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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编号：临 2016-096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报刊媒体涉及本公司报道内容的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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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报道情况 

近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本公司、公司）关

注到《证券市场周刊》2016年 9月 3日发表的《康恩贝面临巨额商誉减值隐患》报

道文章，该文涉及的主要内容为“康恩贝收购的多家公司业绩表现欠佳，面临商誉

减值风险”。后该报道也有多家国内媒体转载。 

二、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上述媒体报道文章内容，本公司进行了认真的核实与分析，现就相关事项

说明如下： 

1、报道提出“珍诚医药 2016年上半年净利润完成率仅有 3.4%，均是经营性因

素所致，而且药品降价、行业竞争这些不利因素也将长期存在，珍诚医药如果下半

年仍然无法完成预估值，账面巨额商誉恐怕将面临减值风险。” 

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2014年 12月，本公司以 2.71亿元受让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珍诚医药）30.81%的股权。2015 年 5 月，本公司以 2.3265 亿元继续收购珍诚医药

26.44%股权，合计持有珍诚医药 57.25%股权，该公司于 2015 年 6 月纳入本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并入帐形成商誉 2.19亿元。 

    珍诚医药 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 2,749万元，未达到收购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

告书预测数 5,295万元，本公司在 2016年 4月 12日专门披露了临 2016-040号《公

司董事长、总裁关于公司 2015年重大资产购买标的未实现盈利预测数的说明及致歉

公告》。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信资评咨字〔2016〕第 3001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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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15年末已按持股比例（57.25%）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501.66万元。截至 2016

年 6月 30日，本公司收购珍诚医药形成的账面商誉净值为 1.64亿元。 

以上有关事项的详细情况可见参见 2015 年 5 月 28日公司公告披露的《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购买报告书》以及《公司 2015年度报告》。  

今年以来，国内经济环境和医药行业政策总体依然延续以往，大多数医药企业

面临的经营困难因素增多，而珍诚医药作为网上交易为主的医药批发经销商还遇到

了新的政策不利影响，比如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互联网网上药品第三方平台销售暂

停政策，网上处方药销售政策明确暂不出台，以及为减少医药流通环节拟实施的药

品销售“两票制”政策等，增加了其部分下游市场拓展的困难和部分客户的流失；

同时，由于 B2B 电子商务行业的竞争加剧，使珍诚医药原有的客户关系及业务受到

冲击，原高毛利品种销售毛利下降；其供应链金融增值服务业务在资金市场利率继

续下降的背景下盈利空间进一步缩小，同时风险增加，所以采取了主动控制规模的

措施；再加上该公司对涉诉应收账款（主要为供应链金融增值服务业务）的坏账准

备计提增加等原因，导致珍诚医药 2016年上半年净利润大幅滑坡，净利润仅达成重

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预计 2016年度净利润 8,245 万元的 3.40%。 

本公司管理层已关注到珍诚医药 2016 年上半年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经营业

绩下滑情况，并评估了珍诚医药商誉价值变动状况。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资料，商

誉系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时购买企业投资成本超过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

差额。从企业经济价值的角度讲，商誉也是企业整体价值(既包括反映在其会计报表

账面内的资产价值，也包括会计报表以外的资产，例如市场网络、商标、技术和团

队等）的组成部分。通常，盈利指标只是评估企业价值包括商誉价值变动的其中一

个很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和指标。因此，本公司认为，珍诚医药作为一家

互联网药品流通企业，其包括商誉在内的整体价值变动，既要考量其一定期间内的

盈利情况和指标，更要考虑其市场网络拓展、信息化服务能力、策略性资源投入规

模、药品终端配送能力等非财务指标的影响。另一方面，珍诚医药经营计划按年度

为一个周期整体实施，若仅以上半年的经营业绩来评估商誉是否存在大额减值不够

系统、完整，也较难客观准确把握。此外，本公司管理层也关注到，由于浙江省“两

票制”政策自 2016年 7月起推广，我们尚无法全面、有效评估该政策对珍诚医药业

务与经营业绩的影响程度。所以，本公司管理层认为，在 2016年末，基于珍诚医药

2016 年整体运营情况，将在聘请的专业评估机构对珍诚医药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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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本公司管理层来判断确认珍诚医药商誉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是否需要计提减

值准备，及计提的具体数额等，会更符合实际情况，也符合会计准则的一般要求。  

同时，为改善珍诚医药的经营，公司已安排专业人才加强其对医院终端客户市

场开发及营销力量；同时进一步增加康恩贝产品通过其平台销售的规模，提升其在

浙江省终端市场药品配送的竞争力。针对珍诚医药业务拓展迟缓问题，本公司将加

派专业管理人员，并进一步推进并购后管理整合工作，力争使珍诚医药在较短时间

内克服困难，实现经营和业绩的稳定。 

2、报道提出，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希陶公司）“从

收购完成后的 2014年开始，云南希陶公司业绩就发生大变脸，收入净利润连年下滑，

经营每况愈下”。 

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云南希陶公司自 2012 年本公司收购以来的三年业绩承诺期内（2012 年-2014

年）盈利能力良好，均完成各期业绩承诺。对此本公司在相应年度的年报中都做了

详细披露。 

云南希陶公司从 2015年度起业绩下滑明显，主要系受医药行业相关政策变化影

响。如，中药提取代加工业务受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药监药化监〔2014〕135

号的政策影响，自 2016 年 1月 1日起不得接受中药提取代加工业务，致使云南希陶

公司安宁分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度收入同比减少 1,600 万元，净利润同比减少 806

万元；此外，由于药品市场竞争激烈和招投标政策性压价等，云南希陶公司重点产

品龙金通淋胶囊招标价持续下降，部分省区未中标，及低价弃标，受医院限方等影

响，销售下滑；还有，云南希陶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因部分业

务员及代理产品的流失，进行了营销渠道及产品结构调整，销售下降幅度较大，2015

年度和 2016年上半年分别亏损 212万元、166 万元。 

云南希陶公司由于医药行业政策、营销团队人才流失、营销渠道及产品结构调

整等因素，虽自 2015 年度起出现了业绩下滑，但为节约成本并优化资源配置，根据

本公司的内部整合部署，云南希陶公司和云南康恩贝植物药有限公司 2015 年末完成

了吸收合并工作。今年以来，云南希陶公司致力于销售团队的整合重建，加强团队

建设，积极布局、推进和拓展独家品种三七药酒、紫草婴儿软膏的销售：三七药酒

重点开发连锁药店，试行开发医疗诊所，开始布局全国；紫草婴儿软膏以云南板块

为中心辐射全国市场，2016年上半年度 2项产品销售实现较大增幅。此外，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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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公司银杏叶产业链建设，云南希陶公司安宁分公司原服务于代加工业务的中

药材提取车间将部分改造成银杏叶提取车间，以扩大公司银杏提取生产能力。公司

相信，通过上述各项措施与努力，云南希陶公司经营状况将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全面

企稳，并在 2017年度实现恢复性增长。 

3、报道提出“公司因收购内蒙古康恩贝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康恩

贝公司）形成的账面商誉为 1.45亿元。不过，康恩贝并未对其计提任何的减值准备，

此种会计处理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2012年 8月，公司以 2亿元受让内蒙古康恩贝公司 88%股权，并因此次收购形

成商誉 1.45亿元。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相关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析报告》（坤元评咨〔2015〕

17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内蒙古康恩贝药业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6〕138 号），

基于中介机构的专业判断以及经公司管理层讨论，公司认为因收购内蒙古康恩贝公

司形成的商誉 1.45亿元在 2014年度及 2015 年度均不存在减值风险，不需要计提减

值准备。 

本公司于 2012年 8月收购控股内蒙古康恩贝公司之前，该公司处于多年持续亏

损且生产经营几乎陷入停顿状态。本公司控股后，对该公司经营领导层做了调整，

并帮助支持其在生产线改造、产品质量完善和市场营销网络重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使其生产经营逐步进入正常。内蒙古康恩贝公司核心产品麝香通心滴丸 2013

年至 2016年 6月销售额逐年递增，分别为 4,198 万元、6,661万元、7,001万元和

4,031 万。总体看虽然销售逐年上升，但鉴于原市场基础薄弱，营销网络重建，市

场开发布局需逐步推进等，加上近年来国家药品招投标等政策多变等因素影响，导

致这几年麝香通心滴丸的销售规模没有达到预期,盈利能力较差。但随着营销网络建

设推进，市场开发不断取得成效，以及政府加强对中医药支持和医保、招投标政策

的完善，该产品的市场优势和潜力将加快得到释放。 

2013年以来，内蒙古康恩贝公司在麝香通心滴丸学术研究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循证医学证据。麝香通心滴丸已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急性心肌梗死中医临床诊疗指南》推荐用药和《胸痹（不稳定性心绞痛）中医临

床诊疗指南》推荐用药。2016年 8月，麝香通心滴丸改善冠慢血流现象（CSFP）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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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被欧洲心血管与介入性放射协会会刊收录，中成药麝香通心滴丸成功登陆欧洲主

流学术会议改善 CSFP 研究被欧洲心血管和介入放射协会会议收录。 

根据对内蒙古康恩贝公司麝香通心滴丸药品资源稀缺性、学术研究所取得成果、

市场营销网络建设及麝香通心滴丸市场发展前景的认可，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同意公司以5,000万元受让内蒙古康恩贝公司剩余12%的股权（具体详见公司2016

年 8月 25日披露的临 2016-093号《公司关于受让内蒙古康恩贝药业有限公司少数

股东股权的公告》）。综合上述因素，公司管理层认为因收购内蒙古康恩贝公司形

成的账面商誉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4、报道提出“公司收购的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司康药业公

司）盈利能力不高。”  

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首先，耐司康药业公司并非本公司收购的子公司，而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

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公司）受托经营管理的一家企

业。有关事项详见 2015 年 11月 3日披露的临 2015-096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托管理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公司自 2016 年 1月 1日起

可以对耐司康药业公司的经营、财务活动等施加控制，并且收取的托管费除固定部

分外，还可根据耐司康药业公司的盈利情况取得可变回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中“控制”的定义。故金华康恩贝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起将耐司康药业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报道提出“康恩贝 2016年半年报第 23 页披露了 10家主要子公司的经营情

况，据《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统计，其中有 6 家子公司均是对外收购而来，这 6 家

子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合计贡献的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20.08 亿元、2.33 亿元。上

市公司 2016 年上半年收入、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0.50 亿元、3.07 亿

元。剔除掉上述 6 家子公司后，康恩贝内生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10.42 亿元、0.74

亿元。” 

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从报道的数据涉及范围看，该报道统计的 6 家子公司系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

限公司、云南希陶公司、上海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内蒙古康恩贝公司、贵州拜特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拜特公司）及珍诚医药，该 6家公司 2016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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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并抵消后贡献的收入为 18.01 亿元，贡献的净利润（账面价值口径）为 2.21

亿元。若按报道上统计的口径，在剔除上述 6 家子公司收入后，所谓内生性收入为

12.49 亿元。但在测算对应内生性净利润时，应该考虑收购贵州拜特公司、珍诚医

药增加有息债务利息支出相应减少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 4,198 万，及考虑非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摊销影响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90 万元，因

此，剔除上述 6家子公司并考虑上述二个影响因素后测算的内生性净利润约为 1.27

亿元。 

公司内生增长不理想，主要系因公司营销队伍建设进度不理想，部分重点品种

如前列康、珍视明等营销模式、瓶颈未能有效突破；医药行业政策变化阶段性负面

影响明显，如阿乐欣、龙金通淋等产品受招投标降价、二次议价降价限价及限方等

影响明显，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前期新版 GMP 改造、产能扩充及环保

整治、产品批文转移和人员薪酬提高等因素使公司成本、费用上升明显；由于公司

营销、产能整合进展较缓慢，费用控制未达到预期。 

针对内生性增长存在的问题，公司已进一步采取措施，如大力推进营销网络规

划与建设、努力推进重点单品麝香通心滴丸、必坦、复方鱼腥草合剂、三七药酒、

婴儿紫草软膏等产品的市场开发；积极拓展金奥康等产品省外市场；积极推动珍诚

医药的零售及医疗终端开发工作，发挥其互联网企业优势，提升对浙江市场终端的

占有率。下一阶段，公司除上述措施的稳定推行外，拟通过进一步推进营销及管理

整合，提升营运效率，降低成本费用；及继续重视应对医药行业政策变化，从“危”

中寻找突破、发展的新机会。 

6、报道提出“康恩贝投入明显不足。财报显示，康恩贝 2016 年上半年研究开

发费用 6，111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仅有 1.97%。相比恒瑞医药（600276.SH）

等医药类上市公司，康恩贝的研发投入明显偏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 2016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50亿元，其中医药工业收入 18.59

万元。公司 2016年上半年研究开发费用 6,111 万元，占当期医药工业销售收入的比

例为 3.29%，较 2015 年度增加 0.05 个百分点，较 2014 年增加 0.15 个百分点。对

比公司近三年的研发投入情况，2013年-2015 年每年研发投入平均递增约 13%。2016

年上半年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也增长 13%。且各报告期内本公司（母公司）和属

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子公司研发费用支出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比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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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16年上半年度研发投入情况，本公司研发投入占医

药工业收入的比例为 3.29%，超过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2.98%，具体如下表： 

证券代码 
同行业可比公

司 

研发投入占工业

收入的比例（%）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比例（%） 

600664.SH 哈药股份   3.84 1.40 

000538.SZ 云南白药  1.02 0.45 

600085.SH 同仁堂   0.97 0.58 

600332.SH 白云山   1.86 1.41 

000513.SZ 丽珠集团  4.57 4.55 

600276.SH 恒瑞医药 9.31 9.26 

600750.SH 江中医药 2.68 2.67 

000766.SZ 通化金马 3.11 3.11 

000566.SZ 海南海药 1.91 1.89 

000650.SZ 仁和药业 0.55 0.55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2.98 2.59 

600572.SH 康恩贝 3.29 1.97 

本公司一直以来十分重视药品研发工作，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6 年上半年

度公司研发工作重点突出，成效良好，研发工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半年度报告中“董

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9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