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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腾股份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0012024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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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通讯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中泰证券、平安证券、国盛证券、中金公司、广发证券、海通证

券、首创证券、开源证券、东北证券、信达证券、红塔证券、国

联证券、国海证券、太平洋证券、民生证券、中信证券、华创证

券、国新证券、财通证券、招银国际、中金基金、珠海尚石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易正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杉资本

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

金、长盛基金、广发基金、中欧基金、前海开源基金、上海正心

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嘉

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正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联

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Hash Blockchain Limited 等约 70 家

机构投资者 

时间 2024 年 4 月 28 日 

地点 “进门财经”和“路演中”平台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居年丰 董事长、总经理 

陈晖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皮薇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一、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陈晖介绍公司 2023 年度和 2024 年

第一季度业绩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67 亿元，相较 2022 年的 70.35



亿元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受大订单影响。扣除大订

单后，收入同比增长约 10%。从地域分布来看，剔除大订单影

响后，我们在各区域市场的收入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新业

务收入方面，2023 年，公司制剂 CDMO 业务实现收入 1.24 亿

元，增幅约 291%，收入首次突破 1 亿元；基因细胞治疗 CDMO

业务受客户融资影响，收入同比下降约 30%。 

 

2023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 亿元，较

2022 年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1、大订单的减少；2、近几年

新业务和新产能的投资比较大，公司小分子制剂工厂、基因细

胞治疗苏州桑田岛基地、上海奉贤工厂都是 2023 年全面运营，

相关的折旧、水电费和人员成本均有所增长。2023 年，小分子

制剂 CDMO 业务、基因细胞治疗 CDMO 业务、生物大分子

CDMO 业务分别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0.76 亿

元、0.77 亿元、0.16 亿元。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6.78 亿元，与 2023 年同期

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 2023 年上半年仍有大订单交

付；扣除大订单影响后，收入较 2023 年同期基本持平。然而，

受公司产能利用率、市场竞争、新业务等因素的持续影响，一

季度的净利润表现并不乐观，亏损约 9,487 万元。公司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通过降本增效举措对费用进行控制，从费用端来看，

今年一季度有一定的成效，目前公司也在持续推进相关举措，

希望在后面几个季度能够有所体现。今年一季度，公司毛利率

约 16%，主要是新投用的如上海闵行研发中心、上海奉贤工厂、

重庆制剂工厂等产能未实现满负荷运行，带来的额外的成本增

加。 

 

二、董事长、总经理居年丰介绍公司 2023 年度经营情况和 2024



年度经营计划 

 

首先我要代表管理团队向投资者、股东致歉，因为博腾上市以

来首次在财报上出现亏损。虽然一方面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但

回到自身，我们对新业务投资节奏过快以及降本的措施和速度

不够快，导致了现在的状况。2023 年和 2024 年，我们整体的经

营方针基本保持一致，即积极主动应对和适应当前的经营环境，

对公司业务组合、资产组合、成本费用结构、组织流程等进行

优化调整，全面评估风险与机遇，持续提升市场份额和管理能

力。 

 

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了市场回暖的迹象，过去

6 个月，我们在欧洲、美国、亚太的客户开发上都有比较好的进

展和突破，我们也在更加积极主动地挖掘和获取商机。在降本

增效举措上，我们也在持续推进，希望在年底有阶段性的进展。

所以尽管外部环境变化很大，但基于三点原因，我们还是应该

对未来充满信心。首先，CDMO 在制药行业仍然属于刚需，中

国在行业仍然具有竞争力和增长潜力；其次，从博腾自身来看，

通过我们多年的行业积累和全球化布局，我们在小分子 CDMO

领域仍然具有竞争力；第三，我们在化学、工程等技术能力、供

应链能力、与国际接轨的质量管理体系、国际化运营能力等，

也为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三、公司与投资者交流情况 

Q1：公司当前订单情况如何？目前看整体行业的价格和需求有

无明显变化？ 

A1：从 2024 年第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我们在亚太、欧洲、美国

市场看到的总体是比较积极的。价格层面，欧美大部分客户还

是更看重价值和交付，中国地区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价格压力。 



  

Q2：今明两年资本开支方面是否有变化？ 

A2：我们在过去几年的 CAPEX 支出相对比较高，今年的资本

开支预计将围绕前期已基本完成建设的尾款及部分新项目，包

括：斯洛文尼亚研发生产基地，其中实验室预计在 5 月建设完

成，中试车间已启动土建工作；J-STAR 扩建的 2023 年投用的

结晶及制剂实验室，以及预计今年下半年投用的高活实验室；

重庆长寿工厂 301 车间；上海智拓合成大分子生产基地等。 

 

Q3：随着目前在建产能陆续投产，后续大概需要多大体量的收

入能让公司达到盈亏平衡水平，能让毛利率回到正常水平？ 

A3：小分子 CDMO 方面，现有订单水平可以满足盈利状态，我

们会通过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持续提升利润率；新业务方面，

我们会调整投入节奏，提升运营质量和水平，控制亏损额。 

 

Q4：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斯洛文尼亚研发生产基地的运营团队和

定位？  

A4：目前斯洛文尼亚运营团队有 32 人左右，包括工程、研发、

质量及支持团队，大部分都是当地 CDMO 行业有经验的资深人

士，研发团队有 10 余人，我们会根据情况逐渐增加服务能力。

我们目前也委派了国内的管理层参与当地的管理。斯洛文尼亚

研发生产基地是博腾全球研发生产供应体系的一部分，不仅面

向欧洲本土市场，也包括美国、日本等全球市场。 

 

Q5：业务开拓层面具体的举措是什么？公司与海外竞争对手的

差异化竞争优势有哪些？ 

A5：公司持续推进的营销变革，就是旨在帮助公司扩大订单漏

斗、提升赢单率，全面优化客户开发策略，从商机到询盘到订

单，整个过程有一个非常好的管理和策略，建立有竞争力的前



端组织。这个工作也是我（注：总经理）亲自负责，目前看到了

阶段性的一些成果。总体来说，我们与海外同行相比，核心竞

争优势还是在于工程师红利、快速响应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 

 

Q6：我们与客户沟通，是否有感受到宏观环境风险？是否有产

业链结构性转移的趋势？ 

A6：从客户角度来说，他们肯定是需要管理供应链相关的风险，

在各区域间做平衡，保障供应链的安全。不同的客户在具体的

策略上会不一样。总体来说，尽管行业风险仍然存在，但我们

认为中国公司依然会有比较重要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在化学领

域。 

 

Q7：公司过去几年在产能端的布局是否已经完备？未来可能加

大投资或者需要“瘦身”的领域是哪些？ 

A7：博腾在过去几年基本完成了布局，很多新业务可能是从“0

到 1”或者“1 到 10”的阶段。所以，我们将聚焦在把已有资产

利用好，同时根据新的环境变化和业务情况做加减法。 

 

Q8：一季度公司订单有恢复迹象，假设订单交付需要半年到一

年的时间，是否可以理解为下半年能够看到我们的拐点？ 

A8：现在订单处于恢复性的增长阶段，如果订单增长趋势持续，

我们认为公司经营改善是可期的。 

 

Q9：能否从海外大药企和 biotech 的角度拆分一下订单恢复情

况？ 

A9：公司收入结构以海外客户为主，占比约 70%，海外客户中，

大药企占比更大。一季度的订单情况与这个分布也是基本一致

的。 



 

Q10：目前各基地的产能利用率水平如何？ 

A10：新业务的产能利用仍然不够饱和。原料药 CDMO 产能方

面，各个基地的情况不同，江西宜春工厂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

重庆长寿工厂次之，湖北孝感和上海奉贤工厂偏低。 

 

Q11：新业务如大分子、制剂等在收入和订单的结构占比如何？

这些业务预计何时能产生正向贡献？ 

A11：我们目前的新业务主要是大分子（抗体、ADC），基因细

胞治疗、小分子制剂及合成大分子这四大板块。大分子上海研

发实验室去年年底才建成投用，所以目前收入和订单贡献非常

小；基因细胞治疗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外部环境，特别是融

资对客户的一些影响，2023 年收入贡献约 5,302 万元，同比下

降约 30%；制剂业务 2023 年收入 1.24 亿元，同比增长约 291%，

去年制剂工厂投用后带来的交付能力提升有比较大帮助。从盈

利端来看，几个新业务在今年实现扭亏仍然有困难，但是我们

会更加严格地控制亏损。 

 

Q12：2023 年，中国区业务增长 20%，高于海外，主要是因为

制剂业务带动的吗？ 

A12：中国区本身业务体量较小，所以增速较海外市场更快。整

体来说，原料药和制剂都有增长。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4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