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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本报记者 董添

10月31日，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简称“中钢协” ）举办三季度信息发

布会， 前三季度全国累计钢产量7.81

亿吨，同比下降3.4%；表观消费量约

7.41亿吨，同比下降4.2%。 前三季度，

会员钢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667亿

元，同比下降9.27%；利润总额928亿

元，同比下降71.34%。 对于后期行业

重点工作任务，中钢协建议，以构建供

需新平衡为目标，大力降本增效，提升

行业效益和发展质量。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中钢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屈秀丽表

示，市场恢复不及预期，钢材价格同比

下降。钢铁企业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节

能减排效果明显。

钢材价格方面，据中钢协监测，前

三季度， 中国钢材价格指数（CSPI）

平均值为126.9点，同比下降11.42%。

据中钢协统计，前三季度，会员钢

铁企业总能耗同比下降4.1%，外排废

水总量同比下降21.46%，化学需氧量

同比下降23.1%， 二氧化硫排放量同

比下降19.48%，颗粒物排放量同比下

降19.17%，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下降

11.69%。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高质

量实施。 截至9月底，已有34家企业约

1.79亿吨钢产能完成全过程超低排放

监测评估并在中钢协网站公示，23家

企业约1.29亿吨钢产能完成部分超低

排放监测评估公示。

对于后期行业重点工作任务，中

钢协表示，加强运行监测，努力实现行

业稳定运行；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积极

推进三大钢铁改造工程； 加强产业链

建设，加快落实两大产业发展计划；集

中优势资源，协同推动科技创新。

成本压力较大

据中钢协统计，前三季度，会员钢

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667亿元，同

比下降9.27%； 营业成本为45261亿

元，同比下降4.69%；实现利税1890亿

元，同比下降56.98%；利润总额为928

亿元， 同比下降71.34%（降幅较大与

去年基数偏高有关）； 平均销售利润

率为1.91%，同比下降4.12个百分点。

“煤焦价格依然高企， 成本压力

较大。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波

动较大，炼焦煤、焦炭、铁矿石、废钢等

原燃材料价格快速上涨且持续高企，

导致钢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行业提

高经济效益面临巨大压力。 ” 屈秀丽

表示。

目前，A股45家钢铁行业上市公

司发布了三季报， 仅6家公司实现净

利润同比增长。

在净利润同比增长的6家公司中，

特钢类公司有4家。其中，常宝股份前三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4.89亿元， 同比增

长52.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46亿元，同比增长243.8%。 对

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公司表示，产品销

量增加，同时销售价格上涨。

板材、 长材等领域公司业绩表现

欠佳。 安阳钢铁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298.46亿元，同比下降21.04%；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8.59

亿元。 2022年1-9月，公司型材产量为

25.07万吨，销量为24.49万吨，销售价

格为4260.18元/吨； 板带材产量为

453.74万吨，销量为447.94万吨，销售

价格为4382.88元/吨。 2021年同期，公

司型材产量为26.69万吨，销量为27.06

万吨，销售价格为4602.91元/吨；板带

材产量为524.93万吨， 销量为523.93

万吨，销售价格为4833.14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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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行业释放回暖信号

●本报记者 吴科任 何昱璞

面板行业释放回暖信号，相关企

业信心逐渐恢复。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到，进入10月，全球液晶电视面板

价格抬头向上，中小尺寸产品全面涨

价，大尺寸产品止跌企稳。

业内人士表示，面板厂商大力控

制产能，同时需求回升，中小尺寸液晶

电视面板市场景气度持续回升。 考虑

到明年有新产能释放，供需局面能否

彻底扭转还有待观察。

三季度需求低于预期

三季度面板行业景气度不佳，面

板厂商面临经营压力。

京东方A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11.34亿元，同比下降26.79%；归母

净利润为-13.05亿元，去年同期盈利

72.42亿元。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327.44亿元，同比下降19.45%；

归母净利润为52.91亿元， 同比下降

73.75%。

前三季度，TCL科技实现营业收

入1265.15亿元， 同比增长4.52%；归

母净利润为 2.81亿元， 同比下降

96.92%。 其中，公司显示业务实现收

入521.0亿元，同比下降21.72%。

第三季度，彩虹股份实现营业收

入20.18亿元，同比下降39.94%，亏损

9.74亿元。

韩国面板厂商亦是如此。LG显示

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77万亿韩

元，环比增长21%，同比下降6%；亏损

0.77万亿韩元 （已连续两个季度亏

损），去年同期盈利0.46万亿韩元。

同时，面板厂商经营现金流压力

加大。前三季度，京东方A、TCL科技、

彩虹股份三家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10.30亿元 、

126.62亿元和25.5亿元， 分别同比下

降30.73%、47.15%和60.07%。

彩虹股份表示，公司液晶面板业

务受到市场需求持续萎缩等因素影

响， 产品价格持续下探， 收入大幅下

降。 LG显示亦称，受全球宏观经济影

响，三季度面板需求低于预期。

厂商信心逐渐恢复

虽然三季度业绩不理想，但面板

厂商的信心逐渐恢复。

TCL科技表示， 本轮周期调整有

助于面板行业进一步整合和优胜劣

汰，产业集中度将提升，行业期望报酬

率将回归理性；同时，部分市场需求正

在逐步修复，主要产品价格已开始企

稳回升。

多家机构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面板价格10月以

来迎来集体上涨， 每片涨幅介于1美

元-2美元之间，且11月继续看涨。 不

过，涨价动能主要在供给侧。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全球面

板厂商从二季度开始减产控价， 液晶

电视面板产线稼动率持续走低。 市场

研究机构CINNO� Research最新月度

面板厂投产调研数据显示，9月国内

液晶面板厂商平均稼动率为68.4%，

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

群智咨询TV事业部研究总监张

虹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短期来看，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面板价格已具备上

涨条件。 如果面板厂商维持减产策略

到明年上半年， 还可能出现供给偏紧

的局面。 ”

国内某面板厂商工作人员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司根据市场

价格组织生产。 三季度面板价格低

位运行， 预计价格拐点会在四季度

出现。 ”

群创光电认为， 随着欧美市场促

销旺季来临，渠道商去存货将加快，面

板行业库存有望回到健康水位。

持续严控库存

在液晶电视面板大尺寸化背景

下， 大尺寸面板价格变动对面板厂商

的财报表现影响增大。

张虹表示：“大尺寸面板采购需

求以国际品牌为主， 四季度以来其采

购有所恢复。另外，相较于中小尺寸面

板，大尺寸产品库存包袱较重，当前涨

价动能不足。 ”

上述国内面板厂工作人员坦言：

“大尺寸液晶电视面板涨价还需要一

定时间” 。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面板市场也有

隐忧。 “明年上半年其实就有一定风

险（一季度是面板备货需求的淡季），

关键要看面板厂商的策略， 能否像今

年四季度一样对产能进行控制。 ” 张

虹表示，“减产对面板厂商而言是一

个艰难决策，对营收、成本都有很大影

响。 如果面板厂商在需求恢复的预期

下快速释放产能， 明年上半年的供需

形势可能不会很乐观。 ”

短期是否增产， 面板厂商普遍谨

慎。 友达光电预期还需一段时间调整

才能回到比较正常的供需局面， 公司

会持续严控库存，审慎管理成本支出。

TCL科技表示：“目前面板价格

仍处于较低水平， 四季度面板企业提

升稼动率的意愿不高。 ”

三元基因董事长兼总经理程永庆：

深耕生物医药 募投项目加快推进

“当前， 三元基因处

于30年发展历程中成长

动能最充足的时间点，募

投资金投向的四大新药

临床项目正全力推进。 ”

三元基因董事长程永庆

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说。

作为北交所首批上市

公司， 三元基因日前披露，

公司的人干扰素α1b（商

品名：运德素）治疗小儿呼

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等临床

Ⅲ期研究项目正加速推进。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勇于突破 坚持做专业的事

记者了解到，三元基因的主要产

品人干扰素α1b， 是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基因工程一类新药，实现了我国基

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 目前主

要用于治疗病毒性肝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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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 国内临床应用的基因工

程干扰素均是进口产品。20世纪80年

代，我国著名医学病毒学家、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三元基因创始

人侯云德院士首次克隆出适合中国

人抗病毒反应能力的人干扰素α1b

基因，并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基因

工 程 多 肽 类 药 品 ———人 干 扰 素

α1b。 ”程永庆介绍。

为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三元基因

自1992年成立之初就承担早期国家

病毒基因工程实验室成果转化试验。

“在跑遍欧美多国后， 我们进口了全

套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建立起中国

第一条通过国家GMP （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认证的基因工程药物生

产线。 自1998年起，公司开始了规模

化批量生产的新征程。”程永庆表示，

运德素在GMP生产线上投产后，产

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产品价格仅为

进口产品的1/3， 打破进口产品对中

国市场的垄断。

目前，三元基因运德素产品已上

市近30年，销售毛利率仍保持在80%

以上。“这源于我们的技术壁垒，也就

是‘专精特新’ 。 ” 程永庆说，“我们

始终坚持专业、专注与专心，集中资

源，努力做到最好，从而在市场上拥

有独占性和领先性。 ”

近年来，三元基因将收入的20%

以上投入到研发创新，公司技术实力

和市场开发能力持续增强，先后被国

家知识产权局评为“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 、被北京市评为“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

聚焦主业 推进四大募投项目

“公司基于‘专精特新’理念，致

力于推进四个重磅研发项目，在专业

领域做到领先水平。”程永庆表示，三

元基因2021年1月晋级新三板精选

层，募集资金2.83亿元，其中约2亿元

用于四个重磅研发项目，目前项目进

展顺利。

三元基因在研的四个募投项目

分别为：人干扰素α1b雾化吸入治疗

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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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素突变体伴随基因检测治疗乙肝

临床试验和γδT细胞的肿瘤免疫细

胞治疗项目。

“在上述四个创新型研发项目

中，任何一个获得成功对三元基因乃

至对整个行业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

程永庆说。

以人干扰素α1b雾化吸入治疗

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肺炎临

床试验项目为例，程永庆介绍，若临

床试验取得成功，将为治疗小儿呼吸

道合胞病毒提供行之有效且易于接

受的药物，并推动儿科应用成为公司

新的业务增长点。

据了解，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在全

球范围内引起5岁以下儿童急性下呼

吸道感染最常见的病毒性病原，也是

导致1岁以下婴幼儿急性下呼吸道感

染住院的首要病毒因素。 相关数据显

示，到2025年，治疗儿童呼吸道感染

的药物市场空间将达200亿元。

“在四大募投项目中，α1b雾化

吸入治疗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肺炎有望成为最早落地投产

的项目。 ” 程永庆说。

此外，三元基因位于北京中关村

科技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新厂

区建设项目被北京市列为 “2022年

北京市100项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业

重点工程” 。程永庆介绍，目前新厂区

已完成结构封顶，未来可为新产品研

发上市提供支撑，并为现有产品和新

产品生产线提供数字化和智能化保

障，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

用好平台 充实长期成长动能

生物医药研发需要投入较多资

金。 程永庆表示，三元基因四大募投

新药研发项目稳步推进，离不开资本

市场的助力。

“资本市场是加速创新的基础设

施平台。”在程永庆看来，通过资本市

场融资，能更好地支持原创性的技术

创新。 在资本助力下，公司项目孵化

后，凭借已有的国际化规模化生产经

验， 以及对临床需求的精准把握，通

过药品创新和临床应用创新，将科技

成果转变成产品， 产品衍生出产业，

实现经济效益，回馈资本市场。

三元基因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实

现了快速成长。 2021年11月，公司登

陆北交所后，资产负债、融资结构持续

优化，增强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至2021

年， 三元基因总资产从1.70亿元增长

到6.50亿元， 净资产从1.13亿元增长

到5.43亿元。

“作为一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公

司充分享受到了信用提升带来的好

处。 充足、便捷且便宜的金融支持，夯

实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 程永

庆说，目前公司处于成长动能最为充

沛的时期。

据了解， 为配合新药研发以及新

产品上市， 三元基因的基因工程药物

智能化研发生产新厂区年产能将从目

前的一千多万支提升到一亿支左右。

展望未来，程永庆介绍，公司将

坚持“专精特新” 的发展路径，坚持

研发引领、医学驱动、学术推广、专业

营销的战略，更好借力资本市场实现

突破创新，推进高质量增长。“为加速

研发进程和新产品上市步伐，同时为

了激励年轻人才和招徕新的人才，按

照人力资源资本化原则，公司将在原

有管理层持股的基础上，推出新一轮

股权激励方案。 ”程永庆透露。

多地明确第七批国家集采药品执行时间

●本报记者 傅苏颖

近日，多地出台文件，明确了第七

批国家集采药品落地时间与具体政策。

第七批国家集采药品中选结果于7

月18日公布。根据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

购办公室发布的通知，第七批国家集采

药品中选结果于11月实施，具体执行日

期以各地发布通知为准。此次集采有60

种药品中选，药品平均降价48%，涉及

31个治疗类别，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

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以及肺癌、肝癌等

重大疾病用药， 按约定采购量测算，预

计每年可节省费用185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 带量采购已进入

常态化，推动药企加速转型。 未来，药

企销售能力的重要性将逐渐弱化，创

新药研发受到支持， 创新转型将成为

药企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保障供应

10月28日， 山东省医保局发布

《关于执行国家组织第七批集中带量

采购药品中选结果的通知》（简称《通

知》），11月18日起， 全省参加第七批

国家集采的公立医疗机构（含驻鲁军

队医疗机构） 和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

机构，执行第七批国家集采中选结果，

面向患者销售中选药品。

《通知》明确了第七批国家集采药

品中选结果落地“时间表” 。 11月13日

前，主供企业、备供企业按供应清单分

别将中选药品、备供药品在省药械集中

采购平台按中选价格挂网，供医疗机构

购进适量中选药品备货。 11月10日前，

主供企业和备供企业通过省药械集中

采购平台选定配送企业，完成配送关系

建立工作。 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11

月10日前，各市医保部门指导药品采购

联合体已遴选确定的医疗机构为代表，

统一与主供企业通过省药械集中采购

平台签订购销协议， 购销协议每年一

签，首年采购周期为11月13日-30日。

同日，山西医保局发布通知，全省

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将于11月20日起全

面执行第七批国家集采药品中选结果。

本次集采药品落地执行后，山西省执行

的国家和省级、省际联盟集采药品数量

将达到432种，耗材达75种，平均降幅达

50%以上，一年可节约相关费用50亿元。

此前，河南、青海、浙江、辽宁、山

西、上海和海南等地已相继发布文件，

明确了第七批国家集采药品落地时间

与具体政策。 其中，河南省宣布，国家

第七批集采药品中选结果执行时间为

11月1日； 辽宁省定于11月20日开始

执行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 （辽宁）中

选、备选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 第七批国家集采

药品在沿用此前批次规则的基础上引

入备供机制， 各地区将有一家主供企

业及一家备供企业， 主供企业无法满

足市场需求时备供企业将获得主供企

业身份，强化药品供应保障。 比如，山

东医保局强调，采购周期内，若主供企

业不能对医疗机构的订单及时作出响

应，为保障临床需要，医疗机构可采购

备供药品，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同

时对主供企业进行提醒。 当主供企业

出现较大范围或较长时间不能及时足

量供应或被取消中选资格等情况，致

使不能满足山东省市场需求或无法继

续履行带量采购协议时， 省医保局将

启动程序以备供企业替代原来的主供

企业继续履行带量采购协议。

此外，辽宁等地提出，当备供企业

不能满足需求时， 可启动增补供应企

业的流程。

加速转型

安信证券认为， 第七批国家集采

药品的平均价格降幅收窄， 厂家报价

逐步回归理性， 国家集采药品价格降

幅有望趋于稳定。 部分上市公司已度

过集采对存量品种价格冲击的 “阵痛

期” ，随着其“创新品种”研发的推进，

销售有望快速放量。“仿创结合类”药

企将迎来基本面向上拐点。

从第七轮国家集采药品中选情况

看，首创证券认为，国内厂家凭借集采

迅速抢占海外厂家的份额。 对于本次

集采品种， 部分企业在集采前销量极

小或未形成销售，通过集采中选，可以

迅速实现销售放量， 为公司带来业绩

增量。 随着集采进入常态化，预计未来

仿制药市场将进一步收缩， 为创新药

市场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中信证券认为，带量采购已进入常

态化阶段，推动药企加速转型，创新药

研发受到支持。未来药企销售能力的重

要性将逐渐弱化，创新转型将成为药企

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三元基因实验室

三元基因智能化生产线 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