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参与医疗新基建

迈瑞医疗自主创新破解“卡脖子”难题

本报记者 齐金钊

作为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及解决方案供应商，迈瑞医疗

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独有的韧劲，在做好防疫工作的情况下

及时交付订单。 公司将积极参与医疗新基建，在高端医疗器

械领域不断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耕医疗新基建

迈瑞医疗积极投身医疗新基建。 2021年，迈瑞医疗在国

内医疗新基建中实现收入约30亿元。随着医疗新基建的深入

开展，公司项目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向其他城市渗透、从三

级医院向二级医院推进。 据迈瑞医疗透露，剔除一季度已执

行的项目，截至一季度末，医疗新基建待执行项目仍有240亿

元，预计未来两年将逐步落地。

“新基建要产生效益。 ”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表示，在

参与医疗新基建过程中，迈瑞医疗积累了一些经验，公司业

务也从过去的单个医疗设备产品，向系统化解决方案和平台

演进。

李西廷称，近年来迈瑞医疗搭建了多个平台级医疗解决

方案，例如生命信息与支持领域的“瑞智联” 、医学影像领域

的“瑞影云++” ，以及体外诊断领域的“迈瑞智检” 实验室

IT解决方案。

“在这些解决方案中， 诸多医疗设备都是迈瑞医疗经过

长期研发的成熟产品。 ”李西廷介绍，以迈瑞医疗4K数字化

手术室为例，4K数字化手术室可以将数字信号传送给上级医

院，指导地方医院进行远程医疗，还可以传递给教师来给学

生上课，医疗资源可以更好地得到应用。 这是迈瑞医疗在医

疗新基建方面的有效探索。

坚持自主创新

迈瑞医疗成立于1991年，见证并参与了国内医疗器械行

业近31年的发展创新史。 过去很多年，中国高端医疗设备几

乎被合称“GPS” 的通用（GE）、飞利浦（Philips）、西门子

（Siemens）三家跨国巨头垄断。 随着以迈瑞医疗为代表的

一批国内企业崛起， 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关键技术的 “卡脖

子”问题逐步被化解。

“作为国内医疗器械生产制造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迈瑞

医疗紧跟政策、抓好创新，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多年来在

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 问题上取得了优异成绩。” 李西廷表

示，通过自主研发打破外企垄断，可以有效降低国内的医疗

成本，促进医疗普惠大众。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为了在高端医疗设备领域实现

突破， 迈瑞医疗多年来坚持将营收的10%左右投入研发，

2021年研发投入高达27亿元。 截至2021年年底，迈瑞医疗拥

有研发人员3492人，占比23.78%，并在全球建立了十大研发

中心。 目前，迈瑞医疗已经实现覆盖高中低端、整体化、智能

化的解决方案，向行业“引领者”迈进。

据迈瑞医疗介绍，为了保持研发的先进性，公司很多资

源用于人才引进和培养。 “医疗器械从低端向高端突破是一

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存在‘弯道超车’ ，需要在研发上踏踏

实实做好每一步。 ” 李西廷表示，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研发体

系，完善研发的绩效考核机制，保障优秀研发人才的晋升通

道，鼓励成熟产品在新一代技术领域研发探索，给公司未来

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践行社会责任

日前，砀山迈瑞医疗科技产业园（简称“砀山基地” ）在

安徽砀山破土动工。 据悉，砀山基地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

米，将成为迈瑞医疗在全球的第四大制造基地。 迈瑞医疗表

示，把高端医疗制造产业引入砀山县，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推动高附加值产业集聚，是践行“以产业振兴促进乡

村振兴” 的承诺。这是迈瑞医疗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普惠医疗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迈瑞医疗在助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方面不

遗余力。

李西廷介绍，借助5G、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

迈瑞医疗打造了 “瑞智联” 、“瑞影云++” 、“迈瑞智检” 实

验室三大智慧医疗解决方案，能够实现医疗设备间的互通互

联及远程协作，打通各个诊室、各个医院、各个地区的壁垒，

提升医院一体化诊疗能力， 协助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惠

及更多基层边远地区的患者群体。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需求，迈瑞医疗近年来积

极推广公共电除颤计划，捐赠AED设备，积极开展急救培训

课程，提高全民急救意识和技能。当灾害发生时，迈瑞医疗不

但提供救灾物资和医疗设备， 还成立紧急用户服务支援小

组，赶赴前线安装调试设备，保障急救生命通道的技术畅通。

“截至2022年1月， 迈瑞医疗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累

计投放安装10万余台AED，已成功救治115名公共场所心脏

骤停患者。”李西廷介绍，迈瑞医疗将继续联合多方力量投入

我国公共急救事业， 在多个地区开展医疗急救人员培养及

AED急救设备专业培训，进一步强化急救体系建设，守护大

众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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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

全力保障新冠病毒疫苗和治疗药物审评

● 本报记者 傅苏颖

6月1日，国家药监局发布《2021年度药

品审评报告》。 2021年，审评通过47个创新

药，再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境外新药上市

持续加快，优先审评效率大幅提高，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扎实推进，临床

试验管理跃上新台阶。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

心表示，2022年将主要开展全力保障新冠

病毒疫苗药物审评等五方面工作。

构建四条“快速通道”

2021年，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受理创

新药注册申请1886件（998个品种），同比

增长76.10%； 审结创新药注册申请1744件

（943个品种），同比增长67.85%。

创新药注册申请审结方面，2021年批

准/建议批准创新药注册申请1628件（878

个品种），同比增长67.32%。 以注册申请类

别统计，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1559件

（831个品种），同比增长65.32%，新药上市

许可申请（NDA）69件（47个品种），同比

增长13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过突破性治疗

药物程序、附条件批准程序、优先审评审批

程序、特别审批程序四条“快速通道” 助力

药品研发和上市加速。 2021年，53件（41个

品种）注册申请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

覆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非小细

胞肺癌、卵巢癌等适应症。 115件注册申请

（69个品种）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优先审评资源逐年加大向

具有临床优势的新药、儿童用药、罕见病药

物注册申请倾斜。

2021年，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高效做

好应急审评， 加速推动新冠病毒治疗药物

研发上市。截至2021年年底，累计批准55个

品种新冠病毒治疗药物IND， 包括中药2

个、 小分子抗病毒药物10个、 中和抗体30

个、其他类药物13个。 2021年，新冠病毒中

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

罗米司韦单抗注射液）、 清肺排毒颗粒、化

湿败毒颗粒、宣肺败毒颗粒已获批上市。

2021年，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完成中

药“三方” 抗疫成果转化，完善符合中医药

特点的审评技术标准体系，支持和推动中药

传承创新发展。 中药IND申请量、NDA申请

量分别为52件、14件，IND批准量和NDA建

议批准量分别为34件、14件。

鼓励企业开展创新

报告显示，2022年，国家药监局药审中

心主要开展全力保障新冠病毒疫苗和治疗

药物审评、 持续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加快推动中药审评审批机制改革、扎实

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全面开

展审评体系和审评能力现代化建设五方面

工作。

具体包括严守药物研发安全有效标准，

坚持提前介入、研审联动、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全力以赴推动新冠病毒疫苗和治疗药物

上市，持续跟进各技术路线疫苗和治疗药物

品种研发进展， 加快促进重点药物研发创

新，督促附条件批准上市疫苗药物生产企业

开展上市后研究； 总结固化好的经验做法，

优化应急审评工作机制，促进应急审评工作

经验转化实施；加强应急审批药物临床试验

进展与安全信息监管。

在持续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方

面，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表示，支持鼓励企

业在现代医药新技术、新靶点、新机制方面

开展创新，促推解决产业创新发展的“卡脖

子” 问题；坚持鼓励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新

药好药、罕见病用药、重大传染病用药、公共

卫生方面的临床急需药品研发创新；细化优

化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

审批程序，促进药品高质量发展；支持满足

临床需求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提高儿童用

药的安全性和可及性等。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称，完善中药审评

审批机制，加快构建以中医药理论、人用经

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中药审评体系；推进

中药技术指导原则制修订，建立完善符合中

药特点的审评体系， 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

展；加快组建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专

家审评委员会。

生鲜农产品流通行业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潘宇静

6月1日，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

研究中心冷链团队发布报告称，农产品流通

经纪服务商大量涌现，同时众多互联网公司

转型探索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业务创业项目，

有望形成数个千亿规模新兴企业。

冷链物流需求大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

冷链团队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生鲜农产品市

场目前冷链物流占比较低。 其中，果蔬产后

低温处理率10%左右，总体进入冷链流通的

比例6%左右； 而淡水产品低温处理率不足

40%，总体进入冷链流通的比例30%左右。

波士顿咨询（BCG）发布的研究报告

显示，中国食品冷链物流的需求主要来自肉

禽类、水产品、果蔬农副产品、乳制品和速冻

食品。 2020年中国食品冷链物流需求总量

为2.65亿吨。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居民的消

费、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同时伴随近年来生

鲜电商的崛起，居民消费农副生鲜产品的空

间巨大。 BCG预计2025年我国食品冷链物

流需求总量将达到6.3亿吨。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食品冷链物流

市场规模为3832亿元，同比增长13%。 随着

冷链食品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冷链物流市场

规模将持续稳定增长， 预计到2030年将突

破万亿大关。

信息技术赋能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

称，当前大量商业计划书涌入生鲜农产品流

通赛道，一批优秀的生鲜农产品流通服务商

有望出现，形成数个千亿规模新兴企业。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

任助理、 研究员刘乃郗表示，“随着移动互联

网和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农户与消费者之间

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建立直接联系。 ”在这种趋

势下，一批专注于供需信息匹配的生鲜农产品

供应链专业服务商将形成，同时形成一批生鲜

农产品物流专业服务商。“农产品流通领域这

一细分赛道刚刚拉开帷幕。基于物联网信息化

与数字智慧化的软硬件技术创新，将成为引领

未来农产品数字流通的决胜关键。 ”中国农业

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表示。

深耕医疗新基建

迈瑞医疗积极投身医疗新基建。

2021年，迈瑞医疗在国内医疗新基建

中实现收入约30亿元。 随着医疗新基

建的深入开展， 公司项目从北上广深

等大城市向其他城市渗透、 从三级医

院向二级医院推进。据迈瑞医疗透露，

剔除一季度已执行的项目， 截至一季

度末， 医疗新基建待执行项目仍有

240亿元，预计未来两年将逐步落地。

“新基建要产生效益。” 迈瑞医疗

董事长李西廷表示， 在参与医疗新基

建过程中，迈瑞医疗积累了一些经验，

公司业务也从过去的单个医疗设备产

品，向系统化解决方案和平台演进。

李西廷称， 近年来迈瑞医疗搭建

了多个平台级医疗解决方案， 例如生

命信息与支持领域的“瑞智联” 、医学

影像领域的“瑞影云++” ，以及体外

诊断领域的“迈瑞智检” 实验室IT解

决方案。

“在这些解决方案中， 诸多医疗

设备都是迈瑞医疗经过长期研发的成

熟产品。” 李西廷介绍，以迈瑞医疗4K

数字化手术室为例，4K数字化手术室

可以将数字信号传送给上级医院，指

导地方医院进行远程医疗， 还可以传

递给教师来给学生上课， 医疗资源可

以更好地得到应用。 这是迈瑞医疗在

医疗新基建方面的有效探索。

作为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及解决方案供应商，迈瑞

医疗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独有的韧劲，在做好防疫工作

的情况下及时交付订单。 公司将积极参与医疗新基建，

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不断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

积极参与医疗新基建

迈瑞医疗自主创新破解“卡脖子” 难题

福莱特

拟加码大尺寸光伏玻璃产能

●本报记者 吴科任

40亿元规模的可转债募资才落地，福莱特又发布了一

份融资规模更大的定增预案。 福莱特6月1日公告称，拟定

向募集资金不超过60亿元，加速布局大尺寸、超薄超高透

光伏玻璃产能。

福莱特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光伏玻璃行业，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与其他资本密集型制造行业相似，光伏

玻璃企业只有持续规模化经营才能有效降低经营成本、抵

御市场波动风险，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提升市场地位

福莱特主要业务为光伏玻璃、浮法玻璃、工程玻璃和家

居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光伏玻璃用于光伏组件制造。 受益于光伏行业高速发

展， 根据Global� Industry� Analysts的研究报告，2027年

全球光伏玻璃市场规模将达447亿美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

为28.8%。

福莱特表示，扩大光伏玻璃先进产能，顺应了光伏行业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要求。通过实施本次募投项目，公司

将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高效、及时的服务，进一步提

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巩固并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

随着组件大尺寸、轻量化、双玻组件等新技术的不断发

展，在保证组件可靠性的前提下，光伏玻璃逐步向大尺寸、

薄片化发展。

公告显示，“年产75万吨新能源装备用高透面板制造

项目” 和“年产120万吨光伏组件盖板玻璃项目” 拟新建5

条窑炉熔化能力为1200吨/天的光伏玻璃生产线。 另一个

募投项目为“年产150万吨新能源装备用超薄超高透面板

制造项目” 。

上述募投项目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近年来，滁州市光伏

产业持续提质增量， 实现快速发展， 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

链，隆基绿能、晶科能源、福莱特和东方日升等企业纷纷入

驻。 福莱特表示，本次募投项目的开展，有助于公司把握项

目实施地产业链政策，优化公司的产业链布局。

增强资本实力

福莱特拟将本次定增融资中的18亿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福莱特表示，光伏玻璃是资本密集行业。随着业务规模

的持续扩大，公司营运资金需求随之增加，需要补充与业务

经营相适应的流动资金， 以满足公司持续、 健康的业务发

展，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2019年-2021年， 福莱特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8.07亿

元、62.60亿元和87.13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7.17亿元、16.29

亿元和21.20亿元。 公司表示，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从

2018年年底开始，光伏终端需求持续向好，光伏玻璃行业

整体处于产销两旺的状态，同时公司新产能逐步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一季度福莱特收入同比增长

70.61%，但净利润同比下滑47.88%。主要原因系原材料及燃

料采购价格及运费上涨，导致公司产品单位成本有所上升。

福莱特应收账款呈增长态势。 2019年-2021年及2022

年一季度各期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11.58亿

元、14.70亿元、11.60亿元和22.83亿元，占各期末总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12.33%、11.98%、5.77%和9.76%； 公司资产负

债率分别为51.95%、41.02%、41.19%和47.66%。 通过发行

可转债和定增融资，福莱特的资本实力将进一步提高。

践行社会责任

日前，砀山迈瑞医疗科技产业园（简称

“砀山基地” ）在安徽砀山破土动工。据悉，

砀山基地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 将成

为迈瑞医疗在全球的第四大制造基地。 迈

瑞医疗表示， 把高端医疗制造产业引入砀

山县，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高

附加值产业集聚，是践行“以产业振兴促进

乡村振兴” 的承诺。这是迈瑞医疗助力乡村

振兴、促进普惠医疗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迈瑞医疗在助力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方面不遗余力。

李西廷介绍，借助5G、大数据、物联

网等信息技术手段，迈瑞医疗打造了“瑞

智联” 、“瑞影云++” 、“迈瑞智检” 实验

室三大智慧医疗解决方案， 能够实现医

疗设备间的互通互联及远程协作， 打通

各个诊室、各个医院、各个地区的壁垒，

提升医院一体化诊疗能力， 协助推进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 惠及更多基层边远地

区的患者群体。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需求，

迈瑞医疗近年来积极推广公共电除颤计

划， 捐赠AED设备， 积极开展急救培训课

程，提高全民急救意识和技能。 当灾害发生

时， 迈瑞医疗不但提供救灾物资和医疗设

备，还成立紧急用户服务支援小组，赶赴前

线安装调试设备， 保障急救生命通道的技

术畅通。

“截至2022年1月，迈瑞医疗在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累计投放安装10万余台

AED，已成功救治115名公共场所心脏骤停

患者。 ” 李西廷介绍，迈瑞医疗将继续联合

多方力量投入我国公共急救事业， 在多个

地区开展医疗急救人员培养及AED急救设

备专业培训，进一步强化急救体系建设，守

护大众生命健康。

坚持自主创新

迈瑞医疗成立于1991年， 见证并参与

了国内医疗器械行业近31年的发展创新

史。 过去很多年，中国高端医疗设备几乎被

合称 “GPS” 的通用 （GE）、 飞利浦

（Philips）、西门子（Siemens）三家跨国

巨头垄断。 随着以迈瑞医疗为代表的一批

国内企业崛起， 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关键技

术的“卡脖子”问题逐步被化解。

“作为国内医疗器械生产制造及解决

方案供应商， 迈瑞医疗紧跟政策、 抓好创

新，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多年来在解决

关键领域‘卡脖子’ 问题上取得了优异成

绩。 ” 李西廷表示，通过自主研发打破外企

垄断，可以有效降低国内的医疗成本，促进

医疗普惠大众。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为了在高端

医疗设备领域实现突破， 迈瑞医疗多年来

坚持将营收的10%左右投入研发，2021年

研发投入高达27亿元。截至2021年年底，迈

瑞医疗拥有研发人员3492人，占比23.78%，

并在全球建立了十大研发中心。 目前，迈瑞

医疗已经实现覆盖高中低端、整体化、智能

化的解决方案，向行业“引领者”迈进。

据迈瑞医疗介绍， 为了保持研发的先

进性，公司很多资源用于人才引进和培养。

“医疗器械从低端向高端突破是一个逐步

积累的过程，不存在‘弯道超车’ ，需要在

研发上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 ” 李西廷表

示，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研发体系，完善研发

的绩效考核机制， 保障优秀研发人才的晋

升通道， 鼓励成熟产品在新一代技术领域

研发探索， 给公司未来成长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

●本报记者 齐金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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