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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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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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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完整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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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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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

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80,535,603.78元，2024年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317,215,358.07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行业发展情况、公司现阶段经
营业绩情况、生产经营需要及未来资金投入的需求等因素后，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决定，公司2024年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024年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24,991,703元（不含
手续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规
定，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
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综上，公司2024年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24,991,7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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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医药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维护国民健康、提升生活品质以及促

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起着关键作用。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变、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以及居民对医疗
健康需求的持续增长，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呈现出稳定的增长态势。据《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到90,575.8亿元，占GDP的比重上升至7.20%，且该比例
逐年提高，这不仅体现了医药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还为其未来长足发展奠定了基
础。

与此同时，我国总体医药费用支出持续上涨，致使医保支付压力与日俱增。为保障全民医保健康
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为医药行业发展
的大势所趋。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
发展和治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支持药品研发创新，推动罕
见病、儿童药、老年药药品研发，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政策思想，为医药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而国家《“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的发布则进一步将指导思想细化为医药产业的行动规划，
重点突出加快医药产业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增强供应保障能力，创造国际
竞争优势等。

2024年，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引发了医药行业新的变革思考。随着“互联网+AI+医疗健
康”模式的开拓和普及，以及远程医疗、智能诊断等新业态的出现，数字化和智能化正在重塑医药行业
的生态体系，推动医药行业朝着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迈进。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
医药企业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合作与交流，海外市场合作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中国医药国际化发展竞
争力逐步提升。总体而言，我国医药市场空间巨大，未来将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中国医药行业近年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尤其是在政策引导下，行业结构
和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监管政策趋严，旨在提高药品质量和安全，推动行业向高质量发
展转型。例如，药品审评批准制度改革加快了新药上市速度，提高了药品研发技术门槛，提升了企业
创新能力。此外，药品集中采购和医保目录动态调整等医药政策的出台，对医药企业市场战略产生了
颠覆性的影响。这些政策在降低药品价格以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促进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实现健康
可持续发展变革。因此，医改工作的持续深化必将为我国医药行业朝着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空间，而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应用政策的倡导又将为行业发展提供新的动能。2024年，政策通过“控
增量、调结构、促创新”组合拳，推动医药行业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药品集中采购继续扩
围、价格管控落地执行，这将进一步挤压仿制药利润空间，倒逼企业转向创新研发；医疗健康行业规范
整改，驱使行业竞争从“销售驱动”转向“产品力驱动”；对创新药实施优先审评审批，缩短临床试验周
期，对罕见病药物、突破性疗法给予税收优惠及市场独占期等政策倾斜，为中国医药创新高速发展带
来了动能；国际化战略引导支持给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医药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未来，企业需聚焦创
新研发、国际化布局及合规化运营，方能在政策驱动下实现可持续增长。在此过程中，医药行业集中
度必将进一步提升，这给有实力且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拥有真正核心竞争力且与时俱
进的公司将强者恒强。

1、医药工业
2024年，我国医药工业受全球经济波动、内需疲软、医改政策深入实施、医药成本上升等多因素影

响，医药制造业增速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度医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25,298.5亿元，
基本与2023年持平；实现利润总额3,420.7亿元，较2023年同比下降1.1%。在此背景下，细分市场的
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动态。化学制剂作为市场的主要部分，维持其主导地位；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和药
品集中采购政策持续影响着市场格局；同时，创新药的研发保持活跃，化学药产业链正在向更高标准
看齐，迈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生物药领域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政策、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
显示出较高的成长性；中药产业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以传承和创新为主旋律，正处于高质量发展
的进程中。

公司作为医药制造业企业，业务领域涵盖了化药、中成药、生物药全产业链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近年来，中药产业的细分领域受到了市场和国家政策的广泛关注。中药产业作为中国医药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重要的民族产业。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人民健康意识逐步提高和消费升级
的助力，中医药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为29,69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22%，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2,023万人，占全国总
人口比重为15.6%。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进入
重度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老年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将相继达到
峰值，深度老龄化特征加速显现。与此对应，《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报告》显示，我国慢性病导致的疾
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以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点病种患病率随年龄增长呈指数级上
升。在此背景下，中医药凭借其“治未病”理念与整体调理优势，成为慢病防治体系的重要补充。《“十
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30个左右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和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通过政策
杠杆撬动中医药服务网络下沉，为中医药企业提供了明确的市场拓展方向。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
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凭借其在治疗慢病领域的独特优势，将逐步发挥其潜力。

然而，进入2024年，中药行业面临诸多挑战。外围经济增速的下降、国内需求的不足、中药集采
的逐步扩面以及中药材成本的上涨，共同导致了中国中药行业增速的下降。尽管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4年1-12月，中国中成药的累计产量达到195.3万吨，同比下降了11.7%，但中医药行业
的发展仍迎来了明显的政策机遇期。银发经济催生的多元化健康需求进一步拓展了中医药市场边
界。《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显示，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7万亿元左右，
占GDP比重大约为 6%，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银发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将进一步增加，到
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有望达到30万亿元，占GDP的10%。其中，养老服务业、老年用品消费、老年金
融、健康、文旅等银发相关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首次将发展银发经济纳入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内
容，明确要求扩大中医药在社区康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的应用，推动智能中医诊疗设备进社区，政
策导向直接带动中医药市场需求增长。

2024年，我国医药产业集中采购常态化加速行业洗牌。化药第十批、中成药第三批集采通过强化
降价幅度与日治疗费用竞争机制，迫使企业优化成本管控，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而中标企业虽获
得稳定市场份额却需应对回款周期延长的挑战。与此同时，创新药审批加速与医保谈判成功率提升
至85%形成政策红利，推动头部药企通过差异化管线布局获得资本溢价，但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因融
资环境收紧需平衡研发投入与短期盈利。医疗六部门联合整治医保基金使用乱象，企业重构合规营
销体系势在必行，这引发企业创新研发推动未来发展的思考。DRG/DIP支付改革覆盖全国超90%统
筹地区，推动高性价比药品（如集采中选药、国产仿制药）进入临床路径，迫使高价创新药通过真实世
界证据提升医保准入竞争力，企业需加强与医疗机构合作并优化药品经济学评价。中药产业升级方
面，《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推动道地药材标准化与国际化注册，实力中药企业加速并购整合与品牌
建设，积极应对国际质量标准差异。数字化转型浪潮中，AI技术渗透至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及慢病管
理环节，传统药企面临智能生产与精准营销的技术代差风险，CXO企业则借助AI实现降本增效，并不
断探索药品出海的政策壁垒。

中医药作为我国的传统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中药产业在标准化和国际化
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2024年，中医药产业在《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的推动下，加速了标准化与国
际化的进程。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 - 2029年中国中医药市场需求预测及发展趋势前瞻报告》
显示，2023年中国中医药市场规模约为 4,818亿元，同比增长 6.90%，预测 2024年市场规模将增至 5,
102亿元。2024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药创新取得了阶段性进展。2024年中药注册申请数据凸
显出中药创新药领域的蓬勃活力与巨大潜力。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共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407件，
其中 IND（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达100件，NDA（新药上市申请）为40件，补充申请2262件，ANDA（仿制
药申请）2件，境外生产药品再注册申请3件。这不仅是行业发展的有力印证，更显示出中药创新药加
速前行所取得的成绩。近年来，中药新药研发的步伐显著加快，IND数量的明显增长便是最有力的证
明。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的重磅出台，到国家药监局一系列深化中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举措的落地实施，政策的支持为中
药创新药研发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国家通过构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临床试验“三结合”的审评
证据体系，最大程度缩短了新药研发周期，提高了研发成功率，带领中药创新药的研究发展进入了快
车道。中药创新药正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机遇与挑战并存。

综合来看，我国医药行业整合加速催生强者恒强格局，中小企业在多重压力下退出市场，头部企
业通过创新研发、国际化布局及数字化转型巩固优势。短期需优化供应链、强化合规体系、聚焦核心
产品，长期则需构建以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中医药行业的创新发展和市场规模的增长预期
依然乐观。注重创新、致力于提升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中医药企业，将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新
的机遇和长远的发展。

2、医疗服务业
医疗服务行业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领域，正面临着多重变革和挑战。居民对医疗支出意愿的增

加、人口结构特别是老龄化的深化、5G和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医保筹资的稳
步提升，为医疗健康产业带来了增长动力和市场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人口老龄化
加剧了对医疗和康养服务的需求，而医保筹资的增长也对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财务和
管理要求。

2024年，中国医疗服务行业在政策驱动与技术创新的双重动力推动下，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全面
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是中国医疗事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应对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以及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等多方面挑战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医疗科技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医
疗服务市场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呈现出诸多令人瞩目的特征。2024年中国医疗服务政策
以深化医改为核心，通过医保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药品耗材集采、基层能力提升等多维度推
进体系优化。

需求端，我国医疗服务需求呈现出多方面增长态势。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高发推动了基
础医疗、康复护理和长期健康管理需求增长。根据《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
（2024）》，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7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大约为6%，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有
望达到30万亿元，占GDP的10%。我国肿瘤医疗服务市场有望持续保持高增长，民营肿瘤医院医疗
服务收入增速高于公立肿瘤医院，预计民营肿瘤医院2025年收入有望达1,067亿元，肿瘤医疗服务市
场将增至7,003亿元。由于公立医院产能扩张有限、床位负荷满载，民营医院将成为有力补充，为民营
医疗服务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健康消费升级意识增强，使得健康体
检、高端医疗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需求显著增加。此外，医保支付改革（如DRG/DIP）优化资源配
置，基层医疗服务需求逐步上升。国家发改委《“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中央预算内将投资支持县级医院建设，县域医疗新基建加速，医疗服务需求整体呈上升态势。AI
辅助诊断、远程医疗和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应用，提升服务效率并催生新需求。这些因素共同奠定了医
疗服务市场长足发展的坚实基础。

供给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101.1亿人次，较上年增长
5.85%，可见我国居民医疗健康需求日益旺盛。长期以来，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却门可罗雀，分级诊疗制度难以有效落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
卫健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推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医疗服务的整体效率。截至2024年
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09.2万个，其中医院3.9万个（公立医院1.2万个，民营医院2.7万个）；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104.0万个（乡镇卫生院3.3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7万个，门诊部（所）39.8万
个，村卫生室57.1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9217个（不含卫生监督所、中心），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429个。与上年相比，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逐年上升，日益旺盛的诊疗需求给医疗服务市场发展带
来了想象空间。分析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增长结构，发现诊疗增长主要源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增
加，这显示医疗资源下沉初见成效，分级诊疗制度得以落实并发挥作用。这得益于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三级医院将门诊号源下沉至基层，不仅优化
了医疗资源配置，还推动了分级诊疗制度的深化，为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奠定了坚实
基础。由此可见，由政策引导的医疗服务行业将步入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逐步建立起有序

的分级诊疗格局。
医保端，根据《2024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截至2024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达13.26亿人，按应参人数测算，参保率稳定在95%。在医保基金收支方面，2024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含生育保险）总收入、总支出分别为34,809.95亿元、29,675.9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4.4%，支出同比增
长 5.5%。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 23,671.59亿元，其中统筹基金收入 17,368.93亿
元；基金支出19,056.55亿元，其中统筹基金支出13,205.04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1,
138.36亿元，支出10,619.38亿元，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年内统筹基金均实现结余。可见，支出过快增
长的态势有所遏制，支出增速与收入增速的协调性有所增强，但是医保基金继续承压，医保控费仍然
是未来保障民生的主旋律。

2024年，我国支付方式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按病种付费（DRG/DIP）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国 393
个统筹地区中实施按病组(DRG)付费191个、按病种分值(DIP)付费200个，实现了统筹地区全覆盖、符
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全覆盖，病种覆盖率达到95%，医保基金覆盖率达到80%，这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
的不合理增长，提升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建立的DRG/DIP支付与医疗质量双
挂钩机制，是政策端的又一重要举措。DRG和DIP支付方式改革是近年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的重大
创新。通过将医保支付与医疗质量挂钩，倒逼医疗机构提升效率，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高医疗资源
的利用效率。在实际操作中，医疗机构为了获得更高的医保支付额度，必须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医疗
行为，提高医疗质量。这一机制的实施，对于推动医疗机构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的
促进作用，叠加《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文件落地，倒逼医疗机构提升运营效率与专
科服务能力。

另外，2024年，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是我国医保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通过定期调整医保目
录，可以及时将疗效好、安全性高、价格合理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于创
新药的治疗。2024版医保目录新增47个抗癌药及罕见病药物，谈判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61.7%。医
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和严格的医保基金监管政策，不仅可以保障患者的权益，还能为医疗创新提供有
力的支持。医保部门通过与药企进行谈判，合理确定创新药的医保支付标准，既可以鼓励药企加大研
发投入，推动医疗创新，又可以控制医保费用的增长。同时，严格的医保基金监管政策可以促使医疗
机构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医疗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2024年，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8.46%，在医保基金承压的背景下，商业健康险的保费收
入却实现快速增长，可见，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商业健康险已慢慢成为
人们补充医疗保障、减轻患者医疗负担的一种新选择。随着商业保险渗透率的快速提升，商业保险与
医疗服务的融合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与医疗机构合作，为居民提供健康
管理、疾病预防、医疗治疗等一系列医疗服务活动。这种“保险 + 医疗”的服务模式将给医疗健康服务
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新技术方面，2024年，AI技术的突破发展也正在给医疗服务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医疗AI技术
可以应用于疾病诊断、治疗方案推荐、医疗影像分析等多个领域，如AI辅助诊断系统的应用可以弥补
医生技术水平的不足，提升基层服务能力。通过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等技术手段，基层医疗机构可
以与大医院实现资源共享，让患者在基层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缓解医疗资源不均衡发展的问
题，不仅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还能为医疗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综上可见，2024年，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在政策驱动与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下，正经历着一场深刻
的结构性变革。虽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但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伴随着医疗需求的持续
释放和医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具备良好抗风险能力、核心竞争力和规模优势的医疗机构，将在市
场中抓住机遇，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推动医疗服务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3、医药行业政策
2024年，是十四五规划落地的关键年，医药行业政策以“稳中求进”为核心，通过创新激励、集采控

费、医保改革、行业监管等组合拳，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医药领域，往年以“控费”
为主，2024年更强调“控费+创新双轮驱动”，通过医保谈判、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创新药发展。在医保
方面，2024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更大范围实施，强调医疗费用合理性，医保目录调整更注重临床证
据与患者获益，创新药准入效率进一步提升，一系列政策，展现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医保制
度的决心。在监管层面，全国医药领域整治继续延续，范围覆盖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行业整体合
规成本持续上升。AI的突破发展应用到医药行业领域，政策鼓励AI在药物研发、诊断中的应用，生物
制造获专项资金支持，以推动行业效率提升。中药领域，政策首次系统性提出中药审评“三结合”体
系，推动行业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转型。2024年医药产业国际化合作有新进展，创新药出海和
中医药国际化成为新的增长潜力点。医疗服务方面，政策聚焦于合理用药、提升公立医院的服务质
量、以及推动分级诊疗系统的建设等多个方面。从更广泛的政策视角来看，2024年医药行业的改革将
继续深入，着眼于满足人民健康的需求。企业需在合规化、专业化、数字化方向加速转型，以适应政策
与市场双重挑战。

（1）医药方面
2024年6月，国家中医药局发布《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2024—2026年）》，该计划旨在通过系统

性标准化建设，解决中医药领域质量不高、有标准但应用不足等痛点，为中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技术框架。具体包括建立健全中医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及国际标准的协调机
制，制修订中医诊疗指南、康复方案及少数民族医药标准，完善中药全产业链标准，以提升中药产品质
量；研制中医智能化装备标准，推动标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开展标准数字化试点，利用
前沿技术提升标准质量；完成3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推动针灸针、中药饮片等产品通过 ISO等国
际认证，提升全球认可度。

2024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强调全链条强化政策
保障，统筹用好价格管理、医保支付、商业保险、药品配备使用、投融资等政策，优化审评审批和医疗机
构考核机制，以推动我国创新药的研发和上市。这是我国医药行业在政策层面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创
新药发展进入新阶段。

2024年11月，国家医保局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年）》，本
次调整共有91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30个药品被调出目录，117种目录外药品参加，其中89种谈判竞
价成功，谈判成功率76%，平均降价63%，评审通过率48.6%。本次调整中，从申报环节，后续的评审、
测算到谈判等流程对创新药给予“倾斜”，如在评审测算环节，将创新性作为重要指标，提升创新药的
竞争优势。继续完善续约规则。继续适当放宽部分目录内品种的支付范围，药品可及性和用药公平
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医保药品目录落地发文通知中提到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的有效衔
接。

2024年12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完善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和执行工作机制的通知》在原有
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和执行工作机制，重点从集采药品耗材的进院、使用、监测、
考核、反馈等各环节提出细化措施。旨在巩固深化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成果，让更多患
者受益。

2024年12月，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第十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此次
集采新增1.8倍熔断+复活新机制，竞争空前激烈，累计10批集采成功采购435种药品，已实现国家和
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到500个，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未来医药集采将持续扩容增效。

（2）医疗服务方面
2024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个以

“银发经济”命名的国家级政策文件，聚焦四大方向提出26项举措，包括优化老年健康服务等民生保
障、产业供给升级方案、潜力产业拓展思路、科技创新和金融支持要素保障等举措，以应对老龄化与经
济发展结合，推动“事业产业协同”，指明了“中医药+创新药+智慧康养”的发展方向，以应对我国人口
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变革。

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及鼓励
研发融合数字孪生、脑机交互等先进技术的高端医疗装备和健康用品，打造智能适老的医疗健康终
端，鼓励探索在医疗康复等典型领域的应用，以提升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质量。

202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围绕三医联动和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两大主线展开，倡导深化三明医改经验推广、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体系、
支持创新与中医药发展等改革，以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行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其核心在于构
建公益性导向的医疗生态和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

2024年8月，国家中医药局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该意
见旨在推动县域中医医院全覆盖，2030年前实现县级中医医院设施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引领县域中
医药发展的龙头地位更加突出，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成效更加显著，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综合
救治能力，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为实现“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
疾病在基层解决”提供中医药保障。

（3）医保方面
2024年5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推动医保工作创新发展的

通知》，这是2021年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推广三明经验后的又一关键政策，体现了国家对医保控
费与医疗质量平衡的高度重视，旨在通过深化药品耗材集采改革、强化医保支付管理、优化医疗服务
价格与监管等举措，推动医保基金高效使用，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加速医疗体系回归公益，最终达到促
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的目标。

2024年 5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加强区域协同做好 2024年医药集中采购提质扩面的通
知》（医保8号文件），国家拟打造一个由国家组织的集中采购、省份牵头的全国联盟集中采购为主体，
省级集采为补充的集中采购新格局。文件以“全国联采”形式优化省级联盟采购，进一步扩大联盟范
围，明确国家集采和全国联采采购品种的差异，两者互为补充。国家层面重点针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药品，以及聚焦价格虚高、群众反映强烈的高值医用耗材；全国联采省级层面，重点针对国家组织集采
以外品种，以及采购金额大、覆盖人群广的大品种。一系列举措旨在通过全国性联盟采购和执行机制
优化，推动医药集采向更高效、更公平的方向发展，促进医药行业从分散竞争转向集约化、高质量发
展。

2024年7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印发按病组（DRG）和病种分值（DIP）付费2.0版分组方案
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DRG/DIP2.0版通过科学分组和机制优化，标志着我国医保支付从“形
式改革”向“内涵改革”深化。具体包括通过动态调整与精准分组、特例单议机制完成分组方案优化，
通过基金预付与清算时效机制、数据共享与透明化处理、异地就医整合来进行支付与结算流程改建
等。其核心逻辑是通过经济杠杆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平衡控费与创新，最终实现患者、医保、医疗
机构的多方共赢。

202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意见拟通过
参保扩面、激励约束、服务优化、完善宣传动员四大抓手，构建更可持续的医保参保体系，其核心在于
平衡公平与效率。通过进一步放宽放开参保的户籍限制，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建立居民
医保基金零报销人员的奖励机制，推动更多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推动集采药品更多在基层落
地等举措，把集采红利更多释放给基层。

本公司立足制药工业，打造拥有中药材种植加工提取、原料药到制剂全产业链的化学药、中药、生
物药生产线的综合性制药企业，并不断向医疗服务和大健康领域拓展深耕。公司一直以来，围绕发展
战略目标，持续提升运营管理效率、技术水平及资源整合能力，注重研发创新，不断丰富产品线并提升
产品质量，紧跟市场变化脚步，优化营销策略，通过内生外延方式不断扩大公司规模，实现公司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

（一）主要业务
1、医药工业板块
主要业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药品涵盖化学药、中成药和生物药等多个医药细分行业，产

品涉及肿瘤、心脑血管、妇科、儿科、骨科和呼吸等多个治疗领域。化学药主要产品包括注射用洛铂、
银杏达莫注射液；中成药主要产品包括抗肿瘤类（复方斑蝥胶囊、艾愈胶囊）、心脑血管类（心脉通胶
囊、理气活血滴丸、丹灯通脑滴丸）、男科类（疏肝益阳胶囊）、妇科类（妇炎消胶囊、葆宫止血颗粒、妇科
调经滴丸和岩鹿乳康片）、儿科类（金莲清热泡腾片）、其他（金骨莲胶囊、心胃止痛胶囊和克咳家族产
品）；生物药主要产品包括注射用瑞替普酶、科博肽。

2、医疗服务板块
主要业务包括综合性医院、肿瘤专科医院、肿瘤放疗中心的运营与管理，包括绵阳富临医院、辽阳

中奥肿瘤医院、德阳肿瘤医院等。
3、大健康产业板块
公司大健康板块致力于开发、研制、生产及销售以苗药为特色的大健康产品，产品涵盖糖果、植物

饮料、膏滋等，公司一直努力探索依托公司自营销售团队和电商销售相结合的模式，提高大健康产品
的销售规模和市场份额。

（二）经营模式
1、医药制造板块
（1）采购模式
公司通过运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体系的构建确保采购质量与效率。在体系上，完善供应商筛

选以及跟踪制度等，重点把控原材料的质量和价格招标，规范原材料、辅料和包装材料的招标采购，并

强化对子公司物料招标采购的管理；同时，公司构建集团价格审核中心，联合多部门共同询价并对价

格体系进行监督，增加与生产系统日常交流互动以随时满足采购需求，并通过加大招标力度，按量论

价，签署年度协议等方式最大程度降低采购成本。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GMP常态化的要求组织规范生产，从原料采购、人员配置、设备管理、生产过程、质

量检验及包装运输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药品GMP规范，践行“四个最严”监管理念。公司增设药品

安全委员会，并对产品的制造过程、工艺纪律、卫生环保规范等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除了加强生产

现场的监控考核，确保整个生产过程处于受控状态之外，药物警戒为独立的部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对药品安全负主体责任，各分公司设置专职专岗专员，每天检测疑似药品聚集性不良事件信号，定

期更新药品安全性报告，对药品不良反应组织定期评价。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由质量中心对生产环节的原料、中间产品、半成品、产成品的质量进行检验监

控。与此同时，公司始终将“不断创新”贯穿在生产管理过程中，持续对在研产品进行大生产工艺参数
摸索，为企业新产品的顺利上市做好工艺技术准备，助力公司进一步丰富产品线，提升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

（3）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服务为中心”的市场销售原则，围绕“专业专注、

专业成就未来”的营销理念，开展营销相关工作，并持续加强以自营模式为主的核心产品队伍和营销

队伍建设。公司不断进行销售模式的转型与升级，销售团队建立管理区销售板块模式、加强院外和民
营医院板块开拓，多结构多层级地深入拓展市场，并持续完善终端市场建设，强化终端管控，提升产品
拓展能力。

2、医疗服务板块
公司利用长期建立的医生资源作为技术支撑，建立起高效的内部管理和激励机制。在综合性医

院方面积极调整布局，在肿瘤专科医院方面努力开拓业务，在肿瘤放疗中心方面控制费用以增强盈利
能力，最终为病患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3、大健康板块
公司大健康板块致力于开发、研制、生产及销售以苗药为特色的大健康产品，产品涵盖糖果、植物

饮料、膏滋等，公司一直努力探索依托公司自营销售团队和电商销售相结合的模式，提高大健康产品
的销售规模和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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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24年

4,099,701,241.48
2,489,758,456.49
2,174,031,578.87

2,168,790,977.14

-317,215,358.07

-323,174,293.54

86,873,036.88
-11.781
-0.402
-0.402

2023年
调整后

4,597,253,863.18
2,884,444,484.61
2,820,561,015.00

2,817,705,574.41

103,399,049.91

67,454,913.97

377,609,812.56
3.549
0.131
0.131

调整前
4,780,353,916.87
3,067,544,538.30
2,820,561,015.00

2,817,705,574.41

103,399,049.91

67,454,913.97

377,609,812.56
3.340
0.131
0.131

本年比上年
增减(%)
-10.82
-13.68
-22.92

-23.03

-406.79

-579.10

-76.99
减少 15.33 个百分

点

-406.87
-406.87

2022年
调整后

4,687,029,448.68
2,861,389,059.02
2,735,262,838.67

2,732,131,916.11

-437,857,472.54

-479,247,488.17

345,299,144.63
-14.066
-0.552
-0.552

调整前
4,870,129,502.37
3,044,489,112.71
2,735,262,838.67

2,732,131,916.11

-426,389,854.75

-467,779,870.38

345,299,144.63
-12.960
-0.538
-0.53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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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季 度（1- 3 月
份）

572,646,100.11
-68,454,808.45
-70,793,005.20
95,754,548.97

第 二 季 度（4- 6 月
份）

595,545,323.39
-38,038,625.61
-40,746,693.94
107,342,195.39

第三季度（7-9月份）

545,648,893.87
-62,657,845.21
-68,092,758.30
-3,293,421.75

第四季度（10-12 月
份）

460,191,261.50
-148,064,078.80
-143,541,836.10
-112,930,285.7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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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窦啟玲
吕良丰
张素芬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郎洪平
何小红
牟磊

陈广其
何忠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报告期内增减

0
2,736,087
5,450,000

0
0
0

2,745,100
72,936

2,544,900
526,800

期末持股数量

185,457,636
23,490,560
13,230,000
8,685,953
8,262,700
7,912,009
3,105,800
2,582,936
2,544,900
2,435,000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也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比例(%)

23.42
2.97
1.67
1.1
1.04
1

0.39
0.33
0.32
0.31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48,563
46,054

-
-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质押
无
无

无

无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数量

148,180,650
0
0
0
0

6,500,000
0
0
0
0

股东
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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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艾迪注射液停止生产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未来是否生产具有

不确定性,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3日和2024年4月19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到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公告》(2024-007)、《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收到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监管措施通知书＞的公告》(2024-
016)。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5-010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

1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本次会议于2025年4月24日在公司行政楼会议
室以现场加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其中董事长窦啟玲女士，副董事长窦雅琪女士以
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窦啟玲女士召集和主持。

3、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4、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年度述职报告》；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年
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4、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专项报告》；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
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意见》。

5、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年度履职报
告》；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6、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4
年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对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7、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对2024年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评估报告》；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2024年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8、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3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贵州益佰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的专项说明》。

9、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
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80,535,603.78元。2024年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317,215,358.07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行业发展情况、公司现阶段经营业绩情况、生产
经营需要及未来资金投入的需求等因素后，公司拟定2024年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2024年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24,991,703元（不含
手续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规
定，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
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综上，公司2024年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24,991,703元。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其摘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3年
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13、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的

通知》（财会[2024]24号）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14、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过程中，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
执业准则，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审计工作，如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
司拟续聘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负责公司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聘期一年，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费用共计人民币168万元，
其中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1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53万元。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2024年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

政策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共计7,421.51万元。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

于谨慎性原则和公司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依据充分、合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2024年年
度相关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16、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申请2025年年度
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经协商，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以上授信的授权有效期为自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
项法律文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7、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
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8、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
告》。

19、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拟定于2025年5月16日上午10点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6）。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5-014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证天通”）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4年1月2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1号楼13层1316-1326
首席合伙人：张先云
（2）2024年年度末合伙人为62人，注册会计师为379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

计师为98人；
（3）2023年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45,415.45万元，审计业务收入为24,357.35万元，证券业务收

入为4,563.19万元；
（4）2023年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15家。
2023年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

行业序号
C
F
J
I
D

行业门类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金融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023年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为 1,956.00万元，其中与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8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证天通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
相关规定。中证天通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承担过民事诉讼责任。

3、诚信记录
中证天通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5次、自律监管措施

2次和纪律处分0次。
18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18次、自律监

管措施4次和纪律处分0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基本信息
本次项目合伙人及年报审计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李朝辉、孙太宏，质量控制复核人为邵富霞，相关

情况具体如下：
（1）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朝辉，项目合伙人，1998年注册为执业注册会计师，200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4年至

今在中证天通从事审计工作，2024年起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
告。

孙太宏，注册会计师，2002年注册为执业注册会计师，200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4年至
今在中证天通从事审计工作，2023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2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质量控制复核人
邵富霞，2009年注册为执业注册会计师，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6年至今在中证天通

从事审计工作，2014年至今从事质量控制复核工作，2021年至2022年负责公司年审项目质量控制复
核工作，近三年复核的上市公司7家，挂牌公司24家。

2、诚信记录情况
签字注册会计师孙太宏和质量控制复核人邵富霞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

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项目合伙人李朝辉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贵州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1次。除此之外，李朝辉未

受到其他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质
量控制复核人具备相应专业能力和丰富的从业经验。李朝辉处罚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1

姓名

李朝辉

处理处罚日期

2024年12月31日

处理处罚类
型

警示函监管
措施

实施单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贵州证监局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执业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业务，未关注公司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关会计处

理，未合理运用职业判断

3、独立性
中证天通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复核人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

道德守则》进行审计工作，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中证天通审计费用定价原则主要基于业务规模、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

度，综合考虑业务人员的经验和级别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费用共计人
民币168万元，其中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1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53
万元,本期审计费用较上一期审计费用无变化，该事项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中证天通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和独立性等进行
了充分了解和审查，审计委员会认为：中证天通在公司2024年审计工作中，能够按照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则实施审计工作，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
工作，如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出良好执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同时，中证天通及相
关审计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因此，中证天通能够
满足公司 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中证天通为公司
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中证天通为公司2025年年度财
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 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 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3271 证券简称：永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1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5年5月15日13:30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永杰新材：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8）。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司拟
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
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
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
务用户使用手册》（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
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

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3271 证券简称：永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0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09日（星期五）13:30-14: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9日（星期二）至05月0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yjxc@dongnanal.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4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05月09日（星期五）13:30-14:3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09日（星期五）13:30-14: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建国

董事会秘书：杨洪辉

财务总监：陈思

独立董事：毛骁骁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09日（星期五）13:30-14: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9日（星期二）至05月0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yjxc@dongnana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洪辉

电话：0571-82986562
邮箱：yjxc@dongnana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