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833                                                  公司简称：第一医药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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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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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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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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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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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9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089,382.56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9,744,104.26元，

年末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余额为 204,494,999.94元。 

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 元（含税），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23,086,347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6,731,476.03元(含税)，占当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52%，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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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医药 60083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颖杰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小木桥路681号20楼   

电话 (021)64337282   

电子信箱 shcred@online.sh.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零售和批发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经营模式 

药品零售和批发属于医药流通范畴。医药流通是指连接上游医药生产企业和下游经销商以及

终端客户，通过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差价和提供增值服务获取利润的一项经营活动。 

(1)零售业务 

公司的零售业务模式主要是从上游供应商采购药品、食品、医疗器械及健康便利品等商品，

随后向终端消费者进行零售。 

（2）批发业务 

公司的批发业务模式主要是从上游供应商采购商品，随后销售给终端医疗机构或其他医药流

通企业。 

 

(二)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健康需求不断增长 

随着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保健观念和意识增强、人

口老龄化加速和千禧一代成长，全社会的大健康需求不断提升和细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538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其中 65 周岁及以

上人口 176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2.6%。《2019 国民健康洞察报告》显示，80 后已成为健康

消费的主力军，90 后则对健康表现出了广泛关注。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人口结构变化

和健康消费趋势，积极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药品和其他健康产品销售持续扩大。 

 

2.政策支持行业发展 

在“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实施的大背景下，以三医联动、医药分开、分级诊疗为核心的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医药分开相关政策，包括处方外流、慢

病长处方、药店分类分级管理、医保定点资质审批放开、DRG 支付试点等，使零售药店获得

更多机会为终端消费者和患者提供专业的药事和健康服务。报告期内，公司重视提升药事服

务专业能力，积极为终端消费者提供配药、送药、用药指导、用药提醒、健康顾问、中医养

生以及其他延伸健康服务，从而推动业务不断规范和持续增长。 

 

3.发展空间持续拓展 

医药流通行业创新不断，产业链上下游加快渗透、融合，专业服务水平持续升级。在国家持

续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医药”、“互联网+医疗”迅速发展，互联

网医院加速建设和审批，医保支付向线上延伸，无人售药、人工智能问诊、远程诊断、电子

处方信息共享等各类新技术应用不断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消费者线上问诊购药的习惯正

在逐步培育，持续拓展着医药流通行业的发展空间。报告期内，公司在改善传统经营模式的

同时，整合、优化原有线上资源，大力拓展 B2C、O2O 等业务，构建适应社会消费新趋势的



现代电商通道，并打通公司实体门店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积极引导线上线下联动，拓展全

渠道经营空间。 

 

(三)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 

2019 年，我国仍处于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稳

中有变、变中有忧，各项改革仍需攻坚克难，药品流通行业发展增速受多重因素影响有所放

缓。但随着国内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健康理念持续增强，全社

会医药健康服务需求将不断增长，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将促使药品流通市场规

模进一步扩大。因此，2019 年行业总体发展仍呈现稳步增长、增速放缓的态势（中国医药

商业协会《药品流通蓝皮书：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2019）》）。医药流通行业正在从

传统的围绕商品开展经营，向围绕客户需求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多模式、便利化的服务进

行延伸，从单纯的商品供应者向综合性的健康服务商转型。 

 

2.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通常情况下，医药流通行业由于涉及医院用药配送和社会消费者用药的供给,除部分药品、

非药品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或地域性用量变化，整个行业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相对较小,与其

他季节性经营特征明显的行业相比，行业经济周期性不明显。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上海地区医药流通企业中的老字号，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公司法定经营资质完备，

经营范围涵盖中西药品、营养保健品、医疗器械、中药饮片等，服务领域除安全用药、合理

用药、慢病用药等咨询指导外，还涉足中医诊疗、中药养身、健康自助检测、云医院等医药

相结合项目。除此之外，公司座落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第一医药商店，在业界和市场

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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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216,551,640.88 1,079,466,351.75 12.70 1,135,968,181.87 



营业收入 1,243,169,488.29 1,176,665,762.11 5.65 1,556,146,205.5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089,382.56 47,186,332.49 12.51 43,476,771.2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37,469,040.76 18,661,168.13 100.79 41,261,272.0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25,329,730.23 662,560,731.44 9.47 707,057,559.5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4,601,581.36 42,793,435.99 144.43 120,074,112.58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24 0.21 14.29 0.19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24 0.21 14.29 0.19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7.63 6.89 增加0.74个

百分点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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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984,638.80 309,305,677.57 302,059,297.88 323,819,87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17,679.49 16,069,943.65 7,995,699.44 14,906,05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392,218.63 15,952,308.40 5,452,085.99 8,672,42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15,747.09 -12,956,962.06 34,284,845.13 36,657,951.20 

 

注：第二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系医保结算资金回笼推迟所致。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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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7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945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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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2,069,800 100,274,734 44.95 0 无 0 国有

法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0 10,821,394 4.8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刘康 -291,100 2,111,300 0.9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达安房产开发有

限公司 

0 1,704,716 0.76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徐莉莉 1,048,400 1,532,124 0.6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刘德松 -120,000 1,300,000 0.5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

产有限公司 

0 1,268,467 0.57 0 无 0 国有

法人 

邱淑芳 0 1,071,500 0.4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97,800 906,255 0.41 0 无 0 其他 

蔡裕鋆 0 900,400 0.4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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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316.95万元，同比增长5.6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18,382.06

万元，同比增长 5.55%。实现利润总额 6,862.90 万元，同比增幅 16.30 %；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08.94万元，同比增长 12.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46.90万元，同比增长 100.79%。 

1.医药批发业务 

报告期内，医药批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5,498.90万元，同比增长 2.99%。 

面对两票制、零加成、药占比、带量采购及辅助用药控制等政策叠加的不利影响，公司积极

拓展客户渠道，充分挖掘上下游客户资源，不断深化合作、丰富产品线以获得新份额，推进

购进与销售联动；同时以强化基础管理和业务管控为重点，多措并举抓目标落实，在组织架

构调整、运营合并与业务结构优化方面取得了较大改进，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盈利能力



稳中有升。 

 

2.医药零售业务 

报告期内，医药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2,883.16万元，同比增长 7.22%。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深入推进组织变革，显著提升组织效率，创新突破业务模式”的总体

工作要求，努力谋求高质量发展。通过整合、完善和升级等途径，深入推进公司管理精细化。

公司充分考虑“商品结构调整、经营转型拓展及营销策略优化”等因素的关联性，构建源头

采购与终端经营互动机制，加大对药品、非药品和 OEM 商品的引进、开发力度，丰富并优化

经营产品线，不断提升差异化竞争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在经营拓展上着眼于品牌和商品营销的有机结合，深入研究和总结经营提升

方法和经验，提高转型发展成效。公司对品牌建设从载体挖掘和市场融合两方面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结合年度各期营销活动，切入个性化特征鲜明的商品营销内容，挖掘市场商机，拓

展业务增长点，通过引进品牌、融合品牌及各类商务合作活动，在优化经营资源配置和应用

的过程中，以品牌互补和效应叠加的方式，形成了品牌集群的市场号召效应，提高了公司创

造良好业绩的软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 5 家门店，门店总数达到 98 家。B2C 线上合作平台除天猫之外新增百

联全渠道和拼多多电商平台，门店 O2O业务通过饿了么、美团、京东到家等平台积极开展。

报告期，公司线上业务规模达到 2,687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

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

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

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收 票 据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1,500,000.00 元， “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 111,946,351.53

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0.00

元，“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265,596,425.99 元。 

收 票 据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1,500,000.00 元， “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 73,887,974.36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

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0.00 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29,688,320.06 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中：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无影响。 无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

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

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

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193,523,950.37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226,108,279.89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192,915,087.97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225,262,597.49 元。 



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87,981,524.20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87,981,524.2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500,0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500,000.0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11,946,351.5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11,910,579.18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552,037.9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552,037.98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权益工具) 
177,164,750.37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16,359,2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98,867,750.37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54,553,901.15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54,553,901.1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500,0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500,000.0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3,887,974.3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3,877,026.04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7,840,122.7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7,840,122.72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权益工具) 
176,805,887.97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98,258,887.97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16,109,2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

订）（财会〔2019〕8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

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

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财

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

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

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二级 100 100 

上海长城华美仪器化剂有限公司 二级 100 100 

上海第一医药健康加芬药妆有限公司 二级 100 100 

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二级 100 100 

上海第一医药汇丰大药房有限公司 二级 100 100 

上海第一医药汇丰太和堂药房有限公司 三级 100 100 

上海第一医药汇丰汇华药房有限公司 三级 100 100 

上海汇丰便利有限公司 三级 100 100 

上海第一医药崇明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二级 51 51 

上海崇明第一医药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三级 100 1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徐子瑛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4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