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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签发量持续增加 疫苗行业高景气度料延续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写疫苗市场格局，随着民众疫苗接种意识的提高，市场需求不断释放，疫苗行业延续高景气。 东吴证券指出，2020年，国内疫苗产品批签发共6.3亿支，相比近6年平均批签发5.7亿支显著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民众健康意识提升，疫苗接种意愿加强，推升了流感、肺炎等大品种疫苗产品的市场需求” ，1月20日，多位受访的疫苗业界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随着各方对疫苗接种意义的认知提高，对自身健康投入的加大，疫苗创新产品逐渐上市，研发能力强、产品储备丰富的疫苗公司价值将被重估。

两大品种持续放量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疫苗接种，但疫苗需求却明显提升。 东吴证券指出，2020年疫苗行业批签发共6.3亿支，相比近6年平均批签发5.7亿支显著提升，按批签发量中标价计算，2020年国内疫苗批签发货值规模达667.9亿元。

具体来看，流感疫苗、肺炎疫苗增速尤为明显。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简称“中检院”）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13价肺炎结合疫苗批签发量增速位居首位。 作为全球疫苗销售的最大品种，目前全球仅有辉瑞和沃森生物两家公司的产品在国内获批销售。 2020年，13价肺炎批签发量为1088.8万支，同比增长129%，其中辉瑞、沃森生物批签量分别为642.3万支、446.5万支。 此外，23价肺炎多糖疫苗批签发量为1739.3万支，同比增长84%，国内仅有成都所、默沙东、沃森生物、康泰生物四家公司生产。

“尽管批签发量并不等于实际销售量，但从接种点反馈的情况来看，接种需求确实在增加” ，一位拥有20余年疫苗市场经验的人士说，肺炎疫苗、流感疫苗的放量均直接与疫情因素相关。 特别是流感疫苗，因为季节性特征非常明显，往年很多时候销售不佳，去年则供不应求，市场火爆。

数据显示，2020年流感疫苗共批签发5752.0万支，同比增长88%。 其中，四价流感疫苗批签发3358.2万支，同比增长242%。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除了上述两类疫苗产品批签发量大幅增长外，HPV、Hib、狂犬疫苗、五联苗、水痘疫苗等主要疫苗产品亦持续放量。 以HPV疫苗为例，2020年批签发合计1543.2万支，同比增长42%。 其中，二价批签发314.6万支（万泰生物批签发245.6万支，GSK批签发69.0万支），同比增长57%；四价批签发721.9万支，同比增长30%；九价批签发506.6万支，同比增长52%。

部分创新疫苗有望年内上市

不过，并非所有疫苗批签量均在增长。2020年，百白破疫苗批签发达5138.4万支，同比下降30%；EV71疫苗批签发为1551.3万支，同比下降18%。

“尽管不少疫苗批签量有所增长，但还没有看到百花齐放的局面” ，沃森生物副董事长黄镇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尽管疫情给疫苗行业带来了发展契机，但民众疫苗接种意识的提高还需多方努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相比发达国家较高的疫苗接种率，国内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亟需相关部门制定国民疾病防控纲领性、系统性的文件，促使疫苗行业实现内生性发展。 “正常情况下，疫苗研发至少需要8年时间，疫苗企业应该踏踏实实做好研发工作，拿出更多高品质、高性价比的疫苗供应市场。 ”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疫苗公司前期布局的创新疫苗产品有望在2021年上市。

“康希诺的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四价结合疫苗（MCV4）已经提交新药注册申请并获受理，目前已经通过了现场核查，年内上市几无悬念” ，1月20日，某疫苗公司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MCV4是康希诺的一款创新疫苗，市场关注度较高。

据了解，现有流脑疫苗分为多糖疫苗和结合疫苗两大类，后者以其更好的免疫原性和更广泛的人群适应性，成为全球流脑疫苗研发的最新趋势。 同时，已有 34个国家将四价流脑结合疫苗列入国家免疫规划。 目前，全球共有三家医药企业拥有获批上市的四价流脑结合疫苗，分别是赛诺菲巴斯德、葛兰素史克和辉瑞制药。 MCV4是康希诺16个在研创新疫苗的核心产品之一，它将A、C、W135和Y四个常见的致病性脑膜炎球菌血清 群 ， 分 别 同 载 体蛋白 CRM197共价结 合，使疫苗 的保护 性更为 广泛 。 临 床试验结 果显示 ，以 3次免 疫程序 用于 3月龄 ，以 2次免 疫程序 用于 6月龄 -23月龄 ，以 1次免疫程序用于2岁-6岁健康儿童后，均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此外，智飞生物自主研发的母牛分枝杆菌疫苗（结核感染人群用）是国内外首个完成 III期临床试验的结核感染人群用疫苗，目前该产品生产现场核查已完成，正处于药品审评中心专业审评审批过程中，有望于2021年一季度获批上市。 西部证券指出，母牛分枝杆菌疫苗三期临床于2018年完成，有望成为 全 球 首 个 完 成 III 期 临 床 试 验 的 针 对 潜 伏 期 结 核 感 染 的 疫 苗 。 由 于 竞 争 格 局 好 ， 母 牛 分 枝 杆 菌 疫 苗 长 期 市 场 空 间 有 望 超 50 亿 元 。

布局疫苗新技术平台

“除了在疫苗产品层面竞争外，疫苗企业大举布局新技术平台，这成为2020年疫苗行业突出特征” ，国内一位资深疫苗行业研究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他看来，疫苗公司之间的竞争已经从渠道、产品延伸至技术平台的竞争。

太平洋证券指出，疫苗技术的迭代非常清晰：灭活 /减毒疫苗作为第一代疫苗技术 ，重组亚单位作为第二代技术，第三代技术则为核酸类疫苗。 以mRNA疫苗为例，相比传统疫苗，mRNA疫苗安全有效。 mRNA不会插入基因突变 ，可以被正常细胞降解，通过调节序列和递送载体可以改变其半衰期等。 其快速制备的特点也适用于传染病暴发的灵活应对，相对简单的生产工艺也便于质量控制。 mRNA疫苗在癌症疫苗、流感、HIV等变异性高的病毒疫苗领域，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

2020年5月13日，沃森生物发布与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基于mRNA的带状疱疹疫苗产品研发及商业化等相关公告，双方将利用艾博生物在mRNA疫苗分子设计、mRNA化学修饰以及核酸药物靶向递送制剂方面拥有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和沃森生物在疫苗注册、临床研究、产业化和市场营销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核心能力，共同开发带状疱疹mRNA疫苗。 沃森生物称，这一合作有利于公司建立mRNA疫苗技术平台 ，有利于公司新疫苗品种的研发。

此外，康泰生物2020年2月10日披露，公司与艾棣维欣（苏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致力于研发新冠DNA疫苗。

不 过 ， 一 位 不 愿 具 名 的 疫 苗 公 司 高 管 指 出 ， 尽 管 以 mRNA 为 代 表 的 疫 苗 新 技 术 大 放 异 彩 ， 推 动 疫 苗 行 业 新 技 术 的 引 进 与 应 用 ， 促 进 了 预 防 性 疫 苗 行 业 技 术 迭 代 升 级 ， 不 少 疫 苗 公 司 基 于 各 种 考 虑 纷 纷 布 局 新 技 术 平 台 ， 但 此 前并 无相关 的疫苗 产品上市 ，其前景 仍需观 察 。 “对于国 内的疫 苗公司 来说 ，新 技术平台 是搏未 来，大家 都想抓 住 ，但仍充 满不确 定性 。 对 现阶段而 言 ，产品 、渠道仍 然至关 重要 。 ”

“头部化”特征愈发明显

事实上，并非每家疫苗公司都能投资新技术平台。 “2020年疫苗批签发量虽然在增长，部分疫苗品种市场销售也不错，但回款并未得到改善” ，某疫苗公司一位高管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该公司一款疫苗产品整体回款周期在9个月以上，而以前的老产品一般在6个月左右，不断拉长的回款周期考验着公司的现金流，进而影响公司的研发和生产。 只有大公司、有融资能力的公司才能进行新投入，加之疫苗行业整合，一些小个头的公司纷纷加快IPO上市步伐。

2020年12月22日，北京证监局披露的辅导备案资料显示，艾美疫苗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艾美疫苗”）于2020年12月与中信建投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公司拟在科创板上市。 艾美疫苗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专注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疫苗公司，目前已控股4家疫苗生产企业及2家研究院，在售产品主要包括汉逊瑞安重组乙型肝炎疫苗（汉逊酵母）、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甲型肝炎灭活疫苗（人用二倍体细胞）、腮腺炎减毒活疫苗、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疫苗（Vero细胞）、信尔聪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更早之前，博雅生物曾于2019年6月26日宣布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王勇和上海懿仁分别所持罗益生物5.90%和5.78%的股权，并向江西百圣、高特佳睿宝、重庆高特佳、江西昌茂达、江西奥瑞发、上海懿仁等11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收购罗益生物48.87%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博雅生物将持有罗益生物60.55%的股权，交易对价合计为7.78亿元。 罗益生物专注于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MCV2）和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疫苗（Vero细胞）。 然而，这一交易未通过证监会审核，最终于2020年4月终止。

尽管如此，接近罗益生物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间接上市夭折后，罗益生物正引入新的投资者，计划在A股直接上市。 此外，长春卓谊、依生生物等疫苗公司均计划独立上市。

“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不上市就很可能被大的疫苗公司吃掉” ，前述拥有20余年疫苗市场经验的人士说，疫苗行业经过近几年的调整之后，行业头部化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大的品种、有潜力的品种基本都集中在几家上市疫苗公司手中，一些凭借单品上市的疫苗公司给了其他同行希望，这导致一些优势不明显的疫苗公司也跃跃欲试，抢在被整合之前上市。

1070家截至1月20日晚，A股

共有1070家上市公司对外披露

2020年业绩预告，634家预喜，预

喜率达到59.25%。

两市首份年报出炉 资金关注绩优股

●本报记者 董添 傅苏颖

1月20日晚，两市首份2020年年报

出炉。 沃华医药1月20日晚发布2020年

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6亿元，同比增长16.95%；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9亿元，同

比增长86.7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2.6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针对业绩增长原因， 沃华医药表

示，2020年沃华医药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持续推进产品的上市后再评

价、关键工艺优化提升、产品质量控制

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以研发赋能高质量

发展，带来业绩的强劲增长。报告期内，

“四大独家医保支柱产品”销售收入均

实现高速增长，沃华心可舒片销售收入

较去年同期增长17.49%，骨疏康胶囊/

颗 粒 销 售 收 入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2.59%，荷丹片/胶囊销售收入较去年

同期增长19.19%， 脑血疏口服液销售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58.97%。

自2007年上市以来， 沃华医药业

绩呈现震荡上升趋势，2020年实现净

利1.79亿元也是公司上市后净利首度

破亿。股价方面，截至1月20日收盘，沃

华医药报收9.18元/股，总市值达52.99

亿元。2020年初疫情暴发以来至今，沃

华 医 药 的 股 价 累 计 上 涨

73.23%。

展望2021年， 公司称，对

现有产品进行深度二次开发，

精细打磨“四大独家医保支柱

产品” ， 同时与科研院校开展

深度合作， 择机通过企业并购

或直接收购等方式， 引进更多

独家产品， 不断强化公司独家

产品线优势。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

现， 截至1月20日晚，A股共有

1070家上市公司对外披露

2020年业绩预告，634家预喜，

预喜率达到59.25%。 其中，略

增155家、扭亏115家、续盈21家、预增

343家。 考虑到疫情影响，已披露业绩

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了较高的盈

利性。

值得注意的是，从沪深港通买入情

况看，“聪明钱” 已经提前布局年报披

露时间较早的绩优股。

以宝新能源为例，公司预计2月3日

披露正式年报。公司此前预计2020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5亿

元至19.5亿元， 同比增长86.82%至

120.79%。 2020年二季度以来，受复工

复产复市推进、经济活动恢复、气温较

常年同期异常、 西电东送有所减少、煤

炭综合成本有所变动等综合因素影响，

公司电力主业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Wind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沪

深港通净买入宝新能源天数达到5天。

除宝新能源外，平安银行、上海家化、宏

发股份、中国平安等上市公司沪深港通

净买入天数分别为8天、7天、5天和8天。

针对A股未来走势，前海开源基金

首席经济学家、执行总经理杨德龙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科技和消费是未来

投资的重点，新能源是科技板块中和消

费结合最好的板块，无论是光伏还是新

能源汽车过去的表现都非常强劲。长期

来看，具有持续业绩增长能力的消费白

马股仍需要重点关注。

公司纵横

2021/1/21

星期四 责编

/

钟志敏 美编

/

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277

A05

Company

两大品种持续放量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疫苗接

种，但疫苗需求却明显提升。 东吴证

券指出，2020年疫苗行业批签发共

6.3亿支，相比近6年平均批签发5.7亿

支显著提升， 按批签发量中标价计

算，2020年国内疫苗批签发货值规模

达667.9亿元。

具体来看，流感疫苗、肺炎疫苗

增速尤为明显。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简称“中检院” ）披露的数据

显示，2020年，13价肺炎结合疫苗批

签发量增速位居首位。 作为全球疫苗

销售的最大品种，目前全球仅有辉瑞

和沃森生物两家公司的产品在国内

获批销售。 2020年，13价肺炎批签发

量为1088.8万支， 同比增长129%，其

中辉瑞、沃森生物批签量分别为642.3

万支、446.5万支。此外，23价肺炎多糖

疫苗批签发量为1739.3万支， 同比增

长84%，国内仅有成都所、默沙东、沃

森生物、康泰生物四家公司生产。

“尽管批签发量并不等于实际销

售量， 但从接种点反馈的情况来看，

接种需求确实在增加” ，一位拥有20

余年疫苗市场经验的人士说，肺炎疫

苗、流感疫苗的放量均直接与疫情因

素相关。 特别是流感疫苗，因为季节

性特征非常明显，往年很多时候销售

不佳，去年则供不应求，市场火爆。

数据显示，2020年流感疫苗共批

签发5752.0万支，同比增长88%。 其

中， 四价流感疫苗批签发3358.2万

支，同比增长242%。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除了上

述两类疫苗产品批签发量大幅增长

外，HPV、Hib、狂犬疫苗、五联苗、水

痘疫苗等主要疫苗产品亦持续放量。

以HPV疫苗为例，2020年批签发合

计1543.2万支，同比增长42%。 其中，

二价批签发314.6万支 （万泰生物批

签发245.6万支，GSK批签发69.0万

支）， 同比增长57%； 四价批签发

721.9万支，同比增长30%；九价批签

发506.6万支，同比增长52%。

“头部化” 特征愈发明显

事实上，并非每家疫苗公司都能

投资新技术平台。“2020年疫苗批签

发量虽然在增长，部分疫苗品种市场

销售也不错，但回款并未得到改善” ，

某疫苗公司一位高管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该公司一款疫苗产品整体回

款周期在9个月以上， 而以前的老产

品一般在6个月左右， 不断拉长的回

款周期考验着公司的现金流，进而影

响公司的研发和生产。 只有大公司、

有融资能力的公司才能进行新投入，

加之疫苗行业整合，一些小个头的公

司纷纷加快IPO上市步伐。

2020年12月22日， 北京证监局

披露的辅导备案资料显示，艾美疫苗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艾美疫苗” ）

于2020年12月与中信建投签署了上

市辅导协议， 公司拟在科创板上市。

艾美疫苗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专注

研发、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疫苗公

司，目前已控股4家疫苗生产企业及2

家研究院，在售产品主要包括汉逊瑞

安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汉逊酵母）、

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

甲型肝炎灭活疫苗 （人用二倍体细

胞）、腮腺炎减毒活疫苗、双价肾综合

征出血热灭活疫苗（Vero细胞）、信

尔聪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更早之前，博雅生物曾于2019年

6月26日宣布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王

勇和上海懿仁分别所持罗益生物

5.90%和5.78%的股权， 并向江西百

圣、高特佳睿宝、重庆高特佳、江西昌

茂达、江西奥瑞发、上海懿仁等11名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可转债及支付

现金收购罗益生物48.87%的股权。本

次交易完成后，博雅生物将持有罗益

生物60.55%的股权，交易对价合计为

7.78亿元。 罗益生物专注于疫苗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A群C

群 脑 膜 炎 球 菌 多 糖 结 合 疫 苗

（MCV2）和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

活疫苗（Vero细胞）。 然而，这一交

易未通过证监会审核，最终于2020年

4月终止。

尽管如此， 接近罗益生物的人士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间接上市夭折

后，罗益生物正引入新的投资者，计划

在A股直接上市。 此外，长春卓谊、依

生生物等疫苗公司均计划独立上市。

“背后的逻辑很简单， 不上市就

很可能被大的疫苗公司吃掉” ， 前述

拥有20余年疫苗市场经验的人士说，

疫苗行业经过近几年的调整之后，行

业头部化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大的品

种、有潜力的品种基本都集中在几家

上市疫苗公司手中，一些凭借单品上

市的疫苗公司给了其他同行希望，这

导致一些优势不明显的疫苗公司也

跃跃欲试，抢在被整合之前上市。

布局疫苗新技术平台

“除了在疫苗产品层面竞争外，

疫苗企业大举布局新技术平台，这成

为2020年疫苗行业突出特征” ，国内

一位资深疫苗行业研究员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在他看来，疫苗公司之

间的竞争已经从渠道、产品延伸至技

术平台的竞争。

太平洋证券指出，疫苗技术的迭

代非常清晰： 灭活/减毒疫苗作为第

一代疫苗技术，重组亚单位作为第二

代技术， 第三代技术则为核酸类疫

苗。 以mRNA疫苗为例，相比传统疫

苗，mRNA疫苗安全有效。 mRNA不

会插入基因突变，可以被正常细胞降

解，通过调节序列和递送载体可以改

变其半衰期等。其快速制备的特点也

适用于传染病暴发的灵活应对，相对

简单的生产工艺也便于质量控制。

mRNA疫苗在癌症疫苗、 流感、HIV

等变异性高的病毒疫苗领域，具有不

可代替的优势。

2020年5月13日，沃森生物发布

与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开发基于mRNA的带状疱疹疫苗产

品研发及商业化等相关公告，双方将

利用艾博生物在mRNA疫苗分子设

计、mRNA化学修饰以及核酸药物

靶向递送制剂方面拥有国内领先的

核心技术和沃森生物在疫苗注册、临

床研究、产业化和市场营销方面拥有

丰富的经验和核心能力，共同开发带

状疱疹mRNA疫苗。 沃森生物称，这

一合作有利于公司建立mRNA疫苗

技术平台，有利于公司新疫苗品种的

研发。

此外，康泰生物2020年2月10日

披露，公司与艾棣维欣（苏州）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拟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致力于研发

新冠DNA疫苗。

不过， 一位不愿具名的疫苗公

司高管指出， 尽管以mRNA为代表

的疫苗新技术大放异彩， 推动疫苗

行业新技术的引进与应用， 促进了

预防性疫苗行业技术迭代升级，不

少疫苗公司基于各种考虑纷纷布局

新技术平台， 但此前并无相关的疫

苗产品上市，其前景仍需观察。 “对

于国内的疫苗公司来说， 新技术平

台是搏未来，大家都想抓住，但仍充

满不确定性。 对现阶段而言，产品、

渠道仍然至关重要。 ”

部分创新疫苗有望年内上市

不过， 并非所有疫苗批签量均在

增长。 2020年， 百白破疫苗批签发达

5138.4万支，同比下降30%；EV71疫苗

批签发为1551.3万支，同比下降18%。

“尽管不少疫苗批签量有所增

长，但还没有看到百花齐放的局面” ，

沃森生物副董事长黄镇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尽管疫情给疫苗行业带来

了发展契机，但民众疫苗接种意识的

提高还需多方努力，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 相比发达国家较高的疫苗接种

率，国内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亟需相

关部门制定国民疾病防控纲领性、系

统性的文件，促使疫苗行业实现内生

性发展。“正常情况下，疫苗研发至少

需要8年时间， 疫苗企业应该踏踏实

实做好研发工作， 拿出更多高品质、

高性价比的疫苗供应市场。 ”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疫苗公司前

期布局的创新疫苗产品有望在2021

年上市。

“康希诺的ACYW135群脑膜炎

球菌四价结合疫苗（MCV4）已经提

交新药注册申请并获受理，目前已经

通过了现场核查， 年内上市几无悬

念” ，1月20日，某疫苗公司人士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MCV4是康希诺的

一款创新疫苗，市场关注度较高。

据了解，现有流脑疫苗分为多糖

疫苗和结合疫苗两大类，后者以其更

好的免疫原性和更广泛的人群适应

性，成为全球流脑疫苗研发的最新趋

势。 同时，已有34个国家将四价流脑

结合疫苗列入国家免疫规划。 目前，

全球共有三家医药企业拥有获批上

市的四价流脑结合疫苗，分别是赛诺

菲巴斯德、 葛兰素史克和辉瑞制药。

MCV4是康希诺16个在研创新疫苗

的核心产品之一， 它将A、C、W135

和Y四个常见的致病性脑膜炎球菌

血清群， 分别同载体蛋白CRM197

共价结合， 使疫苗的保护性更为广

泛。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以3次免疫

程序用于3月龄， 以2次免疫程序用

于6月龄-23月龄，以1次免疫程序用

于2岁-6岁健康儿童后， 均表现出良

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此外，智飞生物自主研发的母牛

分枝杆菌疫苗（结核感染人群用）是

国内外首个完成III期临床试验的结

核感染人群用疫苗，目前该产品生产

现场核查已完成，正处于药品审评中

心专业审评审批过程中， 有望于

2021年一季度获批上市。 西部证券

指出，母牛分枝杆菌疫苗三期临床于

2018年完成， 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完

成 III期临床试验的针对潜伏期结

核感染的疫苗。 由于竞争格局好，

母牛分枝杆菌疫苗长期市场空间有

望超50亿元。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写疫苗市场格局，随着民众疫苗接种意识的提高，市场需求不断释放，疫苗行

业延续高景气。 东吴证券指出，2020年，国内疫苗产品批签发共6.3亿支，相比近6年平均批签发5.7亿支显著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民众健康意识提升， 疫苗接种意愿加强， 推升了流感、 肺炎等大品种疫苗产品的市场需

求” ，1月20日，多位受访的疫苗业界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随着各方对疫苗接种意义的认知提高，对自身健康

投入的加大，疫苗创新产品逐渐上市，研发能力强、产品储备丰富的疫苗公司价值将被重估。

批签发量持续增加 疫苗行业高景气度料延续

多家上市公司发布高溢价回购方案

●本报记者 董添

1月20日晚，科伦药业、恺英网络

两家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 回购价格上限与当前股价相比，

存在较大溢价。部分公司发布溢价回购

公告后，股价出现较大的攀升。 从回购

目的看，回购股份用于后期股权激励计

划、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占比较大。

高溢价回购

恺英网络1月20日晚间公告称，将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资

金总额不超过 （含）1亿元且不低于

（含）5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6.66元/股。 按此次回购资金最高1亿元

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501.5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按

此次回购资金最低5000万元测算，预

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750.75万股，约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5%。

截至1月20日收盘，恺英网络股价

报收3.78元/股，下跌2.83%。 回购方案

中的上限与目前收盘价相比，溢价超过

76.19%。

科伦药业1月20日晚公告称，拟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在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财务

结构和研发持续投入等因素下，确定本

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5000万元，

不超过1亿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

不超过24元/股（含）。

截至1月20日收盘，科伦药业股价

报收18.27元/股，上涨0.5%。回购方案

中的上限与目前收盘价相比， 溢价超

过31.36%。

部分公司发布溢价回购公告后，股

价出现较大幅度的攀升。 宝钢股份1月

19日晚间公告称， 拟用不超过40亿元

的自有资金， 以不超过8.09元/股的价

格回购公司A股股份。最高回购价相比

1月19日收盘价，溢价超过30%。

受此影响，1月20日早盘， 宝钢股

份大幅跳空高开后不久涨停，最终收报

6.82元/股，涨幅达到9.82%。

主要用于股权激励

从近期上市公司发布回购方案的目

的来看， 回购股份用于后期股权激励计

划、员工持股计划的占比较大。 此外，部

分公司还提到，股价处于历史低位，回购

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增强投资者信心。

股权激励计划方面，以宝钢股份为

例，公司在回购方案中提到，自2014年

开始，公司已实施两期股权激励，实践

取得的成效充分印证了股权激励这一

中长期激励机制的连续、 滚动实施，有

利于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丰富激励

举措，保留核心人才；有利于进一步规

范公司治理结构， 构筑利益共同体，调

动骨干积极性； 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

展，牵引经营业绩不断提升，促进资本

保值增值。 第二期股权激励即将到期，

公司拟回购公司A股股份，用于未来连

续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

减少注册资本方面，以健盛集团为

例，公司1月20日晚间披露《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司拟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

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72元/

股。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为不超过2亿

元，不低于1亿元。

针对回购目的，健盛集团指出，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股

价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的现状， 综合考虑

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前景，为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

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拟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用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注销股份）。

积极实施回购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 近期，除

了发布回购预案的上市公司数量增多

外，不少上市公司积极实施了回购。 部

分公司由于近期股价波动较大，加大了

实施回购的力度。

有的公司因为回购比例过大， 发布

致歉公告。 东方时尚1月20日晚间公告

称，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

购股份，回购数量为1182.92万股，占总

股本的1.94%。 成交价区间为13.06元/股

至15.08元/股， 支付总金额约为1.57亿

元。此次回购股份数量超过前5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成交量之和的25%， 公司董事

会就此疏漏致歉。东方时尚此前3个交易

日连续跌停，1月20日午后打开跌停，收

涨6%。 东方时尚1月19日晚间披露回购

报告书， 拟回购1.5亿至3亿元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业内人士指出，股份回购制度是资

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改善资本

结构、回报投资者、优化治理结构、提升

公司投资价值、稳定公司股价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对于监管层来说，应该进

一步加大违法违规的惩处力度，特别要

加大对“忽悠式回购” 、以股份回购名

义实施股价操纵、内幕交易等行为的惩

处力度，正本清源，促进资本市场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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