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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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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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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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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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22年度公司实现合并净利润（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6,197,270.30元，母公司净利润为-93,249,397.59元。

2022年度，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741,668,670.96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93,249,397.59元，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834,918,068.55元，因此2022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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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吴中 6002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铁军 李锐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电话 0512-66981888 0512-65686153 

电子信箱 gutj@600200.com lirui@600200.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行业的主要情况 

1、医药行业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人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刚性需求。

同时，医药产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等特征，是典型的弱周期行业。



2022年，国家层面产业利好政策的密集发布、产业改革围绕人民健康需求的持续深化、五大产业

集聚区创新引领地位的持续提升、全球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及投资加持，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依然保持加速推进的局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12 月，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营业收入累计值为 29,111.40

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1.6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涵盖医药制造业—化药细分行业。化学制药行业是医药行业的支撑产业，

是临床治疗、防疫救灾的重要战备物资来源。化学制药行业是由化学原料药和化学药品制剂两个

子行业组成。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疾病发病率不断提升，卫生医疗

费用稳定增长，推动了我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市场的需求。在中国医药市场中，化学药仍占主导

地位。目前，我国医药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政策良好，未来行业市场空间较为广阔，

进一步推动原料药行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在带量采购背景下，“原料药+制剂”一体

化可大幅缩减成本，是目前原料药和仿制药企业重点布局方向，利用成本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成

为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 

2、医美行业 

医美行业是同时兼具医疗与消费双重属性的新兴行业。从供给端看，技术逐步成熟，产品日

渐丰富，市场走向规范化，各类医美机构不断成长。从需求端看，经济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提高、市场教育逐步渗透，消费者群体不断扩大。与手术类医疗美容治疗相比，非手术医疗美容

治疗操作更容易、恢复期更短、风险更低以及治疗效果有一定的可逆性，因此更加受到消费者的

欢迎。近年来，非手术类治疗的总量增速已经超过整体医疗美容市场。公司聚焦非手术类医美生

物科技上游注射类产品端展开布局，拓展产品管线。 

皮肤填充剂是指能够修复皮肤软组织丢失、填补皱纹以恢复皮肤光滑饱满状态的一类物质。

目前市面上有多种皮肤填充剂，并且新的产品也在不断进人市场中。目前中国皮肤填充剂行业主

要包括如下几类产品：1）基于透明质酸（俗称玻尿酸）的皮肤填充剂；2）基于胶原蛋白的皮肤

填充剂；3）基于聚乳酸/聚己内酯等生物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填充剂；4）基于自体脂肪移植等其它

类的皮肤填充剂。在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下，皮肤填充剂产品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 

（1）基于透明质酸（俗称玻尿酸）的皮肤填充剂 



由于透明质酸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其独特的物理特性，使其自问世以来，成为理想且常用的

皮肤填充材料。根据 Frost&Sullivan 报告数据显示，以销售额（出厂价）计，2021年中国基于

透明质酸的皮肤填充剂产品市场规模为人民币 64亿，2017年至 2021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9.7%。

根据同一资料来源，在医疗美容注射类治疗疗程不断发展及基于透明质酸的新品推动下，透明质

酸皮肤填充剂市场预计 2026年将达到人民币 196亿，2021年到 2026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25.0%。 

2017年-2030年（预测）中国基于透明质酸的皮肤填充剂产品市场规模（按销售额计） 

 

数据来源：Frost&Sullivan 报告 

（2）基于聚乳酸/聚己内酯等生物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填充剂 

基于聚乳酸等生物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填充剂产品通常指将基于聚乳酸溶液/凝胶注射至皮肤

深层，使皮肤达到饱满、年轻化的效果的皮肤填充剂。由于材料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

性，相关产品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2021年，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批准了三款基于聚乳

酸等生物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填充剂取得注册证。同时还有多款产品在中国积极开展临床试验，预

计在未来几年陆续上市。 

中国基于聚乳酸等生物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填充剂产品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几年内随着

已上市品种推广活动的开展和消费者接受度提升，相关产品将迎来快速增长。根据

Frost&Sullivan报告预测，以销售额（出厂价）计，中国基于聚乳酸生物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填充

剂产品 2026年销售将达人民币 18.2亿元，2021年至 2026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74.9%，预计 2030

年将达到人民币 37.6 亿元，2026年至 203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9.9%。 

2021年-2030 年（预测）中国基于聚乳酸的皮肤填充剂产品市场规模（按销售额计） 

 

数据来源：Frost&Sullivan 报告 

基于透明质酸或是基于聚乳酸等生物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填充剂都具有很高的技术壁垒。鉴于

消费者对皮肤填充剂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填充剂产品生产商必须具备强大的研发能力以满足

消费者需求，从而有效参与市场的竞争。此外，由于相关填充剂产品被纳入第三类医疗器械监管，



新进入者需要面临严格的监管要求及较长的行政审批时间，新市场参与者必须具备相关技术及取

证能力，才能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 

（3）基于胶原蛋白的皮肤填充剂 

作为人体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胶原蛋白是一种护肤及皮肤护理产品的理想成分，例如功效

性护肤品、医用敷料及肌肤焕活等。胶原蛋白可分为重组胶原蛋白和动物源性胶原蛋白。动物源

性胶原蛋白自 20世纪 70年代起就应用于面部轮廓畸形治疗。但由于动物源胶原蛋在体内维持时

间短，且存在免疫原性的问题，其市场份额慢慢被透明质酸材料所取代。近年来，随着蛋白重组

技术的进展，重组表达的胶原蛋白开始慢慢活跃于组织填充修复材料的市场中。重组表达的胶原

蛋白具有安全性好、重现性好、质量稳定等优点，解决动物源的安全隐患问题，同时也改善了亲

水性、免疫排异性等性能。但受限于技术的发展，目前的重组胶原蛋白为单链片段化表达，另外

重组胶原蛋白缺失胶原结构中的羟脯氨酸单元，无法形成天然胶原的三股螺旋结构，进而导致生

物力学性能不佳，与天然胶原蛋白存在较大差异。重组胶原蛋白目前主要应用于功效性护肤品及

医用敷料，未来应用仍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Frost&Sullivan报告预测基于重组胶原蛋白的功效

性护肤品市场规模（按零售额计）2027年达到人民币 645亿元，2022年-2027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

为 55.0%。Frost&Sullivan报告还预测基于重组胶原蛋白的医用敷料市场规模（按零售额计）2027

年达到人民币 256亿元，2022年-2027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28.8%。 

 

2017年-2027年（预测）中国功效性护肤品市

场规模（按零售额计，亿元） 

2017年-2027年（预测）中国医用敷料市场规

模（按零售额计，亿元） 

 

 

数据来源：Frost&Sullivan 报告 

（二）报告期内行业相关的重大政策变化 

1、医药行业 

2022年是医药行业变革的一年，全年国家层面发布医药行业相关政策 320 余条。其中，党的

二十大报告为新时期医药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上半年国家出台的多个“十四五”规划类文件涉

及药品安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医疗机构设置等诸多方面，明确了各项工作的主要目标、分工

及相关职责，确立了 2022年医药卫生事业的重点发展方向。 

（1）纲领文件 

10 月 16日，党的二十大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聚焦到医药行业就是鼓励研发儿童用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并提出“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和“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为我国医疗保障、儿童医药、老年医药和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多项“十四五”文件规定了 2022年医药卫生事业的重点方

向。《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带量采购、医保支付方式、医保基金、跨省结算、振兴中医药等多个

医药行业相关重点内容。“十四五”规划政策出台重点在医药、医疗及养老领域。 

《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提出将打造原料药+制剂一体化、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

等作为未来工作重点。从加快产品创新和产业化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增强供

应保障能力、推动医药制造能力系统升级和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五个方面入手强调要在医药工业

方面补齐短板、鼓励创新、保证质量安全。 

同时，在我国医药卫生改革开启的第 13年，国家医改领导小组发布《深化医药卫生服务改革

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了今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21项重点任务。 

（2）医药类政策 

药品研发：2022年，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发布了一系列药品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及征求意见稿，

科学引导企业合理地研发药物，进一步明确了临床试验技术标准。包括《药物临床试验方案审评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化学合成多肽药物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化药

口服固体制剂连续制造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抗肿瘤抗体偶联药物临床研发技术指导

原则》、“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指导原则、《药物真实世界研究设计与方案框架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等，内容涵盖罕见病和创新药，提出要完善用药保障机制、促进临床研发患者

参与；中药和生物药方面要加强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生物类似药药理学研究；化学药方面完善改

良型新药研究评价规则等。 

药品生产：12月 14日，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公开征求《药品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意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药品标准的管理工作，明确药品标准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管理职责、

工作程序和各方责任义务等；上半年还发布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细胞治疗产品附录（征求

意见稿）》《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临床试验用药品附录（征求意见稿）》《药包材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等，涉及药品生产经营、质量控制、监督检查等方面，多方位为药品

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药品监管：5月 9 日，NMPA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意见，对罕见病、儿童药等比较缺乏的药品鼓励研制和创新；5月 11 日，NMPA发布《药

品监管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十四五”规划》，并已于 12月 1日正式施行，从信息化层面提出

推进药品智慧监管的发展战略和建设规划，促进国家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助力药品智慧监管

能力提升。11月 30日，《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发布，明确禁止销售的药品为疫

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医疗机构制剂、

中药配方颗粒。 

药品注册：11月 4日，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公开征求《关于化学原料药再注册管理等有关事项

（征求意见稿）》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化学原料药批准通知书发放、再注册及登记号注销等事项

要求；4月 29日，药品审批中心发布《基于“三结合”注册审评证据体系下的沟通交流技术指导

原则（试行）》，进一步完善了药品注册制度，从对药品变更的管理上，更加科学和细化，也体

现了国务院“放管服”的要求。在规范药品注册行为、引导药物研发、促进医药产业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他：4月，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年度报告管理规定》，进一步指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建立年度报告制度，主要内容分为公共部分和产品部分、药品生产销售情况描述、上市后研究及

变更管理情况、上市后风险管理情况等。药品年度报告制度的落地标志着我国药品监管法规体系

及监管方式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对于医药企业自身的合规体系建设也将起到促进作用。 

（3）医保类政策 



4 月 15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支付方式管理子系统 DRG/DIP功能模块使用衔接工作

的通知》，力争 2022 年 11月底前，实现 DRG/DIP功能模块在全国落地应用。 

6 月 13日，国家医保局征求《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

作方案》及相关文件意见，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10月 16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

于 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专家评审阶段性结果的公告》。截至目

前，暂未开始现场谈判。2022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范围新增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鼓励研发申报儿

童药品清单和罕见病治疗药品三部分内容。同时，公布国谈品种续约规则，并新增非独家药品采

用竞价规则，取最低报价为医保支付价。 

7 月 12日，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共有 60种药品采

购成功，涉及 217家企业、327个拟中选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中选产品平均降价 48%，按约定采

购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省费用 185亿元。整体基调为扩大范围、规定数量、同步推进、鼓励联

动。 

2、医美行业 

医美行业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伴随着“行业不规范”的阴影，一方面加大了消费者选择医疗

美容服务的顾虑，进而限制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违规成本低，不公平、不透明的竞争环

境甚至在行业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近年来医疗美容乱象已引起国家有关监管部门的

高度关注，陆续出台各项政策法规，开展非法医疗美容整治活动，医疗美容进入“强监管”时代。 

2022年 3月 30日，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关于调整《医疗器械分类目录》部分内容的公告。

《公告》明确规定射频治疗仪、射频皮肤治疗仪等产品明确按照三类器械监管。射频治疗仪、射

频皮肤治疗仪类产品相关注册人、生产企业应当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全面加强产品

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确保上市产品的安全有效。相关注册人、生产企业应当主动向所在地省级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产品按医疗器械研制注册计划、适用的安全性标准承诺、生产质量管理体

系及运行情况、顾客投诉处置及不良事件制度和执行情况等。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企

业信用档案，加强对该类产品注册人、生产企业的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快完成产品

注册，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公告》还将预期用途为“用于注射到真皮层，主要通过所含透明质

酸钠等材料的保湿、补水等作用，改善皮肤状态”的注射用透明质酸钠溶液按照三类器械监管，

有助于规范医疗美容市场。 

2022年 6月 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等 9个部门联合印发

《2022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和《任务分工表》。其中要求,要

持续推进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综合治理，着力解决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医疗领域乱象治理,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

之便直播带货。通知下发之后，电商平台抖音率先“喊停”，将于 2022年 6月 30日关闭医疗健

康类认证创作者账号的商品分享功能，并禁止医疗健康类认证创作者新开通商品分享功能。 

2022年 8月 1日，国家药监局 2022年第 6号公告发布医药行业标准《重组胶原蛋白》（YY/T 

1849-2022）正式开始实施。该标准规定了重组胶原蛋白的质量控制要求、检测指标及其检测方法

等，适用于作为医疗器械原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的质量控制，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重组胶原蛋白

行业标准。这将为重组胶原蛋白行业整体发展水平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022年 10月 3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

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

多个部门围绕规范明星广告代言出台规范性档，旨在净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从而维护公

众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2022年 11月 14日，国家药监局公布发布《关于医⽤透明质酸钠产品管理类别的公告（2022

年第 103号）》。《公告》指出当医用透明质酸钠产品作为注射到真皮层，主要通过所含透明质



酸钠的保湿、补水等作用，改善皮肤状态应用时，如果产品不含发挥药理学、代谢学或免疫学作

用的药物成分，则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如果产品含有局麻药等药物（如盐酸利多卡因、氨

基酸、维生素等），则判定为以医疗器械为主的药械组合。通过合理的产品分类，加强了医用透

明质酸钠产品的监督管理，是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提升，也是为了保证原料质量合规，保证公众用

药用械安全有效。同时对医用透明质酸钠类产品进行明确分类，有利于促进行业有序良性发展。

随着医疗美容行业监管政策不断趋严，有利于引导医疗美容行业规范化，推动医疗美容行业高质

量发展，加快不规范企业的淘汰退出，正规的医疗美容市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进一步巩固提升医药产业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把医美生物科技上游产

品端等作为新兴大健康子行业重点培育，与现有医药产业形成协同和互补，力争形成具有较强的

市场竞争力和一定行业地位的大健康产业集群。 

公司医药板块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来组织运营，主营业务涉及药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目前主要产品涵盖“抗病毒/抗感染、免疫调节、抗肿瘤、消化系统、心血管类”

等领域。 

公司医美生物科技板块通过医美事业部以及吴中美学、尚礼汇美等子公司开展医美生物科技

产业规划、拓展及运营管理等工作。截止目前，吴中美学已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第

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2022年 1月，吴中美学（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作为吴中美学的全

资子公司执行医美生物科技战略的海外布局。 

公司投资板块业务主要通过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来主导运营，围绕公司医药大健

康的产业格局进行投资并购活动，并通过投资设立并参与以医药大健康产业为主的产业基金、并

购基金。在医药领域，投资板块重点寻找与公司自有产品形成优势互补的药物品种，以丰富公司

的药品管线；在医美生物科技领域，投资板块着重在非手术类医美上游产品端展开布局，围绕注

射类产品、能量源设备、功能性护肤品等多个方向全维度寻找优质并购资源，拓展产品矩阵。投

资板块运用专业化投资和市场化运作，持续深化投资布局，推动公司向大健康产业链延伸。 

2、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吴中医药拥有以化学仿制药为主的苏州制药厂生产基地。苏州制药厂主要生产化学药物制剂、

化学原料药与现代中药为主，剂型分别有：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粉针剂、冻干粉针剂、

硬胶囊剂、颗粒剂、片剂（含抗肿瘤药）、口服溶液剂、滴丸剂、乳剂和原料药（含抗肿瘤药）；

中凯生物制药厂主要生产生物制品。同时吴中医药建有以江苏省基因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

京）、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分公司（南京）和苏州本部为主体的企业技术中心。 

目前吴中医药已形成以“抗感染类/抗病毒、免疫调节、抗肿瘤、消化系统、心血管类”为核

心的产品群，多个主导产品为国内独家，匹多莫德口服溶液、盐酸阿比多尔片、注射用普罗碘铵、

注射用卡络磺钠、美索巴莫注射液等为公司拳头产品。公司盐酸阿比多尔片进入 2021版国家医保

目录并成为国家卫健委《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20 年版）》官方推荐的抗流感病毒药物，另外

还入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六、七、八版（试行）及其修订版，盐酸阿比多尔片（仅片

剂）列入国家医保支付标准试点药品，解除关于“限流感重症高危人群及重症患者使用”的医保

支付限制，恢复至说明书用药，同时今年 3 月，阿比多尔进入《成人普通感冒诊断和治疗临床实

践指南(2023)》；美索巴莫注射液已首家通过药品一致性评价，注射用奥美拉唑钠、注射用兰索拉

唑和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也均通过药品一致性评价。目前，公司重点聚焦高端仿制药、首仿药、

专科用药，稳步推进创新药研发，大力推进注射剂、片剂等品种的一致性评价，将为公司未来核

心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更多产品支持；肿瘤治疗创新药 YS001胶囊已获得获得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确保临床研究合规化推进。吴中医药建立了以终端销售、配送、招商、电商、OTC 等多种销售模

式，销售渠道包括全国各区域内的代理商、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等。综合来看，吴中医药是一家



具备完整产业链和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医药企业。同时，公司依托药企基因快速切入医美生物科

技产业，重点聚焦注射类上游产品端。 

3、报告期内公司所处市场地位 

近年来，吴中医药发展良好，规模日益扩大，经济效益持续增长，被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江苏省创新型企业、江苏省管理创新优秀企业，并入选苏州市生物医

药产业首批潜力地标培育企业名单和苏州市第三批自主品牌大企业和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建

设企业名单；获评医药经济报颁发的“头部力量中国医药高质量发展成果企业”。吴中医药多年位

列“中国化学制药工业综合实力百强”，连续多年被评为 AAA级资信企业，现为 A级纳税信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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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3,909,731,794.92 3,758,337,645.56 4.03 3,703,715,674.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03,693,253.17 1,855,013,445.80 -2.77 1,847,850,316.34 

营业收入 2,026,232,836.21 1,775,450,710.11 14.12 1,871,736,670.77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2,006,626,133.00 1,760,802,405.560000 13.96 1,858,168,437.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6,197,270.30 22,716,282.29 -435.43 -506,410,725.6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6,516,313.05 -87,969,266.96 不适用 -163,068,617.1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273,913.03 447,643,667.01 -87.43 -414,558,357.1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4.25 1.22 
减少5.47个

百分点 
-24.0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7 0.032 -434.38 -0.7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7 0.032 -434.38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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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334,210.73 341,759,130.96 594,281,822.27 645,857,67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616,890.35 -27,029,178.56 -27,415,072.91 -29,369,90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564,967.59 -29,506,321.06 -30,312,711.11 -40,262,24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601,145.05 -153,269,318.69 -51,934,337.64 217,876,4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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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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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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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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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122,795,762 17.24 

  
质押 92,9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诸毅   17,135,879 2.41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申宸私募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申宸辉耀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764,800 0.81 

  

无   其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57,004 0.78   无   其他 

张晓峰   4,439,959 0.62   无   境内自然人 



耀康私募基金（杭州）有

限公司－耀康盛世 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4,191,842 0.59 

  

无   其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3,873,590 0.54 

  
无   其他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3,705,000 0.52 

  

无   其他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青骊长兴 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074,800 0.43 

  

无   其他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青骊汇川 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688,100 0.38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2、除上述之外，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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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2,623.2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5,078.21 万元，增加

14.1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01,234.1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5,153.92 万元，增加 14.29%。

实现营业毛利 57,966.1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6,774.62 万元，增加 13.23%，其中主营业务毛

利 57,371.3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6,007.59 万元，增加 11.7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619.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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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