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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作为苏州泽璟生物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璟制药”、“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开展其

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 2024 年度（以下简称“本报告期”、“持续督导期”）

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

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

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

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泽璟制药签订承销

与保荐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

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4 年度，泽璟制药未发生按有关

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

违法违规情况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

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

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4 年度，泽璟制药未发生违法违

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

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2024 年度，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

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查、

尽职调查等方式，了解泽璟制药经

营管理和业务情况，对泽璟制药开

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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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

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的各项承诺 

2024 年度，保荐机构督导泽璟制药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泽璟制药依照相关

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

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泽璟制药内控制度的

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泽璟制药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

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

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

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泽璟制药严格执行

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

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

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

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泽璟制药的信息披露

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

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

予以纠正 

2024 年度，泽璟制药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

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

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4 年度，泽璟制药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

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

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

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4 年度，泽璟制药不存在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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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

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

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

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

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四）公

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

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4 年度，泽璟制药未发生左侧表

格所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

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现场检查工作计

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

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进行专项

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

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

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

他事项。 

2024 年度，泽璟制药不存在需要专

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公司为采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上市的生物医药行业公司，公司已获批产品和适

应症包括：多纳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癌和进展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

型甲状腺癌、重组人凝血酶用于成人经标准外科止血技术（如缝合、结扎或电凝）控制

出血无效或不可行时促进手术创面渗血或毛细血管和小静脉出血的止血。公司的其他产

品仍处于上市前审评审批阶段或研发阶段，研发支出较大，公司尚不能预计未来实现盈

利或进行利润分配的时点。公司未来亏损净额的多少将取决于公司药品研发项目的数量

及范围、与该等项目有关的成本、获批产品进行商业化生产的成本、公司产生收入的能

力等方面；即使公司未来能够盈利，亦可能无法保持持续盈利。预计公司短期内无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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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分红，将对股东的投资收益造成一定程度不利影响。 

在研药品上市销售前，公司需要完成临床开发、监管审批；新药获批上市后，公司

仍需开展团队建设、持续开展市场拓展等经营活动。公司将在发现新产品、推动在研药

品的临床开发及商业化等诸多方面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因此需要通过其他融资渠道进一

步取得资金。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研发资金仍依赖于外部融资，如经营发展所需开支

超过公司可获得的外部融资，将会对公司的资金状况造成压力。如公司无法在未来一定

期间内取得盈利以取得或维持足够的营运资金，公司将被迫推迟、削减或取消公司的研

发项目或推迟未来的在研药品商业化进度，将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若公司经营活动无法维持现金流，将对公司的产品研发和在研药品商业化进度造成

不利影响，影响或迟滞公司现有在研药品的临床试验开展，可能导致公司放弃具有更大

商业潜力的药品研发，影响公司研发、生产设施的建设及研发设施的更新，不利于公司

在研药品的销售及市场推广等商业活动，可能导致公司无法及时向供应商或合作伙伴履

约，并对公司业务前景、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资金状况面临压力将影响公司员工薪酬的发放和增长，从而影响公司未来人才

引进和现有团队的稳定，可能会阻碍公司研发及商业化目标的实现，并损害公司成功实

施业务战略的能力。 

（二）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公司未来销售收入的产生取决于公司药品研发情况、药品上市获批情况、药品生产、

市场推广及销售等多方面因素。公司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续亏损的情形将导致公司

在资金状况、研发投入等方面无法满足其药品研发、药品上市获批情况、药品生产、市

场推广及销售的需求，进而对公司未来销售收入的取得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其面临

增长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将持续投入研发在研药品，并在药品取得上市批准后持续进

行市场推广，如药品商业化后公司收入未能按计划增长，则可能导致亏损进一步增加。 

公司的营销团队仍在持续建设过程中，随着公司在研药品商业化进程推进以及新增

获批上市销售产品，公司需要组建更加全面及综合的营销团队以进行市场推广、销售服

务支持等市场开拓活动。如公司在营销团队成员的招募、聘用、培训等方面不及预期，

或存在市场营销方面的人才流失，则将对公司的商业化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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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目前在研药品尚未有确定的药品定价信息，后续药品上市后的销售价格对患者

经济负担的影响程度目前尚无法确定，公司药品未来将可能因定价偏高而导致销量不及

预期。在研药品上市后，公司渠道终端的覆盖也会受到医疗产业环境、政府政策、招标

以及医院二次议价的影响。同时，公司在研药品上市后进入医保报销目录的时间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由于在进入医保目录前无法取得医保报销，其商业销售将高度依赖患者自

付，这将影响公司药品的价格竞争力。即使未来进入医保报销目录，政府部门可能会限

制支付部分报销比例，亦将影响到公司药品的销量，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核心竞争力风险 

1、公司无法保证成功识别或筛选到新候选药物和/或适应症，亦无法保证公司在研

药品的后续开发潜力 

公司在研药品筛选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业务的后续发展有赖于根据公司的研究方法

及流程成功识别潜在的候选药物用于治疗目标适应症，以增加及补充公司药品品类或针

对的适应症。公司计划持续研发探索新的在研药品，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技术、财力和

人力资源来开展研究计划，以发现新的候选药物和发掘在研药品目标适应症。公司无法

保证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流程能够成功识别及筛选到新候选药物和/或在研药品目标适

应症，且新候选药物或在研药品亦可能因产生毒副作用和/或疗效不佳等而无后续开发

潜力。如公司将其精力及资源集中于最终可能被证明无后续开发潜力的在研药品、适应

症或其他潜在项目，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2、公司在研药品临床试验进度可能不及预期 

临床试验的完成进度部分取决于以下因素：（1）公司能否招募足够数量的患者；（2）

公司能否与足够数量的临床试验机构合作；（3）临床试验能否顺利通过临床试验机构内

部批准或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审批。公司临床试验在招募患者和确定临床试验

机构时可能因患者人群的人数、性质、试验计划界定患者的资格标准、竞争对手同时进

行类似临床试验等因素而遇到困难，从而阻碍临床试验的如期完成，对推进在研药品的

开发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在完成临床前或临床试验时可能遇到推迟，且在日后临床试验中可能产生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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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预见事件从而推迟临床进度并妨碍在研产品获得监管批准，包括但不限于：（1）监

管机构或伦理委员会不授权公司启动或开展临床试验，或者不授权公司按照预期的时间

进度启动或开展临床试验；（2）公司与潜在临床试验基地、第三方合同研究组织、临床

试验的主要研究者或医院达成协议时遇到延迟，甚至无法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未

能及时履行合同义务；（3）临床试验所需受试者人数比预期更多，受试者入组比预期更

慢，或者受试者退出该等临床试验的比率比预期更高；（4）不可预见的安全性问题或不

良反应；（5）监管要求提供额外分析、报告、数据、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数据，或者

监管机构要求对方案进行修改；（6）出现不明确或不具确定性的中期结果，或者出现与

早期结果不一致的临床试验结果等。上述任何事件均可能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3、公司在研药品临床试验结果可能不及预期 

尽管在研药品的临床前研究及初期临床试验均可能取得良好结果，但由于可能出现

在研药品的功效不足或安全性不佳等情况，众多创新药公司在后期临床试验中均可能遭

遇重大挫折。如公司在研药品的临床试验结果不如预期，将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4、若公司委任的第三方未能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未达预期或未能遵守监

管规定，则可能导致公司业务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按照行业惯例委任并计划继续委任第三方合同研究组织（CRO）、主要研究者

及医院管理或实施公司的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公司依赖该等第三方实施某些方面的

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且并不控制所有方面的工作。公司签约的第三方合同研究组织、

主要研究者及医院的员工并非公司雇员，公司无法控制其为公司正在进行的临床项目投

入足够时间、资源及监督，但公司确有责任确保每项研究均按照适用方案、法律、监管

规定及科学标准进行，公司委任第三方进行临床试验并不能解除公司的监管责任。 

公司就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与第三方开展合作，若该等第三方未能完整履行合同

义务、履行合同未达预期或未能遵守监管规定，公司获得的研究数据在质量或准确性方

面将受到影响，临床前研究或临床试验可能会延长、延迟或终止，从而可能导致公司在

研药品延迟或无法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导致公司业务受到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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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可能无法完成在研药品的审评审批流程，或在研药品的审评审批进度及结

果可能不及预期 

近年来，药品注册审评制度进行了较多调整，主管部门对研发过程的监管要求也持

续提高。由于创新药物研发周期较长，在此过程中药品注册审评制度可能变动或提高相

关标准，可能影响药物研发和注册的进度或导致审批结果不及预期，使竞争对手先于公

司向市场推出同类产品，并阻碍公司在研药品成功商业化或延迟其进度，甚至导致研发

失败，将对公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在研药品可能因多种原因而无法获得监管批准或者面临审批过程延迟等不可

控情形，原因包括但不限于：（1）未获得监管机构批准进而未能开始或完成临床试验；

（2）未能证明在研药品安全有效，或者临床结果不符合批准所需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3）监管机构不同意公司对临床前研究或临床试验数据的诠释；（4）审评审批政策的

变动导致公司的临床前及临床数据不足或要求公司修订临床试验方案以获得批准；（5）

公司未能按照监管规定或既定的临床试验方案进行临床试验；（6）临床场所、研究人员

或公司的临床试验中的其他参与者偏离实验方案，未能按照规定进行试验或退出试验

等。公司由于上述原因而延迟或终止任何在研药品的临床试验，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研发

能力，损害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商业前景。 

6、公司尚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项目可能无法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或者可能被技术

替代 

药物早期研发过程需要经过药物作用靶点以及生物标记的选择与确认、先导药物的

确定、构效关系的研究与活性化合物的筛选、候选药物的选定等几个阶段，确立进入临

床研究的药物。筛选出来的候选药物需通过大量的临床前研究工作来论证其安全性与有

效性，以决定是否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公司临床前研究阶段的产品存在因临床前研究结

果不足以支持进行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或相关申请未能获得监管机构审批通过，

从而无法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风险。此外，鉴于上述产品尚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如果

竞争对手的产品先于公司开展临床试验或者相关领域出现突破性进展或技术替代，将对

公司临床前产品的推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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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处的制药市场竞争激烈，尽管公司多纳非尼的晚期肝癌和甲状腺癌适应症已

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但公司面临已上市进口竞品和其他仿制药在市场推广、产品

定价、医生用药路径等方面的竞争。 

重组人凝血酶于 2024 年底被纳入医保药品目录，但产品需要经历市场开拓过程才

能实现药品的良好销售，如在市场准入、市场拓展等方面进展未达预期，导致无法快速

放量或未能有效获得医生或患者的认可，则可能影响公司收入增长及盈利能力的提升。 

（五）财务风险 

在研药品产生销售收入之前，公司需要完成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市场推广等经营

活动。为保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公司将在发现新产品、推动在研药品的临床

开发及商业化等诸多方面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公司当前产品销售收入仍无法满足公司营

运资金的需求，公司需要通过其他融资渠道进一步取得资金。 

公司的未来资金需求将取决于多项因素，包括但不限于：（1）临床试验的进度、时

机、范围及成本，包括已计划及潜在未来临床试验能否及时招募到患者；（2）在研药品

监管审批的结果、时机及成本；（3）尚未获得许可证及处于开发阶段的在研药品的数量

及特征；（4）已获批上市产品的销售及市场推广成本；（5）潜在未来合作、特许经营或

其他安排的条款及时机；（6）公司员工人数的增长及相关成本等；（7）固定资产投资所

需资金。 

如果公司无法获得足够的营运资金，公司将被迫推迟、削减或取消公司的研发项目

或者推迟未来的在研药品商业化进度，将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行业风险 

医药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医药产品是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特殊

消费品；同时，医药产业又是一个受监管程度较高的行业，其监管部门包括国家及各级

地方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部门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制订相关的政策法规，对整个行业

实施监管。中国目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各项改革正在逐步深入。随着中国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医疗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行业相关监管政策将不断调整和

完善，中国医疗卫生市场的政策环境可能面临重大变化。如公司不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以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来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将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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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创新药的开发及商业化竞争十分激烈，且可能受到快速及重大的技术变革的影响。

公司面临来自全球主要医药公司及生物科技公司的竞争，部分竞争对手有可能开发出在

疗效和安全性方面显著优于现有上市药品的创新药物，若前述药物在较短周期内获批上

市，实现药品升级迭代，将对现有上市药品或其他不具备同样竞争优势的在研药品造成

重大冲击。近年来生命科学和药物研究领域日新月异，若在公司在研药品相关领域出现

突破性进展，或是在公司药物治疗领域内诞生更具竞争优势的创新药物，将会带来技术

升级迭代风险，对公司现有在研药品产生重大冲击。 

（七）宏观环境风险 

中国以外的国际市场是公司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因此公司可能需要在境外开展药

物研发、业务拓展等经营活动。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营环境、法律政策及社会文化

不同，如果该等国家或地区的经营环境、法律政策发生不利变化，或未来公司在该等国

家或地区的业务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或公司未能在该等市场取得许可或与第三方达成合

作协议，公司创造收入的增长潜力将受到不利影响。此外，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市场

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因此导致的中美双方对跨境技术转

让、投资、贸易可能施加的额外关税或其他限制，将可能对公司拓展国际业务及市场造

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八）其他重大风险 

1、创新药研发公司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多方面，若公司无法有效取得并维护其专利

保护或者公司药品涉嫌侵犯第三方专利，则将对公司药品商业化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公司已经寻求通过在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提交专利申请以及结合使用商业秘

密等方法来保护具有商业重要性的在研药品及技术，但不排除公司知识产权仍存在可能

被侵害或保护不充分的风险。除已经获得授权的专利外，公司目前仍有部分知识产权已

提交专利申请但尚在专利审查过程中。若相关专利申请未能获得授权，可能对公司业务

造成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属于创新药研发领域，其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多方面，若公

司无法通过知识产权为公司在研药品取得及维持专利保护，或所取得的知识产权范围不

够广泛，第三方可能通过不侵权的方式开发与公司相似或相同的产品及技术并直接与公



10 

司竞争；同时，已申请或授权专利的自身局限性也可能导致其无法充分保护公司的产品

或技术，从而对公司产品成功实现商业化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创新药的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的授予、范围、有效性、可强制执行性及商业价值也

存在不确定性。在公司提交专利申请的国家，如专利法律发生变动，如某些国家对一些

抗肿瘤药品及治疗严重危害生命的药品实施强制许可或部分强制许可等，则有可能会降

低公司专利的价值，或使公司专利保护的范围变窄，从而影响公司知识产权的价值。 

候选药物的研发进度及相关监管审查所需时间可能导致候选药物的一些专利权在

其商业化之前或之后不久到期，该类专利权到期后，可能有第三方公司通过公开渠道获

得相关数据，开发与公司产品存在直接竞争的产品，从而影响公司产品和技术的商业化

潜力。 

创新药企业较易涉及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及其他索赔及法律程序，公司

在研药品的领域可能存在公司目前并不知悉的第三方专利或专利申请，且因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细分领域对新药发明专利的保护不断深化及动态发展，公司正在开发或未来拟开

发的候选药物可能存在被指控侵犯第三方专利权的风险，可能面临知识产权侵权索赔、

申诉或其他法律上的质疑，从而可能导致公司产生开支、支付损害赔偿及妨碍或迟滞公

司进一步研发、生产或销售候选药物。 

若公司卷入专利纠纷，任何对公司不利的裁决均可能令公司的专利权被削减范围或

失效，或允许第三方对公司的技术或候选药物进行商业化，或导致公司无法在不侵犯第

三方专利权的情况下研发、生产或销售候选药物。相关知识产权诉讼或争议可能给公司

造成以下一项或多项不利影响：（1）停止研发、生产或出售包含受到质疑的知识产权的

产品；（2）向遭侵犯知识产权的持有人请求授权并为此付款；（3）重新设计或重造产品，

变更公司业务流程；（4）支付损害赔偿、诉讼费及律师费。 

2、公司依赖科研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与技术水平，核心人员的流失可能阻碍公司

研发及商业目标的实现 

公司高度倚赖核心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招募及挽留符合资格的科研、

临床、制造以及销售和市场推广人员对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及其他关键员工的流失，可能会阻碍公司研发及商业化目标的实现，并严重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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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司成功实施业务战略的能力。 

公司的成功依赖于公司科研人员及其他技术人员团队，以及其紧跟创新药行业顶尖

科技及发展的能力。公司与其他创新药公司在争取科研人员方面的竞争十分激烈，且可

能较难以目前的薪资水平招募及挽留足够技术娴熟且经验丰富的科研人员或其他技术

人员。为进行有效竞争，公司或须提供更高薪酬及其他福利，从而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如公司未能吸引、激励、培训、挽留符合资格的科研人员

或其他技术人员，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机构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未发现公司存在

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4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 2023年 变动 

营业收入 532,954,371.30 386,438,784.02 37.91%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531,529,198.98 383,557,256.20 3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7,830,775.59 -278,582,744.1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160,269.29 -348,745,151.7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8,204,544.79 -232,750,649.57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末 2023年末 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53,857,931.48 1,632,852,717.68 -23.21% 

总资产 3,004,614,283.98 2,887,206,825.31 4.07%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2023年 变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1.09 不适用 



12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2023年 变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1.09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5 -1.3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2 -20.00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70 -25.04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72.80 128.44 
减少 55.64 个百分

点 

 

202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295.44 万元，同比上年增长 37.91%，主要系公司

1 类新药多纳非尼片商业化推广稳步推进，市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销量增加所致。

2024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783.08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

14,075.2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116.03 万元，

亏损同比减少 17,758.49 万元。2024 年度，公司亏损金额同比减少主要系多纳非尼片商

业化推广稳步推进、市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带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以及公司聚焦核

心产品开发并且同时各新药研发项目所处具体研发阶段不同导致研发投入同比减少所

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拥有如下竞争优势： 

（一）拥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产品管线 

公司是一家创新型制药企业，公司的战略目标是研究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

全、有效、患者可负担的创新药物。公司的在研药品注重肿瘤、出血及血液疾病、免疫

炎症性疾病等领域，填补国内空白，为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提供治疗选择。 

公司在抗肿瘤领域布局的产品线包括：1、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已获批适应症包括

晚期肝癌和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2、吉卡昔替尼片治疗骨髓纤维化适应症的新药

上市申请在上市前审评审批阶段；3、注射用重组人促甲状腺激素的上市许可申请（BLA）

在技术审评阶段；其用于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术后辅助放射性碘清甲治疗的 III 期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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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开展中；4、同步推进 ZG005 单药治疗复发难治肿瘤、联合化疗和/或其它靶向治

疗药物以及抗体类药物治疗多种实体瘤的多项临床适应症研究，包括（1）单药治疗复

发或转移性宫颈癌；（2）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疗；（3）联合依托泊

苷及顺铂治疗晚期神经内分泌癌；（4）联合含铂化疗方案一线治疗晚期胆道癌；（5）联

合紫杉醇及铂类±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宫颈癌患者；5、ZG006 单药治疗晚期小细

胞肺癌或神经内分泌癌适应症研究；6、探索 ZGGS18 联合 ZG005 在晚期宫颈癌、肝细

胞癌、神经内分泌癌和肺癌等晚期实体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7、探索 ZG005 联合盐酸

吉卡昔替尼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或复发或难治性淋巴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8、ZG0895

和 ZG2001 目前在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 

公司进入了肿瘤免疫治疗的竞争阵容，为实现公司“靶向新药-肿瘤免疫疗法”的

联合治疗战略夯实基础，从而发挥公司小分子靶向新药和新一代抗体产品管线的双重优

势，保证公司在抗肿瘤药物研发领域的持续竞争力和领先地位，也为公司未来在国内外

多维战略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在止血产品领域，重组人凝血酶已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在免疫炎症性疾病领域，吉卡昔替尼治疗重症斑秃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

平行对照 III 期临床主试验达到了主要疗效终点，且已经完成了 Pre-NDA 沟通交流，将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公司正在开展吉卡昔替尼片用于中重度特应性皮炎（III 期）、强直

性脊柱炎（III 期）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临床试验。 

同时，公司在继续开展新靶点、新技术的探索和新药早期发现研究，继续积极扩展

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产品管线。其中，ZGGS34 是公司及子公司 GENSUN 通过其双/多

特异性抗体研发平台开发的一个三特异性抗体药物，属于三特异性 T 细胞结合器类抗

体分子（TriTE）。ZGGS34 针对 T 细胞上的 CD3 和 CD28，以及肿瘤相关抗原（TAA）

的三特异性抗体。ZGGS34 分子的一端与肿瘤细胞表面肿瘤相关抗原相结合，抗 CD3

端和抗 CD28 端结合 T 细胞。ZGGS34 衔接肿瘤细胞和 T 细胞，将 T 细胞拉近肿瘤细胞，

导致 T 细胞产生免疫突触，活化 T 细胞，产生包括穿孔素、颗粒酶和细胞因子，以杀

死肿瘤细胞。相对于典型的 T 细胞结合器类分子（BiTE），ZGGS34 分子中引入了 CD28

激动抗体，而 CD28 是 T 细胞活化的关键第二信号，主要在 T 细胞表面表达，对 T 细

胞的激活、增殖和存活非常重要。CD28 与抗原呈递细胞（APC）上的 CD80/CD86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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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后，降低 TCR 激活阈值，增强 T 细胞增殖、代谢及抗凋亡能力，从而使 ZGGS34 相

对于典型的 BiTE 分子具有更强的激活 T 细胞能力，增强抗肿瘤免疫的作用。临床前研

究结果显示，ZGGS34 在多种肿瘤模型上具有显著的肿瘤抑制作用，可以导致肿瘤消退，

说明 ZGGS34 具有强效的肿瘤杀伤作用。已完成的 ZGGS34 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毒理

研究显示其毒副作用可控等良好的安全性特征。目前 ZGGS34 处于临床试验申请（IND）

研究阶段。 

（二）拥有已商业化/接近商业化的优效安全的新药产品 

多个不同治疗领域的产品管线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商业化阶段。这些产品均已在临床

试验中显示出显著的疗效和安全性，市场空间大，具有知识产权或技术秘密壁垒，使得

这些产品未来的长期商业化竞争具备了独特的优势，为公司的经营业绩持续增长提供了

保证。 

多纳非尼片和重组人凝血酶均已纳入医保目录。多纳非尼片作为 I 级推荐纳入 26

个肝癌和甲状腺癌治疗领域的指南/共识。 

吉卡昔替尼片是中国第一个提交 NDA 的治疗骨髓纤维化的国产 JAK 抑制剂类新

药，适应症布局包括骨髓纤维化、重症斑秃、中重度特应性皮炎、强直性脊柱炎、特发

性肺纤维化等。吉卡昔替尼片的研发成功有利于公司进入骨髓纤维化和自身免疫疾病治

疗领域，给公司带来新的商业增长机会。吉卡昔替尼片治疗骨髓纤维化作为 I 级推荐已

经纳入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恶性血液病诊疗指南 2024》。 

重组人促甲状腺激素用于甲状腺癌辅助诊断适应症在上市申请的技术审评阶段，用

于甲状腺癌辅助治疗的适应症正处于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中国尚未有重组人促甲状腺

激素用于在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的随访中用作放射性碘（131I）全身成像检查和血清甲

状腺球蛋白（Tg）监测诊断药物获批上市，国内存在较大未满足临床需求。 

综上，随着更多产品逐步进入商业化阶段，公司的经营收入有望持续提升，为后续

产品研发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向 Biopharma 转型。 

（三）拥有国际水平的新药研发技术平台及完整的新药研发体系 

公司拥有小分子药物研发和产业化平台和复杂重组蛋白生物新药和抗体新药研发

及产业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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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子公司 GENSUN 研发的多个候选抗体新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其中包括

ZG005、ZG006、ZGGS18 和 ZGGS15 已经获得中国和美国监管机构的临床试验许可并

已完成了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的耐受性、安全性、有效性和药代动力学的剂量递增和多

队列扩展的 I/II 期临床研究；特别是 ZG005 和 ZG006 已在 I/II 期临床研究中展现出治

疗肿瘤（分别用于宫颈癌、晚期肝癌、神经内分泌癌或小细胞肺癌等适应症）的令人鼓

舞的疗效数据和安全耐受性，具有成为 Best-in-class 的潜力；ZG005 和 ZGGS18 在 2024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发布了临床数据及最新进展；ZG006 在 2024 年欧

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和第 27 届中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 2024 年 CSCO 学术年会公

布了进展数据。 

GENSUN 定位为公司在美国的新药研发中心，其团队拥有抗体新药创新研发能力，

可及时获取最先进的新药研发信息，不断跟踪最前沿进展，匹配肿瘤免疫治疗技术的发

展趋势，开发新的产品管线和新药专利，有助于公司在抗体领域建立全球领先的抗体技

术及产品线，是公司进一步落实业务全球布局，贯彻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托。在收

购完成之后，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对 GENSUN 的管理和控制，提高决策效率，实现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全球研发策略的制定和执行，实

现中国和全球研发整体协调发展，加快公司新药研发的全球布局，更好地满足公司新药

的全球研发定位，提升公司参与国际新药开发竞争的能力。 

（四）具备国际化竞争力和合作能力 

公司的发展战略之一为持续推进在研产品在中国的临床研究及商业化进程，同时积

极布局公司产品的国际化开发，从而增强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合作的能力。公司拥有国

际水平的新药研发技术平台和产品管线，积极推动国际国内技术和项目的合作和拓展，

培育国际水平的竞争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具备国际化视野的、拥有丰富的药品国际注册和国际临床研发经验的

团队，将依托产品优势在国际市场进行布局，寻找合作伙伴或实现对外授权，逐步增强

公司的国际化能力。 

（五）拥有优秀的研发、产业化和销售团队 

公司核心研发管理团队注重先进的制药技术，已经组建了一支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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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丰富的新药开发经验的专业团队，并将紧密结合国内外团队的优势，提高研发效率。 

公司的市场营销和商务及多元化团队逐渐扩大人员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营

销能力。 

（六）拥有自主的商业化生产能力 

公司已建成化学药物口服固体制剂 GMP 生产车间和重组蛋白质药物 GMP 生产车

间；公司生物新药产业化基地建设进程顺利，计划于 2025 年底投入运营，为抗体新药

的商业化生产做好准备。另外，公司与原料药生产合作伙伴签订了合作协议并积极开发

第二供应商。这些设施和措施确保公司小分子药物和生物新药的商业化生产，并具有更

灵活的生产供应能力和更佳的成本控制优势。 

（七）已建立卓越的临床合作体系 

公司已建立了全国相关领域的临床专家网络，与国内知名的三甲医疗机构和众多临

床专家开展了科学、规范的临床试验合作，这为公司产品管线临床试验的高质量运行以

及产品知名度培育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公司与国内外知名临床研发外包服务公

司（CRO）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完善了临床研发网络，保证公司临床试验的质量。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387,998,981.13 496,329,685.86 -21.83 

资本化研发投入 0 0 不适用 

研发投入合计 387,998,981.13 496,329,685.86 -21.83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

比例（%） 
72.80 128.44 减少 55.64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0 0 不适用 

 

2024 年，公司研发投入为 38,799.90 万元，同比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聚焦核心产

品开发，同时因各新药研发项目所处具体研发阶段不同导致研发费用存在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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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发进展 

1、2024 年 1 月至年报披露日，公司获得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序

号 
药品名称 规格 

批件号/ 

受理号 
阶段 

药品

类别 

注册 

分类 
发证日期 

1 

盐酸吉卡昔替

尼乳膏（白癜

风） 

30g：0.15g 

30g：0.45g 

30g：0.75g 

2024LP00900 

2024LP00898 

2024LP00899 

临床

试验 

化学

药 

化学药

品 1 类 
2024.04.10 

2 
盐酸吉卡昔替

尼片（白癜风） 
50mg；75mg 

2024LP01290 

2024LP01291 

临床

试验 

化学

药 

化学药

品 1 类 
2024.05.28 

3 

注射用 ZG005

（联合注射用

ZGGS18，晚期

实体瘤） 

100mg/瓶 2024LP01763 
临床

试验 

生物

制品 

治疗用

生物制

品 1 类 

2024.08.02 

4 

注射用

ZGGS18（联合

注射用

ZG005，晚期实

体瘤） 

50mg/瓶 2024LP01764 
临床

试验 

生物

制品 

治疗用

生物制

品 1 类 

2024.08.02 

5 

注射用 ZG005

（联合贝伐珠

单抗，晚期肝

细胞癌） 

100mg/瓶 2024LP01779 
临床

试验 

生物

制品 

治疗用

生物制

品 1 类 

2024.08.02 

6 

注射用 ZG005

（联合吉卡昔

替尼，晚期实

体瘤） 

100mg/瓶 2024LP02945 
临床

试验 

生物

制品 

治疗用

生物制

品 1 类 

2024.12.18 

7 

盐酸吉卡昔替

尼片（联合注

射用 ZG005，

晚期实体瘤） 

50mg 2024LP02966 
临床

试验 

化学

药 

化学药

品 1 类 
2024.12.20 

8 

注射用 ZG005

（联合吉卡昔

替尼，复发或

难治性淋巴

瘤） 

100mg/瓶 2024LP03014 
临床

试验 

生物

制品 

治疗用

生物制

品 1 类 

2024.12.24 

9 

盐酸吉卡昔替

尼片（联合注

射用 ZG005，

复发或难治性

淋巴瘤） 

50mg 2024LP03017 
临床

试验 

化学

药 

化学药

品 1 类 
2024.12.24 

10 

注射用 ZG005

（联合含铂化

疗方案，晚期

胆道癌） 

100mg/瓶 2025LP00385 
临床

试验 

生物

制品 

治疗用

生物制

品 1 类 

2025.02.17 

11 

注射用 ZG005

（联合化疗，

消化道肿瘤） 

100mg/瓶 2025LP01020 
临床

试验 

生物

制品 

治疗用

生物制

品 1 类 

202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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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度获得的科技立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 泽璟制药 2024 年度江苏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 

2 上海泽璟 2024 年度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 

3 泽璟制药总部企业直接认定项目 苏州市总部企业 2024 年度申报认定 

4 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资助 
2024 年苏州市 2024 年度第六批科技发展计

划项目 

5 生物医药临床试验资助 
2024 年昆山市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政策性资

助项目 

6 上海泽璟 浦东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申报 

 

3、2024 年度获得的知识产权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已授权发明专利 128 项（含子公司 GENSUN 15

项），其中境内发明专利 33 项、境外发明专利 95 项；同时，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 335

项（含子公司 GENSUN 40 项），其中境内发明专利 113 项、境外发明专利 222 项。专

利覆盖新药结构通式或基因序列、晶型、制备工艺、用途、制剂配方等，为公司产品提

供充分的和长生命周期的专利保护。公司 2024 年度获得的知识产权列表如下： 

项目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34 8 335 128 

实用新型专利 - - - - 

外观设计专利 - - - - 

软件著作权 - - - - 

其他 - - - - 

合计 34 8 335 128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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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2020 年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首发募集资金1,614,288,834.30元（包括置换预

先投入金额），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首发募集资金1,541,024,636.20元（包括置换预先

投入金额），2024年度使用首发募集资金73,264,198.10元，首发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

民币14,042,402.24元，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首发募集资金为428,150,841.39元。具体

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25,600,000.00 

减：相关发行费用 117,379,245.32 

募集资金净额 1,908,220,754.68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1,614,288,834.30 

其中：新药研发项目（包括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1,373,004,767.03 

新药研发生产中心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216,707,336.26 

营运及发展储备资金 24,576,731.01 

减：期末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428,150,841.39 

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37,688,456.4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10,572,866.81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4,042,402.24 

 

（二）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再融资募集资金326,915,984.37元（包括置换

预先投入金额），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93,220,179.24元（包括置换预先投

入金额），2024年度使用募集资金133,695,805.13元，再融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987,579.57元，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再融资募集资金为870,000,000.00元。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99,999,955.00 

减：相关发行费用 18,066,773.41 

募集资金净额 1,181,933,1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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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326,915,984.37 

其中：新药研发项目 326,915,984.37 

减：期末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870,000,000.00 

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10,641,887.68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8,328,494.67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987,579.57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与公司关系 持股情况 

1 
ZELIN SHENG

（盛泽林）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

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49,910,527 股，通过昆山璟奥

间接持有公司 110,010 股 

2 陆惠萍 
实际控制人、董事、常务

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12,631,644 股，通过宁波泽奥、

宁波璟晨合计间接持有公司 1,478,233 股 

3 
JISHENG WU

（吴济生）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33,784 股，通过昆山璟奥间接

持有公司 943,888 股 

4 张梦恒 董事 无 

5 吕彬华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35,350 股，通过昆山璟奥、宁

波泽奥合计间接持有公司 4,025,885 股 

6 李德毓 董事 无 

7 
RUYI HE（何如

意） 
独立董事 无 

8 张炳辉 独立董事 无 

9 黄反之 独立董事 无 

10 易必慧 监事 通过宁波泽奥间接持有公司 84,483 股 

11 张军超 监事 
直接持有公司 736 股，通过宁波璟晨间接持

有公司 84,477 股 

12 任元琪 监事 无 

13 高青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直接持有公司 34,350 股，通过宁波泽奥、昆

山璟奥、宁波璟晨间接持有公司 5,286,775 股 

14 黄刚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直接持有公司 24,300 股，通过宁波泽奥间接

持有公司 897,56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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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高广伟 赵冀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