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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回款问题积弊

已久，一家医药流通企业选

择了诉诸法律。

近日，海王生物（000078.

SZ）公告称，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连续12个月作为原告诉讼

案件涉诉金额合计约为 4.8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37%，主要为

公司作为原告要求对方支付

拖欠公司的应收账款。

其中，被告为公立医疗

机构的案件有 10 起，共涉

及 8 家公立医疗机构，诉讼

金额超过 3 亿元。截至目

前，仅和田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将全部款项支付完毕。

财报显示，医药商业流

通业务是海王生物的主要收

入来源，占比常年在 70%以

上，公司主要客户为二级以

上公立医院，但因回款账期

的增加，海王生物近年来经

受了较大压力。

长期以来，医疗机构拖

欠 货 款 现 象 被 视 为“ 老 大

难”。去年 2 月，国家医保局

原副局长陈金甫曾指出，“医

药行业特别是耗材领域，货

款的积压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药品半年以上、耗材一年

以上未回款的占很大比例。”

公司遭遇“回款难”的

具体原因是什么？以及给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带来了

哪些影响？《中国经营报》记

者致电致函海王生物方面，

相关工作人员称，“目前处

于半年报披露窗口期，公司

不便就相关经营问题接受

任何调研或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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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生物“追债”起诉8家公立医疗机构

创新药收入创新高 恒瑞医药业绩探底回升

公告显示，截至8月15日，海王

生物及控股子公司连续12个月累

计发生案件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

约为5.3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1.4%。

海王生物方面表示，其披露上

述情况事项的原因在于根据有关

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诉讼、仲裁

事项应当采取连续12个月累计计

算的原则，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

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已达到披露

标准。

不过，记者查阅公司历年公告

注意到，这是海王生物自其1998年

在深交所上市以来，首次就公司累

计诉讼、仲裁情况进行单独公开披

露。海王生物方面表示，此次公告

后，公司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

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持续加强经

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同

时将积极妥善处理好相关被诉事

项，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告附件的统计表显示，海王

生物作为原告的案件共 71 起，作

为被告的案件共 38 起（单笔涉案

金额均在 1000 万元以下，涉诉金

额合计为 4836.27 万元）。在具体

披露相关情况的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作为原告的 14 起案件中，有 10

起与公立医疗机构有关，被告为8

家公立医疗机构，涉诉金额合计

超过3亿元。

其中，诉讼金额最大的一笔来

自河南德济堂医药有限公司（海王

生物持股65%的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德济堂”）与汝州市人民医院

的买卖合同纠纷，达7000.36万元，

该案件进展是法院已出具民事调

解书，对方根据民事调解书按月回

款中。

年报显示，河南德济堂主要在

河南省禹州市开展医药流通业务，

河南也是海王生物最早开展医药流

通业务的省份之一。2022年，河南

德济堂营业收入约为2.23亿元，亏

损约3097.95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为-3742.11 万元。截至 2022 年

年末，该子公司总资产约为5.49亿

元，总负债约为4.29亿元。

除了汝州市人民医院，汝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汝州市妇幼保健

院、汝州市中医院也均与河南德济

堂产生买卖合同纠纷，涉诉金额分

别合计为 7536.03 万元、874.92 万

元、9043.06万元。

从公开信息上看，汝州市人民

医院、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2020

年已和海王生物有所来往。年报显

示，2020年年末，海王生物对这两家

医院的其他应收款合计约为1.2亿

元，款项性质为“借款”，账龄在1年

以内、1年～2年。2021年年末，来

自上述两家医院的其他应收款（性

质仍为“借款”）数额有所减少，账龄

在3年以内，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合

计约为749万元。

到了2022年年末，海王生物对

汝州市人民医院、汝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的其他应收款合计约为1亿元，

但款项性质发生改变，为“往来款”，

账龄包括1年～2年、2年～3年以及

3年以内，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为4.56%，坏账准备期末

余额合计约为1954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2022

年，汝州市人民医院、汝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持续位居海王生物其他

应收款的前五名欠款方之列。截

至2022年年末，公司还有两笔性质

为保证金的其他应收款，分别来自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约1亿

元，账龄在3年以上）以及枣庄市台

儿庄区人民医院（约4118万元，账

龄在1年之内）。

涉诉金额超3亿元

本报记者 晏国文 曹学平

北京报道

日前，恒瑞医药（600276.

SH）披露了 2023 年半年报 。

2023年上半年，恒瑞医药营业

收入为 111.7 亿元，净利润为

23.08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9.19%和8.91%。继今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恢复正增长

之后，恒瑞医药业绩继续保持

增长态势。

半年报一大亮点是创新

药收入创新高。2023 年上半

年，恒瑞医药创新药收入和占

比均有所提升。2022年，恒瑞

医药实现营业收入 212.75 亿

元，其中，创新药含税销售收

入为 86.13 亿元，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为 40.48%。2023 年上

半年，恒瑞医药创新药收入为

49.62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为44.43%。

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

注意到，恒瑞医药今年上半年

营收和利润仍未回到 2021 年

同期的高点。

“2023 年上半年，我国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

进。仿制药集中带量采购常态

化开展，采购范围不断扩大。

国家持续鼓励新药研发，在推

进审评审批不断提速的同时，

强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

者获益为核心的药物研发理

念，引导医药企业差异化创

新。随着研发提速、创新提质，

公司正在加速向创新驱动及高

质量发展阶段转型。”恒瑞医药

在半年报中表示。

海王生物此次公告的欠款纠

纷或只是其遭遇“回款难”的冰山

一角。

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海王

生物的应收账款约197亿元，占流

动资产的比例为 61.5%，占总资产

的比例为 53.67%。2022 年年报披

露，公司应收医院客户账款的期

末余额约为170亿元，约占应收账

款合计数的88%。其中，应收药品

款项约128亿元，应收器械款项约

42亿元。

年报显示，海王生物的医药商

业板块由药品、医疗器械的流通

两大业务构成，主要是为医院、基

层医疗机构、药品零售机构和分

销商等下游客户提供药品、医疗

器械等医疗用品的配送及相关延

伸增值服务。2022 年，公司医药

商业板块收入约371.29亿元，占比

为71.48%。

海王生物方面表示，公司医药

商业客户主要为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该部分客户资信较好，回款有保

障。不过，受医改招标政策等因素

影响，下游客户的资金调拨效率和

回款速度出现下降趋势。下游客户

的账期存在一定的延长风险，进而

会影响到公司的资金周转效率。

Wind数据显示，2020年～2022

年，海王生物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从156.45天增至179.86天。2023年

一季度，这一数据为174.11天。

5 月上旬，海王生物在接受投

资者调研时透露，目前公司应收账

款的平均账期为6个月左右，库存

周转天数超过1个月，扣除上游应

付款账期，公司实际经营性资金占

用超过4个月，是导致公司资金周

转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

进一步影响公司利润率。

2022 年 ，海 王 生 物 营 收 约

378.35亿元，净利润约为-10.27亿

元。公司2022年度不派发现金红

利、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原因在于母公司2022年

末未分配利润为负，不符合2022年

度进行现金分红的条件。

事实上，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主

要来自子公司分红，而海王生物为

了保障下属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

2022 年度未要求主要子公司向母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而这也与应收

账款有关。年报显示，2022 年，面

对复杂严峻的市场环境及受多重

超预期因素影响，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等主要终端客户就诊量下降，药

品和器械耗材采购量减少，叠加集

采、国家医保谈判降价等政策的冲

击，对海王生物下属子公司业绩影

响较大。另外，部分省份财政紧张

导致对下游医疗机构拨款放缓，增

加了回款账期，公司因此也经受了

较大的压力。

今年一季度，海王生物营收约

99.58亿元，同比增长8.22%，净利润

约为7453万元，同比增长5.08%，扣

非净利润约为4449万元，同比减少

33.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同比减少34.79%至约1亿元。

事实上，医疗机构与医药流通

企业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问题并

不罕见。

近年来，相关方面也一直在想

办法着力解决公立医疗机构“回款

难”问题。2020 年印发的《关于深

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

确，“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

接结算，完善医保支付标准与集中

采购价格协同机制。”

8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将三

类医用耗材纳入医保基金直接结算

范围。针对医疗机构集采医用耗材

货款结算不及时问题，实行医保基

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同日，广东省医疗保

障局发布《关于做好关节骨水泥类

医用耗材和肝功生化类检测试剂集

中带量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其

中指出，落实医保基金预付政策，确

保回款。医保基金按不低于年度约

定采购金额的 30%预付给医疗机

构。医疗机构按要求与企业及时结

清货款，结清货款时间不得超过交

货验收合格后次月底。

资金周转效率受影响

业绩增速转正

恒瑞医药药品治疗主要覆盖

肿瘤、自身免疫疾病、代谢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感染疾病、呼吸系统

疾病、血液疾病、疼痛管理、神经系

统疾病、眼科、核药等领域。

历史财务数据显示，2020年之

前，恒瑞医药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复合增长率超20%。而2021年起，

恒瑞医药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状

态被终结。

2021 年，受研发投入加大、集

中带量采购和国家医保谈判产品

大幅降价导致毛利率下降等因

素，恒瑞医药经营业绩承压，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双双下降。营业收

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下降 6.59%

和28.41%。

2022 年，受到集采降价、医保

谈判降价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

恒瑞医药业绩再次下滑。营业收

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下降 17.87%

和13.77%。

2023 年以来，恒瑞医药各项

财务指标增速转正，业绩重回上

升通道。

2023年第一季度，恒瑞医药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54.92亿元

和12.3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0.25%

和 0.17%。2023 年第二季度，恒瑞

医药实现营业收入为 56.76 亿元，

归母净利润为 10.69 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19.51%和23.47%。

不过，恒瑞医药2023年上半年

净利润仍低于 2021 年上半年的

26.67亿元。

2023年上半年，恒瑞医药销售

费 用 为 36.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61%。不过销售费用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从2022年的34.5%，下降

至本报告期的32.93%。

仿制药方面，报告期内收入基

本持平。随着医疗机构诊疗复苏，

处方药需求逐步释放，公司手术麻

醉、造影等产品以及新上市的仿制

药销售同比增长较为明显，但仿制

药集采对销售仍然造成一定程度

的压力，第二批集采涉及产品注射

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醋酸阿

比特龙片因多数省份集采续约未

中标及降价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

销售额同比减少5.23亿元，2022年

11 月开始执行的第七批集采涉及

产品报告期内销售额同比减少

5.78亿元。

2023年上半年，恒瑞医药对研

发继续保持高投入。报告期内，恒

瑞医药累计研发投入 30.58 亿元，

其中费用化研发投入 23.31 亿元。

截至目前，恒瑞医药已有13款自研

创新药、2款合作引进创新药在国

内获批上市。

2023 年上半年，恒瑞医药新

上市 3 款 1 类创新药，分别为阿得

贝利单抗、磷酸瑞格列汀和奥特

康唑。

其中，阿得贝利单抗、磷酸瑞

格列汀为恒瑞医药自主研发。阿

得贝利单抗是人源化抗PD-L1（程

序性死亡分子配体-1）单克隆抗

体，是中国首个获批小细胞肺癌适

应证的自主研发 PD-L1 抑制剂。

磷酸瑞格列汀是中国首个自主研

发的DPP-IV抑制剂药物。

奥特康唑是从美国 Mycovia

公司引进的新型口服唑类抗真

菌药物，为恒瑞医药抗感染治疗

领域首个上市的 1 类创新药，也

是恒瑞医药上市的第 2 款引进创

新药。

据恒瑞医药半年报，截至2023

年6月底，公司临床研发团队管理

了270多项正在进行中或已计划开

展的临床试验，其中有60多项关键

注册试验，临床合作研究中心遍布

全国，临床资源覆盖全国400家临

床试验机构、1500 余个专业科室，

2023 年上半年已招募全球患者及

健康受试者7500余名。

2023 年研发管线进展包括：

共有 6 项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

受理，6 项临床推进至Ⅲ期，17 项

临床推进至Ⅱ期，18 项临床推进

至Ⅰ期。

适应证获批方面，卡瑞利珠单

抗的第 9 个适应证及阿帕替尼的

第3个适应证（二者联合用于一线

治疗晚期肝癌）获批上市，马来酸

吡咯替尼片第 3 个适应证获批上

市，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第2个适应

证获批上市，进一步拓展在乳腺

癌领域的应用；在上市申报方面，

报告期内 SHR-1314 等 6 项上市

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涉及自

身免疫、干眼病、糖尿病、心血管

等治疗领域。

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

近年来，恒瑞医药稳步推进国

际化战略，坚持自主研发与开放

合作并重，推动创新成果惠及全

球患者。

7月31日，恒瑞医药发布公告

表示，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的《受理信》，公司注射用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

尼片联用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

得FDA正式受理。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和甲磺

酸阿帕替尼片均为恒瑞医药创新

药。2021年4月，卡瑞利珠单抗联

合阿帕替尼一线治疗不可切除或

转移性肝细胞癌适应证，获得美

国 FDA 孤儿药资格认定，在产品

注册及商业化方面享受美国政策

支持。

恒瑞医药公告称，研究结果显

示，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一

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具有显著的

生存获益和可耐受的安全性，中位

无进展生存期（PFS）为5.6个月，中

位总生存期（OS）达到22.1个月，为

目前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疗最长

OS获益组合。

卡瑞利珠单抗是恒瑞医药自

主研发的人源化 PD-1(程序性死

亡受体1)单克隆抗体，于2019年5

月获批上市，目前获批了9个适应

证，其中8个适应证已纳入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是目前获批适应证数

量和医保覆盖范围领先的国产

PD-1产品之一。

恒瑞医药甲磺酸阿帕替尼片

于 2014 年 10 月上市，是全球第一

个晚期胃癌口服小分子靶向药

物。目前，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共有

3个适应证获批。

今年以来，恒瑞医药已实现两

项创新药海外授权。8月15日，恒

瑞医药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胸

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单

抗、1 类新药 SHR-1905 注射液项

目有偿许可给美国OneBio公司。

美国OneBio公司将获得在除

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

生产和商业化 SHR-1905 的独家

权利，并向恒瑞医药支付首付款和

近期里程碑付款2500万美元、研发

及销售里程碑款累计可达10.25亿

美元，以及达到年净销售额两位数

比例的销售提成。

今年2月，恒瑞医药自主研发

的 抗 癌 创 新 药 EZH2 抑 制 剂

SHR2554 将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

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独

家权利，许可给美国Treeline Bio-

sciences公司。

Treeline 已向恒瑞医药支付

1100万美元首付款，将向恒瑞支付

最多 6.95 亿美元的潜在开发及销

售里程碑付款，以及年净销售额约

定比例（10%~12.5%）的销售提成。

据介绍，目前恒瑞医药已开展

近20项创新药国际临床试验，其中

氟唑帕利胶囊联合醋酸阿比特龙

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的国际多中心Ⅲ期研究，全球已经

启动，有128家研究中心参与。

2023年上半年，恒瑞医药稳步

开展创新药国际临床试验，多个项

目在美国、欧洲、亚太等国家和地

区获得临床试验资格。2023 年 5

月，子公司创新药 Edralbrutinib 片

用于治疗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NMOSD）适 应 证 获 得 了 美 国

FDA 授予的孤儿药资格认定，有望

加快推进临床试验及上市注册的

进度。

对于国际化战略落实方面，恒

瑞医药在半年报中表示，公司未来

将通过自研、合作、许可引进等多

种模式，拓展海外研发边界，丰富

创新产品管线。

在公告披露的14起案件中，有10起与公立医疗机构有关，涉诉金额合计超过3亿元。

实际经营性资金占用超过4个月，是导致公司资金周转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海王生物此次公告的欠款纠纷或只是其遭遇“回款难”的冰山一角。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