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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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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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公开交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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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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部署落实、“新医改”的深入进行，“两票制”、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医疗机构药品零加成、“4+7”城市带量采购及带

量采购扩容等政策的实施，中国医药行业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整体运行进入相

对低增长率阶段、行业分化重组趋势加剧，对行业小散乱格局产生极大的影响。

医药商业流通环节得到进一步的压缩，大型医药流通企业更加注重发展代理分销

和纯销业务，注重全国和区域流通网络的布局。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信誉度

高、规范性强、终端覆盖广、销售能力强的大型药品流通企业市场占有率迅速提

升，并逐步倒逼药品零售、物流、电商行业加速集约化、信息化、标准化进程，

最终实现行业格局的全面调整。《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提

出，到 2020 年要培育形成一批网络覆盖全国、集约化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大型

药品流通企业，药品批发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批发市场总额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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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业市场规模的稳定增长，促使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增长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提速、人口老龄化加快、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居民收入

稳步增长等，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和自我保健的需求将大幅增加，药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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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品和健康服务的市场规模将加快增长。2020 年 3 月，米内网根据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统计数据，公布 2019 年我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不

含民营医院、私人诊所、村卫生室）药品销售额实现 17,955 亿元，同比增长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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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度药品监管统计年报显示，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全国共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企业 50.8 万家，其中批发企业 1.4

万家，零售连锁企业 5,671 家，零售连锁企业门店 25.5 万家。全国共有二、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51.1 万家，其中，仅经营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企业 29.2 万家，

仅经营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企业 6.7 万家，同时经营二、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企

业 15.2 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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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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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公司医药流通业务收入分别增长 90.28%、54.3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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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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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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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958.62 31% 983,120.27 29.51% 874,931.70 25.73% 434,493.11 17.81% 

应付票

据 
578,876.38 18% 408,685.57 12.27% 329,159.97 9.68% 261,485.54 10.72% 

应付账

款 
690,966.59 22% 794,181.88 23.84% 751,067.73 22.08% 677,854.41 27.78% 

流动负

债 
3,131,773.53 98% 3,182,899.41 95.53% 3,058,642.27 89.94% 2,265,607.99 92.86% 

负债总

额 
3,202,604.31 100% 3,331,937.28 100.00% 3,400,813.22 100.00% 2,439,734.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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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末公司银行借款及票据融资余额已达到

授信额度的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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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2018年末、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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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2020年6月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达到79.05%、82.69%、80.93%、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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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600056.SH 中国医药 63.09 60.00 58.07 

600079.SH 人福医药 60.02 59.71 53.10 

000028.SZ 国药一致 54.18 51.93 55.57 

000963.SZ 华东医药 40.05 45.75 44.90 

002589.SZ 瑞康医药 68.42 67.55 64.15 

600511.SH 国药股份 49.74 50.68 53.11 

600998.SH 九州通 69.12 69.43 62.46 

603368.SH 柳药股份 61.05 58.59 52.76 

000950.SZ 重药控股 65.22 59.69  

 行业平均 58.99 58.15 55.51 

000078.SZ 海王生物 80.93 82.69 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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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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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的轻资产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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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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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2017年至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算术平均增长率为31%，复合增长率为

28.99%；2019年、2018年增长速度较上年增长速度均有所下滑，2019年、2018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8.11%、53.90%，从谨慎角度考虑，假设2020年至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保持10%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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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末各项经营性资产和

经营性负债占2019年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以估算的2020-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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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   4,149,270.39 4,564,197.43 5,020,617.18 5,522,678.90 

经营性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5.49% 227,783.95 250,562.35 275,618.58 303,180.44 

应收账款 43.51% 1,805,294.27 1,985,823.69 2,184,406.06 2,402,846.67 

预付款项 2.75% 114,226.38 125,649.02 138,213.92 152,035.31 

存货 8.97% 372,345.47 409,580.02 450,538.02 495,591.82 

经营性流动资产小计 60.73% 2,519,650.07 2,771,615.07 3,048,776.58 3,353,654.24 

经营性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9.85% 408,685.57 449,554.13 494,509.54 543,960.49 

应付账款 19.14% 794,181.88 873,600.07 960,960.07 1,057,0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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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0.74% 30,500.65 33,550.72 36,905.79 40,596.37 

经营性流动负债小计 29.72% 1,233,368.10 1,356,704.91 1,492,375.40 1,641,612.94 

流动资金占用额   1,286,281.97 1,414,910.17 1,556,401.18 1,712,041.30 

需要补充营运资金 425,7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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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

项； 

2、各百分比指标测算以公司2019年经审计财务数据作为测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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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759.33万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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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营运资金 222,994.54 274,058.31 301,807.99 234,666.35 

有息负债-短期借款 1,001,958.62 983,120.27 874,931.70 434,493.11 

有息负债-长期借款 17,493.67 17,999.50 4,670.71 6,523.43 

有息负债-应付债券 40,977.30 117,944.78 332,773.28 163,751.75 

应付票据 578,876.38 408,685.57 329,159.97 261,485.54 

利息支出 54,840.04 121,586.31 92,185.70 35,0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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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未进行固定资产等项目

投资，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无需办理审批、核准、备案手续。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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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管理的影响 

“两票制”的推行，流通环节只允许一票配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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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后，公司将获得更多的营运资金，

有助于公司医药商业流通业务的进一步扩张，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规模的扩大

和利润的提升，并以更加优异的业绩回馈社会和全体股东。 

面对宏观环境利好和行业快速发展的现状，公司目前也处于高速发展和快速

扩张的通道中，对资金投入的需求也将高速增长，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将为

公司短期、长期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二）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公司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同业竞

争情况均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海王集团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

成关联交易，除此之外，公司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

发行而增加关联交易。 

（三）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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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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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发行人盈利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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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进

一步扩展销售网络、拓展新业务和增加研发投入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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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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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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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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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