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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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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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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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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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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 600079 人福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前伦 吴文静 

电话 027-87597232 027-87597232 

传真 027-87596393 027-87596393 

电子信箱 renfu.pr@renfu.com.cn wuwenjing@renfu.com.cn 

1.6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5 年末总股本 1,286,049,062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8,604,906.20 元。公司董事会决议本年度不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此预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

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

要业务涵盖化学药品制剂、化学原料药、中药、生物制剂等多个医药细分行业，是湖北省医药工

业龙头企业，也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中国医药工业企业百强企业（第 32 名）。 

公司坚持“做医药行业细分市场领导者”的发展战略，在中枢神经用药、生育调节药、生物

制品、维吾尔民族药、体外诊断试剂等领域不断巩固或强化领导或领先地位。目前，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拥有 582 个药品生产批文，其中有 62 个独家品规产品，138 个品规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305 个品规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公司主要药（产）品包括枸橼酸芬太尼注射液、枸橼酸舒芬

太尼注射液、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咪达唑仑注射液、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米非司酮制剂、黄

体酮原料药、人血白蛋白等。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日趋成熟，下属所有子公司均已完成新版 GMP/GSP

认证，并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销体系；公司药品质量安全可靠，产品竞争优势显著，市场空间广

阔，公司持续稳定增长具有坚实的基础。同时，公司着力打造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区域龙头企业，

积极布局大健康产业以实现医药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力

争成为国际化的优质医药企业。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采用集团统一管理、下属各子公司专业化经营的经营管理模式。集团总部负责制订整体

经营目标和进行战略规划决策，各子公司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通过建立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和

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适应市场发展的运行机制，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各子公司拥有独立

的采购、生产和营销体系： 

1、采购模式 

各子公司自主采购所需物资，以其采购部为主导、其他部门辅助、审计部监督的方式进行。

采购部负责根据物料的性质、供应状况、金额大小等因素综合选取合理的采购方式，采购方式主

要有招标采购、比价采购、定向采购等三种，对单笔采购金额和年度采购金额达到一定数量的物

料必须以招标方式实施采购。其中，公司对供应商实行准入制度，即由采购部、质管部等部门依

照医药行业 GMP、GSP 及国家相关规范性制度，对意向供应商进行考评，合格者方能入选公司合

格供应商目录。采购的物资由质管部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使用。      

2、生产模式 

各子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进行生产，销售部门依据年度销售计划以及市场行情编制月度

销售计划，生产部根据销售部门编制的月度销售计划制定相应的生产计划，并注重生产过程的控



制。同时，各子公司制定并完善了质量内控程序，严格按照 GMP、国家药典委员会和国家药监局

批准的工艺标准进行生产，对影响药品质量的因素进行充分排查，确保药品生产质量。 

3、销售模式 

公司坚持自建营销队伍，专注学术推广，下属各子公司拥有独立的医药营销系统，营销工作

通常主要由各公司分管营销的副总经理负责，营销队伍主要由市场总监、医学事务总监、销售总

监、省区经理、地区经理和营销人员构成。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采取专业学术推广、招商代理及

普药助销三位一体的模式，以实现对医院机构终端的覆盖，具体内容详见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四）3.公司药（产）品生产、销售情况”中关于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分

析的内容。 

（三）行业情况说明 

医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根据 IMS

报告显示，2014 年全球药品市场规模达 10,320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4.98%，超过同期全球 GDP

增速 2.35 个百分点；2009-2014 年全球药品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率为 4.66%，显示出全球药品市

场旺盛的活力；预计到 2018 年全球药品市场规模将达到 12,915 亿美元，2014-2018 年的复合增长

率将达 5.77%。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占据全球药品市场的主导地位，北美、欧洲和日本依然是全

球主要药品市场，2013 年三个地区的药品市场规模占全球药品市场规模的比例分别为 36.7%、

24.2%、9.3%。亚洲（除日本外）、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增长较快，主要得益于这些地区的

药品需求不断扩大、人口持续增长、人均收入稳步提高以及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2013 年新兴

市场的药品市场规模合计 2,388 亿美元，占全球药品市场规模的比例超过 20%。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E 2016E 2017E 2018E 

全球药品市场

规模（亿美元） 
8,679 9,157 9,383 9,833 10,320 10,897 11,520 12,198 12,915 

比上年增长率 5.58% 5.51% 2.47% 4.80% 4.95% 5.59% 5.72% 5.89% 5.88% 

中国医药行业在经历了 2004-2010 年依靠政策红利的高速增长期以及 2011-2013 年因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加剧行业分化的增速波动期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业务模式的不断涌现，进入

行业增速放缓、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时期。2014 年起，医药行业增速有所放缓，南方医药经济研

究所数据显示，我国医药工业 2013 年实现总产值 22,297 亿元，同比增长 18.79%；2014 年实现总

产值 25,798 亿元，同比增长 15.70%。 

年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亿元） 12,350 15,624 18,770 22,297 25,798 

比上年增长率 24.16% 26.5% 20.10% 18.79% 15.70% 



注：全国医药工业系指七大子产业的总和，包括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生物制剂、医疗器械、卫生材

料、中成药、中药饮片；表内数据来源为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下表同。 

具体到各医药子行业： 

（1）化学原料药 

受外贸出口整体滑坡的影响，我国化学原料药工业 2014 年实现总产值 4,484 亿元，同比增

长 13.40%，较上年同期增幅下滑 2.95 个百分点。化学原料药工业企业 2014 年实现收入 4,240 亿

元，同比增长 11%，较上年同期增幅略有下降。 

年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化学原料药工业总产值

（亿元） 
2,432 2,952 3,398 3,954 4,484 

比上年增长率 23.50% 21.37% 15.10% 16.35% 13.40% 

（2）化学药品制剂 

由于医药内需保持稳定，我国化学药品制剂工业在“十一五”期间实现较快增长，进入“十

二五”增速放缓。我国化学药品制剂工业 2014 年实现总产值 6,666 亿元，同比增长 12.40%，较

上年同期增幅略有下降。但 2014 年化学药品制剂工业企业利润率达 11.64%，较上年同期增幅上

升 0.48 个百分点，且高于医药全行业平均水平。 

年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化学药品制剂工业总产值

（亿元） 
3,474 4,262 5,233 5,931 6,666 

比上年增长率（%） 20.77% 22.67% 22.80% 13.35% 12.40% 

（3）中成药 

受国家实施中药现代化等因素影响，我国中成药 2010-2014 年间医药工业总产值呈现波动增

长趋势，由 2010 年的 2,614 亿元增至 2014 年的 6,141 亿元，2014 年同比增长 17.10%，高于全国

医药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速。但受上游生产成本上涨和下游终端价格下降的双重挤压，中成药工

业企业 2014 年的销售收入及利润总额的增速均有所回落。 

年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中成药工业总产值（亿元） 2,614 3,522 4,253 5,242 6,141 

比上年增长率 27.23% 34.73% 20.80% 23.26% 17.10% 

（4）生物制剂 

随着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的不断上升，生物制剂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呈现

上升趋势。生物制剂工业 2014 年实现总产值 2,908 亿元，同比增长 17.99%，高于全国医药工业

总产值的平均增速。在国家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我国生物制剂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成效明

显，生物制剂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呈现增长趋势，由 2010 年的 187 亿元增至 2014 年的 322



亿元。尽管受到医药行业宏观经济因素、生产成本上涨以及终端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2014 年

生物制剂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仍较上年同期增幅上升 4.87 个百分点。 

年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生物制剂工业总产值 

（亿元） 
1,346 1,782 1,905 2,465 2,908 

比上年增长率 24.16% 32.38% 19.70% 29.38% 17.99% 

根据近年来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及国民经济调整的情况，结合医药产业自身实际，预计

未来医药行业发展在较长时间内将维持调速减档、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常态。一方面，随着

医药行业收入、利润增速放缓,传统制药工业企业增长放缓，而在生产成本上涨以及终端价格下降

的双重压力下，医药产业优胜劣汰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另一方面，随着医药行业政策密集落地，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及行业整顿力度的加强，医药行业将向更高效、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代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细分行业趋势向好的行业未来发展仍将好于传统行业。公司将紧跟国

家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坚持“创新、整合、国际化”的发展战略，继续巩固和强化在细分领域、

核心业务上的优势，稳步推进研发创新，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业务涵盖化学药品制剂、化学原料药、中药、生物制剂等多个医药细分领域。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在中枢神经系统用药、生育调节药、生物制品、维吾尔民族药以及体外诊断

试剂等细分领域形成领导或领先地位，具体情况详见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二、（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五）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5,397.8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58%；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382.3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4.72%，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465.4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2.17%。经营业绩实现较快增长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营销体系建设，下属各医药工业企业进一步夯实营销基础，加强了对

终端的掌控力度；各医药商业企业在布局完善湖北省内主流医院销售网络的基础上，大力拓展新

业务，积极做好医院服务；国际化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生产、销售规模及商业渠道得以全面提

升。2015 年公司医药主业实现营业收入 986,417.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62%，核心业务保

持了稳定增长。 

2、报告期内，参股公司天风证券受益于债券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新三板业务发展迅速以及前



期资源的储备培育，其固定收益、新三板、自营等板块业务实现快速增长，公司对其投资收益较

上年同期增加 9,674.50 万元。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8,151,806,762.81 12,167,131,112.54 49.19 9,707,005,027.60 

营业收入 10,053,978,403.03 7,051,628,037.87 42.58 6,010,211,39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53,823,533.17 451,770,962.71 44.72 417,780,07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64,654,887.85 427,222,373.53 32.17 395,524,80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880,872,963.81 4,722,851,562.75 66.87 4,342,236,03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1,216,560.63 502,704,784.08 -38.09 498,216,711.17 

期末总股本 1,286,049,062.00 528,777,222.00 143.21 528,777,22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39 33.33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39 33.33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42 9.97 减少0.55个百分点 9.62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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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686,805.31 2,341,694,107.44 2,456,481,991.83 3,122,115,49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5,050,624.06 164,895,775.11 141,295,746.23 212,581,38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0,739,978.17 155,582,949.85 125,113,439.55 153,218,52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0,778,939.00 -105,216,222.71 -53,534,018.60 259,187,862.94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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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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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4,695,663 314,982,724 24.49 160,969,812 质押 314,969,62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42,592,300 42,592,300 3.31 0 无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

005L－CT001 沪 

31,222,012 36,722,012 2.86 0 无 

  

未知 

汇添富基金－工商

银行－汇添富－优

势医药企业定增计

划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35,842,292 35,842,292 2.79 35,842,292 无 

  

未知 

汇添富基金－宁波

银行－汇添富－优

势医药企业定增计

划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5,842,292 35,842,292 2.79 35,842,292 无 

  

未知 

兴全睿众资产－兴

业银行－兴全睿众

人福医药分级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29,141,577 29,141,577 2.27 0 无 

  

未知 

兴业全球基金－上

海银行－兴全定增

45 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17,921,146 17,921,146 1.39 17,921,146 无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富医疗

服务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98 16,000,098 1.24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八组合 
15,716,219 15,716,219 1.22 0 无 

  
未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15,077,490 15,077,490 1.17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医药

企业定增计划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汇添富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均由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所管理；   

2、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医药行业政策密集出台，以药品采购、分级诊疗、医保控费、药品注册审评、公立医

院改革等为重点的医改工作更加深化，兼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持续放缓。面

对众多不利因素，公司坚持“创新、整合、国际化”的发展战略，继续巩固和强化在核心业务上的

优势，稳步推进研发创新，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管理层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推进营销体系转型升级，经营规模与利润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宜昌人福加强营销队



伍的精细化管理和市场准入工作，多科室终端拓展取得显著进展；葛店人福应对行业政策变化进

行的营销模式调整取得成效，生育调节药核心业务逐步恢复；新疆维药在疆内市场稳定增长的基

础上，加快了疆外市场民族药的学术推广工作，并在湖北、山东等地区取得较大突破；人福湖北

积极拓展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等新业务，基本实现“做医疗机构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各子公司高

度重视市场准入、渠道拓展、终端推广等工作，为公司本年度经营目标的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持续强化质量管理，健全医药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质量体系建

设，不断强化员工的企业法制意识、责任意识以及质量诚信意识；各子公司合理安排供销计划，

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有序完成了新版 GMP/GSP 认证工作。在此基础上，公司通过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接受跨国企业的质量审计，进一步提高了集团的质量管理水平。 

3、稳步推进研发创新，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在研化学一类新药注射用

磷丙泊酚钠、化学一类新药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化学三类新药咪达唑仑口服溶液、生物制品

人凝血因子 VIII 等先后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盐酸美金刚片 ANDA 申请获得美国 FDA 批准，其他

在研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整体研发水平不断提高。为加强研发实力，2015 年公司引进海外专家

7 人，医药专业博士 11 人；目前公司医药研发人员已达 671 人，外聘专家 30 人，其中享受国务

院津贴专家 5 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7 人，湖北省“百人计划”5 人，武汉东湖高新

区“3551 光谷人才”18 人。 

4、坚持实施国际化战略，国际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报告期内，武汉普克软胶囊生产基地以

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核查认证，产品供不应求，产能利用率达 100%；美国普克持续加强营销力

度，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9,973.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3.65%，目前已有约 170 多个品规的产

品进入美国市场，其中 OTC 产品已进入美国主要医药零售连锁企业，并与 Reckitt Benckiser、LNK

等大型 OTC 药品采购商签订了软胶囊剂型类产品的长期独家供货协议，商业渠道得以全面拓展；

宜昌人福片剂及硬胶囊生产基地通过 UL-STR、Beckloff、Tillomed 等公司的质量审计和社会责任

审计，并已正式投产；位于马里的人福非洲药厂已正式投产运营。 

5、积极布局医疗服务网络，加快大健康领域的外延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先后与相关政府

部门就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孝南区妇幼保健院、钟祥市儿童医院、临安市中医院、钟祥市中医院

等公立医院达成合作意向，完成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医院改制项目，并初步开展了

月子中心、中医养生、移动医疗平台等衍生业务。此外，天津中生的计生用品、健康护理的“KEY”

情趣用品、北京人福的“西妮”女性护理产品、玛诺生物的“爱卫”艾滋病无创快速检测试剂等大



健康领域产品正由相应子公司在各自细分市场进行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较大进展。 

6、发挥集团总部融资、管理、服务以及价值创造等职能，持续提升集团管控能力与规范治理

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5.18 亿元用以偿还银行贷款、短期融资券以

及补充各业务板块所需流动资金，为集团各业务板块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以建设规范的

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通过权限管理、目标经营考核、全面管理审计等多种内部控制管理手段，

促进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规范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战略规划、投

资决策、市场准入、运营管理、研发创新等方面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发挥集团总部的价值创造职

能，提高全集团运营效率，形成了适于集团化运营的治理模式。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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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子公司共计 92 家，具体子公司见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九、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