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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5-029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4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5】第 16号《关

于对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已于 2015年 2月 17 日披露了《2014年年度报告》，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公司的经营情况，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公司对以下问题进行补充披露。 

1、公司 2014 年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为 3.0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6

倍，增长的主要是在地参以及林下参，请对公司种植人参的情况、可能面对的

风险进行分析。 

答复： 

（1）公司种植人参情况       

公司 2014 年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为 3.0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6 倍，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购入在地参 337,500 平方米（已种植 3 年至 5

年),账面价值 8,503.00 万元；购入林下参 1,057,000 平方米（已种植 3 年至 5

年),账面价值 20,403.00万元。详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种类 期末余额 已种植年限 面积(平方米） 

在地参  85,030,000.04 3年至 5年 337,500 

人参种苗 7,458,889.27 2年    30,000 

林下参 204,030,000.04 3年至 5年 1,057,000 

合 计 296,518,889.35   1,3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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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购入上述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原因是鉴于人参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各

大型医药企业及具备一定实力的其他类型集团已争先进入人参产业，且人参产量

逐年下降，人参价格持续上涨，公司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考虑，虽然公司具有成

熟稳定的供应商渠道，但为更好的防范原材料人参价格上涨给公司带来成本压

力、扩大公司原材料人参长期持续储备，因此购置了上述消耗性生物资产以备今

后生产经营所需，提前为竞争日趋激烈的人参产业锁定资源。 

目前公司已掌握成熟的人参种植栽培技术，具备规范的人参种植管理制度及

人参种植管理人员。此外，公司与通化市政府、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共同合

作的人参基因组图谱早在 2011 年 2 月底完成。作为首家单位，此项研发工作的

顺利完成，将为人参的育种、加工、产品开发等整个产业提供技术保障，从根本

上解决人参“质”、“量”和“病”的问题。 

 （2）公司人参种植可能面临的风险 

○1人参(园参)为阴性植物，喜凉爽温和的气候，耐寒，怕强光直射，忌高温

热雨，怕干热风，人参病虫害较多，且生长周期较长，一般 5 年以上，因此田间

管理存在较大风险，其生长过程中极易受到土质、温度、湿度、坡向、坡度、海

拔高度、遮光率、病害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对土壤、林地的选择以及播种管

理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情况对人参的品质及产量影响大。 

○2自然灾害  

由于林下参为自然生长，不经过人工培育，生长周期长，生长过程中极易受

到自然环境的限制，自然灾害对林下参的影响很大，每一年的产值和效益都会有

相对的变动。  

○3技术风险  

林下参生长环境受到土质、湿度、坡向、坡度、海拔高度、地上树种、自然

遮光率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对土壤、林地的选择以及播种管理技术的掌握和

应用情况对林下参的品质及产量影响大。  

○4政策变动  

目前，人参产业获得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但若国家有关人参产业政

策发生变动将很可能影响产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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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场竞争  

随着人参价格的增长，从事人参种植经营的企业将随之增多，竞争也将越来

越激烈。  

2、2014 年末银行借款余额为 18.945 亿元，2014 年利息支出 1.36 亿元，

是净利润的 2.88 倍，请分析公司的偿债风险。 

答复： 

2014 年末银行借款余额为 18.945 亿元，2014 年利息支出 1.36 亿元，是净

利润的 2.88 倍，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为：公司进入人参产业后，出于发展

战略的考虑，不断加大对人参产业的投入力度，对资金的需求增加所致。2014

年末，公司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中，流动比率为 1.63，速动比率为 0.54，资产

负债率为 50.76%。从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构成看，公司流动资产以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存货等项目为主，流动负债以短期借款、应付账款、一年

内到期的银行借款为主，公司资信情况良好，融资渠道通畅，期末银行借款主要

为质押借款。公司整体的资产负债结构合理，偿债能力较强，不会因或有负债而

致使公司出现财务状况恶化、偿债能力下降的情况。 

3、公司 2014 年末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合计 5.87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75%，

请公司结合销售模式说明应收账款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加快应收款项回收拟采取

的措施。 

答复： 

（1）公司业务的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为中成药和人参，在中成药产品方面，公司现已形成两类三种

分销管理渠道：一类为国家基本药物销售渠道；另一类为非国家基本药物销售渠

道，分为处方药销售渠道和 OTC 销售渠道两种，公司基本药物销售模式具体为：

政府或医院通过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平台对基本药物实行统一招标采购，公司根据

国家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对基本药物进行投标，产品中标后，通过公开招标的

方式确定 2-3家药品经营企业，对基本药物进行统一配送。公司处方药销售模式

具体为：各地医院对药品进行集中招标采购，药品中标后通过当地几家有实力且

经当地政府和医院批准的药品批发公司进行配送，经过药事委员会的许可进入医

院。公司 OTC销售包含两种模式：一是管理办事处模式，由销售管理办事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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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的销售任务指标完成销售任务，负责建立和管理销售区域内的营销网

络，制定各终端客户销售政策，执行监督各项销售目标，并对区域内的经销代理

商进行有效管理；二是终端直供模式，即公司成立 OTC招商管理事业部，直接与

国内大型连锁药店展开合作，由生产企业将产品直接供货到大型连锁药店公司。 

在人参产品方面，公司主要销售的为人参初加工产品，主要客户为医药制造

公司、药材批发流通公司、连锁药店以及贸易公司等。2014 年度公司的人参深

加工产品逐步推向市场，人参深加工产品主要通过两种销售渠道，即流通渠道和

药店渠道。  

（2）应收账款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1应收账款增幅较大原因 

    公司 2014年末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合计 5.87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75%，其

中应收账款为 5.77亿较年初增加 3.12亿元。其中中成药产品销售产生的应收账

款合计 3.08亿元；人参产品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合计 2.69亿元，导致应收账款

增幅较大原因主要系公司年末销售人参货款尚未收回所致。由于公司销售人参初

加工产品采取的是集约式大宗交易，合同金额较大，销售回款方式和期限由双方

协商确定，并在销售合同中做详细约定，按合同执行，本期公司销售人参的回款

方式和期限为销售客户于货物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 20%货款，余款在 180 日

内支付完毕。截止问询函回复日，2014 年末应收账款已回款 31.70%，其中中成

药产品回款占 2014 年末应收账款 13.88%；人参产品回款占 2014 年末应收账款

17.82%。 

○2公司的应对措施 

公司一至两年的应收账款余额有所增长，主要为部分中成药优质客户回款较

慢，公司适度放宽信用政策所致。公司拥有明确的信用政策，针对账龄较长的应

收账款，成立了专门小组进行催收工作，降低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截至 2014 年

底，公司 77.24%的应收账款账龄为一年以内，形成坏账损失的风险较小。报告

期内，公司没有发生坏账损失。 

4、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亏损 4755万元，第四季度净利润盈利 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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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公司在三季报中披露，预计在第四季度人参粗加工产品销售收入将大幅

增加，预计 2014 年度业绩与 2013 年度业绩相比基本持平。请补充披露公司人

参粗加工产品的各季度的销售情况、是否存在季节性风险。 

    答复： 

    （1）公司人参初加工产品的各季度的销售情况 

   由于近年来，人参产量缩减，人参需求增加，导致人参价格持续上涨，公司

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考虑，自 2012年开始至 2014年三季度，公司逐渐减少人参

初加工产品（人参干品）的销售。2014 年第四季度，公司人参产品系列化项目

建成投产，人参产品销售团队组建完毕，人参食品已推向市场，公司为回笼资金，

解决后续资本支出的资金需求，公司对外销售部分人参初加工产品（人参干品），

主要客户为医药制造公司、药材批发流通公司、连锁药店以及贸易公司等，销售

金额为 2.67亿元。 

    （2）公司是否存在季节性风险 

由于公司进入人参产业较早，公司人参库存数量、成本价格具有一定优势，

且公司已建立了成熟稳定的采购渠道，足以确保公司的战略储备计划。近年来，

由于人参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各大型医药企业及具备一定实力的其他类型集团

已争先进入人参产业，且人参产量逐年下降，人参价格持续上涨，人参库存已成

为部分医药企业及其他类型集团的战略储备物资。人参（水参）收获及加工具有

季节周期性，每年的 9 月至 10 月上旬为集中收获及加工期，水参容易变质、腐

烂，需要加工成干品人参后存储，这段时间也是人参（水参）交易的活跃时期。

而人参初加工产品（人参干参）则常年处于交易状态，交易活跃期为每年的第一

季度和第四季度。公司出售人参初加工产品是根据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

而做出的决定，因此公司人参初加工产品的销售不存在季节性风险。 

5、公司人参系列产品毛利率下降 13 个百分点，请补充披露毛利率下降的

原因。 

答复： 

公司 2014年综合毛利率较 2013年降低 13.92%，主要原因为：公司 2014年

将持有的野山参出售给敦化市华韵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因野山参货品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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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价值较高，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对外销售实现资金回款，同时也难以找到令人

信服的市场交易报价体系，公司依据购入野山参成本加上期间的持有成本（持有

期间同期银行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为定价依据(本次交易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联交易公告》、《201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销售收入为 13,822.90万元，占人参类产品收入 32.59%，

毛利率为 14.44%，使得公司整体毛利率同比有所下滑，公司 2014年人参初加工

产品毛利率为 49.71%，整体与上年持平。 

6、公司期末存货余额为 19.63 亿元，占总资产的 48%，公司未对存货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请结合原材料价格补充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答复： 

公司期末存货余额为19.63亿元，占总资产的48%，公司未对存货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的主要原因为依据公司的会计政策，公司2014年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

公司期末存货余额。 

（1） 公司的会计政策： 

公司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

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

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

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

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

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2） 未计提原因说明： 

2014年末公司存货余额为 19.63亿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62,483,900.27   162,483,900.27 

在产品 10,130,573.31   10,130,5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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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商品 1,419,473,764.42   1,419,473,764.42 

消耗性生物资产 304,145,347.96   304,145,347.96 

自制半成品 56,960,404.39   56,960,404.39 

包装物 7,512,951.22   7,512,951.22 

委托加工物资 1,828,655.52   1,828,655.52 

合计 1,962,535,597.09   1,962,535,597.09 

公司的中成药业务主要是销售定单组织采购、生产，期末存货均有合同保障，

无合同变更、撤销的情况，合同销售价格扣除销售税费后的可变现净值均大于存

货成本，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人参存货约占公司期末存货的 95%，主要采购期集中在 2010 年-2012年，当

时采购成本很低，2013、2014 年虽人参价格上涨，但公司采购数量减少，且公

司近年的采购一般采取提前预定方式，预付货款，以确保采购的价格较人参上市

时的市价低，因而 2014 年期末平均人参存货成本较低，期末市价减去销售税费

远高于存货成本，故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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