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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海王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25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1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 1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 150,000 

合计 250,000 25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公司

将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

公司董事局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

适当调整。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使医药流通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2015年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

的指导意见》。2015年6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国卫药政发【2015】70号

《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文中明确提出了

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方向，实行一个平台、上下联动、公

开透明、分类采购，采取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全程监

控等措施。除此之外，还提出了试点城市自行采购、阳光采购等内容，并强化了

配送和回款监管要求。 

2016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

其中鼓励实行分类采购。综合医改试点省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两票制”（生产企

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积极鼓励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逐步增加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药品品种数量，合理

降低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价格。进一步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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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交易等。 

2017年1月9日，国务院医改办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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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在公立

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通知》要求,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

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要率先执行“两票制”，鼓励其它地区推行

“两票制”。  

2019年1月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号）。明确提出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开展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要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净化流通环境，改善行业生态。 

“两票制”及药品集中采购的推行，必然会淘汰一些实力弱或者不规范的小公

司，使得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具有全国性销售网络的医药商业流通企业将成为

最终赢家。因此，公司的医药商业流通业务面临着迅速扩张的巨大机遇和压力，

对资金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近年来公司抓住这一政策红利机遇，实现了公司规模

和利润的快速增长，为实现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利润的进一步提升，公司有

必要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营运资金，以实现公司快速的发展并以更加

优异的业绩回馈社会和全体股东。 

（二）行业市场规模的稳定增长，促使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增长 

随着国际国内医药产业链合作逐步深入，“互联网+医疗健康”体系不断完善，

供应链服务持续创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药品流通行业将迎来新的更大发展空

间。 

2017年，全国药品流通市场销售规模稳步增长，增速略有回落，《2017年药

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20,016亿元，

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8.4%。截止2017年末，全国共有药品批发企业13,146家。 

图1：2013年-2017年药品流通行业销售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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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商务部《2017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 

2017 年，我国工业规模以上医药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185.50 亿元，同

比增长 12.50%，较上年提升 2.8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工业增速 1.4 个百分点；实

现利润总额 3,314.10 亿元，同比增长 17.80%，相比上年提升 3.9 个百分点，与全

国工业增速相当，我国医药行业发展态势良好。 

行业市场规模的稳定增长，也促使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增长，2016 年和 2017

年，公司医药流通业务收入分别增长 24.98%、90.28%，公司亟需补充资金进一

步推进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的稳定持续上升。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一）偿还银行贷款以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

期

借

款 

564,694.8

6  
19.77% 

434,493.1

1  
17.81% 

224,338.9

7 
20.80% 

276,301.0

1 
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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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应

付

票

据

及

应

付

账

款 

961,686.6

9  
33.68% 

939,339.9

5  
38.50% 

679,658.7

3 
63.03% 

634,440.3

2 
59.74% 

流

动

负

债 

2,406,033.

04  
84.26% 

2,265,607.

99  
92.86% 

1,061,869.

56 
98.47% 

1,043,395.

58 
98.26% 

负

债

总

额 

2,855,627.

95  

100.00

% 

2,439,734.

75  

100.00

% 

1,078,350.

50 

100.00

% 

1,061,919.

72 

100.00

%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 80%以上。其中，短期借款和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是流动负债的主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商业流通板块

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所需营运资金的规模亦随之扩大，公司一方面通过银

行借款筹集所需资金，截至 2018 年底公司银行借款余额已达到授信额度的 50%

以上，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开具应付票据的方式延长应付采购账款的支付期限。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提升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2015年末、2016年末、2017

年末、2018年9月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达到83.21%、64.72%、79.05%、79.95%，

除2016年由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29.89亿元使得资产负债率暂时有所下降

外，其余年度均高于70%的警戒线，不仅影响了公司再次债务融资的能力，也给

公司造成高额的借款成本，使公司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水平如下： 

单位：% 

代码 股票简称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000028.SZ 国药一致 52.02 55.57 58.18  61.25  

000963.SZ 华东医药 44.97 44.90 47.14  71.59  

600056.SH 中国医药 60.85 58.07 60.64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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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511.SH 国药股份 51.53 53.11 45.73  46.40  

600713.SH 南京医药 78.05 79.99 78.02  78.67  

600998.SH 九州通 67.77 62.46 68.99  69.78  

601607.SH 上海医药 63.18 57.95 55.48  54.52  

002589.SZ 瑞康医药 67.46 64.15 52.08  61.58  

行业平均        60.73         59.53         58.28         63.30  

000078.SZ 海王生物 79.95 79.05 64.72 83.21 

由上可见，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公司

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预

计可将公司资产负债率降低至 75%左右的水平，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推动公司

长远稳定发展。 

（二）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不断增长的业务对营运资金的需求 

公司属于集研发、生产和流通于一体的医药企业，资产的结构集中在流动资

产。由于目前国内医药企业回款周期长、库存商品占用资金大，新药研发周期长、

投入大等行业特点，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具备较强的资本实力和充足的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及经营性应收、应付科目及存货科目对流

动资金的占用情况，公司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求量的测算如下： 

1、测算假设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测算主要基于以下假设： 

（1）公司所遵循的现行法律、政策以及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 

（2）公司业务所处的行业状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制定的各项生产经营计划能按预定目标实现；公司营运资金周转

效率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2016年至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算术平均增长率为66%（2018年全年

营业收入按照2018年1-9月的营业收入年化进行计算），复合增长率为65.13%；

2018年增长速度较2017年增长速度有所下滑，2018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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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谨慎角度考虑，假设2019年至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保持15%增长率。经营

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以2018年9月30日数据作为计算基数。 

2、测算方法 

根据公司最近一年营运资金的实际占用情况以及各项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

负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以估算的2019-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础，按照销售

百分比法对构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

性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公司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 

3、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假设，公司未来三年补充流动资金需求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比例 2018 年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收入 
 

3,709,838.65 4,266,314.45 4,906,261.61 5,642,200.86 

经营性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2.34% 86,899.84 99,831.76 114,806.52 132,027.50 

应收账款 45.85% 1,700,969.89 1,956,105.17 2,249,520.95 2,586,949.09 

预付款项 4.27% 158,313.84 182,171.63 209,497.37 240,921.98 

存货 10.29% 381,606.50 439,003.76 504,854.32 580,582.47 

经营性流动资产小计 62.75% 2,327,790.07 2,677,112.32 3,078,679.16 3,540,481.04 

经营性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92% 961,686.69 1,105,828.70 1,271,703.01 1,462,458.46 

预收款项 1.04% 38,449.39 44,369.67 51,025.12 58,678.89 

经营性流动负债小计 26.96% 1,000,136.08 1,150,198.38 1,322,728.13 1,521,137.35 

流动资金占用额 
 

1,327,653.99 1,526,913.94 1,755,951.03 2,019,343.69 

需要补充营运资金 691,689.70 

 

注1、流动资金占用额=存货+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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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 

注2、各百分比指标测算以公司2018年1-9月未经审计财务数据作为测算依据，其中，销

售收入=公司2018年1-9月销售收入/3*4。 

根据以上计算，未来三年，随着公司业务的逐渐扩张，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增

量为691,689.70万元。 

（三）本次募集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显著改善公司盈利水平 

在公司日常经营中，除部分资金通过内部融资方式获得外，有息债务是公司

主要的融资手段。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财务结构及财务费用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营运资金 512,812.05 234,666.35 369,573.02 74,011.31 

有息负债-短期借款 564,694.86  434,493.11  224,338.97  276,301.01  

有息负债-长期借款 13,223.24  6,523.43  2,432.14  - 

有息负债-应付债券 242,438.13  163,751.75  - - 

应付票据 367,446.12  261,485.54  276,802.38  321,009.82  

利息支出 55,381.94  235,067.78  19,912.32  25,406.26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

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偿还银

行贷款后每年约能节约财务费用 4,350 万元，增加公司净利润约 3,262.50 万元；

另外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融资能力和融资空间将大幅提升，间接降低了公司的融

资成本。此举将有效满足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和降低财务成本，提升整体盈利水

平。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投向涉及的报批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

足公司未来各项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投向不涉及报批事项。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将相应增加，

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得到优化，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大幅提升，营运资金会得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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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同时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偿债能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

效保障。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资本实力将增强，特别是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后，公司的财

务费用得到控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

计算，偿还银行贷款后每年约能节约财务费用 4,350 万元，增加公司净利润约

3,262.50 万元。在此基础上，公司对外融资能力和融资空间大大提升，为公司运

营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因此，公司的销售规模和业绩有望进一步增长，公司

的长期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也将获得提升，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同时，本次募集资金将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助于缓解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瓶颈，间

接增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有助于海王生物优化资产结构，降

低资产负债率及财务费用支出，减少财务风险；有利于新业务拓展，提高公司的

整体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为今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符合海王生物的发展规划，并有利于实现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

化，因此是必要且可行的。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可行性结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

加，财务状况将得到较大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整体实力得到增强。综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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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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