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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罗氏旗下的创新药，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曲
妥珠单抗（商品名赫赛汀）。
早在 1998 年，罗氏就推出了
首 款 HER2 产 品 曲 妥 珠 单
抗，确立了其在 HER2 阳性
乳腺癌的领先地位，这款药
于 2002 年 进 入 中 国 市 场 ，
2017年经医保谈判进入国家
医保目录，适应症为 HER2
阳性乳腺癌和胃癌。进入医
保后，曲妥珠单抗的价格从
高达 2 万多元/支降至 7600
元/支，降幅近七成。按照参
保患者最低自付比例两成计
算，患者每支药品最低只需
花费 1500 元。在纳入医保
目录后，全国范围内对赫赛
汀的用药需求也出现了激
增，甚至一度因缺货频繁上
热搜。

实际上，在 2017 年由人
社部首次开展的这场国家医

保谈判中，罗氏旗下包括曲
妥珠单抗在内的四款靶向
药均成功通过谈判纳入国
家 医 保 目 录 ，是 当 时 中 标
品 种 最 多 的 跨 国 药 企 之
一。积极应对并融入中国
的 医 改 中 ，让 罗 氏 旗 下的
创新药跑步进入中国市场。

再过几日，第六届进口博
览会也将在上海拉开帷幕，
作为进博会的“老常客”，今
年第六次参展的罗氏又将携
带哪些创新好药亮相这个前
沿科技“大秀场”？

“进博会是向世界共享
‘中国机遇’的窗口，已成为
全球创新产品和前沿科技绝
佳的首发高地与聚集地，也
为各方构建了绝佳的交流和
沟通平台。”罗氏制药中国
总 裁 边 欣 表 示 ，过 去 五 年
来，受益于进博会强大的溢
出效应和政策东风，罗氏加

速引进多款全球创新产品，
第一时间惠及中国患者，今
年，罗氏将携近 30 款已上
市和即将上市的全产品矩
阵及创新解决方案六赴进博
之约。

据透露，此次，罗氏将重
磅推出 6 款即将在华上市的
全球创新产品，覆盖血液肿
瘤、乳腺癌、神经科学和眼科
等疾病领域。

其中，在乳腺癌诊疗优
势细分领域，今年进博会，罗
氏带来即将在华上市的全球
首个乳腺癌抗 HER2 双靶皮
下复方制剂 Phesgo。这是
罗氏第一次将两种单抗结合
起来，可通过单次皮下注射
给药，大幅缩短给药时间，为
患者提供一种更快、侵入性
更小的全新治疗方案，该药
预计于2023年第四季度在华
上市。

近日，多家航司陆续披露了
今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
三大航司和四大民营航司均实
现单季度盈利，总额高达 176.4
亿元，这也是七家航司三年来首
次集体扭亏为盈。

营收同比最少增六成

10 月 30 日晚间，七家在国
内 A 股上市的航空公司分别披
露了今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
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各家航司
的营收都大幅增长，即使增长幅
度最小的南航，也实现了62.42%
的同比增长。七大航司单季盈
利总额累计达176.4亿元。

据悉，这是七家航司3年来
首次集体扭亏为盈。对于这份
喜人成绩，各航司可谓等待已
久：南方航空创出 2020 年四季
度以来，即 11 个季度以来首度
盈利，中国国航和中国东航则是
2019 年四季度以来、即 15个季
度以来首度盈利。

市场复苏和运力
增长带动盈利

对于今年第三季度的盈利原
因，中国国航表示，第三季度其加
大运力投入，同时在客座率和价格
水平双升的带动下，营业收入大幅
提升，大幅减亏增利。东航则在财
报中指出，由于公司努力把握航空
客运市场复苏机遇，加大运力投
放，优化航线和资源配置，强化成
本管控，客运收入增加，公司经营
业绩改善。总的来说，亮眼的业
绩，来源于航空市场复苏带来的
业务量增加与航司运力增长。

华创证券研报表示，今年三
季度起，我国航空业步入真正盈
利大周期。民航专家林智杰解
读称，今年第三季度各家航司财
报的亮眼数字，表明民航业已经
基本走出疫情的阴霾，进入恢复
发展的新阶段。

此外，中国航协此前在第三
季度理事单位信息沟通会上也
曾透露好消息：1-9月国内航空
公司累计实现盈利96.4亿元，同
比减亏增盈 1371.2 亿元，14 家
航空公司累计实现盈利。今年
9月份即使在暑运旺季结束、油
价上涨的背景下，仍有 11 家航

空公司实现盈利。

2024年盈利大增
值得期待

据悉，民航每年旅客运输量
在春运达到高点，紧接着是暑
运、小长假，到年底则回落。基
于暑运与中秋国庆两个节点，三
季度可被看作民航经营的旺
季。但从 10 月底开始，民航市
场迎来传统淡季，客运国际航班
布局和整体恢复情况，仍是航司
能否实现全年盈利的关键。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从刚
刚开始的民航冬春航季数据来
看，国际航班态势向好。民航局
统计的数据显示，冬春航季共有
116家航空公司的每周6502班、
共 13004 架次客运航班计划申
请获得批复，涉及 65 个境外国
家，航班计划量约为 2019 年冬
春航季的70.7%。

按照最新冬春时刻计划，冬
春航季国际航线计划增班至2019
年的七成，多家航司均表示计划增
加或恢复国际客运航班。且近期
中美航线再获增班，每周增至70
班，国际线取得进一步突破。

另外，民航局也在10月27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继续
鼓励和支持中外航空公司积极恢
复国际客运航班，完善国际航线网
络，为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和中外人
员往来提供更好的保障。

群益证券在研报中预测，短
期看，第四季度为传统淡季，预
计航司季度数据将有所回落。
长期看，考虑到当前国际航线恢
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50%-60%
之间，后续冬春航季国际地区航
线将进一步增加班次，公司宽体
机的利用率也将进一步提高，单
位成本有望得到改善，机构预计
盈利弹性或将于明年释放。

对于全年航司业绩预测，国
金证券认为，2023年以来，旺季
航空市场均表现良好，尤其是国
庆 假 期 ，日 均 航 空 客 流 超 过
2019 年 13%，表明出行需求保
持旺盛，景气恢复可期。伴随长
航距国际航线的恢复，宽体机利
用率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单位成
本将进一步改善。收入增长可
期，成本将恢复常态，公司2024
年盈利大增值得期待。

多家航司实现单季度盈利

七家航司三年来
首次集体扭亏为盈

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报
道：六大国有银行 10月 30日晚
间交齐 2023 年前三季度成绩
单，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下同）总计 10515.87 亿元，相
当于日赚超过38.1亿元。

其中，论单家银行来看，工
行的赚钱能力依旧领先，净利润
2686.73亿元，建行、农行和中行
紧 随 其 后 ，分 别 实 现 净 利 润
2554.54 亿 元、2077.89 亿 元 和
1748.5亿元，邮储银行和交行分
别 实 现 净 利 润 756.55 亿 元 和
691.66亿元。

净息差持续收窄成为银行
业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从三季
度情况来看，受LPR下调等因素
影响，国有银行的净息差仍在继
续收窄。

三季度末，在六家国有银行
中，交通银行净息差最低，为
1.3%；建行、工行、中行、农行净
息 差 分 别 为 1.75% 、1.67% 、
1.64%、1.62%；邮储银行净息差
为2.05%。

在六大行披露的手续费及
佣金收入中，中行、农行、交行的
该项收入则出现了负增长。

根据中银协今年 9 月发布
的《2023 年度中国银行业发展
报告》，2022 年，商业银行总体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有所降低，
但中间业务结构持续优化，非传
统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
升。以 42 家上市银行为例，
2022 年全年实现手续费及佣金
净收入 8210.92 亿元，较上年末
减少243.19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

六大行交齐前三季度成绩单
工行仍然最赚钱

上市航司第三季度业绩概览

中国国航

南方航空

中国东航

海航控股

春秋航空

吉祥航空

华夏航空

营收

458.63亿元

476.61亿元

361.13亿元

191亿元

60.72亿元

65.49亿元

16.36亿元

同比增长

+152.89%

+62.42%

+118.92%

+149.64%

+105.75%

+112.81%

+110.88%

归母净利润

42.42亿元

41.95亿元

36.42亿元

24.95亿元

18.39亿元

10.71亿元

0.5478亿元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到来，
中国正处于从医药制造大国转向医药创
新强国的关键节点，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
正积极融入全球医疗创新体系，而在中国
耕耘多年的跨国药企们，也正在牵手本土
药企，共创医疗创新生态圈。

9月28日，罗氏中国宣布，投资近3
亿元人民币的罗氏中国加速器大楼正式
落成。这是罗氏全球首个自主建立并运
营的加速器，旨在依托罗氏强大的科研
实力和商业化能力，孵化扶植优质的本
土创新企业成长，实现中国研发、全球共
享。

作为最早在中国建厂的跨国药企之
一，罗氏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本土化布局
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其间，罗氏是
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变化，加速器将如
何帮助罗氏在中国“加速”？“明年恰逢罗
氏制药在华成立30周年，三十年来，我
们怀揣初心，引领医药创新，优化创新生
态。”罗氏制药中国总裁边欣在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罗氏将在加速引
进创新药的同时，继续携手多方合作伙
伴，不断探索新型合作模式，聚力打造创
新、合作、多元的本土医疗健康生态圈。

今年以来，全球医药企业负责
人，绝大多数将“到中国去”列为行
程单上的重要一项。辉瑞、强生、
阿斯利康、飞利浦、瓦里安医疗、拜
耳等跨国药企相继来华，表达对中
国市场的信心。

9月 28日，罗氏集团董事会主
席施万、全球首席执行官施楠珂博
带领罗氏集团董事会与领导团队、
罗氏中国领导团队集体出现在罗氏
中国加速器大楼落成典礼上。这是
罗氏集团董事会与领导团队时隔多
年首次集体访华的重点行程之一。

时间回拨到 1994 年，占地面
积近3万平方米的上海罗氏制药公
司破土动工，这标志着罗氏成为落
地上海张江的第一家制药外企，自
此，也掀起了跨国药厂在华建厂的
热潮，而在众多大型跨国药企中，
罗氏率先在华建成并不断升级和完
善了包括研究、开发、生产、营销等
环节在内的完整医药价值产业链。

30年来，中国创新药的研发、
注册、生产、监管等逐渐与国际接
轨，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逐步走向

全球市场。以罗氏为代表的跨国
药企不仅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健康
事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而且还成
为中国医药行业效率和质量整体
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我亲身体会到了这里的创新
活力与巨大潜力，我们不仅将中国
视为一个重要的市场，更致力于通
过开放的合作将中国打造成为一
个创新中心，为中国和全球患者带
来更好的医疗解决方案。”施万这
样表达他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信心”更体现在了紧锣密鼓
的加码投资上：2019年，罗氏追加
投资8.63亿元人民币，将研发中心
升级为全新的罗氏上海创新中心；
2021年，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的罗
氏中国加速器，旨在推动中国医疗
创新的加速发展，赋能中国本土医
疗创新生态圈的建设；2022年，追
加投资近2.5亿元人民币作为营运
资金，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
入，加速惠及中国患者……据不完
全统计，近三年来，罗氏在华的投
资已超14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市场真金白银的
投入也带来了丰硕的创新成
果：在过去19年历程中，罗氏
中国创新中心参与发现了至
少9款临床药物分子，申请超
过300个专利，发表了170篇
以上的学术文章。

据咨询机构弗若斯特沙
利文分析，中国药品市场规
模由 2017 年的 14304 亿元增
长至 2021 年的 15912 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为2.7%。2025
年我国医药市场规模将进一
步增长至20645亿元，创新药
占比继续放量至68%。

历经数十载的磨砺和积
累，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
大医药市场。本土药企研发
能力日渐成熟，在全球范围
内不断得到认可，在政策红
利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跨
国药企频频开启与本土企业
及政府的各项合作，加速本
地化进程，打造新的医疗生

态“朋友圈”。
对于罗氏而言，中国市场

已然不再只是药品销售的市
场，也正在成为全球创新药
物的策源高地。从“卖药品”
到“谋合作”，跨国药企们需
要以新的模式来加速深耕中
国市场。

如今，随着投资近3亿元
人民币的罗氏中国加速器大
楼正式落成，罗氏在中国创
新研发的布局迎来了又一次
升级——打破公司内部研发
的“藩篱”，牵手中国本土初
创公司打造“开放式”创新生
态圈。

当前，在罗氏的加速器孵
化项目中，通过大手牵小手，
跨国药企与本土创新的融合
正在加速：

——人工智能生物制药
公司华深智药正与罗氏中国
创新中心开展一项早期研发
合作。借助华深智药新一代

人工智能驱动大分子生物药
物建模与设计平台，罗氏得
以针对某难成药靶点开展抗
体优化设计与验证。

——专注于开发新一代
表观遗传治疗技术的赛岚医
药，正在与罗氏中国创新中
心就一个 First-in-Class 的
表观遗传学靶向治疗技术针
对中国高发的消化道肿瘤相
关适应症开展研发合作。目
前该合作进展顺利，并已达
成阶段性的目标和成果。

据介绍，罗氏加速器将会
为初创企业有针对性地提供
资源，包括资金渠道、合作机
会、研发经验、先进的实验设
备，并根据每家企业个体化
需求制定指导方案，助力科
研成果的转化落地。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已经有十余
家本土初创企业从 300 多家
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加
速器成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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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国有银行
前三季度净利润情况

40多年，超过460倍增长！
1978年，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白皮书

显示，中国医药工业销售为 72.8 亿元；截至
2022 年年底，据工信部数据，中国医药工业总
销售收入已经达到3.36万亿元。

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不断
升级迭代，尤其是步入 2015 年后，国务院印发
《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
见》，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帷幕，药监部门密
集出台落地举措，荡涤痼疾、重塑新药研发市
场生态。

当前，中国医药市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市
场，也成了激活创新、反哺全球的重要源地。

在这激荡进阶中，一批批跨国药企来华投资建
厂，从“在中国”到“为中国”。而在“创新驱动”
战略下，一批富有活力的本土药企也在扬帆起
航。本土创新药企和跨国企业在研发、生产、
销售等各环节全方位铺开竞争与合作，形成了
由跨国药企升级中国研发中心、本土药企构建
自主研发体系组成的创新双引擎，“中西合璧”
促进中国医药创新能力快速发展。

即日起开启的《跨国药企在华风云录》系
列将聚焦跨国药企在华布局和创新的风云故
事，对话生物医药企业知名企业高管大咖，为
读者展现中国医药产业体量超 400 倍增长背
后的创新故事。

制药巨头罗氏

本土化布局不断加码
从“重要市场”到“创新中心”

牵手本土企业
打造“中国研发”创新策源地

创新药跑步进入
多款明星药物加快在华上市

开
栏
语

“到中国去”成跨国药企高管重要日程，
三年加码投资14亿

工行 2686.73亿元

建行 2554.54亿元

农行 2077.89亿元

中行 1748.5亿元

邮储银行 756.55亿元

交行 691.66亿元

A

B

C

罗氏制药中国总裁边欣
受访者供图

罗氏中国加速器是其全球首个自主建立并运营的加速器

民航业进入恢复发展的新阶段 图/视觉中国

一个都不能少
高质量发展

外眼点“经”

跨国药企在华风云录

如何在华“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