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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

推进生物创新药研发和产业化

●本报记者 宋维东

东北制药副总经理、 首席科学家冯晓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东北制药积极实施“创新药引领、

仿制药跟进” 战略，在巩固传统化学药研发生产优势的同时，启

动实施细胞、单抗等前沿生物创新药研发和产业化落地项目，构

建后发优势，求新求变，实现更大技术突破，推动公司从传统化

学药领军企业向生物药龙头企业转型。

夯实企业发展根基

始建于1946年的东北制药有着 “新中国民族制药工业摇

篮”美誉，创造了新中国制药工业史上一个又一个纪录。 其中，

维生素C、氯霉素、维生素A、盐酸金刚烷胺、黄连素、吡拉西坦、

磷霉素钠、头孢噻肟钠等多个“中国第一” 在东北制药诞生，填

补了国内空白。

“东北制药的发展根基牢固，竞争优势显著。 ” 冯晓说，“上

述药品有效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用药需求， 并奠定了东北

制药的行业地位。 ”

作为我国最早的化学制药基地，东北制药以“一白”（葡萄

糖）、“一黑”（活性炭）开创了新中国化学制药先河。特别是在

维生素C、左卡系列等产品供应方面，东北制药在全球占据重要

地位。 如今，东北制药业务覆盖医药研发、生产、销售全产业链，

形成了显著的“原料+制剂” 一体化优势。

“领先优势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 而是依靠多年来公司持

续充分利用多种资源逐步打造的综合竞争优势。 ” 冯晓表示，公

司将完善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巩固并扩大竞争优势。

2018年，东北制药引入大型民营企业辽宁方大集团作为战

略投资者，探索并成功实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冯晓看来，混

改有效激发了创新动力和活力，为公司发展注入了新生机。东北

制药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长久生命力， 就必须抓住混改

机遇，用更灵活的体制机制招贤纳士，壮大研发队伍，将创新的

“苗子”栽下去，结出更丰硕的创新成果。

近年来，东北制药按照“研发是给将来打基础，是赢得未来

发展的保证” 理念，通过自主研发、联合开发、项目引进等方式

全速推进研发。 公司凭借深厚的产业基础及“原料+制剂” 一体

化优势，在传统优势的化学药领域不断深耕拓展并屡获丰收，产

品结构更加丰富，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

目前，东北制药维生素C、左卡尼汀、磷霉素、黄连素、吡拉

西坦等主要原料药已经远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优势品种为东北制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包括化学药在内的诸多优势品种在有效满足临床需求的同

时，确保了公司的利润水平，奠定了公司的市场地位，也为拓展

生物创新药领域、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保障。 ” 冯晓说。

瞄准生物创新药赛道

东北制药此前公告，拟收购鼎成肽源70%股权。“我们期待

通过资源整合、技术互补，快速切入特异性细胞免疫治疗的技术

研究、 产品开发和临床应用领域， 培育新的业务和盈利增长

点。 ” 冯晓说。

冯晓表示，化学药等赛道愈发拥挤。 公司要充分发挥在资

金、技术、资源和市场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聚焦新赛道实现战略

转型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收购鼎成肽源70%股权，东北制药将直

接获得从早期研发到即将进入临床Ⅰ期的产品管线， 同时可以

获得特异性细胞免疫治疗领域的核心技术和成熟的研发团队，

推动公司快速进入细胞治疗领域。

据悉， 鼎成肽源的专业领域包括特异性细胞免疫治疗技术

研究、产品开发和临床应用，形成了涵盖新靶点发现、序列发现、

序列评价和功能增强等技术平台，同步建立了质粒工艺、病毒工

艺、细胞工艺和质量研究的转化平台。 在设施设备方面，鼎成肽

源建立了设备完善、布局合理的早期研发实验室，能够满足临床

一期的样本供应。

东北制药将生物创新药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瞄准

重大健康需求，通过引进与自研相结合的双创新模式，进一步完

善产品管线。

在冯晓看来，一方面，通过直接收购股权的方式布局新赛

道，可以快速获得完整的产品线，填补业务空白领域。 另一方

面，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能力，进行原创性抗体研发，开发抗

体偶联药物和CAR-T等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形成“创新药引

领、仿制药跟进” 的双创新驱动格局，培育更大竞争优势。

研发与销售互促共进

近年来，东北制药瞄准市场需求，持续推动新产品从实验室

走向生产线，加快上市销售步伐。 目前，公司在研新项目聚焦神

经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及代谢等领域的疾病治疗，持续优化

产品管线布局；同时，补充有临床需求产品的立项研发，加速新

药研发进程，推动更多新药快速上市，打造更多效益增长点。

目前，东北制药拥有维生素类、抗感染类、生殖系统和性激

素类、神经系统类、抗艾滋病类、消化系统类、麻精及含麻系列

类、其他普药类、体外（生物）诊断试剂类等系列精品及化学原

料药、医药中间体。

另外，公司持续拓展生物创新药领域，产业结构愈加完善，

形成了可持续、有竞争力的产品梯队。东北制药新产品研发卓有

成效，不少新项目已进入收获期，市场效益将逐步显现。 冯晓表

示，公司将强化市场动态跟踪，加快推动研发成果落地，抢占更

大市场空间，实现研发与销售互促共进。

中航泰达与包钢集团重修旧好

新模式将夯实合作基础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从免费提供到要价百元一吨，围绕钢

渣结算价格，中航泰达与包钢集团的合作

陷入为期数月的僵局。 近期，该事件迎来

重大转机。 中航泰达公告称，公司参股公

司包钢集团节能环保科技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包钢节能” ）股东大会形成

决议，包钢节能与包钢股份约定的钢渣综

合结算价格为45.89元/吨（不含税），为保

证关联交易钢渣结算价格的合理性，以一

年为一个计算周期，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

双方将启动调价机制重新核算钢渣销售

结算价格。

中航泰达表示，相关方在以往合作分

享利润模式的基础上， 通过友好协商，制

定了新的市场化合作模式，调整了钢渣结

算机制。 新的合作模式有利于夯实相关方

合作基础，有利于推动包钢节能公司可持

续发展，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参股公司由盈转亏

这场风波还要从公司参与混改说起。

2022年， 中航泰达通过增资+股权转

让方式， 购买包钢节能34%的股权。 混改

前， 包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北方稀土持有

包钢节能100%股权；混改后，北方稀土持

有41%股权， 包钢集团旗下另一家上市公

司包钢股份持有5%股权。

在合作中，钢渣结算政策成为双方矛

盾的导火索。中航泰达称，《增资扩股及股

权转让协议》（简称“投资协议” ）中明确

包钢股份及其下属公司应按现行有效政

策继续向包钢节能提供生产经营过程中

产生的高炉渣、转炉渣。《投资协议》签署

时执行的有效钢渣结算政策是无偿向包

钢节能提供钢渣。 “历史上实行‘以渣养

渣’ 的政策。 2016年起包钢执行钢渣免费

供应并折价回售废钢的结算模式，即包钢

股份冶炼中产生的钢渣作为废弃物交由

冶金渣公司加工处理提取废钢，在参考废

钢市场价基础上按不同品类以70%-85%

的折扣销售回包钢股份。 ” 中航泰达相关

人士表示。

今年4月，这一结算政策被推翻。 根据

中航泰达提交给北交所的年报问询函回

复，4月23日，包钢集团计财部单方面下达

定价指令， 要求包钢节能按照100.64元/

吨的价格向包钢股份支付钢渣费用，并要

求包钢节能追溯到2024年1月1日起执行。

结算价格调整，直接影响了包钢节能和中

航泰达的业绩。 调账后，包钢节能2024年

一季度从盈利 4434.54万元转为亏损

147.30万元。 公司作为包钢节能持股34%

的股东， 调账后一季度投资收益减少

1557.83万元。

为此， 中航泰达立即向包钢节能提议

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时发送《关于冶金渣

公司钢渣结算价格的商洽函》， 并多次安

排管理层前往包钢集团积极沟通、 协商解

决方案。

另外， 中航泰达的分红也受到了影

响。今年4月19日，包钢节能召开股东会审

议通过2022年度净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如

下： 过渡期净利润 （经审计）3.56亿元按

100%以分红方式支付给北方稀土。 2022

年4月30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净利

润（经审计）按80%进行现金分红，中航

泰达按实缴出资额所占比例可获现金分

红款3875.57万元。 包钢节能原则上按照

2022年净利润的分配原则、分红比例制定

2023年分红方案。 但直到今年7月2日，中

航泰达尚未收到上述现金分红款项。

形成新的合作模式

为期数月的僵局过后， 事件双方选择

了握手言和。

今年10月22日， 包钢节能召开2024

年第四次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制

定包钢节能环保产业公司与包钢股份钢

渣销售结算机制的议案》。 会议决议：钢

渣综合结算价格为45.89元 /吨 （不含

税），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包钢集团

冶金渣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

“冶金渣公司” ） 供给包钢股份的废钢，

不再执行原有的打折定价方式， 由冶金

渣公司和包钢股份组织团队按照完全市

场化原则进行价格测算，得出双方认可、

合理的各类废钢价格， 并于2024年底前

完成本年度测算定价并结算； 为保证关

联交易钢渣结算价格的合理性， 以一年

为一个计算周期，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双

方将启动调价机制重新核算钢渣销售结

算价格。

对比此前的结算方式， 中航泰达与包

钢方面双双做出了让步。 按新的钢渣结算

机制，包钢股份有偿提供钢渣，冶金渣公司

给包钢股份销售废钢不再打折。 中航泰达

认为， 新的合作模式有利于夯实相关方的

合作基础， 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

稍早前， 双方合作回归正轨已经显露

端倪。 中航泰达9月30日盘后披露，公司当

日收到参股公司包钢节能分红款项

1937.78万元。 东北制药生产现场 本报记者 宋维东 摄

21家公司全年预喜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 发布全年

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多。

截至目前，5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

2024年全年业绩预告，21家公司预喜，

预喜比例约为41.18%。 其中，16家公司

略增，3家公司扭亏，2家公司预增。

具体来看，远东股份、甬金股份、立

讯精密、国电南自、方盛制药等公司预计

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幅居前。

受益于业务拓展顺利及行业复苏，

部分公司预计全年业绩将稳定增长。

立讯精密预计，2024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1.43亿元

至136.91亿元， 同比增长20%至25%。

立讯精密表示， 通过内生和外延的方

式，公司持续拓展业务，进一步深化产

业链的垂直整合，并积极布局新产品、

新技术和新领域。 凭借自主研发的先

进工艺制程优势和精密智能制造能

力，公司实现了跨领域的资源整合，促

进了消费电子、通信、汽车等业务板块

的高效协同，推动公司稳步前行、健康

发展。

1828家公司披露前三季度业绩

超五成净利润增长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0月27日18时，

A股共有1828家上市

公司披露2024年三

季报，超五成公司前

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同比增长。 从行业角

度看， 消费电子、半

导体、软件等行业上

市公司业绩表现亮

眼。 另外，化工、机械

设备、汽车等行业龙

头公司表现不俗。

● 本报记者 董添

部分公司业绩大增

在上述1828家公司中，1065家公司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占比

达到58.26%；932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

比增长，占比达到50.98%。

从净利润增幅看，744家公司前三

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498家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30%；362家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50%；205家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 长盈

精密、长川科技、志特新材等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幅居前。

长盈精密2024年三季报显示，公司

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约120.97亿

元，同比增长23.56%；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5.94亿元， 同比增

长38159.1%。

长川科技2024年三季报显示，公司

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约25.35亿元，

同比增长109.7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57亿元， 同比增长

26858.78%。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长川

科技表示，随着市场回暖，公司销售规模

扩大。

767家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超过1亿

元，243家公司超过5亿元，133家公司超过

10亿元，15家公司超过100亿元。剔除金融

类上市公司后，贵州茅台、中国神华、中国

建筑、宁德时代、中国电信、紫金矿业、中煤

能源等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规模居前。

其中，贵州茅台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1207.76亿元，同比增长16.95%；实现归

母净利润608.28亿元，同比增长15.04%。

多个行业表现不俗

从行业角度看，消费电子、半导体、

软件等行业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亮眼。

从消费电子行业看，“果链” 龙头

立讯精密10月25日晚间披露的2024年

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共实现营

业收入约 1771.77亿元 ， 同比增长

13.6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90.75亿元，同比增长23.06%。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消费电子、通讯

及数据中心、 汽车等领域呈现新趋势、

新亮点。

另外两家“果链” 上市公司，蓝思科

技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462.28亿

元，同比增长36.7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23.71亿元， 同比增长

43.74%。 歌尔股份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696.46亿元，同比下降5.8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45亿元，同比

增长162.88%。

部分化工、机械设备、汽车等行业公

司亦表现不俗。以化工行业为例，七彩化

学、正丹股份、圣达生物、同大股份、华峰

超纤等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均实

现大幅增长。

一些行业出现复苏迹象。 以钢铁

行业为例，近期，宝钢、鞍钢、本钢等大

型钢铁企业公布的2024年11月份产品

价格政策调整信息显示， 其均在10月

份的基础上大幅上调出厂价， 每吨最

高上调600元。对此，业内人士认为，11

月订单较上月有明显改善， 助推价格

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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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家公司披露前三季度业绩 超五成净利润增长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27日18时，A股共有1828家上市公司披露2024年三季报，超五成公司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从行业角度看，消费电子、半导体、软件等行业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亮眼。 另外，化工、机械设备、汽车等行业龙头公司表现不俗。

部分公司业绩大增

在上述1828家公司中，1065家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达到58.26%；932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达到50.98%。

从净利润增幅看，744家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498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30%；362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50%；205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 长盈精密、长川科技、志特新材等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居前。

长盈精密2024年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约120.97亿元，同比增长23.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5.94亿元，同比增长38159.1%。

长川科技2024年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约25.35亿元，同比增长109.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57亿元，同比增长26858.78%。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长川科技表示，随着市场回暖，公司销售规模扩大。

767家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超过1亿元，243家公司超过5亿元，133家公司超过10亿元，15家公司超过100亿元。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后，贵州茅台、中国神华、中国建筑、宁德时代、中国电信、紫金矿业、中煤能源等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规模居前。

其中，贵州茅台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07.76亿元，同比增长16.95%；实现归母净利润608.28亿元，同比增长15.04%。

多个行业表现不俗

从行业角度看，消费电子、半导体、软件等行业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亮眼。

从消费电子行业看，“果链”龙头立讯精密10月25日晚间披露的2024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约1771.77亿元，同比增长13.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90.75亿元，同比增长23.06%。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消费电子、通讯及数据中心、汽车等领域呈现新趋势、新亮点。

另外两家“果链”上市公司，蓝思科技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462.28亿元，同比增长36.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3.71亿元，同比增长43.74%。 歌尔股份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696.46亿元，同比下降5.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45亿元，同比增长162.88%。

部分化工、机械设备、汽车等行业公司亦表现不俗。 以化工行业为例，七彩化学、正丹股份、圣达生物、同大股份、华峰超纤等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均实现大幅增长。

一些行业出现复苏迹象。 以钢铁行业为例，近期，宝钢、鞍钢、本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公布的2024年11月份产品价格政策调整信息显示，其均在10月份的基础上大幅上调出厂价，每吨最高上调600元。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11月订单较上月有明显改善，助推价格回升。

21家公司全年预喜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发布全年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多。

截至目前，5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4年全年业绩预告，21家公司预喜，预喜比例约为41.18%。 其中，16家公司略增，3家公司扭亏，2家公司预增。

具体来看，远东股份、甬金股份、立讯精密、国电南自、方盛制药等公司预计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居前。

受益于业务拓展顺利及行业复苏，部分公司预计全年业绩将稳定增长。

立讯精密预计，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1.43亿元至136.91亿元，同比增长20%至25%。 立讯精密表示，通过内生和外延的方式，公司持续拓展业务，进一步深化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并积极布局新产品、新技术和新领域。 凭借自主研发的先进工艺制程优势和精密智能制造能力，公司实现了跨领域的资源整合，促进了消费电子、通信、汽车等业务板块的高效协同，推动公司稳步前行、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