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21                                   证券简称：凯莱英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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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通讯参会：中信证券、国盛证券、中欧基金、汇添富基金、招

商基金、富国基金、易方达基金、嘉实基金、建信基金、兴全

基金、高盛证券、中信里昂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

华泰证券、广发证券、西南证券、平安医药、太平洋医药、野

村证券、摩根士丹利、贝莱德资产、红杉资本、HSBC、UBS、

Macquarie、Point72、高毅资产等 100 余家机构，共计 180 余

人。 

时间 2024 年 3月 28 日 20：30-21：30 

地点 通讯参会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 杨蕊女士 

董事、首席财务官、首席运营官 张达先生 

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徐向科先生 

投资者关系执行总监 夏璐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 公司 2023 年度经营情况介绍 

2023 年是公司上市以来面临挑战最大的一年，行业处于

深度调整中。对于公司而言年初到年末有两个比较大的调整，

一个是大订单的交付全部完成，另一个是国内市场的复苏没有

预想的恢复快。面临诸多的挑战，公司各业务板块依然表现出

了很强的底蕴和韧性。 

小分子业务依靠海外大客户和商业化项目的积淀，保持积

极稳健发展态势。剔除大订单后收入同比增长 47.13%；后端商

业化项目和跨国制药公司客户需求持续增长；在手订单中临床

阶段 PPQ 项目达 28 个为后续提供增长引擎。 

新业务虽然增速放缓，但取得诸多新的突破，例如：多肽

第一个进入 NDA 项目，制剂业务顺利通过第一个上市核查项目

和商业化里程碑，生物大分子获得 BLA 项目、RDC 新领域和海

外市场破冰，新技术输出业务首年商业化收入过亿等。报告期

内，公司采取各项措施提高经营效率、控制成本，并夯实新业

务交付能力，全面提升公司竞争力。 

详情请查阅附件《2024 年 3月 28 日凯莱英特定对象调研

演示材料》。 

二、 投资者问答交流 

1、公司给出的 2024 年经营展望是基于什么假设；生物

安全法案是否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 2024 年经营展望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假设：一

是基于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情况进行推算；二是基于今年国内融

资环境仍然处在低迷状态、海外 Biotech 融资恢复比较缓慢，

增长主要来源海外大客户和商业化项目。 

关于生物安全法案，首先，法案本身不涉及公司，公司也

没有从事法案中所涉及的业务领域。其次，从和客户合作层面，

目前与客户的商业合作和洽谈均在正常进行，未受此事件影

响。公司也将继续有针对性地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第一，继续坚持 CDMO 企业定位，为创新药公司提供专业

服务和帮助，做海外生物医药产业朋友而不是对手； 

第二，加快海外建设布局，一是加快欧洲小分子研发-商

业化生产的产能落地，这个不仅是为了分散地缘政治风险，也

是为了承接更多海外客户 API 项目，这是行业发展深化合作的

必然需求；二是加快波士顿研发中心业务推进，以此为支点承

接更多海外 Biotech 客户项目；三是考虑未来在海外低成本地

区布局原料生产。 

2、是否体会到投融资情况改善，具体影响在哪个阶段项

目？ 

公司感受到行业仍处于调整期，海外 Biotech 融资初步

回暖，但长期恢复情况尚需观察，订单的恢复也需要时间；国

内融资部分热点领域有所增长，但仍未全面走出低迷时期。跨

国大制药公司不受投融资周期性影响，除个别管线调整，整体

需求持续增长。 

分项目阶段来看，自 2023 年第四季度至今，临床前和临

床早期客户询单增多，尤其在化学大分子、ADC 领域。 

我们难以预测行业投融资拐点何时到来，但创新药专业

化分工的趋势未曾改变，公司将坚定发展战略，积极拓展业务

增量，并扎实做好每个订单的交付，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3、小分子业务未来 3年发展趋势判断，全球平均增速，

公司预计自己的增速，MNC，海外 biotech 和国内分别的增速？ 

小分子全球行业增速尚缺乏权威统计数字，参考第三方

行业报告可见，全球小分子研发管线保持增长以及外包渗透率

持续提升，公司剔除大订单后小分子业务增长趋势向好。长期

来看，伴随投融资改善改善、项目持续进入后期及商业化、API

项目深化合作等，将迎来业绩收获。 

4、GLP-1/多肽的能力建设和竞争优势？ 

多肽业务及 GLP-1 相关领域是公司的战略重点，公司将



                                    

在以下方面大力推动能力建设： 

第一、产能方面：加快多肽商业化产能建设，预计到 2024

年 6 月底达到 14,250L，以满足商业化项目需求； 

第二、技术能力和交付能力：在多肽领域技术要求较高的

分析、分离纯化领域，公司已拥有团队、经验和工艺等全方位

的积累，也将持续巩固和沉淀各项交付能力；同时，着眼于新

技术储备，包括液相合成、酶法的合成，酶和液相合成组合等

效率更高的合成方式。 

总体而言，公司在该领域有多年积累的高质量订单交付

记录、成熟完善的管理体系、充足的产能保障、领先的技术能

力、前瞻新技术储备以及通过技术优化成本的成熟案例及丰

富经验，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5、多肽业务订单放量的时间点，毛利率水平？ 

从供给端看，该领域的产能需求大，目前存在产能缺口，

具有商业机会。公司大力推进产能落地，并严格保证在手首个

NDA 项目的高质量交付。新业务板块尚处在快速推进过程中，

公司对业务板块毛利容忍度高于成熟的小分子业务，多肽业务

整体资产周转率水平尚可，加之技术手段也可提高合成效率降

低成本，随着产能利用率提升，多肽业务毛利率仍有提升空间。 

6、海外产能布局针对哪些需求，和国内产能如何协同发

力？ 

关于海外产能，公司首先关注小分子业务方面，一是加大

承接海外客户 API 订单，以进一步加深合作；二是小分子业务

管理体系较为成熟，完成海外团队融合更加顺畅，更快实现合

并后整体效益最大化。同时，公司也将研判新业务板块在海外

布局的机会。 

上述投资布局计划尚处于考察阶段，且执行周期较长，尚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具体决策及实施落地情况请以后续公告为

准。 



                                    

7、近期看到国内创新药鼓励政策陆续出台，请问在在业

务端是否有感受到需求变化？ 

鼓励政策对行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原创性和创新性项

目有回暖趋势，尤其热门靶点和头部公司积极推进研发管线将

有更强的动力，催生新的国内市场新的需求，公司也将把握机

会继续深挖国内市场。 

8、请问 2024 年业绩驱动来源？ 

海外市场，特别是跨国制药公司持续增长的需求是公司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另一方面，新兴业务也具有潜在增长点，

包括 GLP-1、ADC、小核酸，以及新技术输出业务等都释放出更

大发展空间。 

三、 管理层总结 

感谢所有股东、分析师及关注凯莱英的同仁们，大家长期

关注并支持凯莱英的每一步发展，给了我们前行的动力！2023

年是凯莱英成立 25 周年，也是挑战非常大的一年，在经历了

公司一个超长期的增长周期后，2023 年是公司十几年来第一

次出现收入下降。2024 年依然有很多挑战和压力，将更加比拼

公司的战略定力和韧性。公司一方面将加快海外布局、拓展新

客户新业务，另一方面继续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项目的交付，

持续提升效率，这些也是公司 25年来持续在做的，有此依托，

公司将会迎来新的机遇！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凯莱英将与广大支持者和投

资者一道，直面行业挑战，怀揣梦想而行。谢谢大家！  

 《2024 年 3月 28日凯莱英特定机构调研演示资料》 

日期 2024 年 3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