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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审核函〔2023〕120107 号”《关于国新健

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

称“审核问询函”）已收悉，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新健康”“公司”“申请人”或“发行人”）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会计师”）、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对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说明： 

1、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国新健康保障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同； 

2、本回复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或部

分比例指标与相关数值直接计算的结果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

造成的； 

3、本回复报告的字体：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对募集说明书、本回复报告的修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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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根据申报材料，本次募投项目中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健康服务一

体化建设项目及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运营期平均毛利率分别为42.61%、

43.07%和53.90%。发行人2020年-2022年毛利率分别为14.66%、13.36%和20.70%。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结合预计收入、服务单价、定价模式、营业成本、毛利

率等关键参数情况，与现有业务进行对比，对效益预测中差异较大的关键参数进

行对比分析，并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项目情况，说明本次效益测算是否谨慎、

合理。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产生效益的项目为三

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和商保数据服务平台项

目，上述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分析如下： 

一、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预计运营期平均营业收入为 29,193.89万元，

预计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为 16,087.55 万元，预计运营期平均毛利率为 42.61%。

本项目由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和

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构成，分别是对公司数字医保、数字医疗和数

字医药业务的优化升级。 

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各子项目效益预测关键参数与公司现有业

务对比情况如下： 

（一）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 

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是对公司数字医保业务的优化升级。本项

目效益预测关键参数与公司现有数字医保业务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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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计收入、定价模式、服务单价 

（1）预计收入 

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预计收入与 2022 年度公司数字医保业务

相关参数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值 2022 年公司数字医保业务 

营业收入 7,572.78 17,130.09 

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收入为 7,572.78 万元，本

项目达成后主要以销售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下的各类子系统所产生的产

品和运维服务实现收入，本项目预计收入部分为现有数字医保业务的替代收

入、部分为增量收入。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下各子模块或子系统情

况及其产生收入与现有数字医保业务收入关系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子模块或系统名称 与现有相关业务收入的关系 

1 
支付方式管理子系统-DRG/DIP 管理模

块扩展 

主要为基于客户需求和技术需求进行了升

级，相关收入为增量收入 

2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服务（包括

DRG 权重费率测算系统、DRG 分组数

据管理系统、DRG 付费评价系统、DIP

基金结算系统、DIP 监管系统、结算清

单质控系统） 

其中 DRG 分组数据管理系统、DRG 权重费

率测算系统、DRG 付费评价系统为新增产

品，相关收入为增量收入；其余产品为根据

监管规则变化升级以及技术升级，因此部分

收入为替代收入，部分收入为增量收入 

3 APG 基金结算系统 
主要为基于客户需求和技术需求进行了升

级，相关收入为增量收入 

4 智能监管系统扩展 
主要为基于客户需求和技术需求进行了升

级，相关收入为增量收入 

5 DRG 基金大数据监管系统 
根据监管规则变化升级以及技术升级，因此

部分收入为替代收入，部分收入为增量收入 

6 医保大数据反欺诈系统 
根据监管规则变化升级以及技术升级，因此

部分收入为替代收入，部分收入为增量收入 

7 飞行检查管理系统 
根据监管规则变化升级以及技术升级，因此

部分收入为替代收入，部分收入为增量收入 

（2）定价模式和服务单价 

鉴于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主要是对公司数字医保业务医保精

准支付第三方服务和医保大数据智能监控服务两大业务领域的部分产品的升

级以及创新研发，因此本项目主要产品、服务的预计销售单价主要参考公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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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医保业务现有医保精准支付第三方服务和医保大数据智能监控服务相关产

品和服务的定价水平以及创新研发产品的复杂程度、功能性，并考虑研发成本、

市场供需等因素综合确定。 

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主要产品的预计销售价格以及报告期初

至今公司数字医保业务现有医保精准支付第三方服务和医保大数据智能监控

服务部分项目合同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产品：万元/套；运维服务：万元/次、万元/年；合同金额：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 现有业务 

产品名称 
产品 

单价 

运维服 

务单价 
项目名称 

合同 

金额 

1 

支付方式管
理 子 系 统
-DRG/DIP 管
理模块扩展 

500.00 50.00 

安徽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应用
子系统采购（第 5 包：支付方式管理子
系统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子系统项目） 

568.00 

2 

DRG/DIP 支
付方式改革
服务 

70.00 80.00 

沧州市医疗保障局支付方式改革服务采
购项目（DIP） 

187.00 

玉林市医保 DRG 服务项目 88.00 

3 
APG 基金结
算系统 

100.00 100.00 

金华市医疗保障局门诊按人头包干结合
“APG 点数法”付费第三方服务项目 

187.70 

温州市医保局门诊病例分组（APG）服
务项目、门诊人头额度测算服务项目、
门诊支付改革数据治理服务项目 

合计
100.00 

4 
智能监管系
统扩展 

25.00 50.00 

2023 年中山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
全覆盖检查、年终考核及第三方智能审
核项目 

84.80 

5 

DRG 基金大
数据监管系
统 

60.00 60.00 
金华市医疗保险基于 DRGs 付费模式下
基金监管第三方服务项目 

159.00 

6 
医保大数据
反欺诈系统 

60.00 60.00 佛山市医保大数据反欺诈系统项目 228.00 

7 
飞行检查管
理系统 

25.00 - 
乌海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聘请第三服务机
构开展医保基金监督检查采购 

24.86 

注 1：上表第 2 项“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服务”募投产品对应的现有业务中，“沧州市

医疗保障局支付方式改革服务采购项目（DIP）”向客户销售产品（系统建设）并提供运维

服务，合同金额与募投项目的产品及运维服务单价相当；“玉林市医保 DRG 服务项目”只

向客户提供运维服务，合同金额与募投项目的运维服务单价相当； 

注 2：上表第 3 项“APG 基金结算系统”募投产品对应的现有业务中，“金华市医疗保险

基于 DRGs 付费模式下基金监管第三方服务项目”向客户销售产品（系统建设）并提供运维

服务，合同金额与募投项目的产品及运维服务单价相当；“温州市医保局门诊病例分组（APG）

服务项目、门诊人头额度测算服务项目、门诊支付改革数据治理服务项目”只向客户提供运

维服务，合同金额与募投项目的运维服务单价相当； 

注 3：上表第 6 项“医保大数据反欺诈系统”募投产品对应的现有业务中，“佛山市医保

大数据反欺诈系统项目”向客户销售产品（系统建设）并提供运维服务，且合同周期为 2

年，单年度金额与募投项目的产品及运维服务单价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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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产品和服务的预计销售单价

与公司数字医保业务现有医保精准支付第三方服务和医保大数据智能监控服

务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水平并无重大差异。 

2、营业成本、毛利率 

（1）营业成本 

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为 5,617.47 万元，具

体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运营期平均值 

1 直接燃料及动力费 55.83 

2 直接工资及福利费 4,172.29 

3 折旧费 278.78 

4 摊销费 353.30 

5 其他运营成本 757.28 

合计 5,617.47 

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由人工成本、折旧费

和摊销费及其他运营成本（包括差旅费、咨询费等）为主要构成，与 2022 年

度公司数字医保业务营业成本结构相符。 

（2）募投项目预计毛利率与现有业务对比情况 

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毛利率为 16.60%，高于 2022

年度公司数字医保业务毛利率 0.60%。公司现有数字医保业务主要包括医保精

准支付第三方服务、医保大数据智能监控服务、医保信息化服务等，其中，医

保信息化服务的毛利率较低，是导致 2022 年度公司数字医保业务整体毛利率

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而本项目主要是对医保精准支付第三方服务和医保大数

据智能监控服务两项业务的升级，2022 年度，该两项业务的毛利率已达

13.32%，与本项目运营期平均毛利率水平相近，且通过本项目对产品和服务的

优化升级，将促进相关业务毛利率进一步提升；同时，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催

生的广阔市场空间也为公司数字医保业务提升收入规模、改善毛利率水平创造

了有利条件。因此，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毛利率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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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合理性。具体情况如下： 

①数字医保业务毛利率持续改善，募投项目将对相关产品和服务进行升级

以进一步提升业务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数字医保业务毛利率分别为-15.25%、-11.58%、0.60%，

毛利率水平持续改善由负转正的原因为：国家医保局自 2018 年成立以来，持

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于 2019 年至 2020 年分批启动了 DRG/DIP 付费支

付方式改革试点工作。一直以来，公司紧盯医保领域政策变化并研究布局相关

业务，自 2019 年底国家启动医保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工作起，公司加

大投入力度开展数字医保业务，参与佛山、金华、合肥、攀枝花等多个试点地

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并形成项目落地。而公司数字医保业务以软件系统为

载体，以专业数据服务为核心，通常涉及复杂的医学、药学、统计学等领域专

业知识，因此，公司在业务发展初期，组建了一定规模的由各专业背景人员组

成的业务团队，以满足业务开展及未来持续发展的需要，人力成本较高且相对

固定，导致在业务规模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投入的成本居高不下，是公司数字医

保业务在 2020-2021 年毛利率为负的主要原因；随着国家医保局于 2021 年 11

月发布《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

划》”），我国医保信息化行业特别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相关的信息化服务市

场进入发展快车道。公司坚定医保业务卡位战略，加大数字医保市场布局和拓

展力度，报告期内随着数字医保业务服务地区和执行项目的不断增加，公司加

强项目管理，业务人员在项目间的复用率有所提高，人工成本增长得到一定控

制，2022 年度毛利率实现由负转正，达到 0.60%。 

公司现有数字医保业务主要包括医保精准支付第三方服务、医保大数据智

能监控服务、医保信息化服务等。其中，医保信息化服务主要是按照国家医疗

保障局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国家医保局发布版本的基础上，基于不同地区

的差异化需求，在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的情况下，为各地医保局开发建设实现医

保智能监管、支付方式管理等功能的信息化系统。2022 年度，公司医保信息

化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3,209.62 万元，毛利率为-54.47%，是导致公司数字医保

业务整体毛利率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公司医保信息化服务业务毛利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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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医保信息化服务往往为行业内厂商与各地区医保监管机

构建立业务联系的敲门砖，可为后续向其持续提供支付方式管理服务和基金监

管服务争取业务机会，因此该业务对于行业内厂商具有一定战略意义，各厂商

在该业务上的竞争也相对激烈，导致公司在医保信息化服务业务上的中标价格

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公司医保信息化服务业务主要客户为各省级和地市级医

保统筹区，尽管国家医保局建立了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化平台，但各省级和地市

级医保统筹区由于本地区人口、病种结构等情况各异，导致在实际进行医保支

付管理和基金监管时各地相关政策和监管规则存在差异，需要根据差异化需求

开发拓展功能以有效实现实际付费和高效监管的目标，因此公司需投入具有一

定规模人员的专业团队紧贴客户、快速响应并按照客户要求实施系统的建设和

交付，因该项业务定制化程度较高导致成本投入亦相对较高。而本次医保一体

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主要是对医保精准支付第三方服务和医保大数据智能

监控服务两项业务的升级，该两项业务 2022 年度实现收入 13,225.99 万元，

毛利率达到 13.32%，已与本项目运营期平均毛利率 16.60%水平相近。同时，

本项目将通过包括对业务流程规范、数据库、规则（模型）内涵、技术框架、

服务端框架的升级以及系统功能模块的优化和创新研发，提升各系统的运行性

能及兼容性，达到利用新技术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的目的，从而使得医

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的毛利率和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本

次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毛利率为 16.60%具有合理性。 

②政策支持催生广阔市场空间 

一是，在医保支付方式领域，国家医保局于 2021 年 11 月发布《三年行动

计划》，要求实现四个全覆盖，即：到 2024 年底，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全部开

展 DRG/DIP 付费方式改革并实际付费；到 2025 年底，DRG/DIP 支付方式覆盖

所有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基本实现病种全覆盖（原则上达到

90%）和医保基金全覆盖（原则上达到 70%）。信息系统建设作为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的第一步，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各统筹区已按照国家标准

于 2022 年完成，目前各地医保局及医疗机构正在推进实现实际付费的工作。 

《三年行动计划》的推出，直接带动了行业中医保支付方式信息化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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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服务业务的快速发展，其中，各省和地市级统筹区为有效实现按 DRG/DIP

实际付费，需按年持续向专业机构采购基金结算服务；在系统建设需求上，虽

然各省级统筹区已完成国家标准系统搭建，但各地区因人口、年龄、病种分布

存在差异，仍有部分统筹区具有定制个性化模块的建设需求。同时，三年行动

计划完成后，仅代表支付方式改革的基本结算需求初步落地，各省、市级统筹

区在后续实际付费实践中解决遇到的新问题、因监管而催生的数据治理要求，

将催生行业新的专业信息化系统建设和第三方服务需求，如：针对异地就医打

包付费、紧密型医共体支付体系设计、新型支付方式监管等方面个性化需求的

系统建设需求，以及基于 DIP、DRG 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进入实质阶段而产生

的分组测算调整、病例评审、特病单议、支付效果评价等方面的第三方服务需

求。 

并且，目前我国 DRG/DIP 支付方式仅针对住院医疗费用而非门诊医疗费

用，而随着国务院关于门诊共济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及各地落实指导意见政策

的落地实施，以及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带来的对住院就医向门诊就医

转移的挤出效应，大部分统筹区由原来的门诊仅能使用个人账户变为在起付线

之上限额之下可使用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预计将带来门诊医保基金使用金额的

大幅度上升，使得国家对门诊支付方式改革的需求更显急迫。浙江省作为门诊

支付方式改革的先行地区，于 2022 年 3 月印发了《浙江省全面推进医保支付

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从 2022 年到 2024 年期间分期推进门诊

支付方式改革并迭代升级住院 DRG 支付方式改革，要求到 2024 年底实现住院

DRG 和门诊 APG 支付改革区域全覆盖、费用全覆盖、人群全覆盖、医疗机构

全覆盖。而参考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我国 300 余个统筹区的门诊支付方

式改革亦需要进行信息化系统建设及第三方提供的专业服务，因此，未来门诊

支付方式改革亦将催生广阔的市场空间。目前市场上门诊支付方式改革主要以

APG 付费方式为主，而可以提供 APG 支付方式产品和服务的厂商较少，公司

较早布局并开展 APG 门诊支付方式服务业务，截至目前已服务了温州、杭州、

金华、嘉兴、黑龙江、大连、东营等区域。本次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

目亦对 APG 基金结算系统进行升级，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扩展数字医保业务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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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医保基金监管领域，随着国务院于 2021 年 9 月颁布的《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医保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持续推进,

并提出积极探索新支付方式、新模式纳入智能监控范围，医疗保障多元复合式

付费制度下的多维度综合监管体系建设也将提速。2023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医保基

金使用常态化监管，推进飞行检查、专项整治、日常监管、智能监控和社会监

督的常态化。2023 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要求通过开展基金监管安全规范年

行动和医保反欺诈大数据监管试点，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各级飞检力争实现辖

区全覆盖，依托智慧医保赋能非现场监管，探索适应新型支付方式的监管机制，

重点加强异地就医基金监管等措施，持续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因此，医保

基金利用先进手段全方位、综合性、高效监管将成为必然趋势。报告期内，公

司已开展智能审核、智能监管、DRG 监管、大数据反欺诈、飞行检查等一系

列的医保基金监管服务，打下一定业务基础，本次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

项目将重点聚焦在传统规则监管（智能审核、智能监管）、大数据监管、

DRG/DIP/APG 新型支付方式监管、药店监管和飞行检查综合管理等方面，打

造为医保监管单位提供一体化、全方位监管服务支撑平台，增强公司医保基金

监管服务业务竞争力，助力数字医保业务持续发展。 

据 IDC 中国预测，我国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市场将持续保持高速增

长，到 2027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90.8 亿元（2022-2027 年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

20%）。因此，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催生了医保信息化领域广阔的市场空间，为

公司不断提升数字医保业务规模、实现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预期毛

利率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是在公司现有数字医疗业务的产品和实

施经验基础上，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并创新研发新产品。本项目效益预测关键

参数与公司现有数字医疗业务对比情况如下： 

1、预计收入、定价模式、服务单价 

（1）预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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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预计收入与2022年度公司数字医疗业务

相关参数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值 2022 年公司数字医疗业务 

营业收入 14,483.33 6,844.42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收入为 14,483.33 万元，

本项目达成后主要以销售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下的各类子系统所产生的

产品和运维服务实现收入，本项目预计收入部分为现有数字医疗业务的替代收

入、部分为增量收入。本项目子模块或子系统情况及其产生收入与现有数字医

疗业务收入关系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子模块名称 子系统名称 与现有相关业务收入的关系 

1 

医疗质量与运营

管控平台（医院精

细化管理模块） 

APG 智能管理系统、DRG/DIP

医院智能管理系统、DRG/DIP

分组预警系统、医疗诊间辅助

系统、病案质控智能管理系统、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系统 

基于现有数字医疗业务医院大数

据医疗运营管理产品，部分为根据

监管规则变化的升级，后续收入对

现有相关产品收入形成替代；部分

为根据客户需求和技术需求的升

级，后续收入为增量收入 

2 

医疗质量与运营

管控平台（医院运

营管控提升模块） 

DRG 成本核算系统、医保结算

清单管理系统、涉医保类数据

运管系统 

为数字医疗业务新增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3 

医疗质量与运营

管控平台（数据集

成 ETL 模块） 

医疗机构数据集成、基础服务

组件（服务总线、服务治理、

数据总线、数据治理、平台运

维管理、数据开放服务）、区域

三医联动服务、可视化展示等 

为数字医疗业务新增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2）定价模式和服务单价 

鉴于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的医院医疗质量控制模块优化主要

是针对公司数字医疗业务现有的医院大数据医疗运营管控服务部分产品进行

升级优化，因此医院医疗质量控制模块的预计销售单价主要参考公司数字医疗

业务现有医院大数据医疗运营管控服务相关产品的定价水平。而医疗质量与运

营管控平台子项目的医院运营管控提升模块和数据集成ETL模块主要是在公

司现有数字医疗业务开展基础上进行的创新研发，因此，上述两个模块的预计

销售单价在公司现有数字医疗业务产品定价基础上，结合创新研发产品的复杂

程度、功能性，并考虑研发成本、市场供需等因素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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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主要产品的预计销售价格以及报告期初

至今公司数字医疗业务现有医院大数据医疗运营管控服务部分项目合同金额

情况如下： 

单位：产品：万元/套；运维服务：万元/次、万元/年；合同金额：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 现有业务 

产品名称 
产品及运维
服务单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1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
控平台（医院精细
化管理模块） 

100.00 

桂平市人民医院 DRGS 管理软件
项目 

105.00 

邹城市人民医院医保 DIP 院内管
理软件采购竞争性磋商项目 

135.00 

2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
控平台（医院运营
管控提升模块） 

150.00 
为本次募投项目创新研发的新产品，现有业务暂无
相关可比合同 

3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
控平台（数据集成
ETL 模块） 

200.00 
为本次募投项目创新研发的新产品，现有业务暂无
相关可比合同 

鉴于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医院运营管控提升模块）和医疗质量与运

营管控平台（数据集成 ETL 模块）为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创新研

发的产品，因此在公司现有数字医疗业务产品定价基础上，主要参考市场上类

似产品和服务的定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对应募投项目的
产品或服务名称 

市场类似项目名称 中标单位 
中标/成交
金额（万元） 

1 

医疗质量与运营
管控平台（医院
运营管控提升模
块）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
院“信息化建设”项目 

望海康信(北京)科技
股份公司 

158.00 

公主岭市中心医院绩效改
革项目 

望海康信(北京)科技
股份公司 

160.00 

2 

医疗质量与运营
管控平台（数据
集成 ETL 模块）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信息
集成平台、数据中心项目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88.00 

医院信息平台和大数据中
心 

重庆市金智科技有限
公司 

230.00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医院精细化管理模块）为本项目第一阶段相关

产品，其预计销售单价与公司数字医疗业务现有的医院大数据医疗运营管控服

务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水平并无重大差异；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医院

运营管控提升模块）和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数据集成 ETL 模块）为本

项目第二和第三阶段相关产品，系创新研发产品及服务，产品复杂程度及功能

性均有所提升，故定价相应更高，且与市场上类似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无重大差

异。 

2、营业成本、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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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成本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为 6,055.62 万元，具

体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运营期平均值 

1 直接燃料及动力费 40.87 

2 直接工资及福利费 2,973.33 

3 折旧费 216.26 

4 摊销费 652.67 

5 其他运营成本 2,172.50 

合计 6,055.62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由人工成本、折旧费

和摊销费及其他运营成本（包括差旅费、咨询费等）为主要构成，与 2022 年

度公司数字医疗业务营业成本结构相符。 

（2）募投项目预计毛利率与现有业务对比情况 

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毛利率为 56.90%，与 2022 年

度公司数字医疗业务毛利率 55.84%水平基本相当。 

（三）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 

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是在公司现有数字医药业务的产品和实

施经验基础上，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并创新研发新产品。本项目效益预测关键

参数与公司现有数字医药业务对比情况如下： 

1、预计收入、定价模式、服务单价 

（1）预计收入 

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预计收入与 2022 年度公司数字医药业务

相关参数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值 2022 年公司数字医药业务 

营业收入 7,137.78 7,114.58 

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收入为 7,137.78 万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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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达成后主要以销售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下的各类子系统所产生的产

品和运维服务实现收入，本项目预计收入部分为现有数字医药业务的替代收

入、部分为增量收入。本项目子模块或子系统情况及其产生收入与现有数字医

药业务收入关系如下表所示： 

序号 平台名称 子模块或系统名称 与现有相关业务收入的关系 

1 

医药企业数

字化转型升

级支撑平台 

医药企业研发创新注册文档协同

系统 

新增药企数字化服务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产品质量追溯与预警系统 QTMs-

医疗器械版 

新增药企数字化服务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产品质量追溯与预警系统 QTMs-

药品版 

新增药企数字化服务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产品质量追溯与预警系统 QTMs-

疫苗版 

新增药企数字化服务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GSP 管理系统 
对数字医药现有“互联网+药店”产

品的升级，相关收入为替代收入 

药店云 ERP（GSP）管理系统 
对数字医药现有“互联网+药店”产

品的升级，相关收入为替代收入 

2 

医药行业供

应链协同平

台 

订单协同模块（平台用户注册） 
新增药企数字化服务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首营资料及电子证照行业共享模

块 

新增药企数字化服务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交付协同模块 
新增药企数字化服务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票据协同模块 
新增药企数字化服务产品，相关收

入为增量收入 

（2）定价模式和服务单价 

鉴于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是在公司现有数字医药业务的产品

和实施经验基础上，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并创新研发新产品，是对公司数字医

药业务在药企数字化服务方面产品和服务的拓展，因此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

台子项目产品和服务的预计销售单价在公司现有数字医药业务产品定价基础

上，结合创新研发产品的复杂程度、功能性，并考虑研发成本、市场供需等因

素综合确定。 

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主要产品的预计销售价格以及报告期初

至今公司数字医药业务现有药企数字化服务相关项目合同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产品：万元/套；运维服务：万元/次、万元/年；合同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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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募投项目 现有业务 

产品名称 产品单价 运维服务单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1 

医药行
业企业
数字化
转型支
撑产品 

医药企业研发创新注册
文档协同系统 

100.00 10.00 

产品全生
命周期动
态质控平
台（含黑
匣子中间
库对接）
—技术开
发合同 

348.50 

产品质量追溯与预警系
统 QTMs-医疗器械版 

50.00 5.00 

产品质量追溯与预警系
统 QTMs-药品版 

50.00 5.00 

产品质量追溯与预警系
统 QTMs-疫苗版 

50.00 5.00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GSP

管理系统 
0.05 0.05 

药店云 ERP（GSP）管
理系统 

0.05 0.05 

2 

医药行
业供应
链协同
平台 

订单协同模块（平台用
户注册） 

3.00 3.00 
Oracle 

EBS 财务
应收系统
流程优化
项目—技
术开发合
同 

35.00 
首营资料及电子证照行
业共享模块 

0.50 0.50 

交付协同模块 0.50 0.50 

票据协同模块 0.50 0.50 

本次募投项目涉及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水平与公司数字医药业务现有药企

数字化服务相关产品和服务相比更为谨慎。另外，本项目第 2 项医药行业供应

链协同平台相关产品还参考了市场上类似产品和服务的定价，如“001 首营电

子资料交换平台（001pt.com）”服务费约 0.50 万元/年，与医药行业供应链协

同平台下相关模块的服务单价相同。 

2、营业成本、毛利率 

（1）营业成本 

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为 4,414.46 万元，具

体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运营期平均值 

1 直接燃料及动力费 42.51 

2 直接工资及福利费 2,997.82 

3 折旧费 209.75 

4 摊销费 450.59 

5 其他运营成本 713.78 

合计 4,414.46 

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由人工成本、折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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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摊销费及其他运营成本（包括差旅费、咨询费等）为主要构成，与 2022 年

度公司数字医药业务营业成本结构相符。 

（2）募投项目预计毛利率与现有业务对比情况 

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运营期平均毛利率为 37.42%，与 2022 年

度公司数字医药业务毛利率 35.29%水平基本相当。 

（四）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项目情况 

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类似募投项目效益对比

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达产后年均毛利率 

同行业上市公司类

似募投项目 

卫宁健康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

项目之新一代智慧医疗产品开发及云服务项目 
65.03% 

万达信息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之未来公卫和医疗创新管理服务项目-未来公卫

数字化管理项目 

41.42% 

万达信息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之未来公卫和医疗创新管理服务项目-基于大数

据的病种分值付费 

53.86%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 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42.61% 

由上表可见，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主要效益指标均较同行业上

市公司类似募投项目效益指标更为谨慎。 

综上，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效益测算具有合理性、谨慎性。 

二、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属于公司健康服务板块中的健康管理服务业务

（含处方流转业务），本项目是在现有家庭医生平台和处方流转平台基础上进

行整合升级，打造健康服务一体化业务平台。本项目效益预测关键参数与公司

现有业务对比情况如下： 

（一）预计收入、定价模式、服务单价 

1、预计收入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预计运营期平均收入为 15,872.22 万元，而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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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健康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54.04 万元，其中，与本项目相关的健康管

理服务业务（含处方流转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94.89 万元。本项目预计收入高

于公司现有相关业务收入的原因为：公司健康服务业务起步较晚，于 2020 年

开始探索健康服务行业领域，并于 2022 年正式成立健康服务事业部以推进相

关业务发展，故现有业务收入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也因此，本项目预计收入规

模与现有健康服务业务规模可比性较低。 

本项目达成后主要以销售慢病管理服务模块、健康管理服务模块-政府端、

健康管理服务模块-企业端的各类系统产品和运维服务实现收入，本项目预计

收入为现有健康服务业务扩大规模并新增产品带来的收入。 

2、定价模式和服务单价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主要是在公司健康服务业务现有家庭医生平台

和处方流转平台基础上进行整合升级，打造健康服务一体化业务平台，而目前

公司健康服务业务规模较小，因此本项目主要产品、服务的预计销售单价在参

考公司健康服务业务现有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水平基础上，结合创新研发产

品的复杂程度、功能性，并考虑研发成本、市场供需等因素综合确定。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主要产品的预计销售价格如下： 

单位：产品：万元/套；运维服务：万元/次、万元/年 

产品名称 产品单价 运维及增值服务单价 

慢病管理服务模块 300.00 150.00 

健康管理服务模块-政府端 200.00 100.00 

健康管理服务模块-企业端 200.00 100.00 

因公司现有相关业务未形成一定规模，本项目产品、服务价格与现有业务

相关指标的可比性较低。一方面，公司现有健康服务业务为实现市场开拓和项

目落地，合同签约金额相对较低，而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是以项目达产并

形成规模效益为前提进行的测算；另一方面，目前公司健康管理服务业务的产

品种类相对较少、功能相对单一，例如目前家庭医生服务平台主要提供家庭医

生在线签约和签约居民健康咨询基础功能，处方流转平台主要提供处方流转及

药品配送功能，尚无全流程监管等功能，目前未将处方流转和慢病管理、家庭

医生签约等内容进行资源和技术整合，且技术架构难以承载用户量、物联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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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数量增加后带来的大数据量。而本次募投项目将公司现有健康管理服务业务

的家庭医生服务平台及处方流转平台可提供的服务种类进行丰富，新增患者个

人动态健康档案、患者用药记录及用药提醒、慢病专项数据分析、处方用药审

核等功能，新增健康管理模块、健康绩效管理模块，将家庭医生服务平台和处

方流转平台进行整合，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全流程、全方位”的慢病管理服

务体系。同时在技术层面进行升级，通过应用更先进的技术，从而满足更大规

模用户和物联网设备带来的大数据量、高实时性技术要求，满足复杂、灵活多

变的业务场景和高并发的使用场景。 

市场上类似产品和服务的单价情况如下： 

序
号 

对应募投项目的产
品或服务名称 

市场类似项目名称 中标单位 
中标/成交
金额（万元） 

1 健康管理服务模块 

柘城县人民医院医共体信
息系统综合对接服务及家
庭医生服务平台项目 

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分公司 

558.90 

淮北市民政局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运营及特定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安徽淮海实业集团相
王现代服务有限公司 

536.00 

2 慢病管理服务模块 

莲都区医防融合数字化慢
病管理平台暨智慧化社区
卫生服务站建设项目 

杭州医智汇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181.98 

由上表可见，本项目产品和服务的单价与市场上类似产品和服务近似。 

（二）营业成本、毛利率 

1、营业成本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为 5,907.43 万元，具体构成

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运营期平均值 

1 直接燃料及动力费 149.22 

2 直接工资及福利费 3,936.82 

3 折旧费 398.52 

4 摊销费 629.26 

5 其他运营成本 793.61 

合计 5,907.43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由人工成本、折旧费和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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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及其他运营成本（包括差旅费、咨询费等）为主要构成，与 2022 年度公司

营业成本结构相符。 

2、募投项目预计毛利率与现有业务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由数字医保、数字医疗及数字医药业务收入

构成，健康服务业务收入尚未形成一定规模，导致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的

预计效益与公司总体及现有健康服务业务相关指标的可比性较低。因此，健康

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的效益指标主要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类似募投项目效益指

标进行对比。 

（三）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项目情况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类似募投项目效益对比情况

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内部收

益率 

达产后年

均毛利率 

同行业上市公司类

似募投项目 

卫宁健康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之互联网

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项目—“云

医”项目 

20,580.80 25.96% 57.29%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18,817.18 19.74% 43.07% 

由上表可见，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的主要效益指标均较同行业上市公

司类似募投项目效益指标更为谨慎。 

（四）募投项目扩大业务规模的合理性 

2022 年度，公司健康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54.04 万元，其中，健康管理服

务业务实现收入 94.89 万元，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但公司实施本次健康服务一

体化建设项目系公司立足自身在医保、医疗、医药领域积累的经验与优势，利

用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技术打造数据化平台，加快在健康管理服务领域的布局，

扩大相关业务规模具有合理性： 

1、募投项目预期实现收入占相关市场规模比例较低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的建设期为 3 年，假设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于

2023 年底前到位并实施项目，则 2027 年为达产期第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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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沙利文预测，2025 年我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将达到 21,898 亿元，同

时按照其预计的 2015-2025 年该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率 20.8%计算，在 2027

年我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将达到 31,955 亿元。而本次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达产期第 1 年预计实现收入为 5,000.00 万元，在达产年度的市占率为 0.002%。 

由上可见，我国健康服务行业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本次健康服务一体化

建设项目预期实现收入占相关市场规模比例极低，业务规模扩大适度。 

2、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相关产品或服务已有业务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健康服务业务稳步推进，其中，处方流转业务已在温州市

稳定运行，赤壁市相关系统平台正在建设中，公司处方流转业务已探索形成较

为明确的运营模式，并拟在樟树市、无锡市等地进行拓展；在慢病/健康管理

业务方面，公司已在东营市开展慢病管理中心建设项目，并拟拓展与山东地区

医疗机构合作机会；在智慧养老服务方面，公司已在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街道

开展智慧养老服务，近期将围绕北京市其他区域、河南省等地进行业务拓展；

公司已在内部落地企业职工健康管理项目，并将以此为样本向其他央企进行拓

展推广；在家庭医生服务方面，公司已采用现有家庭医生服务平台架构在北京

开展心率监测及术后康复项目建设，近期拟在金华市结合门诊支付方式改革拓

展家庭医生业务机会。 

3、公司具备实施相关项目的技术和人力资源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投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截至 2023 年 3 月末，

已成功研发并获得约 300 项软件著作权，2 项发明专利授权，并掌握多项医疗

健康信息化行业核心技术和标准。同时，公司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经过多年深

耕，形成了全面、专业的知识体系，包括医学知识库、药学知识库、标准数据

库和循证医学信息库等，涵盖超过 290 万条医学、药学专业知识数据以及超过

8,600 万条医保基金监管规则数据，具备专业的技术应用、知识体系和数据治

理能力。 

同时，公司员工具备多年的医药行业数据标准化经验和数据库积累经验，

截至报告期末，拥有医学人员超过 200 人、大数据人员超过 200 人、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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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约 400 人，形成了较为突出的专业人才储备优势。 

公司已形成的技术应用、知识体系、数据治理能力和专业人才支撑体系可

有效地保证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和运营。 

4、公司具备项目实施所需的客户资源和营销布局 

公司在“三医协同”领域深耕多年，积累了本项目所需的包括各级卫健委、

医保局、各级医疗机构、药品流通企业、医疗服务提供商等在内的丰富的医疗

健康行业客户资源。在医保领域，公司已为全国超过 100 个地区的医保监管部

门提供 DRG/DIP/APG 支付方式改革服务，公司医保大数据智能监控业务已经

覆盖全国 200 多个地区；在医疗领域，公司已为超过 600 家医院提供大数据医

疗运营管控服务；在医药领域，公司为国家药监局和近 20 余个省、直辖市药

监局提供智慧药监服务，为约 2.6 万家药店提供“互联网+药店”服务，上述

客户资源将有助于本次募投项目后续业务落地。 

公司已在全国 18 个地区进行销售网点布局，并将通过本次募投项目之一

“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对公司已有销售网点进行升级并在潜在客户较多的

地区新增 25 个销售网点，将进一步提升市场营销部门对公司业务发展和募投

项目实施运营的支持。 

综上，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的效益测算具有合理性、谨慎性。 

三、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属于公司健康服务板块中的商业健康保险第

三方服务业务，本项目是对商保第三方服务业务相关产品和服务进行的优化及

创新。本项目效益预测关键参数与公司现有业务对比情况如下： 

（一）预计收入、定价模式、服务单价 

1、预计收入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预计运营期平均收入为 8,016.67 万元，而 2022

年度，公司健康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54.04 万元，其中，与本项目相关的商业健

康险第三方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59.15 万元。本项目预计收入高于公司现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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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的原因为：公司健康服务业务起步较晚，于 2020 年开始探索健康服

务行业领域，并于 2022 年正式成立健康服务事业部以推进相关业务发展，故

现有业务收入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也因此，本项目预计收入规模与现有健康服

务业务收入规模可比性较低。 

本项目达成后主要以销售商保数据服务平台、理赔核赔（包含快赔、无感

赔等）、智能审核、医保个人授权查询的各类系统产品和运维服务实现收入，

本项目预计收入为现有商保第三方服务业务扩大规模并新增产品带来的收入。 

2、定价模式和服务单价 

鉴于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主要是在公司现有商保第三方服务业务

基础上，根据业务开展过程中实际需求对商保第三方服务业务的产品、服务进

行优化及创新，而目前公司商保第三方服务业务规模较小，因此本项目主要产

品、服务的预计销售单价在参考公司商保第三方服务业务现有相关产品和服务

的定价水平基础上，结合创新研发产品的复杂程度、功能性，并考虑研发成本、

市场供需等因素综合确定。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主要产品的预计销售价格如下： 

单位：产品：万元/套；运维服务：万元/次、万元/年 

产品名称 产品单价 运维及增值服务单价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 150.00 150.00 

理赔核赔（包含快赔、无感赔等） 120.00 120.00 

智能审核 60.00 60.00 

医保个人授权查询 60.00 60.00 

注：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主要以区域为单位开展业务，本项目主要产品的预计销售价

格是针对向同一个区域内不同客户销售同类产品的销售单价之和。 

公司商业健康险第三方服务业务起步较晚，目前收入规模较小，相关业务

提供的服务较为基础、单一，例如：目前公司商保快速理赔服务实际业务开展

过程中，主要基于特定地区为特定人群定制的特定险种提供快赔的基础服务，

在所服务的地区、人群、险种及所提供的服务功能上均存在较大的扩展空间；

商保智能控费平台亟需优化审核规则以适配行业和客户对服务效率和准确度

的高要求。因此，本项目产品、服务价格与现有相关业务产品、服务价格的可

比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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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将通过建设新的业务平台对商保数据服务

进行技术和功能上的升级、创新与整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在业务平台建设

及产品功能层面，针对商保快速理赔服务系统，新增智能提醒、无感赔付、核

保核赔等功能模块；针对商保智能控费平台，将建立商保服务目录并优化审核

规则，以提升智能审核的效率及准确性；将原本相对独立的商保快速理赔服务

系统及商保智能控费平台整合部署在本次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并新增商保产品

创新、产品定价、产品推广分析等增值服务。另一方面，在技术层面，本项目

将在数据交互层和服务层等应用节点算法及服务封装，以应对大数据量、高实

时性的技术要求，满足复杂、灵活多变的业务场景和高并发的使用场景。使得

本项目投入运营后公司商业健康险第三方服务业务可提供的服务内涵及业务

平台可容纳的客户和数据规模均得到提升。因此，本项目产品和服务预计销售

单价主要考虑本次新产品和服务在功能和技术上的升级情况而进行定价。 

（二）营业成本、毛利率 

1、营业成本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为 2,305.48 万元，具体构

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运营期平均值 

1 直接燃料及动力费 137.89 

2 直接工资及福利费 1,316.06 

3 折旧费 312.41 

4 摊销费 138.29 

5 其他运营成本 400.83 

合计 2,305.48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运营期平均营业成本由人工成本、其他运营成

本、折旧和摊销为主要构成，其中其他运营成本主要包括差旅费、咨询费等，

与 2022 年度公司营业成本结构相符。 

2、募投项目预计毛利率与现有业务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由数字医保、数字医疗及数字医药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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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健康服务业务收入尚未形成一定规模，导致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的预计效益与公司总体及现有健康服务业务相关指标的可比性较低。因此，商

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效益指标主要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类似募投项目效

益指标进行对比。 

（三）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项目情况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类似募投项目效益对比情

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内部收益率 

达产后年均

毛利率 

同行业上市

公司类似募

投项目 

卫宁健康 2020 年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之互

联网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项

目—商保数字化理赔项目 

2,174.85 26.89% 76.14% 

公司本次募

投项目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8,511.24 22.14% 53.90% 

由上表可见，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主要效益指标均较同行业上市

公司类似募投项目效益指标更为谨慎。 

（四）募投项目扩大业务规模的合理性 

2022 年度，公司健康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54.04 万元，其中，商业健康险

第三方服务业务收入 59.15 万元，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但公司实施本次商保数

据服务平台项目系公司立足自身在医保、医疗、医药领域积累的经验与优势，

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技术打造数据化平台，加快在商保数据服务领域的布

局，扩大相关业务规模具有合理性： 

1、募投项目预期实现收入占相关市场规模比例较低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建设期均为 3 年，假设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于 2023 年底前到位并实施项目，则 2027 年为达产期第 1 年。 

根据艾瑞咨询预测，2023年我国保险行业保险科技投入规模约 546.5亿元，

同时按照其预计的 2020 年起该市场规模增长率 15%计算，在 2027 年度我国保

险行业保险科技投入规模将达到 955.8 亿元。而本次商保数据服务平台项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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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期第 1 年预计实现收入为 2,730.00 万元，在达产年度的市占率为 0.03%。 

由上可见，我国商保数据服务行业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本次商保数据服

务平台项目预期实现收入占相关市场规模比例极低，业务规模扩大适度。 

2、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相关产品或服务已有业务落地 

公司商业健康保险第三方服务业务稳步推进，公司与杭州市卫健委签署合

作协议，打造商业保险理赔直达服务应用场景，取得良好运营成效，并拟以此

为标杆项目，通过本次募投项目进一步提升快速理赔、智能审核等方面的能力，

打造全周期理赔服务，在江西、浙江、山东等区域与当地卫健委、医保局、大

数据局等政府部门合作，进行业务拓展。公司通过开展数字医保等业务沉淀的

知识体系和数据服务能力，直接面向商业健康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等企业

端客户提供商保理赔、审核、风控、咨询服务，目前已开展商业健康险专业咨

询服务及企业大额医药费用合理性审核服务相关业务，近期拟面向人力资源服

务类公司提供理赔第三方服务，并将继续拓展企业端客户资源和业务机会。 

同时，公司具备实施项目所需的技术、人力、客户和营销等资源支持，为

本项目建设及后续实现预期效益提供了保障，具体请见本回复报告对本问题回

复“二、（四）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和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扩大业务规

模的合理性”之“3、公司具备实施相关项目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和“4、公司

具备项目实施所需的客户资源和营销布局”部分内容。 

综上，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效益测算具有合理性、谨慎性。 

四、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预期效益实现风险”和“第六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预期效益实现风险”部分对相关风险进行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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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产生效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是对公司数字医保、数字医疗及数字医药业务进行升级，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

项目和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是对公司健康服务业务进行拓展。 

2022 年度，公司数字医保、数字医疗、数字医药业务收入分别为 17,130.09

万元、6,844.42 万元、7,114.58 万元，合计 31,089.09 万元。本次募投项目之

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预计运营期平均收入为 29,193.89 万元，其中，

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和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

台 3 个子项目预计运营期平均收入分别为 7,572.78 万元、14,483.33 万元、

7,137.77 万元。鉴于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是对公司现有数字医保、数

字医疗、数字医药业务部分产品与服务的优化升级，如 DRG/DIP/APG 智能管理

系统、DRG/DIP 分组预警系统、DIP 基金结算系统、APG 基金结算系统、智能监

管系统等，因此，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运营期产生的部分收入是对公

司现有数字医保、数字医疗、数字医药业务部分收入的替代，其他部分则为新

增产品与服务带来的增量收入。尽管公司数字医保、数字医疗、数字医药已具

有业务基础，但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预期收入水平可否顺利实现仍具

有一定不确定性。同时，报告期各期，公司数字医保业务毛利率分别为-15.25%、

-11.58%、0.60%，毛利率较低，而本次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中医保一

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子项目预计运营期平均毛利率为 16.60%，高于报告期内公司

数字医保业务毛利率水平；公司数字医疗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65.97%、55.31%、

55.84%，本次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子项目预计运营期平均毛利率为 56.90%，

与报告期内公司数字医疗业务毛利率水平相当；公司数字医药业务毛利率分别

为 39.25%、33.06%、35.29%，本次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子项目预计运营期

平均毛利率为 37.42%，与报告期内公司数字医药业务毛利率水平相当。上述三

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各子项目预期毛利率水平可否顺利实现具有一定不

确定性。 

2022 年度，公司健康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54.04 万元，其中，健康管理服务

业务实现收入 94.89 万元、商业健康险第三方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59.15 万元，

尚未形成一定规模，本次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

目 2个募投项目预计运营期平均收入分别约为 15,872.22 万元、8,01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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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公司健康服务业务现有收入规模增幅较大，上述募投项目预期收入水平可

否顺利实现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同时，本次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和商保数

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预计运营期平均毛利率分别为 43.07%、53.90%，鉴于公司

现有健康服务业务尚未实现规模效益，未及上述募投项目预期毛利率水平，因

此，本次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和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预期毛利率水

平可否顺利实现亦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另外，在本次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各种不可预见因素导致项目

未能按期建设、项目未能如期达产、项目投资超支等情况，从而对公司募投项目

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公司所处行业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影响较大，若

未来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则可能导致募投项目达产后实现效益不

及预期，使得公司未来业务增长低于预期。”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访谈了各业务板块负责人，了解发行人现有业务情况，取得了业务

发展规划及数字医保业务各细分领域开展情况相关材料；取得了发行人关于健

康服务业务开展情况的说明； 

（3）查阅了发行人所处行业的主要政策文件及行业研究报告，取得了发

行人关于募投项目相关市场空间和行业竞争的说明； 

（4）取得了募投项目主要产品的预计价格数据并与报告期内发行人现有

业务类似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进行对比分析，取得了发行人关于募投项目产品定

价合理性的说明； 

（5）查阅了发行人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及类似募投项目的预计效益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直接产生效益的募投项目关键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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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业务相比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项目的效益相比不存在重

大差异，发行人本次直接产生效益的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谨慎、合理。 

（二）发行人会计师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访谈了各业务板块负责人，了解发行人现有业务情况，取得了业务

发展规划及数字医保业务各细分领域开展情况相关材料；取得了发行人关于健

康服务业务开展情况的说明； 

（3）查阅了发行人所处行业的主要政策文件及行业研究报告，取得了发

行人关于募投项目相关市场空间和行业竞争的说明； 

（4）取得了募投项目主要产品的预计价格数据并与报告期内发行人现有

业务类似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进行对比分析，取得了发行人关于募投项目产品定

价合理性的说明； 

（5）查阅了发行人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及类似募投项目的预计效益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本次直接产生效益的募投项目关键参数设置与

现有业务相比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项目的效益相比不存在重大

差异，发行人本次直接产生效益的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谨慎、合理。 

其他事项 

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按重要性原则披露对发行人及

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策、

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

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同时，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传播范围较广、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

媒体报道情况，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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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

也请予以书面说明。 

回复： 

一、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按重要性原则披露对发行人

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

策、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并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

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按重要性原则披露了对发行人

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披露风险未包含风险对策、发

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并已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

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二、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传播范围较广、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

报道情况，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

况，也请予以书面说明。 

（一）发行人重大舆情情况说明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获中国证监会受

理，于 2023 年 3 月 2 日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自本次发行申请受理日至本回

复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持续关注媒体报道，通过网络检索等方式对本次发行相关

媒体报道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受理日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经检索主流媒

体，未发生社会关注度较高、传播范围较广、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舆情；未

出现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质疑的情形。本次发行申

请文件中涉及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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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通过主流媒体对发行人自本次发行申请受理日至本回复报告出具

日相关媒体报道进行检索，并与本次发行相关申请文件进行对比。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受理日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经检索主流媒体，未发

生社会关注度较高、传播范围较广、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舆情；未出现对发

行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质疑的情形。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中

涉及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7-1-32 

（本页无正文，为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之盖章

页）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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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江镓伊                      王  飞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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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裁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

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

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

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裁签字：                         

                             王  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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