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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8－015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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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7.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

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甜叶菊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47,870.07 47,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9,000.00 29,000.00 

合计 76,870.07 76,000.00 

若本次配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公司将以自筹资

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补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

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甜叶菊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计划进行 6 万亩甜叶菊标准化种植基地项目建设，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测土配方及土壤改良、土地翻整及排水设施、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取水设施等。 

（二）项目实施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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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然甜味剂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糖尿病、肥胖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富贵病”已成为全球人类健康的

主要威胁。由于糖分的过多摄取而导致高血压、糖尿病、龋齿等疾病高发，全球

消费者对低热量、无糖食品饮料以及营养保健品的需求大幅提升，甜味剂替代糖

的趋势日益显著。 

目前全球市场的甜味剂按照不同来源，主要分为人工合成甜味剂（糖精、阿

斯巴甜、安赛蜜、三氯蔗糖等）和天然甜味剂（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麦芽糖

醇，木糖醇等）两个大类。 

人工合成甜味剂由于成本低、甜度高等特性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占据了甜味剂

市场的主导地位，但人工合成甜味剂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在医学和营养学界一直存

在非常大的争议，并持续发现危害人体健康的病例。因此，目前部分人工甜味剂

的使用在很多国家被限制或禁止。 

天然甜味剂能提供类似于蔗糖的纯净口感，同时因不含糖、低热量等特性，

非常适合糖尿病和肥胖人群使用。其中甜菊糖苷的应用在全球已经有 30 多年的

历史，其安全性已经得到主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例如美国 FDA

的 GRAS 认证。同时，长期以来的应用也获得了全球主流市场的认可，特别是近

年来随着绿色健康消费的浪潮兴起，星巴克、百事、立顿、雀巢、可口可乐等全

球知名食品饮料企业均开始放弃人工合成甜味剂转而采用天然甜味剂作为其产

品的甜味成分。另外，近年来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美国家推出了“减糖”

计划，对蔗糖使用征收“糖税”，更进一步的推动了包括甜菊糖苷在内的天然甜

味剂市场的发展，当前天然甜味剂市场即将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甜菊糖市场的

增速更是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 

2、公司甜叶菊提取物的发展规划 

随着植物提取市场的发展，公司将依托在技术、研发、销售渠道、品牌等方

面的优势，继续扩大以甜叶菊提取物为主的天然甜味剂的生产和销售。2017 年

公司新建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全面建成并正式开始投产，新建生产线的原材料年

处理能力可达 6 万吨以上，产能提升 4 倍以上，实现了生产规模的有效提升。而

销售方面，公司目前已经陆续搭建了中国上海、美国洛杉矶、意大利萨沃纳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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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中心的布局，为服务全球客户建立了良好的销售服务体系。此外，公司 2017

年设立了植物科学创新中心，组建了海归博士领衔的农业技术研发团队，为公司

原料基地在种苗培育、田间管理、农艺技术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在上海设

立健康产品研发中心，致力于新产品、新工艺、新配方的研究开发，为公司主业

的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预计 2020 年公司甜叶菊提取物的收入将达

到 6 亿元以上。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完善公司原料供应链，匹配公司产能规模 

根据公司制定的产品升级转型战略，结合市场的旺盛需求，新工厂产能大幅

提升等利好因素推动，公司植物提取业务未来三年预计可分别实现 5 亿元、7 亿

元、10 亿元销售规模，使公司成为全球植物提取行业的领导企业。然而公司目

前甜叶菊和罗汉果采购模式主要为向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采购，原材料供应量

和质量的不稳定性，难以满足公司未来天然甜味剂的高速增长需要。 

目前市场原料供应存在较大的波动，原料的质量良莠不齐，高品质原料的供

应短缺将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瓶颈。因此，企业建设自有的标准化原料种植

基地是一个战略性举措，为公司未来天然甜味剂业务的高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并建立全产业链体系，降低原料、车间加工和检测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率，进

一步增强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 

2、加强原料质量控制，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公司始终把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把标准化生产作为稳定质量的根本保

证。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将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组织甜叶菊标准

化种植并制定“甜叶菊生产工程管理标准”，将基地管理、收获管理、运输管理

作为关键控制点来加以控制，对灌溉用水、土壤农残及重金属、产品农残等进行

检测，对肥料和农药使用进行全程监控，对质量监控做到可追溯。公司坚信在监

管趋严的行业环境下，具备较强研发和质量控制实力企业的市场份额将会迅速扩

大，公司甜叶菊标准化基地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原料质量控制能力，降低精

深加工环节的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优势。 

3、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积极发展种苗培育和标准化原料种植基地建设，将是关系到天然甜味剂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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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健康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公司从罗汉果、甜叶菊的原料种植抓起，将天

然甜味剂系列产品提升到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全产业链高度，并提出天然

甜味剂产品的科技产业化发展战略思路。 

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在天然健康产品领域的战略规划与布局，

打通产业链上游，充分保障大宗原料供应规模和原料质量，大幅提升公司天然甜

味剂业务市场竞争优势，为实现公司成为全球天然甜味剂龙头企业的战略目标打

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该项目的建成也将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提升公司资

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改善财务状况，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甜叶菊提取物具有甜度高、热量低等特性，适合肥胖人群、糖尿病患者食用，

对控制营养性疾病、提升全民健康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食品工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提出“围绕提升食品质量和安全水平，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

断升级的安全、多样、健康、营养、方便食品消费需求为目标”，甜叶菊标准化

基地的建设符合国家当前的投资方向和产业政策，有利于加强社会健康领域发展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符合当前国家产业布局及发展方向。国家产业政策的

支持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2、内蒙古扎赉特旗具备大规模种植甜叶菊条件 

扎赉特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东北部，大兴安岭南麓，嫩江右岸，地处

大兴安岭东南麓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带，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区。本项目

所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土质肥沃，极宜甜叶菊生长，近几年推广甜叶菊种

植，具有良好的发展甜叶菊种植的土壤条件和经验。近年来公司与扎赉特旗当地

的合作社逐步建立了甜叶菊原料收购的合作关系，掌握了当地种植甜叶菊的土壤

气候条件和种植技术要求，合作关系良好，目前已经具备了规模化种植整体推进

的条件。 

3、丰富的技术储备和研发经验为项目建设提供基础保证 

公司作为植物提取行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现已系统地掌握了一整套植物提

取物的研发、生产技术诀窍和关键工艺，形成了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核

心技术体系。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广西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并具有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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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站、广西院士工作站、广西自治区级工程技术中心、罗汉果工程研究院

等研发平台。截至 2017 年，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49 项，掌握了 300 多个天然成分

提取的核心技术。2017 年公司又新设立了植物科学创新中心，组建了海归博士

领衔的农业技术研发团队，为公司原材料基地在种苗培育、田间管理、农艺技术

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在上海设立健康产品研发中心，致力于新产品、新工

艺、新配方的研究开发。两个新研发平台的设立，为公司植物提取业务的创新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五）项目投资预算 

序号 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一 工程费用 

 1 测土配方及土壤改良 9,000.00 

2 土地翻整及排水设施等 4,200.00 

3 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 8,400.00 

4 灌溉取水设施 5,400.00 

5 第一年甜叶菊种苗外购 924.00 

6 种植基地信息管理数据库 264.00 

7 农机农具 192.00 

8 仓库及管理用房 250.00 

工程费用合计 28,630.00 

二 其他费用 

 1 土地流转费用 9,600.00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513.57 

3 前期工作费 58.00 

4 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费（含编制费及评估费） 16.47 

5 工程保险费 85.89 

其他费用合计 10,273.92 

工程及其他费用合计 38,903.92 

三 预备费 4,668.47 

建设投资费用合计 43,5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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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流动资金 4,297.68 

总投资 47,870.07 

（六）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农

业”）作为实施主体。 

（七）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两年。 

（八）项目实施地点 

本项目的实施地点为内蒙古扎赉特旗。 

（九）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产后，甜叶菊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项目预计可实现年

收入 2.30 亿元，净利润 0.53 亿元，项目总体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前）为 17.90%，

税前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6.60 年。 

（十）项目备案情况 

目前，项目备案正在办理中。 

 

三、补充流动资金 

（一）项目概况 

受益于植物提取物行业的快速发展、全球食品行业健康潮流的兴起、下游产

业对甜叶菊提取物需求持续增长等有利因素，公司核心业务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和公司营销网络的完善，公司现有核心产品销售收入预

计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预计公司发展规划，植物提取业务未来三年将分别实

现 5 亿元、7 亿元、10 亿元销售规模，对公司生产能力、存货管理、市场拓展等

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需准备充足资金以满足现有核心业务增长所带来的流动资

金需求。 

本次募集资金拟安排 2.9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实施主体为桂林莱茵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满足未来经营规模持续增长和新业务拓展带来的流动资金

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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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流动资金计算过程 

公司预计未来三年植物提取业务总收入分别为 5 亿、7 亿和 10 亿，在预计

流动资金缺口时，假设未来 3 年植物提取业务营业收入与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

债平均比率关系与公司最近三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平均情况保持一

致。公司植物提取业务 2015-2017 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平均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5/12/31 
占比 

2016 年

2016/12/31 
占比 

2017 年

2017/12/31 
占比 

三年平

均占比 

营业收入 28,363.53 100.00% 34,800.26 100.00% 30,932.96 100.00% 100.00% 

应收账款 5,088.21 17.94% 5,513.46 15.84% 7,509.47 24.28% 19.35% 

存货 21,990.61 77.53% 26,348.26 75.71% 42,267.41 136.64% 96.63% 

应收票据 - 0.00% - 0.00% - 0.00% 0.00% 

预付账款 986.87 3.48% 2,466.24 7.09% 931.76 3.01% 4.53% 

经营性流

动资产合

计 

28,065.70 98.95% 34,327.97 98.64% 50,708.65 163.93% 120.51% 

应付账款 3,636.09 12.82% 6,653.20 19.12% 14,466.69 46.77% 26.24% 

应付票据 - 0.00% - 0.00% - 0.00% 0.00% 

预收账款 771.37 2.72% 1,312.16 3.77% 442.70 1.43% 2.64% 

经营性流

动负债合

计 

4,407.45 15.54% 7,965.36 22.89% 14,909.39 48.20% 28.88% 

流动资金

占 用 额

（经营资

产-经营负

债） 

23,658.25 83.41% 26,362.61 75.75% 35,799.26 115.73% 91.63% 

以 2018-2020 年预计营业收入为基础，按照销售百分比法对生产经营所需主

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测算公司未来期间生产

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公司植物提取业务补充流动资金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7/12/31 

三年平均

占比 

2018 年 

2018/12/31(E) 

2019 年 

2019/12/31(E) 

2020 年 

2020/12/31(E) 

营业收入 30,932.96 100.00% 50,000.00 7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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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7,509.47 19.35% 9,676.50 13,547.11 19,353.01 

存货 42,267.41 96.63% 48,314.35 67,640.09 96,628.70 

应收票据 - 0.00% - - - 

预付账款 931.76 4.53% 2,263.07 3,168.29 4,526.13 

经营性流动

资产合计 
50,708.65 120.51% 60,253.92 84,355.49 120,507.84 

应付账款 14,466.69 26.24% 13,117.62 18,364.67 26,235.24 

应付票据 - 0.00% - - - 

预收账款 442.7 2.64% 1,320.21 1,848.30 2,640.43 

经营性流动

负债合计 
14,909.39 28.88% 14,437.84 20,212.97 28,875.67 

流动资金占

用额（经营

资产-经营负

债） 

35,799.26 91.63% 45,816.08 64,142.52 91,632.17 

未来一至三年需补充的流动资金 10,016.82 28,343.26 55,832.91 

根据以上计算，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展，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增量为 55,832.91

万元，考虑到公司甜叶菊标准化种植基地建成后，将降低公司原材料采购对流动

资金的部分需求，故公司计划使用本次配股募集资金 29,0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

金。因此，本次配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具有合理性，与公司发展规划及资产和经

营规模相匹配。 

四、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配股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配股募集的资金将用于甜叶菊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本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

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

营规模。 

（二）本次配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实力将增强，净资产将提高，同时公司资产负债

率将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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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经营效益

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

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随

着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业绩将会显著提升。 

（三）本次发行将提升公司未来融资能力  

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将使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进而提升公司未来债务融资能力及空间，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1、天然甜味剂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



