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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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中信证券：陈竹、宋硕、朱奕彰、李文涛；兴业证券：汪文博；浙商

证券：司清蕊；西南证券：陈辰；中金公司：胡轶韬；博时基金：田

野；混沌道然：蒋晶；泓澄投资：殷萌等 103 人。 

时间 2024 年 4 月 15 日 17:00-18:00 

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云华路 9 号 华大时空中心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总经理 赵立见；首席运营官、副总经理 杜玉涛；副总经理 李宁；

副总经理 朱师达；副总经理 刘娜；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徐茜；

财务总监 王玉珏；产品中心负责人 杨昀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活动是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华大基因）

在 2023 年度报告发布后的业绩说明会，活动采用线上电话会议的形

式。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茜女士和财务总监王玉珏先生首先

分别简要回顾了 2023 年全年华大基因的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的整体

情况，随后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就公司 2023 年经营情况进行了深入

交流。 

一、 关于投资者问题及回复 

1、请简要说明 2023 年海外各个国家的收入占比情况，以及对海

外各个国家营收规模的增速预期？ 

答：2023 年营业收入具体按地区分析，欧洲及非洲地区的年收入

达到 2.17 亿，占总收入的比例为 4.98%；美洲地区的收入为 1.16 亿，

占比 2.67%。亚洲（含中国港澳台）及大洋洲，收入达 5.58 亿，占总

收入的 12.82%。从细分业务领域来看，海外医学业务实现了两位数

的增长，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从区域发展态势来看，公司在东南



亚、西亚、中亚以及北欧等地区，业务增长迅速，公司计划将这些区

域作为未来投资的重点，以期进一步强化和扩大海外业务的规模和影

响力。 

2、2023 年公司具体在哪些方向加大投入？  

答：近三年，公司对研发领域的投入保持在较高水平。2023 年，

研发投入总额达到 6.14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14.12%，这一比例

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2024 年，公司计划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的第一个方向是依托于民生项目进行的大规模人群和

队列研究，例如，在河北、鄂尔多斯以及哈尔滨开展的相关项目，通

过这些大样本量的研究项目，公司期望在孕期多学科、消化系统及肠

道微生物等领域取得新的发现和进展。目前，公司参与的民生项目样

本量已接近百万级别，这将为研发成果的创新和应用提供坚实的基

础。 

第二个方向是新技术探索与产品转化，公司致力于开发和应用前

沿技术，如单分子长读长测序技术在全基因组及微生物宏基因组等方

向的临床应用转化。 

第三个方向是多平台技术发展，除了测序技术，公司还注重质谱

和 POCT 等相关技术平台的发展，旨在通过多元化的技术平台孵化更

多创新产品。 

第四个方向是现有平台和产品优化，公司持续对现有技术和产品

进行优化和补充，特别是在出生缺陷防控领域，公司在传统优势项目

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产品线，如开发无创单基因病种检测产品，并在

一级、三级防控领域进行拓展，包括携带者筛查和新生儿筛查等项目；

在肿瘤领域的研发进展显著，去年成功取得肠癌检测产品的认证，并

已着手开发肠癌 3.0 产品。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推进肝癌早期筛查和

胃癌甲基化产品的研发工作；在感染防控领域，公司除了 PMseq®产

品外，也在开发和布局基于靶向高通量测序技术（tNGS）等新产品，

这些产品在检测时长和成本上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3、公司有哪些提质增效举措，以及相关举措对于公司业绩的影

响情况如何？  

答：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提质增效，并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公



司整体表现的进一步提升。公司实施了组织架构优化、研发部门的结

构优化等措施，旨在提高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优化研发

流程和资源配置，加速产品创新，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推动公司

的持续成长和竞争力提升。 

在追求提质增效的同时，公司更加注重开源，即通过扩大规模收

入来实现收入增长。产品研发持续推进，渠道建设和市场推广是公司

的重点工作领域。公司积极探索多种业务模式和增长途径，确保公司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并为未来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4、2023 年各业务板块的收入情况如何？公司对于 2024 年各板

块业务的展望情况？ 

答：2023 年，公司生育健康、肿瘤与慢病防控、感染防控、多组

学大数据服务与合成业务、精准医学检测综合解决方案五大业务分别

实现营收 11.78 亿元、5.25 亿元、5.16 亿元、7.07 亿元和 14.07 亿元，

各业务全面发力，实现稳健发展，展现了较强的经营发展韧性和良好

的市场适应性。 

2024 年，公司将继续保持从研发端到市场端的领先优势，在生育

健康、肿瘤与慢病防控、感染防控等领域，进行前瞻性战略布局与调

整，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多高质量

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公司业务的持续增长和发展。 

在生育健康领域，公司将完善生育健康全周期的多组学产品体

系，落实基于出生缺陷三级防控的大规模、全人群筛查实践。其中在

孕前阶段，加速获取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多国的准入资质，推动重点

地区地贫筛查模式的转变；推动扩展性携带者筛查产品纳入专家共

识，加强临床推广与转化；推动 WGS 在不孕不育人群中的临床应用，

拓展辅助生殖领域。产前阶段，充分发挥 CNV-seq 检测在流产组织与

羊水样本方面均已获得我国医疗器械注册证的领先优势，与全国数百

家产前诊断中心保持紧密合作。新生儿阶段，公司推进“基因+质谱”

联合的新生儿疾病筛查方案纳入专家共识，以组合拳的优势加快拓展

国内市场。 同时，基于新生儿 WGS 本地化方案，加速突破国际市



场。 

在肿瘤防控领域的肿瘤早筛方向，公司针对女性两癌筛查，推出

HPV 检测+TCT 联合筛查服务，HPV 分型+宫颈癌 DNA 甲基化分流、

乳腺筛查车等综合服务，快速提升市场覆盖度。针对已获国内、国际

准入资质的肠癌早筛检测，结合粪便隐血自测产品，快速在民生、临

床、体检、大众消费等多个渠道加速推广。落实好哈尔滨消化系统肿

瘤和“四高”免费检测项目，践行“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范式的同时，

探索慢病管理新模式。加大在肝癌、胃癌、尿路上皮癌、多癌早筛的

研发投入，推进临床科研项目合作，建立多癌种、大人群筛查模型和

示范成果；在癌症精准诊疗方向，为医疗机构提供单癌种、泛癌种基

因检测、MRD 检测等高通量、自动化、信息化的分子病理综合解决

方案和服务。加大 MRD 在头部肿瘤医院及机构的商业推广。快速推

进 BRCA1/2 检测的准入资质，助力 PARP 抑制剂伴随诊断检测市场

实现新增长。 

在感染防控领域，公司已构建覆盖疑难未知感染、常规住院感染、

门急诊感染的全覆盖，多场景的产品体系，建立了从社区感染到院内

复杂感染的全套产品解决方案。公司在 2023 年发布了基于靶向高通

量测序的感染病原检测产品 tNGS，辅助医生制定个体化抗感染治疗

方案，降低耐药性发生。同时，公司基于 PM Easy Lab，推出小型化、

一体化、自动化的快速分子 POCT 解决方案，同时加速多种病原体检

测试剂的全球准入资质获取及商业推广，进一步扩大市场影响力。  

5、2023 年，公司生育健康业务有哪些新的增长和突破？ 

答：2023 年生育健康业务实现营收 11.78 亿元，同比增长 5.55%。

其中，一级预防业务中的携带者筛查检测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42.45%；二级预防业务中的无创产前检测业务属于生育健康业务的主

力产品，近年营业收入保持平稳；三级预防业务中的新生儿遗传病基

因筛查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45.52%；辅助疾病临床诊断方向的

遗传病基因检测系列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49.14%。截至 2023 年

末，公司各项生育健康检测产品已累计服务超 2,891 万人次。 

报告期内，公司中标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罕见病诊疗能力



水平提升项目（第四期），再次中标河北孕妇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和孕

妇耳聋基因检测民生项目，中标江西省吉安市、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和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民生筛查项目等，用自主核心科技守护百姓

生命健康安全。公司持续完善以全基因组测序（WGS）为基础的五前

（婚前、孕前、产前、植入前和学龄前）产品体系，推动“人人全基

因组”妇幼健康全周期锁定模式。推出基于中小通量测序平台的无创

产前解决方案并适配优化算法。同时，升级多种显性单基因病无创产

前检测，打造更适合产前筛查的扩展性无创产前检测技术。前瞻性地

布局地贫单分子测序产品，推动地贫检测产品升级迭代。 

6、公司肿瘤与慢病防控业务具体来看有哪些产品规划？  

答：2023 年度，肿瘤与慢病防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25 亿元，

较 2022 年同期实现营业收入 4.04 亿元，同比增长 30.07%。2023 年

度肿瘤业务中，受益于国际国内资质获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积累的

销售渠道及大力推广，肠癌检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88.95%，肿瘤

复发监测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57.75%，肝癌检测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约 44.54%，遗传性肿瘤基因检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36.45%。 

肿瘤防控方面，公司 MRD 检测产品已在国产测序平台上顺利完

成全流程性能测试，升级并发布了无创肝癌检测产品。公司自主研发

的 HPV 分型检测产品、基于粪便 DNA 甲基化的肠癌检测产品获得

中国 NMPA 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肠癌辅助诊断产品获得南美洲、

东南亚部分国家准入资质，为公司全球肿瘤防控业务奠定基础。  

慢病防控方面，公司针对血脂异常人群开发早发冠心病风险基因

检测，推出阿尔茨海默风险基因检测等认知障碍疾病检测产品。在成

人及儿童安全用药方向，推出覆盖 242 种常见成人药物和 132 种儿童

药物的检测产品。在精神卫生和脑科学领域，推出基于质谱平台的药

物基因组检测产品，对患者血液内的精神类药物浓度实施监控，实现

精神、神经科的精准用药。 

7、感染性疾病防控方面，产品的布局、临床推进进度如何？  

答：公司已经发布基于靶向高通量测序（tNGS）的病原检测产品，

可辅助临床医生制定个体化的抗感染治疗方案，降低耐药发生风险。



同时公司研发的 PM Easy Lab@全自动医用 PCR 分析仪集提取、扩增

及报告于一体，已取得中国、欧盟、沙特、泰国等国的准入资质。此

外在感染防控领域已形成针对疑难未知感染患者、常规住院患者、门

急诊患者的全覆盖、多场景的产品体系，基于中小通量检测平台，搭

配本地数据分析系统和一体机，为病原本地化检测提供准确、高效、

便捷、安全的保障，建立了从社区感染到院内复杂感染的综合解决方

案。 

8、公司是否考虑与 AI 大模型合作开发基因数据专业训练大模

型？ 

公司自主开发的“Dr.Tom 多组学数据挖掘系统”可以快速、深度

地挖掘基因、蛋白和代谢数据，该系统整合了多个国际常用的基因数

据库和生物信息分析工具，并优化了数据挖掘的方式和展现形式，还

结合了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通过该系统，科研用户可

以方便的进行自助式多组学数据挖掘。专利布局方面，公司在生物信

息异构计算、基因分布式计算和基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向申请了多

项国内外专利，具备行业特有且领先的技术优势。随着多组学技术的

进一步完善，精准医学中心将更依赖于由基因测序仪、质谱仪等组成

的大场景、多维度的数据采集系统，以及高效的数据整合和智能分析

系统。华大基因所布局的高性能大数据分析及储存平台一体机

HALOS，生物信息云计算平台及多组学数据挖掘系统 Dr.Tom 将会发

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未来，公司将充分发挥在多组学大数据和生物信息领域的优势，

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多组学数据的融合创新，加速从生产型服务转

型为智能型服务，在精准医学、健康管理等领域探索新的应用示范。 

利用 AI 技术开发遗传病基因检测智能解读、智能遗传咨询服务，

为患者和医生提供智能化、个性化、高效的服务体验。构建多组学数

据标准化存储与智能分析平台，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分析和知识

发现。探索人工智能辅助的个性化健康管理，基于多模态生命健康大

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构建个体健康画像，评估健康干预策略，

实现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 



二、 经营展望 

华大基因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基因科技造福人类”大目标为

导向，依托自主多组学平台，加速科技创新，减少出生缺陷，加强肿

瘤防控，精准治愈感染，推行慢病防控，致力于成为全球覆盖全产业

链的精准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引领者。 

在研发领域，公司将加大以心脑血管疾病为核心的慢病群体的研

发投入，在原有出生缺陷、肿瘤防控和传感染疾病为核心的业务基础

上，公司利用 AI 等一系列工具，结合公司多组学平台产出的大数据

优势，进一步推动基因组学发展。 

在业务模式方面，公司过去几年一直在推动民生项目和民生工

程，希望将除出生缺陷筛查、肿瘤早筛外的更多筛查项目纳入到民生

筛查中。此外，公司正加大在医疗机构的业务布局模式，自今年国务

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7 年，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以测序

仪、质谱仪等为核心的精准医学解决方案迎来政策导向，这将进一步

推动公司在核心医疗机构的精准医学布局，提升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市

场占有率，为公司精准医学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在全球业务布局方面，公司快速完成了全球多元化合作网络的建

设，并不断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输出中国方案。接下来，公司将加大

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本地化布局，并深化重点国际区域的多方位合

作，加快核心业务的全球化布局，形成国内、国际市场共同突破的新

发展格局。 

2024 年，公司将继续秉承“基因科技造福人类”的使命，保持从

研发端到市场端的领先优势。坚持“大目标造福”宗旨，结合政府工

作方针，分析行业与市场发展特点，密切关注资本市场动向，持续优

化人才队伍结构，进行前瞻性战略布局与调整，高效构建行业生态，

以确保业绩可持续增长。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4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