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收账款“规模巨大”，监管机

构曾在问询中如此形容广誉远。

年报显示，2019—2022 年，广

誉远应收账款占营收比例分别为

118.73% 、140.59% 、144.17% 、

90.11%，赊销率远高于同行业水

平。2020—2022年，广誉远账龄在

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为 5.84 亿元，账龄在 2 年以上的为

1.52 亿元，但仅有 371.45 万元按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占比0.35%；应收

账款周转天数分别为 487.47 天、

588.14天、385.07天，均超过1年。

2019—2022 年，湖南凯信连续

4年为广誉远期末应收账款第一大

欠款方，各期末欠款余额分别为

1.22亿元、1.49亿元、1.23亿元、1.06

亿元。截至2022年年末，湖南凯信

账龄 2 年以上的欠款为 5794.77 万

元。2023年1—3月，广誉远收到湖

南凯信回款210.8万元。

湖南凯信的欠款长期居高不

下，广誉远对此给出的说辞是：“湖

南凯信可迅速覆盖湖南省内医药商

业和中大型连锁渠道，并对第三终

端市场拥有较高的覆盖率和较强的

配送能力。为深耕湖南市场，公司

借助其建立的销售渠道，一方面实

现在湖南省内医药商业和连锁药店

的快速覆盖，另一方面积极开发第

三终端资源，使得其成为公司第一

大客户。”

值得注意的是，这番解释早在

广誉远 2019 年年报问询答复中就

已出现，且据广誉远披露，湖南凯信

并非公司当年新增客户。也就是

说，自湖南凯信成立的 2018 年，广

誉远就开始与其合作。

记者翻阅年报获悉，广誉远仅

在 2019 年及 2020 年披露湖南省的

销售业绩，其他年度均没有提供，

这两年，广誉远在湖南通过协作经

销模式（将产品采取买断经销方式

销售给医药商业批发企业，并协助

批发企业开发维护医疗机构和零

售药店等终端客户）获取的销售金

额分别为 1.13 亿元、9238.28 万元，

分别占当期收入的9.3%、8.33%，但

都少于广誉远当年对湖南凯信的

应收账款。

湖南凯信究竟有何来头？

工商信息显示，湖南凯信最早

由徐经顺、潘力、黄雪琴、钟志坚等

4 名自然人投资设立，其间经过股

权变更，现由徐经顺持股75%，潘力

持股25%。徐经顺同时对湖南誉健

医媒融合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誉健”）100%持股。

值得玩味的是，湖南誉健此前曾

申请注册“经顺定坤”“定坤经顺”等

多个商标，可见是采用徐经顺的名字

与广誉远核心产品定坤丹组合而成，

但这些商标状态目前都显示无效。

徐经顺与广誉远的联结不止于

此。工商信息显示，2018 年 7 月—

2020年6月，徐经顺、黄雪琴和广誉

远旗下公司——北京广誉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投

资”）共同持有湖南广誉远国医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誉远湖南国医

馆”），持股比例分别为 60%、30%、

10%。此后，徐经顺受让广誉远投

资所持的 10%股权。2022 年 1 月，

徐经顺退出广誉远湖南国医馆，该

公司交由其他人经营。

截至目前，广誉远官网披露17

家已开业国医馆的所在位置，没有

一家位于湖南省。

就徐经顺个人来说，其近年来

以“广誉远湖南分公司董事长”“广

誉远湖南平台创始人”“山西广誉远

国药有限公司（广誉远持股约 96%

的子公司）湖南省省总”等名号活

动，外界直观认为其是广誉远员工，

但广誉远否认由徐经顺控制的湖南

凯信为公司关联方。

记者从账号主体为广誉远的

“广誉远人”微信公众号获悉，徐经

顺曾经在广誉远 2017 年第三季度

经济工作会议上获奖，彼时其为“省

总销售完成率第二名”“省总回款完

成率第二名”。

本报记者 苏浩 曹学平 北京报道

就药品专利权问题，两家上市

药企子公司将对簿公堂。

近期，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000963.SZ，以下简称“华东医药”）

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

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美华东”）收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针对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峰原料”）、

青海珠峰冬虫夏草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珠峰药业”）、杭州华东

武林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林大药房”）三名被告侵害发明

专利权纠纷一案的受理通知书。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珠

峰原料、珠峰药业都是A股上市公

司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181.SZ，以下简称“佐力药业”）

的控股子公司。而在公告中披露的

三名被告中，武林大药房是华东医

药100%控股的公司。这也意味着，

华东医药起诉了自己的子公司。

华东医药方面要求，三名被告立

即停止侵犯中美华东相关发明专利权

的侵权行为。珠峰原料及珠峰药业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共同赔偿其经济损

失1.1亿元，以及共同赔偿原告因制止

侵权行为所花费的115.5万元，三被

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而上

述公告发布次日，佐力药业也披露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诉的公告》。

就上述专利权诉讼一事，本报

记者日前分别向华东医药和佐力药

业方面致函采访。1月10日，华东

医药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民

事诉讼，是鉴于三被告涉嫌实施了

侵犯中美华东相关发明专利权的侵

权行为。下一步，公司将积极做好

诉讼工作，主张公司的合法权益，切

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佐力医药方面则表示，对珠峰药

业而言，其生产的百令片是发酵冬虫

夏草菌粉制剂，已经合法合规生产经

营了十余年；珠峰原料公司为发酵冬

虫夏草菌粉的供应商，该菌粉的药品

注册批件在2010年便已取得。公司

已委托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代理本

案，将积极准备应诉材料，有信心也

有能力处理好本次案件。

华东医药与佐力药业上演专利诉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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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被立案背后：亿元应收账款成谜

双方各执一词

公告显示，此次诉讼案中涉

及 的 专 利 名 为“ 冬 虫 夏 草 中 国

被 毛 孢 合 成 代 谢 腺 苷 酸 的 酶 、

基因及其应用”，专利申请号为

“CN201210175221.3”，由中美华东

和浙江工业大学共同申请。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发

现，上述专利申请日为2012年5月28

日，专利权授予时间为2014年6月11

日，该专利至今仍处于合法有效状

态。专利的技术方案载明：“来自‘百

令’生产菌冬虫夏草中国被毛孢参与

腺嘌呤核苷出发合成代谢腺嘌呤核

苷酸的腺苷激酶。该酶可催化腺嘌

呤核苷制备腺嘌呤核苷酸。”

华东医药方面表示，在珠峰药

业所生产并销售的百令片中检测出

专利所保护的来自冬虫夏草中国被

毛孢的参与腺嘌呤核苷合成代谢腺

嘌呤核苷酸的腺苷激酶和基因，同

时也检出了腺嘌呤核苷酸。

华东医药方面认为，珠峰药业生

产百令片时使用的原料药发酵冬虫夏

草菌粉即来自珠峰原料，而生产该发

酵冬虫夏草菌粉原料所用的菌株即为

中国被毛孢。不仅如此，在珠峰药业

所生产并销售的百令片中还检测出了

腺苷酸。因此，珠峰原料在生产相应

原料的过程中还进一步使用了涉案的

相关专利权利要求所保护的方法。

鉴于此，中美华东诉请判令珠

峰药业立即停止使用发酵冬虫夏草

菌粉来制造百令片的行为，以及立

即停止销售、许诺销售该百令片的

行为。同时，还诉请判令珠峰原料

和珠峰药业销毁其库存的发酵冬虫

夏草菌粉和百令片。

据了解，佐力药业的百令片上

市经营十多年，为何如今才发现有

侵权一事？对此，华东医药方面告

诉记者，2023年公司关注到佐力药

业在申报同名同方发酵冬虫夏草胶

囊剂的上市申请，且提出按照免临

床快速通道审批，公司就在网络上

公开查询了珠峰药业的相关信息，

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份判决书，

其中有两点引起公司的关注。

一是，珠峰集团公司申请注册的

发酵虫草菌粉为仿制药，其于2009

年1月13日，向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

中心提供了关于专利授权及与原生

产单位工艺一致性的补充资料，其中

就包括中美华东的《虫草发酵菌粉生

产工艺》；二是，2010年8月，珠峰原

料取得“发酵虫草菌粉”药品注册批

件的“审批结论”中载明：本品应按照

“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虫草发酵菌

粉生产工艺”组织生产。

“但我司从未向其提供该生产

工艺及授权。”华东医药方面说，“由

于药品生产企业申报药品上市的文

件以及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批文的详

细内容都是非公开的，所以公司在

此之前从未获知珠峰原料合法合规

生产发酵虫草菌粉的前提条件是其

生产工艺必须与我司保持一致。且

我司从未向其授权使用我司的生产

工艺，对于其向国家药监局递交我

司生产工艺的具体内容也从不知

情。在研读了上述法院判决书后，

我们又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了分析，

确认对方侵犯了我司专利。”

对于子公司武林大药房被列为

被告以及网传华东医药故意阻碍佐

力药业百令胶囊获批一事，华东医药

方面称，武林大药房作为被告是公司

出于诉讼管辖权、取证的完整性等因

素的诉讼策略考虑。“药品上市许可

申请主要是针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

性和质量可控性等进行审查，获批并

不代表专利不侵权。公司在2023年

确认佐力药业侵权后，已在着手准

备，通过法律诉讼，进行维权事宜，并

非传言所说故意阻碍。”

针对华东医药方面的指控，佐

力药业方面向记者表示，公司在收

购珠峰药业股权之前，进行了审慎

的尽职调查，认为珠峰药业取得百

令片药品注册批件及生产、销售百

令片的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

定。珠峰药业目前正常生产、运营，

不存在生产经营受限的情况。

第一大客户长期欠款

本报记者 陈婷 曹学平 深圳报道

岁末年关至，“老字号”广誉

远（600771.SH）的日子并不太平。

2023年12月28日，广誉远公

告收到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消

息。据披露，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其立

案。2024年1月5日，广誉远在投

资者互动平台透露，公司被立案

调查事件还在进行中，尚无结论。

翻阅投资者提出的问题，焦

点无疑落在广誉远被立案调查的

具体起因上，但公司对此保持缄

默，表示“目前无任何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相关信息”。在此番证监

会介入以前，广誉远就因业绩大

幅下滑、赊销率远高同行业水平、

销售费用持续攀升等问题多次遭

到监管问询。

外界试图从广誉远此前公开

的问询记录寻找其被立案调查的

端倪，一个神秘的主体浮出水面。

据广誉远披露，公司和湖南

凯信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凯信”）在2019年以前就有业务

往来，且后者在2020年及2022年

成为公司第一大客户，也是当期

广誉远应收账款第一大欠款方。

其间，广誉远同时向湖南凯信支

付市场推广费，但两个主体之间

并不存在市场营销推广方面的实

质经销业务，广誉远也否认湖南

凯信为关联方。

工商信息显示，湖南凯信成

立于 2018 年 3 月，实际控制人为

徐经顺，此人近年多次以广誉远

相关人士的身份对外公开活动。

近日，在《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

过程中，广誉远直属湖南区域业

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徐经顺从

2018 年开始不再是广誉远员工，

按其说法，徐经顺现为广誉远经

销商，“不在广誉远领工资”。记

者拨打徐经顺本人手机，当问起

其是否为宣称的“广誉远湖南省

省总徐经顺”时，对方回答“是

的”，再问及其是否与广誉远遭证

监会立案调查有关时，其表示

“不知情，正在开会”后随即挂断

电话。

针对上述相关问题，记者同

步致函广誉远方面，截至发稿未

获回复。

“前员工”徐经顺成立新公

司开始“单干”即成为老东家第

一大客户，广誉远在历年年报中

却对其只字未提。直至监管问

询，外界才注意到湖南凯信留下

大量欠款之余，广誉远还向其支

付多笔市场推广费用。

问询答复函显示，2021 年，

广誉远产生销售费用约7.8亿元，

其中市场推广费及广告费占比

82.65%。湖南凯信是公司当年市

场推广费及广告费的第二大支

付对象，金额为3776.95万元。

在前十大支付对象中，湖南

凯信的身份特殊，其是唯一的经

销商，性质也是别具一格的“外

部合伙人”。

2022年，广誉远销售费用约

8.54亿元，其中市场推广费占比

80.13%，湖南凯信成为公司销售

费用第一大支付对象，金额为

1128.07万元。

广誉远表示，公司所列示的

2021年及2022年前十大支付对

象中，市场推广费性质的费用支

付对象均为合伙人业务。根据合

伙协议，公司支付给合伙人公司

的市场推广费用，用于其开拓新

市场及所负责区域的推广业务。

在此，湖南凯信的“特殊之处”再

一次体现。广誉远称，公司在市

场营销推广方面与湖南凯信不存

在实质经销业务，后者只是替公

司合伙人代收市场推广费。这名

“公司合伙人”是否即为徐经顺？

广誉远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事实上，近年广誉远销售费

用持续攀升。2020—2022年，公

司销售费用分别为 5.84 亿元、

7.82 亿元、8.54 亿元，与公司业

绩变动方向不一致，其中，2020

年、2021年的销售费用占营收比

例分别为52.45%、91.57%。问询

函指出，广誉远 2022 年的销售

费用达到历史最高，全年销售费

用率为85.83%，远高于中药行业

平均水平，而公司销售人员人数

同比未有较大变化。

但在广誉远看来，销售费用

是核算销售环节发生的各项费

用，各企业一般会结合自身经营

特点、销售模式等确定具体的核

算内容，因此没有完全可比性。

2022 年，“公司大力开展终端推

广活动，合理地产生了销售费

用”，不存在变相利益输送情况。

大量应收账款未能及时回

收叠加销售费用畸高，增加了广

誉远的经营风险。更为直观的

是，2018 年业绩承诺期一过，公

司业绩迅速变脸。2019—2022

年，广誉远营收分别为 12.17 亿

元、11.09亿元、8.54亿元、9.95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1.3亿元（同比

下降65.23%）、3200.3万元（同比

下降 75.4%）、-3.16 亿元、-3.99

亿元。

2023年前三季度，广誉远营

收 约 9.3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19%，净利润约 2448.7 万元。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三

季度末，广誉远持有货币资金约

2.28亿元，存货周转天数上升至

455.16天，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211.65天，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占比为-1986.89%。

销售费用居高不下

资料显示，发酵冬虫夏草

菌粉主要用于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肾炎及慢性乙肝等病的治

疗。华东医药的核心产品之一

百令胶囊就是发酵虫草菌粉的

制剂。而佐力药业同样有发酵

虫草菌粉产品百令片。

记者查询国家药监局官网

发现，目前，国内百令产品（片

剂、胶囊、颗粒）厂商主要为华

东医药、佐力药业、烟台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三家。而烟台华瑞

制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

美华东，持股比例为51%。

2019 年 5 月，华东医药曾

欲收购佐力药业 18.6%股权，

并成为其控股股东。同年 10

月，据佐力药业公告，鉴于华

东医药的百令系列和佐力药

业控股子公司的百令片之间

在股份转让完成后存在同业

竞争，经多次商谈，各方短期

内无法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及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收

购计划终止。

而百令胶囊一直以来都是

华东医药独家重磅“大品种”。

据华东医药历史公告和米

内网数据，百令胶囊在 21 世纪

90 年代获批上市之后，该产品

在 2013 年的销售额突破 10 亿

元，2016 年销售额超过 20 亿

元，2019 年销售额达到峰值，

为 34.86 亿元。尽管百令胶囊

在 2020 年年底纳入医保谈判

后销售额有所下滑，但药融云

数据显示，2022 年百令胶囊仍

以 18.05 亿元的销售额占据医

院端中成药销售排行榜之首。

相比之下，佐力药业在百

令系列产品与华东医药差距

较大。2021—2023 年上半年，

佐力药业主导产品百令片的

销 售 额 分 别 约 为 2.65 亿 元 、

2.56 亿元和 9803.46 万元，2022

年同比下滑 3.24%，2023 年上

半年同比下滑26.11%。

根据佐力药业 2023 年前

三季度业绩，报告期内，公司

总营收为14.65亿元，其中乌灵

系列销售收入 9.3 亿元，百令

片销售收入1.42亿元。

2024 年 1 月 7 日，佐力药

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于 2022 年

12月按注册分类中药4类——

同名同方药进行申报的百令

胶囊，于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

签发的百令胶囊《药品注册证

书》。佐力药业方面表示，百

令胶囊的获批进一步丰富了

公司的产品梯队，有助于提升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发

展带来积极影响。

东吴证券此前发布的研

报也表示，百令胶囊上市后将

形成佐力药业第二增长曲线，

有望成为 5 亿—10 亿元的大

品种。该研报还指出：“珠峰

药业为自主专利，对生产和销

售拥有自主权。目前，百令胶

囊市场规模 27 亿元，市场容

量大。”

百令胶囊市场“两强争霸”

应收账款“规模巨大”，监管机构曾在问询中如此形容广誉远。 视觉中国/图

截至目前，广誉远官网披露17

家已开业国医馆的所在位置，

没有一家位于湖南省。

广誉远称，公司在市场营销推广方面与湖南凯信不存在实质

经销业务，后者只是替公司合伙人代收市场推广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