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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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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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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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23 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

数进行利润分配，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5 元（含税），且每 10 股派送红股 4

股（含税）。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为 401,398 股，公司总股本（扣减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 57,469,573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83,330,880.85 元人民币

（含税），合计拟派送红股 22,987,829 股，现金分红总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比例为 38.36%，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总股本增加至 80,858,800 股（股份数已四

舍五入取整，最终送股数及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

有尾差，系取整数所致）。 

本次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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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杰思 68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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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勤华 杜新宇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康信路597号5幢、

6幢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康信

路597号5幢、6幢 

电话 0571-88775216 0571-88775216 

电子信箱 IR@bioags.com IR@bioa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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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从事内镜微创诊疗器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应用于消化内镜诊疗领域，按治

疗用途分为 GI 类、EMR/ESD 类（单、双极）、 ERCP 类和诊疗仪器类。公司生产的各类微创诊疗

器械与消化内镜配套使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应用于消化道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公司秉持

“创造、坚持、分享”的核心价值观，为患者和临床医生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内镜微创诊疗器

械。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销售内镜诊疗器械、诊疗仪器及配套耗材取得销售收

入与生产成本及费用之间的差额。 

2、研发模式。在“三棵树”理念的指引下，公司逐步形成“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产品创新及

工艺优化为路径、以行业技术为支持”的研发体系，实施“销售一代、研发一代、探索一代”的产品

研发和市场销售策略。 

建立高效的研发项目团队，健全研发创新机制，挖掘临床对于产品的最新需求；通过市场调

研、信息搜集、与临床开展医工相结合的研发模式，了解临床需求，帮助公司在售品、在研品提

供更好的改进建议，使公司产品更加贴合临床的使用需求。 

3、生产模式。公司采取国内备库、海外接单生产两种模式，根据订单预测和以销定产的方式，

生产部门制订生产计划，通过营销、生产运营、质量等部门的协作，保证高效的生产。 

4、采购模式。公司已制定较为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规范了物料采购的审批决策程序、采购

流程及相关部门职责。采购部以获取质量可靠、价格合适、交货及时的原材料为宗旨，以建立满

足经营需求的供应链及供应商管理体系为核心，将重点采购工作前置到项目开发阶段，确保产品

的设计质量和成本的可控性。 

5、销售模式。公司销售模式包括经销和 ODM 贴牌两种类型，境内销售以经销为主，境外销

售以贴牌为主。在境内公司将标有公司品牌的产品出售给经销商，经销商最终会将产品出售给终

端医院；公司在境外主要采用 ODM 贴牌的模式，客户仅提出外观、颜色、尺寸等需求，贴牌产

品的主体设计和生产均使用公司自有核心技术，设计图纸、生产工艺等由公司独立完成，除客户

商标外的知识产权属于公司，不存在使用客户技术的情形。报告期内，在境外公司亦加大了自有

品牌的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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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所处行业及其基本特点 

公司从事内镜微创诊疗器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业（C35）中的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C358）。 

（2）中国医疗器械政策与全球环境变化 

《医疗器械蓝皮书-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2023）》指出，随着医疗需求的进一步扩大，



未来中国医疗器械需求持续增长将加速国内医疗器械放量，目前新医改已步入深水区，国家层面

不断出台利好政策，大力扶持、鼓励医疗器械快速发展，整体行业已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期”。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人均 GDP 不断上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和生

活水平显著提升。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情况下，越来越注重健康状况。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

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加，并且保持着未来继续上升的趋势，可支配收入中投入医疗保健的比例呈

上涨趋势。在经济环境向好和健康意识提升的背景下，人们投入更多关注和资金到健康领域，医

疗器械市场规模也随之增长。 

随着医保的普及以及年轻群体对自身健康关怀程度的意识不断提升、慢性病种的增加以及人

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全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据《2022-2027 年中国医疗器械市

场需求预测及发展趋势前瞻报告》显示，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由 2019 年的 6235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10358 亿元。中商产业研究院分析师预测“2024 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将达到 11300 亿元”。 

从全球医疗器械市场来看，美国和欧洲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日本、

韩国等国家，中国的产业规模和医疗产业集中度都在不断增强。 

综合来看，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未来发展机遇远大于挑战，有望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和

市场的有序的推动下持续进入快速发展状态。 

（3）内镜诊疗领域 

消化内镜是经消化道直接获取图像或经附带超声及 X 的设备获取消化道及消化器官的超声或

X 线影像，以诊断和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一组设备。按检查所用内镜属性可分为食管镜、胃镜、

十二指肠镜、结肠镜、内镜超声、胶囊内镜、胆道镜（包括子母镜）、胰管镜和腹腔镜以及激光共

聚焦内镜等；按检查部位和功能分为上消化道内镜、下消化道内镜、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

及内镜超声；按临床应用分为诊断性消化内镜和治疗性消化内镜。 

近年来，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普及和推广，内镜诊疗作为主流的微创治疗手段之一，获得了

市场的认可。软镜诊疗应用于胃肠道疾病诊断、EMR、ESD、ERCP 等术式，已成为消化道癌症筛

查的金标准，“早诊早治”意义重大已成为共识。 

伴随着内镜手术和诊疗的术式的不断进步，内镜市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因此也为内镜耗材

带来了质的飞跃。根据 Frost&Sullivan 的数据资料，2019 年中国内窥镜市场规模 225 亿元，增速

15%左右，预计 2024 年中国内窥镜器械市场规模增长至 423 亿人民币，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市场

前景广阔。其中，软镜的发展受市场需求和内镜制造技术发展的双轮驱动，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据统计，2019 年中国软性内窥镜市场销售额规模约 53.4 亿元，增速超过 12%，软镜占总共内窥镜



市场 22%左右，国产占比不足 10%。近几年，随着技术的升级，以及政策的支持，中国内镜市场

的国产化率明显提高。 

全球范围内降低消化道肿瘤医疗负担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一件事，基于肠胃镜早筛，帮助消

化道肿瘤实现早筛、早治，有效提升消化道早癌五年生存率，降低医疗费用、减轻医保负担。随

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内镜筛查渗透率随之升高，内镜诊疗器械和耗材市场有望持续增长。据

波士顿科学统计，全球内镜诊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将由2021年的 50亿美元增长至 2024年 60 亿

美元，CAGR 为 6%；国内肠胃镜早筛渗透率更低，行业增速更快，国内消化内镜诊疗器械行业市

场规模有望从 2019 年的 37.3 亿元增长至 2030 年的 114.2 亿元。内镜诊疗器械涉及多种术式，

产品需求丰富多样 ESD/EMR、ERCP 等微创治疗术式占比有望不断提升；国内生产企业逐步向中高

端产品实现突破，并有望在全球占据更多一定份额。 

（4）主要技术门槛 

医疗器械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高、法律法规严格、产品生命周期长、市场需求多样化、产业

链复杂的行业，需要大量的科技支持和研发投入，也需要各个环节紧密配合。总体拆分来看，可

以分为五大类：1.技术门槛，由于医疗器械制造设备需要掌握高精度制造、化学处理、材料成型、

软件控制等多方面技术知识。2.资金门槛，设备需要大量的投入，包含设备制造、设备调试、产

品研发等多个环节。3.法律门槛，生产需要符合国家标准和法规。4.市场门槛，由于市场竞争比较

激烈，企业需要具备强大的市场推广和销售渠道。5.人才门槛，该行业需要各类人才共同协作，

才能开发出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产品。综上所述，医疗器械行业需要长时间的专业技术积累和深

刻的临床理解，这也增加了市场的进入壁垒。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随着民众“早筛早治”意识的不断提高、内镜诊疗技术的不断下沉以及有能力开展微创诊疗的

医院数量不断增加，未来通过微创诊疗进行消化道疾病检查的患者范围将持续扩大，随着人口老

龄化加剧，消化内镜手术渗透率持续提升。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将内镜微创诊疗领域作为企业战略发展方向，随着国家政策扶持以及

企业研发投入的不断加大， 公司核心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始终坚持研发创新，公司夹子装置产品在国内首批获得第三类

医疗器械注册证。多年来，公司被评为浙江省出口名牌、研发中心被评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

发中心和省级研究院，2022 年 8 月公司成功入选工信部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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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镜诊疗技术 

多年来，公司发挥自身研发优势，对传统产品不断进行技术改进。以“三棵树”为指引，利

用核心技术精准解决临床痛点。先后实现夹子装置的可拆卸、可换装和连发等新功能，进一步提

高操作安全性、缩短手术时间、降低诊疗成本。在用于防治消化道早癌筛查的 ESD 产品中，公司

基于电切原理，自主研发双极黏膜切开刀和双极电圈套器等设备和匹配的耗材，有效降低了手术

风险。2019 年，双极高频消化道早癌治疗手术系统被认定为浙江省省级重点研发项目。在双极治

疗系统基础上，公司开发了“第三只手”牵引夹和补液动力源三代水泵，形成了安杰思独有的双

极 ESD 手术技术。通过对电圈套器优化丝径结构、调整径长比例，加强 EMR 手术中电圈套器在套

取息肉的贴壁性和防撤滑效果，形成无极变径的新型电圈套器技术。在 ERCP 领域，推出了创新

性的涂层导丝技术，产品做到直径更细、刚性更强，提高了插管成功率。公司还拥有啮合活检技

术、可旋转操控技术、可换装技术、碟形球囊成型技术等核心技术，并围绕核心技术建立了严密

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公司累计获得专利授权 89 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 50 项，实用新型 37 项，外观设计 2 项。2022

年获得浙江省知识产权专利示范企业荣誉称号。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良的临床使用效果，

在内镜微创诊疗器械行业已形成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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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022年 本年

比上

年 

增减

(%) 

2021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2,331,074,065.19 473,130,641.19 473,384,772.87 392.69 341,994,177.12 341,994,177.1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2,208,239,110.89 381,536,660.71 381,578,196.39 478.78 271,395,740.17 271,446,098.57 

营 业

收入 
508,748,507.24 371,111,549.38 371,111,549.38 37.09 305,466,100.93 305,466,100.93 

归 属 217,238,584.26 144,964,327.96 144,955,505.24 49.86 104,750,060.57 104,800,418.97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212,018,457.80 142,915,113.80 142,878,058.46 48.35 100,016,877.16 100,048,873.44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21,447,224.50 156,376,797.76 156,376,797.76 41.61 118,252,646.06 118,252,646.06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5.18 44.40 44.40 

减少

29.22

个百

分点 

38.93 38.95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4.1904 3.3401 3.3399 25.46 2.4135 2.4147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4.1887 3.3401 3.3399 25.41 2.4135 2.4147 

研 发

投 入

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 

8.11  8.48  8.48  

减少

0.37

个百

分点 

7.92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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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46,286.16 115,112,594.65 140,323,014.92 162,866,61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224,989.50 44,576,671.13 64,373,335.54 74,063,58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4,126,500.46 42,615,447.63 63,582,462.82 71,694,046.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732,528.24 59,464,684.54 73,588,188.48 77,661,8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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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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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一嘉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0 18,892,898 32.65 18,892,898 18,892,898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广州达安基因股

份有限公司 
0 6,000,000 10.37 6,000,000 6,0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张承 0 4,131,963 7.14 4,131,963 4,131,963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杭州鼎杰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3,319,998 5.74 3,319,998 3,319,998 无 0 其他 

苏州元生私募基

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新

建元二期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0 2,893,311 5.00 2,893,311 2,893,311 无 0 其他 

宁波天堂硅谷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天堂

硅谷正汇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2,604,058 4.50 2,604,058 2,604,058 无 0 其他 

广州市达安基因

科技有限公司 
0 2,589,639 4.47 2,589,639 2,589,639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宁波嘉一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1,913,983 3.31 1,913,983 1,913,983 无 0 其他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道合兴远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055,121 1.82 1,055,121 1,055,121 无 0 其他 

中信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387,847 387,847 0.67 387,847 47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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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一嘉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承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杭州一嘉、宁波嘉一、宁波鼎杰是张承控

制的企业。2、达安基因广州达安的控股股东。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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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50,874.85 万元，同比增长 37.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23.86 万元，同比增加 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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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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