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短波

Short News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A9

主编：杨兰 编辑：刘骏 2013 年 8 月 22 日 星期四

Tel

：(0755)83514103

Company

公司

中药国际化认证难 药企走出去动力不足

A股17家涉外中药企业去年境外总营收22亿元，仅占55家上市中药企业总销售额的1.8%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继商务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前不久明确表示将完善中医药贸易

相关政策法规， 培育中医药国际知

名品牌之后， 中央高层日前再次强

调将促进中医药在海外发展， 推动

更多国产药品进入国际市场。

关于中药走出去或中药国际化

的议题由来已久，不过长期以来，中

药走出国门始终受到诸多限制。 如

目前

A

股

55

家上市中药企业中，

业绩报告中明确披露存在跨境贸易

的中药公司仅有

17

家，且多数公司

中药外贸不足年营收的

10%

，其业

务仍局限在国内市场。

境外认证难有突破

3

年前， 天士力拳头品种复方

丹参滴丸通过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

管理局（

FDA

）

Ⅱ

期临床试验，由此

成为国内首个通过该项试验的中成

药品种。当时，天津政府甚至还与前

卫生部专门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报告

会。

FDA

认证是全球主要的药品认

证之一， 相当于药品在全球范围内

流通的通行证。

然而

3

年之后， 除与美国精鼎

医药等公司签订复方丹参滴丸

III

期临床研究合作意向外， 复方丹参

滴丸再无更多消息， 天士力作为中

药现代化的先驱也一度沉舸。 今年

6

月份， 天士力董事长闫希军曾表

示，截至目前，国内并无以治疗性药

品角色通过

FDA

认证的中药。

而据记者了解，曾申请过

FDA

临床认证的中药企业也寥寥无几，

大多折戟于前期的临床试验。 如即

将于

10

月份被国药集团收编的同

济堂早在

2007

年就启动了

FDA

认

证程序， 结果直到公司被复星医药

从纽交所私有化退市， 同济堂也未

完成

FDA

认证。 而在同一期间，国

内不少原料药甚至生物制药先后通

过了

FDA

认证，如千红制药的肝素

钠原料药、 恒瑞医药抗肿瘤药来曲

唑片、 浙江震元的抗菌原料药西索

米星等。

境外营收占比仅1.8%

� � �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医药商会

相关负责人曾于

2002

年表示，即便

未获

FDA

认证，中药也可以在国际

市场有所作为。随后的

11

年事实证

明， 中药在未获国际认证的情况下

始终难以形成突破性进展。

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在已披露

中报的中药类上市公司中，仅有片

仔癀、精华制药、佛慈制药、中新药

业、桂林三金、中恒集团等极少数

药企列明了境外业务收入。 除片仔

癀境外营收接近

1.5

亿元之外，其

余中药企业境外营收并不高，其中，

中恒集团上半年境外营收仅有

85

万元。

而在去年涉及境外业务的

17

家中药企业中，有包括广州药业、太

极集团、天目药业在内的

10

家公司

境外营收占比不足

5%

，云南白药、

以岭药业、 香雪制药等公司境外营

收占比甚至低于

1%

。

数据显示，上述

17

家中药企业

去年境外总营收仅有

21.74

亿元，

这在

55

家上市中药企业去年高达

1190

亿 元 的 总 营 收 中 占 比 仅

1.8%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直

接反映出目前中药企业的主战场仍

然局限在国内市场。

海外销售体系待建立

按照商务部的规划， 中医药跨

境贸易将逐步得到政策推动， 然而

就当前情况来看， 若中药企业仍无

法在国际认证方面获得实质性进

展， 那么中药企业在国外的发展仍

将停滞不前。

同时，仔细考量

17

家拥有境外

业务的中药企业则不难发现， 相当

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充当的是医药中

介的角色， 即在国内采购中西药再

转而到海外销售， 真正意义上的中

药销售体系并未大规模建立。

华南一家上市中药企业证券部

人士对记者表示， 中药行业在国内

仍维持着

30%~50%

的平均毛利率，

且未出现显著的发展瓶颈， 而国外

市场则充满不确定性， 从这个意义

上来讲， 会有不少中药企业在海外

拓展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

合法控制权溢价考验监管能力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近期， 海航和李勤夫围绕

*

ST 九龙（600555）控制权的纠

纷和其他几宗大幅溢价借壳案

例，让“控制权溢价”的概念频繁

走入投资者视线。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控制权溢价的在国内外具有

普遍性， 但其本质仍是控股股东

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

按照一般经济学理论， 公司

股份持有者应该按股份的多少，

获得与其所持股份份额相对应的

收益，即为“同股同权”原则。 遵

循这一原则， 市场和学术界在早

期普遍认为， 收购方之所以对标

的公司的大宗股权交易支付溢

价， 原因是并购将带来某种程度

的协同效应。 并由此通过资产重

组、 业务整合等手段获得更高的

经营效率和更大的价值。

但根据新近的理论，收购方

之所以支付溢价， 是因为控制

权本身是有价值的。 对于控制

权溢价的实证研究， 国外始于

上世纪 80 年代， 国内研究控制

权溢价的首批文献则出现在本

世纪初。 根据这些研究的结果，

控制权溢价的基础是控股股东

的“私有利益” 。 这种利益的本

质是控股股东有能力使上市公

司的利益更多流向自身， 而非

小股东。 其手段包括关联交易、

关联担保等等。

由此可见， 收购方支付控制

权溢价的原因是在控制上市公司

后， 有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

攫取多于其持股比例所应享受的上

市公司权益的预期。 如果这一预期

实现，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最终支付

控制权溢价的是上市公司的中小投

资者。

在国内及海外成熟市场中，绝

大多数掏空上市公司、利益输送等

行为被界定为非法。 在这种条件

下， 即便是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监

管相对严格的国外资本市场，控制

权溢价也广泛存在。 这表明，虽然

看上去不合理，但控股方的私有利

益却是在现实中以某种形式合法

存在着。

作为成熟资本市场代表的美

国， 有关控制权溢价的法律判决在

一定程度上有借鉴意义。 在美国资

本市场中， 早期的有关控制权溢价

的司法判决较倾向于认为控制权溢

价应该在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

平均分配。但到了近期，美国的判例

显示， 承认控股股东单独享有控制

权溢价成为趋势， 除非能够证明控

股权交易存在恶意或大股东与中小

股东的利益存在冲突。

这种司法实践对监管层的监管

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在承

认控制权溢价客观存在的同时，只

有通过更大力度的监管， 杜绝大股

东不合法地利用控股地位谋取不正

当利益， 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小

投资者的利益。 特别是近期控制权

溢价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 越来越

被国内资本市场所接受， 监管的力

量就更需要及时跟上。

三大电信运营商3G迎来收割期 日赚4亿元

见习记者 翁健

中国电信昨日发布中期业

绩， 加上此前已发布业绩的中国

移动和中国联通，至此，中国三大

电信运营商全部交出上半年成绩

单。 上半年，

3G

业务迎来利润收

割期， 成为三大运营商报告期收

入的最大助推器。 三家公司总收

入超过

6000

亿元， 合计净利润

751

亿元， 平均每天净赚

4.1

亿

元。 而

4G

网络将是接下来三大

运营商重金布局的领域。

根据公告， 中国电信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1575

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14%

； 扣除移动终端销

售收入后， 营业收入为

1392

亿

元， 同比增长

10%

； 实现净利润

102

亿元，同比增长

16%

；基本每

股收益为

0.13

元。

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表

示， 中国移动市场正处于向

3G

加速转移的快速成长期， 社会信

息化需求将持续加大，为公司

3G

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带来机遇。

据统计， 上半年中国电信的

移动用户数达

1.75

亿户，比去年

底净增

1388

万户，增长

8.6%

。其

中，

3G

用户数达到

8733

万户，比

去年底净增

1828

万户 ， 增长

26.5%

；固定电话用户数为

1.6

亿

户，比去年底减少

340

万户，下降

2.1%

。

上半年，

3G

手机用户每月户

均流量超过

168M

， 同比提升

51%

，

3G

手机上网总流量同比增

长近两倍，手机上网收入达到

98

亿元，增幅接近一倍；流量

ARPU

大幅提升， 推动移动用户整体

ARPU

稳步提升，质量不断优化。

至此， 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

都公布了半年报。 对比三者的成

绩单， 中国移动的霸主地位无法

撼动。 中国移动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 入

303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4%

；净利润

631

亿元，同比增

长

1.5%

。中国移动的营业收入超

过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不过中

国联通却后劲十足， 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

1443.1

亿元，同比增长

18%

；净利润

17.68

亿元，同比增

长

55%

。

数据显示， 上半年三家运营商

都迎来了

3G

利润的收割期， 尤其

是无线数据流量经营成效显著，对

营收具有较大贡献， 因此都不约而

同地提出要优化流量经营模式，加

快提升流量规模和价值。

同时，三大运营商都表示，将加

紧布局

4G

网络，王晓初表示将争取

有利的监管政策，特别是在

4G

牌照

的发放方面。 而中国移动更是压重

金于

4G

网络的建设，全年投入将超

过

400

亿元。

TCL集团入主唯冠

持股29.99%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唯冠国际 （

00334.HK

）

8

月

20

日晚间在港交

所公告， 公司主要股东

Peilus

日前与

TCL

集团

（

000100

）旗下的

TCL

实业签署协议，将其持有的

唯冠国际股权转予

TCL

实业。

TCL

实业成为唯冠

国际单一最大股东， 持有该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

的

29.99%

。

唯冠国际自

2010

年

8

月

2

日起暂停上市，

目前仍未在港交所复牌， 该公司也已向上市委

员会申请恢复上市。 不过，

8

月

2

日，唯冠国际

突然宣布， 由于需要额外时间落实收购事项在

中国获得监管批准， 公司向上市委员会申请将

递交新上市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

8

个月，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对此，港交所上市委员会决定，若唯冠国际未

能在截止时间前达成恢复上市条件或者经修订复

牌建议未能进行， 港交所将立即取消该公司上市

地位。

唯冠国际

8

月

2

日的公告还显示，

Peilus

于

今年

7

月

5

日签署协议，将向投资者

Rally Praise

悉数转让其

29.99%

的持股。 完成后，

Rally Praise

将成为公司单一最大股东， 并已向公司提供最多

3680

万港元资金。 到了

8

月

16

日，接盘者又更替

为

TCL

实业。

此前， 唯冠国际旗下公司深圳唯冠因其注册

“

IPAD

”商标与苹果公司的打起官司，一度名声大

噪。该案最后以苹果支付深圳唯冠

6000

万美元且

双方达成和解告终。

不过，唯冠国际最近一起商标案就没有那

么幸运。

8

月

20

日，唯冠国际公告，子公司武

汉唯冠被武汉仲裁委员会确认违反协议，未经

独立第三方武汉经开投资同意或授权出售

EMC

公司的商标， 并被勒令归还武汉经开投

资根据协议支付的

3600

万元， 及支付仲裁费

21.82

万元。

万福生科董事长

涉嫌欺诈发行被刑拘

见习记者 杨苏

万福生科（

300268

）今日公告，公司接到湖南

省公安机关告知函，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

经理龚永福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

信息和伪造金融票证犯罪， 于

8

月

21

日被刑事

拘留。

万福生科表示，目前案件正在侦查中，公司将

根据案情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将按

照规定尽快召开董事会选举新董事长或董事会召

集人，以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此前万福生科陷入财务造假漩涡。

2012

年

9

月

14

日，万福生科被湖南证监局立案稽查，公司

高管被要求坚守岗位。

2013

年

3

月

6

日，已供职

10

年的财务总监覃学军因长期请假，万福生科不

得已宣布其自动离职。 随后

5

月

22

日，中国证监

会下发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龚永福、

覃学军遭到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中兴通讯

预计前三季盈利超5亿

证券时报记者 郑昱

中兴通讯（

000063

）今日披露中报及前三季业

绩预告显示，预计前三季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

亿元

~7.5

亿元，其中第三季预计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

亿元

~4.4

亿元。

中兴通讯表示，

2012

年前三季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

亿元，公司预计今年同

期将扭亏为盈。扭亏的主要原因是加强了对合同

盈利能力的管理， 严格控制低毛利率合同的签

订，预计同期毛利率将有所提升。此外，中兴通讯

加强了费用管控、提高效率，预计期间费用（销售

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将有明

显下降。

据称，

2013

年上半年， 全球运营商设备投资

趋于理性。 中兴通讯坚持聚焦人口大国及主流运

营商的战略， 配合全球运营商的技术选择及网络

建设计划，但国内的

GSM

（全球蜂窝移动电话通

信系统）、

UMTS

（通用移动通信系统）产品以及国

内外

GSM

手机、数据卡营业收入下降，导致公司

整体营业收入较

2012

年同期下降

11.88%

至

375.76

亿元。

此外，受毛利率提升、期间费用下降，加之汇

兑损失增加以及出售中兴力维产生投资收益的综

合影响，

2013

年上半年中兴通讯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3.1

亿元，同比增长

26.6%

，基本

每股收益为

0.09

元。

上半年， 中兴通讯国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

188.21

亿元，占整体营业收入的

50.1%

。 国际市场

实现营业收入

187.55

亿元， 占整体营业收入的

49.9%

。

友利控股涉信披违规

遭证监会调查

� � � �友利控股（

000584

）今日披露，

8

月

21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调查通

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

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告称，在立案调查期间，友利

控股将积极配合调查工作， 并严格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生产

经营状况正常，公司

2013

年半年度

报告信息披露工作将按原预定时间

进行。

友利控股此前披露，四川证监

局于

5

月

13

日起对公司进行现场

检查， 公司于

7

月

25

日收到四川

证监局的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 指出公司存在对董事长授权

不规范、未披露与控股子公司其他

股东之间的关联方关系、公司与关

联方交换承兑汇票未披露、利润分

配不符合规定等问题，并责令公司

整改。 （郑昱）

九安医疗

发布可穿戴智能腕表

� � � � 九安医疗（

002432

）今日将发

布

iHealth

可穿戴健康智能腕表，

并积极探索互联网营销模式。 九

安医疗公告称，

8

月

22

日将在北

京

MacWorld Asia 2013

博览会举

行 “

iHealth

可穿戴健康智能腕表

上市发布会”，公司开发的首款可

穿戴健康智能腕表

AM3

正式在国

内发布。

九安医疗称，由于可穿戴健康

智能腕表是新开发推出的产品，实

际销售情况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预计不会对

2013

年的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九安医疗称，新产品将积

极探索互联网营销模式。 通过官方

微博“

iHealth

中国”开展征集试用

者活动，随后在

iHealth

中国官方网

站正式发售。 探索成功后，公司未

来新产品将会更多的使用此种销

售模式。 （杨苏）

电商“吃药” 成趋势

借打假抢地盘

证券时报记者 郑昱

继当当网近日引入医药电商

之后， 京东商城日前宣布将在

8

月底联合

8

大药企上线 “京东医

药城”。 国家相关部门近日宣布联

手开展打击网上非法售药行动，

电商龙头此时纷纷宣布试水线上

医药销售， 抢占市场份额的意图

十分明显。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

方网站发布消息称，

8

月

20

日起，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

总局五部门联手开展打击网上非法

售药行动，以互联网搜索引擎为重点

监测对象，以投诉举报信息为重点线

索对网上售药行为进行排查。

国家食药监局副局长尹力介

绍，

2012

年互联网药品交易规模

超过

16

亿元，是

2011

年的

4

倍，

发展速度惊人。 而目前全国只有

101

家具备合法资质的网站，向个

人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和信息服

务。 按照相关规定，电商企业必须

具备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

证书》及《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

格证》才有资格经营药品。

记者注意到，京东商城此前曾以

参与北京好药师增资的形式成功介

入医药电商，二者却在今年

7

月悄然

宣布分手。九州通就受让北京好药师

大药房股权问题与京东达成协议，全

资控股好药师。当时业内人士纷纷猜

测，京东的医药电商规划并未就此终

结，而是在打造属于自己的医药电商

平台。

京东商城相关负责人称，“京东医

药城” 将引进医药零售主渠道中具有

互联网药品交易许可等资质的连锁药

店为商家， 目前第一批签署协议的地

区和企业有

8

家。据了解，为了避开价

格竞争， 京东医药城与每个城市的代

表药店的合作具有排他性。同时，还将

采用线下连锁药店上门派送的方式，

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对电商涉药

的管理极其严格，但医药线上平台已

渐成趋势。 记者了解到，多家电商龙

头均在筹备“涉药”计划。 其中，当当

网上商城近期引进了

3

家医药电商，

作为其进军医药电商的开端。 此外，

天猫医药馆已具备了相当级别的规

模。 马应龙、广州药业、云南白药、同

仁堂、东阿阿胶、九芝堂等数十家上

市药企的产品均可在网上实现购销。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