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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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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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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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

结果，公司 2022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518.53 万元，2022 年年初合并报表的未

分配利润为-12,023.77 万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3,518.53 万元；母公司 2022 年实现

净利润-1,312.51 万元，2022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36,734.16 万元，母公司本年度可供分配利

润为-1,312.51 万元，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2022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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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运盛 600767 运盛医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松林 杨晨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号银泰中心in99T3写字楼3501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

大道北段1199号银泰中心

in99T3写字楼3501 

电话 028-61666968 028-61666968 

电子信箱 600767@winsan.cn 600767@winsan.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医疗卫生信息化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

所处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I65）。

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细分行业为医疗卫生信息化行业。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任务推进和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入，医疗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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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提升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的主要支

撑手段，正处于全面增速发展阶段，在各项改革创新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市场规模稳步增

长，前景发展可观。“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聚焦智慧医疗，推动数字化医疗服务，全力推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化建设，同时明确了数字化应用场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和病历、

电子处方等数据库，加快卫生机构数据共享；推广远程医疗，推进医学影像辅助判读、临床

辅助诊断等应用；运用大数据提升对医疗机构和医疗行为的监管能力等，未来具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预计 2020-2025 年我国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9.73%，到 2025 年我

国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将达到 1,288.2 亿元。以往医疗信息化解决方案更多的是帮助医疗机

构更好、更高效的管理业务流程，属于存量业务的升级和整合，而新一代信息技术带给医疗

行业的提升前景巨大，伴随着物联网的普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临床辅助决策、

医疗数据共享、药物研发、保险支付、公共卫生等领域都将迎来突破，带动医疗机构服务增

量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全民全社会的医疗服务和健康卫生服务的品质，医疗大数据及医疗信

息化应用场景也将进一步丰富和成熟。 

医疗信息化持续提速，各类创新应用开发、数据治理、平台运维升级等层出不穷，数字

化发展为医疗行业持续增砖添瓦。 同时，AI 发展对医疗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AI 技术可以持续赋能医疗体系建设，链接上下级医疗机构，实现医疗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平

台及系统建设，优化供应链管理、患者管理等环节，提升传统医疗机构的管理效率。 叠加，

当下数据要素政策刺激，医疗领域作为政策利好与实际市场需求兼备的应用场景， 在 AI 技

术的扶持下，或将成为当下主要变现场景，深度挖掘医疗数据要素市场价值。 

政策环境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

进行动（2023-2028 年）》，提出建设“三位一体”智慧医院，到 2025 年，建成一批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的智慧医院，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形成，医疗服务区域均衡性进一步增强。

2022 年 1 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其中提到，积

极发展智慧医疗，鼓励医疗机构提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支持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开发应

用。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诊疗活动，加强互联网诊疗体系建设，2022 年 3 月 15 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联合制定了《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2022

年 11 月 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十四五”全民健康

信息化规划》，到 2025 年，全民健康信息化统筹管理能力明显增强，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互通

共享取得标志性进展，二级以上医院基本实现院内医疗服务信息互通共享，三级医院实现核

心信息全国互通共享。政府持续的医药卫生改革、医疗数字化转型升级及其所带动的医疗信

息系统架构升级和新兴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医疗信息化行业发展的三大推动力，而医疗信息系

统架构的升级为 IT 厂商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医院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医疗应用软件方面

面临升级压力，同时在云计算、大数据、超融合 IT 基础设施产品以及人工智能、5G 技术、

机器人等领域也产生了很多机会。因此，医疗信息化产业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医疗服务行业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意识提高以及可支配收入增加，

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医改政策重点放在了医疗服务质

量的提升上，完善了分级诊疗服务体系，解决看病“两头难”，搭建全民医保体系，解决医

保全覆盖。 

医疗服务行业细分赛道主要有眼科、口腔、肿瘤、辅助生殖、中医馆等，据华经产业研

究院统计，2021 年以上赛道市场规模分别为 1337 亿元、1450 亿元、4545 亿元、340 亿元、

1200 亿元。从政策层面来看，医疗服务行业一直以来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新医改以来，

国家对社会办医的支持大方向未变，2022 年 5 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 年

重点工作任务》强调，支持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牵头组建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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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医疗联合体。从社会层面来看，从 2017 年到 2021 年，国内 65 岁以上人群数量从 1.59 亿

人增至 2 亿人,占人口比例 14.2%。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内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持续下降，人

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等因素，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日益加剧。根据国家卫健委预测，2035

年 60 岁以上人群占比将超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2050 年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

到峰值。从行业整体收入情况来看，据统计，从 2016 年到 2021 年，国内医疗机构总收入从

3.32 万亿元增至 5.48 万亿元，其中医疗机构业务收入从 2.71 万亿元增至 4.27 万亿元。从供

给端来看，国内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2021 年，三级医院数目占比仅有 0.3%，

但承担了 27.4%的诊疗人次，占据了 31.2%的医师资源。而定位常见病诊疗、面向更多人群

的基层医疗机构数目占比高达 96.4%，却仅承担了 52.3%的诊疗人次，占据了 40.3%的医师

资源。 

目前中医医疗服务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效益逐步凸显，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根

据《2020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1 年末，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

机构总数 77336 个，比上年增加 4981 个。2022 年国家层面发布的中医专项政策包括 3 月国

务院发布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6 月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发布的《加强新时代

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9 月国家中医药局等三部门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健康促

进专项活动实施方案》及 10 月国家中医药局发布的《“十四五”中医药人才发展规划》。根据

2022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 年我国公立中医医疗行业规模超 5300 亿元，2016-2021

年 CAGR 约 9.5%。2021 年中医医疗服务行业呈明显复苏态势，民营、公立增速分别回升至

18%与 16%。民营中医医疗行业增速显著更快，行业收入占比由 2016 年的 8.8%提升至 2021

年的 12.1%。由于线下中医馆以中医门诊为主要业务，我们进一步将中医医疗服务行业拆分

为门诊市场与住院市场，2021 年中医门诊市场行业规模约 2700 亿元，其中民营中医门诊规

模超 400 亿元。虽然中医门诊人次约为住院人次的 20 倍，但门诊的平均医疗支出仅约为住

院的 1/25，故中医门诊整体行业规模略小于中医住院，占中医医疗服务行业的约 45%。民营

中医门诊占中医门诊市场规模的约 7%。 

旌德县中医院未来仍将坚持中医特色科室建设，加大与综合性医院、中医药科研型机构

的交流与合作，提升诊疗服务水平。 

（三）医疗流通行业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

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

行)的通知》等纲领性政策文件的指导下，“三医联动”、带量采购、阳光招标、两票制全面

落地等一系列医改政策的持续推进，分级诊疗演进出新模式、新路径，医保控费升级、目录

更新、支付制度改革试点等，驱动药品流通行业格局持续调整，药品流动企业由传统的拓展

产品及客户等内生式增长转换为并购重组等外延式扩张，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医疗器

械流通属于完全竞争行业，企业数量众多，企业间竞争极为激烈，存在集中度低、专业化服

务程度低等特点。 

随着国家对医疗行业发展的愈发重视，鼓励创新和加速审批等利好政策不断出台，人们

医疗卫生支出增加和健康意识增强，将驱动医疗器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医疗器械流通行业

连通上游工业企业与下游医疗卫生机构，是医疗器械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企业产品

营销与服务的有效延伸，是维持各级医疗机构服务水准的坚实保障，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流

通市场飞速发展，2021 年中国医疗器械流通市场规模达 9154 亿元，同比增长 18.56%，预计

2022 年中国医疗器械流通市场规模将达到 10646 亿元。2021 年我国医疗设备规模为 5242

亿元，占医疗器械流通整体规模的 57.26%，占比非常大；高值耗材规模 1505 亿元，占 16.44%；

低值耗材规模为 1185 亿元，占 12.95%；体外诊断规模为 1222 亿元，占 13.35%。 

（一）医疗信息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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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医疗信息化业务主要依托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在丽水市投资开发及运营的丽水市

人口健康信息化 PPP 项目。丽水运盛充分发挥丽水市一张卫生专网、一套综合信息平台，一

体化平台服务体系的综合优势，以卫生健康领域推进高质量建设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

契机，开展创新型医疗健康信息化产品的研发和运营服务。围绕居民、政府、医院、卫生机

构开展医疗健康数据的互联共享，打造“城市大脑医疗大数据板块”、“数字政府数据管理板

块”、“共同富裕健康服务板块”，为丽水市共同富裕医疗卫生数字化改革提供信息化支持。

目前丽水运盛业务主要覆盖浙江省丽水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市级、区县级医疗事业单位及其

下属医疗机构及相关单位。 

（二）医疗服务业务 

公司医疗服务业务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旌德宏琳为旌德县中医院提供咨询管理服务。 

（三）医疗流通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流通业务主要依托全资子公司重庆康润开展实施。公司医疗流通业务

主要为医疗器械及耗材、医疗智能产品等的采购及销售。通过获取上游医疗器械及耗材及医

疗智能产品的资源，向下游政府、医院、经销商等机构和个人进行相关产品的销售，同时为

其提供采购、仓储、物流配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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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03,441,5

11.33 

314,688,2

21.89 

315,329,3

63.38 
-3.57 

333,318,6

73.01 

334,074,3

8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1,400,6

94.11 

236,048,9

51.68 

242,762,8

88.35 
-14.68 

223,778,9

78.17 

223,778,9

78.17 

营业收入 
46,246,09

2.90 

44,207,44

7.01 

51,867,36

7.43 
4.61 

48,673,76

3.62 

48,673,76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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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07,99

5.86 

28,309,58

3.01 

23,694,92

4.82 
83.89 

8,150,716

.13 

8,150,716

.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185,2

53.44 

7,432,607

.27 

13,586,39

8.05 

-573.3

9 

9,266,061

.28 

9,639,487

.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437,8

67.28 

-8,702,69

7.27 

-2,548,90

6.49 
123.35 

1,012,335

.86 

1,385,761

.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546,4

46.66 

3,328,990

.34 

3,328,990

.34 

-506.9

2 

36,741,02

8.06 

36,741,02

8.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082 9.239 5.892 

减少

25.321

个百分

点 

0.04 4.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3 0.021 0.0398 

-590.4

8 
0.03 0.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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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3 0.021 0.0398 

-590.4

8 
0.03 0.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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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0,703.16 7,754,014.9 18,167,674.52 10,993,70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94,752.68 -1,106,833.4 6,510,422.80 -36,441,41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014,955.39 -2,904,823.2 4,676,040.30 -11,489,496.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202,455.73 -790,239.8 1,674,888.55 7,771,3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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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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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耘合信（海南）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82,979,928 24.33 0 无 0 其他 

翁逸亮 0 4,455,306 1.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钟榕 3,544,890 3,544,890 1.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科润 3,415,301 3,415,301 1.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伟 0 3,092,377 0.9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毅 1,737,010 2,996,710 0.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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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杏菊 2,956,394 2,956,394 0.8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燕 1,173,402 2,667,331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丁铌蔼 0 1,906,017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伟阳 1,807,600 1,807,60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华耘合信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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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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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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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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20.74 万元，较上期同期营业收入 4420.74 万元增加了

4.61%；实现营业利润-3569.2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154.09 万元；利润总额-3577.34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4607.71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18.53 万元，剔除非经

常性损益影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945.2 万元，同比

上期减少 1074.93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30,344.15 万元，较期初下降 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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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