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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疫苗是含有免疫原性物质，能够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主动和保护性宿主免疫，能够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一类异源

性药学产品。中国的疫苗发展晚于国际疫苗，疫苗研制获批时间都相对晚于国际的相同疫苗。中国疫苗技术的发

展与种类的扩大跟随国际的步伐不断更新，技术从第一代发展至第三代疫苗，种类也在不断增多，HPV等新型疫

苗也在国内获批。

行业定义[1]

疫苗是含有免疫原性物质，能够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主动和保护性宿主免疫，能够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一类

异源性药学产品。其是一种生物制剂，可通过诱导针对相应病原体的免疫反应激发对特定疾病的获得性免疫，可

有效降低众多传染病的全球或区域流行率。疫苗可用细菌、病毒、肿瘤细胞及代谢产物等制成的可使机体产生特

异性免疫。

[1] 1：http://cdcp.gd.gov… 2：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行业分类[2]

按国家分类，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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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疫苗行业分类

人用疫苗分
类

一类疫苗（免
疫规划疫苗）

政府免费提供并且公民须接种，包括13种疫苗，涵盖
15种疾病。并且一类疫苗价格较低，包括乙肝疫苗、
卡介苗、脊灰减毒疫苗、百白破疫苗等。

二类疫苗（非
免疫规划疫

苗）

公民自愿接种且费用自行承担，种类多样，覆盖多种疾
病。除一类疫苗外的如HPV疫苗、流感疫苗、狂犬疫
苗等。

[2] 1：http://cdcp.gd.gov… 2：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行业特征[3]

人用疫苗行业的特征包括人用疫苗行业采用多元化的商业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并推动疫苗产业

的创新发展；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国产疫苗有望逐步开拓国际市场，成为面向全球的公共卫生产品；通过

持续的科研创新、质量提升和国际合作，中国疫苗企业收获国际认可。

1
人用疫苗行业采用多元化的商业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并推动疫苗产业的创新发

展

2019年，NMPA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生产企业在准入招标后，疫苗的采购由县区

级疾控中心通过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下单。生产企业根据订单将产品直接销售给区县级疾控中心。同

时，生产企业负责物流运输，或委托冷链和运输资质合格的企业配送。高度严格的监管确保了疫苗接种的

安全有效性，但在市场需求变化时，单一的流通方式可能不够灵活。因此，部分企业发展了多元化商业模

式。在实际操作中，通过不断丰富疫苗接种网络，提高了疫苗接种能力，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有益补

充。此外，通过互联网平台，企业能够接触更广泛的客户，开展“疫苗团购”等新型商业模式，减少信息

差，扩大服务范围，降低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新型商业模式作为现行规定的补充，促进了供需双方之间

的信息传递，推动了中国疫苗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2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国产疫苗有望逐步开拓国际市场，成为面向全球的公共卫生产品

为了应对当今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免疫资源分配不均，WHO制定了2030年免疫议程(IA2030)，旨在促进

疫苗免疫在全球的覆盖。与此同时，众多优秀的中国本土企业开始进行海外临床试验，以实现“疫苗出



海”，在尚未满足市场进行销售或加入GAVI组织采购计划。从疫苗出口情况看，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

2020年之前，中国人用疫苗出口金额每年不到10亿人民币；2020年之后受益于新冠疫苗增量，中国人用

疫苗出口金额及出口量增速显著，2020年中国出口疫苗金额总计约18.8亿人民币，2021年约1,010.4亿人

民币，2022年约64.5亿人民币，2020-2022年复合增长率约50.7%。

3 通过持续的科研创新、质量提升和国际合作，中国疫苗企业收获国际认可

2011年，中国疫苗监管体系经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评估，获得了高分通过。2014年，在更为严格的

评估标准下，中国再次通过了WHO的评估，显示中国的疫苗监管体系达到了国际标准，并且具备不断提升

监管水平的能力。随后，中国在2017年正式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协调委员会(ICH)的监管成员，提升

了中国在国际疫苗监管领域的声誉和地位。于2022年8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通过了疫苗国家监

管体系(NRA)的评估，确保在中国生产、进口或流通的疫苗质量可控、安全、有效，为中国疫苗出口全球

进一步增强实力基础。

[3] 1：华安证券，西南证券

发展历程[4]

中国的疫苗发展晚于国际疫苗，疫苗研制获批时间都相对晚于国际的相同疫苗。中国疫苗技术的发展与种类

的扩大跟随国际的步伐不断更新，技术从第一代发展至第三代疫苗，种类也在不断增多，HPV等新型疫苗也在国

内获批。

萌芽期 1900~1980

人用疫苗的发展始于接种天花病原的实践，逐步演变为使用经处理的病原体来开发减毒或灭活疫苗。

这一时期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的研究奠定了现代疫苗学的基础。德国和英国的科学家也在这个时

期分别研制出了灭活伤寒疫苗，分别由Preiffer和Kolle以及Wright于1896年和1897年成功开发。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科学家们通过实验室和初步的临床研究探索疫苗原理并成功应用于小规模人群。技

术尚处在初级阶段，但其对公共卫生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贡献者包括巴斯德等人，通过实验确定了

使用处理过的病原体可以作为预防手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启动期 1980~

在这个时期，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领域的突破推动了疫苗技术的第二次革命。标志性事件包括乙肝

疫苗的开发，此款疫苗基于基因重组技术和蛋白质化学技术，标志着新一代疫苗产品形态的形成。随



后，DNA疫苗的开发进一步被提上议程，这被认为是“第3次疫苗革命”的开始。

与萌芽期相比，启动期见证了从实验室到市场广泛应用的转型。技术性突破改变了传统制药方法和生

产过程，标准化和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此阶段逐渐形成了一个初步并迅速发展中的市场。

高速发展期 1990~

21世纪初全球医药行业进入了一个崭新而充满挑战的新时代，尤其是与全球健康安全紧密相关的人用

疫苗产业。2020年8月14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新冠预防用疫苗研发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等五

项指导原则，提供技术标准和指导。此外，中国科兴和国药两款新冠肺炎预防用灭活疫苗分别在

2021年5月7日及6月1日获得WHO紧急使用授权。

这一时期内各类国际公共危机以及相应全球协作倡议显著增加人用疫苗产品类型与接种覆盖率。技术

创新加速并促使了该行业进入一个响应迅速、创新驱动的快速增长模式。国际合作对制约因素进行优

化，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保障全球公共健康安全。

[4] 1：CNKI

产业链分析

中国拥有几乎完整的疫苗产业链，包括上游的试剂、药物载体以及mRNA疫苗制造所需原材料等，而中游疫

苗企业涵盖几乎所有热门疫苗管线，下游则是包括冷链运输、政府需求与消费者需求。[7]

人用疫苗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7]

上游原材料供应稳定，培养基技术迭代升级为中游疫苗研发提供稳定供给。

人血清白蛋白为生产病毒疫苗的主要原材料，批签发总量稳步上升，2023年1-11月，人血清白蛋白签发批次为

4,107次，其中进口产品2,702批次，占比66%，国产产品1,405批次，占比34%。对比2022年同期签发批次为

3,924次，同比增长5%。培养基直接影响产物的高效表达和质量属性，进而影响疫苗的生产效率和成本。在疫苗

领域中，无血清培养基正逐步替代含血清/低血清培养基，该类培养基生产技术难度处于中等水平，技术难度成

熟，生产工艺模式化，定制化生产的无血清培养基价格则较高，进口均价在200-300元/升，国产均价在100元/

升。

疫苗签发量随产品不同增速有所区别，但肺炎球菌多糖疫苗保持较高增速。

2024年上半年，肺炎球菌多糖疫苗批签发合计71批次，同比增加102.86%，其中Pfizer13价肺炎结合苗13批

次，康泰23价肺炎疫苗11批次，沃森23价肺炎疫苗3批次，成都所23价肺炎疫苗10批次，科兴控股23价肺炎疫

苗2批次，智飞23价肺炎疫苗6批次。

[13]



产业链上游

原材料供应商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产业链中游

疫苗生产厂商

政策利好行业发展，各地方政府对于疫苗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提升疫苗可及性。

以流感疫苗来看，《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建议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等高危人群主动接

种流感疫苗，鼓励有条件地区为60岁及以上户籍老人、托幼机构幼儿、在校中小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免费接

种流感疫苗，保障流感疫苗供应等。[7]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人血清白蛋白为生产病毒疫苗的主要原材料，批签发总量稳步上升，原材料供应稳定。

根据中检所数据显示，2023年1-11月，人血清白蛋白签发批次为4,107次，其中进口产品2,702批

次，占比66%，国产产品1,405批次，占比34%。对比2022年同期签发批次为3,924次，同比增长

5%；其中进口产品2,504批次，国产产品1,420批次。从企业口径来看，2023年共有25家血制品企

业的人血清白蛋白获批签发，国产签发批次前三分别为天坛生物、泰邦生物和上海莱士。批签发数量

稳步上升，为中游疫苗产品制备提供稳定原材料来源。

培养基技术难度升级，为中游疫苗生产降本增效提供有利条件。

培养基直接影响产物的高效表达和质量属性，进而影响疫苗的生产效率和成本。在疫苗领域中，无血

清培养基正逐步替代含血清/低血清培养基，该类培养基生产技术难度处于中等水平，技术难度成

熟，生产工艺模式化。根据奥浦迈公司公告，2022年中国细胞培养基市场规模超30亿元，其中无血

清细胞培养基占比超70%。国产无血清均价在50-60元/升，而需定制化生产的无血清培养基价格则

较高，进口均价在200-300元/升，国产均价在100元/升。培养基技术的迭代升级将助推中游企业控

制成本并提高效率。

中

品牌端

中游厂商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产业链下游

卫生健康部门及接种对象等应用终端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产业链中游说明

2024年上半年，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狂犬疫苗保持较高增速。

2024年上半年，肺炎球菌多糖疫苗批签发合计71批次，同比增加102.86%，其中Pfizer13价肺炎结

合苗13批次，康泰23价肺炎疫苗11批次，沃森23价肺炎疫苗3批次，成都所23价肺炎疫苗10批次，

科兴控股23价肺炎疫苗2批次，智飞23价肺炎疫苗6批次。狂犬疫苗批签发合计334批次，同比增长

34.14%，其中成大冻干狂犬(Vero)疫苗103批次，长春所冻干狂犬(Vero)疫苗43批次，重庆亦度冻干

狂犬(Vero)疫苗33批次，长春卓谊冻干狂犬(Vero)疫苗57批次，康华冻干狂犬(人二倍体)疫苗21批

次。

国产重磅产品陆续上市，疫苗市场向国产化倾斜。

由于人口众多且经济稳定发展，中国位居全球第二大疫苗市场。在创新疫苗科技型不断提高、政府政

策利好、疫苗技术创新及疫苗接种意识不断增强的推动下，中国疫苗市场正逐步向国产化转换。中国

按产量计的十大产品与全球疫苗市场的长效产品基本一致，其2022年中国十大疫苗产品中，减活疫苗

占比最高，有4种，其次为重组蛋白疫苗（3种），结合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均为2种。随着国产重磅产

品，如沃森、康泰13价肺炎疫苗、万泰二价HPV疫苗等产品的陆续上市，国产疫苗的渗透率有望逐

步上升，国产化进程有望加速。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产业链下游说明

从疫苗接种价格方面来看，一类疫苗及二类疫苗价格差异较大。

以乙肝疫苗为例，一类乙肝疫苗的规格主要为10ug/支，一类乙肝疫苗作为免疫规划疫苗的一种，下

游销售渠道为政府采购，定价约为6元/支；二类疫苗的规格以20ug/支为主，产品定价在90-120元

间。由于二类疫苗为非免疫规划疫苗，因此需要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到当地的医院、卫生所等地区

进行购买与注射。



政策利好行业发展，各地方政府对于疫苗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提升疫苗可及性。

以流感疫苗来看，《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建议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等高危

人群主动接种流感疫苗，鼓励有条件地区为60岁及以上户籍老人、托幼机构幼儿、在校中小学生和中

等专业学校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保障流感疫苗供应等；部分地区也颁布了政策鼓励流感疫苗的接

种，如在2022年中央转移支付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流感疫苗采购项目中，北京市政府采购200余万支

流感疫苗；中山市2023年发布《中山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5] 1：https://www.nifdc.… 2：中检所

[6] 1：华安生物

[7] 1：https://www.gov.c… 2：国家政府网

[8] 1：https://www.nifdc.… 2：中检所

[9] 1：奥浦迈

[10] 1：华安证券

[11] 1：康乐卫士

[12] 1：https://xyy.bnu.ed… 2：北京师范大学

[13] 1：https://www.gov.c… 2：国家政府网

行业规模

2019年—2023年，人用疫苗行业市场规模由535.47亿人民币元增长至1,511.71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

长率29.62%。预计2024年—2028年，人用疫苗行业市场规模由1,784.48亿人民币元增长至3,031.12亿人民币

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14.16%。[17]

人用疫苗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17]

政策利好行业发展，推动行业快速扩容。

以流感疫苗来看，《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建议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等高危人群主动接

种流感疫苗，鼓励有条件地区为60岁及以上户籍老人、托幼机构幼儿、在校中小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免费接

种流感疫苗，保障流感疫苗供应等；部分地区也颁布了政策鼓励流感疫苗的接种，如在2022年北京市政府采购

200余万支流感疫苗；中山市2023年发布《中山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采购项目招标公告》。在

政策的支持鼓励下，提升疫苗接种率，推动行业扩容



人用疫苗行业规模

人用疫苗行业规模

培养基技术难度升级，为中游疫苗生产降本增效提供有利条件，推动行业升级。

在疫苗领域中，无血清培养基正逐步替代含血清/低血清培养基，该类培养基生产技术难度处于中等水平，技术

难度成熟，生产工艺模式化。根据奥浦迈公司公告，2022年中国细胞培养基市场规模超30亿元，其中无血清细

胞培养基占比超70%。国产无血清均价在50-60元/升，而需定制化生产的无血清培养基价格则较高，进口均价

在200-300元/升，国产均价在100元/升。培养基技术的迭代升级将助推中游企业控制成本并提高效率。[17]

人用疫苗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17]

新型疫苗的获批上市或将推动市场进一步扩容。

在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疫苗研发能力不断增强，新型疫苗产值占比逐年提升。2024年上半年，肺炎球菌多糖疫

苗、狂犬疫苗保持较高增速。Pfizer PCV13同比增长333.3%，智飞HIB同比增长200.0%，康希诺ACYW135群

流脑结合疫苗(CRM197载体)同比增长250.0%，智飞AC多糖疫苗同比增长366.7%。例如，国产DTaP-Hib四联

苗、EV71疫苗、2价HPV疫苗、13价肺炎结合疫苗、4价流感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等重磅疫苗获批上市，这些新

型疫苗的出现推动了疫苗市场的快速扩容。

未来，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国产疫苗有望逐步开拓国际市场。

为了应对当今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免疫资源分配不均，WHO制定了2030年免疫议程(IA2030)，旨在促进疫苗免

疫在全球的覆盖。众多优秀的中国本土企业开始进行海外临床试验，以实现“疫苗出海”，在尚未满足市场进行

销售或加入GAVI组织采购计划。从疫苗出口情况看，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20年之前，中国人用疫苗出口金

额每年不到10亿人民币；2020年之后受益于新冠疫苗增量，中国人用疫苗出口金额及出口量增速显著，2020年

中国出口疫苗金额总计约18.8亿人民币，2021年约1,010.4亿人民币，2022年约64.5亿人民币，2020-2022年

复合增长率约50.7%。[17]



数据来源：智飞生物，沃森生物

[14] 1：https://www.gov.c… 2：国家政府网

[15] 1：奥浦迈

[16] 1：西南证券，华安证券

[17] 1：西南证券，华安证券

政策梳理[18]

政策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

版）》

颁布主体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

生效日期

2023-11

影响

8

政策内容

规范明确，疾控机构、接种单位应建立疫苗定期检查制度；应每月对本单位疫苗进行检查并记录，内容包

括疫苗的数量、来源、包装、储存温度和有效期等；应如实记录处置情况，记录内容包括疫苗名称、数

量、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批号、处置方式等，处置记录应保存至疫苗有效期满后不少于5年备查。

政策解读
新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从组织机构及职责、疫苗使用管理、预防接种实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和

处置、接种率监测等方面对中国预防接种工作提出规范化要求。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2-05

影响

8

政策内容
强化疫苗预防接种，加强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监测。稳妥有序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加强全流程管

理，确保接种安全，逐步提高人群接种率。做好流感疫苗供应保障，推动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

政策解读
强化疫苗预防接种，根据需要适时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加强免疫规划冷链系统管理，提升追溯能

力。加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力度。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

《“十四五”国家药品安全及促进

高质量发展规划》

颁布主体

药监局

生效日期

2021-12

影响

7

政策内容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疫苗国家监管体系评估。积极推进疫苗生产企业所在省级药品检验机构具备辖区内生产

疫苗主要品种批签发能力。完善多联多价疫苗评价技术体系，鼓励发展多联多价疫苗，全方位提升复杂情

况下对新佐剂疫苗、新技术疫苗或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急需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

综合评价能力水平

政策解读

到“十四五”期末，药品监管能力整体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药品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药品

质量和安全更加满意、更加放心。疫苗监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规划》提出了实施药品安全全过程监

管、支持产业升级发展、完善药品安全治理体系、持续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严格疫苗监管等10方面主

要任务。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2020修订）》

颁布主体

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生效日期

2020-04

影响

5

政策内容
《规范》细化明确参与方责任、强化受试者保护、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优化安全性信息报告、规范新技术

的应用、参考国际临床监管经验及体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医疗管理的要求。

政策解读

随着中国药品研发的快速发展和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规范》中一些规定内容已经不再适用，

药物临床试验领域新概念的产生和新技术的应用尚未纳入；近年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中发现的如申办

者、研究者、伦理委员会等各方的责任理解不清晰，试验操作不够规范，对于受试者的权益、安全保障不

足，需要在《规范》中明确和细化要求；《规范》与ICH GCP指导原则在体例上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对

《规范》做出相应的修改和增补，以适应药品监管工作的需要。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颁布主体

政策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

管理法》颁布主体：

生效日期

2019-12

影响

5



政策内容 加强疫苗管理，保证疫苗质量和供应，规范预防接种，促进疫苗行业发展，保障公众健康，维护公共卫生

安全；国家支持疫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疫苗研制和创新，将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的疫苗研制、生

产和储备纳入国家战略。国家制定疫苗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支持疫苗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鼓励疫

苗生产规模化集约化。

政策解读
《疫苗管理法》的提出，为了加强疫苗管理，保证疫苗质量和供应，规范预防接种，促进疫苗行业发展，

保障公众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18] 1：https://www.gov.c… 2：https://www.nmpa… 3：https://www.gov.c… 4：https://www.gov.c…

5：国家政府网

竞争格局

人用疫苗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公司有智飞生物等；第二梯队公司为万泰生物、沃森生物等；第

三梯队有瑞科生物、康希诺生物等。[22]

人用疫苗行业竞争格局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原因：[22]

随着国产重磅疫苗的获批上市，疫苗市场向国产化倾斜。

在创新疫苗科技型不断提高、政府政策利好、疫苗技术创新及疫苗接种意识不断增强的推动下，中国疫苗市场正

逐步向国产化转换。中国按产量计的2022年中国十大疫苗产品中，减活疫苗占比最高，有4种，其次为重组蛋白

疫苗（3种），结合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均为2种。随着国产重磅产品，如沃森、康泰13价肺炎疫苗、万泰二价

HPV疫苗等产品的陆续上市，国产疫苗的渗透率有望逐步上升，国产化进程有望加速。

全球疫苗市场由四家跨国制药公司主导，大单品效应显著。

从疫苗类型来看，在2022年全球十大畅销疫苗产品中，重组蛋白疫苗占比最高，高达五种；其余为减活疫苗（3

种）、减毒活疫苗（2种）、结合疫苗（2种）和亚单位疫苗（1种）。从企业来看，上榜企业均为大型药企，默

沙东和葛兰素史克数量最大，分别有3款疫苗产品上榜；其次为赛诺菲（2款），辉瑞和Innovax均有1款疫苗产

品上榜。全球疫苗企业中，CR5非新冠大单品市占率超5成，市场呈现四寡头垄断格局。[22]

人用疫苗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22]

未来，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国产疫苗有望逐步开拓国际市场，成为面向全球的公共卫生产品。

为了应对当今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免疫资源分配不均，WHO制定了2030年免疫议程(IA2030)，旨在促进疫苗免

疫在全球的覆盖。同时，众多优秀的中国本土企业开始进行海外临床试验，以实现“疫苗出海”，在尚未满足市

场进行销售或加入GAVI组织采购计划。从疫苗出口情况看，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20年之前，中国人用疫苗



出口金额每年不到10亿人民币；2020年之后受益于新冠疫苗增量，中国人用疫苗出口金额及出口量增速显著，

2020年中国出口疫苗金额总计约18.8亿人民币，2021年约1,010.4亿人民币，2022年约64.5亿人民币，2020-

2022年复合增长率约50.7%。

未来，mRNA技术以其独特优势将成为疫苗发展的重点方向。

mRNA疫苗市场已是一片火热，国内沃森生物、康希诺、斯微生物等一众企业纷纷涌入。其中，艾博生物与沃森

生物联手，共同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ARCoVax），在2020年6月正式通过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

准，成为国内首个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mRNA疫苗。未来，国内mRNA企业需加速转型，从产能布局转向研发

创新，拓宽产品线，将mRNA技术沉淀为长期能力，布局带状疱疹mRNA疫苗等，探索基于mRNA技术的癌症

疫苗以及与PD-1/PD-L1抑制剂联用治疗多种实体瘤患者的效果。[22]

[25]

上市公司速览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300122)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3392)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2179)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00142)

799.0亿 392.7亿元 41.15 28.27 1.0千亿 49.7亿元 -42.56 88.09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300601)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06185)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88670)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301207)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300841)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688276)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118.8亿 5992.9万 -23.7500 - 235.4亿 31.6亿元 -14.79 85.71

218.6亿 24.6亿元 -3.92 86.05 48.0亿 2.9亿 1,253.5995 65.57

16.1亿 1.2亿元 -45.16 82.88 124.9亿 17.2亿元 10.15 88.41

88.6亿 7.4亿元 16.81 94.54 126.6亿 12.4亿元 43.60 88.83

[19] 1：康乐卫士

[20] 1：康乐卫士

[21] 1：西南证券，华安证券

[22] 1：平安证券

[23] 1：https://www.paten… 2：https://www.paten… 3：https://www.paten… 4：https://www.paten…

5：https://www.paten… 6：https://www.paten… 7：https://www.paten… 8：https://www.paten…

9：https://www.paten… 10：https://www.pate… 11：专利顾如

[24] 1：choice

[25] 1：choice

1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688185】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24744.9899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天津市 行业 医药制造业

法人 Yu Xuefe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81888972M

企业分析[26]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成立时间 2009-01-13

品牌名称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股票类型 科创板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药品零售；药品批发；货物进出…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2024(Q2

13.55 1.03 0.93 1.38 0.21 1.03 0.41 1.36 - -

34.2428 29.8976 36.8823 17.595 10.0357 28.0129 36.8242 43.2606 - -

- 21.0122
1402.354

1
-18.7953 990.0632

17174.81

72
-75.938 -65.4857 - -

- -29.2808
-114.544

2
-13.3865

-152.987

9
582.6542 -147.505 -63.0395 - -

- - 35.374 - 320.2691 7.5383 176.3153 752.281 - -

5.9007 3.8382 2.0981 6.8218 13.2382 3.2466 2.6431 2.0196 - -

-0.1502 -0.21 -0.77 -0.69 -1.4142 8.2845 -7.4825 -3.6703 - -

65.0007 - 90.2458 93.5419 42.3878 69.8471 59.7486 27.3674 - -

22.2747 42.9171 35.8177 37.0812 60.4632 86.0239 69.2508 63.6337 - -

5.9007 3.8235 2.0173 6.6814 12.8218 2.9406 2.4113 1.882 - -

-15.2842 -10.8088 -16.6369 -12.1519 -9.297 20.4818 -8.2659 -18.9288 - -

- - -
1383.994

1

1068.768

3
- - - - -

- - -
-118.336

7

-187.559

9
- - - - -

-25.2 -13.26 -24.93 -12.48 -13.49 27.21 -12.36 -24.67 - -

- -0.44 -0.87 -0.76 -1.72 7.74 -3.68 -6.01 -0.69 -0.91

-32231.8

095

-34434.1

671

-4917.38

28

-6866.16

61

-1593.53

79
44.3539 -93.2497

-550.973

1
- -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竞争优势

康希诺生物拥有全球创新的五大技术平台，包括病毒载体疫苗技术、合成疫苗技术、蛋白结构设计和VLP组装技术、

mRNA技术、制剂及给药技术，掌握多项疫苗核心知识产权及专有技术，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品管线，包括针对预防脑

膜炎、肺炎、百白破、新冠肺炎、埃博拉病毒病、带状疱疹、结核病等 10 余种适应症的多款创新疫苗产品。

竞争优势2

康希诺生物的上市产品包括：获得世卫组织认可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克威莎®、全球首款吸入用

新冠疫苗克威莎®雾优®（5型腺病毒载体）、亚洲首款四价流脑结合疫苗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CRM197载体）曼海欣®、中国首个采用CRM197载体的二价流脑结合疫苗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CRM197载体）美奈喜®和亚洲唯一的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

2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142】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60734.8484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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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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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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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企业总部 昆明市 行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
法人 李云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19480244Y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2001-01-16

品牌名称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生物制剂的研究与开发（不含管理商品）；生物项目的引进、合作与开发；生物技术相关项…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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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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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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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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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沃森生物是一家专业从事人用疫苗且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在以新型疫苗为代表的生物技术

药细分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竞争优势2

公司致力于创新疫苗的研发，现已构建起细菌性疫苗、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4大技术平台。

竞争优势3

目前已获批上市8个疫苗品种（12个品规），另有新冠变异株mRNA疫苗于2023年12月获批纳入紧急使用，已成为国内单

体在自主研发疫苗产品数量和品种布局上最具比较优势的企业。

3 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HK.02179】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48296.3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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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
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
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
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
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
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
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箱：
support@leadleo.com。

企业总部 泰州市 行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

法人 刘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91595642925C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时间 2012-05-18

品牌名称 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港股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查看更多

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竞争优势

瑞科生物是一家以自主研发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创新型疫苗公司。公司始终秉持“创制一流疫苗，守护人类健康”的使

命，通过战略性聚焦重大传染性疾病负担，构建自主知识产权重磅疫苗产品管线组合，以应对远未满足的公共卫生需求。

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竞争优势2

瑞科生物已搭建新型佐剂、蛋白工程和免疫评价三大创新平台。公司是全球少数几家有能力研制及生产全系列新型佐剂的

公司之一。

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竞争优势3

公司三大平台密切协同，能够持续开发性能领先的重磅疫苗品种。在强大创新平台的驱动下，公司已构建包含10余款重磅

品种的高价值创新疫苗管线组合，覆盖宫颈癌、带状疱疹、呼吸道合胞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等重大疾病

领域，产品开发及临床进度国内领先。十年磨剑，厚积薄发，瑞科生物即将进入产品商业化的爆发期。

[26] 1：https://www.recbi… 2：https://www.cansi… 3：企业官网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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