.19 33.08

财务指标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Q1)

资产负债率(%) 63.6017 66.2362 64.2099 60.4186 62.086 61.499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天)

43.7653 48.8626 51.419 52.6662 55 65

流动比率 0.8593 0.637 0.7739 0.6978 0.724 0.76

毛利率(%) 31.5215 41.7764 42.9676 43.2728

摊薄总资产收益率
(%)

1.0924 -1.0898 1.4925 3.4172 2.42 0.696

经营现金流/营业收
入

1.285 1.4979 0.7233 1.6464 1.452 0.24

存货周转天数(天) 102.2495 123.3299 113.3894 126.5289 115 95

归属净利润(元) 1356.62万 -492473970.48 9307.27万 4.17亿 4.87亿 1.35亿

研发技术引领发展

每次行业突破性发展都是由于抗体研发技术的进步

杂交瘤技术推动鼠源单抗的研发，CDR移植技术与SDR移植技术促进嵌合单抗与人源化单抗；噬菌体表面展示技术与核糖体展示技术等基因工程技术促进了完全
人源化单抗的研发。技术研发依然是单抗行业的第一发展力。

技术密集型行业

单抗药物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

单抗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研发门槛较高。单抗作为载体要把小分子药物运输到目标细胞中，再将药物释放到对应的靶点上，这种特异性便对研发技术很高。

应用领域广泛

人源化比例逐渐提高，应用领域扩大

随着技术突破，人源比例上升。不良反应在逐步减少，药效随之增强。其次ADC与双抗等技术的发展促进，拓宽了单抗的发展趋势，使其能更加广泛应用于肿瘤病
症。

注册资本 119818.1562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台州市

法人 蒋国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04676287N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药品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兽药的生产、销售（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
兽药销售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经营许可证》）。 经营进出口业务，医药相关产业产品及健康相关产业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
翻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办班培训）。

研发优势。公司为国家首批“创新型企业”，建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截止2021年，实现国内申请 546 项，PCT
国际申请 166 项。其中发明专利 1042 项；获得授权专利 532 项，其中发明专利 512 项；拥有有效专利 337 项，其中发明专利 317 项。

生产技术优势。公司对标德国制造，筛选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基地建设和重点项目进程，实现传统制造向现代制造转换。拥有从美国、德
国、瑞士等国引进的世界一流的高精尖装备；形成装备数控化、管理现代化的生产模式。在台州、富阳、江苏如东建有生产基地。

品牌优势。目前公司拥有“海正”、“HISUN”中国驰名商标。曾荣获“2020 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第 46名”、“2021 年中国医药研发产
品线最佳工业企业”、“制剂出口型优秀企业品牌”、“原料药出口型优秀企业品牌”等称号。

产品优势，拥有品种齐全的产品梯度。从新药到仿制药大品种，涵盖微生物药物、化学合成药物、生物技术药物等领域，打造从原料药到
制剂上下游一体化的在线与管线产品梯度组合，涵盖抗肿瘤、心血管、抗感染、免疫抑制等各个药物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