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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中基健康”）

针对宏观环境、行业状况和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简称或释义均与公司公告的《中基健康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

同的含义。）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210.56 万元（含 50,210.56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万元） 

1 
中医药产业现代化—新疆道地药材及

饮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33,277.08 25,140.47 

2 
常态化防疫专项—新疆应急医疗防疫

物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3,183.92 25,070.09 

 合计 66,461.00 50,210.56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医药产业现代化—新疆道地药材及饮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及投资概算 

本项目是为了提高新疆地区道地药材加工水平，加强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

推进新疆道地药材饮片加工自动化、智能化建设。同时是适应公司未来战略发展

及转型升级的需要，旨在进一步整合优化公司资源，推进公司业务转型。项目建

成以后，将实现新疆道地药材包括动物、根茎、果实种子、花叶、茎木、全草等

类型在内的各类中药饮片产业化。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33,277.08 万元，主要用于生产厂房建筑工程、生产设备

购置及安装、项目基本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等必要投资。项目建成以后，实现

新疆道地药材饮片年加工能力 15,000.00 吨，其中动物类 200.00 吨、根及根茎

类 10.000.00 吨、果实种子类 800.00 吨、花叶类 1,000.00 吨、茎木类 2,000.00

吨、全草类 1,000.00 吨。 

2、项目实施可行性 

（1）项目建设顺应国家政策导向 

近年来，我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了保护中药产业，以及发扬中医药传统文化

的重要性。中药饮片及其炮制技术作为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

力支持。近年来国家及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尤其是通过鼓励和引导

行业内优质龙头企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带动整体行业市场环境的规范化，保护

上游中药材资源，鼓励中药产业现代化，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2019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强化中药材道地产区环境保护，规划道地药材基地建设，引导资源

要素向道地产区汇集，推进规模化、规范化种植，到 2022 年，基本建立道地药

材生产技术标准体系、等级评价制度。健全中药饮片标准体系，制定实施全国中

药饮片炮制规范，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中药生产中的应用，提高智能制造水平。 

2018 年 12 月 18 日，农业农村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联合颁布《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 年）》，计划到 2025

年，西北地区建设道地药材生产基地 800 万亩以上。提升道地药材产业化水平

方面，加强现代化加工基地建设。鼓励中药企业在产地建设加工基地，加强采收、

净选、切制、干燥、分级、保鲜、包装、贮藏等设施建设，配套现代化加工装备，

实现清洁化、连续化、自动化、标准化加工。 

2016 年 2 月 22 日，国务院颁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制定中药材主产区种植区域规划。制定国家道地药材目录，加强道地药材

良种繁育基地和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建设。推进中药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建设，加强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提升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加速中药生产工艺、

流程的标准化、现代化，提升中药工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逐步形成大型中药企

业集团和产业集群。 

2016 年 10 月 1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政府第 39 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中药民族药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规划到

2020 年，建成 5—10 个中药民族药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实现人工种植的中药

民族药药材品种达到 10—20 个，使新疆成为国家重点中药民族药药材规范化生

产基地。实现销售额上亿元的品种达到 3—5 个，超过 5000 万元以上品种 5—

10 个。重点开发目标品种 20—40 个。 

（2）新疆地区具备丰富的道地药材资源 

新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生物资源均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尤其是道地药材

资源丰富，位居全国前列，野生道地药材、大宗药材品种优势突出。新疆的阿尔

泰山区、天山山脉、阿尔金山-昆仑山区以及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塔里木河

流域的高原、森林、草原、荒漠等区域分布着大量原生的特色药材，新疆紫草、

天山雪莲、伊犁贝母、阜康阿魏、新疆藁本、甘草、红景天、肉苁蓉、罗布麻等

品种全国闻名。新疆也适宜栽培多种药材，如甘草、红花、肉苁蓉、枸杞、罗布

麻、一枝蒿、薰衣草等大宗药材已经种植近百万亩。新疆已有 60 多种药材实现

人工种植养殖，20 多种大宗药材实现了规模化种植养殖。在国家保护的 42 个重

点品种中，新疆有国家二级保护品种马鹿茸、甘草、蟾蜍等 3 种，有国家三级保

护品种伊犁贝母、龙胆草、远志、肉苁蓉、秦艽、紫草、阿魏等 13 种，另有麻

黄、雪莲、河狸、四爪陆龟、雪鸡、红景天等也在国家出台的相关保护范围之内。 

（3）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未来中药市场空间广阔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平均寿命具有明

显的提高。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7 年的 76.7 岁提高到 2018 年的 77.0 岁。而在新

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仅为 35 岁。另外，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健康中

国 2030”战略研究报告》明确提出，我国 2030 年平均寿命预期达到 79 岁的目



标。我国平均寿命的显著提高，我国人口结构已呈现老龄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截止2019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数达1.7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6%，

是目前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老龄人口用药水平普遍较高，我国人口老

龄化进程推动医药市场需求更快增长。 

受人口老龄化、居民饮食结构变化、环境污染加剧等因素的影响，近几十年

来我国居民的疾病谱出现了从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转变的趋势，心脑

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等疾病的发病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而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出现低龄化趋势，中医药在治疗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中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成为推动中药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 2 年，项目主要经济指标如下： 

项目名称 
内部收益率

（税后） 

投资回收期 

（税后） 

中医药产业现代化—新疆道地药材及饮片产业化基地建

设项目 
19.13% 6.72 年 

本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二）常态化防疫专项—新疆应急医疗防疫物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及投资概算 

本项目是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需要，顺应政府加强医疗防护物资生

产的要求。通过新建厂房，购置一次性医用口罩、N95 防护口罩、隔离/防护服

护目镜等生产设备，提高新疆地区医疗防护物资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常态化需

求。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33,183.91 万元，主要用于生产厂房建筑工程、生产设备

购置及安装、项目基本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等必要投资。项目建成以后，实现

应急医疗防护物资年产能 40,576.00万件，其中一次性医用口罩 36,000.00万只、

N95口罩4,000.00万只、隔离服144.00万件、防护服288.00万件、护目镜144.00



万副。 

2、项目实施可行性 

（1）国家政策不断强调医疗防护物资战略储备 

2003 年印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提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保证应

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2006 年制定的《国家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则规定，由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应急物资的生产、储备

和调运，保证供应；2013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储备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以备调用；

2016 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了《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十三五”规划

（2016-2020 年）》，要完善物资储备机制；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

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健

全应急物资实物储备、社会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管理制度；推进应急物资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建设，完善应急物资紧急生产、政府采购、收储轮换、调剂调用机制，

提高应急物资综合协调、分类分级保障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开始

实施，这部法律再次强调，“国家建立中央与地方两级医药储备，用于保障重大

灾情、疫情及其他突发事件等应急需要”。 

（2）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戴口罩成为习惯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国国内个人医用防护用品市场需求激增，相关产品

短期内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供需缺口逐步显现，行业市场规模迅速增加。本次

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提高了国内居民的个人卫生防护意识，加强居民对医疗防护

口罩的储备和养成了医疗防护口罩的佩戴习惯，提升了居民对各类防护用品（如

口罩、防护服等）的日常需求，医用防护用品的市场规模有望持续稳定增长。 

（3）未来医院加强大规模医疗防护物资储备成为常态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我国拥有防治传染病的医疗物资储备，但是面对



严重疫情，常规储备难以满足应对疫情的需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后，以

一种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影响全国。疫情爆发初期，由于医院医疗防护物资储备

严重不足，造成一千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未来医院亟须提升应对重大公共卫生

危机的意识和水平，落实医疗物资储备制度，针对不同级别的危机，保持相应规

模的防护医疗物资储备。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名称 
内部收益率

（税后） 

投资回收期 

（税后） 

常态化防疫专项—新疆应急医疗防疫物资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19.81% 6.58 年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中医药产业现代

化—新疆道地药材饮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和常态化防疫专项—新疆应急医疗

防疫物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

进一步改善资产结构，整合优化资源，推进业务转型。提高盈利水平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将具有较为完善

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人员、资产、财务以及在研发、销售、实施等各个方面的

完整性，保持与公司关联方之间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本

次发行对本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产规模预计将有较大增加，公司净资产总额和摊

薄计算的每股净资产预计将大幅增加，净资产的增加将增强本公司后续竞争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投资回报率，对于进一步巩固

并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有较大的作用。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公司技术实力和业务规模将得到显著提升。预计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对投资者的回报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以公司发展战略为导

向，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有

助于公司的业务转型，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

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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