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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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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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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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健康 股票代码 3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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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梅 黄莲莲 

办公地址 合肥市包河工业区上海路 18 号 合肥市包河工业区上海路 18 号 

传真 0551-63677610 0551-63677610 

电话 0551-62862668 0551-62862668 

电子信箱 zqb@hrjkjt.com zqb@hrjkj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专注于医药流通行业，报告期内主要从事医药零售、代理及终端集采三大块业务，其中：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安徽国胜、江苏国胜、河南国胜、国胜医疗（以下合称“国胜药房”）为主体，以直营方式从事

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销售以及常见病诊疗业务。 

公司以母公司为主体，主要从事医药代理业务，与上游医药生产厂商开展合作，取得其部分产品的代理权，主要向

下游医药零售企业进行推广和销售。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汇达药业为主体，依托零售业务、代理业务已形成的规模采购优势和经营能力，专业从事医药终

端集采业务，主要为单体药店、小型连锁等零售终端提供一站式配送服务。 

二、行业发展变化 

1、医药批发行业发展趋势 

（1）行业规模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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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卫生投入逐年加大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凸显的背景下，消费者健康意识不

断增强，对医疗保健有较高需求的消费群体与日俱增，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投入到医疗保健方面的占比将越来越大，进而

带动医药批发行业的发展。同时，自 2018 年我国医药批发行业销售增速重新回到上升通道，并借助医药相关改革政策的

全面推行以及市场消化调整完毕，预计在未来期间，我国医药批发行业规模仍将保持增长趋势。 

（2）行业规范化与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未来，受政策驱动下行业中间流通环节减少、渠道扁平化结构凸显的影响，医药批发行业竞争将愈加激烈，全国性

与区域龙头性医药批发企业对同行业并购整合趋势更加显著，规模小、渠道单一、资金实力不足的中小型批发企业逐步

退出市场，而配送能力强、覆盖范围广的大型批发企业将通过内生式发展和外延式收购，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提升，行

业集中度因此进一步提升。 

（3）传统分销商逐步向供应链服务商转型 

目前，医药批发企业的利润仍主要源于商品流通进销差价及品牌推广相关的增值服务，随着我国医药改革的逐步实

施，医药批发行业正向扁平化结构调整，促使行业内企业渠道下沉，行业利润空间被逐步压缩。我国医药批发企业为保

证持续经营能力，需要逐渐打破传统的盈利模式，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近年来，行业内已有部分企业尝试通过打通供

应链上下游渠道，逐步建立以优化供应链服务为核心的新型商业模式，例如向上游医药生产与研发企业提供临床试验、

专业物流及市场咨询服务，向下游医药零售端提供一站式配送、药学交流、药品信息追溯等服务，逐步实现医药产业链

各环节的无缝衔接。 

未来，随着行业规范化与集中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大型医药批发企业的综合实力逐步增强，通过向上下游渗

透，将从传统的药品分销商向高质量、全方位的医疗供应链服务商转型，为全产业链提供专业化及标准化服务，创造新

的利润增长点与价值。 

（4）终端集采迎来重大机遇期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客观要求各种规模、类型的零售药店并存。大型连锁药店依托完善的采购、物流、销售

体系，借助规模效应降低经营成本，行业中竞争优势较为明显。对比之下，单体药店及小型药店由于自身规模体量较小、

运营规范度较低、品牌影响力较弱，与上游供应商议价能力不足，其在产业链中处于劣势地位，面对行业与日俱增的竞

争压力，单体药店及小型连锁药店的市场空间愈加狭小。 

但是，单体药店及小型连锁药店在满足一些城乡交界处、城镇乡村等地的群众用药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大型连锁药店经营网络的覆盖面做了充分的“补位”。虽然近年来我国医药零售连锁率逐年攀升，但单体药店与小型

连锁药店仍占很大比例，属市场重要群体。 

为了满足单体药店及小型连锁药店的业务需求，面向单体药店与小型连锁药店的一站式终端集采业务将逐步兴起，

我国终端集采细分领域将迎来重大机遇期。 

2、医药零售行业发展趋势 

（1）医药零售市场逐步向零售药店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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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零售市场终端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医院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场

所，服务收费相对较低，主要的收入来源为药品销售，逐步形成了以“药”养“医”的局面。而由于长期受到医疗机构

处方来源的限制，我国零售药店的市场规模一直处于绝对劣势地位，零售药店销售比重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医药体系较

为成熟的发达国家。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近年来陆续出台了“处方外流”、“电子处方流转”等一系列政策，推动医药销售的主阵地从

医院、门诊等医疗机构逐渐转向零售药店，而未来医疗机构的主要盈利来源将从医药销售向医疗服务转变，医药零售市

场终端占比将面临调整，零售药店市场地位逐渐突显，其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2）专业化服务需求推动药店转型 

零售药店的专业化服务水平是药店提升服务质量、增加消费者粘性、提升品牌差异化竞争优势以及专业化形象的重

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医药零售药店专业化服务需求已愈加凸显。一方面，随着零售药店同质化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消

费者健康意识不断增强，传统药店的服务范围与深度已限制其未来可持续发展水平，因此零售药店正逐步从以商品销售

为中心向以消费者专业化服务为中心转型，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医疗资源相对较低，

并受分级诊疗政策快速落地、各级医院医疗费用不断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国消费者就医习惯已发生改变。在出现常见轻

微病症等情况时，居民通常选择就近药店自行购药，零售药店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受上述原因影响，专业化服务需求将推动药店转型升级。在政策、科技与市场的合力影响下，随着零售药店行业对

专业化医疗服务的深度探索，DTP 专业药房、慢病管理药房、“药店+诊所”、中医馆等专业特色药房将不断涌现，以满

足日益增长的专业化服务需求。 

（3）逐步打造“互联网+医疗健康”新兴生态模式 

近年来，国务院颁布多项支持医药产业与互联网融合的相关政策，拟逐步打造“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新兴生态模式。

2018 年颁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将推动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涵盖医疗、医药、医保）

服务融合；2019 年颁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将组织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省级示范区

建设，继续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国家平台和省统筹区域平台建设。 

网络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医药零售领域与互联网领域的交叉结合并发挥协同效应创造了良好的技术环境。医药零售

连锁企业将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信息化、数字化优势，全面整合医疗机构、网上药店、终端消费者等资源，探索开展互

联网创新服务模式，提供线上远程审方、用药指导和物流配送以及为患者定制健康管理方案、医疗大数据查询等服务，

完善药品供应保障和患者医疗服务体系。未来，将逐步形成以患者为中心、数据为纽带的开放共享的大健康生态圈，

“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将迎来重大机遇期。 

三、行业竞争格局 

医药批发方面，我国医药批发行业集中度正逐年提高。根据《2020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共有药品批发企业 1.31 万家，主营业务前 100 位的药品批发企业市场份额为 73.70%。医药批发行业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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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要包括以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全国性企业集团。 

医药零售方面，我国零售药店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竞争激烈。根据《药品监督管理统计

报告（2021 年第三季度）》，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全国共有零售连锁企业门店 33.53 万家，单体零售药店 25.12 万家，

合计零售药店门店总数达到 58.65 万家。同时，2020 年销售额前 100 位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总额 1,806 亿元，占零售市

场总额的 35.30%，行业集中度较低。从区域性来看，受各地政策影响以及物流配送的限制，除少数全国范围内的大型零

售药店企业外，零售药店企业绝大多数仍以区域性经营为主，其中部分企业在各区域内通过规模效应处于竞争优势地位，

例如山东漱玉平民、云南健之佳、公司等。此外，部分城市出台了对新设零售药店在距离、面积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

加强了区域内零售药店行业的监管约束，从而有利于传统优势企业巩固市场地位。 

四、公司在行业市场地位 

我国医药流通企业整体众多，并且大部分企业的主营业务以批发及零售其中之一为主，同时经营并形成一定规模的

企业较少。公司持续专注于医药流通行业，系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医药零售、代理、终端集采等流通领域全覆盖的企业，

具备同时直接面向上游医药制造产业及下游终端消费者的经营能力。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品牌

影响力和企业知名度不断提高。 

在医药零售业务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门店已覆盖安徽省、江苏省十余个地市，合计拥有 993 家直营连锁门店，

其中省内门店数量 962 家，已经成为安徽省最大的零售药店连锁企业。安徽省医药零售市场大、门店数量多，但较为分

散。 

根据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22 年上半年安徽省药品监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省共

有各类型零售门店数量为 21,769 家，其中连锁门店 12,512家，剩余 9,257 家门店为单体药店、法人多店等。从整体来

看，安徽省医药零售连锁化率为 57.48%，仅处于全国平均值水平。 

通过获取权威研究机构《21 世纪药店》2018-2019 年、2019-2020 年、2020-2021 年、2021-2022 年的公开行业数据，

公司自 2018 年起至今连续 4 年直营门店数量全省第一，但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安徽省医药连锁竞争格

局分散，公司近年来加快扩张速度，积极应对发展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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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2,576,184,947.30 1,971,050,723.14 30.70% 1,286,238,26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47,278,655.70 784,801,107.10 20.70% 714,829,3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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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3,262,425,075.52 2,338,702,240.55 39.50% 1,930,910,42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0,776,075.61 69,726,589.16 130.58% 88,919,88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1,115,840.57 61,175,647.30 147.02% 85,157,54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3,836,654.15 140,821,176.11 23.44% 29,334,863.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7 0.21 123.81%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7 0.21 123.81%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8.54% 9.30% 9.24%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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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978,835.10 732,647,615.27 827,720,965.57 1,025,077,65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441,235.95 26,751,134.23 26,122,542.18 92,461,16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043,615.26 22,689,361.57 24,896,586.03 90,486,27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8,760,834.52 20,644,300.37 99,860,724.50 -15,429,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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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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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3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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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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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家乐 
境内自

然人 
58.97% 200,493,326.00 200,493,326.00   

阿里健

康科技

境内非

国有法
8.84% 30,049,373.00 30,049,3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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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有

限公司 

人 

何家伦 
境内自

然人 
8.11% 27,572,335.00 27,572,335.00   

华泰紫

金投资

有限责

任公司

－南京

华泰大

健康一

号股权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16% 20,948,896.00 20,948,896.00   

苏州赛

富璞鑫

医疗健

康产业

投资中

心（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48% 18,623,266.00 18,623,266.00   

宁波梅

山保税

港区胜

凡投资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2% 8,221,509.00 8,221,509.00   

黄山赛

富旅游

文化产

业发展

基金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0% 8,160,001.00 8,160,001.00   

宁波梅

山保税

港区福

曼医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4% 6,923,376.00 6,923,376.00   

华西银

峰投资

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0% 4,080,000.00 4,080,000.00   

合肥康

凡股权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9% 4,056,665.00 4,056,6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为何家乐，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为何家乐、何家伦，二人系兄弟关系；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胜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曼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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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合肥康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时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受何家乐

同一控制下的合伙企业，何家乐任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华泰大

健康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

道兴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属于跟投平台，三者具有关联关系；苏州赛富璞鑫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黄山赛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嘉兴腾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北京道同长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述四家投资机构系同一控制下企业。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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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胜凡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曼医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康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肥时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GP

0.003%

何家乐 何家伦

GP

0.004%

GP

0.008%

GP

0.007%

50.12%2.06% 1.74% 0.89% 1.01% 6.89%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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