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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价虚高成因摸清 多家药企被顶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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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上市 华绿生物欲另觅新“菇”

虚开发票套取资金体外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

检查公告（第四十号）》显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财政部对有

关监管局检查的19家医药企业作出行政处

罚，包括赛诺菲、豪森药业、长白山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万邦医药营销有限公司、恒瑞

医药、礼来、步长制药以及深圳华润三九医药

贸易有限公司等。

这次查账行动始于2019年6月。彼时，财

政部决定组织部分监管局和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财政厅（局）开展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

检查工作，重点检查药企销售费用等，并随机

抽取了77家医药企业。根据财政部2019年发

布的检查通知，14个监管局采取就地与交叉

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15家医药企业开展检

查；31个财政厅（局）采取就地检查方式，每个

财政厅（局）检查2家医药企业。

财政部方面表示，此次检查执法旨在摸

清药价虚高的成因，通过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穿透检查的方式，围绕药价虚高，重点聚焦医

药产品的销售费用是否真实、成本费用结构

如何构成。据了解，最终达到处罚标准的，并

以法人为处罚主体的（包含部分药企的下属

子公司）共有19家，还有3家没有达到行政处

罚的标准，主要进行了行政处理，不在本次处

罚公告范围内。

经查，使用虚假发票、票据套取资金体外

使用，虚构业务事项或利用医药推广公司套

取资金以及账簿设置不规范等其他会计核算

问题是上述19家医药企业主要存在的问题。

上述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

九条等规定。

违规账目最高达1.64亿元

受罚的19家医药企业中，12家企业被处

以顶格罚款5万元，其余7家罚款为3万元，累

计罚款超过70万元。其中，华润三九子公司深

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涉及违规的账

目金额最高，达到1.64亿元；其次是豪森药业，

涉及违规的账目总金额超过1.5亿元。

具体来看，检查发现，深圳华润三九医药

贸易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2018年列

支视频拍摄项目制作费不实，涉及金额

1323.7万元。二是2018年列支物流监管项目

费不实，涉及金额320.2万元。三是该公司本

部及广东片区2018年列支会议费不实，涉及

金额8848.12万元。四是该公司本部及广东片

区2018年列支调研费不实，涉及金额

5952.17万元。

对于豪森药业方面，检查发现，该公司存

在2018年列支咨询评审费、广告宣传费，后附

部分发票经查询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

票查验平台，结果为“查无此票”或“不一致”，

涉及金额1.29亿元；虚列27家信息咨询服务

部的咨询评审费1600万元；2018年列支会议

费的后附部分资料不实，涉及金额274.06万

元；2018年虚增办公用品费481.71万元，后附

发票显示购买产品为笔、本子等，但实际并未

购买。

此次检查将药企带金销售的痼疾再次带

到公众面前。一直以来，销售费用被视为药价

虚高的主要推手之一。一般来说，药企的销售

费用由市场推广费、职工薪酬、商业推广费、

差旅费以及会议费等项目构成。因一些药企

的销售费用中包含给医院的回扣，这不仅导

致医药行业销售费用高企，还导致药品价格

虚高。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带金

销售的费用大多隐藏在差旅费和学术推广

费中。

针对此次被罚一事，北京商报记者联系

了华润三九、豪森药业方面，但截至发稿未收

到回复。

震慑药企带金销售等违规行为

事实上，药企带金销售已是行业顽疾。

2018年4月，一位自称诺华医药代表的举报

者，举报诺华制药给使用诺华产品的医生回

报等违反医药代表行为准则的违规操作。

2019年5月，仙琚制药被实名举报带金销售，

该公司为扩大其产品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

（50滋g、60掀/盒）销量，给江苏省部分医疗机
构医生回扣。2020年5月，豪森药业母公司翰

森制药在2010-2017年间多次向医院相关负

责人、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行

贿，通过带金销售扩大公司药品销量的事情

被曝光。

在医药行业投资人士李顼看来，此次对19

家药企的处罚是财政部会同国家医保局对77

家医药企业实施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靴子落

地，未来，国家对医药行业虚开发票等行为的

监管将进一步常态化。

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

见》指出，要加强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监督

检查，深入开展药品、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

专项治理。此外，国家医保局于2020年建立信

用评价制度体系，将医药商业贿赂、虚开发票

等在内的七大类行为列为医药价格和招采失

信事项。失信行为分为“一般”“中等”“严重”

“特别严重”四个等级。

财政部方面表示，2019年财政部联合国

家医保局开展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是穿透式

检查，对于药企的资金流向、产品的成本构成都

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把握。检查聚焦医药产品成

本费用结构，摸清了药价虚高的成因，震慑了医

药企业带金销售、哄抬药价等违规行为，保障了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等重大改革的顺利推进。后

续，财政部将严格履行财会监督主责，坚持“强

穿透、堵漏洞、用重典、正风气”，加大执法检查

力度，切实提高会计审计质量，保障人民群众

利益和重大改革实施。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4月12日，随着江苏华绿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绿生物”）创业板挂牌上

市，金针菇四巨头聚首资本市场。对比来看，靠

着金针菇“一板斧”打天下的华绿生物，不管是

从规模化生产、市场份额还是产品结构上看都

难有竞争优势。

意识到竞争压力的华绿生物将希望寄托

于真姬菇（也称白玉菇或蟹味菇），并计划将产

能扩至2019年的6倍。然而在真姬菇产能利用

尚未饱和、经销商被竞品企业绑定的情况下，

华绿生物能否借助真姬菇抢占市场份额还尚

未可知。

上市一波三折

4月12日，华绿生物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

板，发行价格为44.77元/股。华绿生物董事长兼

总经理余养朝在上市路演中表示，“公司目前

跟知名连锁火锅店和大型商超都达成了长期

稳定的合作，火锅店如海底捞、呷哺呷哺等，超

市如沃尔玛、永辉、家乐福、大润发等”。

上市公告书显示，华绿生物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6.53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约为5.96亿元，所募资金拟投入到华绿

生物一厂技术改造项目、泗阳华茂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年产3万吨真姬菇项目。

事实上，华绿生物的IPO之路并不顺利。

2015年7月21日，华绿生物在新三板挂牌，2017

年12月从新三板摘牌，并于同年12月15日向证

监会递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书（申报

稿）。不料，华绿生物却于2018年3月30日遭遇

终止审查。

时隔两年，华绿生物二度冲刺IPO。2020年

1月3日，华绿生物再次提交招股说明书，拟登

陆创业板。2021年3月10日，获证监会同意在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至华绿生物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国内食用

菌行业前四大企业已齐聚A股。据悉，在金针菇

“四大家族”之中，众兴菌业和雪榕生物分别早

在2015年和2016年就完成上市，如意情则在

2019年被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了56%的股权。

在香颂资本董事沈萌看来，食用菌栽培除

了规模成本优势之外，还有技术研发方面的积

累。一些工厂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弱的食用菌

栽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甚至会被淘

汰。对于华绿生物而言，只有通过上市融资等方

式提高产能，才能形成对前面几家上市公司的

追赶。

落后于同行

进入资本市场的华绿生物不管在规模化

生产、市场份额还是产品结构方面，与其他三家

企业相比难言优势。

在规模化生产方面，华绿生物在四家食用

菌上市公司中居于末位。根据中国食用菌协会

工厂化专业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食用

菌工厂化研究报告》，华绿生物2019年在工厂

化规模生产金针菇企业中排名第四。截至

2019年6月，雪榕生物、众兴菌业、如意情和华

绿生物日产能分别为1140吨、775吨、363吨和

327吨。

由于工厂化规模垫底，华绿生物的市占率

也相对落后。《金证研》沪深资本组数据显示，

2017-2019年，雪榕生物金针菇的市占率分别

为12.83%、11.27%、11.51%；众兴菌业金针菇

的市占率分别为6.16%、7.7%、9.58%；而同期华

绿生物的金针菇市占率分别仅为2.53%、2.91%

和4.27%。

在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食用菌的

生产和销售遍及全国，没有明显的区域性，但考

虑到物流成本较高、产品保质期较短等因素，食

用菌产品的销售具有一定的销售半径，一般围

绕生产基地、辐射周边区域进行销售。仅拥有两

处生产基地的华绿生物，其食用菌产品销售的

辐射范围相对较窄，因此在全国化布局速度上

也会落后于同行。

另外，在产品结构上，华绿生物过于依赖于

单一产品金针菇。数据显示，2017-2019年，华

绿生物的金针菇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92.49%、91.12%、92.2%。同期，华绿

生物同行业可比公司雪榕生物的金针菇产品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2.04%、

77.05%、78.33%；众兴菌业的金针菇产品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2.14%、

83.37%、78.5%。

押注真姬菇

华绿生物似乎也意识到金针菇占比一家独

大的风险性，并将希望寄托于真姬菇。

“自身存在产品单一的风险。”华绿生物在

招股书中坦言。余养朝在上市路演中提及，“金

针菇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将大量种植真姬菇品

种”。招股书募资用途显示，除了拟募资3亿元

对现有的一厂、二厂进行技改，华绿生物还打算

募资4.28亿元建设一个年产3万吨的真姬菇生

产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华绿生物“高调”投产

真姬菇，但其产量增速逐年下滑、产能利用率不

饱和等问题仍未解决。对此，华绿生物方面解

释，“对于公司主要产品金针菇，绝大部分经销

商均只销售公司金针菇产品；由于公司真姬菇

的供货量无法满足经销商的销售需求，部分经

销商销售其他公司的真姬菇产品”。

此外，由于同行经销商存在排他性，华绿生

物真姬菇未来的销售渠道也存一定阻力。雪榕

生物在2016年8月31日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中披露，“雪榕生物大的经销商只能卖

雪榕的产品，是排他性的”；众兴菌业也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公司和各固定经销商目前均签

订排他协议，即在公司供货充足的情况下，经销

商原则上不能销售其他品牌的金针菇等同类

产品”。

在真姬菇产能利用尚未饱和以及部分经销

商被同行可比公司绑定的情况下，针对华绿生

物募资投产后产品销售计划等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发邮件采访华绿生物，但截至发稿并未收

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王晓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4月12
日，华为第18届全球分析师大会在深圳

开幕，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回应了外

界关于华为在芯片、汽车以及5G等业

务方面的一些疑问，并表示，今年华为

的目标还是活下来，但是希望能活得好

一点。

近几年，跨行业造车的企业如雨后

春笋般络绎不绝，日前，小米也正式宣

布了造车的计划。在此次大会上，徐直

军再次明确了华为不造车的立场，同时

透露华为与汽车厂商合作了三个子品

牌，“包括北汽的ARCFOX极狐，与重

庆长安和广汽的两个子品牌，名字还没

想好，华为合作的品牌不会很多，今年

底将有一系列的新车推出来”。

“我们还设计了‘华为inside’的品

牌，以后大家看到车上有这个品牌，就

知道是华为参与了。不是所有合作汽车

都会有这个LOGO，只有使用了华为自

动 驾 驶 技 术 的 汽 车 才 会 有 这 个

LOGO。”徐直军说，今年华为对智能汽

车业务部门的投资将超过10亿美元。

以智能汽车为代表的物联网正在

取代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将会创造更多、更大的生活娱乐方式和

空间，车家智联更是顺理成章的。在产

业观察家洪仕斌看来，不管是研究车载

系统，还是亲自下场造车，厂商都看中

了这个充满发展潜力的市场。

关于业内倍加关注的芯片问题，徐

直军称，现在全球所有的客户都在为华

为捏把汗，华为到底有多少芯片库存。

“首先，华为的库存可以支撑公司活得

更长一点。另外，华为是一个半导体采

购大企业，中国是巨大的芯片市场，中

国可能有很多企业都担心未来会像华

为一样。如此大的需求，相信总有企业

会去投资，找到满足华为及其他国内企

业在芯片领域的需求的办法。我相信这

一天会到来。”

今年以来，不时有全球“缺芯”的消

息传出，手机、汽车等行业都面临着这

个困境。对此，徐直军强调，美国对华为

的制裁造成全球企业的恐慌性备货是

今年半导体行业的供应紧张与紧缺的

重要原因，呼吁全球半导体产业尽快恢

复合作常态。

至于华为的芯片研发公司海思，徐

直军直言，海思的任何芯片现在没有地

方加工，目前还没有盈利，华为对其也

没有盈利的诉求，但会一直支持这一团

队发展，这支队伍可以不断做研究，继

续开发、继续积累，为未来做些准备。

在5G业务上，华为董事、战略研究

院院长徐文伟表示，5G虽然已经开始

商用，但目前5G的发展还远远满足不

了交流需求。他预测，下一个十年，链接

数量将达到千亿级，算力和存储都将达

到100倍的提升，5G不仅仅是要链接所

有人，还要链接海量的物，5G现在定义

的三大场景，很难满足现有需求，需要

从目前三大场景的三角形，变成“5.5G”

的六边形。

未来，华为将加大5GtoC的力度，

助其承载更多流量，完善解决方案，华

为已经参加全球3000多个创新项目，在

20个行业签署1000多个5GtoB的合

作；另一方面，华为希望定义好“5.5G”，

在5G基础上扩展上行超带宽，实现实

时宽带通讯，进一步增强5G融合通讯

与感知能力。

徐直军还谈到，预计6G将在2030

年左右推向市场，华为也将发布6G白

皮书，告诉各行各业6G是什么。“华为

目前在做两个方面工作，一是与产业界

一起努力定义6G是什么，同时华为也

围绕6G做一些基础研究。”

华为轮值董事长：
芯片库存可支撑公司活得更长一点

4月12日，财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第四十号）》，正

式通报了包括赛诺菲、豪森药业以及华润三九等在内的19家药企存在使用虚假发票、票据

套取资金体外使用，虚构业务事项或利用医药推广公司套取资金等问题，并对其作出处罚。

此次检查结果也将药企带金销售的痼疾再次带到公众面前。销售费用被视为药价虚高

的主要推手之一。这些隐藏在差旅费和学术推广费里的费用包含了给医院的回扣，这不仅

导致医药行业销售费用高企，还导致药品价格虚高。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处罚结果标志着

靴子落地，未来对医药行业虚开发票、带金销售等行为的监管将进一步常态化。

公司 违法原因 违法金额 处罚金额

机票、发票报销冲账并套取资金

学术研讨或经验交流会议费不真实

虚假报销讲课费、点评费等；赠送
礼品、学术活动餐费等

虚增办公用品费用、会议费资料不实等

视频拍摄项目制作费不实等

91.51万元

93.82万元

419.9万元

1.53亿元

1.64亿元

3万元

3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北京诚诺美迪科技有限公司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恒瑞医药

豪森药业

华润三九

财政部对部分药企行政处罚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