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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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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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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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

分配利润为1,219,402,212.32元，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149,802,347.15元。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行业发展情况、公司现阶段经营业绩情况、生产经营需要

及未来资金投入的需求等因素后,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决定，2022年年度公司

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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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佰制药 600594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淼 周光欣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白云大道220-1号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白云大道220-1号 

电话 0851-84705177 0851-84705177 

电子信箱 600594@gz100.cn 600594@gz100.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促进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受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国民经济快速

发展以及居民医疗健康需求不断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卫生总费用逐年增长，根据国家卫健委

《2021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 2021 年卫生总费用为 7.56 万亿元，十年间增

长约 4倍，占 GDP比重为 6.5%，该比例逐年提高，个人卫生支出占比逐渐下降，政府和社会卫生

支出占比逐渐提升，这奠定了医药行业未来长足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我国总体医药费用支出

的不断上涨致使医保支付压力与日俱增，为保障全民医保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医疗服务质

量，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为医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二十大报告提出

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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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支持药品研发创新，推动罕见病、儿童药、

老年药药品研发，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政策思想，为医药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国家

《“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的发布则是进一步将指导思想细化为医药产业的行动规划，重点

突出加快医药产业创新和升级，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增强供应保障能力，创造国际竞争

优势等。可见，未来我国医药市场空间巨大，将持续健康发展。在国家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医改

工作持续深化，药品审评审批优化制度改革政策陆续落地并逐步细化，促使创新药上市速度大幅

提升，创新药市场蓬勃发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稳步实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果，药品集中采购品种

不断扩围，以 DRG/DIP 为代表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持续深化，有效降低药品及医疗服务价格，带

动下游医药市场需求的提升；医保谈判延续，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常态化开展，增加了医保用药的



可及性和广覆盖性等。随着医改相关政策制度的全面落地，我国医保控费取得阶段性成果，根据

《2022 年医疗保障基金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我国 2022 年医保总收入为 3.07 万亿元，总支出为

2.44万亿元，医保结余数为 4.25万亿元，较 2018年的 2.32 万亿元增长 83.19%，医保基金支撑

能力不断增强，医保支付结构合理化发展，医药行业供给侧改革成效显著，在这样的关键时期，

医药行业的变革与重构压缩了医药企业的利润空间，却加速了医药产业的创新升级，在此过程医

药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这给有实力且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拥有真正核心竞争

力且与时俱进的公司将强者恒强。 

1、医药工业 

2022年，我国医药工业受全球经济下行、内需疲软、一致性评价及药品等医改政策深入实施、

医药成本上升等多因素影响，医药制造业增速大幅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

全国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9,111.4 亿元，同比下降 1.6%，其中 1-2 月，同比

增长 12.9%，二、三季度增速转负，四季度降幅趋缓；利润总额 4,288.7亿元，同比下降 31.8%，

营业成本总额 16,984.6 亿元，同比上涨 7.8%。而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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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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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依然保持加速推进的局面，增速下降逐步放缓。从细分领域

看，化学制剂仍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继续深化，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仍将延续，

创新药研发热情持续高涨，化学药产业链逐渐向欧美国家看齐，进入到创新发展新阶段；中药产

业有国家利好政策加持，正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传承与创新是发展的主旋律；我国生物药研发

起步较晚，在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资本不断助力、技术快速进步、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的共同作用

下，生物药研发创新成果突出，生物药市场规模的增速远高于我国医药市场与其他细分市场，生

物药集采预期开始显现。 

公司为医药制造业企业，业务领域涵盖了化药、中成药、生物药全产业链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近年来，中药产业细分领域，受到了市场的关注。中药产业是我国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是

代表我国最重要的民族产业之一，2021 年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在我国医药行业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17%和 7%，地位举足轻重。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变及全民健康消费升级意愿迫切，中药凭借其拥有

广阔的群众基础，外加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中药市场规模长期将呈现稳步增长之势。根据中商产

业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中医药制造市场从 2017年 673亿元增至 2020年 737 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3.1%。2021年我国中医药制造市场规模达到 753 亿元，未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近十年，

由于国家医药政策及监管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整个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药行业在限制



辅助用药、中药注射剂不良事件、打击商业贿赂、两票制推出、飞行检查等多项政策制度影响下，

中药行业自 2016 年行业营收达到历史高点后行业规模和增速开始下滑，十年年复合增长率仅为

5.2%，低于医药行业十年年复合增长率 6.5%。在经过多年调整，国家利好政策不断加持下，中药

行业增长初步呈现企稳状态，但离 2016年左右行业的黄金阶段仍有距离，中成药行业总量增长仍

然乏力。2022年，受到外围经济增速下降、内需不足、中药集采逐步扩面、中药材成本上涨等因

素影响，我国中药行业增速下降，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22 年 1-12 月中国中成药累计产

量达到 227.7万吨，累计下降 3.4%，中药行业利润下降，中成药生产、中药饮片加工 2个子行业

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1.1%、31.9%。十八大以来，中医药行业的发展迎来了明显的政策机遇期。2017

年 7 月，我国首部中医药法正式生效，第一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医药的重要地位、发展方针和

扶持措施。自此以后，为了鼓励中医药行业发展与创新，支持政策呈现发文机构级别高、发文频

率高和政策覆盖范围广、医保及药品集采等行业支付政策趋于温和等特点。2022 年，国家相继印

发《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审评工作程序（试行）》、《“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关于加强

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公告（2022 年第 1 号）》等文件，从研发

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人才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加强高位谋划与指导，为中医药行业的发展指明了

发展方向，给中医药企业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进一步推动了中药产业健康长远发展。在各种

政策利好等因素加持下，中药创新取得阶段性进展，根据药智网数据显示，2022 年 CDE共承办新

的中药注册申请以受理号计有 1,550个，同比增长 13.06%，IND申请中包含创新药受理号 38个，

NDA 申请中包含创新药品种 9 个和经典名方品种 2 个，中药创新药有 4 个品种获批上市，中药经

典名方有 2 个品种批准上市，中药创新注册审评数据的再次刷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药创新研

发正迎来突破性进展。中药创新发展趋势清晰，焕发生机。中药配方颗粒方面，2022年各省逐步

推进中药配方颗粒纳入集采和纳入医保进程，加强医保支付支持力度，有利于优势企业实现以价

换量，各企业国标备案数量增长，医疗机构覆盖扩容等等，带来中药配方颗粒产业继续扩容预期。

中医药诊疗服务方面，有望在政策支持、老龄化进程加快、健康意识提升等多因素的推动下仍保

持较快的发展速度。综上，未来在中医药领域注重创新、致力于提升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将取得长远发展。 

2、医疗服务业 

医疗服务行业一直以来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居民医疗支出意愿提升及消费升级、人口老

龄化、医保年筹资的稳步提高一直是医疗服务行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从宏观层面，出生率下

降、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人口结构变化，变化孕育医疗服务增量市场，如慢病防治与管理、辅助



生殖等医疗服务领域出现了机遇。从需求端看，对于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的需求提升，居民健

康意识水平从重治疗向重预防过渡，就医习惯从线下向远程适应，基层诊疗服务及设施便捷度和

线上诊疗服务也备受关注。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2 年 1-9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48.2亿人次（不包含诊所、医务室、村卫生室数据），同比下降 0.7%，其中医院 29.8亿人次，同

比下降 2.6%（其中公立医院 25.0亿人次，同比下降 3.6%；民营医院 4.8亿人次，同比增长 3.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5.9亿人次（不包含诊所、医务室、村卫生室数据），同比增长 2.8%，通过数

据显示民营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就诊人次逆势上涨，表明我国医改效果显著。从供给端看，

急重症救治医疗设施增加、基层医疗服务网络扩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2年末，

我国医疗卫生机构 103.3 万个，较上年增长 0.2 万个，其中医院 3.7 万个（包括公立医院 1.2 万

个，民营医院 2.5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8.0 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3 万个；年末卫生

技术人员 1,155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975万张（包括医院 766万张，乡镇卫生院 145万张），

供给端仍然呈现持续上涨趋势。从支付端看，医保支付改革进程中，医疗保险向多层次发展的同

时，基于居民基本需求的更多医疗服务项目也正逐步纳入医保。2022年，医疗服务行业即将迎来

新局面，年内多项重磅政策颁布，医疗服务行业深化改革持续。在政策层面，“十四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政策主题包括专科建设、医保改革、国产替代、医疗

数字化、分级诊疗、集中采购、医药人才保障、医疗中心建设等，主要目的是为逐步缓解医疗资

源供需匹配不均，优化医保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医疗技术及服务能力。这为医疗服务未来健康发

展指明了方向，未来专科医院诊所、康养、养老、第三方检测以及医疗数智创新领域将充满了机

遇。未来医疗需求将逐步释放，医疗服务需求将快速增长，具有良好抗风险能力、核心竞争力和

规模优势的医疗机构有望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3、行业政策 

2022年，我国相继出台了多个“十四五”规划类文件，涉及医药行业的多个领域，包括《十

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等。从各

项政策的颁布，可以看出三明医改经验仍是今后医改工作的重点发展方向。医药方面，关注热点

依然是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加速扩围和鼓励创新药发展。医疗方面，出台的医疗相关政策涉及到了

合理用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与分级诊疗等多重方面，互联网医疗和医保线上支付的发展，标

志着三医信息化建设将被高速推进，这为实现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联通全覆盖

奠定了基础。医保方面，综合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医保支付方式变革、医保信息化和标准化改革

等政策落地，表明政府将构建中国特色医保制度、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决心。从政策层面看，2022



年医药行业改革依然围绕人民健康需求持续深化，医药行业相关法规及政策发布情况如下： 

（1）医药方面 

2022年 1月，国家工信部、医保局、药监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

划》，规划将建成健康中国作为首要目标，进一步驱动研发创新，特别是罕见药、儿童药等的创新，

推动我国医药工业转型升级，加强药品监管、提高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全面药品加速国际化进程，

实现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 5月，国家药监局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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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条例拟通过加强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药品审评审批机制、强化药品监管等方式，推动我国

药品自主创新能力和药品安全保障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完善我国药物创新体系。 

2022年 7月，中国药品评价中心（CDE）发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

该指导性文件旨在通过加快审评工作速度、注重临床价值导向、优化审评流程等方法，加快我国

创新药物的研发上市审批，促进我国医药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022 年 9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并于 2022 年 12

月起开始施行，该法规主要目的是推动药品网络销售的规范化、合规化健康发展，加强对药品销

售全链条的管理和监测，提高药品销售质量和安全水平，保障全民的健康和权益。 

另外，2022年国家还发布了各种强化临床价值导向的创新药研发指引，包括《国家药监局发

布新药获益-风险评估技术指导原则》《肿瘤治疗性疫苗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抗

体偶联药物非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等系列技术指导原则，为规范和指导创新药

物研发提供参考标准，并推动行业差异化布局，进一步促进我国创新药物行业的发展。 

（2）医疗方面 

2022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 年重点工作任务》、《深化医药卫生

服务改革 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等政策，旨在加快构建有序就医和诊疗新格局，深入推广三明医

改经验，推动医联体建设，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优化医疗服务体系，推进医疗价格改革，着力增

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推进医药卫生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7 月，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旨

在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系，强化基本医疗服务公益属性，促进医疗服务创新发展，保障

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疗卫生服务。通知主要举措包括强化医疗服务价格宏观管

理和动态调整，突出体现对技术劳务价值的支持力度，着力支持基于临床价值的医疗技术创新等。 

2022 年 8 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的通知》，规划



要求以补短板强弱项为重点，以深化人才制度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强卫生技术、基层卫生人才、

中医药人才、人口老龄化人才等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储备强有力的人才。 

2022年 11月，国家卫健委、中医药局、疾控局联合印发《“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

规划旨在加快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培育行业发展新动能，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战略、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供强力支撑，努力实现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新局面，早日建成统一权威、互联互

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支撑保障体系。 

2022 年 7-11 月，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印发《国家检验医学中心设置标准》、《关于印发国家重

症医学中心和国家重症区域医疗中心设置标准的通知》和《关于设置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的

通知》等医学中心建设相关政策，拟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继续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升整

体医疗服务保障能力。 

（3）医保方面 

2022年 2月，《关于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相关药品信息填报工作的通知》《国家

组织骨科脊柱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公告》《关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

和使用配套措施的意见》等政策陆续出台，进一步优化药品及器械带量采购比例，规范和细化品

种报量方式，持续加速药械产品国产替代化进程。 

2022年 4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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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旨在通过提供较为详尽的技术指导和支持，协助各地医保局、

医院信息部门、第三方数据处理机构等用户接入 DRG/DIP 功能模块，确保 DRG/DIP 功能模块的正

常使用和实施，以实现支付方式的改革，改革将促进医院进行精细化管理，合理使用医保资金，

推动医疗机构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和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2022年 6月，国家医保局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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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旨在优化药品目录结构，提出医保工作管理要更加科学规范、支付更加高

效务实、保障更加公平可及，推进医保药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解决人民看病后顾

之忧。本次调整优化了申报范围，向罕见病患者、儿童等特殊人群适当倾斜；完善了准入方式，

解决非独家药品价高无法纳入医保问题；改进续约规则，常规目录管理及简易续约有利于稳定社

会预期；优化了工作流程，评审更高效；实现电子化申报，更高效规范等。 

2022年 7月，国家工信部、药监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短缺药品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

选药品生产储备监测工作的通知》，通知旨在完善短缺药品分级应对管理措施，加强对短缺药品、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中选药品的生产储备情况以及生产企业的监测，不断提升药品生产供应

保障能力；提高监测和预警精细化水平，确保药品供需平衡；加强政府、医疗机构和药企之间信

息共享协作，保障市场稳定供应，更高质量满足人民健康需求。 

（4）中药方面 

中医药行业在 2022年同样有多项重要文件，从中药研发创新、行业标准化、医疗服务等方面

加强高位谋划与指导，让中医药发展历久弥新，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推动中医药产业健康

长远发展。 

2022年 1月，国家中医管理局发布《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

年）》，该规划旨在聚焦政府间和国际组织框架下合作，扩大中药产品贸易，加速推动中国中医药

产品及企业国际化进程。 

2022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规划是首个以国务院名义

印发的中医药 5 年规划，该规划明确了中医药在国家医疗保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和具体目标。规划实施有利于从国家战略层面建立健全适合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体制机制，在中医药供给和资源总量、质量标准建设、医保

准入、中医药创新、中医药国际化等方面做出具体发展要求。 

2022年 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该通知旨在推进中医药综合改革，开展医疗、医保、医药联动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点。加

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 

2022年 5月，国家药审中心发布《基于“三结合”注册审评证据体系下的沟通交流指导原则

(试行)》、《基于人用经验的中药复方制剂新药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该指导原则以“三结合”

为核心，即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临床试验三者相结合，旨在推进中药新药创新研发和医疗机

构中药制剂创新转化，全面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2022年 6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关于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和社

区医院建设的通知》，通知旨在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科室建设，早日实现中医馆建设全覆盖。 

2022年 6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意见聚焦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体制

机制改革，并提出相关政策措施，推动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提

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022年 10月，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十四五”中医药人才发展规划》，紧密对接《“十

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主要指标，到 2025 年，符合中医

药特点的中医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培养、评价体系更加合理，人才规模快速增长，结

构布局更趋合理，成长环境明显优化，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为中医药振兴发

展提供更加坚强的人才支撑。规划旨在推动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使用评价机制、

推动中医药人才岐黄工程的组织实施、推动更好地解决中医药人才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2022年 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十四五”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规划目标是

到 2025年，完成中医药政务信息化网络建设，实现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互联互通，三级公立中医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应用平均水平基本达到 4 级，数字便民惠民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基本建成与中

医药管理体制相适应、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与医疗健康融合协同的中医药信息化体系。《规

划》共分为 4 个部分，提出中医药信息化发展基础、数字便民惠民服务、中医药数据资源治理、

中医药数据资源创新应用等 4个项目，并从 5个方面保障规划落地实施。 

2022 年 12 月，国家药监局发布《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此番修订是

为了加强中药全生命周期管理，充分发挥中药保护制度对中药全生命周期监管的正向激励作用，

积极引导中药保护品种证书持有者积极开展上市后研究和评价，大力推动中药质量安全提升和产

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鼓励中药创新，建立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评估路径，综合运用循证医学

等方法，彰显中药特色；坚持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建立与公立医院药品采购、基

本药物遴选、医保目录调整等联动机制，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针对中药品种保护实践中的

突出问题，结合中药产业新发展形势，完善制度设计。 

本公司立足制药工业，打造拥有中药材种植加工提取、原料药到制剂全产业链的化学药、中

药、生物药生产线的综合性制药企业，并不断向医疗服务和大健康领域拓展深耕。公司一直以来，

围绕发展战略目标，持续提升运营管理效率、技术水平及资源整合能力，注重研发创新，不断丰

富产品线并提升产品质量，紧跟市场变化脚步，优化营销策略，通过内生外延方式不断扩大公司

规模，实现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主要业务 

1、医药工业板块 

主要业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药品涵盖化学药、中成药和生物药等多个医药细分行

业，产品涉及肿瘤、心脑血管、妇科、儿科、骨科和呼吸等多个治疗领域。化学药主要产品包括

注射用洛铂、银杏达莫注射液；中成药主要产品包括抗肿瘤类（艾迪注射液、复方斑蝥胶囊、艾



愈胶囊）、心脑血管类（心脉通胶囊、理气活血滴丸、丹灯通脑滴丸）、妇科类（妇炎消胶囊、葆

宫止血颗粒、妇科调经滴丸和岩鹿乳康片）、儿科类（金莲清热泡腾片）、其他（金骨莲胶囊、心

胃止痛胶囊和克咳家族产品）；生物药主要产品包括注射用瑞替普酶、科博肽。 

2、医疗服务板块 

主要业务包括综合性医院、肿瘤专科医院、肿瘤放疗中心的运营与管理，包括绵阳富临医院、

辽阳中奥肿瘤医院、德阳肿瘤医院等。 

3、大健康产业板块 

公司大健康板块致力于开发、研制、生产及销售以苗药为特色的大健康产品，产品涵盖糖果、

植物饮料、膏滋等，公司一直努力探索依托公司自营销售团队和电商销售相结合的模式，持续加

大大健康产品的研发投入，努力提高大健康产品的销售规模和市场份额。 

（二）经营模式 

1、医药制造板块 

（1）采购模式 

公司通过运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体系的构建确保采购质量与效率。公司构建集团采购平台，

通过生产系统增加合格供应商等多种方式，加大招标力度，最大程度降低采购成本；同时在体系

上，完善供应商筛选以及跟踪制度等，重点把控原材料的质量和价格招标，规范原材料、辅料、

包装材料和燃料招标采购，并强化对子公司物料招标采购的管理。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 GMP 常态化的要求组织规范生产，从原料采购、人员配置、设备管理、生产过

程、质量检验、包装运输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药品 GMP 规范，践行“四个最严”监管理念，增

设药品安全委员会，并对产品的制造过程、工艺纪律、卫生环保规范等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除了加强生产现场的监控考核，确保整个生产过程处于受控状态之外，药物警戒为独立的部门，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负药品安全主体责任，各分公司设置专职专岗专员，每天检测疑似药品聚集

性不良事件信号，定期更新药品安全性报告，对药品不良反应组织定期评价。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由质量中心对生产环节的原料、中间产品、半成品、产成品的质量进行

检验监控。与此同时，公司始终将不断创新贯穿在生产管理过程中，持续对在研产品进行大生产

工艺参数摸索，为企业新产品的顺利上市做好工艺技术准备，助力公司进一步丰富产品线，提升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销售模式 



公司秉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服务为中心”的市场销售原则，围绕“专业专注、专

业成就未来”的营销理念，开展营销相关工作；持续加强以自营模式为主的队伍建设，进一步加

大核心产品队伍建设。为配合销售模式的转型与升级，销售团队严格执行固化市场、固化政策、

固化人员的任务，聚焦产品发展，增加院外、民营医院板块、控销版块，同时优化管理区模式，

多结构多层级深入拓展市场，持续完善终端市场建设，强化终端管控、内部挖潜、控制费用，优

化销售政策，提升产品拓展能力。 

2、医疗服务板块 

公司利用长期建立的医生资源作为技术支撑，建立起高效的内部管理和激励机制。在综合性

医院方面积极调整布局，在肿瘤专科医院方面努力发展业务，在肿瘤放疗中心方面控制费用以增

强盈利能力，最终为病患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3、大健康板块 

公司大健康板块致力于开发、研制、生产及销售以苗药为特色的大健康产品，产品涵盖糖果、

植物饮料、膏滋等，公司一直努力探索依托公司自营销售团队和电商销售相结合的模式，持续加

大大健康产品的研发投入，努力提高大健康产品的销售规模和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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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5,807,509.44 5,068,038,586.32 -3.99 5,226,386,67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44,226,375.16 3,503,200,304.50 -13.10 3,365,164,558.12 

营业收入 2,735,262,838.67 3,346,704,605.71 -18.27 3,413,192,8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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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2,131,916.11 3,343,999,903.88 -18.30 3,410,999,56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26,467,196.36 243,772,727.54 -274.94 228,757,14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7,857,211.99 185,917,490.78 -351.65 188,364,01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5,299,144.63 934,211,133.02 -63.04 366,657,366.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963 7.203 减少20.166个

百分点 

7.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39 0.308 -275.00 0.2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39 0.308 -275.00 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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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874,165.98 758,189,249.55 653,147,887.70 636,051,53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0,549,194.35 76,292,453.25 69,157,962.30 -622,466,80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7,602,957.48 71,023,757.55 36,142,331.36 -622,626,258.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616,988.53 62,091,381.84 194,778,360.87 35,812,4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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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82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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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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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啟玲 0 185,457,636 23.42 0 质押 113,295,500 
境内自

然人 

吕良丰 13,107,044 13,107,044 1.6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金元顺安基金－海通

证券－渤海国际信托
0 9,060,000 1.14 0 无 0 其他 



－渤海信托·恒利丰

123号·益佰艾康一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0 8,685,953 1.10 0 无 0 其他 

BARCLAYS BANK PLC 8,517,651 8,517,651 1.08 0 无 0 
境外法

人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8,262,700 1.04 0 无 0 

国有法

人 

郎洪平 0 7,912,009 1.00 0 质押 6,500,000 
境内自

然人 

甘宁 0 4,102,660 0.5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林妙铃 0 2,700,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牟磊 2,555,000 2,555,000 0.3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也未知前十名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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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26.28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646.72 万元。其中，医药工业板块与医疗服务板块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83.08%和 16.70%，

医药工业板块为公司的主要业绩贡献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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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