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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风险因素” 中说明了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的风险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元（含税）。 截至2022年12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90,773,432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53,867,160.00元（含税）。 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2022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4.91%。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未分配利润结余3,843,071,948.12元（母公

司）。

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90,773,432股，合计

转增3,630.9373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2,708.2805万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

记为准）。

如在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

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同时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调整转增股本总额，并

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安旭生物 688075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钧 无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50号4幢5层 无

电话 0571-85391552 无

电子信箱 jun.han@diareagent.com 无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POCT试剂及仪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拥有抗原抗体自主研发生产

的生物原料技术平台，以及成熟的免疫层析及干式生化诊断技术平台，发展形成了覆盖毒品检测、传染病检

测、慢性病检测、妊娠检测、肿瘤检测、心肌检测、生化检测、过敏原检测八大领域的POCT试剂，产品远销美国、

德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墨西哥、泰国、印尼及波兰等150多个国家，已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在POCT国际市场

能够与跨国体外诊断行业巨头竞争的中国体外诊断产品供应商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为POCT试剂及仪器，其中POCT试剂占主导地位。 公司主要抗原抗体原料、POCT� 试剂及

仪器列示如下：

本报告期，公司收入及利润主要来自于POCT快速诊断试剂，主要应用于传染病检测。 同时，公司继续深化

核心原料的自供计划，力图打通产业链上游，从进口逐步过渡到自产，形成对公司POCT业务的强力支撑。 目前

公司已掌握基因工程重组抗原技术、合成抗原技术、多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和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形成了包括

合成抗原、基因工程重组抗原、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及其他生物材料共五大类产品，涵盖毒品检测、传染病

检测、妊娠检测、心肌检测、慢性病检测及肿瘤检测等系列，实现近百种产品所需抗原抗体的部分自供给，占公

司生物原料需求的半数以上，为公司产品的持续创新开发与稳定生产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已建立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相关体系，

形成了稳定的盈利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体外诊断产品的销售。

2．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产定采” 的采购模式。 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抗原抗体、聚酯膜、玻纤、塑料件、铝箔

袋等。 公司采购过程执行ISO13485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并建立了严格的采购管理制度。

3．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 根据产品特性和客户需求，公司POCT试剂实行多品种、多规格、

小批量、多批次的生产模式，以及以销定产、适度备货的生产原则。 公司通常在收到客户订单后，根据订单情况

制定生产计划，并对部分产品适量备货。

4．营销模式

公司销售体系分为国外销售中心和国内销售中心。 国外销售中心按照客户所在区域进行分组，分为亚洲、

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及独联体5个销售组；国内销售中心按客户性质分为毒检组、临床组、OTC组及大客户

组。 公司销售模式分为ODM和OBM两种模式。 ODM模式即产品由制造厂商根据品牌商产品要求自主设计、

开发、生产并销售给品牌商的模式；OBM模式即制造厂商自主完成产品全部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工作，并以自

主品牌销售给客户。

5．研发模式

公司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研究、开发和创新体系。 一方面，公司针对市场及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对产品不断

迭代改进；另一方面，公司积极研究行业发展趋势，设立不同类型的研究课题，并自主研发具有前瞻性、符合市

场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新产品。

(三)�所处行业情况

1.�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分类代码为

C）项下的“C27医药制造业” 。 根据行业细分，公司属于医疗器械行业下的体外诊断行业。

（1）行业的发展阶段

1）全球体外诊断行业发展状况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大部分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的完善，以及现代检验医学的发展

及生物技术、光化学技术、芯片技术等相关技术的不断突破，体外诊断已经成为人类进行疾病预防、诊断、治疗

所必不可少的医学手段。 作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行业之一，体外诊断行业受益于各种新技术的迅速发展。 同

时，随着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指引，体外诊断行业已成为医疗市场最活跃、发展速度最快的领域之

一，已经成为全球规模上千亿美元的成熟产业。

根据Kalorama� Information� 的 《The� Worldwide� Market� for� In� Vitro� Diagnostic� Tests, � 15th�

Edition》， 2022� 年全球体外诊断市场规模超过 1,274� 亿美元，其中新冠检测市场326亿美元，非新冠体外

诊断市场948亿美元。 据估计，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以及全球医疗卫生费用开支持续提升， 未来全球 IVD�

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保持约2.5%的速度，到2027年全球体外诊断市场规模将达到1,400亿美元。 分产品来看，

POCT（不包括糖尿病检测）市场规模287亿美元，占比约22.5%。分地区来看，欧美市场规模984亿美元，占比约

77%；亚太地区市场规模208亿美元，占比约16%。此外，慢性病、传染病不断增长的发病人数以及人类日益增长

的大健康服务需求都推动体外诊断市场不断扩大。

2）我国体外诊断行业发展状况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体外诊断行业起步晚、产业化程度弱。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体外诊断试剂行

业已经基本实现了低端产品的进口替代，正朝着高技术、高质量、高精度的方向发展。 化学发光、分子诊断、

POCT�将是行业内产品技术研发的三个主要发展趋势。据《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统计，2021年

我国体外诊断的总体市场规模1243亿元人民币，预计2022年达到1460亿元，近六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1%。 根

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我国检测试剂出口货值约为703亿元，比2021年下滑17%，主要系海外新冠检测需求

的持续下滑。

从细分领域的竞争格局来看，免疫诊断市场规模最大，且增长速度稳定、高端市场进口替代空间大、产品

差距缩减速度快。 常见应用领域有传染病、肿瘤、性激素、甲状腺功能、心脑血管疾病等。 生化诊断是国内外发

展最早、最成熟的 IVD�细分领域，国产品牌与外资品牌在试剂质量上具有竞争力，但在仪器制造水平方面差

距较大。 分子诊断是国内外技术差异相对较小的领域，未来将广泛用于传染病筛查、产前诊断、肿瘤基因检测、

个体化用药等场景。 随着国内体外诊断技术水平的更新迭代，市场主导方向已逐渐从生化诊断向免疫诊断和

分子诊断领域转移，我国体外诊断行业的发展也逐渐从“量” 的增长转变为“质” 的发展，以技术的变革作为

推动体外诊断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稳步上升，从

2013年的912元增长至2022年的2120元。 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 6.9%增长至 8.6%，体现

了中国居民整体医疗健康意识的提高。 人们在医疗领域的消费意愿增强，促进了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消费，临床

检验、常规体检以及个性化诊断的频次提高，促进了中国体外诊断试剂的发展。 并且，伴随着体外诊断试剂产

品种类的不断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体外诊断试剂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从传统的医院检验科逐渐

扩展至第三方医疗诊断机构、体检中心、家庭以及其他基层卫生医疗机构。 不断丰富的应用场景使得不同类别

的体外诊断试剂的需求量得到充分释放，促进了行业的快速发展。

3）宠物体外诊断行业发展状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猫犬为代表的的宠物逐渐成为现代人的重要家

庭成员。在全球，围绕宠物的吃穿用度和生老病死已经形成了一条千亿级的“宠物经济” 产业链。其中，刚性需

求大、消费支出高的宠物医疗更占据了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成为宠物消费中的“大头” 。

宠物医疗作为宠物行业中仅次于宠物食品的第二大细分行业，以提供宠物疾病诊疗和日常保健服务为核

心，针对宠物的外科疾病、内科疾病、皮肤病、传染病及宠物免疫等提供治疗方案。 其中，由某些具有致病性的

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等引起的传染病，由于其发病急、传播快，能够在某种动物或多种动物之间传播的一些疾

病，常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较大威胁。 因此，养好宠物的关键是疾病的防治。 随着宠物主养宠观念的升级和宠

物医疗水平的提升，整个行业在达成准确诊断动物疾病的基础之上，逐步衍生出适用于各种场景的检测技术

平台。

动物体外诊断市场目前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根据艾瑞咨询《中国兽用诊断制品行业研究报告》的

估算，2021年全球兽用（包括禽畜类动物及宠物）体外诊断市场规模约为435亿元，同比增长10.5%。 中国宠物

诊断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2021年中国宠物体外诊断市场规模约为53亿元，预计2025年达到90亿元左右，

年增长率在8-16%之间。 根据《2022中国宠物医疗行业白皮书》2022年我国城镇犬猫数量达1.17亿只，同比增

长8.7%。 并且随着本身基数增加和宠物年长医疗需求上升，国内宠物体外诊断市场有望持续增长。

（2）基本特点

POCT产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①检测时间短：POCT产品大大缩短了从样本采集、检测到结果

报告的检测周期，检测速度远快于检验科设备；②检测空间小：POCT产品属于在被检测对象身边的检测，可实

现现场检测；③检测操作者要求低：POCT操作者可以是非专业检验师，包括被检测对象本人，操作简单，自动

化程度高。 POCT行业作为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行业规模大、进入壁垒高、市场需求稳

健、行业技术更新及产品迭代的速度快等特点。 同时POCT产品供给具有小批量、多品种特征，能够满足不同等

级医疗机构、不同类型医疗场景的多样化需求。

（3）主要技术门槛

体外诊断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多学科高度综合渗透的产业，涉及临床检验学、生物化学、免疫学、生物医

学工程、基因工程、微电子以及机电一体化等众多学科，新进入者很难在短期内掌握各种技术并形成竞争力。

同时，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并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各企业积极向上游核心原料领域发展并寻求各领域

创新技术的使用，具有技术含量高、开发周期长，生产工艺流程复杂、技术难度和革新难度大的特征，从而进一

步提高了技术壁垒。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14年的技术研发和国际市场开拓积淀，在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凭借前瞻性

的行业预判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开发布局了八大系列检测试剂并及时推向市场，取得了销售业绩较快增

长。公司经营业绩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公司技术、品牌、行业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公司现已形成从上游核心生

物原料到诊断试剂、仪器的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是国内少数几家在国际市场能够与跨国体外诊断巨头竞争的

中国企业之一，具备了在国内外市场全方位发展的竞争实力。

3.�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体外诊断行业中分子诊断、POCT快速检测行业快速发力，全行业链布局进程加快，行业模式正

在发生新的变化。

分子诊断技术是应用分子生物学如DNA、RNA和蛋白质等方法，检测患者体内遗传物质结构或表达水平

的变化而做出诊断，主要用于遗传病、传染性疾病、肿瘤等疾病的检测与诊断。 分子诊断技术是体外诊断市场

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对疾病进行早期诊断、预防、定制治疗方案的体外诊断方法。 技术方向

目前主要聚焦于高通量、封闭式以及时效性。 NGS、熔解曲线、等温扩增技术、快速提取、单分子测序及检测、

CRISPR等技术是研究与应用的主要方向。

POCT具备便捷、高效、准确度高等众多优势，且价格相对低，应用场景更广，尤其适用于现场、快速、应急、

家庭自测等领域。 2022年内，欧洲使用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用来替代核酸检测，目前推广到家庭自测，加快了

POCT快速诊断试剂发展进程。

国家政策和行业格局促进医疗器械全产业链布局节奏加快。 上游层面，很多公司积极布局原料行业，通过

自主研发，辅以外部科研单位合作，尽力降低核心原料的外部依赖；中游层面，引入精细化管理，强化生产自动

化、智能化，同时多技术平台同步发展；下游层面，积极推进销售端，进一步适应国家医疗政策，布局应用端。 体

外诊断试剂中，上游原材料、中游高端诊断市场、下游大型医院市场都是国外巨头主导，国产化进程低，尤其是

上游原材料受制于人，导致国产企业突破困难重重，只能在中低端市场中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国产替代进程

相对缓慢，但最近几年，随着国家鼓励创新和进口替代政策的不断出台，国产化进程加速。 未来发展中，拥有全

产业链的企业将会更好赢得市场。

体外诊断生产制造公司积极与国际巨头在研发、流通领域强强联手，积极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协同发展，

一方面基于已有的产品线，布局独立检验实验室，进入第三方检测领域；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机遇，推

进以“精准化、自动化、云端化” 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即时检测” 。

(2)�未来发展趋势

从技术角度来看，目前IVD行业正在兴起的颠覆性创新技术主要包括三代测序技术、单分子免疫检测、数

字 PCR、流式液相芯片、微流控技术、光激发光化学发光技术、质谱检测技术7类。

从体外诊断类型来看，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向着“简单、便捷、个人健康管理” 的方向发展，即

POCT方向；另一种是向着更“高、精、集成” 的方向发展，即分子诊断和液态生物芯片方向。 未来，POCT、分子

诊断和液态生物芯片等领域将是体外诊断行业发展的重心，也将是未来市场竞争的主要领域。

在应用场景上，多元化的需求场景推动体外诊断产业向向自动化、小型化、系列化、专科化四大方向发展。

以“中心化、自动化、智能化” 诊断需求为主的等级医院及分级诊疗下的区域医疗中心核心检验项目，以“小型

化” 诊断需求为主的基层医疗机构（乡镇社区医院为主）、急诊科、危重病科核心检验项目，以“系列化、专科

化、特殊化” 诊断需求为主的专科外包检验项目，都将促进体外诊断产业向自动化、小型化、系列化、专科化方

向发展，从而促进体外诊断产品的终端需求。

国产替代将成体外诊断领域主旋律。 经过多年发展，国内体外诊断公司已在诸多细分领域实现技术突破，

正逐步向高端生化仪器、高端化学发光仪器、全实验室自动化流水线等高壁垒领域发力。 并且随着集采政策的

持续推进，国际巨头的国内市场份额将持续下滑，国产化替代将成未来发展主旋律。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6,941,682,206.33 3,280,443,711.10 111.61 1,100,910,96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21,936,037.32 2,606,497,476.20 108.02 811,690,971.79

营业收入 6,165,884,330.92 1,589,279,102.40 287.97 1,199,766,02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4,673,309.82 738,526,270.09 312.26 648,992,19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83,538,365.20 726,941,913.18 310.42 645,181,72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3,278,071.62 675,939,933.45 453.79 602,200,646.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31 58.16 增加18.15个百分点 133.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3.54 10.55 217.91 9.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3.54 10.55 217.91 9.5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5.34 4.43 增加0.91个百分点 4.87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474,543,757.08 455,422,561.88 196,648,169.86 39,269,84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81,700,014.97 195,809,369.98 254,666,293.91 -87,502,36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84,463,498.22 170,154,338.64 248,696,376.94 -119,540,80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1,925,330.95 299,704,191.43 4,080,190.61 -192,431,641.3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

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6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3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杭州艾旭控股有限公司 7,911,264 24,393,064 26.87 24,393,064 24,393,064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凌世生 7,396,800 22,806,800 25.12 22,806,800 22,806,8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马华祥 3,422,400 10,552,400 11.62 10,552,400 10,552,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丽水创圣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原杭

州创圣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760,000 8,510,000 9.37 8,510,000 8,510,000 无 0 其他

姜学英 589,536 1,817,736 2.00 1,817,736 1,817,73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59,801 264,537 0.29 264,537 907,737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阳波 192,851 192,851 0.21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82,609 183,609 0.20 0 0 无 0 国有法人

陈伟平 176,552 176,552 0.19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成都勤学善思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168,816 168,816 0.19 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凌世生、姜学英为夫妻关系。 凌世生直接持有公司25.12%股份，姜学英直接持有公

司2.00%股份；两人通过艾旭控股持有公司26.87%股份，通过丽水创圣持有公司5.80%

股份，合计持有公司59.79%的股份。 2、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的关联关

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6,588.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7.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304,467.3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2.2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298,353.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0.4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694,168.22万元，较上年末同比增

长111.61%；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542,193.60万元，较上年末同比增长108.02%。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

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075 证券简称：安旭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7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安旭生物”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4月1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3年4月2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凌世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2022年年度报告》

及《安旭生物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2022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2022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将在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2022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关于续聘2023年

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关于2022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安旭生物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衍生品业务

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关于2022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重大信息内部报告

制度》。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控股子公司管理制

度》。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2023年第一季度

报告》。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关于召开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88075 证券简称：安旭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8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安旭生物”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4月1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23年4月2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张炯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要求，我们在全面审阅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后，发

表意见如下：

1、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2022年年度报

告包含的信息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2、我们保证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旭生物2022年年度报告》

及《安旭生物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121,477,537.33 -9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31,559.77 -9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59,409.24 -99.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997,845.24 -103.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9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9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减少57.10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23,771,592.09 -95.7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9.57% 增加9.4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变动幅

度(%)

总资产 6,943,063,580.71 6,941,682,206.33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494,966,329.24 5,421,936,037.32 1.35%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2,217.5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10,457,547.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39,858,051.7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89.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7,495,300.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19.19

合计 42,472,150.53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

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97.78

全球性呼吸道传染病改善，市场以常规产品销售为主，美金贬

值外销收入换算成本位币减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10

营收规模下降，竞争加剧产品毛利率，美金贬值汇兑损失，致

使净利润下跌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69

营收规模下降，竞争加剧产品毛利率，致使扣除非经后净利润

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30

营收规模下降，2022年奖金等在1季度兑现， 导致经营现流降

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98.10

营收规模下降，竞争加剧毛利率下降，美金贬值，汇兑损失，带

来的净利润大幅下降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98.10

营收规模下降，竞争加剧毛利率下降，美金贬值，汇兑损失，带

来的净利润大幅下降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减少57.10个百分点

营收规模下降，竞争加剧毛利率下降，美金贬值，汇兑损失，带

来的净利润大幅下降

研发投入合计 -95.72 研发方向调整，研发投入下降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增加9.43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研发投入比例增加

二、 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8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艾旭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393,064 26.87 24,393,064 24,393,064 无 0

凌世生 境内自然人 22,806,800 25.12 22,806,800 22,806,800 无 0

马华祥 境内自然人 10,552,400 11.62 10,552,400 10,552,400 无 0

丽水创圣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10,000 9.37 8,510,000 8,510,000 无 0

姜学英 境内自然人 1,817,736 2.00 1,817,736 1,817,736 无 0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1,637 0.88 801,637 907,737 无 0

成都勤学善思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9,224 0.53 0 0 无 0

阳波 境内自然人 192,851 0.21 0 0 无 0

陈伟平 境内自然人 176,552 0.19 0 0 无 0

张彬 境内自然人 161,319 0.18 0 0 无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成都勤学善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79,224 人民币普通股 479,224

阳波 192,851 人民币普通股 192,851

陈伟平 176,552 人民币普通股 176,552

张彬 161,319 人民币普通股 161,319

周亚玲 127,920 人民币普通股 127,920

许道意 1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000

张政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肖桂香 90,922 人民币普通股 90,922

陈志忠 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84,700

姚永达 82,529 人民币普通股 82,5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凌世生、姜学英为夫妻关系。 凌世生直接持有公司25.12%股份，姜学英直接持有公司2.00%股份；两人通过艾旭控股持有

公司26.87%股份，通过创圣投资持有公司5.80%股份，合计持有公司59.79%的股份。

2、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1、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战略配售认购公司首发股份613,336股。 2022年7月4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以总股本6133.34万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3.8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8股。分派后，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907,737股。 报告期内，根据《科创板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通过

转融通方式出借所持限售股份106,100股，截至本报告期末其持有的限售股份数余额为801,637股。

2、上述股东中，阳波、张彬、张政、肖桂香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分别持有公司股票192,851股、161,319股、100,000

股、90,922股。陈伟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6,552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00,000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票176,552股。周亚玲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3,96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13,

96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27,920股。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

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3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94,553,089.82 2,138,160,353.8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745,106,306.71 1,405,975,108.31

衍生金融资产 8,508,904.60 4,491,654.34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58,888,644.62 240,293,048.6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89,619,812.67 99,794,108.6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3,522,240.30 24,687,845.6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29,620,279.64 197,296,120.08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808,814,741.75 2,095,408,384.90

流动资产合计 6,248,634,020.11 6,206,106,624.2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33,395,633.39 339,937,052.68

在建工程 102,617,446.10 91,421,013.5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42,162,352.86 44,809,541.95

无形资产 41,418,631.55 41,586,011.0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2,052,477.35 30,844,149.5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2,780,370.35 145,301,308.8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49.00 41,676,504.38

非流动资产合计 694,429,560.60 735,575,582.05

资产总计 6,943,063,580.71 6,941,682,206.3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 2,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14,422,762.25 14,422,762.25

应付票据 94,725,577.87 165,446,918.70

应付账款 956,849,530.95 868,209,160.64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49,638,482.54 32,248,087.6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1,784,413.96 82,944,676.37

应交税费 119,238,522.32 155,928,231.49

其他应付款 34,183,068.02 26,831,742.7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262,316.40 10,262,316.4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93,104,674.32 1,358,293,896.23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31,847,685.39 34,262,737.15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66,999,714.07 67,905,497.71

递延收益 4,439,826.92 4,439,826.92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323,221.11 58,008,906.16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8,610,447.49 164,616,967.94

负债合计 1,451,715,121.80 1,522,910,864.1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90,773,432.00 90,773,43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86,643,097.27 1,086,643,097.2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8,357,524.90 8,024,207.74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6,136,497.32 46,136,497.3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263,055,777.75 4,190,358,802.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494,966,329.24 5,421,936,037.32

少数股东权益 -3,617,870.34 -3,164,695.1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491,348,458.90 5,418,771,342.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6,943,063,580.71 6,941,682,206.33

公司负责人：凌世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敏 会计机构负责人：康敏

合并利润表

2023年1—3月

编制单位：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第一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121,477,537.33 5,474,543,757.08

其中：营业收入 121,477,537.33 5,474,543,757.0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15,414,863.11 2,329,561,768.93

其中：营业成本 58,923,150.14 1,207,182,125.7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835,445.82 27,056,412.10

销售费用 8,619,306.77 508,541,363.64

管理费用 11,252,579.40 27,278,847.38

研发费用 23,771,592.09 555,198,928.03

财务费用 10,012,788.90 4,304,092.02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10,457,547.1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2,938,603.12 137,10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80,551.38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5,286,000.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52,217.5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6,026,055.47 3,119,833,088.15

加：营业外收入 8,860.98 70,535.10

减：营业外支出 3,571.97 3,581,079.4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6,031,344.48 3,116,322,543.83

减：所得税费用 5,652,959.89 434,622,528.8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0,378,384.59 2,681,700,014.97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0,378,384.59 2,681,700,014.97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0,831,559.77 2,681,700,014.97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453,175.18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357,524.90 2,589,324.05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357,524.90 2,589,324.05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8,357,524.90 2,589,324.05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8,357,524.90 2,589,324.05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58,735,909.49 2,684,289,339.0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9,189,084.67 2,684,289,339.02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53,175.1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29.5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29.54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

公司负责人：凌世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敏 会计机构负责人：康敏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3年1—3月

编制单位：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第一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74,521,611.39 4,765,819,053.31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4,525.07 4,075,283.95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546,567.69 94,779,843.8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192,636.02 2,430,353.4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6,265,340.17 4,867,104,534.5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7,160,824.30 1,097,343,156.11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54.80 546,726.37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3,131,517.57 36,206,041.15

支付的各项税费 67,724,456.84 55,561,670.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8,246,231.90 45,521,609.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6,263,185.41 1,235,179,20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997,845.24 3,631,925,330.9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391,667,276.53 238,101,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9,980,481.64 1,543,696.5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45.0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41,647,758.17 239,645,141.5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87,212,733.19 280,832,265.06

投资支付的现金 4,473,941,460.62 3,716,004,6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211,853.4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661,154,193.81 4,002,048,718.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9,506,435.64 -3,762,403,576.9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874.39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874.3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6,380.5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8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380.55 2,48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06.16 -2,48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119,102.21 -6,616,901.1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43,634,889.25 -139,575,147.1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38,160,443.62 2,047,209,377.5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4,525,554.37 1,907,634,230.41

公司负责人：凌世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敏 会计机构负责人：康敏

2023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下转B98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