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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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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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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0,01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人健康 股票代码 3014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梅 黄莲莲 

办公地址 
合肥市包河工业区上海路

18 号 

合肥市包河工业区上海路

18 号 

传真 0551-63677610 0551-63677610 

电话 0551-62862668 0551-62862668 

电子信箱 zqb@hrjkjt.com zqb@hrjkj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7.97 亿元，同比增长 16.3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5 亿元，同比下

降 28.68%。主要情况如下： 

（1）医药零售业务 

零售门店扩张方面，公司本着“深耕安徽、聚焦华东、辐射周边”的发展策略，继续推动门店扩张计划。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直营门店 1,383 家，加盟门店超百家。2023年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6.11 亿元，同比增长 16.94%；公

司零售业务板块贡献了近 70%的营业收入，是影响公司业务规模的关键。 

（2）药品代理业务 

代理产品方面，公司与代理生产厂商已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持续加大上游合作深度与广度，不断优化

代理品规产品线，稳步提升和丰富产品集群，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根据商品销售变化趋势、消费习惯及认知度，持续优

化品种和组织结构，保证商品体系的正常运转。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升经营效率，并通过市场下沉、客户服务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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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等营销创新手段，继续保持平稳增长，2023 年代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42 亿元，同比增长 1.17%。 

（3）终端集采业务 

终端集采业务主要为单体药店、小型连锁等零售终端提供一站式配送服务。2023 年公司终端集采业务继续快速发展，

不断下沉基层市场，同时打破区域限制，进一步新增河南、江苏区域终端集采客户网络和规模。2023 年终端集采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 2.91 亿元，同比增长 24.70%。 

（4）工业生产业务 

2023 年 8 月,公司完成对江苏神华药业 100%股权收购，新增工业生产板块，2023 年 8 月-12 月公司工业板块形成营

业收入 0.78 亿元。 

（一）公司所属行业 

我国医药产业链主要分为医药制造、医药流通和医药消费三个环节。其中，医药流通是连接上游医药生产企业和下

游终端消费者的重要环节。医药流通行业又分为医药批发与医药零售两个细分行业，医药零售市场则主要分为医疗终端

和零售药店两个市场。 

公司主要从事的医药零售、代理及终端集采业务，属于医药流通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7），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F门类“批发和零售业”，其中，医药代理及终端集采业务板块属于 51 大类“批发业”下的

515 中类“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医药零售业务板块属于 52 大类“零售业”下的 525 中类“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

售”。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F），

其中医药批发板块属于细分行业“批发业”（F51）；医药零售板块属于细分行业“零售业”（F52）。 

2023 年，公司通过收购神华药业，布局从事医药生产业务，形成四位一体的业务生态架构。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 4754-2017），公司医药工业生产板块所处行业属于 C 门类 27 大类“医药制造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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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7）。 

（二）行业发展概述 

1、医药行业发展概况 

全球经济的发展、人口总量的增长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市场对药品需求与日俱增，全球药品市场保持持

续较快增长。作为全球医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医药行业凭借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逐渐完善的医疗体系，已

成为全球医药消费大国。同时，我国社会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的增加促进了全国医药行业发展。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图表 1  2015—2022 年中国药品终端市场规模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广州标点医药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米内网数据库。本部分数据包含各级公立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卫生院等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及各类城乡药店和网上药店。 

2、医药流通行业发展概况 

（1）医药流通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医药健康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医药消费端诉求推动医

药流通端的市场扩容，为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同时，国家按照现代化思路对医药流通行业的经营

格局进行了深层次的变革，使得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更加趋于成熟，为我国医药流通企业建立了良好的生长环境。截至

2023 年末，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数量为 21676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15.4%，60 岁以上人口为 29697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21.1%，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未来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所占比例将继续升高。

老年人对于药品及保健用品的需求量较大，同时受生活节奏、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慢性病患者的数量将呈上升

趋势，医药流通行业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 2022 年末，全国共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企业 64.39 万家，其中批发企业 1.39 万家，

零售连锁企业 6,650 家、下辖门店 36 万家，零售单体药店 26.33 万家。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 27,516 亿元，扣

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6.0%，增速同比放缓 2.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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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18—2022 年医药流通行业销售趋势（数据来源：商务部） 

（2）药品销售结构仍以西药为主 

从产品结构来看，医药流通相关产品主要分为西药、中成药、医疗器材、中药材、化学试剂、玻璃仪器及其他七大

类，其中西药类还包括化学药品制剂、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医药流

通相关药品种类繁多，但我国医药流通中相关产品主要以西药为主。 

 

图表 3:2022 年全行业销售品类结构（数据来源：商务部） 

（3）经济发达地区仍为医药流通行业主要市场 

从区域结构来看，2022 年全国六大区域销售额的比重分别为：华东 36.4%，中南 27.2%，华北 14.9%，西南 13.4%，

东北 4.2%，西北 3.9%。其中，华东、中南、华北三大区域销售额占全国销售总额的 78.5%，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我

公司所在安徽省位列全国销售额排名前十。长江经济带地区销售总额占全国销售总额的比重为 49.9%。（数据来源：商

务部）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4）医药流通行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特征 

根据国家商务部《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数字化、智能化、集约化、

国际化为发展方向，到 2025 年要建成创新引领、科技赋能、覆盖城乡、布局均衡、协同发展、安全便利的现代药品流通

体系。支持药品批发企业完善城乡供应网络，增强综合服务能力；零售药店经营能力持续提升，更好满足人民健康需求；

加强医药物流信息化技术加速应用，智慧医药供应链逐步健全。医药电商在规范管理基础上呈现特色化、多样化发展的

特征。 

3、公司所在医药零售行业发展概况 

（1）医药零售行业增速放缓，网上药店增长迅猛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3 年医药零售终端（实体药店＋网上药店）市场销售规模超过 9,000 亿元，同比增长 6.5%；

受医药改革及消费大环境影响，零售终端市场规模增速下滑至近十年新低。其中，实体药店零售规模为 6,229 亿元，较

去年略涨 1.8%。2023 年网上药店（药品+非药品）的零售规模已达 3,06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7.5%，占零售终端市场的

33%，网上药店占比持续增加，电商销售已成为零售终端较为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 

  

图表 4:2013—2023 年中国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药品+非药）零售规模（数据来源：米内网） 

（2）药店连锁化率仍有提升空间 

截至 2022 年底，根据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零售药店 623,299 家，其中连锁药店 360,023 家，占比 57.76%，距国家

商务部发布的《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到 2025 年培育形成 5-10 家

超五百亿元的专业化、多元化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零售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零售市场总额 65%以上，药品零售

连锁率接近 70%”的药品零售行业总体发展目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公司零售业务布局区域来看，安徽省零售门店 22,359 家，其中连锁门店 12,869 家，连锁化率 57.55%；浙江省零

售门店 22,875 家，连锁门店 12,580 家，连锁化率 54.99%；江苏省 33,706 家，其中连锁门店 18,387 家，连锁化率

54.55%；河南省 32,340 家，其中连锁门店 17,030 家，连锁化率 52.66%；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各大上市医药零售连锁企业利用自身资本优势，通过并购方式扩大规模也是药店连锁化率和市场集中度提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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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3）医保定点药店率稳步提高 

根据《“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规划，到 2025 年，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基本完成待遇保障、筹资运

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医保管理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任务，医疗保障政策规范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便捷化、改革协同化程度明显提升。尽管不同区域医保定点政策具有颇多差异，但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

合格即予准入的协议制成为趋势，医保定点药店的数量及占比持续提高。 

（4）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推动处方外流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了《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

统筹管理的通知》（医保办发〔2023〕4 号文），根据文件要求，鼓励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自愿申请开通门诊统筹

服务，为参保人员提供门诊统筹用药保障。未来医保参保人员可以凭定点医药机构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医保目录

内药品发生的费用，可由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零售药店销售便利性将更加突显，处方外流有望得到进一步推进，零售

市场份额会得到进一步扩大。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统筹门店资质门店 67 家，占总门店数量比例为 4.84%。随着医

保统筹政策的逐步推进，未来业绩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4、公司所在医药批发行业发展概况 

（1）行业销售增速重新进入上升通道 

近几年，随着一系列医药改革政策的陆续推行，我国医药批发行业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但同时也加大了行业的竞

争压力。如“两票制”政策减少了医药批发流通层数，压缩了中间环节的利润空间，医药流通结构趋于扁平化；“医保

控费”、取消“药占比限制”以及《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所涉及的“带量采购”等相关政策推动药品招标价格

和用量持续下降。上述改革均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医药批发企业销售增速放缓。 

而随着对上述改革影响的逐步消化与业态结构调整，行业渠道逐步下沉，医药批发企业的零售端销售及服务收入的

提升弥补了调拨收入的下降。我国大中型医药批发企业顺势借助政策改革契机，深入调整战略规划，通过内生转型和外

延并购，实现整体运营质量与效益双提升。 

（2）行业集中度逐年稳固提升 

随着近几年我国医药流通市场结构、渠道布局及供应链关系的改变，减少了流通环节的层级，促进企业提升整体运

营质量，行业规模效应逐渐凸显，全国性和区域性龙头企业收入增长普遍高于行业平均增速，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3）代理业务模式发展成熟 

医药代理是医药产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下的产物，本质上是通过营销组织架构的优化、执行力的提升，以及专业

人才和技术的引进，充分发掘医药产品市场潜力，其核心竞争力在于专业推广优势以及成本优势。尤其是对众多初创型

的中小医药生产厂商，其产品市场知名度较低，推广运营周期较长，代理方式能够以更短的市场开发时间，促进产品的

销售增长，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医药代理企业已成为医药生产厂商进行产品市场推广与销售时的重要选择。 

（4）终端集采细分领域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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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商务部《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健全支持药品批发企

业完善城乡供应网络，增强综合服务能力；零售药店经营能力持续提升，更好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要求。集采业务的主

要目标客户为单体药店或小型连锁药店，是医药零售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线城市较少，主要集中于二三级城市及

以下地区。单体药店或小型连锁药店由于体量小，与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不足，往往采购成本较高、利润空间较低，

甚至存在一些医药品种无法购进情况，经营和服务水平能力有限。终端集采业务提供一站式配送等服务，可以提升该类

药店市场竞争力和运营能力。 

虽然近年来我国零售药店连锁化率逐步攀升，大中型医药零售连锁药店兼并重组步伐加快，但单体药店及小型连锁

药店仍占较大比例。该类药店通常已在当地建立彼此信任的熟人圈，长期的慢性病顾客是其稳定的客户源，具有一定的

经营成本优势。同时，在医院处方外流的大趋势下，位于医院附近的单体药店及小型连锁药店能够承接部分外流处方产

生的业务增量。因此，医药批发行业下的终端集采细分领域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5、公司所在医药制造业发展概况 

2023 年公司所在医药制造业复苏缓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5,205.7 亿元，同比下降 3.7%；发生营业成本 14,401.6 亿元，同比下降 2.3%；实现利润总额 3,473.0 亿元，同比下降

15.1%；全国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5.8%。 

公司在医药制造业板块主要从事真菌生物发酵制品的研发、制造，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明确指出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十四五”中医药文化

弘扬工程实施方案》，聚焦于中医药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旨在提升全社会对中医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弘扬中医

药文化精髓，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8 月 2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国中医药独特优势，加大保护力度，维护中医药发展安全。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的落地

实施，中医药行业有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提高国际影响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新时代

需求的中医药服务体系，绘制出一幅中医药全面振兴的新蓝图。 

6、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公司连续三年被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评为安徽省民营企业服务业百强企业，华人健康 2023 年度排名第 48 位。 

截至报告期末，国胜大药房拥有 1,383 家直营店，其中安徽省内 1348 家，是安徽最大的医药零售连锁企业，在《中

国药店》杂志社公布的《2023-2024 年度中国药店价值榜（直营连锁 100 强）》中排名第 13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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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4,611,697,919.65 2,576,184,947.30 79.01% 1,971,050,7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943,533,127.04 947,278,655.70 105.17% 784,801,107.10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3,797,160,297.68 3,262,425,075.52 16.39% 2,338,702,24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4,667,584.92 160,776,075.61 -28.68% 69,726,58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5,941,242.03 151,115,840.57 -29.89% 61,175,64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1,373,207.72 173,836,654.15 -24.43% 140,821,176.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47 -38.30%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47 -38.30%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59% 18.54% -11.95% 9.30%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45,614,829.78 885,355,914.09 947,326,153.41 1,118,863,40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483,336.47 28,759,277.25 29,774,685.31 26,650,28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390,423.83 18,864,040.56 26,495,218.12 32,191,55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5,224,849.16 2,298,205.04 99,732,881.88 -175,882,728.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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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8,880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7,684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10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家乐 
境内自

然人 
50.12% 200,493,326.00 200,493,326.00 质押 50,500,000.00 

阿里健

康科技

（中

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51% 30,049,373.00 30,049,373.00 不适用 0.00 

何家伦 
境内自

然人 
6.89% 27,572,335.00 27,572,335.00 不适用 0.00 

华泰紫

金投资

有限责

任公司

－南京

华泰大

健康一

号股权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5.24% 20,948,896.00 20,948,896.00 不适用 0.00 

苏州赛

富璞鑫

医疗健

康产业

投资中

心（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66% 18,623,266.00 18,623,266.00 不适用 0.00 

宁波梅

山保税

港区胜

凡投资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6% 8,221,509.00 8,221,509.00 不适用 0.00 

黄山赛

富旅游

文化产

业发展

基金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4% 8,160,001.00 8,160,001.00 不适用 0.00 

宁波梅

山保税

港区福

曼医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3% 6,923,376.00 6,923,376.00 不适用 0.00 

华西银

峰投资

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2% 4,080,000.00 4,080,000.00 不适用 0.00 

合肥康 境内非 1.01% 4,056,665.00 4,056,665.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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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股权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何家乐与何家伦系兄弟关系，何家乐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胜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福曼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康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肥时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华

泰大健康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华泰大健康二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道兴投

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属于跟投平台，三者具有关联关系；苏州赛富璞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黄山赛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嘉兴腾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道同长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述四家投资机构系同一控制下企业。除上述关联关

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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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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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