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迪哲医药聚焦肿瘤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

本报记者 熊永红 傅苏颖

迪哲医药科创板上市申请日前获受理。 迪哲医药由阿斯利康与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设立，是一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驱动型生物医药公司。 公司此次拟募资17.83亿元，用于新药研发及补充流动资金。

源头创新

迪哲医药坚持源头创新的研发理念，致力于新靶点的挖掘与作用机理验证。 公司探究疾病临床特征与可能的异常驱动基因、蛋白结构间的关系，以推出全球首创药物和具有突破性潜力的治疗方法为目标，引领行业发展。

迪哲医药表示，公司拥有行业内较领先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平台，整合生物科学、药物化学、药物ADME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能力和研发经验，形成了包括细胞及动物模型平台、生物标志物探索及验证平台、模型引导药物研发平台。 研发管线中的候选创新药DZD4205、DZD1516等均是公司转化科学技术应用的典型研发成果。 同时，公司建立了一体化的研发平台，自主研发能力覆盖创新药从早期发现到后期开发的各个环节，包括药物靶点发现与机理验证、转化科学研究、化合物分子设计与筛选、临床前研究、CMC、临床方案设计与执行等。 公司可以掌握并控制新药研发的整个进程，有利于研发决策和执行的高效实施。

公告显示，公司建立了极具创新性和市场潜力的小分子产品管线组合，所有产品均享有完整的全球权益，并采用全球同步开发的模式。 当前公司战略性专注于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及免疫性疾病的治疗领域。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研发管线拥有4个处于临床阶段并用于多个适应症的创新药及多个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的候选药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占公司人员约70%，其中博士及以上占公司总人数超过20%。

公司核心产品多具有全球首创性或独创性。 核心在研产品之一DZD4205，是一种全新的特异性JAK1酪氨酸激酶抑制剂，DZD4205对JAK1靶点具有高度选择性。 公司推进的首个适应症临床试验为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已启动针对复发难治性PTCL的国际多中心II期单臂关键性临床试验，预计于2023年上半年可分别在美国FDA和中国NMPA提交上市申请。 另外，DZD9008即将进入国际多中心Ⅱ期单臂关键性临床试验阶段，DZD1516和DZD2269已开展国际多中心I期临床试验。

研发新药

迪哲医药此次拟募资17.83亿元，用于新药研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新药研发聚焦公司主要在研项目在不同适应症的临床前及临床研究和开发，并针对公司DZD4205、DZD9008后续扩展适应症的临床试验，以进一步增强公司技术创新源动力。

公司表示，DZD4205、DZD9008产品预计将陆续进入关键性临床阶段。 由于在研产品先后进入Ⅱ期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样本数量增加，所需的资金投入亦将同步提高。 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临床试验、审评等环节的速度及效率，有效提升公司在研创新药物的产业化进程，促使公司产品尽快实现销售。

根据公告，公司自成立以来吸引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研发人员主要来自于国内外著名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120人，占比80%。 核心技术人员均具有专业的医药学术背景，研发团队知识结构合理，专业领域涵盖新药研发各个方面，包括化学与药物安全团队、CMC团队、DMPK与临床药理学团队、临床开发团队、临床运营团队等。

公 司 指 出 ， 综 合 考 虑 行 业 发 展 趋 势 、 公 司 自 身 实 际 情 况 、 财 务 状 况 及 业 务 发 展 规 划 因 素 ， 公 司 拟 使 用 3 亿 元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随 着 公 司 研 发 项 目 的 推 进 ， 业 务 规 模 和 人 员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 公 司 对 日 常 流 动 资 金 的 需 求 亦 不 断 增 加 。

未来三年，公司将持续拓展DZD4205及DZD9008的临床应用，利用本次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持续不断投入产品研发，持续跟进市场临床需求、新药研发前沿动态。通过持续探索新靶点、新化合物结构进行新药研发，保持公司在肿瘤治疗领域的优势。公司表示，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完成多个新药品种的IND申报，确保公司产品管线研发的可持续性及创新性。除中国市场外，公司将采取合作销售的模式拓展海外市场，授权具有临床开发经验及销售能力、有行业实力的海外药企开拓海外市场。

尚未盈利

迪哲医药此次拟采用第五套科创板上市标准。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核心产品仍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开展商业化生产销售，公司尚未盈利。 2018年-2020年（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7361.40万元、-44575.32万元和-58661.19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管线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 2018年度-2020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21020.42万元、42143.56万元和43949.48万元。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主要产品管线针对不同靶点研制了多款产品。 公司未来仍需较大规模的持续研发投入，用于在研项目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及新药上市申请等研发活动。

对于尚未盈利且持续亏损的原因，迪哲医药称，公司自设立以来即从事药物研发活动，该类项目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 公司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费用导致亏损不断增加。 此外，由于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导致公司累计亏损大幅增加。 公司的研发费用预计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公司未来产品上市后的商业化进展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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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风电气

专注风电变流器业务

●本报记者 刘杨

日风电气科创板上市申请日前被受理。 公司本次拟募资6.13亿

元，用于年产500台大型风电变流器扩产等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定制化经营

根据招股书申报稿，日风电气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主要从事

风电变流器等电力电子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的高新

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双馈变流器和全功率变流器。

日风电气是浙江润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

持有日风电气62.78%的股权。 卢钢、 张旌红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13.29%和3.84%的股份， 并共同通过润丰集团间接持有日风电气

62.78%的股份。

风电变流器是风力发电机组关键部件之一，用于解决风机在变

化转速下保证电能的恒频输出。风电变流器可根据风速的大小改变

发电机的转速，使风机实现最佳风能捕获，同时实现风电功率的并

网控制以及对电网无功的支持和高、低电压穿越控制，用以提高风

能利用率，提升发电效率。 作为发电机和电网的接口，风电变流器是

风电机组的核心设备，是机组电气性能、变换效率、可用度的主要决

定因素。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以产订购” 的定制化经营模式，生产

经营围绕客户的订单展开，在签订销售合同后，根据合同安排采购和

下达生产任务，实行按单生产，以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的销售模式为

直销，下游客户为国内主要风电整机厂家。

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 日风电气已成为国内大功率风电变

流器领域主要生产企业之一。 2018年至2020年（报告期），公司产品

结构持续优化，客户渠道日益拓展，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 公司已与

国内市场份额前十名风电整机企业中的七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

系。 公司曾承担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参与了两项行业标准的制定。

产品结构单一

2018年至2020年，公司分别实现营收2.31亿元、2.69亿元和5.12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204.03万元、3862.33万元和7347.90万元。

报告期内， 日风电气风电变流器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42.92% 、

40.54%、32.44%。

值得注意的是，日风电气的产品结构单一。尽管公司已完成光伏

逆变器等产品的开发， 但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于风电变

流器。 在同行业可比公司中，阳光电源、禾望电气产品线覆盖风电变

流器及光伏逆变器。多元化经营战略有助于平抑行业的周期性波动。

报告期内， 日风电气风电变流器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82亿元、

2.45亿元、4.81亿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79.20%、91.38%、

94.38%。

招股书显示，2018年至2020年， 日风电气对前五大客户销售收

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97.83%、97.58%、95.09%。 2020年日风电

气的前五大客户分别为中国海装、东方电气、运达股份、联合动力与

上海电气。对第一大客户中国海装的销售收入为2.60亿元，占营收比

重过半。 公司表示，风电整机制造行业的集中度较高，下游主要风电

整机厂商市场占有率的集中造成公司主要客户相对集中。

根据相关政策，2018年底之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2020年底

前仍未完成并网的国家不再补贴；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底前核准

的陆上风电项目，2021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网的国家不再补贴。

自2021年1月1日开始，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

网，国家不再补贴；海上风电方面，2020年1月后新增海上风电项目

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 新核准海上风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

式确定上网电价。

募资夯实主业

本次公司拟募资6.13亿元，投向年产500台大型风电变流器扩产

项目、大型海上风电变流器及配套设备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表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公司核心

技术主要包括双馈风电变流控制技术、全功率风电变流控制技术等，

均已实现批量化生产。

公告显示，我国风电变流器产品仍存在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

值较低等问题。随着市场对风电变流器产品质量、技术、节能、环保等

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司需要不断更新工艺技术、生产设备及检验

测试设备，有效应对产品更新换代的压力。

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32%、

10.75%和6.78%。 公司表示，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有利于公司不断开发

和完善具有创新力的产品，提高产品性能，增强公司产品的竞争优势。

根据公告，年产500台大型风电变流器扩产项目是对公司现有优

势产品产能扩张。 实施大型海上风电变流器及配套设备产业化项目，

有利于公司适应风电行业发展重心由陆地向海上转移趋势，并以公司

现有变流器相关核心技术为基础，完善公司产品结构。

日风电气表示，公司致力于新能源领域高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未来将不断完善和丰富风电变流器产品系列，在巩固现有客

户的基础上，积极获取新的优质客户。同时，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积极

推进海上风电变流器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提高配件的自产能力。 此

外，通过研发技术更为先进的风电变流器产品，加速提升公司产品的

市场份额。

利元亨拟募集逾7.95亿元发展主业

●本报记者 董添

利元亨科创板上市申请近日获通过。

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投资工业机器人智

能装备生产项目和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

研发中心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利元亨此前在回复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时指出，第一大客户新能源科技主要

采用票据结算，且收入占比较高。 公司应

收账款持续增加，且收款的票据结算比例

较高，导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较低。

回复意见落实函

利元亨在回复意见落实函时指出，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1-9月份（报

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 967.66 万元、6429.04 万元、

-9121.48万元和-6806.52万元。 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低， 且2019年

度与2020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负。 公司表示，分阶段收款模

式形成的期末应收账款较多， 且票据结

算较多。 同时，公司获取订单不规律，导

致部分期间收款下降， 且销售收款与采

购付款存在时间错配， 采购付款金额持

续增长。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含分

类为合同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5597.84

万元、10463.39万元、17019.62万元和

40076.71万元。收款的票据结算比例分别

为47.38%、80.85%、84.31%和85.10%，主

要因为第一大客户新能源科技主要采用

票据结算，且收入占比较高。公司表示，与

新能源科技持续保持合作，票据结算比例

较高的情况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报告期

内，公司应收账款持续增加，且收款的票

据结算比例较高，导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低，且存在持续为负的

风险，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

报告期内，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0004.5万元、67160.28万元、88889.69万

元以及96699.0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3580.15 万 元 、

12671.57万元、9308.65万元和9154.24万

元；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2.77%、10.88%、14.14%和11.85%。

结合已实现的经营业绩及在手订单

等情况， 公司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营业

收入为44880万元至50894万元， 较上年

同期增长158.83%至193.51%； 预计归属

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4213万

元至52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8.08%

至697.71%；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4043

万元至5097万元， 同比增长841.25%至

1086.63%。

利元亨主要从事智能制造装备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为锂电池、汽车零部件、

精密电子、安防、轨道交通等行业提供高

端装备和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

巩固主业

公告显示， 利元亨本次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投资于两个项目，

分别为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生产项目和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研发中心项目，并

补充流动资金， 投资总额为79513 . 11

万元。

公司指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智能

制造装备领域的扩产和研发。 其中，工业

机器人智能装备生产项目的实施主体为

公司，项目选址于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

乐村，项目总投资额56683.98万元。 本项

目旨在通过引进先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和

系统， 在公司现有生产研发技术基础上，

扩大产能、降低成本，增强公司产品市场

竞争力。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研发中心项目

拟投资12829.13万元，旨在通过对激光技

术、智能控制技术、人机协作技术等方面

的研发并取得突破，使公司产品的品质和

成本更具竞争优势。

招股说明书显示，激光技术和智能控

制技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航空、电子、汽

车、造船等领域，这些领域市场需求增长

快。人机协作技术重点解决复杂工作的人

与机器高效协同工作问题。这代表了制造

业、建筑业、物流业、灾后清理、造船等行

业的未来工作方式。 公司表示，从市场可

行性看，三个技术方向均具有较强的前瞻

性，符合了市场对公司产品的需求。 本次

募投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根据市场需

求以及公司目前的业务发展现状与特点

确定的。募集资金投资方向符合行业发展

趋势和国家政策导向，有利于增强公司主

营业务盈利能力，巩固和提高公司在行业

中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提示风险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主要存在客户

集中度较高的风险、技术风险、人工成本

上升的风险等。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含同

一控制下企业） 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89.45% 、93.91% 、95.79%

和82.79%，客户集中度较高。 其中，对第

一大客户新能源科技的销售收入占营业

收 入 比 例 分 别 为 77.76% 、67.39% 、

74.44%和59.85%。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

源于锂电池设备领域， 销售收入分别为

34805.76万元、60418.89万元、77656.68

万元和75851.3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87.01% 、90.01% 、87.46%和

79.6%。 公司表示，未来如果锂电池行业

增速放缓或下滑，而公司不能拓展其他行

业的业务，公司将存在收入增速放缓甚至

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

为 41.53% 、42.42% 、39.73% 和 37.1% 。

2018年以来， 公司新开发了行业内技术

难度更高的机型，同时新开拓多个产品系

列，新产品、新技术的经验相对较少，导致

毛利率呈下降态势。 如果未来该等新产

品、新技术无法及时规模化、标准化，且市

场竞争加剧，公司毛利率存在进一步降低

的风险。

新华社图片

迪哲医药聚焦肿瘤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

●本报记者 熊永红 傅苏颖

迪哲医药科创板上市申

请日前获受理。 迪哲医药由

阿斯利康与先进制造业基金

合资设立， 是一家具备全球

竞争力的创新驱动型生物医

药公司。 公司此次拟募资

17.83亿元， 用于新药研发及

补充流动资金。

源头创新

迪哲医药坚持源头创新的研发理

念， 致力于新靶点的挖掘与作用机理

验证。 公司探究疾病临床特征与可能

的异常驱动基因、蛋白结构间的关系，

以推出全球首创药物和具有突破性潜

力的治疗方法为目标，引领行业发展。

迪哲医药表示， 公司拥有行业内

较领先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平台，

整合生物科学、药物化学、药物ADME

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能力和研发经验，

形成了包括细胞及动物模型平台、生

物标志物探索及验证平台、 模型引导

药物研发平台。 研发管线中的候选创

新药DZD4205、DZD1516等均是公司

转化科学技术应用的典型研发成果。

同时，公司建立了一体化的研发平台，

自主研发能力覆盖创新药从早期发现

到后期开发的各个环节， 包括药物靶

点发现与机理验证、转化科学研究、化

合物分子设计与筛选、 临床前研究、

CMC、临床方案设计与执行等。公司可

以掌握并控制新药研发的整个进程，

有利于研发决策和执行的高效实施。

公告显示， 公司建立了极具创新

性和市场潜力的小分子产品管线组

合，所有产品均享有完整的全球权益，

并采用全球同步开发的模式。 当前公

司战略性专注于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

及免疫性疾病的治疗领域。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公司研

发管线拥有4个处于临床阶段并用于

多个适应症的创新药及多个处于临床

前研究阶段的候选药物。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公司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

占公司人员约70%，其中博士及以上占

公司总人数超过20%。

公司核心产品多具有全球首创性

或 独 创 性 。 核 心 在 研 产 品 之 一

DZD4205，是一种全新的特异性JAK1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DZD4205对JAK1

靶点具有高度选择性。 公司推进的首

个适应症临床试验为外周T细胞淋巴

瘤（PTCL），已启动针对复发难治性

PTCL的国际多中心II期单臂关键性临

床试验， 预计于2023年上半年可分别

在美国FDA和中国NMPA提交上市申

请。另外，DZD9008即将进入国际多中

心Ⅱ期单臂关键性临床试验阶段，

DZD1516和DZD2269已开展国际多中

心I期临床试验。

研发新药

迪哲医药此次拟募资17.83亿元，

用于新药研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新药研发聚焦公司主要在研项目在不

同适应症的临床前及临床研究和开

发， 并针对公司DZD4205、DZD9008

后续扩展适应症的临床试验， 以进一

步增强公司技术创新源动力。

公司表示 ，DZD4205、DZD9008

产品预计将陆续进入关键性临床阶

段。 由于在研产品先后进入Ⅱ期临床

试验阶段，临床试验样本数量增加，所

需的资金投入亦将同步提高。 公司将

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临床试验、审评等

环节的速度及效率， 有效提升公司在

研创新药物的产业化进程， 促使公司

产品尽快实现销售。

根据公告，公司自成立以来吸引了

大批优秀专业人才，研发人员主要来自

于国内外著名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截

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拥有研发人

员120人，占比80%。核心技术人员均具

有专业的医药学术背景，研发团队知识

结构合理，专业领域涵盖新药研发各个

方面，包括化学与药物安全团队、CMC

团队、DMPK与临床药理学团队、 临床

开发团队、临床运营团队等。

公司指出，综合考虑行业发展趋

势、公司自身实际情况、财务状况及

业务发展规划因素， 公司拟使用3亿

元补充流动资金。 随着公司研发项目

的推进，业务规模和人员规模不断扩

大，公司对日常流动资金的需求亦不

断增加。

未来三年 ， 公司将持续拓展

DZD4205及DZD9008的临床应用，利

用本次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持续不断投

入产品研发，持续跟进市场临床需求、新

药研发前沿动态。通过持续探索新靶点、

新化合物结构进行新药研发， 保持公司

在肿瘤治疗领域的优势。公司表示，计划

在未来三年内完成多个新药品种的IND

申报， 确保公司产品管线研发的可持续

性及创新性。除中国市场外，公司将采取

合作销售的模式拓展海外市场， 授权具

有临床开发经验及销售能力、 有行业实

力的海外药企开拓海外市场。

尚未盈利

迪哲医药此次拟采用第五套科创

板上市标准。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公司核心产品仍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开

展商业化生产销售， 公司尚未盈利。

2018年-2020年（报告期），归属于母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7361.40 万 元 、-44575.32 万 元 和

-58661.19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大量资金用于

产品管线的临床前研究、 临床试验。

2018年度-2020年度， 公司研发费用

分别为21020.42万元、42143.56万元和

43949.48万元。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

日，公司主要产品管线针对不同靶点研

制了多款产品。 公司未来仍需较大规

模的持续研发投入，用于在研项目的临

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及新药上市申请等

研发活动。

对于尚未盈利且持续亏损的原因，

迪哲医药称，公司自设立以来即从事药

物研发活动，该类项目研发周期长、资

金投入大。 公司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费

用导致亏损不断增加。 此外，由于股权

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导致公司累

计亏损大幅增加。 公司的研发费用预

计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公司未来

产品上市后的商业化进展亦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迪哲医药主要财务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