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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意见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8 年 6 月 6 日发布的《并购重组委 2018 年第 27 次会议审核结

果公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协和”、“上

市公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有条件通过，审核意见为：“请申请

人结合近年来相关资本运作情况，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发展战略，以及本次并购后

进一步加强业务整合能力和完善内控管理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请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逐项予以落实，并在 10 个

工作日内将有关补充材料及修改后的报告书报送上市公司监管部。” 

上市公司会同独立财务顾问，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并购重组

委员会审核意见进行了认真调查、核查及讨论，并予以回复。相关内容已在重组

报告书中进行补充披露，现将回复提交贵会，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所使用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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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申请人结合近年来相关资本运作情况，补充披露上市公

司发展战略，以及本次并购后进一步加强业务整合能力和完善内控管

理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说明】 

一、上市公司发展战略 

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将聚焦于“精准医疗”领域，打造“细胞治疗+精准诊

断”的产业链，近年来的相关资本运作均是围绕“精准医疗”领域进行的。 

 

（一）精准医疗 

精准医疗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

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

应用，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

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提高

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效益。 

精准医疗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层次，包括基因测序、精准诊断等，

目标在于实现对个体化病情的精确诊断，形成个体化治疗方案或进行疾病早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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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治疗；中等层次为细胞免疫治疗，包括免疫细胞疗法、干细胞治疗等；高等

层次为基因编辑，即对病变细胞的变异基因进行批量改造，使之成为正常基因。

在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下，精准医疗市场热点主要在基础层次和中等层次。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完成在精准诊断板块的整体布局，结合公司在细

胞治疗领域的长期积累，中源协和已成为国内在“精准医疗”领域布局最完善的

企业之一。 

（二）细胞治疗 

细胞存储可为细胞治疗提供核心原料，是细胞治疗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中

源协和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领域。 

中源协和是国内细胞存储的龙头企业之一，主要业务包括造血干细胞、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胎盘亚全能干细胞、脂肪干细胞及免疫细胞等的检测、制备、存

储，公司已在全国 18 个省市建成细胞资源库并投入运营，形成了全国性的细胞

资源库网络。 

免疫细胞疗法、干细胞治疗是现阶段细胞治疗的主要途径。中源协和依托细

胞资源库，通过多种方式，在该领域进行了长期投入：其一，与专业机构合作研

发，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等，开展合作研发项

目；其二，协同三甲医院，开展细胞临床科研合作；其三，引进掌握核心技术的

尖端科学家，积极参与细胞临床治疗研究项目，推动相关质量标准的建立，探索

建立多适应症、系列化、多治疗点的细胞临床治疗技术服务体系。目前，中源协

和的 Car-T 免疫细胞治疗药物正在准备申报过程中，干细胞治疗药物也已经进入

临床一期，公司在细胞治疗领域的研发已经走在行业前沿。 

围绕免疫细胞产业，为积极吸收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中源协和进行了一系列

的投资并购，如：投资设立英威福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新一代细胞治疗

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探索新一代免疫细胞治疗体系，同时大力推广 CAR-T、PD1、

gp96、白介素 15 等免疫修饰细胞治疗技术；购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

液学研究所）CAR-T 专有技术；与 Eureka Therapeutics 等公司合资成立颐昂生物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开发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免疫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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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上市公司仍将继续围绕细胞治疗，不断完善公司在该板块的技术研发、

生产、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的整体布局，立志成为国内细胞治疗板块的领军企业。 

（三）精准诊断 

精准诊断主要包括三个板块：生化诊断、免疫诊断及基因诊断。 

基因检测是近年来中源协和业务中增速最快的板块。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积

极开展覆盖唐氏综合症筛查、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疾病易感基因检测、无创肿

瘤精准用药检测、临床生化检测试剂等业务，检测服务种类日益完善。同时，公

司投资了深圳碳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外延

方式，深度布局基因检测业务。 

在生化诊断方面，中源协和于 2014 年收购上海执诚。上海执诚是国内生化

检测行业的领先企业。通过不断整合上海执诚市场营销渠道等资源，公司大力发

展生化诊断试剂业务，扩大产品生产规模，加快产品种类丰富，实现生化诊断产

品的多元化。同时，公司亦不断加强上海执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上海执诚引

入化学发光诊断、POCT（即时诊断）等免疫诊断板块的热点领域，提升上海执

诚在精准诊断领域的整体竞争力。 

本次交易，通过收购上海傲源（傲锐东源），将有力弥补了中源协和在精准

诊断板块，尤其是生化诊断、免疫诊断领域的短板，具有较强的协同性。具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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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种类协同 

上海执诚的产品包括生化诊断产品、化学发光产品，傲锐东源的产品包括病

理诊断产品。二者产品种类完全互补，实现了在对行业热点领域的“全品类”产

品覆盖。 

2、研发协同+生产协同 

在研发方面，上海执诚的研发以应用研发为主，主要进行优质的产品的市场

化；傲锐东源的研发以创新性产品开发为主，致力于开发优质的产品种类。双方

研发形成有力互补，贯穿了新产品开发到市场应用的整个环节。 

在生产方面，上海执诚部分诊断试剂的核心原料依赖进口；傲锐东源则具备

自主生产诊断试剂核心原料的核心竞争力。上海执诚和傲锐东源的相结合，可以

有效解决上海执诚核心原料的对外依赖情况，并能提高其产品性能，降低生产成

本。 

通过研发协同及生产协同，中源协和实现了从源头开始的，整个诊断产品产

业链各个环节的贯通，即“全产业链”环节贯通。 

3、销售渠道协同 

上海执诚目前在国内的渠道以二级及以下医院为主；傲锐东源在国内的渠道

包括了国内主要的三级医院。双方的销售渠道可以高效互补，最终形成了在全国

范围内的健全销售网络，即诊断领域的“全渠道”覆盖。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源协和将形成在精准诊断领域的“全品类”、“全产业

链”、“全渠道”的整体布局。同时，上市公司在精准诊断领域的收入将大幅增

长，业务规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上市公司将成为国内体外诊断行业中，业务范

围最广、业务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二、本次并购后进一步加强业务整合能力的措施 

为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能业务整合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采取

有效的措施对交易标的进行整合，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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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质产品及核心技术的国产化 

将傲锐东源优质的产品、领先的核心技术进行国产化，降低进口依赖，是上

市公司本次收购的核心目的之一。上市公司制定了有效的措施，将交易标的的优

质产品及核心技术进行国产化，具体如下： 

1、在技术研发方面，将无锡傲锐定位为傲锐东源的研发中心，将傲锐东源

的生产研发中心转移至无锡，核心技术、核心项目的研发将主要通过无锡傲锐执

行； 

2、在产品库存方面，丰富的产品种类是傲锐东源的其核心竞争力之一，将

无锡傲锐定位为傲锐东源的库存中心，逐步将核心产品的生产、存储转移至无锡。 

3、在生产工艺方面，通过无锡傲锐的 GMP 车间，将傲锐东源核心产品的

生产工艺逐步复制到无锡傲锐，提升无锡傲锐的整体生产工艺水平。 

（二）体外诊断业务事业部规划 

上市公司计划设立体外诊断事业部，将傲锐东源、上海执诚及中源协和的体

外诊断业务进行整合，加强各业务分布的沟通及联系。体外诊断事业部将统一管

理，实现研发、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的资源共享及业务协同，加强业务整体管控

能力。 

（三）核心技术人员承诺任职期限 

为保障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本次交易标的的核心技术人员均承诺任职至

2020 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最大限度地保证上海傲源核心技术人员

的稳定性和经营策略的持续性，通过多元化的措施安排，从制度上保证核心技术

人员的稳定性。 

（四）傲锐东源的核心人员在上市公司进行任职 

上市公司将积极吸收、学习傲锐东源在生物领域的先进技术及研发、管理经

验。对傲锐东源优秀的核心人员，将聘请其成为上市公司的高管、核心业务负责

人等职务，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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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外人才储备计划 

上市公司在美国拥有全资子公司，经过两年发展，已经储备了相应的管理人

员及研发人员，熟悉美国企业的运营及管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派驻

相关人员进入傲锐东源，在保持傲锐东源关键人员稳定的同时，逐步介入傲锐东

源的日常经营。 

三、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管理的具体措施 

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投资管理内控相关措施，具体如下： 

1、由专职的投资管理部负责对外投资日常管理，信息收集，投资整合及例

行报告； 

2、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需有利于“细胞治疗+体外诊断”的整体布局； 

3、初步了解标的后，由投资管理部向由公司主要高管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内

部评审小组进行初步汇报，并进行讨论，对符合公司产业布局，并具有发展潜力

的标的做出集体决策，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详细尽调； 

4、对重要项目，需组织法务部门、财务部门参与尽调，并邀请外部审计、

评估机构共同参与项目尽职调查、方案论证； 

5、根据项目详细尽调结果，由投资管理部负责组织尽调资料、设计投资方

案，并交内部评审小组进行论证，评审小组做出是否投资的建议； 

6、评审、论证工作完成后，根据授权情况，由投资管理部整理好标的资料

及评审小组确定的投资方案建议，向董事会提交议案； 

7、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项目进展随时与董事会办公室进行同步，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协调投资项目相关的信息披露工作。 

【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之“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本次交

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处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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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聚焦于精准医疗，致力于打造“细胞

治疗+精准诊断”的产业链，目前已制定了有效的整合计划和内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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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并购重组委会

议审核意见的回复》之盖章页）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