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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企业
争抢 4000亿元投资蛋糕
本报记者 李志豹

刚刚过去的一周，医疗器械板块
在股票市场上表现抢眼，理邦仪器、
和佳股份、阳普医疗等医疗器械股平
均涨幅超过5%。

这跟卫生部近日发布的一项报
告不无关系。8月17日，卫生部发布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明确
指出，未来8年将推出涉及金额高达
4000亿元的7大医疗体系重大专项。
“对我们医疗器械厂商当然是利

好消息。”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毕飞飞注意到，
在卫生部4000亿元的投资计划中，有
1090亿元将用于县医院建设，“而和
佳股份目前则正在加大力度开拓县
级医院的医疗设备市场。”受此利好
消息，和佳股份的股价在8月17日后
最高涨幅超过10%，一度逼近涨停。

在安邦咨询医药行业研究员夏
庆看来，从 4000亿元的投向看，此次
加强扶持的领域是新医改的延续和
深化。

投资主要针对医疗行业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卫生
部此次报告耗时3年完成，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韩启德副委员长、桑国卫副
委员长等领衔，总字数8万多字，全书
共5个章节。

据悉，此次投资主要针对医疗体
系，投资资金将主要流向医疗行业。
在各大投资项目中，县医院建设行动
计划（1090亿元）、护士培养工程
（1050亿元）和特聘全科医师计划
（1000亿元左右）是投资规模最大的3
个项目，合计占总投资规模的75%以
上。

在前瞻产业研究院医疗分析师
董世高看来，卫生部如此大规模的医
疗投资计划，尚属首次。
“然而，此次的4000亿元投资显

然更加势大力沉。”董世高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虽说此次投资规划
期较长，至今仍有8年，但是年均投资
规模达500亿元，是2008年投资规模
的10倍。
此外，记者注意到，对于自主研

发药品、医用耗材、医疗器械和大型
医用设备等，卫生部专门推出100亿
元的民族健康产业重大专项。其中，
卫生部计划设立210个项目基金，其
中100个项目将资助医用耗材研发，

每个项目2000万元，100个项目资助
医疗器械研发，每个项目5000万元，
另外10个项目用于资助大型医用设
备研制，每个项目3亿元左右。
“县级医院设备装备有望成为下

一块医疗基础设施市场的主要增长
点。”董世高表示，从产业链的角度
看，高新医疗器械/设备研发厂商、医
疗信息化的相关企业（如医疗电子信
息采集设备制造商）、医院基础建设
承包单位以及医疗护理行业相关企
业将直接受益。

专项资金投入
将起到杠杆作用

“在国家对药品价格加强监控的
背景下，医院为了平衡利益链，诊断
时会加强医疗器械的作用，对医疗设
备的采购力度会越来越大。”毕飞飞
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相对药品
而言，由于起步较晚，在投资的拉动
下，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的成长性将
更为突出。
有数据显示，医疗器械设备的市

场规模在2011年已达到1200多亿元，
2000—2010年的复合增长率约21.3%，
未来还将保持高速增长，到2015年预

计将超过3000多亿元。
夏庆更为看好此次4000亿元专项

资金所带来的拉动与刺激作用。“通常
专项资金的投入会带来相关地方政府
的配套资金，最终起到杠杆作用，将翘
动更多资金投入到相关产业中。”夏庆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如是表示。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专项投资，
企业关注的是这些资金将投给谁。
“在扶持领域中的企业，只要其产品
或服务物美价廉、品牌知名度高、营
销网络广泛、或具有进口产品替代优
势、或产品为创新药等，这些企业受
资金支持的概率就非常大。”夏庆认
为，对于那些能够准确把握政策动
向，并及时提供下游所需的产品和服
务的企业来说，分享4000亿元资金支
持这个大蛋糕的机遇更高些。

但毕飞飞也坦言，4000亿元的资
金规模虽然足够大，但相对于数量众
多的医疗企业来说，能够获得资金专
项支持的企业毕竟是少数。

监管问题成关注焦点

正是由于企业数量多，且关系到
国计民生的医疗服务专业性较强，使
得医疗资金的监管工作变得很复杂，

需要很强的技术性以及技巧性。“因
此在监管这项巨大工程资金时，需要
在整个流程中加以审核，并对有效
性、公平性、管理便捷性等进行科学
的评估和判断。”夏庆表示。

董世高也指出，国家、地方政府、
甚至到各县级医院，都应该围绕该次
投资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投资规划，从
使用目的上保证资金用到正确的地
方，“要建立起多角度、全方位的监管
体制。”

用好4000亿元医疗体系建设投
资，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十分关键。
“投资立项必须坚持可行性、可控性
原则，注重项目科学规划。”董世高建
议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投资责任制、投
资审核制与监督制。

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要保持公
开、透明的原则。董世高建议各相关
部门，以季度或者年度为单位，向社
会公开经费的使用情况、审计报告，
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确保该次投资
产生积极的效果。

夏庆则认为，当前新医改已经实
施了3年，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其
中专项资金的监管工作值得借鉴到
此次4000亿元的投入、分配、管理和
监督上。

北京中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矿环保”）近期
在证监会网站发布了招股书申报稿。中矿环保合并利润表显
示，2009 年、2010 年、2011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1560.39 万元、
2644.82万元、4023.40万元，呈现为一条完美的上升曲线。

但认真考察其利润构成却会发现，报告期内，中矿环保的
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自动化公
司”）为其利润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矿环保盈利的“功臣”

中矿环保的母公司利润表显示，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其合并前净利润分别为 1629.24万元、533.87万元、1479.61
万元。除了 2009年和合并净利润相差不大外，2010年和 2011
年，则仅仅为合并净利润的 20.18%和 36.78%。合并前后净利
润的差额即为子公司贡献的利润。

中矿环保拥有 3家控股子公司，其中，自动化公司在
2010年和 2011 年为中矿环保贡献了大部分利润。2010 年
和 2011 年，自动化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2139.34 万元和
2864.89 万元，占中矿环保同期合并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79.78%和 65.83%。可以说，自动化公司未来的利润趋势将
直接左右中矿环保的利润趋势。
从申报稿可以看出，2010年和 2011年，自动化公司的营

业收入分别为 3088.8万元和 3645.81万元。中矿环保从 2010
年开始向自动化公司采购 Winc 输送系统监控软件，中矿环
保与自动化公司的交易金额 2010年和 2011年分别为 3000
万元和 3380.34万元。

对比这两组数字就可以看到，自动化公司的营业收入基
本上都来自于和中矿环保的交易。

醉翁之意原在“税”？

申报稿披露，自动化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核认定为软件企业，从 2010年起开
始享受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即征即退政策以及企
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2010年和 2011年，母公司中矿环保享受的所得税减免
为 56.86万元和 179.11 万元，分别占当期合并报表净利润的
2.15%和 4.45%。而子公司自动化公司 2010 年所得税减免额
和增值税退税额分别为 492.10万元和 380.77万元，占 2010
年合并报表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8.61%、14.40%。2011 年所
得税减免额和增值税退税额分别为 716.22万元和 432.31万
元，占 2011 年合并报表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7.80%、
10.74%。三项税收优惠在 2010年和 2011年合计对当期合并
报表净利润的影响分别为 35.15%和 33.00%，其中，自动化公
司的税收优惠对当期合并报表净利润的影响分别为 33%和
28.55%。

自动化公司以畸高的毛利率向中矿环保销售 Winc 输送
系统监控软件，最终抬高了中矿环保终端产品的成本，降低了
母公司的利润率。

中矿环保和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的定价是否合理？近
来市场上对此质疑声不断，不得不让投资者在心里画上一个
问号。

IPO看台

中矿环保：
关联交易粉饰业绩？
本报记者 郭志明 实习生 杜鑫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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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的同时，生产准备也已启动。据悉，目前，武汉乙

烯已配备生产准备人员 991人，完成编制总体试车方案等技
术准备，做好了投料试车所需的原料、燃料等物质准备，基本
完成武汉乙烯总体试车费用预算编制。

污染压力与环境隐忧

青山区委负责人表示，一系列项目的逐步实施，基本可确
保青山区到“十一五”期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单位能耗降低
20豫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20豫的目标。

在武汉市青山区区长黄家喜看来，这个区因企业而建 ，
但是生产生活难平衡。2011年，他在当地媒体上撰文称，青山
区既有企业生产区，又有居民生活区，企业生产需求和居民生
活所需并不总是完全统一的，也存在不一致性，两者之间也有
纠纷、有矛盾，如何妥善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考验管理
的水平和能力。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取一份《武汉化工区污水处理厂工

程（一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文中显示，施工期
废水主要有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以上污水如未经处理直接
排放，将对受纳水体造成污染影响，若按照本评价提出的措
施，针对性的采用修筑沉淀池和化粪池的方法进行治理，则可
减轻对受纳水体的影响。对于废气方面，该报告称：施工期建
筑粉尘和道路扬尘对施工场地周边地区有一定不利影响，由
于建筑粉尘及扬尘沉降较快，只要采取有效措施并加强管理，
则其影响范围一般仅局限于施工场地的周边地带。

曾任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的李勇
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这个报告涉及了化工园区的建
设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和所采取的措施。有两个问题要注
意，第一，报告中所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实际运行情况是
否可以达到报告的预期效果；第二，因为化工园区涉及很多工
业污染物，但在报告中仅仅涉及了少数几个污染物指标。
《中国企业报》记者前往武汉市化工区管委会采访，一位工

作人员声称领导不在。对化工区管委会经发局提出采访要求，也
被告知领导不在，工作人员让记者留下采访的问题后，等待答
复，但截至发稿时记者未得到任何回复。记者对武汉市环保局、
武汉市水务局提出采访要求，并发去函件，同样未得到回复。

据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统计，20世纪 70年代末，长江
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尚不足 100亿吨，而到 2007年，这一数据
已经突破 300亿吨，相当于每年一条黄河水量的污水被排入
长江。这一记录仍在不断刷新，中科院南京与地理研究所研究
员高俊峰指出，仅 2009年排入长江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就达到
221亿吨，比 2005年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还要高。

李勇智认为，在长江沿岸建设化工园区，毫无疑问将产生
大量的污染物排污水体，如果这些水体在进入长江前没有得到
妥善处理，将有可能污染下游地区水质，有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
破坏，严重时将影响下游居民饮用水水质，影响居民身体健康。
“在江边建设该项目可以利用长江巨大的水量来稀释污

染物，因为这个化工区长时间工作，要工作几十年，谁能保证
这几十年都没有一点问题发生”，当地一位环保人士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如果突然发生水灾、地震或者爆炸等，会出现
类似松花江污染事件，整个下游全部遭殃。他举例说，今年 6
月中旬，武汉形成大面积雾霾天气。据环保部门称，属于燃烧
秸秆所致。他坚称：“除了气象条件，工业生产、机动车尾气排
放、冬季取暖烧煤等导致的大气中颗粒物浓度增加，是雾霾产
生的重要因素”。

80万吨乙烯工程如何进行环境保护？本报将继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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