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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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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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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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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夏军 工作原因 徐胜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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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母公司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79,869,669.16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69,549,221.89 元，可

供分配的利润 449,418,891.05 元，减付 2016 年普通股股利 15,339,860.00 元,未分配利润

434,079,031.05 元。2017 年度分配方案拟为：按照公司总股本 153,398,600股计算，每 10股派

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元（含税），合计分配利润 30,679,720.00元，尚余 403,399,311.05元，结

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方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健民集团 600976 武汉健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振波 周捷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 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

号 

电话 027-84523350 027-84523350 

电子信箱 whjmhzb@163.com zhoujie2212@sina.com 

 

三、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制造、批发与零售业务，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修订））。公司主营业务分为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两



大板块，具体如下： 

医药工业以母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叶开泰国药为主开展药品的研发和制造业务，产品聚焦儿科、

妇科、老年等多个治疗领域，涵盖颗粒剂、片剂、丸剂、胶囊剂、糖浆剂、膏剂等剂型近500个品

种、品规，主要产品有龙牡壮骨颗粒、健脾生血颗粒/片、小金胶囊、便通胶囊、小儿宝泰康颗粒、

小儿宣肺止咳颗粒、健胃消食片等。 

医药商业板块主要为药品的批发和零售，药品批发业务主要通过公司下属福高公司、维生公

司、华烨公司、中维公司等4个医药商业子公司开展，经营产品包括中药、西药、保健品、医疗器

械、玻璃仪器、化学制剂等，业务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湖北、江西、湖南、安徽等地；零售业

务主要通过子公司新世纪大药房开展，主要经营品种有中成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保健品等。  

 

（二）经营模式 

1、医药工业经营模式 

原材料采购模式：公司采购中心对原材料采购实行专业化集中招标管理，大宗物料实施战略

性采购，统筹规划原辅包材的外部采购。根据生产情况、市场状况合理规划库存量，安排采购计

划和采购时点。严格执行安全库存制度及中药材采购标准，除部分药材（人工麝香）为国家指定

专供外，其余中药原材料均通过专业人员亲临产地、药材市场挑选，特殊中药材实施规格等级优

选或道地药材基地亲自培育，确保公司每批中药材品质上层，为公司制造菁品中药奠定基础。 

生产模式：公司严格执行GMP标准，根据销售情况、库存状况、市场环境等合理安排生产计划，

确保药品生产供应；公司严格按照GMP及药典要求，对药品生产中使用的原辅包材、生产的半成品

和产成品进行质量检测，并对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等进行监控，确保药品质量安全。 

销售模式：主要分为OTC产品和处方药产品销售。 

公司OTC销售采取渠道分销和直供专销两种模式。渠道分销模式主要依靠品牌拉动，由医药商

业公司向公司采购，再将产品分销至各类批发和零售终端；直供专销模式主要依靠公司营销团队

完成由公司向连锁药店直接供货。 

公司处方药销售主要采用以专业化学术推广为主的销售模式，处方药严格按照国家招投标的

规定执行中标价格，医疗机构按中标价格通过医药商业公司采购公司产品。 

2、医药商业经营模式 

公司严格执行GSP标准，充分保障药品流通过程中的产品质量。医药商业主要从药品生产企业

购进产品，通过自有销售渠道销往区域内的其他医药商业或医疗机构。 

 

(三)行业情况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一、二、三产业

为一体的产业。其主要门类包括：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抗生素、生

物制品、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制药机械、药用包装材料及医药商业。



医药行业对于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为救灾防疫、军需战备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行业经营模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医药生产企业必须取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注册批件》，且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认证（GMP认证）后，方可生产相关药品。 

医药经营企业须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且通过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认证（GSP认证）后，方可销售相关药品。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1）周期性 

医药行业的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属于弱周期行业，行业抗风险

能力较强。 

（2）区域性 

医药行业也没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由于药品销售与区域经济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因此

经济发达地区的销售情况相对好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3）季节性 

医药行业整体而言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受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影响，通常第一季度的

销售相对较低。此外，具体的药品品种因适应症的高发期受季节因素影响，相应的药物市场存在

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3、医药行业经营发展状况 

我国医药行业总体规模逐年增加，增速有所放缓，2017年医药行业总体经营情况良好，增速

较往年有所提升。 

（1）医药工业经营情况 

收入增长缓中有升：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2015年主营业务收入26885.19亿元，同比增长

9.02%，增速为近年来的最低点；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29635.86亿元，同比增长9.92%，增速缓慢

回升；至2017年9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936.45亿元，同比增长11.7%，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1.61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利润增速高于收入增速：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2015年实现利润总额2768.23亿元，同比增

长12.22%；2016年，实现利润总额3216.43亿元，同比增长15.57%，增速提高3.35个百分点；2017

年1－9月，实现利润总额2557.26亿元，同比增长17.54%，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1.90个百分点。 

 

 

 

 

 

 

 

 

 

 

 

 

 

利润水平有所提高。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2015年主营收入利润率为10.3%，较上年提升0.28

个百分点；2016年主营收入利润率为10.85%，较上年提升0.5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工业整体水平

4.88个百分点。2017年1－9月，主营收入利润率为11.15%，较上年同期提升0.69个百分点，高于

全国工业整体水平4.98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工信部 



各子行业经营情况: 

2016年收入增长最快的是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增长13.25%，化学原料药、中成药、制

药设备的增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17年1-9月，增长最快的是中药饮片加工，增速为17.20%。 

 

近两年医药工业各子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完成情况 

行业 

2016 年 2017 年 1-9 月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率

(%)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率

(%)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5034.9 8.4 3927.88 14.13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7534.7 10.84 6249.9 10.85 

中药饮片加工 1956.36 12.66 1592.6 17.2 

中成药制造 6697.05 7.88 4548.13 9.69 

生物药品制造 3350.17 9.47 2562.61 11.17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2124.61 11.45 1753.85 14.09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172.6 3.52 134.27 9.86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2765.47 13.25 2167.21 9.24 

医药工业合计 29635.86 9.92 22936.45 11.7 

 

2016年利润增长最快的是增长最快的是化学原料药，增速为25.85%，制药设备出现负增长。

2017年1-9月，利润增速最快的是增长最快的是生物药品制造和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分别是26.26%、

24.79%。生物药品制造和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保持着较高的利润率，2016年分别为12.54%、12.61%，

2017年1-9月分别为14.12%、14.06%。 

 

近两年医药工业各子行业利润总额完成情况 

行业 

2016 年 2017 年 1-9 月 

利润总额 

(亿元) 
同比增长率(%) 

利润总额 

(亿元) 
同比增长率(%)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445.25 25.85 307.24 9.25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950.49 16.81 878.79 24.79 

中药饮片加工 138.27 8.64 110.89 18.32 

中成药制造 736.28 9.02 499.5 10.89 

生物药品制造 420.1 11.36 361.91 26.26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191.75 8.52 163.75 17.15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15.8 -13.3 10.3 0.32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318.49 32.29 224.87 7.4 

医药工业合计 3216.43 15.57 2557.26 17.54 

 

（本节“医药行业经营发展状况”数据来源：工信部《医药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医药商业经营情况 

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经过2006年到2011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后，增速逐渐回落，从最高的35%下降

到10%并逐步趋于稳定，2016年医药流通行业规模达到18393亿元，同比增长10.40%，增速较上年

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药品零售市场3679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9.5%，增速同比上升

0.9个百分点。 

 

 

 

 

 

 

 

 

 

 

（3）医药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医药工业企业：根据第34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公布的2016年全国百强医药工业企业信息

统计结果，2016年全国百强医药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6809亿元，同比增长

11.1%，占医药工业总规模的47.2%，较2015年提高0.9个百分点。中高规模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其

中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亿元的企业数量19家，同比增加3家。 

医药工业百强企业医药工业销售收入占比 

 

 

 

 

 

 

 



 

 

医药流通行业：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16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2016年前三

名流通企业市场占有率（销售额占市场总额的百分比）上升至37.67%，前一百名流通企业市场占

有率上升至70.90%，较上年提升2个百分点。 

未来医药流通行业集中度还会持续提升，“全国性龙头+区域性龙头”的竞争格局将加速形成。

根据《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将培育形成一批网

络覆盖全国、集约化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大型药品流通企业；药品批发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

批发市场总额90%以上；药品零售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零售市场总额40%以上；药品零售连锁

率达50%以上。 

  

 
 

 

 

 

 

 

 

 

（4）国家鼓励创新药研发 

根据《“十三五”健康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新药研发目标，重点开发8-10个原创性

新药产品、50个高端健康产品等，2017年10月，国务院、中共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从改革临床试验管理、加快上市审评审批、促进药

品创新和仿制药发展、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加强组织实施等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2018年1月CFDA应发《关于加强和促进食品药品科技创新工作的指导意

见》，重点支持食品安全保障，鼓励创新药、儿童专用药、临床急需以及罕见病治疗药物医疗器

械研发等。我国药品研发将逐渐从仿制药到仿制药创新、自主研发转型，创新药将获得更多的政

策支持。 

（5）国家鼓励中医药发展 

2017年7月1日《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以法律形式确立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地位；《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

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鼓励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2017

年陆续出台《“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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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等重要文件，明确中医药在健康、养老、对外交流合作

等方面的发展规划，未来中医药将在国家鼓励与扶持下获得长足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 

（6）我国医药行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根据《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当下我国医药工业存在诸多不足与困难主要表现在：原始

创新能力不强，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能力薄弱，高质量创新成果少；产品质量升级任务紧迫，化

学仿制药、中药材和中成药、医疗设备、辅料包材等领域质量标准和质量水平亟待提高；药品供

应保障存在短板，低价药、儿童用药和罕见病药短缺情况仍有发生；清洁生产和“三废”治理水平

较低，化学原料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行业集中度低，企业多、小、散，产品同质化和重复建

设突出；国际竞争力弱，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研发、营销等环节存在不规范行为，影响行业良性

竞争和健康发展。  

根据《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药品流通行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一是行业结构不合理。药品批发企业的供应能力总体上远大于需求，而在部分边远地区药品

供应又明显不足；药品零售企业小、散问题仍然突出；行业集中度和药品零售连锁经营率有待进

一步提高。二是流通现代化水平不高。现代医药物流技术尚未广泛采用，流通成本较高；中药材

现代流通仓储设施缺乏，流通方式落后；药品供应链管理和信息化水平不高。三是行业服务能力

不足。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有待提升；部分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品牌竞争力不足；药

学技术人才缺乏，专业服务能力较弱，行业服务大健康的功能未充分发挥。 

 

（四）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1,150.28万元，同比增长 14.72%，其中医药工业同比增长

23.27%，医药商业同比增长 13.33%，医药工业的增长主要是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9.27%，叶

开泰国药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84%。医药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公司加强“飞龙”、“精合”等六大

营销计划的实施，配合营销活动的开展，品牌推广，产品医学价值研究，产品品质提升、团队建

设，实现公司内外资源的优化，推动公司产品销售增长，具体详见本报告第四节“报告期内完成

的重点工作情况”。 

四、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924,156,418.46 1,807,797,213.67 6.44 1,602,080,122.44 

营业收入 2,711,502,822.83 2,363,653,071.25 14.72 2,281,220,600.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0,777,560.92 64,655,611.31 40.40 85,500,170.67 

http://www.chinabgao.com/k/zhongyaocai.html
http://www.chinabgao.com/report/c_chinese-patent-drug/
http://www.chinabgao.com/k/yiliaoshebei.html
http://www.chinabgao.com/k/yaopin.html
http://www.chinabgao.com/report/c_purity/
http://www.chinabgao.com/report/c_bulk-drug/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3,308,988.19 48,398,065.40 51.47 61,203,420.1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89,596,776.89 1,014,159,075.97 7.44 980,183,184.6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197,182.49 113,840,271.20 -69.08 48,449,871.6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9 0.42 40.48 0.5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9 0.42 40.48 0.5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62 6.48 增加2.14个百分

点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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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991,133.04 894,629,805.82 640,482,751.10 596,399,13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700,964.16 30,460,294.58 24,351,384.44 18,264,91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882,709.42 29,017,163.47 15,691,845.69 12,717,26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4,167,612.68 31,931,745.99 14,529,342.51 72,903,706.6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5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777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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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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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 

33,852,409 33,852,409 22.07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新动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54,300 7,000,341 4.56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京东大数

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00,000 5,145,704 3.35 0 无 0 其他 

华安未来资产－宁波

银行－华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631,664 4,631,664 3.02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

组合 

3,609,812 3,859,731 2.52 0 无 0 其他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

收益组合 

3,614,690 3,349,743 2.18 0 无 0 其他 

泰康资管－交通银行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优势精选资

产管理产品 

2,843,856 2,923,656 1.91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新蓝筹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 2,923,114 1.91 0 无 0 其他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0 2,297,932 1.5 0 无 0 国有法

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新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 2,284,691 1.49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华安未来资产－宁波银行－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华立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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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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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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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7年随着新医改步入深水区，食药监系统抽检、GMP/GSP飞检常态化，医药行业面临的增

长压力日益加剧。公司紧密围绕“内生外延、精耕细作－深耕 2017”的年度经营思路和主要经营

计划，克服了来自营改增、两票制、行业监管带来的挑战，克服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改革压



力，坚持聚焦主业，发扬工匠精神，通过营销战略推进、供应链整合、研发创新、管理变革等一

系列举措，使公司各项工作在改革中稳步推进，保持了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2017年各项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深耕核心业务，实现销售收入增长 

“蓝鹰计划”深入实施，招投标持续推进，学术推广、临床价值发掘、团队建设同步开展，

疽证专委会发展壮大，医院产品销售实现增长，其中小金胶囊销售数量实现同比增长 15.72%；健

脾生血颗粒销售数量同比增长 18.93%。 

“菁合计划”、“飞龙计划”快速推进，梳理优化三大产品线，建立战略联盟，与连锁互助

共同成长，持续开展“龙牡儿药师训练营”、龙牡杯“金牌店长/店员评选”、“最强演说家”、

“健民、健身、健步”等各项创意营销活动，渠道持续完善，产品价格成长机制逐渐建立，销量

稳中有增，其中龙牡壮骨颗粒销售数量同比增长 13.71%；菁合产品同比增长 39%。 

2、整合制造资源，提升生产能力 

对武汉和随州两大生产基地进行资源整合，将采购、生产、配送整合为供应链业务板块，增

强协作，在保证销售供应的基础上，实施制造设备升级和分配制度改革，优化工艺，提升品质。 

创新采购模式，提高采购质效，开展大宗物料战略性采购，启动特殊中药材规格等级优选、

中药材基地自建等策略，在有效提升采购质量的基础上控制采购成本；搭建互联网采购平台，完

成包材、辅料采购平台建设；推动以五灵脂基地、枫香脂基地、香墨基地为代表的“小金胶囊标

准化项目基地”。 

推进质量体系建设，加强生产过程控制，加大考核力度，持续提升质量检验能力，确保每一

批次产品优质。  

3、以儿科为重点，持续推进研发体系建设 

以健民集团中医国药生态圈战略为指导，建立“研发、市场、营销”联动，形成经典方剂开

发、儿童新制剂开发、特色品种二次开发“三位一体”的研发机制。 

加大新药研究工作，利胃胶囊、小儿宣肺止咳糖浆、牛黄小儿退热贴三期临床开展顺利，左

乙拉西坦口服溶液已完成注册申报，吸入用盐酸氨溴索溶液药学补充研究等各项新药研究工作均

按计划进行。 

开展儿童剂型研究，广泛调研美、欧、日、中及 WHO儿童药剂型，为儿童药研发定位提供重

要数据。 

4、探索布局新业务 



探索中医诊疗服务，完成葉開泰国医馆事业部组建。发掘和传承叶开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

立非遗项目部；探索健康投资新模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武汉华方健民医潮基金设立。 

5、持续推进人力资源建设 

以扁平、协同、高效为核心持续完善以业务为驱动的组织架构，整合组建业务、供应链、职

能管理职能板块，优化人员配置，实现组织运行效率提升。 

加强校园招聘和关键人才引进，补充后备人才力量；加快人才培养，以叶开泰大学堂为平台，

开展技能培训，全年累计培训人员 300余人次；建立武汉市“首席技师”专业工作室，传承“师

带徒”机制，培养医药技师人才。 

完善人才成长体系，以专业和管理人才发展双向通道为基础，建立职等职级制度，优化退出

机制，完成员工定岗、定编、定职和竞聘上岗，实现人员职级可上可下、工资可升可降。 

6、强化基础管理体系建设 

持续完善公司管理制度，修订考勤、行为规范、经济赔偿、考核等员工管理制度，优化财务

审批流程，完善费用管理、成本控制、预算控制等财务管理制度，强化内部控制管理、重大项目

流程管控，完成内部控制制度的修订与执行。 

加强信息化建设，完成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试点项目，启动采购平台系统集成、OA与 ERP

费用报销集成、智慧营销数据管理平台等信息化重点项目。 

7、持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员工凝聚力 

打造“开放、透明、厚道、坚持”的组织文化，建设开放式办公环境，新办公大楼改造完成

并投入使用，内部环境及软硬件设施改善，工作效率提升；开展徒步行、健民跑团、小球俱乐部

等多种活动，分批组织员工旅游，增强员工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11,502,822.83元，同比增长 14.72%，医药工业同比增长

23.27%，医药商业同比增长 13.33%，医药工业的增长主要是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9.27%，叶

开泰国药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8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0,777,560.92元，同比上升 40.40%，主要是医药工业净利润上升，

公司主导产品龙牡壮骨颗粒销售收入同比上升 17.18%；联营企业大鹏公司的投资收益增加

42.15%；公司在去年实施生产基地改扩建、智能制造项目建设、文化总部建设等基建项目，对拟

拆除建筑物和设备计提了减值准备，减值准备同比减少 49.79%。 

 

 



(二)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711,502,822.83 2,363,653,071.25 14.72 

营业成本 1,966,110,279.97  1,793,963,339.34 9.60 

销售费用 527,649,671.32 381,965,021.86 38.14 

管理费用 139,134,696.04  122,272,777.01 13.79 

财务费用 3,156,835.89 2,298,490.45 3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197,182.49 113,840,271.20 -69.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029,259.63 89,064,682.30 -267.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64,032.72 -54,769,806.16 67.93 

研发支出 35,751,525.49 31,362,538.98 13.99 

 

指标变动说明: 

1、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38.14 %，主要是公司营销模式调整及市场营销投入加大。 

2、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37.34%，主要是子公司华烨和中维取得短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69.08 %，主要是由于收入增加带来税费支出增加

3393万元，销售回款率同比略有下降导致现金流量净额下降，及人工薪酬增加带来的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2794万元 。 

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267.33 %，主要是本年加大了对外投资 6000万元；

年底尚未解付理财投资 9899.70万元。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67.93 %，主要是分配利润去年同期减少 42%。 
 

1. 收入和成本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无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医药工业 1,053,591,958.09 392,433,313.48 62.75 23.27 14.98 增加 2.68个百分点 

商业 1,862,073,009.80 1,783,412,286.89 4.22 13.33 12.49 增加 0.71个百分点 

抵消 -207,306,802.01 -209,735,320.41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儿科 35,324.22 12,164.38 65.56 19.85 17.00 增加 0.84个百分点 

妇科 33,775.42 9,887.78 70.72 46.85 44.25 增加 0.53个百分点 

特色中药 11,312.33 3,104.90 72.55 14.09 2.58 增加 3.08个百分点 

其他 24,947.23 14,086.27 43.54 8.08 1.69 增加 3.55个百分点 

工业小计 105,359.20 39,243.33 62.75 23.27 14.98 增加 2.68个百分点 

商业 186,207.30 178,341.23 4.22 13.33 12.49 增加 0.71个百分点 

商业小计 186,207.30 178,341.23 4.22 13.33 12.49 增加 0.71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华东 231,898,635.14 114,814,545.99 50.49 -5.57 -14.74 增加 5.32个百分点 

华南 772,287,138.46 682,940,738.40 11.57 55.60 54.47 增加 0.65个百分点 

华中 1,517,741,234.94 1,221,555,003.77 19.51 4.26 0.40 增加 3.09个百分点 

华北 153,272,345.61 38,006,210.04 75.20 65.98 59.61 增加 0.99个百分点 

西北 91,062,552.98 27,060,245.34 70.28 24.12 29.05 减少 1.14个百分点 

西南 122,470,739.90 83,587,922.81 31.75 1.69 0.19 增加 1.02个百分点 

东北 26,932,320.86 7,880,934.02 70.74 92.40 54.98 增加 7.07个百分点 

分地区毛利率说明：公司医药工业毛利率 62.75%，医药商业毛利率为 4.22%，各地区毛利率水平不一致的原因是上述地区的医药工业收入和医药商业收

入占比不一致因素导致。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妇科产品的收入增长 46.85%，主要是小金胶囊增长 55.91%。 

 

(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年增减（%） 销售量比上年增减（%） 库存量比上年增减（%） 

儿科/万盒 3,338.37 3,188.62 316.80 18.98 7.34 89.65 

妇科万盒 1,189.36 1,094.42 208.86 23.95 17.46 83.34 

特色中药/万盒 1,198.65 1,226.53 148.50 -14.94 -11.33 -15.81 

其他/万盒 4,099.94 4,317.27 781.71 -28.24 -24.85 -21.75 

合计 9,826.33 9,826.84 1,455.87 -9.75 -10.91 -0.04 

 

产销量情况说明 

1、 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合理规划库存，同时为适应市场需求，加大儿科和妇科的备货工作。 

2、 前五名产品生产量、销售量及库存量情况 

主要产品 生产量（万盒） 销售量（万盒） 库存量（万盒） 
生产量比上年

增减（%） 
销售量比上年增减（%） 库存量比上年增减（%） 

龙牡壮骨颗粒 1014.18 1007.23 77.15 20.98 13.71 9.90 

健脾生血颗粒 634.98 600.42 98.02 27.20 18.93 54.44 

小金胶囊 554.38 494.00 110.84 16.71 15.72 119.69 

便通胶囊 374.81 356.65 71.17 2.00 -0.14 34.26 

健胃消食片 433.99 494.64 36.74 -42.89 -35.37 -62.28 

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同时满足市场需求，加大健脾生血和小金胶囊的备货工作，加大健胃消食片去库存工作。 

(3).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本比

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总

成本比例(%) 

本期金额较上

年同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医药工业    392,433,313.48 19.96 341,297,515.12 19.02 14.98  

 商业    1,783,412,286.89 90.71 1,585,438,211.94 88.38 12.49  

 抵消    -209,735,320.40 -10.67 -132,772,387.72 -7.40 57.97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本比

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总

成本比例(%) 

本期金额较上

年同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儿科 
 
 

原料、包料 102,546,622.07 77.65 74,106,227.71 77.36 38.38  

人工工资 14,584,277.41 11.04 11,567,573.07 9.46 26.08  

折旧 2,946,674.31 2.23 2,642,763.56 3.17 11.50  

制造费用 11,988,147.97 9.08 11,866,364.51 10.01 1.03  

 

妇科 
 
 

原料、包料 58,319,666.84 84.61 43,615,322.85 84.90 33.71  

人工工资 5,726,851.75 8.31 4,460,115.64 7.72 28.40  

折旧 1,154,277.89 1.67 911,629.79 2.28 26.62  

制造费用 3,724,569.00 5.40 2,887,632.20 5.11 28.98  

 

特色中药 
 
 

原料、包料 14,410,664.64 64.19 13,231,442.49 72.05 8.91  

人工工资 5,248,997.69 23.38 4,588,649.92 17.18 14.39  

折旧 1,517,180.13 6.76 1,409,898.61 6.69 7.61  

制造费用 1,271,833.08 5.67 1,074,724.80 4.08 18.34  

 

成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原料、包材及人工等成本较上年增加，主要原因为：2017年销售增长带来成本的增长；公司以制造“菁品”中药为目标，持续提升原、辅包材品质，包

材成本上升；公司持续提高工人薪资待遇。



 

(4). 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67,814.55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25.01%；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

售额 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91,947.4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46.77%；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

方采购额 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其他说明 

无 

 

2. 费用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同比增减 

销售费用 527,649,671.32 381,965,021.86 38.14% 

管理费用 139,038,773.34 122,272,777.01 13.71% 

财务费用 3,156,835.89 2,298,490.45 37.34% 

 

  

3.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28,634,743.18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7,116,782.31 

研发投入合计 35,751,525.49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32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183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0.11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19.91 

 

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4. 现金流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详见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一） 

(三)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四)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16,701,442.75 6.07 247,989,619.61 13.72 -52.94 年底尚未解付理财投资 9,899.70万元  

预付款项  15,243,886.97 0.79 22,070,795.58 1.22 -30.93 主要是子公司中维预付客户采购增加导

致  

其他应收款  24,824,720.68 1.29 41,972,057.06 2.32 -40.85 主要是年终集中清理借支导致个人借支减

少  

长期股权投资  140,185,341.28 7.29 89,360,027.70 4.94 56.88 本年对健民资本投资 6000万元  

开发支出  11,927,725.71 0.62 4,810,943.40 0.27 147.93 主要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长期待摊费用  17,141,376.70 0.89 691,866.93 0.04 2,377.55 主要是进行工业园区改扩建导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335,643.60 0.43 13,547,151.08 0.75 -38.47 主要是预付工程和设备款减少  

短期借款             9,669,859.25 0.53 -100.00 主要是子公司华烨归还短期借款导致  

预收款项 17,526,301.17 0.91 32,580,421.18 1.80 -46.21 主要是本年预收款项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52,251,446.02 2.72 38,443,478.98 2.13 35.92 主要是本年收入增长带来税费增加  

专项应付款               9,888,000.00 0.55 -100.00 主要是收到的地铁拆迁款转资产处置收益

所致  

递延收益 12,437,266.65 0.65 7,486,283.32 0.41 66.13 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项目增加所致   

 

其他说明 

无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见与本摘要同时披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五（32）以

及公司公告《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公告》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7 家，未发生变化，详见与本摘要同时

披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九）1。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附注（八）所述。 

七、 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格局和趋势 

√适用□不适用  

2018年，国家供给侧改革将持续深入，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生产、销售与使用环节

将更加规范，医联体建设，药品招标、医保控费、两票制、取消药品加成等政策落地执行，一定

程度上压缩医药行业利润空间，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中医药法实施，创新药优先评审、一致性评

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等加速医药行业产业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医保体系进一步健全，人口老龄化和二孩政策

全面实施，都将继续推动医药市场较快增长。 



 

(二) 公司发展战略 

√适用□不适用  

健民集团秉承葉開泰 380年的文化精髓，以发展传统中医药为核心，以儿科产品为特色，构

建“智慧中医为体、精品国药为用”的中医国药新生态系统。重点发展：精品国药、道地中药材

及饮片和中医诊疗服务。 

公司以健民品牌为统领，将“龙牡”打造成为儿童健康成长领导品牌，将“叶开泰”打造成

为传统中医药领先品牌。 

(三) 经营计划 

√适用□不适用  

公司 2018年经营目标：实现营业收入 28亿元，预计增长 3.26%；实现净利润 1.1亿元，预

计增长 21.17%。 

2018年，公司将以“聚焦目标、提升品牌”为总体指导思想，以“学术、公益、文化”为主

题，全面加速核心业务发展； 

提升品牌，以葉開泰中医药业务和龙牡妇儿大健康业务为重点，推进新兴业务平稳启航； 

重构集团商业格局，大力拓展纯销网络，推进商业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完善基础建设，加快在研项目进度，系统布局研发新项目； 

强化资源整合，补齐软硬件短板，深入推进精益生产工作，积极提升供应链体系综合效能； 

有序、高效推进基础建设工作； 

继续优化组织建设，以“机制创新”为重心，促进人力资源战略全面升华与执行； 

深入开展信息化建设工作，激活融资功能，全面提升财务服务与监管能力； 

强力推进集团综合治理工作，综合提升企业行政服务能力。 

以上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投资者对此应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且

应当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四)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不适用  

1、行业政策风险 



公司所处的行业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影响较大。近年来，随着医药体制改革不断深

入，国家对医药行业的管理力度也不断加大。医改控费、两票制、税务严查、药监新法等一系列

政策措施的实施，为整个医药行业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使公司面临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政策走势，加强对行业重大信息和敏感信息的分析，及时把

握行业发展变化趋势，在保持产品稳健增长的同时，根据市场状况，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与营销策

略，充分发挥品牌、产品优势，提升公司整体竞争能力。  

2、原辅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原辅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公司生产成本带来影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利润空间。

中药行业的主要原材料为中药材，由于中药材多为自然生长、季节采集，产地分布具有明显的地

域性，产量和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因此其价格、产量容易受到自然条件、经济环境、市

场供求关系等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某一药材若因自然灾害等原因供应不足或价格上涨，构成原

材料供应风险，将直接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利润水平。 

应对措施：面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强化市场预测分析，紧盯市场行情变化，通过对大宗物料

实行战略性采购、特殊中药材实行规格等级优选来打破部分原料药市场垄断、有效成本控制；搭

建互联网采购平台，完成包材、辅料平台建设、加快药材基地布局；通过优化供应商管理，控制

全流程、推进信息化等手段促使采购管理日趋精细化。确保采购的中药材来源可靠、药用成分稳

定，价格合理，成本可控。 

3、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随着国家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同行业企业经营策略不断变化，

特别是企业间兼并重组使医药企业更加集中，导致医药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使公司面临严峻的市

场竞争风险和较大的竞争压力。 

应对措施：公司将聚焦目标，全面加速核心业务发展；提升品牌，以葉開泰中医药业务和龙

牡妇儿大健康业务为重点，推进新兴业务平稳启航；重构集团商业格局，大力拓展纯销网络，推

进商业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完善基础建设，加快在研项目进度，系统布局研发新项目；强化资源

整合，补齐软硬件短板，深入推进精益生产工作，积极提升供应链体系综合效能；有序、高效推

进基础建设工作；加快外延式发展步伐，完善中医国药生态圈建设。 

4、研发风险 

新药研发存在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等特点，医药产品的研究、开发具有周期长、投资大、

人员素质要求高等特点。国家近年来频繁推出药品研发相关政策，对新药上市的审评工作要求进



一步提高，为公司的新药研发带来一定风险。同时，药品上市后的推广也会受到国家法规、行业

政策、市场环境以及竞争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若新药上市后收入不能达到预期，公司面临新产品

经营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积极与国内知名药物研究所合作，优化研发决策机制，充分论证研发项目

的可行性，广泛听取专家意见，谨慎新药立项；将加强研发团队的建设，加快研发进程，提高生

产转化率，提高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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