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三板万里行】专精特新“小巨人”后劲十足

三元基因董事长程永庆：四大研发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朝晖 傅苏颖 吴勇

三元基因董事长程永庆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公司研发管线丰富，已上市产品力促公司在2016年至2020年获得高速成长；四个“世界级”研发项目将助力公司在2021年-2025年获得高质量发展。

8月24日，三元基因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中国药谷）新建智能化厂区举行奠基仪式。 规划新建厂区设计有五条新产品生产线，包括预充式注射剂、雾化吸入剂、滴眼剂和喷雾剂等智能化和数字化新型制剂生产线，计划产能从目前的年产约1500万支提升到年产约一亿支。 该项目被列为2021年“北京市100项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业重点工程”。

推动技术原创和市场首创

三元基因成立于1992年9月，主要从事现代生物医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是中国基因工程药物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开发领域的领先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多规格、多剂型的人干扰素α1b粉针剂、注射剂、喷雾剂和滴眼剂。

程永庆称，公司近期获得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证书。 “此次被认定为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对公司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的高度认可，是对公司研发创新实力及经营管理能力的充分肯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

程永庆称，三元基因刚建立时，基因工程药物100%依赖进口，如今95%以上都是国产产品。 公司人干扰素α1b基因来源是由公司首任董事长侯云德从健康中国人脐带血白细胞中获得。 该产品作为国际独创基因工程药物，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零”的突破。

程永庆介绍，公司主打产品人干扰素α1b（商品名：运德素）临床应用领域覆盖感染科、呼吸科、儿科、皮科、血液科和肿瘤科等多个临床科室，主要应用于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肺炎、带状疱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黑色素瘤等多种病毒性疾病和恶性肿瘤的治疗，目前销售覆盖全国3500家医疗机构。

程永庆表示，三元基因创新驱动战略包括技术原始创新和市场首先创新，技术原创使得公司产品在临床得到很好的应用。 公司产品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目录；由于市场首创，在临床上形成了各种疾病诊疗的临床指南和专家共识，这也是基于公司20年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共同努力的成果。 三元基因运德素在全球干扰素新适应症的临床应用方面，一直在技术原创和市场首创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投资四个“世界级”研发项目

三元基因一直注重研发投入。 2017年-2020年，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1544.2万元、1875.25万元、3312.8万元、2276.72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6.31%、6.23%、11.91%和12.39%。

程永庆表示，新药创新是企业发展和成长的原动力。 2001年，公司建立了研究中心和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随后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 同时，公司配备了精良的设施和设备。

公司拥有比较完善的研发管线规划。 程永庆介绍，4个品种已经上市，为公司提供收入和现金流；3个“上市后研究项目”，夯实了公司产品的引领地位；重点投资4个重磅研发募投项目。 此外，公司还有4个临床前研究项目，与现有产品形成互补和协同。

2021年1月，三元基因登陆新三板精选层，成功发行新股并募资2.83亿元。 其中，约2亿元将用于四个“世界级”研发项目，分别为人干扰素α1b雾化吸入治疗小儿RSV肺炎临床试验、人干扰素α1b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试验、新型PEG集成干扰素突变体注射液伴随基因检测治疗乙肝临床试验以及γδT细胞的肿瘤免疫细胞治疗临床研究。

程永庆表示，近年来，呼吸道病毒性疾病如病毒性肺炎成为我国人民健康的一大挑战。 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对病毒性疾病治疗的药物需求大增，公司此次募投的两个临床III期研究项目覆盖该领域。 其中一个项目是针对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性肺炎，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有效的药物。 三胎政策的推进，对新生儿的健康要求更高。 该项目的研究和未来上市具有重大意义。 公司通过近10年的研究，治疗小儿RSV肺炎 III期临床研究进度快于预期。 预测该项目未来的市场规模将达200亿元。 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情况带来的临床挑战，公司已开启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工作。 “另外两个项目1个处于临床Ⅱ期，1个处于临床Ⅰ /Ⅱ期，在加速推进。 这四个项目的技术先进性和临床创新性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程永庆表示。

“公司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时，通过管理层持股和建立‘员工持股平台’，大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已经拥有股份。 未来，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推出符合科技创新趋势并有竞争力的人才激励方案。 ”程永庆表示。

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

财报显示，2018年至2020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01亿元、2.78亿元、1.83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809.63万元、6009.19万元、3596.37万元，毛利率分别为83.32%、84.71%、84%。 2021年一季度，三元基因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的降幅为62.02%。

对此，程永庆解释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国家卫健委陆续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一至八版，将雾化吸入α-干扰素列为抗病毒治疗首先推荐方案，公司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疫情防控药品供应的保障单位，公司产品重组人干扰素α1b注射剂和喷雾剂被工信部列入抗击疫情‘一般治疗及重型、危重型病例治疗药品’。 各地医疗机构为应对防疫之需，大量采购用于抗疫防疫储备，公司发货量急剧增加，致使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较大幅度增长。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48.95%，净利润占全年净利润的82.79%。 而2021年一季度，我国疫情被有效控制，各地医疗机构均未启动储备采购，因此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 ”

“随着社会秩序走上正轨，公司将实现可预期的增长。 ”程永庆表示，未来公司将利用新三板精选层募集的资金，加大营销网络化建设，积极拓展城市等级医院市场和基层医疗市场。 在研发引领、医学驱动、学术推广和专业营销系统推进中，拓展临床应用新领域，提升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医改的方向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健康，提升产品的性价比。 为了防止断货，迅速提高产能是当务之急。 ”程永庆称，2020年7月底，三元基因以2805.96万元竞得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30亩工业项目用地。 随着新厂区的建设以及逐渐达产，产能将从现在的每年大约1500万支提升到每年近一亿支。 该项目的基因工程药物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包括新产品GMP生产线和新产品研发中心。 该研究中心设计有细胞因子产品研发中心以及细胞治疗研发中心。 新厂区的建设使得公司现有产品和新产品生产线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确保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

程永庆表示，三元基因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2020年晋级创新层，2021年晋级精选层，实现了高速发展。 公司坚持创新，长远布局，坚持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即“专精特新”的发展路径，为未来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纵横·新三板

2021/8/25

星期三 责编

/

郭 宏 美编

/

王 力 电话

/010-63070383

A08

Company

推动技术原创和市场首创

三元基因成立于1992年9月，主要从

事现代生物医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

和销售，是中国基因工程药物基础研究和

临床应用开发领域的领先企业。公司主要

产品包括多规格、 多剂型的人干扰素

α1b粉针剂、注射剂、喷雾剂和滴眼剂。

程永庆称，公司近期获得北京市《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证书。“此次被认

定为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是

对公司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

展的高度认可，是对公司研发创新实力及

经营管理能力的充分肯定，对公司整体业

务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

程永庆称，三元基因刚建立时，基因

工程药物100%依赖进口， 如今95%以上

都是国产产品。 公司人干扰素α1b基因

来源是由公司首任董事长侯云德从健康

中国人脐带血白细胞中获得。该产品作为

国际独创基因工程药物，实现了我国基因

工程药物从无到有“零”的突破。

程永庆介绍，公司主打产品人干扰素

α1b（商品名：运德素）临床应用领域覆

盖感染科、呼吸科、儿科、皮科、血液科和

肿瘤科等多个临床科室，主要应用于病毒

性肝炎、病毒性肺炎、带状疱疹、慢性粒细

胞白血病和黑色素瘤等多种病毒性疾病

和恶性肿瘤的治疗， 目前销售覆盖全国

3500家医疗机构。

程永庆表示，三元基因创新驱动战略

包括技术原始创新和市场首先创新，技术

原创使得公司产品在临床得到很好的应

用。公司产品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

国家医保目录；由于市场首创，在临床上

形成了各种疾病诊疗的临床指南和专家

共识， 这也是基于公司20年基础医学和

临床医学共同努力的成果。三元基因运德

素在全球干扰素新适应症的临床应用方

面，一直在技术原创和市场首创方面起到

引领作用。

投资四个“世界级”研发项目

三元基因一直注重研发投入。 2017

年-2020年，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1544.2

万元、1875.25万元、3312.8万元、2276.72

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6.31%、

6.23%、11.91%和12.39%。

程永庆表示，新药创新是企业发展和

成长的原动力。 2001年，公司建立了研究

中心和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随后建

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 同时，公司配备了

精良的设施和设备。

公司拥有比较完善的研发管线规划。

程永庆介绍，4个品种已经上市， 为公司

提供收入和现金流；3个 “上市后研究项

目” ，夯实了公司产品的引领地位；重点

投资4个重磅研发募投项目。 此外，公司

还有4个临床前研究项目，与现有产品形

成互补和协同。

2021年1月，三元基因登陆新三板精

选层，成功发行新股并募资2.83亿元。 其

中，约2亿元将用于四个“世界级” 研发

项目， 分别为人干扰素α1b雾化吸入治

疗小儿RSV肺炎临床试验、 人干扰素

α1b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试验、

新型PEG集成干扰素突变体注射液伴随

基因检测治疗乙肝临床试验以及γδT

细胞的肿瘤免疫细胞治疗临床研究。

程永庆表示，近年来，呼吸道病毒性

疾病如病毒性肺炎成为我国人民健康的

一大挑战。 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

对病毒性疾病治疗的药物需求大增，公司

此次募投的两个临床III期研究项目覆盖

该领域。其中一个项目是针对小儿呼吸道

合胞病毒性肺炎，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有效

的药物。 三胎政策的推进，对新生儿的健

康要求更高。该项目的研究和未来上市具

有重大意义。 公司通过近10年的研究，治

疗小儿RSV肺炎III期临床研究进度快于

预期。 预测该项目未来的市场规模将达

200亿元。 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情况带来的

临床挑战，公司已开启国际多中心临床研

究工作。 “另外两个项目1个处于临床Ⅱ

期，1个处于临床Ⅰ/Ⅱ期，在加速推进。这

四个项目的技术先进性和临床创新性均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 程永庆表示。

“公司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时，通过

管理层持股和建立‘员工持股平台’ ，大

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已经拥有股份。 未

来，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推出符合

科技创新趋势并有竞争力的人才激励方

案。 ” 程永庆表示。

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

财报显示，2018年至2020年，公司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3.01亿元、2.78亿元、1.83

亿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809.63万元、

6009.19万元、3596.37万元， 毛利率分别

为83.32%、84.71%、84%。2021年一季度，

三元基因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的降幅为

62.02%。

对此， 程永庆解释称：“2020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 国家卫健委陆续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一至八

版， 将雾化吸入α-干扰素列为抗病毒治

疗首先推荐方案，公司被工业和信息化部

认定为疫情防控药品供应的保障单位，公

司产品重组人干扰素α1b注射剂和喷雾

剂被工信部列入抗击疫情‘一般治疗及重

型、危重型病例治疗药品’ 。各地医疗机构

为应对防疫之需，大量采购用于抗疫防疫

储备，公司发货量急剧增加，致使2020年

一季度营业收入较大幅度增长。2020年一

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8.95%， 净利润占全年净利润的82.79%。

而2021年一季度， 我国疫情被有效控制，

各地医疗机构均未启动储备采购，因此营

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 ”

“随着社会秩序走上正轨，公司将实

现可预期的增长。 ” 程永庆表示，未来公

司将利用新三板精选层募集的资金，加大

营销网络化建设，积极拓展城市等级医院

市场和基层医疗市场。 在研发引领、医学

驱动、 学术推广和专业营销系统推进中，

拓展临床应用新领域，提升公司产品市场

占有率，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医改的方向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健

康，提升产品的性价比。为了防止断货，迅

速提高产能是当务之急。 ” 程永庆称，

2020年7月底， 三元基因以2805.96万元

竞得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30亩工业项

目用地。 随着新厂区的建设以及逐渐达

产， 产能将从现在的每年大约1500万支

提升到每年近一亿支。该项目的基因工程

药物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 包括新产品

GMP生产线和新产品研发中心。 该研究

中心设计有细胞因子产品研发中心以及

细胞治疗研发中心。新厂区的建设使得公

司现有产品和新产品生产线实现数字化

和智能化，确保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

程永庆表示， 三元基因2016年在新

三板挂牌，2020年晋级创新层，2021年晋

级精选层，实现了高速发展。 公司坚持创

新，长远布局，坚持专业化、精细化、特色

化、新颖化发展，即“专精特新”的发展路

径，为未来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伟志股份

专注地理信息产业

●本报记者 吴勇

伟志股份冲刺精选层日前被首轮问询， 涉及公司核心

技术、业务竞争力、关联交易、募集资金用途及规划的可行

性等方面问题。 此次公司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000

万股， 募集资金将用于基础空间数据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行业景气度高

伟志股份是一家具备陆、海、空全空间、全产业链空间

信息服务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逐步形成以空间信息资源

采集与利用为核心， 涵盖空间信息采集与处理、 分析及应

用、技术与监理服务等方面的业务布局。

伟志股份介绍，近年来公司（含子公司）共获得109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2项实用新型专利和5项发明专利，累

计拥有8项测绘专业甲级子项、测绘乙级监理资质、信息系

统集成与服务资质、地理信息产品检验检测资质（CMA）、

土地规划资质、 福建省档案服务机构备案资质以及国家秘

密载体印制资质等认证。

业内人士表示， 地理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过程需要运用

遥感测绘、软件开发、大数据、信息系统工程等多学科的先

进技术，形成的成果应用于国土资源规划、城市管理、基础

设施建设、旅游交通等方面。 而国土资源调查、农村土地确

权登记、地理国情监测等重大工程的实施，为地理信息服务

业带来发展机遇。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

2020年6月底， 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数量约为12.7万家，

具有测绘资质单位约为2.16万家。

受益行业发展的高景气度，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

1月-6月（报告期），伟志股份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631.07

万元、1.34亿元、1.59亿元、5987.85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362.53万元、2671.81万元、2996.98万元、806.72万元。

毛利率高于同业

报告期内，伟志股份的毛利率分别为46.75%、42.64%、

48.57%、47.46%，毛利率高于行业可比公司。而国源科技对

应的毛利率分别为42.30%、41.24%、40.64%、41.74%；建通

测绘的毛利率分别为43.21%、38.29%、32.81%、29.33%；大

地测绘的毛利率分别为46.40%、44.30%、42.54%、30.41%；

行业毛利率平均值分别为 41.13% 、39.83% 、37.70% 、

35.42%。

伟志股份表示， 公司所处行业不同类型业务之间的毛

利率差异较大，公司与可比公司的业务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报告期内， 公司毛利率较高的房产测绘和基建测量业务收

入占比相对较高， 而毛利率相对较低的资源调查类业务收

入占比较低，因此公司综合毛利率较高。

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公司拟募投的基础空间数据平台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将构建基础空间数据平台， 提升公司对

空间数据的生产加工及分析应用能力， 并通过建立从数据

加工到应用的标准化体系， 促进空间数据成果的多元及有

效转化，增强公司空间数据产品在国土、水利、农业、交通、

住建、海洋等领域的应用。

伟志股份表示， 随着行业大部分业务由传统测绘向测

绘地理信息转变， 服务方式也由传统单一的测量服务逐渐

向数据信息服务、数据产品服务和平台化服务拓展。随着通

信、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完善，测绘

与其他技术及领域的融合程度将更加深入，范围更加广阔。

伟志股份指出， 本项目将持续深化对核心技术的沉淀

及应用，进一步开发升级智慧城市应用、高精度地图、智能

导航、地理信息机器视觉应用技术等，将其与公司业务进行

有效融合，应用能力提升有助于为项目的数据加工、转换提

供算法和理论支撑。

监管机构问询

在首轮问询中，伟志股份的业务竞争力受到关注。

招股书显示，公司将主营业务划分为空间信息采集与处

理服务、空间信息技术与监理服务及空间信息分析与应用服

务三大类。其中，空间信息采集与处理服务划分为地面测绘、

海洋测绘、航测遥感业务；空间信息技术与监理服务划分为

检验检测和测绘监理业务；空间信息分析与应用服务划分为

信息系统集成、国土空间规划、国土资源数字化业务。

监管机构要求伟志股份说明目前互联网企业在测绘地

理信息行业的参与情况， 对公司未来市场竞争产生的具体

影响。

对此，伟志股份回复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内

部分互联网企业在连接线上和线下服务时迫切需要平台型

地图产品，利用平台的力量为更多用户提供服务，或为自身

已有的出行、旅游、外卖等业务赋能。为此，互联网企业积极

布局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互联网企业取得的测绘资质主要为导航电子地图制

作、互联网地图服务两大块，服务于个人消费者和生活服务

电商，为个人消费者提供具有导航功能的电子地图，为生活

服务电商提供辅助功能。 公司资质涵盖除导航电子地图制

作、互联网地图服务以外的专业测绘资质，主要为各类政府

职能部门或其授权机构、 下属企事业单位等客户提供空间

信息相关的高精度数据、软件及应用解决方案。公司与互联

网企业的消费群体及细分业务领域不同， 不存在直接市场

竞争关系。 未来，互联网公司如果向政府服务领域延伸，行

业竞争会加剧。但公司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深耕多年，具备

较高的测绘专业技术水平和软件开发能力， 并能和互联网

企业形成互补。

【编者按】为提升新三板市场的社会公众认知度，引导投资者关注和了解新三板公司，中国证券报近期联合全

国股转公司举办了以“新三板万里行———认识我们的挂牌公司”为主题的调研活动，今起陆续刊发相关报道。

■

新三板万里行

30余家新三板公司涉足工业母机领域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工业母机近日站上风口。根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30多家新三板公司涉足工业

母机领域， 但整体实力与A股板块存在较大差

距，盈利能力有待提升。作为工业母机的机床是

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政策力推工业母机、

高端芯片等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重视研发投入

31家挂牌公司在工业母机领域有所布

局。 剔除3家未披露2020年年报的公司，其

余28家公司 2020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28.40亿元，均值1.01亿元。 这与A股公司的

差距明显，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A股工业

母机板块共有27家公司， 其2020年营业收

入合计504亿元，均值18.68亿元。

万久科技2020年营业收入达到6.28亿

元，嘉泰数控、捷甬达分别以3.18亿元、2.34

亿元的营收紧随其后，安阳机床等4家公司

的收入介于1亿元到2亿元。 此外，有10家公

司的收入介于5000万元到1亿元。

上述28家公司2020年合计实现归母净

利润-1.35亿元，其中10家公司亏损；剔除

亏损2.58亿元的嘉泰数控之后， 合计盈利

1.23亿元。

尽管盈利能力有待提升，且部分公司处

于亏损状态， 但从研发强度这个指标看，与

A股公司可相提并论。在上述28家公司中，8

家公司研发强度超过10%，13家公司介于

5%到10%。

畅尔装备致力于高端拉床、数控专用机

床、机器人集成智能化成套装备研制。 公司

是浙江省“隐形冠军” 企业、“专精特新”培

育企业。 2020年，畅尔装备亏损1067万元，

但公司投入的研发费用达到1241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7.87%。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 上述31家公司

中有30家处于基础层， 仅睿恒数控一家位

于创新层。 值得注意的是，嘉泰数控曾是创

新层公司， 但由于公司股票连续60个交易

日收盘价均低于每股面值，其在7月底被调

至基础层。

多处于上游环节

根据加工方式的不同，一般将机床分为

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床和木工机床等。 数

控机床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

机床，可以较好地解决复杂、精密、小批量、

多品种的零件加工问题。

嘉泰数控、发那数控、睿恒数控、捷甬

达、恒升机床、白马数控等挂牌公司从事金

属切削机床或数控机床的研发生产。

捷甬达主营业务为金属切削机床的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公司产品服务领

域包括消费电子、通讯设备、汽车零部件、自

动化设备、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天航

空、家电等行业。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2.34亿元，同比增长72.92%，扭亏为盈，实

现净利润973万元。

更多挂牌公司处于上游。据了解，数控机

床产业上游包括数控系统（伺服系统、伺服电

机、传感器）、驱动系统（主轴驱动单元、进给

单元、主轴电机）、主机零部件（机床身、立

柱、进给机构、轴承）及辅助零部件（液压和

气劲、排屑装置、数控转台、钣金件）。

万久科技致力于数控系统软件的开发以

及数控系统集成与销售， 为数控机床厂商提

供个性化、智能化的数控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

在数控系统及智能化生产领域取得了29项专

利，其中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24项。

思维福特主要客户为数控机床制造企

业和自动化设备制造企业。公司重视技术研

发投入，取得了“一种新型主轴”“一种高

速数控车床主轴”“精密自动数控倒立车

床”等26项实用新型专利和3项发明专利。

市场空间大

截至8月24日， 在上述28家公司中，已

有16家公司发布半年报，业绩增长明显。 其

中，14家公司收入增速超过20%， 万久科

技、发那数控、锐志天宏三家公司的收入增

速居前。

上半年，万久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37亿

元，同比增长150.06%，归母净利润为1.06

亿元，同比增长131.61%。 主要原因是公司

产品的性能与质量得到了市场广泛认可，加

上高端智能装备业务发展势头良好，客户提

货量提升。

发那数控主要从事机床和各类机床产

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159万元，同比增长119.46%，亏损

较去年同期收窄至129万元。

配天智造的产品以中高端数控设备及

核心功能部件为基础，主营业务涵盖数控机

床、控制系统、智能制造设备、自动化产线等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上半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2607万元，同比增长43.92%；归母

净利润为959万元，同比增长81.07%。

我国机床行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期。中

商产业研究院表示，随着工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对作为工业母机的机床加工精度、效率、

稳定性等精细化指标要求逐渐提升，中高端

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在上述背景下，中商产业研究院认为，中

国机床市场的结构升级将向自动化成套、客

户定制化等方向发展， 由普通机床向数控机

床、由低档数控机床向中高档数控机床升级。

在此过程中，国产高端机床市场潜力巨大。

三元基因董事长程永庆日

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公司研发管线丰富，已上

市产品力促公司在2016年至

2020年获得高速成长； 四个

“世界级” 研发项目将助力公

司在2021年-2025年获得高质

量发展。

8月24日， 三元基因在北

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

药产业基地（中国药谷）新建

智能化厂区举行奠基仪式。 规

划新建厂区设计有五条新产品

生产线，包括预充式注射剂、雾

化吸入剂、 滴眼剂和喷雾剂等

智能化和数字化新型制剂生产

线， 计划产能从目前的年产约

1500万支提升到年产约一亿

支。 该项目被列为2021年“北

京市100项科技创新及高精尖

产业重点工程” 。

三元基因生产车间 公司供图

专精特新“小巨人”后劲十足

三元基因董事长程永庆：四大研发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朝晖 傅苏颖 吴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