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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行业热点、不碰‘短平快’的
项目，公司会在抗菌药物的跑道上，脚
踏实地、日复一日，把药做好、销售好，
把企业经营好。”盟科药业 CFO李峙
乐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此时，距离盟科药业在科创板上
市已有近两年的时间。李峙乐坦言，
在资本市场的赋能下，公司发展跑出
了加速度。2023年，由盟科药业自主
研发的全球首个新一代口服噁唑烷
酮类抗菌药康替唑胺，实现销售收入
9077.64 万元，同比增长 88.31%。同
时，MRX-4、MRX-5、MRX-8 等多款
在研药物正在加快推进全球临床试
验，如果顺利，有望在未来三年到五
年内陆续实现产出，带来销售收入新
增长。

李峙乐表示：“过去，我们的主要
精力在于产品研发。而随着公司逐
渐发展，商务拓展、销售推广等工作
成为新的任务和挑战。相信只要公
司的药品能够拿出足够有说服力的
研究数据，坚定执行好公司战略，稳
扎稳打，一定可以做出成绩，回报投
资者。”

跑出加速度

2022年8月份，盟科药业作为“超
级抗菌药第一股”登陆科创板。上市
仪式上，盟科药业董事长袁征宇博士
表示，成功上市标志着公司步入新的
发展里程，也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资料显示，通过在科创板上市，
盟科药业募得资金逾10亿元，充沛的
现金流帮助公司在经营上踩了一脚
油门。

例如，盟科药业的核心在研产品
MRX-4，主推适应症为治疗急性细
菌性皮肤和皮肤结构感染、糖尿病
足感染，该产品被认为是有较大临
床需求的潜力产品。在上市科创板
之前，虽然前期的研究数据已较有
说服力，但由于公司自身现金流有
限，想要启动动辄数十亿元的三期
临床研究，还是感到有些吃力。而
在上市募资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如
今，MRX-4 的国际多中心三期临床
试验正在顺利推进。

与此同时，盟科药业的康替唑胺
正进入关键的市场推广期，铺渠道、建
品牌、人才招募每一项都需资金支
持。“得益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品牌
知名度、媒体曝光度得到了提升，这也
间接帮助公司叩开了医院市场的大
门。”李峙乐表示。

数据显示，2023 年，盟科药业的
康替唑胺实现销售收入9077.64万元，
同比增长 88.31%；2024年一季度，康

替唑胺实现销售收入3302万元，同比
增长91.1%。

同时，随着康替唑胺临床应用量
的增长，关于该药物的学术论文也越
来越多，后者有望进一步赋能药品品
牌、提升销售额。采访中，李峙乐向记
者透露，在今年的中华医学会结核病
学分会年度学术大会上，共有 7篇关
于康替唑胺临床应用效果的论文发
表，引起了行业关注。

寻找“长坡厚雪”

2007 年，盟科药业成立。2008
年 ，公 司 发 现 康 替 唑 胺 化 学 分 子
式。2015 年，康替唑胺完成二期临
床的概念验证，安全性和有效性落
地 ，同 年 ，公 司 抗 菌 药 MRX-4 和
MRX-8 申请专利。2021 年，康替唑
胺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
市，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新一代口
服噁唑烷酮类抗菌药。2022年，公司
的康替唑胺被纳入医保目录……如今
的盟科药业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享
誉一方，从单一管线到全版图扩张，
从惠及国内患者到拥抱世界市场的
发展过程，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抗菌药之路。

回首往事，李峙乐坦言，为开发
出新一代的抗菌药，盟科药业已坚
持了十数年之久，期间所遇到的挫
折并不少。例如，康替唑胺原分子
式曾在试验中宣告失败；MRX-4 及
MRX-8在立项时必须要深挖临床痛

点，有的“痛点”甚至要比行业共识
更早一步，每一个决策都面临着巨
大的压力。

让盟科药业坚持下来的动力，是
来自企业的坚定信念，即开发兼具临
床价值与市场价值的药品。

李峙乐表示，随着越来越多抗菌
药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细菌也逐渐
产生了耐药性，医生和患者都急需
针对耐药菌的新药，这存在着临床
刚需。同时，高端抗生素具有明显
的“长坡厚雪”特征，可以“做时间的
朋友”。

“一方面，抗生素的研发门槛极
高，虽然挑战难度大、出成果时间长，
但挑战者罕见。另一方面，临床对抗
生素又有着用药刚需且医生的用药黏
性极高，这就使得高端抗生素产品销
售周期很长，且不易被替代，药物的市
场价值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明
显。”李峙乐表示，虽然由于用药黏性
较高，在短期内，盟科药业的产品要想
替代现有的抗生素也非易事，但企业
有信心。

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到底什么是值得投入时间精力的
药品？对此，每一家药企都有自己的
理解。能够确定自身价值理念，并将
之贯彻到底的却并不多见。而在盟科
药业，记者感受到了这份难能可贵的
坚持。

有盟科药业工作人员向记者举了

一个例子：“此前，有一类头孢药品曾
在药企引起研发热，公司到底要不要
跟进，这曾在内部引发讨论。虽然这
类药物实际临床价值有限，且易产生
耐药性，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但同为
抗生素，公司如果想做头孢研发其实
也有一定优势，还能快速补充公司的
产品管线。”

最终，盟科药业还是拒绝了“短平
快”及“追热点”的研发项目，选择坚守
主赛道。“我常常对团队说，在盟科药
业做药物研发，需要有韧劲，不能说百
折不挠，至少不能轻言放弃。同时，不
能忘记初心，做创新药比较辛苦，压力
也大，创新的原动力是为患者带来更
好的治疗方案或解决某一个临床问
题。”袁征宇说。

“恰恰是因为抗菌药物具备‘长
坡厚雪’的潜力，更要求我们有耐
心、用匠心打造高品质的产品，最终
用产品去赢得更长周期的销售市
场，而不是‘做一票’‘干一单’。”李
峙乐称。

记者注意到，今年4月份，包括袁
征宇、李峙乐，公司副总经理王星海、
袁红、赵东明等在内的多位盟科药业
管理层人员，合计拿出 295万元的真
金白银，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
持公司 56.9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7%。李峙乐表示，金额虽然不
高，但却表达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坚定信心，“2024年将是公
司迈上新台阶的关键一年，我们必然
全力以赴。”

盟科药业：

资本赋能研发销售 一心做强创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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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雨瑶

7月28日晚间，赛力斯发布公告
称，公司拟投资深圳引望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引望公司”），具体
投资额、交易方式、交易价格需以双
方签订的最终交易文件为准。

据介绍，引望公司从事汽车智能
系统及部件解决方案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和服务，主要业务范围包括
汽车智能驾驶解决方案、汽车智能座
舱、智能车控、智能车云、车载光等。
截至目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引
望公司100%股权。

赛力斯表示，在与相关方前期工
作进展的基础上，公司启动与引望公
司及其股东协商加入对引望公司的
投资，共同支持引望公司成为世界一
流的汽车智能驾驶系统及部件产业
领导者，并成为服务汽车产业的开放
平台。若交易完成，引望公司将成为
赛力斯参股子公司。

去年年底，华为与长安汽车正式
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会
成立一个全新的公司用以搭载车BU
的全部资源与能力，华为原则上不从
事与新公司业务范围相竞争的业务，
该新公司除了有长安汽车入股外，华
为还会邀请其他车企入股加入。

今年5月份，长安汽车披露与华

为此前签署的《投资合作备忘录》进
展公告。在公告中，长安汽车首次提
及，目标公司为华为今年初设立的新
公司——引望公司。

今年1月份，华为注册成立引望
公司，如今该公司已快速在上海、苏
州、东莞、杭州和南京五地成立了子
公司。该公司也被业内普遍认为是
华为车BU新的主体。

资料显示，华为车BU（智能汽车
解决方案事业部）成立于2019年。致
力于将公司的ICT技术（信息和通信技
术）优势延伸到智能汽车产业，提供智
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向车企客户
和行业合作伙伴提供服务，助力汽车
产业的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升级。

按照华为的预期，引望公司将装
载华为车BU技术和资源，随着长安
汽车等车企的入局，该公司将成为一
个股权多元的技术开放平台。其中
股权多元这点，便是该公司并不会独
立运营，华为车BU将通过股权的分
配来吸引更多合作伙伴，给予合作伙
伴信心。

“入股引望公司后，车企与华为
能更齐心地开展相关业务，也能利益
共享。”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
长张翔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
在汽车行业是一种很成熟的模式，对
双方而言是一种双赢。”

赛力斯拟参股华为旗下引望公司

本报记者 赵彬彬

生猪价格上涨仍在继续。中国
养猪网数据显示，7月28日，生猪（外
三元）价格为19.28元/公斤，同比增
长25.19%，环比增长9.79%；生猪（内
三元）价格为19.01元/公斤，同比增
长24.41%，环比增长7.95%。

生猪涨价的同时，毛鸡、鸡苗价
格也在走强。7月中旬以来，毛鸡价
格从3.5元/斤上涨至3.8元/斤，半个月
累计上涨10%，国内大厂商品代鸡苗
报价也从2.8元/只上涨至4.2元/只，涨
幅50%。

“价格波动的背后是供需杠杆的
变化。”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
副会长朱丹蓬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过去两年，在国内养殖行业整体
亏损背景下，生猪、肉禽行业存栏量
得到有效控制，使得供需杠杆发生了
变化，导致近期生猪、肉禽价格接续
上涨。随着控量保价成为行业共识，
养殖行业复苏势头仍将持续。

生猪养殖行业景气度反转

“产能的压缩和去化是本轮生猪
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中国企业资
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猪价长时
间磨底的背景下，自2023年7月份起，
我国能繁育母猪存栏量逐月减少，直
接影响了后续生猪出栏量。特别是
北方地区中小型养殖企业的生猪产
能淘汰速度加快，局部地区出现了供
需失衡，推动了生猪价格上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
半年全国生猪出栏量为36395万头，
同比下降3.1%。截至第二季度末，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4038万头，同
比下降6%。

“此外，养殖户的压栏惜售和二
次育肥行为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
减少了生猪出栏数量，进一步推高了
猪价。”柏文喜表示。

生猪养殖行业景气度反转，特别
是2024年第二季度以来，行业盈利已
显著回升。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王
乐君表示，在市场调节和产能调控的
双重作用下，生猪产能高位回调，价
格率先回升，生猪养殖企业目前已恢
复正常盈利。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A股
市场10家生猪养殖板块上市公司目
前均已披露了上半年业绩预告，所有
公司业绩较2023年同期均显著回
升。其中，温氏股份等5家公司预计
报告期内实现扭亏为盈；新希望等5
家公司预计大幅减亏。

具体来看，温氏股份预计报告期
内实现净利润12.5亿元至15亿元，去

年同期则亏损46.89亿元；虽然新希
望预计报告期内亏损12亿元，但公司
表示，预计2024年第二季度单季度实
现盈利约7.5亿元，使上半年公司整
体业绩同比减亏50%以上。

“新一轮猪周期已经启动。”在农
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
席分析师朱增勇看来，自2002年以
来，我国共经历了6轮完整的猪周期，
如今生猪养殖行业已经来到第7个猪
周期。

养鸡行业加速回暖

伴随着生猪养殖行业景气度的
回升，养殖行业的另一重要领域养鸡
行业也在加速回暖。

近期，鸡翅、鸡爪等产品价格大
幅上涨受到市场广泛关注。Mysteel
调研数据显示，7月19日至7月22日，
仅四天时间，国内部分鸡爪、鸡翅类
单品出厂价每吨已经上调1500元至
2500元，涨势迅猛。

卓创资讯分析师李亚男表示，近
期终端鸡肉产品涨价，一个核心因素
是中国最大禽肉进口国巴西因为发
生新城疫疫情，暂停对华家禽出口。
由于巴西鸡肉在中国进口鸡肉中占
比近六成，因此巴西暂停出口后，终
端市场鸡肉产品价格快速上涨。

在此背景下，屠宰环节加大毛鸡
收购力度，毛鸡价格也水涨船高，近
半个月累计上涨超过10%。据上海
钢联测算，当前饲料价格较低，叠加
毛鸡价格上涨，白羽鸡养殖端已实现
扭亏为盈。

同时，白羽肉鸡产业链上游的孵
化环节，也出现明显回暖势头。

白羽鸡龙头企业益生股份报价
显示，7月中旬以来，公司鸡苗价格几
乎一天一变，近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鸡苗报价涨幅已高达50%。

父母代鸡苗涨幅更高。益生股
份董事长曹积生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7月份，公司父母
代鸡苗的报价已达70元/套，与5月份
相比已经翻倍。”

“此前祖代引种量的减少，对父
母代鸡苗供应的影响已经开始显
现。”清晖智库创始人宋清辉表示，
2022年国内祖代鸡长达5个月的引种
受阻，导致祖代鸡引种减少两成多，
这对下游父母代、商品代的影响将随
着代次传递陆续显现。

此外，谈及对下半年市场的看
法，业内较为乐观。益生股份总裁、
董事会秘书林杰表示，无论从供给
还是需求来看，下半年市场都要比
上半年好。“目前公司的父母代种鸡
已经出现供不应求，订单已排至第
四季度。”

猪价、鸡价接续上涨
养殖业上升周期到来？

本报记者 李乔宇 李雯珊

C919正在逐步拓宽用户版图。7
月27日，海航控股旗下金鹏航空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2024年第四季度
将接收首架C919客机，成为全球首家
运行C919的民营航司。

同时，中国商飞对中国国航、南方
航空以及中国东航的交付计划亦在持
续推进。据悉，今年 8月底，南方航空
计划迎来第一架C919飞机。中国商飞
董事长贺东风7月19日公开表示，今年
下半年将向中国国航、南方航空等客户
交付 C919，也正全力推进产能提升工
作。同时，C929国产宽体大飞机正在
稳步推进设计和研发。

中国东航数据显示，目前第 7 架
C919已经完成了交付，并已全部投入
到航线运营中。今年暑运以来（7月 1
日至7月21日），东航C919机队共执飞
航班 366班次，运输旅客超过 4.9万人
次，平均客座率达86%。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邹建
军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产大飞机
陆续交付使用是我国航空业发展的必
然历程，国产民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C919经

过商业运营验证，已具备规模化生产与
交付的条件。

四家上市航司已下单

此前，海航控股宣布将购入 100架
国产飞机，其中包括60架C919和40架
ARJ21。今年 4月份，海航控股旗下金
鹏航空发布消息称，该公司旗下最后
一架波音787客机正式退出机队，根据
公司规划，未来 3年至 4年，金鹏航空
客机机队将逐步调整为单一国产C919
飞机。

根据计划，2024年第四季度，金鹏
航空将接收首架C919客机，成为全球
首家运行C919的民营航司，并计划在
2027年底完成引进共计 30架 C919客
机。目前公司已组建C919国产民机中
心，完成两期共计 37名维修工程人员
的C919机型培训，金鹏航空将于今年8
月底陆续开始飞行、乘务、安保人员的
培训工作。

三大国有航司此前亦先后宣布购
买C919飞机。公开信息显示，南方航
空与中国商飞签订 C919 飞机买卖协
议，向中国商飞购买 100架C919飞机，
计划于 2024年至 2031年分批交付；中

国国航已与中国商飞签订了飞机购置
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中国国航将购买
100架C919飞机（增程型），交易的总价
值基于中国商飞提供的最新目录价格
约为 108亿美元。新购置的飞机预计
将在2024年至2031年间分批交付。以
中国国航于 2023年 12月 31日的可用
吨公里计算，交付完成后将使中国国航
的运力增长约 7.5%；中国东航在 2021
年首批订购 5架 C919飞机的基础上，
于 2023年 9月份与中国商飞再次签订
协议，增订了100架。

浙商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大制造
组组长邱世梁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大量订购体现了航司对国产大飞机的
信心，预计 2024年国产大飞机量产或
将提速。”

据悉，目前 C919的全球订单已经
超过 1000 架。上述 4 家上市航司的
C919 订单将于 2024 年至 2031 年分批
交付。

产业链持续受益

国产大飞机陆续交付，不仅满足了
航空领域的发展需求，也有望促使大飞
机产业链上公司持续获益。

具体而言，C919飞机产业链主要
由机体制造、动力装置、机载系统、零
部件、原材料等部分组成。其中，中航
西飞、广联航空、中直股份、中航电测、
中航机载、航发动力等上市公司已经
成为 C919 的供应商；中航西飞、广联
航空等公司更是正在布局 C929 机型
的供应链。

在邱世梁看来，机体制造环节因国
产化率高，随着国产大飞机陆续交付，
相关上市公司对应业务将直接受益大
飞机订单放量。同时，动力系统、机载
系统、原材料等当前国产化率较低的环
节，未来将受益。

“中国商飞和波音、空客公司采用
的都是‘主制造商+全球供应商’的模
式。”邱世梁表示，未来国产大飞机“朋
友圈”将会持续扩大。以发动机和机载
系统为例，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
限责任公司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
机 CJ1000 未来将实现 C919 发动机国
产化，中航机载落户上海助力机载系统
国产化。

邱世梁表示，2024 年是大飞机产
业化发展的开局之年，C919将从研制
阶段全面转入量产阶段。同时，订单量
的扩大，对产业链也会带来新的挑战。

金鹏航空将成全球首家运行C919的民营航司
国产大飞机全球订单已超1000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