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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NIVERSAL HEALTH INTERNATIONAL GROUP HOLDING LIMITED
大健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11）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單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收益 人民幣百萬元 616.7 587.4 +5.0%
毛利潤 人民幣百萬元 89.9 66.6 +35.0%
經營虧損 人民幣百萬元 (123.9) (249.2) +125.3人民幣百萬元
期內虧損 人民幣百萬元 (125.8) (257.5) +131.7人民幣百萬元
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人民幣百萬元 (103.4) (191.0) +87.6人民幣百萬元
每股基本虧損 人民幣分 (31.04) (66.58) +35.54人民幣分

毛利率 % 14.6 11.3 +3.3個百分點
經營虧損率 % (20.1) (42.4) +22.3個百分點
淨虧損率 % (20.4) (43.8) +23.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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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內」）的未經審
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 616,693 587,427
銷售成本 4 (526,818) (520,823)

  

毛利潤 89,875 66,604

銷售及營銷開支 4 (183,385) (282,486)
行政開支 4 (31,569) (32,85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1,225 (427)

  

經營虧損 (123,854) (249,166)

財務收入 5 412 409
財務成本 5 (1,812) (11,101)

  

財務成本－淨額 5 (1,400) (10,692) 

分佔合營公司除稅後業績 – (23)
分佔聯營公司除稅後業績 (499) 5,203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5,753) (254,678)

所得稅開支 6 – (2,819)
  

期內虧損 (125,753) (25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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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綜合虧損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
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7,891 (4,735)

  

可能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外幣折算差額 1,463 10,567

  

期內其他綜合虧損 9,354 5,832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116,399) (251,665)
  

下列各方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25,512) (257,217)
－非控股權益 (241) (280)

  

(125,753) (257,497)
  

下列各方應佔綜合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6,158) (251,385)
－非控股權益 (241) (280)

  

(116,399) (251,665)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人民幣分）
－基本及攤薄 7 (31.04) (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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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1,759 241,611
使用權資產 7,447 12,467
無形資產 – –
聯營公司投資 110,640 111,139
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權益工具 16,925 9,265

生物資產 97,752 97,752
  

非流動資產總額 454,523 472,234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36,129 137,477
可收回所得稅 6,094 6,399
存貨 204,824 273,916
受限制現金 34,584 34,7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8,286 33,091

  

流動資產總額 449,917 485,607
  

資產總額 904,440 95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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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9,764 24,833
儲備 1,742,577 1,729,755
累計虧損 (1,305,128) (1,179,616)

  

467,213 574,972
  

非控股權益 704 945
  

權益總額 467,917 575,91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40,000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0,000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392,679 377,994
租賃負債 3,844 3,930

  

流動負債總額 396,523 381,924
  

負債總額 436,523 381,924
  

權益及負債總額 904,440 957,841
  



- 6 -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國際會計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此等簡明合併中
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需要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因而影響政策的應用及按年累計基準
呈報的資產及負債、收益及開支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此等估計有所不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包括對瞭解本集團
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起的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及交易說明，因此並
未納入根據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的所有所
需資料。此等報表須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
編製，惟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
益」）及生物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除外。

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
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納者貫徹一致，
惟採納下述與本集團營運相關及於本集團自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新
訂╱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基準利率改革－第二階段

採納該等修訂本對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 7 -

2. 收益

本集團已於損益內確認下列與收益有關的金額：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a) 616,693 587,427
  

(a) 收益之細分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分銷 零售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主要產品
處方藥物 73,607 47,617 121,224
非處方藥物 333,953 141,658 475,611
保健品 44,803 53,464 98,267
其他醫藥產品 24,423 9,104 33,527

17,604 11,212 28,816

   

476,786 251,843 728,629
抵銷 (111,936) – (111,936)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364,850 251,843 616,693
   

收益確認時間：
產品於某一時間點轉移 364,850 251,843 616,693

   



- 8 -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分銷 零售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主要產品
處方藥物 73,024 43,376 116,400
非處方藥物 322,240 140,775 463,015
保健品 45,294 59,061 104,355
其他醫藥產品 17,604 11,212 28,816

36,887 22,682 59,569

   

458,162 254,424 712,586
抵銷 (125,159) – (125,159)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333,003 254,424 587,427
   

收益確認時間：
產品於某一時間點轉移 333,003 254,424 58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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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董事會為本集團的首席經營決策者。管理層已根據董事會就分配資源及評估業績而審閱的
資料釐定經營分部。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東北地區從事藥品及其他醫藥產品的分銷及零售業
務。

分銷、零售及其他業務呈列予董事會，以評估有關業績及作出相關業務決定。根據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分銷、零售及其他業務被視為三個分部。「其他業務」分部
主要包括投資公司。

本集團的主要市場為中國東北地區。本集團擁有大量客戶，廣泛分佈於中國東北地區，於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來自任何一名單一客戶的收
益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的10%以上。因此，並無呈列任何地區分部。

分部間銷售乃按成本或成本加標價加成率計算。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及成本、資產總額及
負債總額乃按與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一致的方式計量。

董事會根據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經調整虧損（「經調整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的計量評估經營分部的業績。經調整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的計量基準不包括分佔合營公
司及聯營公司除稅後業績。



- 10 -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分銷 零售 其他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476,786 251,843 – 728,629
分部間收益 (111,936) – – (111,936)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364,850 251,843 – 616,693
    

經調整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6,223 (106,313) (3,290) (103,380)
折舊及攤銷 (5,191) (15,283) – (20,474)
財務收入 222 190 – 412
財務成本 (962) (182) (668) (1,812)
分佔聯營公司除稅後業績 (499) – – (499)

    

期內虧損 (207) (121,588) (3,958) (125,753)
    

非流動資產的增加（不包括金融 
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34 31 – 65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銷 零售 其他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抵銷前資產總額 1,640,976 555,476 1,326,388 3,522,840
分部間資產 (881,435) (436,872) (1,300,093) (2,618,400)

    

資產總額 759,541 118,604 26,295 904,440
    

抵銷前負債總額 1,241,379 892,185 23,122 2,156,686
分部間負債 (921,188) (779,741) (19,234) (1,720,163)

    

負債總額 320,191 112,444 3,888 436,523
    

聯營公司投資 110,640 – – 11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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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分銷 零售 其他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458,162 254,424 – 712,586
分部間收益 (125,159) – – (125,159)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333,003 254,424 – 587,427
    

經調整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51,874) (136,424) (2,672) (190,970)
折舊及攤銷 (10,205) (47,991) – (58,196)
財務收入 164 245 – 409
財務成本 (58) (589) (10,454) (11,101)
分佔合營公司除稅後業績 – (23) – (23)
分佔聯營公司除稅後業績 5,203 – – 5,203
所得稅抵免 – (2,819) – (2,819)

    

期內虧損 (56,770) (187,601) (13,126) (257,497)
    

非流動資產的增加（不包括金融
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95 1,676 – 1,771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分銷 零售 其他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抵銷前資產總額 1,746,181 683,691 1,310,274 3,740,146
分部間資產 (923,525) (558,831) (1,299,949) (2,782,305)

    

資產總額 822,656 124,860 10,325 957,841
    

抵銷前負債總額 1,245,834 986,444 25,120 2,257,398
分部間負債 (995,839) (855,729) (23,906) (1,875,474)

    

負債總額 249,995 130,715 1,214 381,924
    

聯營公司投資 111,139 – – 111,139
    

向董事會提供有關資產總額的金額，乃按與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內一致的方式計
量。該等資產根據分部的營運和資產的實際位置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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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524,780 520,049
僱員福利開支 138,012 149,853
廣告及其他營銷開支 1,701 44,759
短期租賃之租賃款項 34,864 37,747
低價值資產之租賃款項 375 82
運輸及相關費用 13,540 17,05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454 51,835
使用權資產折舊 5,020 6,224
無形資產攤銷 – 137
辦公及通訊開支 3,204 4,024
其他稅務開支 1,078 1,306
專業費用 1,721 982
電費及其他公用設施費 701 819
差旅及會議開支 483 411
核數師薪酬 492 506
其他開支 347 375

  

總計 741,772 836,166
  

5. 財務收入及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入
利息收入 412 409

  

412 409
  

財務成本
租賃負債利息 (163) (606)
匯兌虧損 (1,592) (10,420)
其他費用 (57) (75)

  

(1,812) (11,101)
  

財務成本－淨額 (1,400) (1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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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所得稅 – –

香港利得稅
－即期所得稅 – –

遞延所得稅 – (2,819)
  

所得稅開支總額 – (2,819)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
利潤，因此並未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有關中國企業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須就所確定的應課稅收入按
25%（二零二零年：25%）的稅率或核定徵收方法繳納企業所得稅。

7.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
算。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125,512) (257,21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404,369 386,313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分） (31.04) (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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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透過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
股而計算。

由於假設因行使本公司購股權而轉換之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作用，故截至二零二一年
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與每股攤薄虧損相同。

8. 股息

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a) 112,181 85,794
預付款項 17,288 45,663
其他應收款項 6,660 6,020

  

總計 136,129 137,47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a) 本集團的藥店零售銷售通常以現金、借記卡或信用卡進行結算。就分銷銷售而言，
由於本集團的大部分銷售於交付貨品時結算，故貿易應收款項並無集中信貸風險。基
於貿易應收款項確認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110,002 84,806
4至6個月 1,625 988
7至12個月 554 –

  

112,181 8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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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a) 267,706 269,666
應付票據(b) 33,484 34,724
其他應付款項 91,489 73,604

  

總計 392,679 377,994
  

(a) 基於貿易應付款項確認日期的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243,696 231,277
4至6個月 15,387 30,771
7至12個月 5,490 6,550
1年至2年 3,133 558
超過2年 – 510

  

267,706 269,666
  

(b)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票據的全部結餘以受限制現金人民幣34,584,000
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34,724,000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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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概覽

本次新冠疫情（「疫情」）對醫藥行業新商業模式崛起、集中度體提高、國際產業轉移，以
及疫苗、防控、檢測相關產業加速發展等多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尤其是二零二一年下半
年以來，受到政策和散發性疫情影響，醫藥各子行業整體承壓。

首先，在消費端，疫情期間互聯網醫療加速提升滲透率，加快消費習慣形成，具有供
應鏈優勢的連鎖藥房發揮抗疫維穩作用，醫院門診量逐步恢復，龍頭進一步提高市場份
額。在疫情的催化下，「互聯網+醫療健康」加速發展，賦予消費者更多的選擇權與更大
的決策權，推動傳統零售高毛利時代加速落幕，迎來醫藥新零售時代。

其次，在全球產業鏈端，因供應鏈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國內原料藥和研究、生產外包行
業疫情期間承接了部分國際產能和訂單向中國轉移。

再者，在抗疫相關細分產業端，目前國內外均加速研發新冠疫苗，全球約一半研發管線
項目分佈在中國。同時，國家已明確加大醫療衛生投入力度預計將強有力推動檢驗器械
以及相關科室病房建設，加快推動醫療基礎建設向國際發達國家水平靠攏。

零售藥店作為直面消費者的三大藥品零售終端之一，在醫藥產業鏈中舉足輕重。在疫情
和政策雙重催化下，零售藥店轉型升級加速，行業市場規模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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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新政和行業新興力量是醫藥新零售進入快車道的推手。幾年前，「藥佔比」、「零加
成」開啟了醫藥控費的序幕。如今，「帶量採購」成為行業重磅政策，納入集採的藥品平
均降價幅度達到50%以上，其中，藥店銷售最廣的口服固體制劑受衝擊最為明顯。目
前，帶量採購的速度不斷加快，範圍不斷擴大，據麥肯錫報告，預計三年內將覆蓋70%
的醫藥市場。

研究報告表示，醫藥零售未來十年的主旋律是處方外流與行業集中度提升，從大市場格
局看，連鎖藥店還有很大的市場增長空間。

但隨著政策上集採常態化、藥店分類分級管理、醫保賬戶改革、打擊醫保騙保及整治執
業藥師「掛證」等政策相繼執行，一方面藥品流通行業的利潤受到擠壓；另一方面更為嚴
格的監管政策，也將部分不規範的中小型藥店淘汰，推動行業集中度以及連鎖率提升。
二零二零年中國藥店連鎖化率約56%，同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藥店連鎖化率提升
空間仍較大，美國藥店連鎖化率二零一九年約87%。此外，藥品降價超預期，處方外流
速度不及預期，行業競爭加劇和政策變化等因素仍是行業需要面臨的考驗。

業務回顧

在本集團主席（「主席」）兼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金東濤先生的領導及全體員工的努力
下，錨定和聚焦醫藥大健康領域，在競爭中積極推進傳統實體的零售連鎖門店及分銷網
絡的發展，同時，根據疫情影響和行業發展趨勢，本集團努力探索新型運營模式。

國家「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取得了較好效果，但局地疫情時有發生。期內，國內相應行
業開始復蘇。本集團連鎖零售店舖員工堅持為當地民眾提供藥品銷售服務，部分地區開
展了電話聯繫送藥到家方式及╱或產品移動互聯網預定方式，以保持營業的連續性。並
形成線上線下互補的運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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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哲學

王道哲學是主席金東濤先生提出的具有戰略遠見的經營理念，其中「王」體現為「1+1=1，
1+1=11，1+1=101，1+1=王，1+1=田」；王道哲學包含著精誠團結的「團隊」思維，多邊
合作的「平台」思維，多層次多維度的「置換」思維，以及合作共贏的「分田」思維，共謀發
展的「合夥人」思維。

連鎖零售業務

期內為了減少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業績影響，本集團開展了各種促銷活動，以增強本
集團區域影響力和連鎖競爭力。本集團部分店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政府指定為防疫
物資定點採購經銷單位，以集團優勢為區域民眾有效抗擊疫情做貢獻，同時加強O2O平
台建設增加線上訂單量，形成線上線下互動運營。本集團期末合共連鎖店舖406家。本
集團的零售業務仍受著中國東北地域實體經濟持續下滑及新冠肺炎的衝擊，本集團零售
業務銷售收益期內錄得人民幣251.8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254.4百萬元），同比下降
1.0%。

全國分銷業務

期內，本集團部分分銷公司仍系當地政府指定的防疫物資定點採購及配送單位，為公共
衛生事業貢獻力量。本集團擁有分銷商1,410家，具有規模的分銷物流中心5個。本集團
適量進行分銷體系的宣傳推廣投入，繼續優化篩選和維護優質客戶。面對較為困難的經
濟環境，本集團分銷業務錄得銷售收益人民幣364.9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333.0百
萬元），同比上升9.6%。

直供銷售模式

本集團的直供模式有效解決了傳統上繁複重疊的銷售環節，簡化供應鏈，從而提高銷售
效率及盈利能力，為本集團的高邊際利潤產品提供可觀的利潤率。同時，契合中國政府
推行的「兩票制」管理體制，減少本集團受到政策變化影響，具有行銷模式的先進性。期
內，本集團管理層積極維護品牌產品的直供能力，該直供模式覆蓋中國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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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產品運營

本集團繼續維持原有品牌產品的運營格局，並根據實際經營需要進行品牌結構調整，淘
汰部份不適用產品，補充新型產品，吐舊納新，一方面保持原有品牌產品的競爭力，另
一方面增加新的品牌產品的影響力。期內，錄得淨增加品牌產品44種。因此，本集團期
末合共運營723種品牌產品為本集團的利益效力。

倉儲智能化建設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設置了石家莊、瀋陽、長春、哈爾濱、佳木斯五個較大規模的物流配
送中心，構建了輻射全國和覆蓋東北地區的優質配送體系。期內，智能分揀軟件系統提
升了勞動生產率，同時由於本集團的工作環境改善，提高員工及客戶的業務工作感受，
促進形象升級，為規劃物流園的產業升級及智能化轉型奠定堅實基礎。

品牌形象推廣

本集團具有持續進行品牌宣傳和行銷推廣的傳統優勢，藉以強化本公司的影響力和競爭
力，減低經營業績進一步下滑的幅度。期內，本集團繼續利用傳統媒介，如電視、廣
播、報紙、車體、路牌及傳單等，以及新媒體，如互聯網、微信自媒體等，宣傳產品
品牌及企業品牌。此外，本集團參與公益慈善，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開展免費發
放防疫用品行動，提升本公司的美譽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商學院學堂培訓

本集團根據新時代、新經濟、新科技、新零售等特徵，繼續優化商學院培訓內容，發揮
企業商學院對本集團業務發展、人才培養、公益宣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本集團
利用在行業內率先成立企業商學院之優勢，提升企業凝聚力，促進員工思想提高及對業
務轉型升級等新要求的適應性有所幫助。期內，由於疫情，本公司舉辦了線上視頻形式
內部培訓合共2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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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

期內，本集團對所屬約160萬的線下會員提供跟進服務及促銷優惠，並提供線上的健康
知識、產品知識等傳播服務，以便提高會員的認同感和積極性，增加會員的忠誠度，提
升本公司企業健康的形象。同時，本集團在開放洗手間、嚴冬提供避寒場所、走失兒童
服務中心、快遞小哥防疫驛站等多方面進行社會增值服務，繼續開展「愛心中國」等公益
活動，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行業聯盟

期內，本公司積極參加聯盟活動，以主席及副主席等為代表參與聯盟組織的考察、論
壇，把握時代發展主題，掌握行業資訊，促進品牌產品建設，加強本公司與行業聯盟的
互動與交流，不斷提升影響力。同時，借助中國國家的「健康中國」、「美麗中國」、「一
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及「海南自由貿易港」等國家戰略導向，吸收行業經驗，聚焦
科技創新，探索本集團業務轉型升級的進一步推進。

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錄得整體收益為人民幣616.7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587.4百萬
元增加5.0%。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125.5百萬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257.2百萬元。期內，每股虧損為人民幣31.04分（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6.58分）。在費用水平不變的情況下，收入及毛利率
的增加，減少了虧損金額；及本期對虧損嚴重的門店關停，直接降低了經營開支，直接
減少了虧損金額。

收益

期內，本集團錄得整體收益為人民幣616.7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587.4百萬
元增加人民幣29.3百萬元或5.0%。本集團期內業務上升主要由於疫情已經有一段時間，
國內對發燒、感冒、抗病毒等一系列的藥品放鬆了管控，所以收入比二零二零年同期有
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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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益分析

收益（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佔總收益百分比(%)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零售 251.8 254.4 -1.0 40.8 43.3 -2.5個百分點
分銷 364.9 333.0 +9.6 59.2 56.7 +2.5個百分點

      

616.7 587.4 100.0 100.0
    

零售業務分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零售藥店總數達406家（二零二零年：849家），
其中310家位於黑龍江省（二零二零年：654家），95家位於遼寧省（二零二零年：127家），
0家位於吉林省（二零二零年：67家）及1家自營零售藥店位於香港（二零二零年：1家）。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瀋陽市設有1家超市（二零二零年：1家），主要銷
售保健品及消費品。

分銷業務分部

本集團採納審慎措施經營分銷業務並採取適當行動，透過加強銷售信貸管理降低信貸風
險，並減少貿易應收款項，以降低壞賬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審視全國性分銷網絡覆蓋約1,410名活躍客戶（二
零二零年：2,400名），其中約860名為醫藥零售商、醫院及診所（二零二零年：1,500名）
及約550名為分銷商（二零二零年：900名）。分銷網絡活躍客戶減少的主要原因：(i)中國
政府加大監管藥物，導致一些批發企業和小藥店關停；及(ii)疫情期間，實施民眾的出行
限制也給運輸帶來很大障礙，貨物無法運出，導致一些實力比較差的下游經銷商、醫藥
零售商等都進行了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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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潤

期內本集團毛利潤為人民幣89.9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66.6百萬元增加人民
幣23.3百萬元或35.0%。整體毛利率由11.3%上升至14.6%。毛利率上升主要由於本集團
原先本著薄利多銷的原則，爭取更多的客戶資源，可是效果不佳。隨著疫情的好轉現在
逐步提高了加價水平，所以毛利率比二零二零年同期有所上升。

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毛利潤分析

毛利潤（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毛利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零售 45.7 49.4 -7.6 18.1 19.4 -1.3個百分點
分銷 44.2 17.2 +157.0 12.1 5.2 +6.9個百分點

      

89.9 66.6
  

銷售及營銷開支

期內的銷售及營銷開支為人民幣183.4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282.5百萬元減
少人民幣99.1百萬元或35.1%，佔本集團收益29.7%（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48.1%）。銷售及營銷開支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減少主要由於期內廣告、物業、廠
房及設備折舊及僱員福利開支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期內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31.6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32.9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3百萬元或4.0%，佔本集團收益的5.1%（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5.6%）。行政開支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減少主要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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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淨額

期內的財務成本淨額為人民幣1.4百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10.7百萬元）。財務成本淨額減少主要是由於確認港幣對人民幣貶值產生的匯兌損失
減少所致。

所得稅開支

期內並無所得稅開支（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8百萬元）。期
內並無實際所得稅稅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1%）。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本公司之庫務部門制定財務風險管理程序，並由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該庫務部門集中管理包括利率及匯率風險在內之財務風險、重新分配本集團之財務資源
盈餘及爭取有成本效益之資金，並抓緊提高收益之機遇。庫務部門定期及密切監察其整
體現金及債務狀況、積極檢討其融資成本及到期情況以方便於適當情況下及時再融資。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無抵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合共為人民幣68.3百
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33.1百萬元），及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
幣53.4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03.7百萬元）。

期內，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淨額為人民幣19.0百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3.9百萬元）。

期內，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人民幣0.1百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1.8百萬元）。

經考慮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及現有財務槓桿，管理層認為，本集團需要適時補充流動資
金，為日常業務營運、資本開支及未來業務發展項目提供資金。董事會將持續及密切監
控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及財務表現以及實行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現金流量。



- 24 -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計值及結算。本集團的貨幣風險來自
以港幣及美元計值的部分銀行存款。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
行結餘為人民幣68.3百萬元，其中以港幣及美元計值的款項相等於人民幣0.6百萬元。

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金融工具作金融對沖用途。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本公司配發發行總額為77,262,689股（「認購股份」）向四名
獨立第三方的認購人，在一般授權下認購價為每股0.135港元。認購股份約佔本公司經認
購股份擴大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6.7%。淨收益根據認購籌集了約10.2百萬港元。本公司
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一般本集團營運資金用途。訂閱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公告。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為463,576,134股。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人民幣40.0百萬元借款，該借款的年利率為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本負債比率（以債務淨額除以權益總額與債務淨
額之和計算）為不適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不適用）。

或然負債及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無）。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應付票據由本集團總賬面淨額人民幣34.6百萬
元的定期存款作抵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付票據由本集團總賬面淨額
人民幣34.7百萬元的定期存款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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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本集團認為僱員為本集團成功之關鍵所在。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
國香港及中國內地擁有3,495名（二零二零年：5,612名）全職僱員，期內，僱員福利總開
支為人民幣138.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149.9百萬元）。本集團根據僱員的職位、
表現、經驗及當前市場慣例向僱員支付薪酬，並提供管理及專業培訓。本集團已實施一
系列舉措以提高員工的生產力。尤其是，本集團對大多數的員工進行週期性績效評估，
他們的薪酬與績效掛鈎。此外，本集團的薪酬結構旨在通過將部分薪酬與個人績效和本
集團的整體業績掛鈎，激勵員工取得良好表現。基於業績的薪酬部分取決於員工的崗位
職能和資深程度。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為香港僱員提供退休福利，以及人壽保
險及醫療保險。本集團根據中國法律規定向中國內地僱員提供基本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
金。此外，本集團竭力為僱員提供安全之工作環境及提供有系統之培訓課程。

環境、管治及社會責任

本集團意識到與員工、業務夥伴、供應商、客戶、股東、投資者及銀行以及社區維持良
好關係，對促進本集團業務長期增長及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本集團管理層不時審視政策
實行，監督和計量進度，並確保在環境、工作環境、運營管理及社區參與╱社會公益等
方面有效實現既定目標，以回應國家「碳中和」戰略和全球性的綠色可持續發的訴求。

抗擊疫情

期內，中國內地的疫情基本上得到很好控制，但局地疫情仍零散發生，所以地方管控政
策階段性收緊，經濟不斷復蘇，本集團旗下如吉林省、瀋陽市、黑龍江省、石家庄市部
分附屬公司受當地政府防疫指揮部門委託為防疫醫療物資指定的採購單位，繼續為疫情
防控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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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

本集團在主席的戰略規劃引領下，管理層將以王道思維為指導方針，適應新形勢，專注
大健康，聚焦醫藥行業，深耕產業鏈條。在穩定和優化現有零售連鎖網絡及分銷體系基
礎上，進一步探索「供給側」方面的結構性轉型和數字化升級，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拓展：

一是「專業+」策略。強化服務專業程度，提高公司運營素質。以執業藥師為核心，依託
商學院優勢，培養新時代員工，從企業文化、醫藥知識、服務技巧、新行銷手段等多方
面，或引進名醫坐堂，提高為民眾藥學服務水平，以專業性贏得顧客及開發市場，塑造
零售連鎖藥房及分銷領域的專業品牌。

二是「平台+」策略。拓展店舖的增值服務項目，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隨著
人們生活環境的變化，對健康的關注更為明顯，預防和治療需求不斷增加。尤其是新冠
肺炎疫情的突現，進一步提示民眾保健和免疫的重要性。本集團將根據新形勢採用新科
技手段，或以合夥人形式引進大健康領域資源，增強終端店舖服務能力，適應新形勢的
市場需求。

三是「互聯網+」策略。加強互聯網對實體門店的鏈接能力，促進線上線下貫通及融合發
展。本集團將根據科技及互聯網發展趨勢，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終端普及應用的新情
況，開發小程序、利用短視頻及直播帶貨、朋友圈宣傳、群組開發及粘合會員等多種新
方式，打通實體店舖的空中網絡，探索「新商業、新零售、新科技」相融合的新營銷生態
系統，構建動態領先的競爭力。

這樣，通過借助公司傳統行業網絡佈局優勢，嫁接新經濟模式，努力促進本集團經營結
構優化和數字化轉型，為本公司發展謀定新週期，插上新翅膀及構架新引擎，使本集團
在產業鏈生態系統建設和運營渠道創新等方面繼續走在行業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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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期內的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企業管治

於期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14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管
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本公司將繼續審閱及提升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
治守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所區分及不應由同
一人士擔任。期內，儘管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歸屬於金東濤先生，惟所有重大
決定乃經諮詢董事會後作出。董事會認為權力充分平衡及現有企業安排維持了本公司強
健的管理狀況。儘管如此，金東濤先生已辭去本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及初川富先生為執行
董事已被任命為首席執行官，全部從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由於本集團對企業管治的考慮，金東濤先生已辭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而初川富先生已
獲委任為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除上述外，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全部守則條文以及（如適用）企業管
治守則的適用建議最佳常規。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其自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各董事已確認，於期內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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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本公司配發並發行了共77,262,689股認購股份予四名認購
人，在一般授權下認購價為每股0.135港元。認購股份約佔本公司經認購股份擴大的已發
行股份總數的16.7%。淨收益根據認購籌集了約10.2百萬港元。本公司擬將該等所得款
項淨額用作一般本集團營運資金用途。訂閱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二
十九日的公告。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63,576,134
股。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鄒海燕先生（審核委員會
主任）、鄭雙慶先生及江素惠女士。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察、檢討及監督本公司
財務匯報程序、財務匯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期內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中期業績及二零二一╱二二年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將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料的二零二
一╱二二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分別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
本公司網站(www.uhighl.com)刊載。

承董事會命
大健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金東濤

香港，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金東濤先生、金東昆先生、趙澤華先
生及初川富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鄭雙慶先生、江素惠女士及鄒海燕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