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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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国医药母公司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

1,387,550,113.58元，加上年初滚存未分配利润1,812,800,976.37元，减去本期分配利润

294,399,819.18元，本期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2,905,951,270.77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利润实现情况，公司拟以总股本1,068,485,534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6800元（含税）,分配利润共计393,202,676.51元，剩

余未分配利润2,512,748,594.26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2020年度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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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药 600056 中技贸易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精华先生 张琳女士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18号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18号 

电话 010-67164267 010-67164267 

电子信箱 Meheco600056@meheco.com.cn Meheco600056@meheco.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中国医药已建立了以国际贸易为引领、以医药工业为支撑、以医药商业为纽带的贸、工、技、

服一体化产业格局，全面推动工商贸三大业务板块业务整合，积极发挥协同优势。产业形态涉及

种植加工、研发、生产、销售、物流、进出口贸易、学术推广、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条。 



医药工业板块：公司工业体系产品涵盖化学制剂、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

片等医药细分行业，拥有国内领先的化学原料药、特色化学药、现代中药研发生产平台。化学原

料药研发生产聚焦发酵类品种和特色原料药；化学制剂聚焦抗感染类、抗病毒类及心脑血管类用

药等领域；中药产品聚焦妇科、儿科等中医优势病种药物。公司目前产品布局全面，拥有近 600

种药品品种，其中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有 269 个品种 416 个品规。公司按照国家新版 GMP要

求组织生产，严格把控药品质量，经营范围包括新药研发、原料药生产与销售以及制剂生产与销

售等，主要销售模式有精细化招商及推广等。 

医药商业板块：公司商业板块积极推动区域网络扩张，目前已形成以北京、广东、江西、河

南、河北、湖北、新疆、黑龙江、辽宁为重点的覆盖全国的配送、推广、分销一体化营销网络体

系，并在北京、广东、河南等地建有大型医药物流中心。公司不断拓展经营资质，具备以上各重

点省市医疗机构招标配送资质、社区新农合配送经营资质、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资质、毒性中药

材和毒性中药饮片经营资质等各类医药及医疗器械经营资质。通过不断丰富经营品种，现有经营

品种品规资源超过 5 万个，产品类别涵盖化学制剂、化学原料药、诊断药品及试剂、医用耗材、

医疗器械、特医产品、中成药、中药材及饮片、配方颗粒、生物制剂、营养保健品等产品。公司

按照国家新版 GSP相关要求组织经营，主要的经营模式包括医院纯销、商业分销、医药代理推广、

药房零售及第三方物流业务等，并积极探索推进新型医药商业业务模式。 

国际贸易板块：作为专业化的国际医药健康领域集成化服务商，国际贸易板块经营产品涵盖

化学原料药及制剂、生物制品、医疗器械、诊断试剂、敷料耗材、中药材、颗粒饮片、健康食品

等，并坚持向种植、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分销、技术服务等增值环节不断延伸。国际贸易板块

致力于构建具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国际营销体系，包括立足药品、医疗与健康产品的国际化集

成服务商与平台服务商，大型医疗器械供应链综合服务商，以及产供销一体化的天然药物供应链

综合服务商。 

公司不断推动工商贸协同发展，积极向医药健康全产业链延伸。工商协同方面，将工业自产

品种有机融入公司商业渠道，并通过不断加强商业公司推广、精细化招商、物流配送及市场服务

等能力建设，深入推动业务协同；工贸协同方面，积极发挥国际贸易板块国际市场窗口优势，引

进境外的新品种、新技术，助力工业产品走出去；商贸协同方面，将进口代理品种装入自有商业

渠道进行销售，搭建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网络。 

（二）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推进，中国医药坚持打好国内外抗

疫保障工作攻坚战，全力组织复工复产，保障国内防疫物资供应，充分发挥工商贸板块协同优势，

积极开展防疫物资进出口业务。同时，积极应对医院纯销业务需求下降及传统进出口业务执行困

难等不利因素，持续推进业务结构调整与转型，创新业务模式，加大终端市场开发，促进海外项

目的滚动开发，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实现了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双增长。 

国际贸易板块克服疫情对传统进出口业务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抢抓海外防疫业务机遇，一方

面维持常规业务稳定发展，积极拓展空白市场，通过海外项目的滚动开发与推进以及防疫物资供

应保障业务，实现收入利润大幅增长；医药商业板块通过推进业务与营销模式创新，积极开发市

场，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增长，但受疫情影响，医院门诊量显著下降，传统纯销业务受到冲击占比

下降，医院回款周期延长，导致利润有所下降；医药工业板块受制于疫情冲击以及“带量采购”、

“限抗”、医保目录调整等政策影响，以及个别企业停产停销、工业销售体系转型不到位等因素制

约，收入与利润均有所下降。 

（三）医药行业情况 

随着带量采购扩围、一致性评价、医保控费等一系列国家政策不断出台、实施和调整，我国

医药行业整体增速回落，由高速发展转向中高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和中

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等权威机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4.50%，较 2019年的 7.4%增幅下降了 2.9个百分点。随着各级医院、诊所陆续复工、复

诊，医药制造业全年呈现恢复性增长趋势；伴随着国家复工复产及前期宽松政策发挥作用，医药

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2.80%，较 2019年的 5.9%增幅提高了 6.9个百分点。2020年前三季度，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药品流通市场略有回转，下降幅度逐月放缓，三季度起开始止跌回升，

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0.52%，利润总额同比上升 5.59%，行业平均毛利率 8.11%，平均费用率 6.47%，

平均利润率 1.80%。2020年 1-7月，医药保健品行业出口额超 500亿美元，同比增长 17.52%，其

中医疗器械顺势发力，出口大幅增长 26.57%，抗击疫情相关药品出口增长显著，同比增长 12.68%，

中医药亦受到更多关注，中药和中药材及饮片分别增长 6.21%和 20%。 

（四）公司市场地位 

从最新公布的权威行业排名看，公司在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企业 100 强位列第 3 位，进口

企业 100 强位列第 2 位，出口企业 100 强位列第 21 位,凭借着国际化渠道覆盖能力与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国际贸易业务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公司在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排名位列第

53位；目前中国医药在全国药品流通行业排名中位列第 9位，未来，公司将与重庆医药进一步深

化战略合作，通过中国医药-重庆医药联合体，将中国医药的商业网络快速延伸至西部地区，并实

现全国网络布局，提升行业排名与竞争力。 

同时，公司还获得“中国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奖”、“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金牛社会责任奖”、

“金融界 2020-医药生物产业-ESG 责任企业奖”、“上市公司中国百强企业奖”、“中国上市公

司社会责任奖”、“年度责任商业领袖奖”、“建国 70年经济功勋奖”等荣誉和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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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3,192,036,155.67 29,832,661,758.47 11.26 25,344,090,375.00 

营业收入 39,311,753,472.09 35,284,824,314.75 11.41 31,006,036,44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0,645,723.78 981,345,845.12 33.56 1,544,519,82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8,782,429.87 882,207,705.96 34.75 1,015,959,13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05,292,652.15 8,994,902,818.73 11.23 8,451,694,97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9,304,980.54 -53,824,010.15  257,807.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266 0.9184 33.56 1.4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266 0.9184 33.56 1.4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8 10.93 
增加2.65个

百分点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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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5,116,949.03 11,324,109,110.43 11,458,048,748.24 9,044,478,66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4,027,450.88 513,455,403.98 460,572,817.58 72,590,05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255,910,317.68 494,528,107.15 459,970,804.61 -21,626,7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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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72,710,926.51 -400,801,429.30 1,007,129,265.21 2,225,688,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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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3,1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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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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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441,017,272 41.27  无  

国有

法人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769,762 10.09  无  
国有

法人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381,000 22,323,626 2.09  质押 1,777,937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264,000 2.08  未知  
国有

法人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14,750,967 1.38  无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26,677 7,307,345 0.68  未知  其他 

张志林 -261,190 3,309,210 0.31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彭亮   3,013,982 0.28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林海四 -950,000 2,510,000 0.23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859,499 2,505,655 0.23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方集团、医控公司均受公司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控制。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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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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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快速复工复产，持续推进业务结构调整与转型，创新业务模式，加速完善区域网

络布局，充分发挥工商贸板块协同优势，积极开展进出口防疫业务，拓展海外项目，实现营业收

入 393.12亿元，同比增长 11.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9

亿元，同比增长 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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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新收

入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

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对 2020年 1月 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合同相关、不满

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应

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

资产，将与合同相关

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

合同负债。 

董事会 

审议通过 

应收账款 -7,576,791.92  

合同资产 7,576,791.92  

预收款项 -1,651,027,268.35 -944,804,689.78 

合同负债 1,499,883,190.25 865,978,151.09 

其他流动负债 151,144,078.10 78,826,538.69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资产 16,650,985.18  

应收账款 -16,650,985.18  

合同负债 3,554,704,835.24 2,628,000,670.22 

预收款项 -3,716,690,485.89 -2,698,960,474.88 

其他流动负债 161,985,650.65 70,959,804.66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 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209,023,147.88 79,207,471.81 

销售费用 -209,023,147.88 -79,207,471.81 

信用减值损失 -152,187.34  

资产减值损失 152,187.34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 13号”），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1）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2）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解释第 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月 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

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

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年 6月 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号），自 2020年 6月 19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年 1月 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

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

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2020

年 1月 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收入 1,576,117.12 元；本公

司作为承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管理费用 295,693.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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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