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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公司通过持续推进中医药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战略的实施，公司业务体系涵

盖上游的道地中药材种植与资源整合，中游的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中药材贸易，

中药饮片、中成药制剂、保健食品、化学药品的生产与销售，现代医药物流配送

系统，下游的集医疗机构资源、药房托管、OTC零售、连锁药店、直销、医药电

商、移动医疗等多种方式于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营销网络。同时，公司近年来

积极探索实践以中医药产品与服务为特色的“互联网+”模式，已率先完成“互

联网+大健康”的业务体系战略布局。 

为进一步借力互联网技术与医药产业快速融合的市场机遇，保持和继续扩大

其先发优势和模式优势，公司仍需加大各业务领域的投入，进一步夯实公司中医

药全产业链业务体系，并加速公司“互联网+大健康”战略的全面实施。为此，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81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810,000万元，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补充流动资金 510,000 

2 偿还银行贷款 300,000 

合计 810,000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2012 年末、2013 年末、2014 年末和 2015 年 9 月末，公司的总资产分别为

179.58 亿元、222.51 亿元、278.79 亿元和 330.20 亿元，净资产分别为 105.83

亿元、120.30 亿元、167.19 亿元和 181.20 亿元，负债合计分别为 73.75 亿元、

102.21亿元、111.61 亿元和 149.01 亿元，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1.07%、

45.93%、40.03%和 45.13%，呈现增长趋势且维持在较高水平。 

资产负债率的增长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司的业务发展。此外，公司已分别

于 2011 年 6 月、2015 年 1 月公开发行了 25 亿元、24 亿元的公司债券，因此可

以使用的长期债务融资额度较少，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对长期资金

的进一步需求。另一方面，银行贷款或者债券融资具有一定的期限，而公司处于

业务快速扩张时期，其业务自身的特点决定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本

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支

持。 

（二）降低负债规模、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随着公司中医药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战略的推进实施以及公司业务规模的

持续扩张，公司各业务条线的投资和资本性支出较大，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公司业

务发展所需的持续投入，因此公司陆续进行债务融资，2012 年末、2013 年末、

2014 年末和 2015 年 9 月末，公司期末短期借款的余额分别高达为 210,000.00

万元、229,407.63 万元、342,000.00 万元和 361,980.62 万元，且截至本报告签

署之日，公司已发行债券合计面值总额为 104 亿元，包括于 2011 年 6 月、2015

年 1 月发行的面值总额分别为 25 亿元、24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及分别于 2015

年 1月、2015年 10月、2015年 12月发行的面值总额分别为 10亿元、25亿元、

20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公司的利息支出分别为

36,033.65 万元、40,407.85万元和 48,757.73万元。 

高企的负债规模和较高的利息支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的持续发展和盈



利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将一定

程度地降低公司负债规模、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三）增强资本实力，加速公司“互联网+大健康”战略的全面实施 

公司是目前国内医药产业中业务链条最完整、医疗健康资源最丰富、整合能

力最强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业务体系涵盖上游的道地中药材种植与资源整合，

中游的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中药材贸易，中药饮片、中成药制剂、保健食品、

化学药品的生产与销售，现代医药物流配送系统，下游的集医疗机构资源、药房

托管、OTC零售、连锁药店、直销、医药电商、移动医疗等多种方式于一体的全

方位、多层次营销网络。 

公司紧紧抓住医药电商产业政策不断松绑和互联网医疗快速崛起的市场契

机，充分发挥业已形成的产业资源优势，迅速布局和提升医药电商和互联网医疗

业务，实现医药流通领域、信息化医疗服务领域的创新，从康美健康网、康美中

药网到康美 e药谷，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信息化医疗服务试点平台到“智慧药房”、

“互联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移动医疗平台陆续落地，把互联网深耕在中医

药全产业链上，积极探索实践以中医药产品与服务为特色的“互联网+”模式，

已率先完成“互联网+大健康”的业务体系战略布局。 

目前，公司已率先初步完成了“互联网+大健康”商业模式的探索和业务体

系战略布局，取得了先发优势，但为进一步借力互联网技术与医药产业快速融合

的市场机遇，保持和继续扩大其先发优势和模式优势，公司仍需加大各业务领域

的投入，加速公司“互联网+大健康”战略的全面实施。 

1、进一步推动康美健康云服务平台的应用和市场影响力 

公司依托在道地中药材资源、中药材专业市场等领域所形成的资源优势，搭

建了“康美 e药谷”线上中药材大宗交易 B2B电商平台，该平台是商务部第一批

中药材电子商务示范平台，公司目前已完成在深圳、普宁、亳州、安国、陇西、

玉林、文山、广州、磐安、南京、杭州、西宁等 12 个区域服务中心及覆盖全国

各药材主产地共 300多个二级服务网点的建设，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制定上市品

种标准 30多个；“康美 e药谷”的建设和发展，为公司中药材标准制定、减少中

药材流通环节、压缩渠道成本，发展供应链管理及服务，实现向中药材供应链综



合服务转型奠定了基础。公司“康美健康网”B2B医药电商平台自上线以来，已

累计拥有超过 60 万活跃用户及会员，同时，与天猫医药馆、京东医药馆、1 号

店等主流医药电商平台形成紧密合作，全面布局医药电商业务，并依托线下广泛

覆盖的合作药店等营销网络体系，打通线上线下资源，提高公司的市场反应速度、

目标客户消费体验，提升公司医药电商运营管理效率。 

公司目前已基本完成了掌上药房、健康管家等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建设，并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家信息化医疗服务平台试点单位，依托 100多家医院托

管药房和 2000 多家深入合作的医疗机构资源，探索实践移动医疗和远程医疗；

此外，公司聚焦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和重庆五大重点城市，快速布局“智慧

药房”建设；并与星河控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在其开发和管理的社区内设立“互

联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线上线下结合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

理服务，全面实践多维度的互联网医疗业务体系。 

由此，公司通过全面推行“互联网+大健康”战略，已系统性地搭建了集 B2B

（大宗交易）、B2C（医药电商）、O2O（智慧药房、社区健康）、互联网医疗服务

（移动医疗）为一体的“康美健康云服务平台”，是全方位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先

行者。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康美健康云服务平台的投入，一方面进一步夯实公司在

中药材流通领域、医药电商领域的优势，并加大对智慧药房、社区健康服务、移

动医疗的投入，推动康美健康云服务平台的深化应用。 

2、以智慧药房为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抓手，形成公司业务持续增长的新驱动 

（1）智慧药房：移动医疗+城市中央药房 

公司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在借力医药分家的政策利好基础上，充

分整合公司在医院药房托管及运营合作、道地中药材种植和流通、连锁药店等营

销网络、现代化医药物流配送体系等领域的产业资源，瞄准广州、北京、上海、

深圳和重庆五大重点城市，快速布局“智慧药房”项目，率先推动“互联网+大

健康”的 O2O移动医疗商业模式落地。 

公司通过对“智慧药房”的实践，搭建了典型的 O2O 移动医疗模式，线上一

方面通过直接连接医院 HIS系统实现患者处方的实时流转和采集，另一方面通过

“智慧药房”移动 APP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智能导诊、在线缴费等全流程的快



速便捷就医体验，而线下则通过“康美城市中央药房”为患者提供中药饮片、中

西成药调配、中药煎煮、膏方制作、送药上门等服务，从而切入患者就医和用药

的全流程，构筑以患者为中心的“移动医疗+城市中央药房”移动医疗商业模式。 

（2）借力政策，布局趋势，多方共赢 

随着国家医药分家等产业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实施，医院门诊药房逐步转变为

成本中心已是可预见的趋势，公司凭借业已形成的产业资源优势，特别是在医院

运营和广泛合作上的优势，瞄准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和重庆五大重点城市，

快速布局推进“智慧药房”对传统门诊药房的承接。 

“智慧药房”致力于构筑“移动医疗+城市中央药房”多方共赢的商业模式。

对医院而言，“智慧药房”移动 APP 预约挂号、智能导诊、在线缴费等功能协助

其减少院内门诊人流量，改善就医环境和秩序，而“康美城市中央药房”通过实

现医院处方和社会化药房的实时分流，则可以减少医院门诊药房调剂和煎煮人员

投入，节约大量人力成本，帮助医院节省药房仓储场地，节省运营资金；对患者

而言，“智慧药房”大大缩短其在医院等候停留时间，减少交叉感染机会，同时

解决患者不会煎药和煎药的质量问题，节约患者返回医院拿药的时间和物流成本，

从而在切实提高医院运营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和

就医效率，实现多方共赢。 

（3）以智慧药房为抓手，推动互联网医疗全面铺开，形成公司业务持续增

长的新驱动 

“智慧药房”紧扣医院和患者痛点，搭建多方共赢的移动医疗服务商业模式，

通过发挥自身产业资源优势，借力互联网技术手段，致力于迅速切入和扩大对医

院等优质医疗机构资源的渗透，从而快速掌握互联网医疗核心资源 

一方面，通过实施“智慧药房”项目与精选目标医院合作，并有效提升目标

医院的内部管理和患者就医体验，有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在目标市场形成示范效应，

从而有力推进与其他医疗机构在智慧药房的合作，以智慧药房为切入口，扩大与

医院合作的数量和合作的深度，从而迅速掌握进一步实施互联网医疗的核心资源；

以广州市为例，目前，康美药业首家智慧药房已通过与广东省中医院合作落地广

州并于 2015 年 6 月份开始正式运营，运营至今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在广州市形

成示范效应，直接带动和释放其他医院对公司智慧药房项目的合作需求，目前公



司已签约包括广东省中医院等大型综合医药等在内的数十家医院并与广东省内

其他 20 余家达成实质性的签约意向，整体反响良好，且公司目前已迅速推进智

慧药房项目在北京、上海、深圳和重庆各地的落地，已与当地多家三甲医院和优

质医疗机构形成明确的合作意向。 

另一方面，智慧药房成功承接传统医院药房的功能后，能显著地形成资源壁

垒，通过实时对接医疗机构处方资源，公司能有效掌握患者对中药饮片的需求，

迅速扩大公司在目标医疗机构产品供应的份额，并更有效优化公司的供给库存和

物流配送系统管理，提高公司各业务条线的协同效应和整体盈利能力；同时，公

司凭借多年来中医药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战略的实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现代化

医药物流配送体系，并已与超过 2000 家医院、约 15万家药店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关系，已合作的医疗机构年门诊总量达到 2亿人次以上，产业资源优势为以智慧

药房为抓手的“互联网+大健康”的 O2O 移动医疗战略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

有力的支撑，随着智慧药房的进一步推进，将会成为公司业务持续增长的全新驱

动力。 

公司将加大“智慧药房”的资金投入，全面快速推进“智慧药房”在广州、

北京、上海、深圳和重庆五大重点城市及其他目标市场的落地和实施，并计划在

2016 年完成与 300 家优质医疗机构签约合作，以寻求迅速捕捉市场机遇，充分

发挥其先发优势和模式优势，快速形成公司在移动医疗服务领域的资源壁垒。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