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发投入强度

2021年研发投入强度10%以上公司的行业分布

研发费用

2021年研发费用超百亿元的上市公司

500余家研发投入强度超10%

2021年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突破万亿元大关

本报记者 杨洁

Wind数据显示，2021年，3967家可比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支出合计11021亿元，同比增长26.23%。 其中，研发投入强度（研发费用占营收比例）超10%的公司达512家，计算机、医药生物、电子三大行业排名靠前，研发投入对业绩的正向贡献越来越明显。

研发费用明显见“涨”

按绝对金额统计，2021年研发费用在1亿元以上的公司有1545家，比上年多出280家；超过5亿元的有360家，比上年多出97家；超过10亿元的有160家，比上年多出38家。 总体来看，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增长明显，2021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速在30%以上的公司达1656家。

上市公司百亿研发“俱乐部”实现扩容：2020年研发费用超100亿元的有12家，2021年研发费用超100亿元的达14家。 宝钢股份、京东方A两家行业龙头公司首次跻身榜单。

宝钢股份 2021年年报显示，公司研发费用达113 .71亿元，同比增长29 .6%。 公司2021年持续实施以技术领先为特征的精品开发战略，紧密关注我国高端制造业如军工、核电、高铁、海工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高速增长，发展包括超高强钢、取向硅钢在内的高端产品，并研发储备更高端新材料技术，集中力量“从钢铁到材料” ，持续追求高端产品结构带来的经济效益。

2021年京东方A研发投入达124.36亿元，同比增长31.72%。 年度新增专利申请超9000件。 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90%，海外专利占比超33%。 公司连续6年跻身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排名TOP10，并连续4年位列美国专利授权排行榜全球TOP20，其中2021年度全球排名第11位。

在研发投入榜单中常年居首的中国建筑，2021年研发投入再次大幅跃升———从2020年的255亿元增至2021年的399亿元。 中国建筑表示，公司全力以赴攻克“卡脖子”技术，持续增强建筑领域的“中国创造”能力，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2%，实现世界首次大型工程应用碳纤维千吨级索锚体系，成功自主研发工程建造软件底层图形平台技术并发布自有软件品牌。 推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5G智慧工地推广应用。

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加大

2021年，已披露研发费用的4011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中位数值为4%，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的公司有512家。

分板块来看，科创板公司整体研发投入强度大。 2021年，已披露研发费用的398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中位数为8%，大幅超过A股整体水平，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的公司有172家，在科创板公司中占比超四成。

分行业来看，医药生物行业表现突出。 研发投入强度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中，有7家为医药生物公司，且多数为科创板上市药企。 其中，亚虹医药、迪哲医药、迈威生物等公司排名居前，研发费用均是其公司营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不过这些公司也表示，由于公司核心产品均处于在研状态，研发投入强度不具有参考性。

除医药生物外，研发投入强度排名前50的上市公司中，电子和计算机两大行业公司居多。 复旦微电2021年研发投入约7.49亿元，同比增长41.46%，占营收的29.06%。 通过研发创新，公司在芯片安全领域持续保持领先，正在向软件与系统安全、物联网安全、AI安全、隐私计算等领域拓展；积极打造以FPGA产品系列为基础的智能计算平台，以算法和整体解决方案提升产品价值，探索和拓展新的应用领域。

厚积薄发，研发投入对业绩的正向贡献越来越明显。

神州细胞称，2021年是公司商业化元年，公司针对甲型血友病的重组八因子产品安佳因在2021年7月已获准上市销售，并于2021年8月底取得国家医保目录代码，2021年为公司贡献1.34亿元营业收入。 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2021年研发投入总计7.33亿元，同比增长20.05%。 截至2021年末，公司研发人员共计664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49.08%，其中博士学历43人。

巩固壁垒“向未来”

研发创新离不开人才，上市公司落实好科技创新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加强资金投入的同时也加强科研团队建设，从而实现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高，真正夯实“壁垒” 。

Wind统计显示，截至4月29日，3479家A股上市公司在披露2021年年报时披露研发人员数量，研发人员合计超过200万人，平均每家公司有577名研发人员；可与2020年进行对比的有3207家公司，其中2226家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同比保持稳定或实现增长。

上市公司为强化关键技术能力，在吸引和挽留人才方面必须下功夫。 尤其是很多高景气行业赛道，在市场机遇面前，后备研发团队的支持也要跟上。

特变电工2021年年报显示，公司2021年末研发人员达1787人，比2020年年报披露的333人大增437%。 公司表示，按照“调结构、促转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人力资源规划总目标，公司各产业围绕细分产业、产品线快速、精准引进各类紧缺高端人才。 随着公司在新能源、能源产业新投资项目实施推动，公司加大数字化、技术研发高级人才的外引内培工作，持续发挥研发人员对公司升级转型的引领作用。

此外，竞争激烈的C端消费市场也倒逼上市公司加大创新转型步伐，持续投入研发资源。 例如，为了满足国内市场消费个性化、多元化趋势，桃李面包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2021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82.78%，研发人员也翻倍增长至89人，公司还筹建了新的研发车间并改造了现有研发车间，以不断开发适应市场的新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

青岛啤酒2021年公告拟建立研发创新基地，总投资为3.8亿元，并成立了全资子公司青岛啤酒科技研发中心。 公司研发人员从上年披露的52人增加到本期的629人，研发费用同比增长43.90%。 青岛啤酒介绍，2022年初公司新研发上市的艺术典藏超高端产品青岛啤酒“一世传奇”引领了国内啤酒产业消费升级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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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明显见“涨”

按绝对金额统计，2021年

研发费用在1亿元以上的公司

有1545家， 比上年多出280家；

超过5亿元的有360家， 比上年

多出97家；超过10亿元的有160

家， 比上年多出38家。 总体来

看， 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增长明

显，2021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速

在30%以上的公司达1656家。

上市公司百亿研发 “俱乐

部”实现扩容：2020年研发费用

超100亿元的有12家，2021年研

发费用超100亿元的达14家。 宝

钢股份、京东方A两家行业龙头

公司首次跻身榜单。

宝钢股份 2021年年报显

示， 公司研发费用达113.71亿

元，同比增长29.6%。 公司2021

年持续实施以技术领先为特征

的精品开发战略， 紧密关注我

国高端制造业如军工、核电、高

铁、海工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

业的高速增长， 发展包括超高

强钢、 取向硅钢在内的高端产

品，并研发储备更高端新材料技

术， 集中力量“从钢铁到材

料” ，持续追求高端产品结构带

来的经济效益。

2021年京东方A研发投入

达 124.3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1.72%。 年度新增专利申请超

9000件。 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

90%，海外专利占比超33%。 公

司连续6年跻身全球国际专利

申请排名TOP10，并连续4年位

列美国专利授权排行榜全球

TOP20， 其中2021年度全球排

名第11位。

在研发投入榜单中常年居

首的中国建筑，2021年研发投

入再次大幅跃升———从2020年

的255亿元增至2021年的399亿

元。 中国建筑表示，公司全力以

赴攻克“卡脖子” 技术，持续增

强建筑领域的 “中国创造” 能

力，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2%，

实现世界首次大型工程应用碳

纤维千吨级索锚体系，成功自主

研发工程建造软件底层图形平

台技术并发布自有软件品牌。推

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

5G智慧工地推广应用。

500余家研发投入强度超10%

2021年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突破万亿元大关

Wind数据显示，2021年，3967家可比上市公司研

发费用支出合计11021亿元，同比增长26.23%。 其中，

研发投入强度（研发费用占营收比例）超10%的公司

达512家，计算机、医药生物、电子三大行业排名靠前，

研发投入对业绩的正向贡献越来越明显。

●�本报记者 杨洁

巩固壁垒“向未来”

研发创新离不开人才，上市

公司落实好科技创新工作，更重

要的是在加强资金投入的同时

也加强科研团队建设，从而实现

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的

持续提高，真正夯实“壁垒” 。

Wind统计显示， 截至4月

29日，3479家A股上市公司在

披露2021年年报时披露研发人

员数量，研发人员合计超过200

万人，平均每家公司有577名研

发人员； 可与2020年进行对比

的有3207家公司， 其中2226家

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同比保持稳

定或实现增长。

上市公司为强化关键技术

能力，在吸引和挽留人才方面必

须下功夫。尤其是很多高景气行

业赛道，在市场机遇面前，后备

研发团队的支持也要跟上。

特变电工 2021年年报显

示， 公司2021年末研发人员达

1787人， 比2020年年报披露的

333人大增437%。 公司表示，按

照“调结构、促转型、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人力资源

规划总目标，公司各产业围绕细

分产业、产品线快速、精准引进

各类紧缺高端人才。随着公司在

新能源、能源产业新投资项目实

施推动，公司加大数字化、技术

研发高级人才的外引内培工作，

持续发挥研发人员对公司升级

转型的引领作用。

此外， 竞争激烈的C端消费

市场也倒逼上市公司加大创新

转型步伐， 持续投入研发资源。

例如，为了满足国内市场消费个

性化、多元化趋势，桃李面包持

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2021年研

发费用同比增长82.78%，研发人

员也翻倍增长至89人，公司还筹

建了新的研发车间并改造了现

有研发车间，以不断开发适应市

场的新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

青岛啤酒2021年公告拟建

立研发创新基地， 总投资为3.8

亿元，并成立了全资子公司青岛

啤酒科技研发中心。公司研发人

员从上年披露的52人增加到本

期的629人，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43.90%。青岛啤酒介绍，2022年

初公司新研发上市的艺术典藏

超高端产品青岛啤酒 “一世传

奇” 引领了国内啤酒产业消费

升级的新高度。

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加大

2021年， 已披露研发费用

的4011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

强度中位数值为4%， 研发投入

强度超过10%的公司有512家。

分板块来看，科创板公司整

体研发投入强度大。 2021年，已

披露研发费用的398家科创板

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中位

数为8%， 大幅超过A股整体水

平，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的公

司有172家，在科创板公司中占

比超四成。

分行业来看，医药生物行业

表现突出。研发投入强度排名前

十的上市公司中，有7家为医药

生物公司，且多数为科创板上市

药企。 其中，亚虹医药、迪哲医

药、 迈威生物等公司排名居前，

研发费用均是其公司营收的数

倍甚至数十倍。不过这些公司也

表示，由于公司核心产品均处于

在研状态，研发投入强度不具有

参考性。

除医药生物外，研发投入强

度排名前50的上市公司中，电

子和计算机两大行业公司居多。

复旦微电2021年研发投入约

7.49亿元，同比增长41.46%，占

营收的29.06%。 通过研发创新，

公司在芯片安全领域持续保持

领先， 正在向软件与系统安全、

物联网安全、AI安全、隐私计算

等领域拓展；积极打造以FPGA

产品系列为基础的智能计算平

台，以算法和整体解决方案提升

产品价值，探索和拓展新的应用

领域。

厚积薄发，研发投入对业绩

的正向贡献越来越明显。

神州细胞称，2021年是公

司商业化元年，公司针对甲型血

友病的重组八因子产品安佳因

在2021年7月已获准上市销售，

并于2021年8月底取得国家医

保目录代码，2021年为公司贡

献1.34亿元营业收入。 同时，公

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2021

年研发投入总计7.33亿元，同比

增长20.05%。截至2021年末，公

司研发人员共计664人，占公司

员工总数的49.08%， 其中博士

学历43人。

超六成药企2021年净利润增长

创新药获批上市步伐持续加快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晚10时，共

有429家A股医药生物公司发布2021年年报。

其中，超六成净利同比增长。 从细分领域看，疫

苗、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板块业绩亮眼，创新

药获批上市步伐持续加快。

分析人士认为， 长期来看，CXO （医药外

包）、科学服务、疫苗及创新药等领域在国际产

业分工渗透率不断提高、 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的

基础上，或迎来持续高增长。

4家净利大增逾10倍

在429家A股医药生物公司中，净利润同比

增长超100%的有68家。 其中，净利润同比增长

超1000%的有4家， 分别为济民医疗、 热景生

物、力生制药和哈三联。

新冠检测及疫苗注射需求增加带动了公司

医疗器械需求增长，济民医疗2021年净利润同

比大增2206.02%。 2021年，公司全资子公司聚

民生物安全注射器（针）产品实现销售约6亿

支，同比增长138.94%；净利润为1.52亿元，同

比增长193.33%。

热 景 生 物 2021 年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850.41%，原因是疫情在欧洲持续蔓延，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等产品外贸订单

激增，境外收入（主要为新冠检测产品）占总营

收的比重大幅提高。

生物制品公司的业绩也亮点颇多。其中，康

希诺2021年净利润达19.14亿元， 实现扭亏为

盈； 智飞生物努力保障新冠疫苗等产品的研发

进度、生产供应，2021年净利润达102.09亿元，

同比增长209.23%。

部分处于亏损的创新药企因重磅产品上

市，亏损收窄甚至扭亏。 比如，君实生物2021年

因技术许可收入的大幅增长、 特许权收入的新

增以及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国内市场商业化带

来的销售收入，营收同比增长152.36%，净利润

同比亏损大幅收窄。

受医疗研发外包以及生命科学服务需求的

驱动，医疗服务板块业绩保持强劲。 其中，药明

康德、凯莱英、博腾股份等小分子CDMO相关

公司2021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均超40%。

行业长期景气逻辑和基础未变

近年来，我国积极响应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发

展大趋势，推出了一系列医改政策，加速药械审评

审批，鼓励产品研发创新，开启了以创新提质和降

本增效为核心的结构性调整升级。 我国生物医药

产业正从仿制跟随走向创新、国内走向国际。

2021年， 生物医药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

入，加速转型升级。 从研发投入来看，2021年，

共有13家公司的研发投入超10亿元。 其中，恒

瑞医药和复星医药排名第一和第二，分别为62

亿元和50亿元。

从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来看，2021年

有36家公司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超

20%。 其中，有3家公司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比重超1200%。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2021年我国共有39

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多个为我国自主研发并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仅2021年上半年，就

有超20个1类创新药获批上市，超过2020年20个

创新药获批的数量，创新药审批速度明显提速。

券商称， 随着对药物靶点认知的加深和新

技术的不断成熟， 全球各类新产品逐渐进入临

床和上市阶段。结合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我国

创新药从2018年开始进入收获期， 预计未来

2-3年将会有更多创新药获批。2022年，有多家

创新药企的重磅品种有望在国内获批上市，部

分亏损的生物创新药公司在重磅产品上市后有

望迅速扭亏且收入体量大幅增长。

浙商证券认为， 基于过去3-4年医药板块

政策导向产业的结构化升级，产业分化加速。从

时间维度上，医改已进入明显的深水区。就整体

行业发展方向而言， 医药行业明显处于新旧动

能更替、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阶段，但长期景气的

逻辑和基础未变。全球新冠疫情短期是扰动，长

期是催化剂。2022年医药投资策略即“握制造、

迎创新” ，继续看好特色原料药、生产外包、制

药上游、创新药械等板块。

此外，随着创新药研发经验的积累，国内创新

药企的创新药项目不断涌现，不少项目得到海外药

企青睐。 安捷证券认为，在国内创新药定价和市场

空间有限的前提下，国产药物出海，拥抱全球市场，

成为国内医药公司打开估值天花板的重要途径。

北交所公司年报“首秀”

近六成营收净利双增长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北交所上市公司年报“首秀” 收官。 89家公司全部按时

披露2021年年报， 营业收入合计668.93亿元， 同比增长

31.1%，盈利合计72.53亿元，同比增长23.6%。 其中，52家公司

实现营收和净利润双增长，占比58%。

2022年以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北交所公司盈利承压。

尽管如此，不少北交所公司依旧坚定加大研发投入，持续修炼

内功。

持续盈利能力强

从收入规模看， 仅贝特瑞一家超过百亿元， 为104.91亿

元；介于50亿元到100亿元的仅颖泰生物一家，为73.54亿元；

介于10亿元到50亿元的公司有8家，介于5亿元到10亿元的公

司有17家。

从收入增速看，73家公司同比增长，占比82%。其中，收入

增速超一倍的有2家， 佳先股份、 贝特瑞分别同比增长

232.4%、135.7%；长虹能源、盖世食品等19家公司的收入增速

介于30%到60%。

佳先股份表示，2021年公司新厂区生产经营稳定， 产能

逐步放大，为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公司通过

不断拓展销售渠道，销售业务实现较大增长。 因疫情、海运费

上涨以及原料价格上涨、供求关系紧张等因素影响，公司产品

价格提升。

从盈利规模看，71家公司盈利超3000万元， 占比80%。 其

中，盈利超过1亿元的公司有9家，贝特瑞以14.41亿元居首，颖泰

生物、同力股份分别以4.81亿元、3.70亿元排在第二名、第三名。

从盈利增速看，55家公司同比增长，占比62%。其中，贝特

瑞、吉林碳谷、佳先股份、晶赛科技四家公司的净利润增速超

过一倍。

Choice数据显示，目前有20家北交所公司被认定为“专

精特新” 企业，占比22%。 其中九成公司2021年营收实现增

长，七成公司净利实现增长。

中国银河证券分析师蔡芳媛表示， 北交所公司主要集中

在工业、信息技术、医疗保健、材料等具有高成长性朝阳产业

的细分赛道中，公司普遍营收增速较好，持续盈利能力强。

不畏逆境锻长板

2022年以来，受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影响，不少北

交所公司经营承压，盈利能力减弱，成本上行压力亟需纾解。

Choice数据显示， 一季度，34家北交所公司营业收入同

比下滑，占比38%，其中14家公司降幅超20%；44家公司盈利

下滑，2家公司由盈转亏，4家公司亏损扩大。 另外，19家公司

一季度增收不增利。

面对暂时的困难，北交所公司坚定研发投入，修炼内功。

“我们不会在研发层面省钱， 做好研发才是降低成本的

捷径。 ” 多家北交所公司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当

前挑战很多、困难很大，但不会考虑用缩减研发投入的办法来

缓解运营压力。

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北交所公司研发开支合计

31.72亿元，同比增长42.8%。 其中，29家公司收入或盈利同比

下滑，但研发开支保持增长，占比33%；15家公司研发开支增

速超过50%。 40家公司2021年的研发开支占同期营业收入的

比例超过5%。 2022年一季度，19家公司收入同比下滑，但研

发费用保持增长，占比21%。

国源科技是一家地理信息数据工程服务专业提供商。

2021年公司实现营收2.92亿元， 同比下降7.08%； 净利润为

538.50万元， 同比下降87.07%。 但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90.4%，达6545.54万元，主要系加大农业地理大数据平台（国

源地图）建设投入所致。 今年一季度，公司研发投入继续保持

增长。

北交所汇聚了一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 业内人士表示，尽

管这些中小企业现阶段规模较小，但其在关键技术和赛道上对

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和核心技术的自主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机构加仓赛道股

一季度， 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增持贝特瑞381.37万

股，期末持股达425.51万股，位列第九大股东。 这也是公募基

金首次出现在贝特瑞前十大股东名单中。

作为全球负极材料龙头， 贝特瑞2021年、2022年一季度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04.91亿元、40.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35.7%、120.1%；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4.41亿元、4.51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91.4%、72.2%。

随着业绩向好， 北交所公司正受到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

越来越多机构投资者的关注。其中，行业龙头公司尤其受机构

青睐。

一季度末， 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新进为连城数

控第十大股东，持股221.56万股。连城数控是国内技术领先的

光伏及半导体设备供应商， 全球单晶硅龙头隆基股份系公司

第一大客户。

南方稳健成长一季度加仓了长虹能源5.6万股，期末持股

升至35.77万股。 一季度末，华夏北交所创新中小企业精选两

年定期开放混合新进为长虹能源第八大股东， 持股41.84万

股。 长虹能源为国内头部碱电OEM企业。

高景气赛道的北交所公司也是机构的“心头好” 。

华泰证券一季度新进为吉林碳谷第九大股东。 受益于碳

纤维行业高景气， 叠加公司产能及产能利用率的提升，2021

年、2022年一季度， 吉林碳谷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3.15亿元、

1.6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6.1%、152.1%。

不过，机构人士提醒，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略差，投资

者在布局北交所股票时，首先应关注增长确定性高的行业，挑

选该行业中地位突出的企业； 其次应关注抵御原材料价格上

涨风险能力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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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研发费用超百亿元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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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强度10%以上公司的行业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