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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3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公告编号：2021-09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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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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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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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新健康  股票代码 0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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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新星 刘雯雯 

办公地址 海口市文华路 18 号君华海逸酒店 703 室 海口市文华路 18 号君华海逸酒店 703 室 

传真 0898-68510496 0898-68510496 

电话 010-57825201 010-57825201 

电子信箱 IR@CRHMS.CN IR@CRHMS.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制定“一体两翼、双轮驱动、数字赋能、健康生态”为核心内容的战略规划。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战略规划确定的发

展目标和业务方向，紧紧围绕“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及“三医联动”改革要求，以数字医保为体，数字医疗、数字医药为两翼构

建基本盘，聚焦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医疗质量安全服务、药械监管服务三大业务方向，不断推动机制创新，深入挖掘数

据价值，积极开展投资合作，打造数字+医疗+保险+医药的闭环，致力于成为数字医保领航者，数字医药、数字医疗建设者，

互联网健康保障服务创新者，成为一流的医疗健康保障服务公司。 

    （一）数字医保 

    1. 医保精准支付第三方服务 

    （1）智能审核服务 

    智能审核服务是由第三方专业机构，通过医保智能审核系统和专业服务团队，协助医保管理部门实现对所有协议医药机

构产生的医保结算单据进行全面、高效、科学、精准的审核，遏制过度医疗行为，防范基金欺诈风险，对基金管理提供更专

业科学合理审核，使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更加安全、科学，支付更趋公平、合理。智能审核服务是国新健康的基础和核心优势

业务，目前覆盖率和技术能力处于领先。国新健康拥有业内领先、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审核引擎，审核速度达到毫

秒级。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2）疾病诊断分组（DRGs）付费服务 

    服务于各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新健康借鉴国外方案，结合本土实际，自主研发了DRGs疾病分组器，创新应用PPS点

数法，并结合国家规范标准，通过科学的大数据测算制定出每一个组别的付费标准，以此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预先支付，实

现“总额预付（PPS）、年终结算、结余留用、超支自负（或共担）”，在全国较早完成医保基金分配从数量付费向质量付费

的支付方式改革尝试。 

    （3）大数据病种分值（DIP）付费服务 

    为更好地助力各地医保局开展DIP试点工作，国新健康率先推出基于DIP分值付费产品服务体系，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一

套用于医保病种分值精准付费和医疗过程行为监管的DIP标准目录，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透明度引导医院提升运营管理水

平，增强医保基金使用效率。DIP试点强调点数法和区域总额预算结合，点数法作为国新健康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可将多年

实践过程中的优势经验融入到DIP，为各试点地区提供优质的整体解决方案。 

    （4）APG点数法付费服务 

    国新健康长期深耕医保支付领域，勇于创新实践，自2017年起即开始门诊APG付费的相关研究，并与金华市医保部门合

作，于2021年1月，共同推出了全国首创、唯一的的APG点数法门诊付费模式。该模式与家庭医生签约、医共体建设等政策

紧密衔接，是实现医保基金全方位管理，以支付方式改革促进三医联动、分级诊疗的重要抓手，为医保部门下一步推进门诊

支付方式改革工作提供先行经验。 

    （5）协议医疗机构管理服务 

    通过统一服务平台，建立一体化管理服务体系，包括医保医师管理、疾病鉴定管理、健康档案应用、诊疗方案审核、处

方审核、处方流转、药品追溯、机构评价、数据分析及决策支持等多种管理服务功能。实现参保人基本信息、鉴定信息、就

医就诊信息共享，实时结算，为参保人提供统一、全方位的鉴定、就医就诊、取药、处方流转、药品配送等全流程的健康管

理服务工作。 

    （6）决策支持服务 

    从医疗质量管理、医保政策管理、智能审核结果、基金运行管理等四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评价医保管理情况及基金运

行情况，便于管理者及时掌握基金运行动态、医保基金管理现状、医疗机构遵守政策情况；促进数字决策、科学决策，辅助

医保管理部门提升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2. 大数据智能监控服务 

大数据智能监管服务是基于规则审核、标准校验、跟踪追溯、对碰匹配、信用评价、宏观分析和综合评价七个维度，应

用新技术充分发挥大数据监管服务效能，形成在诊疗行为发生前对提供服务的医药机构及相关人员进行资格监管，在诊疗过

程中对医疗服务行为、经办服务等进行过程监管，在诊疗结束后对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综合监管评估，形成事前-事中-事

后全链条、三位一体的立体化监管服务体系。实现监管对象全覆盖、监管手段丰富化和监管队伍专业化的目的。 

    （二）数字医疗 

    1. 区域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服务 

    区域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服务概括为“一个平台、两个体系、三个层级”一个平台为全省医疗服务智能监管平台；两个体系

指卫生主管部门的医疗服务监管系统和医疗机构的智能监控系统；三个层级指“省-市-县”三个层级逐步开展建设。最终实现

有效约束医生的不合理医疗服务行为，有效评价区域内各医院、各专业科室、临床医生的服务质量，辅助卫生主管部门及医

疗机构管理部门科学决策，促进区域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 

    2. 医院大数据医疗运营管控服务 

    医院大数据医疗运营管控服务体系是国新健康依托多年医保管理专业服务经验，结合医院、医保、医疗服务与运营管理

存在的痛点及实际需求，为医院用户构建的一套适用于复合付费改革政策条件下实现医院收益、成本、服务、质量的最优均

衡的信息化支持工具，通过该系统在医院使用与配套服务，可以有效提升病案首页数据质量，实时动态管控风险医疗行为和

在院患者智能分组或病种分值测算以及多维度对病组（种）结算差额与医疗效果进行评价，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合理

优化医疗成本，帮助获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同时为医院的运营预算管理与全面绩效管理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 

    （1）DRG分组预测预警系统 

    DRG 分组智能检测预警系统是国新健康依托于多年、多地区医保精准支付第三方专业服务经验、数据应用服务经验、

政策解决方案咨询能力，结合 DRG 付费政策实践过程中医疗机构实际需求及潜在需求，以多元化复合付费方式改革政策需

求出发，为医院用户构建的一系列数据化、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智能管理支持工具。 

    （2）DRG医院智能管理系统 

    DRG医院智能管理系统旨在辅助医院进行院内DRGs总体管理，实现DRG院内管理和费用结构监控。同时，在医院原有

绩效管理模式基础上，提供基于DRG考核的绩效管理及评价，不断提升在DRG付费改革中医院自主管理和数字化智能管理

水平。 

    （3）智能病案校验系统 

    国新健康多年来深耕DRG支付改革市场，依托对病案规则的总结、DRG编码填报问题整合、收费项目和编码关系的归纳

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深度挖掘编码填写的问题，形成了一套从病案数据抽取、清洗、DRG分组、校验到结果反馈、修正、

审核、上传等涵盖业务全流程、功能完备、技术先进的智能病案校验系统。 

    （4）诊间辅助服务 

    诊间辅助服务是医疗机构在向医保经办机构上传信息前进行有效的专业审核和提醒服务。在医保费用发生前，根据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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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既往就医情况、医保支付政策和相关审核规则等因素，对医生处方进行实时审核和事前提醒，从根源上减少不合理医疗

行为的发生。 

    （三）数字医药 

    1. 药械智慧监管服务 

    （1）“互联网+电子政务”： 政务资源整合服务、药械安全标准服务、数据公众服务、企业信用服务、全程电子审批服务； 

    （2）“互联网+药械监管”： 药械安全执法服务、药械安全检验检测数据服务、药械安全生产质量数据服务、药械监管决

策指挥服务、药械监管SOP标准服务； 

    （3） “互联网+质量追溯”： 药械临床监测评价服务、药械质量数据服务、社会共治服务、药械安全预警监测服务、药

械安全质量追溯服务。 

    基于三大监管服务体系，提供一体化协同服务，建立各级药械监管部门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统一高效的

药械监管信息化系统，促进药械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2. 互联网+企业服务 

    国新健康依托IT技术，建立平台化、集约化、合规化的企业专用服务通道，实现办事信息化服务于互联网+电子政务有

效衔接。同时，高度协同卫生监督机构、医疗单位、生产商、配送商等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医药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供应

链通过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促进产业跨界和协同发展，加强从生产到消费等各环节的有效对接，降低企业经营和交易成本，

促进供需精准匹配和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3.互联网+药店服务 

    （1）药品及医疗器械进销存应用管理系统 

    药品及医疗器械进销存应用管理系统是一套面向药品及医疗器械零售企业的应用管理系统，涵盖了企业经营中的库存管

理、销售管理、采购管理、财务管理、客户管理和协同办公等功能。 

    （2）药店智能审方服务系统 

    通过改造各定点药店医保刷卡系统接口，在药店营业员为参保人进行刷卡结算时调用事前审核服务，通过规则引擎进行

审核，对违规及可疑的单据在电脑操作系统上给予提醒。 

    （四）创新业务 

    1.处方流转服务 

    处方流转服务是以患者为核心，联合地区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部门以及医院、药店等共同参与，实现医疗机构处方

信息、医保结算信息和药品零售消费信息的互联互通、实时共享的信息化系统。处方共享平台可辅助将医院药房承担的药品

供给、药事服务等逐渐释放到以零售药店为主的其他药品流通渠道，在保障患者购药需求的同时，让医院专注于医疗服务。

处方共享平台基于四大核心能力（包括药品追溯及药品保障能力建设、医疗服务及药学服务能力建设、药品便民服务能力建

设）为相关方提供智能化处方分配、专业药师服务、全过程监管服务、药品质量追溯、药店评价服务、居民健康档案基础上，

逐步实现线上在线处方续方过程。 

    2.慢病管理服务 

    慢病健康管理服务，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工具，整合互联网门诊特殊慢性病评审、互联网+慢病管理服务、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服务及流程监督服务，打造慢病健康管理综合服务平台。 

    3. 商业健康保险第三方服务（TPA） 

    国新健康的商业健康保险第三方服务（TPA）依托于自身用户资源、生态合作网络，通过专业化服务能力及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为商保直赔、快赔及社保-商保合作提供产品及解决方案，提升被保险人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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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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07,372,157.90 129,912,815.99 129,912,815.99 59.62% 95,480,022.29 95,480,02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605,400.28 17,427,722.78 17,427,811.61 -1,492.06% -187,759,869.23 -187,709,09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1,487,204.53 -172,662,661.76 -172,662,572.93 -39.86% -183,693,515.19 -183,642,73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006,322.85 66,044,106.82 66,042,795.65 -240.83% -23,181,185.84 -43,130,40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99 0.0194 0.0194 -1,491.24% -0.2089 -0.2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99 0.0194 0.0194 -1,491.24% -0.2089 -0.2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1% 1.44% 1.44% -23.65% -14.33% -14.3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296,817,917.19 1,305,210,581.15 1,680,311,445.89 -22.82% 1,280,351,320.20 1,655,452,09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1,147,152.18 1,223,197,623.66 1,598,298,488.40 -39.86% 1,213,191,509.69 1,588,292,285.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179,989.05 22,686,281.27 28,857,583.08 138,648,30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182,370.62 -48,455,406.73 -42,409,901.84 -80,557,72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157,667.72 -48,262,153.67 -39,380,776.88 -100,686,60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425,286.59 -56,077,351.53 -21,414,948.79 38,911,2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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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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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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0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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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恒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22% 235,702,593 0 质押 75,901,300 

徐功荣 境内自然人 0.88% 7,880,000 0   

姚向军 境内自然人 0.78% 6,990,000 0   

袁国彬 境内自然人 0.72% 6,444,736 0   

齐文 境内自然人 0.65% 5,873,333 0   

李晓飞 境内自然人 0.55% 4,906,807 0   

赵相革 境内自然人 0.37% 3,349,786 0   

王建林 境内自然人 0.37% 3,341,3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5% 3,117,801 0   

马如仁 境内自然人 0.32% 2,89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徐功荣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880,000 股；  

姚向军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90,000 股；  

袁国彬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804,519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40,217 股，实际合计持有 6,444,736 股； 

李晓飞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06,80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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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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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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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及政策环境 

2020年，国家医保局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为核心，持续推进医保支付

方式和基金监管等重点领域改革，启动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DIP）试点工作并发布《国家医疗保障按病

种分值付费（DIP）技术规范和DIP病种目录库（1.0版）》，将DIP与DRG试点工作并行作为深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

主要抓手。此外积极探索推进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建设并广泛征求意见，提出要完善适合门诊就医特点的付费机制。围绕《关

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持续开展大数据实时动态智能监控，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管力量，进一

步加强医保基金监管能力建设。同时，国家卫健部门也在加强医院精细化管理、服务质量管控等方面密集发布了一系列政策，

包括《三级医院评审标准（2020年版）》、《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的指导意见》、《公立医院内部控

制管理办法》、《关于印发病案管理质量控制指标（2021年版）的通知》等，对公立医院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

求，推动医疗保障和医药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 

在此背景下，公司在报告期内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围绕核心战略目标和经营计划，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加大市场开

拓力度，实现主营业务稳健发展。 

（二）明确战略方向，清晰战略发展路径 

    2020年7月，公司制定以“一体两翼、双轮驱动、数字赋能、健康生态”为核心内容的战略规划，以数字医保为体，数字医

疗、数字医药为两翼构建基本盘，以互联网健康保障服务平台和生态打造创新盘，依托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双轮驱动，深入

挖掘数据价值、积极开展投资合作、不断推动机制创新，以健康医疗大数据为抓手，以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为方向，打造数

字+医疗+保险+医药的闭环，成为数字医保领航者，数字医药、数字医疗建设者，互联网健康保障服务创新者，聚焦医保基

金综合管理服务、医疗质量安全服务、药械监管服务三大业务方向，致力于成为一流的医疗健康保障服务公司。通过战略规

划，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未来3至5年内的发展目标和业务方向。同时，公司进一步提升战略管理能力，通过战略解码达成战略

目标指标分解，制定战略解码监控及战略评估机制，并结合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确认战略发展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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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集聚客户，巩固做强基本盘 

    1.数字医保：报告期内，公司聚焦客户，梳理既有产品和服务，持续打造医保领域“医保精准支付第三方服务、医保大数

据智能监控服务”产品系列，积极推动产品服务体系化、商务营销专业化、交付运维标准化，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工作，重点

打造项目服务样板，不断提升市场份额及行业影响力。 

目前，智能审核业务已在广东、海南、广西、贵州等省基本实现全省覆盖，并深入推进第三方服务模式；DRG业务方

面，在全国累计已实施DRG支付方式改革地区中，已服务金华、柳州、佛山、合肥、儋州、梧州、攀枝花等43个地区，市

场占有率保持领先；DIP业务方面，已中标淮安、宿州、镇江、邢台、阿克苏、东营、德阳7个试点城市，此外，中标成都、

昭通等非试点城市，快速拓展DIP市场。2021年1月14日，国新健康服务金华医保局成功上线国内首创、全国唯一的创新项

目—APG门诊付费，成为行业内唯一具备“DRG+DIP+APG”即住院到门诊支付方式改革综合支持能力的企业，为未来在支付

方式改革领域建立综合优势奠定了基础。同时，公司加大医保信息化市场布局和拓展力度，中标贵州医保信息化智能监管子

系统、广西支付方式子系统、山东DRG管理子系统和湖南基金监管子系统，实现了在医保信息化领域的连续突破，为未来

业务拓展和巩固打下基础。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医保端市场覆盖统筹区增长至190个，数字医保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12,852,586.08元，同比增长66.74%。 

    2.数字医疗：区域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服务方面，公司进一步优化区域医疗服务质量监管平台服务功能、提升互联网医院

监管能力，覆盖湖北全省的扩面工作有序推进中。此外，依据湖北项目经验，已成功落地佛山市医疗服务质量监管平台项目，

为区域平台复制推广提供样板支撑。 

    医院大数据医疗运营管控服务方面，公司形成以DRG分组预测预警系统、DRG医院智能管理系统、智能病案校验系统、

诊间辅助服务系统为核心的医院端新产品组合，已在浙江、广西等区域多家医院成功上线，为后续大面积推广创造了条件。

除浙江、广西实现规模部署外，安徽、河南也已打造标杆医院，“多点开花”的趋势正在形成。2020年数字医疗业务实现收入

近4,000万元，同比增长119.45%。 

    3.数字医药：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升在药监市场的卡位能力，巩固在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审评系统建设上的优势地位。

公司发挥技术优势，先后承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和器械审批系统建设项目，为国家局药品和器械审评审批业务优化工

作提供优质服务，助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措施的落地，辅助提升政务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医药产业发展。公司推动疫苗及高风险品种生产监管项目落地，在北京、新疆、浙江，逐步实现对药品生产环节、流通环

节的风险智控，打造智慧监管平台标杆。在“2020智慧监管创新大会”上，公司服务的北京京药通、浙江药品风险预警防控、

河北药品监管决策指挥平台及新疆药品智慧监管平台四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创新项目。 

    在企业端的业务创新上，国新健康医药协同平台正式上线，为目前已覆盖1万余家药店客户提供线上线下业务融合服务。

2020年，数字医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4,939,372.84元，同比增长26.38%。 

    （四）创新驱动，赋能创新盘 

    公司聚焦行业与技术前沿，沉淀公司数据资源、技术能力，探索数据应用场景，坚持产品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着力提

升B端、C端业务占比。公司进一步发挥数据治理及专业化知识体系建设能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依托公司在

医保、卫健、药监领域的优势，服务公司战略布局，在互联网医保、互联网医药、互联网医疗等领域和方向，进行创新和探

索。通过建立三医数据标准融合探索机制，打造数据服务能力的基础；通过北大联合实验室，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运用机

器学习、自然语言学习、构建知识图谱等，探索专业服务与AI新技术结合的能力创新；持续输出具有市场应用场景和盈利

空间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创新产品设计，保险直赔、快赔业务及处方流转业务取得阶段性进展，

为公司互联网健康保障平台业务提供拓展支撑。 

    （五）持续深化改革，全面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沿着“一体两翼、双轮驱动、数字赋能、健康生态”的战略逻辑，加快布局发展，聚焦客户，升级调整组

织架构，明确各业务线价值定位和功能定位；进一步强化战略引领，强化创新能力，提升产品、项目、市场等专业化管理水

平，推动专业化运作，有力支撑公司战略规划深化落地。 

   2020年，公司着力优化管理体系建设，有效防控经营风险，整体经营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实现营业收入207,372,157.90元，

同比增长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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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数字医保 112,852,586.08 130,059,479.96 -15.25% 66.74% -0.15% 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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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医药 54,939,372.84 33,378,308.41 39.25% 26.38% 20.95% 2.73% 

数字医疗 39,436,451.98 13,418,393.67 65.97% 119.45% 164.96%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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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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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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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1.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

“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

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

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2020年年度报告》附注三、（二十四）。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

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

月1日余额 

资产：    

应收账款 20,683,571.23 -5,620,658.62  15,062,912.61 

合同资产  5,620,658.62 5,620,658.62 

负债：    

预收账款 17,711,102.83 -17,711,102.83  

合同负债  17,711,102.83 17,711,102.83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无。 

2.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1）会计估计变更及依据 

经2021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0年10月1日起，本公司变更对集团合并范围内

公司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由原先的对“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的款项”组合按照5%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为单独对其预期信用损失进行测试，除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可能发生信用损失外，视为无风险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2）本公司执行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如下: 

公司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使用法，此次变更对公司2020年末（2020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不产生影

响，对2020年末（2020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

点 

对2020年末（2020年度)母公司财务

报表的影响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之间

形成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除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可能发生

信用损失外，视为无风险组合，不

计提坏账准备。 

2021年4月22日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 

2020年10月1日 其他应收款 增加27,502,357.75 

信用减值损失 减少27,502,3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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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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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33户，较上期相比减少11户，新增1户，其中： 

1.注销公司明细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比例（%） 注销时点 

浙江海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2020/1/9 

内蒙古华虹医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2020/12/9 

青海省华虹医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2020/3/4 

海南泰虹医药网络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2020/9/29 

山东华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2020/11/27 

吉林省华虹医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2020/8/13 

贵州华虹医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2020/11/16 

贵州中公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2020/11/5 

广西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2020/12/11 

福州中公网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2020/11/16 

Searainbow Investment Ltd 100.00 2020/6/30 

 

2.新增公司明细 

子公司名称 股权比例（%） 取得方式 合并日 

神州博睿（深圳）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9.01%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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