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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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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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变更，为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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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0,01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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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系行业内集医药零售、医药代理及终端集采、研发生产四位一体，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科技型、生态型企业。

公司同时具备向上游医药制造产业及下游终端健康服务的垂直整合能力，形成“双向发力、全链共生”的产业协同效应。 

公司聚焦以医药终端为核心战略锚点，通过产品矩阵、终端网络双向发力，依托药店商学院、数智研究院、药物研

究院三大引擎，打造了零售终端网络、医药代理、终端集采、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医药健康产业生态闭环，实现从传统

零售向新零售数字化跃迁，从产品代理向全价值链医药生态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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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医药零售、代理及终端集采业务，属于医药流通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F 门类“批发和零售业”，其中，医药代理及终端集采业务板块属于 51 大类“批发业”下的 515 中类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医药零售业务板块属于 52 大类“零售业”下的 525 中类“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根据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F），其中医药批发板块

属于细分行业“批发业”（F51）；医药零售板块属于细分行业“零售业”（F52）。 

2023 年，公司通过收购神华药业，进军医药研发生产业务，形成四位一体的业务生态架构。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4754-2017），公司医药工业生产板块所处行业属于 C 门类 27 大类“医药制造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 

（二）行业发展概述 

1、医药行业周期换挡，结构性增长特征凸显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国家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重点培育医药领域新质生产力，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发布了一系列行业政策，

促进医药行业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健康中国 2030”战略与医保支付改革双向驱动行业发展。2024 年，医药行业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升级”特征。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医药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预测达 18,638 亿元，同比下滑 1.2%。从实现药

品销售的三大终端的销售额分布来看，2024 年公立医院终端市场份额最大，占比为 59.8%；零售药店终端市场份额为

30.8%，比 2023 年增加 1.5 个百分点；公立基层医疗终端市场份额为 9.4%，与 2023 年持平。 

在医保控费、集采等市场大环境下，医药行业增速有所放缓，形成结构性分化，医药健康行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

的关键阶段。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传统渠道增速普遍承压，实体药店与 B2C 平台均面临客流量增长趋缓的挑战。但伴

随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国民健康意识提升，慢病管理、院外市场及创新疗法等领域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政策层面持续

推进医药分家、处方外流等改革措施，驱动零售终端向专业化服务转型，行业集中度提升趋势明显，具备全渠道运营能

力与合规化体系的企业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对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专业服务能力强且合规经营的医药企业长期利好

趋势不变，合规化、专业化企业竞争优势凸显。 

2、银发经济重塑市场格局，慢病生态建设提速 

人口结构拐点催生万亿级健康消费需求市场。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

截至 2023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9,69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1%；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676 万

人，占总人口的 15.4%。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未来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所占

比例将继续升高。老年人对于药品及保健用品的需求量较大，同时受生活节奏、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慢性病患

者的数量将呈上升趋势，医药健康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2024 年 1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并重点针对 4 个方面提出 26 项举措，《意见》提出要扩大中医药在养生保健领域的应

用，发展老年病、慢性病防治等中医药服务等，将有力促进中医药市场的发展。中医药在老年健康服务中的应用场景加

速拓展，带动防治结合的一体化服务模式兴起。 

3、创新研发成为医药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2024 年，医药行业的创新研发继续作为推动医药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根据《“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

的解读，我国医药工业产业创新取得新突破，整体发展水平跃上新台阶。迈入“创新驱动”与“政策红利”双轮共振的

新周期，2024 年，我国新药上市步伐持续加快，中国创新药正在不断实现新突破。 

在政策层面，2024 年国常会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进一步促进创新药行业产业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从多个环节支持创新药产业链发展，彰显创新药重要发展地位。同时，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中药标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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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规定》，自 2025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激发中药创新药动力。 

4、数字基建重构产业生态，智慧供应链价值凸显 

2024 年，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提升，同时增强供

应保障能力。此外，数字化手段还被广泛应用于优化库存管理水平，并显著提高了药店的运营效率。国家商务部《关于

“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数字化、智能化、集约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到

2025 年要建成创新引领、科技赋能、覆盖城乡、布局均衡、协同发展、安全便利的现代药品流通体系。支持药品批发企

业完善城乡供应网络，增强综合服务能力；零售药店经营能力持续提升，更好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医药物流信息化技术

加速应用，智慧医药供应链逐步健全。医药电商在规范管理基础上呈现特色化、多样化发展的特征。 

流通企业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实现采购、库存、物流的全流程优化，零售终端借助智能工具强化用户画像与精准服

务能力。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双重驱动下，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型服务体系加速成型，技术赋能带来的降本增效成

果逐步显现。 

5、专业化服务模式崛起，终端赋能价值深化 

CSO 市场呈现专业化发展趋势。在行业集中度提升过程中，专业化的 CSO 服务与终端赋能体系成为破局的关键因素。

针对药店终端的运营痛点，通过品牌运营、技术输出与供应链整合构建深度合作关系，帮助中小型药店提升品类管理、

患者服务等核心能力。随着院外市场重要性持续提升，具备全域营销能力和终端服务网络的企业将更好把握处方外流的

机遇。 

2024 年以来，随着医药零售终端的增速放缓，竞争更加激烈，越来越多药店终端重视与品牌运营企业的深度合作，

并且以零售技术输出为代表的赋能模式受到行业好评。 

6、终端集采服务纵深发展，互联网赋能提升效率 

国家商务部《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健全药品批发企业完

善城乡供应网络，增强综合服务能力；零售药店经营能力持续提升，更好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要求。终端集采业务的主

要目标客户为单体药店或小型连锁药店，是医药零售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线城市较少，主要集中于二三级城市及

以下地区。单体药店或小型连锁药店由于体量小，与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不足，往往采购成本较高、利润空间较低，

甚至存在一些医药品种无法购进的情况，经营和服务水平能力有限。终端集采业务提供一站式配送等服务，可以提升该

类药店市场竞争力和运营能力。 

终端集采呈现“区域深耕+品类扩展”特征。虽然近年来我国零售药店连锁化率逐步攀升，大中型医药零售连锁药

店兼并重组步伐加快，但单体药店及小型连锁药店仍占较大比例。该类药店通常已在当地建立彼此信任的熟人圈，长期

的慢性病顾客是其稳定的客户源，具有一定的经营成本优势。同时，在医院处方外流的大趋势下，位于医院附近的单体

药店及小型连锁药店能够承接部分外流处方，产生业务增量，仍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同时以 B2B 为代表的互联网模式，

逐渐得到普及，受到集采目标药店的欢迎，极大地加快药品的流转速度和效率。 

7、政策监管系统升级，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4 年医药监管呈现“全链条、穿透式”特点。相关部门持续推动价格监测覆盖至零售终端，医药监管呈现全链

条穿透式管理特征，在强化网络销售合规性、价格监测的同时，通过医保支付改革为创新产品开辟市场通道。政策环境

倒逼企业加速构建覆盖研发、生产、流通的合规管理体系，推动行业走向规范发展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提前完成标准

化建设且具备持续改进能力的企业更具发展韧性。 

2025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

出，到 2027 年，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法律法规制度更加完善，监管体系、监管机制、监管方式更好适应医药创新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需求，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质量效率明显提升，全生命周期监管显著加强，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高，建

成与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到 2035 年，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有效、可及得到充分保障，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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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强的创新创造力和全球竞争力，基本实现监管现代化。 

8、公司所在医药零售行业发展概况 

（1）医药零售行业增速放缓，网上药店规模增速较快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医药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预测达 18,638 亿元，同比下滑 1.2%。受人

口、经济大环境及门诊共济等医疗改革影响，零售终端药品销售规模增速持续放缓。 

2013—2024 年中国零售终端（实体药店+网上药店）药品销售规模 

 

 

图片来源：米内零售观察 

2024 年网上药店药品规模为 758 亿元，较 2023 年增长 14.4%，优于线下实体药店药品增速，但与 2023 年相比，其

增速也腰斩过半。从终端渠道占比来看，2024 年，线下实体药店（含 O2O）药品销售规模占比 86.8%，网上药店药品规

模占 13.2%，网上药店的市场贡献度较 2023 年增加了 1.2 个百分点。2024 年中国实体药店市场零售规模（药品+非药）

达 6,119 亿元，较 2023 年同期下降了 1.8%，这与人口减少、实体药店客单及客品数减少、医保个账改革、消费者有更

多的购买渠道选择等有密切联系。 

（2）行业集中度仍在不断提升，头部连锁竞争优势不断显现 

根据国家商务部发布《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培育形成

5-10 家超五百亿元的专业化、多元化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零售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零售市场总额 65%以上；药

品零售连锁率接近 70%”的目标，鼓励医药零售行业头部企业快速做大做强，未来行业集中度有望持续提升。 

2024 年以来，国家“医保、医疗、医药”改革持续深入，关于医药改革、基本医疗保险、医保个账和门诊统筹系

列政策的落地实施，以及医保合规监管持续加强，行业价格专项治理、四同比价系统上线、线上医保结算等政策，都将

有力地推动和提升行业集中度和连锁化率，在监管趋严、价格透明度提高的趋势下，合规运营、精细管理、选品和服务

能力更强的大型连锁药店将进一步凸显优势，市场集中度有望加速提升。而龙头医药连锁药店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丰

富的产品矩阵、数字化赋能的合规管理等经营优势，有望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随着医保门诊统筹政策的推进，

合规性更强的龙头连锁药店获得了更多的门诊统筹资质，客流也进一步向大型连锁药店集中，对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

专业服务能力强且合规经营的大型头部连锁医药零售企业长期利好的趋势不变。 

（3）医保定点药店率稳步提升，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长期利好 

根据《“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规划，到 2025 年，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基本完成待遇保障、筹资运

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医保管理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任务，医疗保障政策规范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便捷化、改革协同化程度明显提升。尽管不同区域医保定点政策具有颇多差异，但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

合格即予准入的协议制成为趋势，医保定点药店的数量及占比持续提高。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了《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

统筹管理的通知》（医保办发〔2023〕4 号文），根据文件要求，鼓励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自愿申请开通门诊统筹服

务，为参保人员提供门诊统筹用药保障。未来医保参保人员可以凭定点医药机构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医保目录内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药品，发生的费用可由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 

医保账户改革转向“按病分配”加强共济性，医保资金更多流向看病购药需求大的人群，提高了流动性。医保账户

改革前，参保人个人缴纳医保的全部以及单位缴费的部分被划入医保个人账户，医院门诊就医或药店购药的花费只能由

个人账户支付。改革后，参保人单位缴费的部分被划入统筹医保基金，同时统筹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扩大，囊括了门诊

报销、住院报销和药店购药报销。医保账户改革实质是就医保障模式的转变，医保基金“按人分配”模式已转向“按病

分配”。零售药店销售便利性将更加突显，处方外流有望得到进一步推进，零售市场份额会得到进一步扩大。  

（4）药店数智化进阶驱动全链条效率革命发展与线上线下服务融合 

随着 AI 技术应用从前端营销向后端供应链渗透，药店经营能力持续提升。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

的完善和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等政策的实施，零售药店不断提升对接医保信息平台、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等信息化

建设水平，健全药品储存和配送体系，配备专业人才对患者开展合理用药指导，零售药店在加快向数智化、专业化转型。

同时，零售连锁企业加强医药电商业务拓展，利用互联网平台扩大药店服务内容和辐射半径，线上线下服务进一步融合,

线上药品销售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9、医药制造业复苏缓慢，生物药领域发展前景广阔 

2024 年公司所在医药制造业增长缓慢，2024 年 1-11 月医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低于工业整体，也

低于汽车、计算机等其他行业。营业收入逐月改善，但利润水平持续下滑。2024 年 1-11 月,医药制造业累计营业收入

22,633.7 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累计营业利润 3,068.8 亿元，同比下滑 2.2%；累计利润总额 3,050.7 亿元，同比下滑

2.7%。受集采扩面、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部分医药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在医药制造业复苏缓慢的同时，生物制药板块保持快速增长、前景广阔。国家层面的政策汇总显示，国务院、发改

委、药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陆续印发了支持性政策，内容覆盖了生物制药的发展方向、研发生产规范及新技术

等方面。特别是《“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发布，为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定位。 

（三）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 

公司系行业内集医药零售、医药代理及终端集采、研发生产四位一体，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科技型、生态型企业。

公司以“华人健康、健康华人”为使命，用科技、智慧和文化的力量，赋能医药生态。通过口碑服务、专业赋能、技术

创新、品牌打造、优质产品，在医药零售、医药代理、终端集采、研发生产都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公司连续三年被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评为安徽省民营企业服务业百强企业，华人健康 2024 年度位居第 46 位。公司开创产品+赋能营销模式，是行业最早提出

CSO 品牌直供模式企业之一，是医药 OEM 代理营销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先品牌。旗下终端赋能品牌-华人健康商学院，长期

为医药零售行业培养专业人才、贡献药店智慧。其一年一度主办的“锐思会”等成为行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盛会之一，

为推动行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医药零售板块，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直营门店 1,774 家，覆盖安徽、江苏、浙江等市场，从安徽省最大的医

药零售连锁企业，逐渐成长为长三角区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局部市场领先的零售品牌。2024 年上半年米内网公布的全国

零售连锁直营连锁排名、综合实力排名中分别是 16、17 名，在《中国药店》杂志社公布的 2024-2025 年度中国药店价值

榜及直营连锁 100 强中排名第 19 位、12 位，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在医药研发生产领域，神华药业是国内最早的真菌药物以及黄原胶生产研发基地，长期致力于真菌药用和保健功能

的开发与研究，是专业从事真菌生物发酵制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的现代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神华维康及其他诸多品牌，其脑心舒口服液、胃乐舒口服液等在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公司获评“2024 江苏省智能制造车

间”“2024 江苏省五星上云企业”等荣誉。 

在终端集采领域，汇达药业开创了“前店后厂、资源共享的一站式赋能模式”，聚焦更基层的县乡市场小微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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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链接服务和专业赋能以及“全方”系列共建品牌商品，助力客户业绩提升和规范发展，深受市场的好评。 

在科技创新方面，子公司江苏神华药业有限公司、合肥捷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正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均先

后获批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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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4,828,108,351.67 4,611,697,919.65 4.69% 2,576,184,94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005,289,910.33 1,943,533,127.04 3.18% 947,278,655.70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营业收入 4,531,692,295.23 3,797,160,297.68 19.34% 3,262,425,07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7,699,528.81 114,667,584.92 20.09% 160,776,07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9,048,863.19 105,941,242.03 21.81% 151,115,84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71,758,266.40 131,373,207.72 335.22% 173,836,65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29 17.24%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29 17.24%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96% 6.59% 0.37%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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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366,687.97 1,063,050,677.02 1,101,865,551.67 1,262,409,37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7,772,301.04 25,197,537.26 34,959,769.18 29,769,92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5,535,964.51 24,821,894.69 29,860,045.16 28,830,95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7,539,855.26 241,391,470.23 -5,095,868.61 177,922,8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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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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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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10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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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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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2% 200,493,326.00 200,493,326.00 质押 51,000,000.00 

阿里健

康科技

（中

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35% 29,412,073.00 0.00 不适用 0.00 

何家伦 
境内自

然人 
6.89% 27,572,335.00 27,572,335.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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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4.07% 16,264,189.00 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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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16,098,366.00 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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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8,221,509.00 8,221,509.00 不适用 0.00 

黄山赛

富旅游

文化产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6% 7,053,701.00 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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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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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3% 6,923,376.00 6,923,376.00 不适用 0.00 

合肥康

凡股权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1% 4,056,665.00 4,056,665.00 不适用 0.00 

合肥时

达股权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9% 3,570,136.00 3,570,136.00 质押 3,57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何家乐与何家伦系兄弟关系，何家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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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赛富璞鑫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与黄山赛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系同一控制下企业。除上述关联关系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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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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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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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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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