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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75       证券简称：安旭生物       公告编号：2023-017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3】0152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和相关中介机

构对《问询函》提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查落实。截至目前，公司和相关中介机

构已对《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完成了确认工作，中介机构也已经出具相关专项

说明。公司对《问询函》的答复具体如下： 

问题 1：关于公司经营业绩。年报披露，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6,588.43万元，

同比增长287.97%；实现母净利润304,467.33万元，同比增长312.26%,毛利率74.78%,比上年

度增加9.34个百分点。2023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21亿元，同比下降97.78%;归母净利润

5,083万元，同比下降98.1%。请公司：（1）结合市场需求、产品价格变动、境内外销售差异

等，说明2022年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其他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说明高

毛利率水平是否可持续；（2）分析公司一季度业绩大幅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相关影

响因素是否将持续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及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3）结合公司近

年来非新冠业务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公司所处行业竞争地位、在手订单情况，评估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并充分揭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结合市场需求、产品价格变动、境内外销售差异等，说明 2022 年毛利率上升的

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其他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说明高毛利率水平是否可持续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公司分产品类别、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份 

产品类别 

2022 年度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占比 

（%） 

毛利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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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人份 

新冠检测试剂 580,950.64 94.22 77.21 

其他常规产品 35,637.80 5.78 35.15 

合  计 616,588.43 100.00 74.78 

产品类别 

2021 年度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占比 

（%） 

毛利率 

（%） 

新冠检测试剂 132,002.27 83.06 69.81 

其他常规产品 26,925.64 16.94 44.03 

合  计 158,927.91 100.00 65.44 

如上表所示，2022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74.78%，较 2021 年度上升 9.34 个百分点，

主要系新冠产品销量、售价及销售占比，以及对应的毛利率同比上升所致：一方面，受全球

性呼吸道传染病蔓延的影响，2022 年度新冠检测试剂一度供不应求，公司新冠检测试剂销

售量及销售单价均较 2021 年度大幅上升，相关产品毛利率同比有所提升，带动公司销售毛

利率上升；另一方面，公司以外销为主，2022 年外销收入占比为 99.14%，且外销主要以美

元结算，2022 年度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较 2021 年度上升 4.26%，公司外销产品销售价格

及毛利率受此影响有所提升，带动了公司销售毛利率的上升。综上，公司 2022 年度毛利率

上升具有合理性。 

2022 年度，公司及同行业公司分销售区域的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销售区域 营业收入（万元） 收入占比（%） 毛利率（%） 

东方生物 

境外 574,672.03 65.75 60.78 

境内 299,398.50 34.25 33.22 

合计 874,070.53 100.00 51.34 

万孚生物 

境外 280,771.68 49.43 / 

境内 287,279.64 50.57 / 

合计 568,051.32 100.00 51.82 

奥泰生物 

境外 268,209.83 79.19 61.44 

境内 70,500.21 20.81 54.19 

合计 338,710.04 100.00 59.93 

博拓生物 
境外 153,703.81 81.16 52.58 

境内 35,687.20 18.84 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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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销售区域 营业收入（万元） 收入占比（%） 毛利率（%） 

合计 189,391.00 100.00 53.50 

九安医疗 

境外 2,587,352.58  98.32 80.13 

境内 44,183.51  1.68 48.55 

合计 2,631,536.09  100.00 79.60 

安旭生物 

境外 611,281.35 99.14 75.04 

境内 5,307.08 0.86 45.43 

合计 616,588.43 100.00 74.78 

注：万孚生物未按境内外分区域披露毛利率情况 

2022年度，公司外销收入为 611,281.35万元，销售占比为 99.14%，外销毛利率为 75.04%，

外销占比与毛利率略高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九安医疗基本相当（其

中外销毛利率略低于九安医疗），整体处于行业中间水平。公司境内外销售分布与毛利率符

合行业特征，不存在异常。 

综上所述，公司 2022 年毛利率较高主要受新冠呼吸道传染病影响而产生的境外需求带

动，但 2022 年 3 月以来，欧洲多国、加拿大政府陆续宣布取消所有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限

制和强制检测要求，境外新冠检测产品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公司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境外新冠

产品销售收入于 2022 年二季度即快速回落。2023 年 5 月，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宣布，新冠

呼吸道传染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计随着全球关注度的下降，境外

新冠检测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因此，公司 2022 年高毛利率水平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毛

利率未来存在下滑的可能。 

（二）分析公司一季度业绩大幅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将持续

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及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1、公司一季度业绩大幅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一季度及 2023 年一季度，公司分产品类别的销售收入及其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

型 

2023 年一季度 2022 年一季度 同比增长率 

销售收入 占比 毛利率 销售收入 占比 毛利率 
销售收

入 
毛利率 

新 冠 检

测试剂 
5,440.61 44.79 59.04 545,510.57 99.64 78.10 -99.00 

下降

19.06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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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

型 

2023 年一季度 2022 年一季度 同比增长率 

销售收入 占比 毛利率 销售收入 占比 毛利率 
销售收

入 
毛利率 

其 他 常

规产品 
6,707.15 55.21 45.38 1,943.81 0.36 36.73 245.05 

上升 8.64

个百分点 

合  计 12,147.75 100.00 51.49 547,454.38 100.00 77.95 -97.78 

下降

26.45 个

百分点 

2023 年一季度，公司业绩较 2022 年一季度大幅下降主要系新冠检测试剂销售收入大幅

下降所致，且 2023 年一季度新冠检测试剂收入主要系代工模式下的加工服务收入，毛利率

亦有所下降。 

2023 年一季度，公司及同行业公司销售收入及同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23 年一季度 2022 年一季度 增长率 

东方生物 
营业收入 37,605.00 474,623.00 -9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33.00 206,668.00 -102.44 

万孚生物 
营业收入 83,163.00 262,528.00 -6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68.00 90,351.00 -77.46 

奥泰生物 
营业收入 23,614.00 209,892.00 -8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53.00 104,921.00 -96.14 

博拓生物 
营业收入 10,369.00 101,727.00 -8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0.00 49,253.00 -97.58 

九安医疗 
营业收入 149,543.91  2,173,687.07  -9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149.63  1,431,186.75  -95.80 

安旭生物 
营业收入 12,148.00 547,454.00 -9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3.00 268,170.00 -98.10 

如上表所示，2023 年一季度，公司及同行业上市公司新冠检测试剂销售收入均呈现大

幅下降趋势，主要系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持续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相

关传染病检测需求亦存在不确定性，2022 年 3 月以来，欧洲多国、加拿大政府陆续宣布取

消所有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限制和强制检测要求，境外新冠检测产品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公

司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境外新冠产品销售收入于 2022 年二季度即快速回落。 

2023 年 5 月，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宣布，新冠呼吸道传染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预计随着全球关注度的下降，境外新冠检测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 



5 

 

2、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对措施 

2023 年一季度，公司除新冠检测试剂外的其他常规产品销售收入为 6,707.15 万元，同

比增长 245.05%。为应对新冠检测试剂销量下降，公司对 2023 年度经营策略进行了重新布

局，完善产业链布局，力求产品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具体主要措施如下： 

（1）完善全产业链布局 

2023 年度，公司加大全产业链布局力度，形成上游原料，中游设备、试剂，下游第三方

检验实验室的全产业链布局的局面，为公司业务纵深化发展提供技术与组织保障。 

①上游原料 

从进口逐步过渡到自产替代，形成对公司业务的强力支撑。目前公司已掌握基因工程重

组抗原技术、基因工程重组抗体技术、合成抗原技术、多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和单克隆抗体制

备技术，形成了包括合成抗原、重组抗原、单克隆抗体、重组抗体、多克隆抗体及其他生物

材料共六大类产品，涵盖毒品检测、传染病检测、妊娠检测、肿瘤检测、心肌检测、肿瘤检

测及慢性病检测等产品系列，实现近百种试剂产品所需抗原抗体原料的自供给，占公司生物

原料需求的 60%以上，为公司产品的持续创新开发与稳定生产奠定了重要基础。 

②中游仪器 

公司 2022 年收购无锡天纵易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该公司主营 POCT 仪器开发与生

产，拥有完整的仪器研发团队和国内仪器领域研发技术专家，将大幅提升公司仪器开发的实

力。公司已拥有自主研发包括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等在内的 10 余款机型，在推向市场后

获得良好的客户评价与接受度。目前公司正逐步拓展到分子诊断 POCT 等高端仪器和小型

化学发光仪器的研发，并将在全实验室自动化流水线等高壁垒领域布局发力，为配套试剂的

销售渠道拓展、客户体验与产品售后起到有力支撑作用。 

③下游医学检验实验室 

2023 年 3 月 22 日，安旭医学检验实验室正式挂牌运营。医学检验实验室的成立标志着

安旭生物由生产、研发向临床医学的拓展，在医保控费等政策助力下，公司凭借大量的研发

储备为实验室在市场竞争中创造了一定的优势。实验室目前拟开展的项目有呼吸系统病原体

基因检测、传染类病毒检测、人乳头瘤病毒、泌尿生殖系统病原体基因检测以及其它如新冠

核酸检测、优生优育、无创产前筛查等分子诊断项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小样本量医疗

机构的成本压力，拓展基层医疗机构的检测服务能力。未来实验室还将扩大检测范围，覆盖

更广的区域、服务更多的人群，做好基层医疗机构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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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向市场看齐 

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研发的成果不断涌现，为后续产品的大规模销售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截至 2023 年 4 月末，公司已申请 21 项专利，36 款产品通过注册审核（包含 3 个

毒品检测产品、12 个宠物检测产品），44 款产品进入市场推广前发样阶段。 

（3）优化产品结构，层次清晰，重点突出 

公司明确“强化毒检，优化传染病，力推血糖类，拓展宠物类”的产品发展路线图。 

①强化毒品检测产品 

新型毒品的不断涌现带来新的市场检测需求。2023 年，公司加大毒品检测类产品的研

发力度，新增 10 余项新型毒品检测试剂的研发工作。 

②优化传染病产品 

2023 年公司组建传染病产品研发与维护组，贴合各大洲差异化市场需求，进行针对性

功能提升优化与新产品的研发，形成“市场-研发-生产交付”铁三角运营模式，加快公司产品

迭代速度，缩短新产品市场投放时间，显著改善客户交期。 

③力推家庭诊断产品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发布的数据，预计到 2030 年，全球糖尿病患者总数将达到

6.43 亿，到 2045 年将达到 7.83 亿。糖尿病可通过 HbA1c 检测进行诊断和监测，因此，糖

尿病患病率的上升推动了 HbA1C 检测市场的增长。 

2023 年，公司丰富血糖系列产品，血糖仪血糖试纸、血糖尿酸二合一仪器、血糖 GOD

试纸、尿酸试纸、血糖血酮二合一仪器、血糖 GDH 试纸、血酮试纸、血糖血红二合一仪器、

血糖血酮二合一仪器等多款家庭诊断产品已进入客户发样阶段，即将开展市场推广与销售工

作。 

④拓展宠物类产品 

根据艾瑞咨询《中国兽用诊断制品行业研究报告》的估算，2021 年全球兽用（包括禽畜

类动物及宠物）体外诊断市场规模约为 435 亿元，同比增长 10.5%。 

公司针对医疗专业场景和家庭自测场景，均具备对应的产品技术路径，推出的宠物诊断

方案包括五大技术平台和六条子产品线，技术平台分别为快诊平台、荧光平台、POCT 平台、

微流控平台及分子检测平台，产品线整体覆盖了家庭与医疗双场景、快诊、精准诊断、多合

一等多层次需求，检测子项目多达 80 种。 

（4）加强市场开发力度，针对个性市场的产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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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域、气候、风俗、饮食等不同形成差异化的产品需求。公司针对庞大的国际市场，

利用已有营销网络，进行差异化地域、品类营销策略，力求 2023 年起逐步形成从国际过渡

到国内，欧美-国内-亚非，高中低端产品线相结合，分层次推进的市场格局。 

（5）降本增效 

针对新冠时期形成的产能过剩，公司进行及时坚决的瘦身行动。自 2022 年下半年开始，

公司逐步开展部门合并、人员优化整合、闲置产能逐步出清等措施。 

3、风险提示 

就新冠相关产品带来的销售下降风险，公司已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之“（二）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中作相应风险提示。 

（三）结合公司近年来非新冠业务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公司所处行业竞争地位、

在手订单情况，评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并充分揭示风险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非新冠检测试剂业务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毒品类 27,624.07 21,090.03 16,474.79 

传染病类 4,180.47 2,635.86 5,934.15 

妊娠类 1,367.40 1,005.33 697.40 

心肌类 480.91 340.91 329.90 

肿瘤类 906.92 627.28 422.47 

其他 1,078.03 1,226.24 985.66 

合  计 35,637.80 26,925.64 24,844.36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非新冠检测试剂业务销售收入分别为 24,844.36 万元、26,925.64

万元及 35,637.80 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 

2023 年 1-5 月，公司新冠检测试剂订单以及其他常规产品订单大概在 20,000.00 万元上

下，市场需求情况良好。同时，随着北半球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的到来及下半年国内

政府招投标工作的开展，传染病检测试剂及毒品检测试剂需求可能将进一步增加。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非新冠检测试剂业务销售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2023 年 1-5 月

非新冠检测试剂业务订单稳定，下游市场需求情况良好。随着公司完善产业链布局、力求产

品创新、优化产品结构等有利措施的实施，公司 2023 年非新冠检测试剂业务销售收入有望

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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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至今，产品畅销欧美、亚洲、非洲、大洋洲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2 年公

司销售收入尤其外销收入排名同行业公司前列，已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在 POCT 国际市场能

够与跨国体外诊断行业巨头竞争的中国体外诊断产品供应商之一。 

综上，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就新冠相关产品带来的销售下降风险，公司已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之“（二）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中作相应风险提示。 

 

问题 2：关于客户及供应商。年报披露，2021年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117,690.13万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74.05%，第一大客户占比40.10%；2022年前五名客户销售额551,530.39万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89.45%,第一大客户占比70.04%。2021年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24,538.07万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43.63%；2022年，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99,961.92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30.71%。请公司：（1）补充披露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名称、是否为当年新增、实

际销售或采购内容、金额及占比、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说明主要客户集中度持续偏高的

主要原因及合理性；（3）说明主要供应商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总额比重发生大幅度变动的原

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名称、是否为当年新增、实际销售或采购

内容、金额及占比、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情况 

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2022 年度 

排名 客户名称 
销售额 

（万元） 

占年度总

销售比

（%）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为新

增客户 
销售内容 

第一名 客户 A 431,861.94 70.04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二名 客户 H 46,610.10 7.56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三名 客户 I 37,373.02 6.06 否 是 检测试剂 

第四名 客户 D 22,279.95 3.61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五名 客户 J 13,405.38 2.17 否 否 检测试剂 

合  计 551,530.39 89.44 / / / 

2021 年度 



9 

 

排名 客户名称 
销售额 

（万元） 

占年度总

销售比

（%）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为新

增客户 
销售内容 

第一名 客户 A 63,724.59 40.10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二名 客户 B 37,317.65 23.48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三名 客户 C 6,549.37 4.12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四名 客户 D 5,520.58 3.47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五名 客户 E 4,577.94 2.88 否 否 检测试剂 

合  计 117,690.13 74.05 / / / 

2020 年度 

排名 客户名称 
销售额 

（万元） 

占年度总

销售比

（%）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为新

增客户 
销售内容 

第一名 客户 B 62,810.49 52.35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二名 客户 C 17,394.11 14.50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三名 客户 A 11,877.92 9.90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四名 客户 F 3,511.26 2.93 否 否 检测试剂 

第五名 客户 G 2,247.40 1.87 否 是 检测试剂 

合  计 97,841.18 81.55 / / / 

2、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2022 年度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万元） 

占年度总

采购比

（%）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为新

增供应商 
采购内容 

第一名 供应商 A 37,159.31 11.42 否 是 服务性采购 

第二名 供应商 B 18,759.19 5.76 否 否 
装卡装袋等

自动化设备 

第三名 供应商 C 16,931.80 5.20 否 否 抗原抗体 

第四名 供应商 D 14,205.75 4.36 否 否 膜 

第五名 供应商 E 12,905.87 3.97 否 否 
棉签等原辅

料 

合  计 99,961.92 30.71 / / /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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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万元） 

占年度总

采购比

（%）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为新

增供应商 
采购内容 

第一名 供应商 C 10,548.06 18.75 否 否 抗原抗体 

第二名 供应商 E 5,149.57 9.16 否 否 
棉签等原辅

料 

第三名 供应商 F 3,140.62 5.58 否 否 
模具、塑料

件等原辅料 

第四名 供应商 G 2,908.24 5.17 否 否 抗原抗体 

第五名 供应商 H 2,791.58 4.96 否 否 
塑料件等原

辅料 

合  计 24,538.07 43.63 / / / 

2020 年度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万元） 

占年度总

采购比

（%）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为新

增供应商 
采购内容 

第一名 供应商 C 9,702.03 27.84 否 否 抗原抗体 

第二名 供应商 E 2,387.55 6.85 否 否 
辅助材料、

瓶盖、滴头 

第三名 供应商 G 2,210.20 6.34 否 否 抗原抗体 

第四名 供应商 I 1,945.73 5.58 否 是 棉签 

第五名 供应商 J 1,618.61 4.64 否 否 抗原抗体 

合  计 17,864.11 51.26 / / / 

（二）说明主要客户集中度持续偏高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主要客户集中度持续偏高，主要原因为受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全球市场对新冠检测试剂需求快速增加，公司在接受客户订单时，也优先保障大客户需求，

部分客户因取得大额下游新冠检测试剂订单，导致其向公司采购的金额大幅增加。2022 年

度，同行业公司中东方生物及博拓生物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69.69%、70.69%，

占比亦较高。 

综上，2022 年公司主要客户销售集中度偏高符合行业特征，具有合理性。 

（三）说明主要供应商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总额比重发生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22 年年报披露前五名供应商中包含计入营业费用的推广销售服务采购及计入固

定资产的设备采购，同时采购总额中亦包含了推广销售服务采购额及设备采购额。若剔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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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及长期资产采购额，公司原材料采购供应商前五名采购金额及其占比情况如下： 

2022 年度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万元） 

占年度营业成本比 

（%） 

第一名 供应商 C 16,931.80 10.89 

第二名 供应商 D 14,205.75 9.14 

第三名 供应商 E 12,905.87 8.30 

第四名 供应商 F 10,424.15 6.70 

第五名 供应商 K 5,166.57 3.32 

合  计 59,634.14 38.35 

2021 年度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万元） 

占年度营业成本比 

（%） 

第一名 供应商 C 10,548.06 19.21 

第二名 供应商 E 5,149.57 9.38 

第三名 供应商 F 3,140.62 5.72 

第四名 供应商 G 2,908.24 5.30 

第五名 供应商 H 2,791.58 5.08 

合  计 24,538.07 44.68 

2022 年度，公司原材料采购供应商前五名采购金额为 59,634.14 万元，占当年主营业务

成本的比例为 38.35%，较 2021 年度下降 6.33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向供应商 C 采购的抗

原抗体价格下降，导致公司向其采购占比降低。 

 

问题 3：关于期间费用。年报披露，2022 年公司销售费用 49,375.96 万元，同比增长

1,500.69%，主要系公司推广费及业务费及员工薪酬大幅增长导致，其中，推广费及业务费

从 2021 年 1,304.67 万元增长至 2022 年 42,053.04 万元。研发费用 32,907.45 万元，同比增

长 367.57%。请公司：（1）补充披露推广费及业务费的具体构成及金额、项目支出的主要支

付对象，是否为公司关联方，说明相关费用增长与营业收入的匹配性；（2）结合销售人员数

量、平均薪酬变化，说明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研发项目

数量、耗用工时、研发人员人数、薪酬等情况，说明研发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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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推广费及业务费的具体构成及金额、项目支出的主要支付对象，是否为

公司关联方，说明相关费用增长与营业收入的匹配性 

公司2022年度推广费及业务费金额为42,053.04万元，较上年同期1,304.67万元增长了

3,123.26%，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2022 年度 

（万元） 

2021 年度 

（万元） 

变动比例 

（%） 

业务费及佣金 41,065.22 625.02 6,470.22 

展会费、宣传费及样品费 987.82 679.65 45.34 

合  计 42,053.04 1,304.67 3,123.26 

2022年度，公司业务费及佣金主要支付对象情况如下： 

交易对手 是否为关联方 
交易金额 

（万元） 

占比（注） 

（%） 

供应商 L 否 37,159.31 88.36 

供应商 M 否 3,387.28 8.05 

合  计 40,546.59 96.42 

注：占比=交易金额/推广费及业务费 

2022年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大流行期间，由于公司尚未在海外设置销售机构，加之出入

境国的旅行限制，境外销售受到较大限制，为了扩大新冠产品销售，参考同行业惯例做法，

公司积极与海外销售服务商合作，协助公司在境外政府采购中获取订单份额及维护海外市场

关系。供应商L系公司合作的境外新冠产品销售服务商，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主营业务为

医疗器材国际贸易，在境外有丰富的销售网络和业务资源。公司与其展开业务合作，并根据

其为公司达成的单价较高的增量新冠订单支付服务费用。2022年，依托境外新冠产品销售服

务等销售促进措施，公司取得61亿海外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3.52%，实现归母净利润 30.45

亿元，同比增长 312.26%，毛利率 74.78%，比上年度增加 9.34 个百分点，公司业绩创历

史新高。 

公司与上述2022年度主要业务费及佣金支付对象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022年度，公司与同行业公司支付推广费及业务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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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销售费用 

（万元） 

销售费用-推

广费 

（万元） 

销售费用占

营业收入比

例（%） 

销售费用-推

广费占营业

收入比例

（%） 

基蛋生物

(603387) 
182,186.07  30,332.47  10,581.57  16.65 5.81 

安图生物

(603658) 
444,162.74  71,783.57  16,638.96  16.16 3.75 

圣湘生物

(688289) 
645,035.66  73,222.85  25,407.34  11.35 3.94 

东方生物

(688298) 
876,793.81  48,511.25  35,773.43  5.53 4.08 

之江生物

(688317) 
232,625.51  25,848.26  11,175.12  11.11 4.80 

行业平均 476,160.76  49,939.68  19,915.29  10.49 4.18 

安旭生物 616,588.43  49,375.96  42,053.04  8.01 6.82 

综上，公司推广费及业务费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系新冠检测试剂订单相关业务费及

佣金大幅增加所致。2022 年度，同行业公司均存在支付大额推广费及业务费的情况，当年

安旭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比率 8.01%，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10.49%）。 

综上，公司推广费及业务费支出符合行业特征，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销售人员数量、平均薪酬变化，说明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

合理性 

2021年度及2022年度，公司销售人员数量、平均薪酬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额 变动率（%） 

薪酬总额（万元） 5,953.99 1,255.85 4,698.13 374.10 

营业收入（万元） 616,588.43 158,927.91 457,660.52 287.97 

薪酬总额/营业收入（%） 0.97 0.79 0.18 22.78 

平均人数（人） 74 59 15 25.42 

人均薪酬（万元/人) 80.46 21.29 59.17 277.92 

注：平均人数=各月末销售人员人数/12；人均薪酬=薪酬总额/平均人数 

2022 年度公司基于加强市场渗透、加快销售推广、聚焦大客户开拓等市场策略，扩大

了销售团队规模，2022 年度销售人员较 2021 年度增加 15 人。 

同时，公司销售绩效考核与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及销售回款相挂钩。2022 年度公司营业

收入 616,588.43 万元，较 2021 年度增长 287.97%；净利润 304,467.33 万元，较 2021 年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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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12.26%；销售回款 657,181.84 万元，较 2021 年度增长 375.24%；2022 年度公司销售人

员人均薪酬 80.46 万元，较 2021 年度增长 277.92%。公司销售人员人均薪酬增长幅度与公

司总体经营业绩指标变动情况相匹配。 

（三）结合研发项目数量、耗用工时、研发人员人数、薪酬等情况，说明研发费用大幅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度及2022年度，公司研发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项  目 
2022 年度 

（万元） 

2021 年度 

（万元） 

增减变动 

（万元） 

增幅 

（%） 

材料费 5,056.14 1,391.35 3,664.79 263.40 

职工薪酬 4,764.67 2,033.91 2,730.76 134.26 

折旧及摊销 458.71 212.50 246.21 115.86 

其他 22,627.93 3,400.23 19,227.70 565.48 

合  计 32,907.45 7,037.98 25,869.47 367.57 

2022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加强对产品、技术平台的研发投入，研发

项目增加所致。其中，其他费用中的新药委托开发费用、境外注册费增加系公司研发费用大

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1、研发项目数量变动情况 

2022年度，公司持续深化技术平台建设，打造了免疫层析、生物制药、生物原料、精准

检测、干式生化、化学发光六大技术平台，六大技术平台的项目数量与上年比较情况如下： 

技术平台名称 2022 年项目数量 2021 年项目数量 变动量 变动率（%） 

免疫层析平台 60 43 17 39.53 

生物制药平台 1 0 1 不适用 

生物原料平台 37 33 4 12.12 

精准检测平台 18 11 7 63.64 

干式生化平台 11 4 7 175.00 

化学发光平台 4 3 1 33.33 

其他平台 17 9 8 88.89 

合  计 148 103 45 43.69 

2022年度，公司在研项目148个，较2021年度增长43.69%，其中预算投入1,000万元以上

的项目7个，较2021年增长600%。 

2、研发人员人数、耗时及薪酬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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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及2022年度，研发人员数量及薪酬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增减变动 
增幅 

（%） 

研发人员薪酬合计金额（万元） 4,764.67 2,033.91 2,730.76 134.26 

研发人员耗用工时（注） 418,936.00 254,436.00 164,500.00 64.65 

研发人员平均人数 286 143 143 100.00 

研发人员平均薪酬（万元/人） 16.67 14.22 2.45 17.23 

注：研发人员耗用工时系按研发人员每日工作8小时*工作天数计算 

2022年度，研发人员薪酬为4,764.67万元，较2021年度增长134.26%，主要系公司为保证

发展战略和产品研发目标的实现及保证新增研发项目的顺利推进，持续加强研发人员队伍建

设，积极引进研发人才，研发人数较2021年度增长100%所致；另一方面，公司研发人员平均

薪酬增幅为17.23%，引起研发人员薪酬进一步上升。 

3、其他费用较上年增长的主要原因 

公司研发费用中的其他费用主要系临床试验费、注册费、技术开发费等，2022年度其他

费用为22,627.93万元，较2021年度增长565.48%。具体支出如下： 

其他费用类别 
2022 年度

（万元） 

占比

（%） 

2021 年度

（万元） 

占比

（%） 

增幅

（%） 

临床试验、注册费 13,515.17  59.73 2,540.26  74.71 432.04 

技术开发费（合作研

发） 
8,384.87  37.06 704.81  20.73 1,089.67 

其他 727.89  3.22 155.16  4.56 369.13 

合计 22,627.93 100.00 3,400.23  100.00 565.48 

注：其他主要为房租物业水电费、差旅费、咨询服务费等 

公司临床试验、注册费较上年增长432.04%，主要系公司加速推进各类产品取得相关知

识产权及医疗器械注册证，委托相关机构在境外进行临床试验发生的支出。2022年度，公司

新增产品注册/备案37项，较2021年度增加24项。截至年末，尚在进行临床试验的产品15款，

未来计划在欧洲、美洲、亚洲、澳大利亚等地申请产品注册证。 

公司技术开发费（合作研发）费用较上年增长1,089.67%，主要公司进入生物制药领域，

与国内技术实力较强的团队合作进行前期药物的开发，目前该项目已进展到IND批件申请阶

段，相关药物的研发前期投入较大。同时，公司加强与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产学研合作，

共同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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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2022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加强对产品、技术平台的研发投入，

研发项目增加所致，具有合理性。 

问题 4：关于存货及固定资产。年报显示，2022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19,729.61万元，

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49,490.56万元。报告期末固定资产33,993.71万元，同比上升144.13,计提

减值准备26,899.09万元。请公司：（1）区分新冠及非新冠产品，披露2022年末存货的具体

构成及减值准备计提情况，结合库龄、在手订单情况、期后销售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

明计提大额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2）按照是

否与新冠相关，披露固定资产具体构成情况，结合同行业减值计提情况，说明减值计提的充

分性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区分新冠及非新冠产品，披露 2022 年末存货的具体构成及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存货的具体构成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存货类别 
账面余额 

（万元） 

计提跌价准备 

（万元） 

计提跌价比例 

（%） 

一、原材料 29,895.52 17,746.24 59.36 

其中：新冠检测专用原材料 8,796.35 8,796.35 100.00 

非新冠检测专用原材料 21,099.17 8,949.89 42.42 

二、库存商品 24,439.56 22,002.76 90.03 

其中：新冠检测产品 21,392.47 21,234.45 99.26 

非新冠检测产品 3,047.09 768.31 25.21 

三、半成品 7,857.30 4,273.74 54.39 

其中：新冠检测半成品 4,263.33 4,263.33 100.00 

非新冠检测半成品 3,593.97 10.41 0.29 

四、委托加工物资 1,029.45 - - 

五、发出商品 467.84 - - 

六、在产品 62.69 - - 

合  计 63,752.35 44,022.74 69.05 

2022年末，公司存货账面金额为63,752.35万元，其中新冠检测试剂专用原材料、新冠检

测库存商品、半成品账面余额分别为8,796.35万元、21,392.47万元及4,263.33万元，上述专用

于新冠检测产品的存货合计金额为34,452.15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34,294.13万元，

计提比例为99.54%。非新冠检测试剂专用原材料账面余额为21,099.17万元，计提跌价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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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8,949.89万元，计提比例为42.42%，主要系因新冠检测试剂订单备货的化学品、抗原抗

体、NC膜等也可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考虑未来订单用量及市场可出售情况，计提了相应

的存货跌价准备。 

（二）按照是否与新冠相关，披露固定资产具体构成情况 

截至2022年末，公司固定资产的具体构成及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房屋建筑物 16,728.13 25.06 662.21 11.28 - - 

机器设备 47,616.14 71.32 4,319.31 73.55 26,899.09 100.00 

其中：新冠检测试剂

生产相关 
42,534.94 63.71 2,935.27 49.99 26,899.09 100.00 

运输设备 1,264.36 1.89 477.27 8.13 - - 

电子设备 1,156.40 1.73 413.43 7.04 - - 

合  计 66,765.03 100.00 5,872.23 100.00 26,899.09 100.00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由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构成，账面原值分别为47,616.14万元、

16,728.13万元，占比分别为71.32%、25.06%，其中新冠检测试剂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原值、

累计折旧及计提减值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注：上述与新冠检测试剂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指公司为完成新冠订单交付而扩产投入的各类机器设备，并

非指专门用于新冠产品生产的设备。减值率=减值金额/账面净值。 

受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蔓延的影响，市场对新冠检测试剂产品需求增加，自2021年4季

度起，公司陆续取得境外大额销售订单，相关订单交期短，产品回报率高，但公司产能严重

不足。为满足订单交货要求，公司迅速购置了大量自动化生产设备，月产能由6,000万人份增

设备大类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减值金额 
减值率

（%） 

全自动切条装卡

装袋设备 
21,688.50 1,251.53 20,436.96 15,000.04 73.40  

模具 2,593.81 215.53 2,378.28 2,041.14 85.82  

注塑机 3,204.97 223.14 2,981.83 2,393.67 80.28  

卷式划膜喷金机 2,061.95 139.30 1,922.65 1,545.91 80.41  

其他设备 12,985.72 1,105.77 11,879.95 5,918.33 49.82  

合  计 42,534.94 2,935.27 39,599.67 26,899.09 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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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至3亿人份，保证了订单按期交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22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26.82

亿元。 

2022年3月，欧洲多国、加拿大政府陆续宣布取消所有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限制和强制

检测要求，公司新冠产品订单骤降，前述的自动化生产线仅用于单窗板生产，且主要为了新

冠检测试剂产品订单生产交付而采购。新冠检测试剂订单下降后，公司自动化生产线的产能

远超过公司常规产品中单窗板产品的产销量；且在订单量小的情况下，使用自动化生产线经

济效益不显著；因此，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上述自动化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不足，无法产生

预期的经济效益，故公司对产能过剩部分机器设备计提了减值准备。 

（三）结合库龄、在手订单情况、期后销售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计提大额跌价

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 

1、存货库龄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截至2022年末，公司存货库龄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账面余额 

合计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其中：过

期存货 

一、原材料 29,895.52 28,365.44 700.68 683.06 146.34 146.14 

其中：新冠检测试剂专用

原材料 
8,796.35 8,635.20 13.81 147.34 - - 

非新冠检测试剂

专用原材料 
21,099.17 19,730.24 686.87 535.72 146.34 - 

二、库存商品 24,439.56 24,430.03 9.52 - - - 

其中：新冠检测产品 21,392.47 21,392.47  - - - 

非新冠检测产品 3,047.09 3,037.56 9.52 - - - 

三、半成品 7,857.30 7,706.20 136.97 14.12 - 10.41 

其中：新冠检测半成品 4,263.33 4,127.23 123.43 12.67 - - 

非新冠检测半成

品 
3,593.97 3,578.97 13.54 1.45 - - 

四、委托加工物资 1,029.45 1,029.45 - - - - 

五、发出商品 467.84 467.84 - - - - 

六、在产品 62.69 62.69 - - - - 

合  计 63,752.35 62,061.66 847.17 697.18 146.34 156.55 

存货类别 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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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类别 

账面余额 

合计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其中：过

期存货 

合计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其中：过

期存货 

一、原材料 17,746.24 17,319.04 111.41 177.61 138.19 146.14 

其中：新冠检测试剂专用

原材料 
8,796.35 8,635.20 13.81 147.34 - - 

非新冠检测试剂

专用原材料 
8,949.89 8,683.84 97.60 30.27 138.19 - 

二、库存商品 22,002.76 22,002.46 0.30 - - - 

其中：新冠检测产品 21,234.45 21,234.45 - - - - 

非新冠检测产品 768.31 768.01 0.30 - - - 

三、半成品 4,273.74 4,137.33 123.74 12.67 - 10.41 

其中：新冠检测半成品 4,263.33 4,127.23 123.43 12.67 - - 

非新冠检测半成品 10.41 10.10 0.31 - - - 

四、委托加工物资 - - - - - - 

五、发出商品 - - - - - - 

六、在产品 - - - - - - 

合  计 44,022.74 43,458.82 235.45 190.28 138.19 156.55 

存货类别 

账面价值 

合计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其中：过

期存货 

一、原材料 12,149.28 11,046.40 589.27 505.45 8.15 - 

其中：新冠检测试剂专用

原材料 
- - - - - - 

非新冠检测试剂

专用原材料 
12,149.28 11,046.40 589.27 505.45 8.15 - 

二、库存商品 2,436.80 2,427.57 9.22 - - - 

其中：新冠检测产品 158.02 158.02 - - - - 

非新冠检测产品 2,278.78 2,269.55 9.22 - - - 

三、半成品 3,583.56 3,568.87 13.23 1.45 - - 

其中：新冠检测半成品 - - - - - - 

非新冠检测半成品 3,583.56 3,568.87 13.23 1.45 - - 

四、委托加工物资 1,029.45 1,029.45 - - - - 

五、发出商品 467.84 467.8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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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类别 

账面余额 

合计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其中：过

期存货 

六、在产品 62.69 62.69 - - - - 

合  计 19,729.61 18,602.83 611.72 506.90 8.15 - 

 

2022年末，公司库龄1年以内的存货余额占比为97.35%，库龄1年以内的存货占比较高，

主要系2021年4季度开始，新冠检测产品订单大幅增加，公司采购了大量新冠检测产品生产

所需的原材料，并备货生产了部分半成品和产成品。2022年3月，因海外主要目标市场如加

拿大等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管控措施突然变化，公司新冠检测产品订单骤降，造成存货积压，

其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公司对相关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符合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要

求。 

2、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2022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与在手订单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  目 
期末余额 

（万元） 

期末在手订单金额 

（万元） 

在手订单覆盖率 

（%） 

原材料 29,895.52 307.63  1.03 

其中：新冠专用原材料 8,796.35   

库存商品 24,439.56 1,731.65 7.09 

其中：新冠检测产品 21,392.47 158.02 0.74 

半成品 7,857.30 285.46  3.63 

其中：新冠检测半成品 4,263.33   

发出商品 467.84 467.84 100.00 

其中：新冠检测产品 212.74 212.74 100.00 

合  计 62,660.22 2,792.58  4.46 

2022年末，公司新冠检测试剂相关原材料、库存商品及半成品在手订单占存货余额比例

较低，主要系期末新冠检测产品及与之相关的半成品、原材料积压所致。公司对相关存货计

提跌价准备符合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3、存货期后销售情况 

截至年度报告公告日，公司发出商品及库存商品期后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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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后销售金额 占比 

发出商品 467.84 467.84 100.00 

其中：新冠检测产品 212.74 212.74 100.00 

非新冠检测产品 255.10 255.10 100.00 

库存商品 24,439.56 1,989.90 8.14 

其中：新冠检测产品 21,392.47 158.02 0.74 

非新冠检测产品 3,047.09 1,831.88 60.12 

合  计 24,907.40 2,457.74 9.87 

公司新冠检测产品期后销售率仅为0.74%，公司对相关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符合实际情况

及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4、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截至2022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存货余额 计提跌价金额 存货跌价计提比例 

明德生物（002932） 75,797.44 49,953.89 65.90 

东方生物（688298） 133,115.11 89,923.20 67.55 

奥泰生物（688606） 40,386.78 21,020.80 52.05 

博拓生物（688767） 18,471.78 4,952.04 26.81 

九安医疗（002432） 87,288.46 17,527.03 20.08 

同行业公司平均值 71,011.91 36,675.39 51.65 

安旭生物 63,752.35 44,022.74 69.05 

2022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明德生物、东方生物、奥泰生

物相当，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合同行业减值计提情况，说明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截至2022年末，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机器设备账

面原值 

机器设备累

计折旧 

机器设备 

账面净值 

机器设备减

值准备 
减值率 

明 德 生 物

（002932） 
38,520.81 4,642.91 33,877.90  14,083.30 41.57  

东 方 生 物

（688298） 
55,066.19 5,786.37 49,279.82  32,773.29 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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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机器设备账

面原值 

机器设备累

计折旧 

机器设备 

账面净值 

机器设备减

值准备 
减值率 

奥 泰 生 物

（688606） 
14,281.19 3,088.86 11,192.33  6,070.40 54.24  

博 拓 生 物

（688767） 
8,327.66 1,911.46 6,416.20  1,776.47 27.69  

九 安 医 疗

（002432） 
23,240.84 5,599.93 17,640.91  3,420.16 19.39  

平均值 27,887.34 4,205.91 23,681.43  11,624.72 49.09  

安旭生物 47,616.14 4,319.31 43,296.83  26,899.09 62.13  

注：减值率=机器设备减值准备/机器设备账面净值 

2022年末，公司机器设备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略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与东方生物、

奥泰生物相当，主要系公司自2021年4季度起为满足重要新冠检测试剂订单的交付，采购了

大量自动化生产设备迅速扩大产能，后由于市场变化，导致设备产能利用率不足而产生减值

迹象。公司对上述产能过剩机器设备计提减值准备，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相符，且具有合

理性。 

问题 5：关于预付账款。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预付账款为9,979.41万元，同比增加75.39%。

其中，前五大预付对象预付金额6,759.19万元，占比达67.73%。请公司补充前五大预付对象

的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采购商品的主要类型、合同金额、预付金额以及预付比例，

并结合历史交易惯例、同行业公司及主要产品市场供应情况，说明预付账款增长的原因及合

理性。 

公司回复： 

（一）请公司补充前五大预付对象的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采购商品的主要类型、

合同金额、预付金额以及预付比例 

公司 2022 年末前五大预付对象名称及相关采购情况如下：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采购商品

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预付账款余额 

（万元） 

预付比例 

（%） 

供应商 N 2022-2-25 101 万元 研发服务 18,000.00  3,271.31  18.17 

供应商 G 2015-9-8 1,000 美元 原材料 1,742.51  1,367.28  78.47 

客户 C 2018-2-22 1,000 美元 注册服务 6,339.40 733.30 11.57 

供应商 O 2019-1-8 1,000 万元 原材料 720.78  720.7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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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采购商品

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预付账款余额 

（万元） 

预付比例 

（%） 

客户 B 1997-6-25 792.5 万欧元 注册服务 5,611.71 666.53  11.88 

合  计 32,414.40  6,759.20 20.85 

注；上述合同以美元、欧元计价的按期末汇率折算合同金额。预付比例=预付账款/对应合同金额 

（二）结合历史交易惯例、同行业公司及主要产品市场供应情况，说明预付账款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前五大供应商上中，供应商 N、客户 C、客户 B 系预付的与研发活动相关的款项，

公司 2022 年末、2021 年末预付研发费用款项分别为 4,841.50 万元、26.59 万元，主要系公

司 2022 年应对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快速发展变化，加速推进常规产品在境外的注册，同

时，拓展生物制药平台研究，支付给合作机构的研发费用较上年大幅增加，且相关款项预付

占比较低，符合研发服务的交易特征，与行业惯例相一致。 

上述供应商中，供应商 N 系公司研发服务供应商，为公司新冠中和抗体生物制药研发

配套服务商，该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2 月，属于国内技术实力较强的团队，团队成员包括国

内传染病药物权威专家教授及省疾控专家等，供应商 N 实际控制人一直从事药品研发和申

报工作，具有丰富研发经验和申报资源，与国内主要 CRO 机构有较强的合作关系，安旭公

司新冠中和抗体生物制药由其牵头统筹并进行药理、毒性等各项实验，多个专业研发机构参

与。目前该项目已进展到 IND 批件申请阶段，与竞争对手某生物医药公司相关产品的研发

进度保持一致，据了解，某生物医药公司该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 6 亿元左右，安旭生物以相

对较小的投入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应。 

剔除预付研发费用后，公司预付采购款及主要供应商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2-12-31 余额 

（万元） 

2021-12-31 余额 

（万元） 

变动率 

（%） 

预付账款 5,137.91  2,429.83  111.45% 

其中：供应商 G 1,367.28  289.79  371.81% 

      供应商 O 720.78  420.00  71.61% 

上述 2 家公司历年均为先款后货模式。其中：供应商 G 为公司生物原料、化学品等物

料的境外采购商，这些原料供应商通常要求订货时支付 50%或以上订金，发货时全额付清款

项。同时，供应商 G 采购的主要为非新冠类的生物原料和化学品，而公司 2021 年末主要订

单集中在新冠产品，故 2021 年末向供应商 G 支付的预付金额较小，导致 2022 年末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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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相对较大。供应商 O 系 NC 膜供应商，前期由于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NC 膜市场供不应

求，该公司要求支付全款后安排生产，交期也相对较长，故期末预付金额相对较大，上述 2022

年末预付货款对应 NC 膜已于 2023 年完成交货。 

2022 年末，公司及同行业公司预付账款余额及占当期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预付款项余额 

（万元） 

当期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预付账款占主营业

务成本比例（%） 

三诺生物 4,946.56 116,183.27 4.26 

亚辉龙 6,771.80 183,253.65 3.70 

基蛋生物 6,150.09 63,639.22 9.66 

安图生物 7,684.43 178,365.70 4.31 

迈克生物 14,562.29 165,177.07 8.82 

诺唯赞 6,835.46 111,051.10 6.16 

纳微科技 747.62 15,092.66 4.95 

安旭生物（注） 5,137.91 155,490.40 3.30 

 注：安旭生物预付款项余额系剔除研发费用后的金额。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公司亦存在预付账款的情况，公司预付占比处于同行业较低水平，

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综上，公司 2022 年末预付账款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对应市场的供应情况及历史

交易惯例相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具有合理性。 

 

问题 6：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年报显示，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105,584.63 万元，2022 年

末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42,199.54 万元。其中年产 3 亿件第二、三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

试剂、仪器和配套产品建设项目投入进度为 65.51，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2 年 4

月。请公司补充年产 3 亿件第二、三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仪器和配套产品建设项目

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延期风险，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募集资金使用

制度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请公司补充年产 3 亿件第二、三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仪器和配套产品建

设项目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的年产3亿件第二、三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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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配套产品建设项目所涉及的厂房主体工程于2020年9月开工，2021年底生产线设备底陆

续完成进厂和安装，2022年2月通过环评验收，同年4月通过消防验收，2022年5月主体厂房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为固定资产，总体建设进度符合项目进度规划。 

年产3亿件第二、三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仪器和配套产品建设项目规划投资资

金为25,139.43万元，截至2022年末，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诺投资

金额 
合同金额 

已支付金

额 

未支付设备验

收款、质保金

金额 

累计投入

占比 

年产3亿件第二、三类医

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

仪器和配套产品建设项目 

25,139.43 19,605.83 16,470.09 3,135.74 77.99% 

由上表可知，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支付金额及未支付金额累计投入占比为

77.99%，其中尚未支付的设备验收款和质保金金额为3,135.74万元，主要系设备验收款和质

保金未达到支付时点所致，具有商业合理性。 

截止目前，本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并于2022年5月转为固定资产，

员工食堂已于2023年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剩余配套零星辅助工程尚在建设中，预计于2023

年下半年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工作。 

（二）说明是否存在延期风险，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相关

规定 

公司募投项目主体工程已于2022年4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并于2022年5月转为固定资

产，剩余配套零星辅助工程员工食堂等已于2023年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整体项目预计于2023

年下半年完成全部收尾工作。 

鉴于主体工程已于原定募投项目计划时间完工、投产并取得预期效益，剩余零星辅助工

程员工食堂尚未完全完工，一方面系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对建设进度有所影响，另一方面系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重点投入产能建设相关主体工程，保障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期间生产

建设所需。募投项目已于建设完成当年实现远超募投规划的效益，零星辅助工程对公司生产

经营不存在负面影响，整体项目预计于2023年下半年完成全部收尾工作。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项目建设周期为两年，项目实施除因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

导致零星辅助工程尚未完全完工，整体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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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考虑到相关零星工程对项目投产不存在制约，且项目已于2022年初即满负荷运转并取得

良好的超额效益，相关零星工程尚未完全完工对项目投产不存在重大影响，对公司经营亦不

存在显著重要性。 

针对该项目，后续公司将按照付款节点支付募集资金相关费用，并推进剩余零星辅助工

程的建设。此外，该项目完结后预计募集资金有一定的节余，公司将及时根据《杭州安旭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处理。 

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合理安排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