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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9                           证券简称：瑞普生物                           公告编号：2017-025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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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无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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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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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449346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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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生物 股票代码 3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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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健 王兴中 

办公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1

号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1

号 

传真 022-88958118 022-88958118 

电话 022-88958118 022-88958118 

电子信箱 zqb@ringpu.com zqb@ringp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服务于动物健康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属行业为兽药行业。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兽用生

物制品、兽用制剂（化学药和中兽药）、兽用原料药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公

司不断延伸产业链布局，并致力于开发和生产高质量和高附加值的动保产品，业务涵盖兽药、养殖服务、宠物诊疗、生物产

业基金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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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兽用生物制品主要包括疫苗、治疗用生物制品、诊断制品及其他生物制品。 

兽用生物制品中，优瑞康、新支妥、慢呼净、优瑞欣、鼻妥、优瑞可、新必妥为家禽用的主要产品；鼻妥、慢呼净、新

支妥、双欣立克、优瑞康、信法康为种禽用的主要产品；坦布舒、雅易安、雅肝康、小鹅瘟抗体为水禽用的主要产品，诸元

妥、维乐复康、文易舒、文易康为家畜用主要产品。 

兽用制剂主要包括化学制剂、中兽药及其他制剂。化学制剂主要为化学合成药物、抗生素及其半合成品。中兽药是指依

据中医药理论、以中药原料药制成用于动物的药品。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家禽用泛易平、速可能、霉毒净、益乐多、黄金

康、维乐欣等。家畜用替米佳、立本康、倍扶欣、普杆新、福欣、铁乐富、爱维安、普佳安等。 

（二）公司主要业务模式 

1、管理模式 

公司制定统一的发展战略，即立足于动物健康，通过服务提升养殖企业的经济效益，致力于成为动物养殖生产指标改善

的专家，并在“增值客户、激发潜能、品质领先、创新高效”的发展主题引导下，保障公司规范运作，提升管理和运营效率，

防范规避各种风险。促进组织运营模式的改进，提高组织管理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改进产品质量。 

公司以兽用生物制品、兽用制剂及兽用原料药三个板块为主线，以功能性的技术服务与全面的监测服务为抓手，在实现

板块内产品资源、市场资源、研发资源、供应商资源共享的同时，不断拓宽和完善产业链布局，以充分发挥整合优势、规模

经济与产业链效应，促进公司快速、健康发展。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部严格执行GMP管理标准，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质量标准进行生产，每件产品的生产均需对每个生产环节进

行规范记录，以实现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性。 

公司各生产基地，一是通过核心质量控制点管理、检验方法标准化、种毒管理、供应商管理、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提升

产品质量保障能力。二是通过项目管理、集中采购、生产精细管理、自动化设备升级改造、运营管理，降低作业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推动创新高效、管理精益化升级。 

3、销售服务模式 

公司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为宗旨，树立“高品质+可信赖+专家形象”的全方位销售模式，提升了技术服务能力以

及检测服务的能力，并根据产品特点和客户结构，公司划分不同的客户营销层级，进行重点开发、维护、提升。强化了公司

从销售商向服务商转型、从治疗型向预防保健和特色治疗转型的力度，以谋求营销创新式发展。 

主要销售渠道上，一是大客户直销，大客户是指集团化、规模化养殖企业，其需求量较大且主动防疫意识强，对兽药的

品质要求比较高，由于规模化养殖疫病发生几率较高以及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规模化养殖企业其市场份额一般由优质的兽

药企业占据。公司主要为其提供全方位、系统化解决方案，并建立联合监测实验室，实现产品、技术、预警等方面的定制服

务，并提供知识共享与人才交流。 

二是经销商网络，我国小规模养殖和散养仍然占据较大比例，针对此类客户，公司采用经销商销售模式。公司经销商一

般接近终端市场，为当地养殖企业和养殖户提供产品支持或动物保健服务，在当地养殖业中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三是政府招标采购。为防治重大动物疾病，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相关生物制品的采购。省级兽医站制定年度防疫

计划，报农业部审批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进行省级政府招标。目前，各省每年一般安排1～2次政府招标。 

   （三）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畜牧及动保行业发展情况 

动保产业服务于畜牧养殖业。2016年，饲料价格保持低位，生猪市场价格持续含有的高位运行，生猪养殖企业取得可观

收益；禽类产品价格稳步回升，猪鸡动保产品平均使用成本明显下降，养殖行业整体效益显著提高。养殖业受供给侧改革政

策调整影响，养殖业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规模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行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畜禽养殖行业的周期性波动

会给动保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机遇。 

目前我国动保产业仍存在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能利用率普遍较低的情况；占行业大部分的小企业发展缓慢，技术创

新能力差，产品结构老化、同质化严重、抗风险能力低，针对疫病的实时监测与技术服务能力空缺，难以适应畜牧业现代化

快速进程的需要。 

近年来，国家对兽药各项监管日趋加强，养殖行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环保引发的对污水、粉尘、

噪声、气味等的治理要求提高。与此同时，畜牧养殖行业规模养殖程度的提高将带来整个疫苗和兽药制剂渗透力的提升，个

体用药成本正在显著下降，养殖行业的成本竞争正在加剧。随着养殖企业养殖水平不断提高，对动保产品评价能力也随之提

高，对优秀动保企业产品与服务的亲睐趋势更加明显。 

在产业规划引导，监管趋严、规模化养殖等环境中，环保、研发、技术服务、营销、成本竞争等多因素作用下，动保行

业资源将通过整合而进一步集中，“小、散、差”等落后产能淘汰速度加快。在资本市场的影响下，动保企业之间的兼并、重

组、参股、收购将更为频繁，资源整合和专业细分成为动保企业发展的两个方向。一方面产品开发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

注重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产品线布局良好、研发实力较强、生产工艺水平较高的企业将成为兽药

行业的标配。另一方面，整合仍是兽药行业的主旋律，行业的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领军企业将充分发挥研发优势、运营优

势、营销技术服务优势、规模优势、资本市场优势等扩大市场份额，提升行业地位。 

2、政策环境 

近年来，兽药行业政策监管日趋严格。而农业部在不断强化兽药行业监督管理的基础上，对疫病防控及兽药兽医卫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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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出多项规划。 

监管方面，农业部发布了《农业部兽药GMP飞行检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加强对兽药生产企业实施GMP情况

的监督检查；先后启动多次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工作、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工作，同时组织开展了十二批假兽药查处

活动，规范兽药产品的生产、经营和使用，全面提升对兽药滥用及非法兽药管控能力。《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已经

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这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将提高文号申报门槛，加速淘汰不规范的小企业；启动《兽药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修订工作，进一步规范兽药生产、保证兽药质量。2016年9月27日，农业部召开强制免疫机制试点工作座谈会，针对

动保产品也提出了规范疫苗生产、采购和使用全过程监管的要求。 

行业规划与指引方面，2016年4月22日，农业部发布了《农业部关于促进兽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牢固

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要求，以转变兽药产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满足动物疫病防控需要、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

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兽药行政管理、技术支撑和执法监督体系，完善政策法规标准，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提升兽药监管能力，促进兽药产业健康发展。”2016年8月22日，农业部印发《国家口蹄疫防

治计划（2016-2020年）》 和 《国家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计划（2016-2020 年）》，计划中要求口蹄疫及高致病性禽流感防

治能力明显提升，有效防范H7亚型禽流感风险，有效保障养禽业生产安全、家禽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2016年10月20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全国兽医卫生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十三五”时期的兽医卫生工作作

出指示。提出在五方面推动推动兽药行业转型升级，包括创新兽药评审制度、优化兽药产业结构、营造良好兽药市场环境、

加强标准化建设、提高技术支撑能力。具体包括完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制度，提高技术审查标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建立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兽药产业集中度，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势头，提高兽药生产经营技

术门槛，引导中兽药产业发展；支持兽药连锁经营，加快构建现代兽药物流体系，加强互联网兽药经营管理，加强诚信体系

建设，落实企业兽药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出台兽药标准管理办法和兽药标准物质管理办法，提升兽药标准，清理无标准物质

的兽药产品等内容。 

3、公司行业地位 

瑞普生物是具有原始创新能力，集兽用生物制品、制剂及原料药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经过多年的稳步快速发展，公司产品丰富、结构合理，在行业内已具有良好的品牌信誉度，是国内少数几家产品覆盖动物疫

病预防、诊断、治疗、促生长以及调节免疫机制的兽药企业之一，综合实力位居行业前列。 

公司秉承“前瞻、创新、正直、分享”的理念，在坚持规范经营的基础上，高度关注行业政策变化及发展趋势，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持续增值客户”的价值理念，在研发、生产、质控、营销等各业务系统实现前瞻性安排，通过调整管控模式，

变革创新管理、营销和服务模式，提升技术水平和研发投入，及时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等方式降低市场波动带来的经

营风险。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及投资并购，有效把握行业变革过程中实现业绩快速增长的机会。 

报告期内，公司在抓住养殖行情所带来机遇的同时，坚持打造精品疫苗和兽药的策略，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原则，

确定并强化了“从生产商向服务商” 转型的力度；在保持家禽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强化了家畜市场的建设、拓展和深耕。

同时，公司通过实施研产销一体化、加快新产品上市进程、严控营销费用、强化利润管理等多种管控举措，进而带动公司产

品销售规模和利润实现了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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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969,858,493.64 792,834,473.13 22.33% 585,196,98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782,489.99 110,310,755.61 20.37% 26,993,85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642,028.97 97,165,629.65 14.90% 13,410,59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668,427.35 225,265,709.11 -7.81% 130,379,634.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68 0.2835 18.80% 0.06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68 0.2835 18.80% 0.06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5% 6.72% 1.03% 1.6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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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2,733,170,733.53 2,348,598,918.34 16.37% 1,989,304,13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3,482,656.19 1,607,663,557.43 18.40% 1,618,140,219.4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1,018,061.08 239,080,048.69 255,883,877.29 263,876,50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03,221.43 26,848,984.00 48,480,485.86 33,649,79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66,029.23 23,536,715.89 44,349,656.70 26,489,62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6,579.32 33,488,142.83 51,764,923.08 116,328,7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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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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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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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守军 境内自然人 42.65% 172,529,411 130,737,541 质押 50,286,468 

梁武 境内自然人 8.62% 34,885,698 26,499,394 质押 7,710,000 

苏雅拉达来 境内自然人 3.86% 15,616,103 11,712,077 质押 950,000 

鲍恩东 境内自然人 3.19% 12,915,454 9,686,590 质押 190,000 

李旭东 境内自然人 2.83% 11,452,115 8,589,086 质押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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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7,545,677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

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5,382,918 0   

周仲华 境内自然人 1.28% 5,183,305 3,887,479 质押 100,000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4,790,884 4,790,88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4,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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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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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度，由于明显的供给短缺，生猪市场持续高位运行。禽类市场行情稳步回升。与此同时，饲料价格保持低位，养

殖行业整体效益显著提高降，但养殖效益并未随着价值链向动保行业传递。随着养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及养殖行业集中度的

提升，对优秀的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以养殖行情回暖为契机，加快推进产品研发与上市进程，提升产品品质，坚持打造精品疫苗和兽药，确

立并强化了从生产商向服务商的转型；在保持家禽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家畜市场的建设、拓展和深耕，取得了

良好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985.85万元，较上年增长22.33%；实现利润总额17,845.10万元，较上年增长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78.25万元，较上年增长20.37%。截至2016年底，公司资产总额273,317.07万元，归属于股

东的净资产190,348.27万元，资产负债率22.9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766.84万元，公司资产质量良好，财务

状况健康，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兽用生物制品实现销售收入61,164.47万元，较上年增长28.71%（其中市场销售疫苗实现销售收入52,974.62

万元，较上年增长33.45%；招标疫苗实现销售收入8,189.85万元,较上年增长4.66%。兽用药物实现销售收入38,358.3万元，较

上年增长21.37%。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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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6 年影响金额 

根据财政部文件财会[2016]22 号文件《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调整为“税金及附加”。将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从“管理费用”项目调整至“税金

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上年

同期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税金及附加 6,562,855.05 

管理费用 -6,562,855.05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 13 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投资设立增加 1 家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农牧产业联合研究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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