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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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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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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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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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以2021年12月总股本1,373,174,615股为基数，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分红总金额137,317,461.50元（含税），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

转增2股，转增股本274,634,923.00股，不送红股。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坛生物 60016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慈翔 田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路乙2号院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路乙2号院 

电话 010-65439720 010-65439720 

电子信箱 ttswdb@sinopharm.com ttswdb@sinophar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血液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所处的行业为血液制品行业，血液制品主

要指以健康人血液为原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的生物活性制剂。 

（一）血液制品行业发展阶段 

最早的血液制品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是应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抢救伤员的需要而诞生的，

被视为重要战略物资。 

在血液制品行业发展过程中，世界范围内陆续发生血制品安全事件，各国政府逐渐加强了监

管，加之企业的兼并重组，全球主要血液制品企业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 102 家减少到不足 20 家（不

含中国），其中美国 5 家，欧洲 8 家，且营收排名前五位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比为 80%—85%，行业

集中度凸显。从国外血液制品行业的集中过程，可以看出在充分竞争与较强的监管环境下，产业



将不断走向集中，预计我国血液制品行业集中度也将持续加强。 

我国血液制品生产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已有近 60 年的历史。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

代，血浆蛋白的分离工艺开始由盐析法逐步过渡到低温乙醇法，分离技术也由离心法过渡到压滤

法。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血站、各大军区下属血站及一些科

研机构等单位也开始生产血液制品，生产厂家总数达到 70 家左右。随着国家卫生部明令淘汰冻干

人血浆的生产和禁止盐析法工艺的使用，大部分小型生产厂家被淘汰。至 1998 年，国家对血液制

品行业率先实行 GMP 认证制度，只有通过 GMP 认证的企业才能生产经营血液制品。自 2001 年起，

国家未再批准设立新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截至目前，正常经营的企业不足 30 家。 

近年来，大型血液制品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使我国血液制品行业集中度得到大幅提

升。目前已形成以天坛生物、上海莱士、华兰生物、泰邦生物等大型血液制品公司为行业龙头的

新局面。由于政府在血液制品企业准入上设置了高门槛，血浆综合利用率高的大型公司在设置单

采血浆站方面更有优势，预计未来行业竞争的关键在于整合和集中，集团化企业在未来竞争中的

优势将进一步扩大。 

（二）血液制品行业特点 

1、行业壁垒坚固，市场准入条件较高 

行业政策壁垒： 

国家在血液制品行业准入、原料血浆采集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和限制措

施，具有较高的政策壁垒。 

1996 年 12 月发布的《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健康人血浆的采集须通过单采血浆站进行，

而单采血浆站需取得由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才能进行采浆活动，且

在一个采血区域内只能设置一个单采血浆站。 

2012 年，卫生部《关于单采血浆站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卫医政发〔2012〕，要求血液制品

生产企业申请设置新的单采血浆站，其注册的血液制品应当不少于 6 个品种（承担国家计划免疫

任务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不少于 5 个品种），且同时包含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类

制品。确定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注册血液制品品种时，同种成分不同剂型和规格的血液制品应按一

个品种计算，增强了原料血浆采集的源头管理。 

2016 年，卫计委发布《关于促进单采血浆站健康发展的意见》，严格新增单采血浆站设置审

批，向研发能力强、血浆综合利用率高、单采血浆站管理规范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倾斜，新设单

采血浆站难度明显增加。 

技术和资金壁垒： 

随着血液制品的创新和升级换代，特别是一个从单采血浆到血浆组分分离乃至最终无菌制剂

生产全产业链条的技术密集型制药行业，对多达数十个环节的生产和质量稳定性有日益提高的要

求，对产品研发、生产技术、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技术水平、经验积累等综合素质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血液制品生产的主要成本来自于的原料血浆和产品研发，生产企业如想降低单位成本以提高

竞争力就必须提高血浆的综合利用率。这一方面要求需具备强大研发能力，开发新产品，以提高

单位血浆提取的产品数量，另一方面，需要不断进行生产工艺优化以提高产品的收率和质量，行

业存在比较高的技术壁垒。 

血液制品行业是高投入行业，从单采血浆站设置、血浆采集、产品研发、临床试验、产品生

产到产品实现销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设备等资源，同时占用大量流动资金。血液制品生产

使用的厂房、设施以及仓库等必须进行专业化设计，且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验收合格后才

能投入生产使用，而且血液制品生产所需的专用设备较多，重要仪器设备也价格昂贵，行业具有

较高的资金壁垒。 

品牌和人才壁垒： 



由于血液制品是一种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制成的特殊药品，其质量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患者的

安危，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往往会选择知名度高、质量效果好、品牌声

誉好的产品，一旦形成用药习惯，往往会建立起对该品牌的高度信任。由于品牌树立必须经过漫

长的市场考验，新品牌的竞争性介入较为困难。 

血液制品行业也是人才密集型行业，从研究开发、临床试验、生产再到最终的产品销售，需

要大量的高素质、高精尖的人才作为支撑，国际大型血制品企业都有强有力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人才队伍，因此血液制品行业人才壁垒相对较高。 

2、监管政策严格，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鉴于血液制品的特殊性和极高安全性要求，国家强制要求血液制品的原料采集、检测、存储、

运输、生产、销售等各环节都具有可回溯性的过程记录，实行全链条严格监管。我国的监管部门

对行业采取严格的监管手段，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以保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必须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标准，经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审

查合格后，才可从事血液制品的生产活动。2001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 年）的通知》，国家即开始对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实行总量控制。之后，又在 2006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遏制与

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 年）的通知》中重申将继续实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总量控制。 

2017 年 12 月 20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修订后的《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

以加强生物制品监督管理，规范生物制品批签发行为，保证生物制品安全、有效。未通过批签发

的产品，不得上市销售或者进口。 

2019 年 12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开始施行，明确了一定条件下，

允许网络销售处方药，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允许药品上市许可人委托其

他企业进行药品生产和经营工作，但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不得委托生产。 

2020 年 6 月 30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血

液制品附录修订稿的公告》（2020 年第 77 号），对血液制品企业生产管理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

人和质量受权人的资质要求有了提升；要求企业定期开展实验室能力评估，确保实验结果准确、

可靠和检验过程信息记录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可追溯；要求企业对所有投料生产用原料血浆留

样，至血浆投料生产所有产品有效期届满后 1 年；要求原料血浆留样量应当满足规定病毒的核酸、

病毒标志物检测及复测等的用量要求，原料血浆留样使用的容器应当满足留样期间样品保存、信

息标识等的需要。 

2021 年 9 月 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献血浆者须知（2021 年版）的通知

（国卫办医函〔2021〕480 号），以进一步加强单采血浆站管理，保障献血浆者身体健康，保证原

料血浆质量。 

2021 年 12 月 1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印发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2021 年版）的通

知，进一步加强单采血浆站管理，提升单采血浆站质量标准及要求，确保血浆质量和献血浆者安

全。 

2022 年 3 月 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印发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2022 年版）的

通知（国卫医发〔2022〕5 号），进一步规范单采血浆站全面质量管理，提升单采血浆站血浆采集

供应全过程质量标准及要求，保障血浆质量和献血浆者安全。 

我国对进口血液制品同样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1985 年开始国家禁止除人血白蛋白以外的血

液制品的进口，2002 年起禁止从疯牛病疫区进口人血白蛋白。为了缓解凝血因子Ⅷ供应紧张的局

面和满足血友病患者的用药需求，从 2007 年 11 月开始允许进口重组类人凝血因子产品。除此之

外，截至目前未开放其它血液制品的进口。 



（三）公司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规模、品牌、技术工艺、质量管理、销售渠道、战略目标、管理团

队等各方面优势，通过持续强化生产质量、血源拓展、科技创新、营销队伍建设等工作，进一步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从事血液制品工业化生产的企业之一，血液制品生产历史可追溯至 1966

年，目前共计拥有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等三大类、14 个品种、72 个血液制品

生产文号，生产的血液制品在中国血液制品市场中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拥有质量、规模和品牌等

综合优势。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已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运营管理机制，在血源管理、人才队伍、

技术研发、生产质量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储备。公司下辖成都蓉生、兰州血制、

上海血制、武汉血制、贵州血制五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生产规模持续保持国内领先地位。 

公司及各所属企业依托国药集团与各地战略合作背景，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及卫生健康行政主

管部门支持，截至目前，公司拥有单采血浆站（含分站）总数达 82 家，其中在营单采血浆站（含

分站）数量达 58 家。公司努力克服新冠疫情、法规调整带来的影响，通过组织优化血源发展方案、

加快血源发展转型和加大考核激励力度等一系列措施提高采浆量，2021 年全年实现采集血浆 1809

吨，采浆规模保持国内领先。 

公司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不断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建

设。公司拥有百余名科研人员，专业从事血液制品和基因工程重组产品的研究开发，拥有完善的

研发质量管理体系，配备先进的研发设施和设备。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整合内外部

研发资源，加强临床研究团队力量，重点强化临床试验过程的质量控制，全面推进科研进度，提

升研发质量。公司紧跟国际血液制品消费发展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具有明确的新品种开发和新

技术发展规划，在重组凝血因子类和免疫球蛋白类产品研发领域保持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

密切保持对行业前沿创新的跟踪并进行前瞻性技术和品种的储备。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加快重点

品种的产业化进程，并通过内部技术共享和外部合作开发相结合的方式，在下属不同子公司对科

研品种进行合理布局，通过科研创新推动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公司坚定不移推进终端医院网络建设，扩大进入终端的数量和比例，根据医院的学术影响力

对医院进行分类，加强重点区域核心医院的进入和推广工作。2021 年，覆盖终端总数达 31,881

家，同比增长 22.68%，其中药店覆盖 12,809 家，同比增长 45.51%；进入标杆医院 29 家、重点开

发医院 30 家，已基本覆盖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各省市地区主要的重点终端，终端数量持续位居国内

领先地位。 

公司下辖成都蓉生、兰州血制、上海血制、武汉血制、贵州血制五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目

前生产规模设计产能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同时，为实现可健康持续发展，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成都蓉生在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园区投资新建永安基地，上海血制在云南省滇中新区投资新建云

南基地，兰州血制在兰州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资新建兰州基地，上述三个血液制品生产基地

设计产能均为 1200 吨，产品包含白蛋白、球蛋白和因子类产品，随着未来逐步建成投产，公司将

拥有三个单厂投浆能力超千吨的血液制品生产基地，并将通过内部资源的调配和共享，充分发挥

协同效应，不断提升血液制品业务的经营质量和效益，打造中国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血液制

品企业。 

（一）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以健康人血浆、经特异免疫的健康人血浆为原材料和采用基因重组技

术研发、生产血液制品，开展血液制品经营业务。在研和在产品种包括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

血因子等血液制品。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狂犬病人

免疫球蛋白、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冻干静注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pH4）、人免疫球蛋白、



组织胺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人凝血因子Ⅷ等。 

1、人血白蛋白：系由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加温灭活病毒后制

成。主要用于：（1）治疗失血、创伤和烧伤等引起的休克；（2）治疗脑水肿及损伤引起的颅压升

高；（3）治疗肝硬化及肾病引起的水肿或腹水；（4）预防和治疗低蛋白血症；（5）治疗新生儿高

胆红素血症；（6）用于心肺分流术、烧伤及血液透析的辅助治疗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 

2、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系由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去除抗

补体活性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免疫球蛋白 G 缺乏症，如 X 联锁低

免疫球蛋白 G 血症，常见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免疫球蛋白 G 亚类缺陷病等；治疗继发性免疫球蛋

白 G 缺陷病，如重症感染，新生儿败血症，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等；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原

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川崎病等。 

3、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

处理制成。主要用于预防麻疹。若与抗生素合并使用，可提高对某些严重细菌和病毒感染的疗效。 

4、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含高效价乙型肝炎表面抗体的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

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主要用于乙型肝炎的预防。适用于：乙型肝炎

表面抗原（HBsAg）阳性的母亲所生婴儿的母婴隔断；意外感染的人群；与乙型肝炎患者和乙型

肝炎病毒携带者密切接触者。 

5、冻干静注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pH4）：系由含高效价乙型肝炎表面抗体的健康人血浆，

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去除抗补体活性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该产品与拉米

夫定联合使用，预防乙型肝炎相关肝脏疾病的肝移植术后患者再感染乙型肝炎病毒。 

6、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含高效价破伤风抗体的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

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破伤风，尤其适用于对破伤风抗毒

素(TAT)有过敏反应者。 

7、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含高效价狂犬病抗体的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

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制成。主要用于被狂犬或其他携带狂犬病毒动物咬伤、抓伤患

者的被动免疫。 

8、组织胺人免疫球蛋白：系由健康人血浆，经低温乙醇蛋白分离法分离纯化，并经病毒去除

和灭活处理的人免疫球蛋白与磷酸组织胺配制、冻干制成。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支气管哮喘、过

敏性皮肤病、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 

9、人凝血因子Ⅷ：系由健康人血浆，经分离、提纯，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冻干制成。

本品对缺乏人凝血因子Ⅷ所致的凝血机能障碍具有纠正作用，主要用于防治甲型血友病和获得性

凝血因子Ⅷ缺乏而致的出血症状及这类病人的手术出血治疗。 

10、人纤维蛋白原：系由健康人血浆，经分离、提纯，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冻干制成。

主要用于防治先天性或获得性纤维蛋白原减少或缺乏症人群导致的出血症状和凝血障碍。 

11、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系由健康人血浆，经分离、提纯，并经病毒去除和灭活处理、冻干

制成。主要用于治疗先天性或获得性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缺乏的乙型血友病和凝血因子Ⅱ、

Ⅶ、Ⅸ、Ⅹ缺乏导致的出血症状。 

（三）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公司生产血液制品所需主要原材料为人血浆，由公司所属单采血浆站依法取得《单

采血浆许可证》后，在划定的采浆区域内进行采集。公司所属单采血浆站均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

理体系，涵盖血源登记、健康征询及体格检查、血浆检验、血浆采集、血浆贮存、后勤管理等执

业全过程，由血制公司负责对所属各单采血浆站采集血浆进行运输。原料血浆以外的物资采购主

要以物资需求计划（MRP）采购模式为主，定期订货采购模式为辅。MRP 采购模式是根据生产计

划和库存情况确定物资采购计划，满足常规生产及日常工作需要。 

生产模式：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血浆进行逐份复检，包括对病毒核酸、病毒标志物的检



测，血浆质量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三部要求。此外，公司对检测合格的血浆实施检疫期管理，

以保证用于投料的原料血浆病毒安全性符合要求。每批原料血浆投产前，均进行质量评价，满足

法规要求并且检测、检疫期管理合格的血浆方可投入生产。公司严格按照经批准的生产工艺通过

血浆投料、组分分离、纯化、病毒灭活、配制、除菌分装、冻干等步骤生产相应产品，并通过自

检及批签发后方可上市销售，产品质量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三部及药品注册标准要求。 

科研模式：公司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由研发中心统一负责公司及所属

企业的研发工作，整合内外部资源，坚持自主创新与协同创新相结合，采用集中研发、分散注册

的科研模式，加强技术平台建设，推进科研成果与技术共享。公司密切关注国内药品注册监管形

式的变化，对照政策法规，加强新产品研发全生命周期的进度管理和质量控制，持续推动血液制

品和基因工程重组产品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推动重点产品产业化进程。 

销售模式：公司国内市场的销售模式主要是将产品通过经销商或配送商销往各级医疗机构和

零售药店等终端客户。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参与各省、市、地级市的政府采购招标，在招标过程

中，确定中标价格，确定区域指定配送商，由配送商承担区域配送职责。公司国外市场的销售模

式是将产品通过经销商销往国外市场的终端客户。公司根据当地经销商反馈的市场需求，经协商

后与当地经销商及代理公司签署购销合同，并完成结算。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血液制品业务，进一步巩固血液制品行业领先地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11,215.5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9.35%；实现净利润 106,881.38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 13.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001.2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8.9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场，产品销量有所增加，同时，实施对所属子公司增资，公司营

业收入和利润均有所增加；通过强化控费降本，深入挖潜增效，有效推进提质增效工作；通过深

化集中采购，降低采购成本等一系列措施控制生产成本，降低了由于成本上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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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1,577,632,332.02 7,541,051,691.07 53.53 6,314,412,345.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052,028,807.53 4,517,946,100.39 78.22 3,938,897,465.00 

营业收入 4,112,155,621.36 3,445,594,865.12 19.35 3,281,859,560.7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60,012,024.99 639,006,857.10 18.94 611,093,849.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56,092,387.54 624,258,053.79 21.12 609,875,883.9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80,350,195.00 702,109,603.84 39.63 642,468,858.6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11 15.10 

减少3.99个百

分点 
16.7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7 0.51 11.76 0.4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7 0.51 11.76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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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135,751.08 964,220,872.05 1,006,529,732.58 1,294,269,26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1,721,352.21 185,164,537.13 221,192,849.17 201,933,28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0,359,226.67 181,147,775.63 220,052,796.61 204,532,58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9,689,261.40 359,270,319.27 206,778,111.52 144,612,5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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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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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6,51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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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0 626,736,450 45.64 0 无 0 

国有

法人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 
0 48,484,330 3.53 0 无 0 

国有

法人 

石雯 3,713,674 28,994,365 2.11 0 无 0 未知 

乔晓辉 28,926,489 28,926,489 2.11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4,706,491 26,759,549 1.95 0 无 0 未知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

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4,219,694 14,219,694 1.04 0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 
0 13,057,198 0.95 0 无 0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

组合 
-1,235,126 11,138,543 0.81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1,730,203 10,934,804 0.80 0 无 0 未知 

深圳国调招商并购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664,770 10,664,770 0.7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生物

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有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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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11.32 20.03 降低 8.7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63,505,081.98 924,805,699.56  15.00  

EBITDA全部债务比  2.86   1.56   83.61  

利息保障倍数  42.48   39.64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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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立足血液制品业务，进一步巩固血液制品行业领先地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11,215.5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9.35%；实现净利润 106,881.3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 13.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001.2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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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